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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对砥石和秒质两种不同的荒漠区双峰驼组织中 6种微量元素的吉量及分布规律进行了研究。结果表明，Cu、Mn、 

Fe、Mo的丰度在肝畦最高，se和 zn则分别在肾脏和肌 肉组织中最高。由于砾石荒漠区土壤和牧草中 h，Cu、Mo吉量极 

显著高于沙质荒漠区(P<0．01)，导致茼地双峰驼肝脏和肾脏 cu含量差异极显著(P<0 01) 同时发现 ，上述两地区双 

．圭驼组织中 Mn音量显著低于其他反刍动物。 

关蕾调!双峰驼 I微量元索；砾石荒漠 ；沙质荒漠 

Distribution of trace elements in tissues of bactrian camels from 

different ecological environments 

LIU Zong·Ping，MA Zhuo (＆m  AgricMlural Unlv~sity，l~nzhou 730070，China) 

AbStract{The concentrations and distribution patterns of six trace elements were investigated in tissues of 

hactrian camels from sandy desert and gravel desert areas．It was found that the liver contained the highest 

concentrations of coppert mBnganese，iron and molybdenum t and the kidney and muscle the highest con— 

centrations of selenium and zinc t respectively．The concentrations of coppe r in liver and kidn ey of bactrian 

camels from the two study areas have significant differenee because the molybdenum and iron contents of 

soils and forages from gravel desert 8re8 were markedly higher than those from sandy desert area (P<  

o．O1)．M eanwhile，the mean manganese levels in the tissues from the two areas were much lower than 

that in other rumina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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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峰驼是我国荒漠 、半荒漠地区草原畜牧业特有的畜种之 ，具有许多独特的生理 特性 双峰驼生存 

环境 中植被主要是一些旱生或超旱生的灌木、半灌木或小乔木 ，其营养价值较低。由于我国荒漠分布范围 

广 ，不同地带土壤类型、植被建群层片与群落结构的性质存在较大差异⋯，因此造成双峰驼食物链系统中 

某些必需微量元素营养不平衡 ，甚至出现地方性的微量元素性疾病-卜。 本文选择了我国双峰驼 集中分布 

的两种荒漠环境，测定双峰驼体内必需微量元素的营养状况 ，结合当地土壤 、牧草中相应元 素的水平 ，探讨 

不同生态环境条件下双峰驼组织中微量元素的分布规律及与食物中微量元素间的关系。为进一步研究这 

一 特殊 畜种的微量元索性疾病打 下基础 ，而且为不同生态条件下双峰驼补充微量元素营养提供科学依据 

1 材料和方法 

1．1 样品采集 

在甘肃河西走廊民勤县的砾石荒漠区和 内蒙古阿拉善右旗巴丹吉林沙漠中的沙质荒漠草场分别选择 

全年放牧的成年健康双峰驼各 20峰 颈部放血致死 ，采集心脏 、肝脏、肺脏、肾脏 、大脑及臀肌，用去离子水 

洗潦除去表面血污．吸干组织表面的水分 ，用不锈锕剪刀剪碎 ，放玻皿中置 8o～9OlC恒温干燥箱中烘干 ，用 

研钵研碎组织样品t备微量元素分析。 

基盘项 目：国家 自然科学基金和甘肃省自然科学基叠资助项 目 

本文承蒙甘肃农业大学博士生导师陈北亨教授和符 I迁坤教授指导t持此致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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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 微量元素分析 

所有样品均用湿法消化(HNOs—HCIO )．用 AA 640型原子吸收分光光度计(日本 )和 l amb一7紫外分 

光光度计(德国)测定下列元素 ：Fe、zn、Cu、Mn用火焰原子吸收法 ，Se用氧化物发 生原子 吸收法．Mo 

用 比色法 同时用美国国家标准局(NBS)所提供的标准牛肝样品(1577a)进行质控 。 

2 结果 

双峰驼不同组织微量元素的含量见表 1～2=结果表明．由于两种荒漠环境条件的不同，双峰驼肝脏和 

肾脏 cu含量存在显著差异(尸<0．o1)。同一元素在两地双峰驼组织中的分布规律基本一致，且绝大多数元 

素主要富集于肝脏和肾脏 ，其中Cu、Mn、Fe、Mo的丰度在肝脏最高 ，而 se和 zn分别在 肾脏和肌 肉组织中 

最高 

衰 1 砾石荒漠区双峰驼组织微量元素吉量( g／g，DW) 

m Ie 1 The ~ lcentzltlons of tl'lce elemelts In tissues of he ctrlzn camels from g~ vel desert areI 

衰 2 沙质荒漠区双峰驼组织微量元素吉量( g，DW) 

Table 2 The concentralions of t1．IcL,elemenls in tissues of ba~trlan camels from sandy desert are_ 

3 讨论 

本研究结果表明，双峰驼肝脏 cu，Fe、Mn、Mo的含量最高．而 Se、Zn则在 肾脏和肌 肉组织 中最丰富 ， 

这一分布规律与牦牛 、绵羊 、牛 等反刍兽组织中上述元素的分布规律基本一致 虽然这些反刍兽生存 

环境和食物构成与双峰驼存在很大的差异 ，但其组织中必需微量元素的分布规律却十分相似 。 

动物体内必需微量元素含量存在种间差异，并受地球化学、土壤农化及食物的影响．有明显的地区性， 

微量元素不能在体内台成，主要从食物中摄取 。固此．测定动物体内微量元素含量及相关活性物质的变化， 

是评价动物微量元素营养状况 的理想方式之一。其分布规律的研究．一方面揭示了微量元素在双峰驼体 内 

具有聚积于一定组织和器官的亲和性，这可能与元素在该组织中发挥的生物学效应有关 另一方面也为评 

价双峰驼微量元素营养状况和与之有关的疾病监测及诊断提供了灵敏的指示物 ．以便选择元 素丰度较高 

的组织进行分析 。 

虽然两种不同的生态环境中土壤和牧草 Cu、Mo、Fe含量均有显著差异 ，本文发现仅砾石荒漠区双 

峰驼体 内肝脏和肾脏等组织 cu水平明显低于沙质荒漠区．McDowell：” 报道 ，土壤“石灰化 的地 区，土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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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值升高，使牧草中 Mo、Cu比值增大，影响了动物对 Cu的吸收和利用 一般认为 ，牧草中 Mo低于3pg／g 

(干物质)，Cu：Mo大 于 2：1对反刍兽是 比较安全 的 。。文中 所述砾 石荒漠 区牧 草 Mo含量平均 达 

4．80#g／g，Cu Mo仅为 1．3：1，在该地区也发现了双峰驼铜缺乏症 ’”]，这与有关高铝可诱导反刍动物铜 

缺乏的报道相一致 。。“埘。沙质荒漠区牧草 Cu仅为 2．47Fg／g口]，但由于无拮抗元素存在 ，双峰驼体 内 Cu 

水平仍在反刍动物的正常范围内。其余元素含量无明显差异 ，说明双峰驼体内对微量元素营养存在内环境 

稳定机制 。 

本研究双峰驼肝脏、肾畦等组织中 Mn含量均低于其他反刍动物的正常范围(肝脏>10．0Fg／g，肾脏 

>4．0~g／g，干物质)。有资料认为 ，牧草含 Mn低于 80~g／g即不能维持牛的正常生殖能力，低于 50~g／g 

常伴有不育或不发情。也有人报道。。 ，El粮中 Mn低于 20Mg／g时可能引起牛不发情 ，受胎率降低以及公牛 

精波 品质下降。Mn在动物体内是许多酶的激活剂，对动物中枢神经的正常功能、骨髂形成以及生长、发育 

和繁殖均具有重要意义 。文中两种荒漠区土壤 Mn含量较高，但植物 Mn水平显著低于动物 的营养需要 

量 ，这可能与该地土壤碱性太强 ，Mn以高竹状态存在 ，降低了植物对土壤中 Mn的利用率有关 因 

此，虽然双峰驼未发现锰缺乏的临床症状 ，但可以认为 Mn元素是该地双峰驼潜在的致病因素。另外 ，动物 

体内微量元素存在复杂的协 同和拮抗的相互作用关系，对双峰驼这一领域缺乏系统研 究，因此 ，文中所反 

映的这些微量元素水平能否满足双峰驼正常的生长发育和繁殖等生理需要以及是否存在某些元素亚临床 

缺乏的可能性 ，均有待进一步探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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