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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草蜥主要贮能部位水分含量和能值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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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研究丁安徽滁州北草蜥 (ToL?'dromus septerdrion~ia)成体在 2000年 3～9月份主要贮能部位水分含量 

和能值的变化：①躯干、肝脏水分含量两性差异显著．尾部水分含量两性差异不显著；躯干、尾、肝脏水分含 

量月间差异显著。②雄性成体的躯干、脱脂躯干、尾和脱脂尾能值显著高于雌性成体，肝脏能值显著低于雌性 

成体：躯干、尾 、肝脏、腹脂肪体能值月问差异显著。结果分析表明，北草蜥躯干、尾、肝脏及腹脂肪体能值 

的季节变化与繁殖和冬眠密切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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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variation of water and ener~
．
contents in the Major Energy Reserves weIe studied in adult grass lizards 

(Taky'dronws septentr；,onalis)from Ma h to September，2000，which coHeeted month by month from Langyashan Motto— 

rain．Chuzhou， n̂hui．Eastern China．Malea andfemales differedin"nnter~ententsof tail·free carca鞲 andINer．There 

welp significant monthly changes in water contents and energy contents of tal1．free Cal~Oass，tall and liver in both males aad 

~tnMes Significant monthly changes in energy
．

contents of fat bodies were also found in both sexes．Energy conten~ of 

Lail—free carcB聃(including lean tail—flee ca ass J，tail(including lean tail)were all tu【gher in rtlales than in females．but 

those nf liver lower in males than in females The results indicated that se~onal variation in the major energy．resenes 

we correlated with the reproduction and winter hibemation． 

Key words： hb m∞ septentrionalis；Energy I e e；Water content；Energy．content 

爬行动物将脂肪和碳水化台物等贮存在身体的 
一 些特定部位中，如许多蜥蜗能在腹脂肪体、躯干和 

肝脏等部位贮存脂肪，以用于维持繁殖和越冬 国 

外作者报道了爬行动物身体重量和一些主要身体组 

分的季节变化(Seleer，1987；Telford，1970)，他们对脂 

肪体和肝脏的季节变化比较重视。已有研究表明蜥 

蜗脂肪贮存部位的相对重要性因种而异：中国石龙 

子(Eumeces chinens~)的腹脂肪体和尾部脂肪贮存量 

太，贮存和动用活跃，是该动物最主要的脂肪贮存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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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计翔等，1994；吴义莲和许雪峰，2000)；多疣壁虎 

(Gekkojaponicas)无可见的腹脂肪体，躯干、肝脏、尤 

其尾部为主要的脂肪贮存部位，其中脂肪的贮存和 

动用与越冬和繁殖有关 (ji＆ Wang，1990；计翔， 

1993)；北草蜥 (Takydromas septentrionalis)脂肪的主 

要贮存部位为腹脂肪体、肝脏、尾及躯干，冬眠前后 

这些部位的能值差异显著(吴义莲和许雪峰，2000， 

2001)；侧斑美洲鬣蜥(Uta stansburiana)脂肪体内脂 

肪主要用于第 1窝卵的生成(Hahn＆Tinkle，19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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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美艾灌蜥(Sceloporus graciosus)脂肪体内脂肪部分 

用于越冬，其余部分及其他部位贮存的脂肪用于卵 

的生成，脂肪体内脂肪的动用快于尾部(Derickson， 

1974) Derickson(1976一)将蜥蜴体内脂肪(或油)的 

贮存和动用划分为4种类型，包括：①无周期性；② 

与冬眠有关；③与冬眠和繁殖有关；④与繁殖有关。 

多疣壁虎体内脂肪的贮存和动用属于第 3种类型(Ji 

＆Wang．199o)，即与冬眠和繁殖 有关。然而 Cheng 

(1988)认为，台湾 3种蜥蜴脂肪(或油)的贮存和动 

用不同于 Defiekson(1976)提出的4种类型。 

北草蜥是年产多窝卵、季节性繁殖的昼行性有 

鳞类爬行动物，是安徽蜥蜴区系组成的重要成分 

(陈壁辉，1991)。滁州地区北草蜥一般在 l0月中 

下旬、气温持续在 l3 以下时，陆续进人冬眠 

翌年 3月下旬 ～4月上旬 出眠 ，5～8月为产卵期 

有关北草蜥主要贮能部位的研究表明：腹脂肪体、 

尾、肝脏及躯干为其主要贮能部位，且越冬期这些 

部位的能量动用显著 (吴义莲和许雪峰，2001)。 

本文报道安徽滁州北草蜥主要贮能部位的季节变 

化，旨在揭示：①北草蜥主要贮能部位水分含量的 

变化；②主要贮能部位能值的变化及其与繁殖和冬 

眠的关系。 

1 材料和方法 

研究用北草蜥成体于 2O0o年3～9月逐月捕自 

安徽滁州琅琊山，捕回的动物置实验室冰冻保存。 

化解动物，测量、称重、鉴定性别、记录断尾情况后立 

即解剖。测量数据包括：体长 (snout．vent length， 

SVL)为吻端至泄殖腔的间距，尾长(tail length)为泄 

殖腔至尾末端的距离。动物被解剖分离为躯干、尾、 

肝脏和腹脂肪体 4部分，经分析天平称重(0．0001 g) 

后，在65 烘箱中烘干至恒重；材料的一部分(除腹 

脂肪体)以分析纯乙醚作为抽提溶剂，用索氏脂肪抽 

提仪在55 抽提脂肪至少5．5 h；另一部分材料、抽 

表 1 不同月份北草蜥成体的体长和体重 
Table 1 Snout-vent length and body mass of adult T．septentrionalls in different months 

表 2 北草蜥主要贮能部位水分台■爰能值双因子ANCOVA或 A vA的 值 

Tabk 2 F values of two-factor ANCOVA Or ANOVA for the water contents and energy contents 

of major energy l-eseuve$in T．septentrionalis 

s P>O 05 P(O 05．**P<0．01，⋯ *P<0 000 J F：雌体 (Female)；M：雄体 (Ma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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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北草蜥躯干、尾和肝脏水分含量的变化 

F ．】 Variation ofwater contents in tail—free ca工cas8， 

】andliver of T．septentrlonatis 

数据用平均值±标准误表示．不周上标的平均值之间差异显著 

Tnke~’ 锰骏 ，n=O 05、。 

Dala a expressed a自mean±SE．M～ s wi山 ddf— t supea~scrlpls 

are statistically diff~enl Cfuke~：’st I 0 05)． 

提得到的脂肪以及腹脂肪体用长沙仪器厂生产的 

GR一3500氧弹式量热计测定能值。有 l6只北草蜥 

断尾程度较高，对计算尾部能值有明显的影响，故对 

应数据不用于进一步的统计分析。 

所有 数据在作 进一 步统计 检验前，用 Kol- 

mogorov—Smirnov和 Bartlett(Statistica统计软件包)分 

别检验正态性和方差的同质性。经检验，部分原始 

数据需经 Ln转换或ASIN转换才符合参数统计的条 

件 。用 双因 于 (two factor)ANCOVA 或 ANOVA和 

Post hoc比较 (Tukey’s检验)处理相应的数据。文中 

涉及的ANCOVA均 svL为协变量，在进行ANCO 

vA前比较斜率的均一性。描述性统计值用平均值、 

标准误和范围表示。显著性水平设置为 a=0．05。 

2 结 果 

不同月份北草蜥成体的体长和体重见表 l。 

2．1 水分含量变化 

北草蜥躯干、肝脏水分含量雌雄两性差异显著， 

尾部水分含量两性差异不显著；躯干、尾、肝脏水分 

含量月间差异显著(表 2)。Tukey’s检验显示：雌体 

7月份躯干水分含量显著高于 4、9月份，雄体7、8月 

份显著高于3月份；9月份尾部水分含量显著低于 3 

— 8月份；雌体 8月份肝脏水分含量显著高于 3、4、9 

月份，雄体 8月份显著高于9月份(图 1)。 

2．2 能值变化 

北草蜥雌、雄体 3—9月份的躯干、脱脂躯干、 

尾、脱脂尾的能值均与SVL呈显著的正相关(所有 P 

<0．01)。双因子 ANCOVA显示：躯干、脱脂躯干、 

尾和脱脂尾能值的两性差异及月间差异均显著，但 

相应能值不存在性别和月份的交互影响(表 2) 

Tukey’s检验显示：雌体9月份躯干、脱脂躯干能值 

显著高于 5、6、8月份；雄体 9月份躯干能值显著高 

于4—8月份，脱脂躯干能值显著高于 4、5、7月份 

(图2)。雌体 9月份尾能值显著高于 3、5、8月份，雄 

体9月份尾能值显著高于 3—8月份，但雌、雄个体 

脱脂尾能值的月间差异均不显著(图3)。 

北草蜥雌、雄体 3—9月份的肝脏、脱脂肝脏以 

及腹脂肪体的能值均与 SVL无显著的相关性(所有 

P>0．05)。双因子 ANVOA显示：肝脏能值的两性 

差异和月间差异均显著；脱脂肝脏、腹脂肪体能值的 

两性差异不显著，但月间差异显著(表 2)。Tukey’s 

检验显示：雌体3、9月份的肝脏能值显著高于5、6、8 

月份 ，雄体 9月份肝脏能值显著高于4～8月份；6月 

份脱脂肝脏能值低于其他各月份，并显著低于 3、9 

月份(图4)。9月份腹脂肪体能值显著高于 3～8月 

份，5月份虽低(图5)。 

3 讨 论 

北草蜥躯干、尾、肝脏水分含量显示明显的月 

间差异，在繁殖期 (5～8月份)上述各部位水分含 

量较高，而繁殖期后 (9月份)较低，这与夜行性 

的多疣壁虎主要身体部分的水分含量全年大致保持 

加 

一芝  Ⅲ。： § } 0 ： 点 

蝴以 导 一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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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北草蜥躯干能值、脱脂躯干能值的变化 
n 2 Variatioa of crierS-eoatexlt~in t 一free c ass and 

lean tail—tree cal~,fl$8 of T．聊 ce n0r眦lis 

数据用矫正平均值 ±标准误表示 不同上标的平均值之间差异显著 

lTukev’ 幢验，c=0 05】 

Dala a exp~ssed as adjusled mB蚰 ±SE M⋯  th different 9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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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北草蜥肝脏能值、脱脂肝脏能值的变化 

Fig 4 Variation of energy contents in liver and leaI】liver of 

T septentrionalis 

数据用 均值 ±标准误表示 不同上标的平均值之 间差异显著 

(Tukev’s检验 0：0 05)。 

Dala a Dre瞄 a吕me帅 ± SE．Me~trlg th different辄perscripts且re 

statistically different(Tukev s t吲 0．05) 

恒定不同(计翔，1993)。 

北草蜥体内贮能取决于多种因素，如：野外食物 

的可得性，动物对食物的捕捉、处理和利用能力，以 

及活动季节动物生长、繁殖和维持生存所需能量等 

均会影响其贮能。Ji a1．(1996)报道温度对成体 

北草蜥摄食量、运动能力、消化率和同化效率有显著 

影响。低温条件下，北草蜥的运动速度慢，捕捉食物 

能力较弱。繁殖初期，雄性因觅偶和交配行为的发 

生，雌性因卵的发育，繁殖活动所需能量除来自食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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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北草蜥尾能值、脱脂尾能值的变化 

Fig．3 Vana6on 0f en衄 canlents ia tail and leaa tail of 

T septp~rionolis 

数据用矫正平均值 ±标 准氓表示 不 同上标的平均值之间差异显著 

(Tuk Y’日 一 o 05)。 

Dala且re exp~ssed as~ljusted mB蚰 ±SE M⋯ 椰th diffe~nt 9UPS- 

scripts盯e statistically diff~ nt tTukev。s teg[．⋯ o o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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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北草蜥腹脂肪体能值的变化 

Fig 5 Variation of energy contents in abdominal fat—body of 

T．septentr／ona／／s 

数据用平均值 ±标准谩表示。不同上标的平均值之间差异显著 

(1ru ’s 验．d：0 05)。 

Data are expr~ ed ⋯ ±SE 】咀e蚰s th different supe~ ¨ntS are 

statistically dlff~ealt tTukey’s lest， 0 05) 

外，还需动用体内贮能，从而导致贮能部位能值下 

降 据此，我们推断3—5月份北草蜥体内贮能持续 

下降主要是由于这一时期动物能量呈现负平衡所 

致。能量(脂肪)贮存与繁殖活动间的负相关见于许 

多蜥 蜴 (Telford，1970；Vitt＆ Cooper，1985；Selcer． 

1987)。北草蜥繁殖期后(9月份)躯干、肝脏以及腹 

脂肪体能值明显高于出眠期(3月份)，说明动物冬眠 

期间由于食物不可得而动用体内贮能维持机体的各 

项生理活动。6—7月份，环境温度较高，动物对食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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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捕捉、处理和利用能力较强，故躯干、肝脏以及腹 

脂肪体能值均高于繁殖初期(5月份)。北草蜥躯干、 

肝脏以及腹脂肪体能值明显的季节变化，显示该种 

动物主要贮能部位能量的贮存和动用与繁殖和冬眠 

关系密切。因此，北草蜥体内能量的贮存和动用属 

于Denckson(1976)提出的第 3种类型，即与繁殖和 

冬眠有关。 

北草蜥 9月份的躯干及尾能值均高于 3—8月 

份，提示躯干和尾作为主要贮能部位，与繁殖期相 

比，其能量的贮存和动用与冬眠的关系更为密切 

腹脂肪体能值月间变化比其他贮能部位更显著(3、 

5、8月份的腹脂肪体能值分别占9月份的 41 9％、 

5．O％、l8 1％)，说明北草蜥腹脂肪体能量的贮存和 

动用对繁殖和冬眠均有重要的影响。肝脏的贮能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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