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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西 F3猕猴 (Macaca mulatta) 生长发育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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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在与 F2猕猴 GMn-Ns品种相同的生活环境、饲养管理和营养条件下驯养 1997年内出生的 F3猕猴 10只 (其

中公 5只 , 母 5只 ) , 并与同年内出生的 F2猕猴 11只作对照 , 分别测定其体重、 躯干长、 尾长及血常规等指标 , 统

计成活率。结果 F3猕猴公、 母平均体重分别由出生时的 363 g和 339 g增加到 12月龄时的 1 596 g和 1 550 g ,分别

比 F2猕猴公、 母的体重小 , 经 t检验差异不显著 (P > 0. 05)。公猴和母猴的躯干长分别由 6月龄时的 156 mm和

151 mm增加到 12月龄时的 185 mm和 181 mm, 尾长分别由 6月龄时的 119 mm和 120 mm增加到 12月龄时的 130

mm和 133 mm, F3猕猴躯干长在不同月龄时都比 F2猕猴略小 , 但尾长较接近。 F3猕猴 12月龄时的成活率为

83. 3% , 血常规正常。说明 F3猕猴能在 F2猕猴的生活环境、 饲养管理和营养条件下正常生长发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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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 herd of 10 rhesus monkey (Macaca mulatta) ( 5 males and 5 females) of GM n-Ns F3

generation w ere raised under the same evi ronmental, husbandary and nutri tional conditions as those

of F2 herd. The index s of g row th included body w eight ( BW ) , body leng th ( BL) , tail leng th

( T L) etc and hemology. w ere recorded and compared w ith those of a herd of 10 F2 monkeys.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 1) BW gained from 363 grams ( g ) and 339 g of new born to 1 596 g and 1

550 g of male and female in 12-montold, respectiuely, no significont def ferent to those of F2 ; ( 2)

BL gained from 156 mm and 151 mm of 6-menth-old to 185 mm and 181 mm of male and female

respectiuely, w ere slight ly shorted than those of F2 . But the TL w ere no significant defferent

betw een F3 and F2; ( 3) Surviv al rate: 83. 3% ; ( 4) Hemology: no deference was found between

F2 and F3 ; The results demonstrated that our F3 monkeys could g row no rmally under the reccent

evironmental, nutri tional and husbandary condi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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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猕猴 (Macaca mulatta )又名恒河猴、因广西的

野生资源较为丰富 , 故又称 “广西猴”。它作为灵长类

动物与人类的亲缘关系较为接近 , 在组织结构、生理

和代谢机能等方面同人类相似 ,尤其是高级神经活动

和智能比较发达 ,因此它已被广泛应用于生物医学的

研究。实验医学和分子生物学、 细胞生物学等科学研

究的迅速发展 , 特别是肿瘤、 免疫、 病毒和生物遗传

等实验研究 ,对实验猕猴质量的选择越来越严格 ,要

求猕猴的 “纯” 度越来越高 , 基于这些 , 广西科学院

生物研究所仙湖实验猕猴养殖场自 1987年建场以来 ,

就一直从事培殖专供脑立体定位研究和生物医学研

究用的实验猕猴 , 已培育到 F3 , 形成了新的 GMm-Ns

品种封闭种群
[1 ]

。现将一年多来 , 对该种群 F3猕猴某

些生长发育指标测定情况报告如下。

1　材料与方法

1. 1　试验猕猴的来源

以 1997年出生的 F3猕猴作为试验猴 ,共 10只 (其

中公 5只、 母 5只 ) , 在与 F2猕猴相同的生活环境、 饲

养管理和营养条件下进行驯养。与此同时 , 将这一年

内出生的 F2猕猴共 11只 (其中公 6只 , 母 5只 )作为对

照组。

1. 2　测定内容及方法

分别测定猕猴体重、躯干长、尾长及血常规等指

标 ,并统计成活率。体重的测量在早晨空腹时进行。躯

干长和尾长的测量方法是把猕猴固定在保定架上 ,然

后分别测定枕外隆突起至荐椎的距离 (即为躯干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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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尾基至尾尖的距离 (即尾长 )。血常规的测定方法

是: 采血在上午进行 , 非麻醉下股静脉穿刺 , 采血量

为 1 m l。红细胞、白细胞及其分类、血小板采用临床常

规检验法 ; 血红蛋白测定采用氰化高铁光电比色法 ,

使用 X F-1型血红蛋白质仪。测量数据均为平均值 ,并

进行 t检验。

1. 3　饲养管理

1. 3. 1　日粮的配制

根据猕猴生长发育特点及其营养需要 ,制订出生

长期猕猴的日粮配方 (% ): 玉米 55. 5、黄豆 15. 0、花

生饼 10. 0、 麦皮 10. 0、 进口鱼粉 7. 0、 生长素 1. 0、 健

骨粉 1. 0、 食盐 0. 5。经饲料分析测定 , 该日粮含粗蛋

白质 23. 6%、 粗脂肪 5. 36% 、赖氨酸 0. 91%、 蛋+ 胱

氨酸 0. 65%。

1. 3. 2　饲料的调制与饲喂

将上述配方中的前 5种单一料按比例混合后进行

粉碎 ,然后取当天的饲料量和生长素、健骨粉及食盐

一起 , 用适量水调匀 , 置于烤箱里蒸熟后喂给。根据

猕猴的大小 ,每只每餐投给 1～ 3小块不等 (折合干粉

料 0. 05 kg～ 0. 15 kg )。每天早晚各喂 1次 , 晚餐喂饲

料后每只猴给予 0. 10 kg～ 0. 20 kg青绿饲料 (均用消

毒药水消毒 ) , 其品种依季节不同而选用木瓜、西瓜、

红薯和青菜等。每天早晚分别用清水冲洗猴舍 2次 ,猕

猴自由饮水。猴舍、 猴笼每隔 7 d全面消毒 1次。谢绝

外人参观 , 以保证猕猴有一个相对稳定的生活环境。

1. 3. 3　驯养方式

断奶后的幼猴置于体积为 0. 8 m× 0. 8 m× 2. 2

m的笼内进行离地驯养 , 每笼放 2只～ 3只。

2　结果

2. 1　生长发育情况

2. 1. 1　体重　猕猴从出生到 12个月的体重变化见表

1和图 1。

图 1　体重生长曲线

Fig . 1　 The g row th curves of body weigh t

F2 ♂ ;  F3 ♂ ; F2 ♀ ;   F3 ♀。

从表 1和图 1可知 , F3猕猴公、母的体重分别比 F2

猕猴公、 母的体重要小 , 经 t检验差异不显著 ( P >

0. 05)。

2. 1. 2　生长长度　 F3、 F2猕猴从出生后的 12月内 ,其

躯干长和尾长测定结果见表 2。
表 2　 F3、 F2仔猴躯干长和尾长测定结果

Table 2　 The length of trunk and tail of F3、 F2 immature

monkeys

年龄 Age
( month )

躯干长 T runk
leng th ( mm)

尾长 Tail
length ( mm)

F2♂ F2♀ F3♂ F3♀ F2♂ F2♀ F3♂ F3♀

6 163 162 156 151 123 123 119 120

9 190 184 176 171 128 129 127 126

12 193 189 185 181 133 132 130 133

表 1　 F2、 F3猕猴从出生到 12个月的体重变化

Tabl e 1　 Body weight of F2、 F3 monkeys f rom born to 12 months old

年龄 Age
( month)

体重 Body

w eight ( g )
绝对生长率* Abso lute
g rowth ra te (% )

相对生长率* * Rela tiv e
g row th rate (% )

F2♂ F2♀ F3♂ F3♀ F2♂ F2♀ F3♂ F3♀ F2♂ F2♀ F3♂ F3♀

0 375 355 363 339

6 1 212 1 103 1 198 1 107 323. 2 310. 7 330. 0 326. 5 223. 2 210. 7 230. 0 226. 5

9 1 425 1 355 1 406 1 325 380. 0 381. 7 387. 3 390. 9 17. 6 22. 8 17. 4 19. 7

12 1 618 1 575 1 596 1 550 431. 5 443. 7 439. 7 457. 2 13. 5 16. 2 13. 5 17. 0

* 绝对生长率是指该月的体重与出生当天的体重之比 (% )。Absolute grow th rate is d efin ed as th e ratio of body w eigh t in the nominated mon th to

th at (body w eigh t ) on the birth date.

* * 相对生长率是指该月的体重比前一次增加的百分率。Relativ e g row th rate i s defined as the ratio of bod y w eight in the nominated month to the

last increasing rate of bod y w eigh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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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F3、 F2猕猴血象

Tabl e 3　 The hemogram of F3、 F2 monkeys

猕猴

Monkey

红细胞

RBC
(× 1012 /l)

白细胞

WBC
(× 109 /l)

血红蛋白

Hemog lobin
( g /l)

血小板

Pla tetet
(× 109 /l)

白细胞分类 Kinds of WBC (% )

中性细胞 淋巴细胞 酸性细胞 碱性细胞 单核细胞

Neutrophilic
cell

Lymphocyte
cell

Acidophilic
cell

Basophilic
cell

Monocyte
cell

F3♂ 5. 10 9. 91 139. 6 374 28. 2 66. 4 1. 2 0 4. 4

F3♀ 4. 99 9. 66 138. 2 364 30. 8 62. 4 1. 0 0 5. 8

F2♂ 5. 04 9. 39 138. 4 316 36. 4 58. 0 1. 6 0. 2 3. 8

F2♀ 4. 99 10. 42 136. 6 393 32. 8 60. 2 1. 8 0. 4 4. 8

　　从表 2可以看出 , F3猕猴在出生后 12个月内其躯

干长和尾长的生长量是逐步增长的 , 从 6月龄到 12月

龄时公猴和母猴躯干长的增长量分别为 29 mm和 30

mm, 尾长的增长量分别为 11 mm和 13 mm。同时 , F3

猕猴躯干长在不同月龄时都比 F2猕猴略小 , 但尾长

较接近 ,经 t检验差异不显著 ( P > 0. 05)。

2. 1. 3　血常规的测定结果

　　由表 3可见 , F3和 F2猕猴的血象各项指标与文献

[2] 报道的基本一致 , 属正常范围。这说明在我们驯

养的条件下 , F3猕猴均能正常生长发育 , 是健康的。

2. 2　成活率

1997年度 F2猕猴出生 11只 , 1周岁时成活 11只 ,

成活率为 100% , F3猕猴出生 12只 ,成活 10只 ,成活率

为 83. 3%

3　讨论

　　 1年来对 F3、 F2猕猴的生长发育观察结果表明 ,

不论是 F3还是 F2猕猴 ,其公猴体重通常大于母猴 ,同

时 ,从出生到 12月龄时 ,体重的绝对生长率是迅速增

长 , F3公猴从 330. 0%增长到 439. 7% ,母猴从 326. 5%

增长到 457. 2% ; F2公猴从 323. 2%增长到 431. 5% ,母

猴从 310. 7%增长到 443. 7% (表 1) ; 猕猴在出生的 1

年内虽然生长速度较快 ,但其体重的相对生长速度是

逐渐下降的 (表 1) ,这与文献报道猕猴从出生到个体

完全成熟时 ,其体重的相对增长速度逐年下降的结果

一致 [ 3]。F3躯干长和尾长等生长指标 ,接近 F2猕猴 ,同

时 , F3仔猴在出生后驯养的 1年时间里未曾发生过消

化不良 (如腹泻 )和传染病 ,说明 F3猕猴能在 F2猕猴

驯养环境和饲养管理条件下很好地生长发育。可作为

培殖脑研究用的生物医学实验用后备猴。但本次研究

F3仅为 10只且大多数都是第一胎的仔猴 , 因此 , 对其

生长发育特点尚需进行长时间观察和深入研究。同

时 , 培殖每一世代猕猴平均需 5年 , 所经历的时间较

长 ,要注意数据积累 ,以保证培殖后代资料的完整性。

　　 F3幼猴成活率比 F2猕猴成活率下降 16. 7% , 主

要原因一方面可能是为了加快纯化的进程 , F2母猴全

部采用近交方式繁殖 , 引起衰退 ; 另一方面 , F1配种

母猴全为经产母猴 , 母性好 , 护仔能力强 , 而 F2配种

的母猴大部分为初产母猴 ,母性较差 , 对刚出生的婴

猴很粗暴或很冷淡 , 显得漠不关心 ,甚至有的会遗弃

婴猴。1997年用人工哺育弃婴仔猴 3只 , 成活 2只 , 成

活率 66. 7% , 比 1996年 (项目实施前 )出生的 (指弃

婴 ) 3只 , 死亡 3只 , 成活率从 0提高到 66. 7% , 效果

提高明显。

　　饲料营养水平对猕猴的生长发育影响很大。该项

目实施前 ,使用含粗蛋白质为 10. 26%的日粮喂猴 ,适

口性差 ,每天耗损的饲料量占其总喂量的 40% , 从而

引起猕猴消瘦、膘情下降 , 不够结实 , 大多数猕猴全

身被毛蓬松、 暗淡缺乏光泽 , 部分褪色 , 脱毛现象明

显。该项目实施时 , 制订出含粗蛋白质为 23. 6%的日

粮配方 ,并使用当地饲料资源较为丰富的花生饼 ,这

种试验日粮香味浓、 松软 , 适口性好 , 1年来饲喂表

明 , 猕猴肥度增加 , 被毛变得富有光泽 , 活泼可爱 ,

脱毛的猕猴也陆续长出新毛 ,同时每天猕猴耗损饲料

量占其总喂量的 25%以下 ,比用原来日粮喂猴其饲料

耗损量至少降低 15%以上 , 效果明显。猕猴耗损饲料

量除与饲料组成成分、配比等有关外 , 驯养方式也是

重要的因素。本研究采用悬挂笼式离地驯养 , 猕猴采

食时弄掉到笼底的饲料 , 不能再取食 , 从而造成饲料

浪费严重 , 但可以避免污染 , 减少实验猕猴患病。如

何进行既有利于实验猕猴微生物的控制 ,又能降低饲

料损耗量 , 提高饲料报酬 , 节约成本的管理 , 有待于

今后进一步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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