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圈养条件对成年东北林蛙 ,

形态特征
、

体尺 比例及产油量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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邹兴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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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 为了探索人工养殖条件对东北林蛙形态特征及生产性能的影响
,

从外部形态
、

体型指标及产油量

等方面对成体野生和圈养东北林蛙进行了对 比研究
。

结果表明
,

与野生雌性林蛙相 比
,

圈养雌性林蛙的体表背部黑

斑比例
、

体长
、

后肢长极显著降低
,

而重长 比
、

产油量呈极显著升高 另外
,

圈养条件极显 著地

提高了雌性林蛙的产油量与体长
、

体重与体长
、

体长与后肢长的相关系数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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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蛙
,

又称哈士蟆
,

是我国蛙类中经济价值最高

的一类
,

人称
“

蛙中之宝
” 。

我国长白山区林蛙资源的

蕴藏量十分丰富
,

是哈蟆油的主要产区
。

林蛙的分类

至今存在分歧
,

本文采用谢锋 〔‘」和 肖井雷图 的分类

研 究结 果
,

将 长 白 山 区 所 产 林 蛙 称 为 东 北 林 蛙
,

加
。

雌性林蛙的输卵管干制品俗称
“

哈蟆油
” ,

其主

要 成分 是 蛋 白质
,

含 量 高达
,

脂 肪 只 占
,

另外还含有多种激素
、

维生素和微量元

素
,

是补 肾益精
、

养阴润肺 的佳品
,

历来深受 国内

外人们的喜爱
,

市场售价高昂
,

并有不断攀升之势
。

近年来
,

林蛙养殖业席卷我国北方地区
,

其生产

方式多种多样
。

目前
,

对圈养方式或全人工养蛙的研

究颇多 , 一 〕,

也有对林蛙南移养殖进行 的一些探索

试验 , 一 ’ 〕,

但 仍然存在着人 工养殖 方式 的颇 多争

议
。

本试验研究了圈养条件对东北林蛙形态和产油

量的影响
,

以期为圈养方式的选择和评价提供参考
。

材料与方法

材 料
一 一

从吉林省临江市采得试验林蛙

只
,

其中 ①成年野生东北林蛙 只 年生
,

早 舍 ②成年庭院圈养东北林蛙 只

年生
,

早十 舍
。

圈养林蛙的圈养条件为 土墙温

室
,

塑料棚顶并铺遮 阴网
,

土质地面起垄
,

垄间架木

质遮盖物
,

以黄粉虫幼虫为蛙饲料
。

野生林蛙年龄的

鉴别以排除
、

龄的方法进行
。

方法

材料处理 首先
,

对
“

八
”
字斑

、

背部斑纹及

颜色
、

腹部颜色
、

后肢斑纹等进行活体形态特征观

察 对体长
、

后肢长
、

体重等指标进行测定
。

然后
,

将

用于剥油的雌蛙称重并编号
,

用铁线贯穿雌蛙上
、

下

领
,

室内悬挂
、

阴干
。

野生蛙和圈养蛙各取 只
。

后
,

取下分别剥油
,

将 油单独用称量瓶盛

装
,

置室内继续 自然干燥
,

至用指 甲或手捏出现白色

裂纹 后 时称重
。

指标 的测 定 ①体长
。

吻端与尾椎突起

间的距离
,

用游标卡尺测量 精确到 ②后

肢长
。

后肢的主体部分长度
,

是股骨与胖骨部分长度

之 和
,

用游标卡尺测量 精确 到 ③体重
。

指活体重
,

用电子称称取 杆量为 ①重

长 比
。

活体重与体长的比值
,

⑤肥满度
。

一 , ,

其中
,

为体重
,

去 为体

长 ⑥哈蟆油重量
。

用 型电子天平

称取 杆量为
。

由以上数据计算产油量与

体重
、

体长
、

后肢长间的相关系数
,

建立 回归方程
。

数据处理 方差分析
、

相关系数显著性检验

及两个样本百分数差异显著性检验均采用 检验进

一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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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
。

结果与分析

圈养林蛙与野生林蛙形态学特征的比较

根据外形特征观察结果
,

对圈养林蛙和野生林

蛙各指标百分率进行了差异显著性检验
,

其结果见

表
。

由表 可知
,

野生雌蛙与圈养雌蛙相 比
, “

八
”

字 形斑 比率差异不显著 背部有黑斑 比

率差异极显著 尸
,

说明圈养条件使雌性林

蛙背部黑斑极显著地减少 腹部为黄色至黄红色的

比率差异不显著 尸
。

野生雄蛙与圈养雄蛙

相 比
, “

八
”
字形斑 比率和背部有黑斑 比例差异不显

著 尸 其后肢外侧皮肤均有深色横纹
,

二者

无差异
。

裹 圈养林蛙与野生林蛙的形态特征 比较

,
’

,

生存条件
性别 “

八
”
字形斑比率

“ 又”

背部有黑斑 比率
腹部为黄色至 黄
红色比率

飞。

后肢有横纹的比率

〔

,卫野生 , 早 只

舍 只 黄白色

圈养 早 只

含 只
近 白色

雌蛙生物学性状及产油 测定

雌蛙生物学性状及产油量测定结果见表
。

由

表 可 见
,

野生 雌蛙 的体长 和 后 肢长 均极 显 著地

大 于 圈养雌 蛙 圈 养雌蛙 的体重 显 著

尸 大于野生雌蛙 圈养雌蛙的重长比
、

产油

量及肥满度极显著地大于野生雌蛙 尸
。

以

上统计结果表明
,

圈养条件对林蛙体长
、

后肢长
、

重

长 比及产油量产生 了极显著的影响
,

即体长减小
、

后

肢缩短
、

重长 比增加
、

产油量升高
。

衰 雌蛙部分生物学性状及其产油 测定

刀 尸

生存条件
体长

重 长比
·

后肢长 体重 肥满度
· 一

产油址
为 ‘

一

￡扭‘

曰 。 “ 陀口

野牛 士 士 士 士 士 士

圈养 , , 士 士 士 士 士 士 〔

雌蛙产油 , 与生物学性状指标 间的相关系数

及回归分析

雌蛙产油量与生物学性状指标间的相关系数及

回归方程见表
。

表 结果表明
,

雌性成蛙的产油量

与体长
、

后肢长
、

体重及重长 比存在较强 的相关性
。

野生雌性成蛙的产油量与体长
、

后肢长
、

体重及重长

比的相关系数分别为
, ,

和
· ,

产油量与体重和重长 比呈线性相关
,

且相关系数较

大 圈养雌蛙成蛙 的上述相关系数则分别为。 ,

,

和
。

经相关系数显著性检验
,

圈

养条件极显著提高了雌性成蛙的产油量与体长和肥

满度的相关系数 尸 产油量与后肢长
、

体重

及重长 比的对应相关系数无差异
。

雌蛙生物学性状指标 间的相关系数及 回归分

析

雌性成蛙体重
、

体长及后肢长间的相关分析结

果见表
。

由表 可见
,

圈养林蛙体重
、

体长及后肢

长间的相关系数均较野生林蛙的大
。

经相关系数的

显著性检验可知
,

圈养雌性林蛙的体重与体长
、

体长

与后肢长的相关系数极显 著地高于野生雌蛙 尸

。 ,

即其对应相关系数属于不 同相关程度 的总

体 而二者之间体重与后肢长的相关系数的差异不

显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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衰 产油 与生物学性状指标间的相关系数及 回归方程

生物学性状
生存条件 相关系数 线性 回归方程

产油量妙 , 与体长 二

“

产油量妙 与后肢长
“

产油量 与体重 二

”

产油量勺 与肥满度
〔入 , 玉

产油量 勺 与重 长 比

野生

圈养

野生

圈养

野生

圈养

野生

圈养

野生

圈养

普 备

书

一

一 一 了 一
一

一
夕 一

一 了 一

一

一

一 ‘

一 一

一

衰 雌性成蛙体宜
、

体长及后肢长间的相关分析
,

生物学性状

体重妙 与体长
氏

体长勿 与后肢长

体重勺 与后肢长

生存条件 相关系数 线性 回归方程

野生

圈养

野生

圈养

野生

圈养

书

。 份

。

一 一

了 一

了

了 十

一 了 一

一

讨 论

动物的保护色 —体表颜色和斑纹
,

受到生存

环境的显著影响
,

是两栖类和爬行类动物的特性之

一
。

故在对林蛙进行分类时
,

一般仅将体表颜色和斑

纹作为参考指标
。

圈养林蛙体表颜色的变浅趋势应

与圈养环境条件有关
。

生活环境的光亮度较大
、

环境

物体颜色较浅均可引起两栖动物表皮颜色变淡
。

林

蛙体表背部的黑斑在圈养条件下 的减退
,

说明林蛙

的背部黑斑是其保护色的一部分
,

圈养环境条件与

野生栖息环境存在差异
。

正是 由于环境条件的差异

而导致了林蛙体表颜色和斑纹的改变
。

其中改变最

明显的为背部黑色斑点或斑块
,

其次为腹部颜色
。

圈养成年雌性林蛙 的体长和后肢长变短
,

体重

明显增加
,

从而导致重长比和肥满度的显著增加
。

这

说明圈养条件使雌性林蛙的体型发生 了显著改变
。

这可能与密集圈养时
,

林蛙采食人工饲料量 的增加

及其以跳跃为主的趋食活动减少
、

能量消耗降低等

导致林蛙体型数据的改变有关
。

肥满度 是用来判定动物对环

境适应的生理状态和营养状况的综合指标
,

间接反

映动物的生长发育
、

营养状况和生境的变化
,

已被广

泛地应用于啮齿类
、

鱼类的生态学研究
。

本研究结果

表明
,

圈养雌性林蛙的重长 比及肥满度均极显著地

高于野生雌性林蛙
,

说明圈养雌蛙的生长状况超过

野生雌蛙
,

此结果与王寿兵等〔’ 〕关于辽宁产中国林

蛙的报道一致
。

另一方面
,

也说明了圈养环境与野生

环境的显著不同
。

产油量为林蛙的主要生产性状
。

圈养林蛙产油

量的显著提高 尸 与充足的饲料供应而导致

体重的明显增加有关
。

产油量与雌蛙的体重
、

体长
、

后肢长
、

肥满度及重长 比之间存在相关性
。

从相关系

数的比较可 以看 出
,

野生林蛙的产油量与体重

呈强相关
,

这与刘玉文等川 的报道一致
。

本研

究首次探索了林蛙重长 比
、

肥满度与产油量的相关

性
,

结果表明
,

野生林蛙的产油量与重长比呈强相关

一
,

圈养林蛙 的产 油量 除 了与体重

和重长 比 二 呈强相关外
,

还与体长

呈强相关 而产油量与肥满度间仅呈轻

度相关
,

但是相关系数间存在极显著差异 野生蛙为
,

圈养蛙为一
,

说明圈养条件下
,

肥满度

对林蛙产油量的意义 已发生根本性改变
。

动物体尺指标间的相关性在物种内较为固定
。

雌性林蛙体重
、

体长及后肢长三指标间的相关性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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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对林蛙体型特征的一种间接反映
。

圈养雌蛙与野

生雌蛙相 比
,

体重与体长
、

体长与后肢长的相关系数

极 显著增大 尸
,

也从另一方面说明圈养雌

性林蛙的体型已发生 了显著改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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