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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对高度 =皱襞高度／管半径；**相对厚度=叭层厚度／管半径 

基本稳定。肌层相对厚度随年龄增大而增加。 

初生鳄约为 5月龄鳄的 1／2(十二指肠 、空肠) 

至 2／3(回肠 )，5月龄后鳄十二指肠变化较小， 

空、回肠变化稍大。环肌与纵肌之比，初生鳄 比 

5月龄鳄差异较大，空、回肠尤甚，5月龄后鳄基 

本稳定。直肠管径陡然增大，初生鳄和 5月龄 

鳄增大近一倍，8月龄鳄和 2龄鳄增大一倍以 

上。肌层厚度与十二指肠相当，相对厚度与小 

肠各段相 当，年龄变化亦与小肠类似。环纵肌 

比随年龄变化不大。 

2．3 扬子鳄肠粘膜上皮高碘酸 雪夫氏 (PAS) 

反应的年龄变化 扬子 鳄肠粘 膜上皮 PAS反 

应呈阳性，强度从十二指肠 至直肠逐渐增加。 

各年龄段十二指肠和空肠可分辨单个阳性细胞 

(见图版 I：2，3)．回肠和直肠则不能区分，整个 

上皮均呈阳性反应(见图版 I：3，4)。不同年龄 

段不同肠段 PAS反应强度亦不同，对于十二指 

肠和空肠，在显微镜下，用苏木精复染的切片， 

随机取 1O个 400倍视野观察计数，算出阳性细 

胞占上皮细胞总数的比值，取平均值 ；对于回肠 

和直肠，则根据红色的深浅(肉眼估计)，以初生 

鳄回肠为基准，其它年龄段肠段与之比较得出 

相应的数值 (见表 3)。 

由表 3可知 ：随年龄增大，各肠段 PAS反 

应阳性增强。不过直肠变化较大，十二指肠变 

化最大 。初生鳄 与5月龄鳄 差异 很大，5月 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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裹 3 扬子鳄不同年龄不同肠段 PAS反应强度 

项 目 韧生 5 龄 8目{}争 2 

* pAS反应阳性细胞与上皮细 咆总数的比值 

* *R表 示反应呈 红色 ．敏字表 示 反应 的相对 强度 

后鳄基本稳定。其 中，2龄鳄较 5月龄和 8月 

龄鳄稍大 

3 讨 论 

一

般认为，肉食性动物的肠道较草食性动 

物短得多。Kapoor et al报道草食性鱼类呖道 

相对值为 2～2l，肉食性 鱼类为 0．6～1 。扬 

子鳄肠道相对值与肉食性相当。爬行动物呖道 

相对值龟鳖类最大，蛇类最 小，晰蜴类居中 。 

作者观察发现，鳄位于晰蜴和蛇之间。有学者 

提出龟 鳖类肠道的相对值最大主要与体形相 

关，与食性关系居次 J。 

从扬子鳄肠道各项组织 学参数 的相对值 

看，初生鳄与 5月龄后鳄差异很大，5月龄后鳄 

差异较小，基本稳定。肠牯膜上皮 PAS反应强 

度初生鳄也较 5月龄以后的鳄弱许多，5月龄 

后鳄变化甚小，亦基本稳定。初生鳄腑隐窝尚 

未形成，5、8月龄鳄 已形成，2龄 鳄则极为发达 

(见图版 I：1，3，6)，与 成鳄接近 J。综上所 

述．可知初生鳄肠道尚未发育完全 

在鳄类的人工饲养中，因卵黄硬结而导致 

初生鳄死亡的现象普遍存在。陈壁辉等认为人 

工饲养扬子鳄幼鳄卵黄硬结形成的主要原因是 

过早喂食⋯。本文认为韧生鳄肠遭尚未技育 

完全也提示不宜过早 喂食。 

5月龄以后的鳄肠遭 已基本发育完全，具 

备成鳄 的特性 J。但从肠道各项组织学参数 

的绝对值看，5、8月龄鳄与 2龄鳄仍存 在较大 

的差距 加之 2龄前鳄肠道与体长不成比例， 

5、8月龄肠道增长较体长增长慢。从而提示在 

人工饲养过程中应区别对待不同年龄段的鳄，1 

龄前鳄应分池饲养给予特殊保护，喂以小型的、 

易消化且营养全面的食物，这也许对降低 1龄 

前鳄的死亡率有所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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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ESTINAL STRUCTURE 0F ALL AT0 SfNENSIS 

BEF0RE TW 0 YEARS 0LD 

ZHANG Sheng—Zhou W U Xiao-Bin CHEN Bi，Hui 

(BioLogyDepartment AnhuiNormal University，Wuhu 241000．China) 

NIE Ji—Shan W ANG Chao-Lin XIE Wan-Shu 

(AlligatorResearch Center矿 Anhui Province Xuanz~ou 242000，Uhfna) 

ABSTRACT The intestines of A~igator sinensis of four different ages were studied by histological 

and histoehemieal methods under light microscope．The intestine length increased with the increase 0f 

age，the relative length of intestines decreased from the newborn chinese alligators tO those of 8-month 

of ge，increased from those of 8-month of ge to those。f 2-yea r of ge
．The absolute value of the histo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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