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珍稀濒危鸟类
K

褐马鸡是中国特有的野生鸟类!是国家一级重点保护动物"采用
CED

法和原子吸

收光谱法对来自芦芽山(庞泉沟国家自然保护区的野生褐马鸡和太原市动物园圈养褐马鸡羽毛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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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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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

a/

!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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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2

!

E<

!

I

!

D]

和
E7

等
+-

种元素的含量进行了测定!并对这
#

个不同地理分布区的样品中
+-

种元素的含量进行了比较"结果表明!在所有羽毛样品中
a/

元素含量最高!

:%

和
E2

含量较低!

E7

未检

出"动物园饲养的褐马鸡羽毛中除
I

和
E<

外!其余八种元素的含量均低于芦芽山和庞泉沟国家自然保护区

野生的褐马鸡羽毛中的含量"生境的不同对褐马鸡机体微量元素有一定影响!野生环境更有利于它们的生

长发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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褐马鸡是我国特有的珍稀濒危鸟类!国家一级重点保护

动物!分布于山西(河北(北京(陕西等省市"在山西褐马鸡

主要分布在关帝山(管涔山(吕梁山等山区"为保护这一濒

危鸟类!有关学者对褐马鸡进行了多方面的研究)

+,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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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微

量元素对褐马鸡的生长(繁殖具有重要意义!这些元素在羽

毛中的含量与机体各组织的含量有一定的相关关系)

L

*

!通过

研究羽毛中的元素含量!可以了解野生动物生长发育(繁

殖(免疫功能等许多方面的状况"本文采用高频电感耦合等

离子体#

CED

$原子发射光谱法)

P

*和原子吸收光谱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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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来

自芦芽山(庞泉沟国家自然保护区的野生褐马鸡和太原市动

物园圈养褐马鸡羽毛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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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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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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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常量元素和微量元素含量进行了测定!为

系统研究各种微量元素对褐马鸡生长发育的影响提供科学依

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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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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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仪器.材料和试剂

法国
WZ+#"

电感耦合等离子体原子发射光谱仪!日立
,

bJ---

原子吸收光谱仪"芦芽山和庞泉沟国家自然保护区褐

马鸡羽毛#由专业人员野外收集并鉴定$!太原市动物园收集

的
+P

个个体褐马鸡羽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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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元素的标准溶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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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由国家标准溶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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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稀释而成"试验用水

为去离子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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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品处理

取羽毛样品经温洗衣粉水洗净!再分别以自来水和去离

子水冲净!于
P-Y

烘干至恒重"将烘至恒重的羽毛剪碎装

入瓷坩埚内!在
"--Y

下灰化
*;

取出!在干燥器中冷却至

室温!准确称取各灰样!以
+->G

体积比为
+k+

的
\EC,

\(N

#

在电热板上加热至很小体积时!沿烧瓶壁加入等量的

去离子水!蒸至约
*>G

时取下!移入
J->G

容量瓶!以去

离子水定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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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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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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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谱线波长
83+?#'P6>

!工作功率
+!J-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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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射狭缝
+"6>

!出射狭缝
P?6>

!进样速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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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载气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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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护套气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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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流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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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子吸收分析'灯电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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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狭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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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燃烧器高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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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焰类型为贫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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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元素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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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元素的分析波长#

6>

$分别为'

(9!!+'L

!

:%

!-!'-

!

:6!JP'L

!

b6!+#'?

!

a/!#"'!

!

E2!LP'P

!

IPLL'J

!

E<#!*'"

!

D]!"#'#

!

E7!!"'"

"其中
I

!

E7

和
D]

是由原子



吸收光谱法测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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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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羽毛中元素含量分析

羽毛干重元素含量见表
+

"褐马鸡野生和圈养羽毛中
+-

种元素的分布很不均匀!含量差别明显"

+-

种元素中!

a/

的

含量最高!

I

和
b6

次之!而
E7

则未检出"太原市动物园饲

养的褐马鸡羽毛中除
I

和
E<

外!其余八种元素的含量均低

于芦芽山和庞泉沟国家自然保护区野生的褐马鸡羽毛中的含

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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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收率实验

为了验证上述结果的可靠性!用动物园样品对
(9

!

b6

和
E<

进行了回收实验"结果表明!

(9

的回收率
?*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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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6

的回收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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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回收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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讨
!

论

!!

造成动物肌体微量元素含量差异的原因是复杂的!不仅

与动物机体对微量元素的选择吸收或积累!而且与生长的自

然环境(地理(地质条件等因素有关"动物机体对微量元素

的选择性吸收可能是自身含量差异的主要原因之一)

?

*

"由于

I

是动物肌体中的常量元素!所以
I

在羽毛中的含量较高"

本研究所测定褐马鸡羽毛中的
a/

和
b6

含量较高!与朱小梅

等)

#

*测定的朱
"

羽毛七种元素的结果基本一致"

E7

未检出

说明褐马鸡在动物园饲养和野生状态生长均未受到
E7

的污

染"动物园饲养的褐马鸡羽毛中除
I

和
E<

外!其余八种元

素的含量均比芦芽山和庞泉沟国家自然保护区野生的褐马鸡

羽毛中的含量低!特别是
a/

!仅占野生含量的大约
+

+

#

!可

能是它们与野生环境相适应!在野生环境中食谱丰富(运动

量大等因素有关"将微量元素引入野生动物学研究!把相关

的方法与结论扩展至圈养野生动物!对于动物园饲养珍稀濒

危幼雏的正常发育和生长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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