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孕 蝎 饲 养 繁 殖 器 具 

马 安 宁 赵 数 钊 
(湖北太学生物系昆虫天敌研究室，武汉 43、一0 2 

马氏钳蝎 (Bu~hsu martensi)是我国分布 

范围最广、种群数量最多的一种传统的药用野 

生动物。属节技动物门、妹形纲。近年来有些 

地方在人工养蝎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成就。由于 

孕蝎产仔期间性喜安静场所，一般都需要单独 

饲养，避免惊扰。在其产仔之后还要及时补充 

水分和食物，否则母蝎会残食仔蝎。困此，解决 

母蝎孕期的饲养繁殖器具是人工养蝎一项急待 

解决的课题。本文介绍了我室在对马氏钳蝎开 

发利用的研究过程中，设计并制造的一种行之 

有效、简单方便的孕蝎饲养繁殖器具，以供参 

考。 

此器具不仅能使孕蝎单独饲养，而且不必 

逐一加水喂食，可以半自动化；不仅能使孕蝎顺 

年U产仔，而E还可使仔蝎和母蝎及时自行分离， 

避免仔蝎被母蝎吃掉，并能减少人工分离之劳。 

这静器具的主要结构和外形见图 l。 它是由一 

个格状的养殖箱和一个流动供水槽和食物 槽， 

以及集仔稽构成。养殖箱和集仔槽、食物槽之 

间用 4日铁纱网隔离，便于仔蝎从孕蝎养殖箱 

中爬出而进入仔蝎群集箱。流动供水槽在养殖 

箱的前下方 ，内放有条状海绵泡抹塑料吸水，水 

从槽的一端不断缓缓注入，从另一端泄出，从而 

保持了供水的连续性和洁净度。食物槽则在养 

殖箱后上方并与之相联，有一铁纱网相隔，当 

食物放人食料槽后 ，那些作为蝎子食物的小昆 

虫便从铁纱网眼中自行钻入孕蝎养殖箱各小格 

内 ，供孕蝎取食。这样就减少逐一加永加食的 

困 l 孕蝎养殖箱外 图(单位：毫米) 

图 2 养殖箱组合盈 

Il 13·食料槽； 2·彝殖箱； 3·集仔槽； 9．水 槽； 6、12．铁纱网； ，．隔扳； I．底柱； 

1O·养殖小格(装有玻片’)； ll·面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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繁劳。当仔蝎在母蝇背上完成一次脱皮后爬下 

时 ，就可以自行通过铁纱踊而爬入集仔槽，顺光 

滑的粜仔植壁爬至出口处，掉入另置的盆、罐等 

收集物内。这样就不J必担心母蝎取食仔蝎，减 

少了逐个分离的烦琐工作。 

这种器具大部分为木质结构、用乳胶等粘 

台。只有水槽和集仔槽为铁片结构。养殖箱正 

面小格口用薄玻片或透明胶片插入，便于观察 

和取放孕蝎。 整个器具加工简易、适于自制。 

且体积小、重量轻，可长期使用。还可以层层叠 

放和顺墙壁挂放，有效地利用了空间。其具体 

结构和装配组合见图 2。 

原 生 动 物 分 类 的 修 正 

史 新 柏 
(啥尔试师范大学生物学系，l50oBo) 

原生动物是单细胞真核生物 ，身体 微 小， 

结构比一般细胞复杂。因此对它们的观察和新 

种新类的发现并非如对后生动物那样客易。随 

着新技术的发展 ，对原生动物的结构和亲缴关 

系的认识也不断加深。不可避免地要带来对旧 

分类的修正。 自 60年代至今 ，除一些权威作者 

个人的专著也在修正外(如 Kudo 1 966，Corliss 

1 979)，国际性的集体参与的修正 已 有 三 次。 

至最近一次 (1985)的修正，使现行的分 类 与 

60年代的相比，已面貌垒非。 动物学工作者对 

原生动物的新系统和新类群应当有所了解。本 

文为此目的概略地介绍新的分类体系，但为了 

明了新旧分类的来龙去脉三次分类修正 须一 

并介绍才可达此目的。 本文对 60年代以前已 

设的分类阶元一般不做特征叙述，对 6O年代以 

后新设的阶元简要说明其特征及其设立 傲 据。 

分类最低单元一般到纲，重要者到目。目以下 

即不做介绍，逸不仅 由于篇幅限，而且是越是低 

的阶元变动越小。本文每一最低阶元下面列出 

少量最常见的属名或科名为例，以利查考。定 

名人及定名年份前后两次修正无改换者后一次 

的即省略。原始文献 60年代以后的尽量列出。 

(一)1964年的修正 

由以 B．M．Honigberg为首的原生 动 物 

学家协会分类学及分类学问题委员 会 的 1 1名 

委员进行的修正。 发表于 1964年原生动物学 

报 (Journal of Protozoology)第 1 1卷 1期。 

这一修正案仍视原生动物为动物界的一门，下 

分 4个亚门，门下分若干总纲及纲。其梗概如 

下 ： 

原生动物 ['~(Phylum Protozoa，Goldfuss 1 810 

亚门 I 肉足鞭毛亚门 (Subphylum Sarco- 

mastigophora．Honigberg ＆ Bala· 

muth 1 963)。 因大量研究证明 晦 

足和鞭毛常同时存在于一种动物体 

一 上 ，过去的质走亚门还包容孢子虫， 

其含意也不确切 ，故改设此亚门。 

总纲 (I>鞭毛总纲 (Superclass Mastigop— 

hora，Diesing 1 866) 

纲 1 植鞭纲 (Class Phytomastigopho— 

rea，Calkins 1 909)有载色体 可 

营 自养的鞭毛虫类及少量异养型 

的种类属之。 

纲 2 动鞭纲(Class zoomastigophorea， 

Calkins 1 909)无色营异养(包括 

腐生和寄生)的鞭毛虫类属之。 

总纲(11)蛋白总纲 (Superclass Opalinata， 

Corliss＆Balamuth 1 963)o 过 

去认为属于低等纤毛虫。以后发 

现它们无大小核分化 ，无性生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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