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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毛囊近皮肤开口处有皮脂腺分布 (见 图 4)o 

血管和神经分布较少。鳞片均匀的散布在皮肤 

表面 ，绝大 多数鳞片近似半球 状 ，直径约 1mmo 

在每一个鳞片下方，伸出 1—2报粗毛。鳞片部 

位的表皮和真皮向尾的后上方凸起，形成褶状， 

其表皮层较厚 ，真皮与下方的致密结缔组织相 

连。 

3 讨论 麝鼠针毛较长而粗 ，对绒毛具有重要 

的保护作用，使其毛皮具有较强的耐磨性，此特 

点在背、体侧皮表现更为突出。麝鼠被毛呈簇 

分布，复合性的毛囊结构使毛囊与周围结缔组 

织结合紧密；针毛和背、体侧皮绒毛的毛囊均可 

伸达真皮深层，有利于被毛与皮肤牢固结合，使 

其毛皮不易脱毛。被毛呈棕褐色的独特色泽使 

毛皮具有很强的装饰性。 

麝鼠背、体侧皮厚于腹皮。背、体侧皮的网 

状层较厚，粗大的胶原纤维束紧密交织成网，加 

强了机械性的保护和保温作用，并使加工制成 

的袭皮皮板厚。腹皮较薄，胶原纤维束较细，排 

列疏松，弹性纤维较多，有助于真皮伸展时恢复 

到 原来的状 况。 

麝鼠颈、体、四肢、尾和足垫部皮内均未见 

汗腺分布。在夏季麝鼠频繁进入水中，可以散 

热，调节体温。因此，人工养殖麝鼠要创造较好 

的水环境，以适应其生理上的需要。此外，麝鼠 

发达的皮肌与皮脂腺，均与其水、陆两栖活动， 

需要抖动皮肤、保护皮毛相适应的。 

麝鼠尾部的鳞片属于表皮鳞 。由于尾 是 

易受磨擦的部位，加之被毛短而稀，突出的鳞片 

对尾皮及毛具有保护作用。尾部真皮薄，血管 

和神经分布较少，无皮下组织。因此，在严寒的 

冬季，鼠尾最易冻伤，笼舍的保暖是种鼠越冬婚 

主要问题之一。 、 

致谢 本文承蒙苑洪业、李文发副教授审阅，特 

此致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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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学贝类学》一书介绍 

由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刘月英教授、张文珍、王耀先高级工程师等著，于 1 993年 10月由海 

洋 出版社出版，垒 书共 26 万余字，书价 1 2元。 

近年来，医学贝类学的研究国内、外进展极快，发展成一门贝类学及医学相关的边缴学科，亦 

是贝类学直接服务于医学的应用学科，鉴于这种现实需要，而编写本书。全书内客除介绍医学贝 

类学的定义、研究史及发展概况外，重点叙述了我国 78种淡水医学贝类及 5O种与医学贝类有关 

的种类、各种的形态特征、生活习性、地理分布和寄生虫，以及各分类阶元的主要特征及检索表 ，并 

附有插图，还介绍了医学贝类与寄生虫的关系，医学贝类标本采集、处理、吸虫尾蚴的检查方法及 

医学贝类的饲养 ，最后附有医学贝类的同物异名名录。可供从事科研、医学、教学、畜牧、水产等方 

面人 员参考。 

欢迎购买 ，购买办法可直接来函与作者联系 (北京西郊 中关村科学院动物研究所， 邮编 

lOOO8O) 书款 (12元)及邮挂费(书费的 10移)邮汇给作者即可。我们即将书及正式购买发票同 

时 寄给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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