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加白血球等作用。西德已将蟾酥制剂用于临床治疗

冠心病,日本以蟾酥为原料生产“救生丹”, 一年可获

利几千万美元。我国著名的六神丸、梅花点舌丹、牙

痛一粒丸、心宝、华蟾素注射液等 50 余种中成药都

离不开蟾酥。所以, 蟾酥在国内外市场上成为紧俏

货。捕蟾蜍采蟾酥能带来丰厚的收入,但是近年来,

由于农村化肥农药的广泛使用污染,蟾酥野生资源

逐年减少,因此, 人工饲养蟾蜍有着广阔前景,也是

一条致富好门路。

1　场地

蟾蜍主要在陆地生活,养殖场地面积应根据饲养

规模大小来确定,四周建 1 m 高的围墙,里面可设养

殖池,也可做产卵池长 5 m、宽 1. 5 m、深 0. 5～1 m。

饲养池周围要有草坪或菜地, 供蟾蜍捕食、栖息;场地

中要安装灯光,以在夜晚诱引虫类供其捕食。

2　繁殖

蟾蜍为卵生,宜选用繁殖能力较强的中华大蟾

蜍。每年当水温在 10 ℃ 左右、空气相对湿度在

90% 时产卵。每个雌体一次产卵量为 5 000 枚左

右,卵一般成双行排列在管状的胶质卵带内,漂浮在

水面或水草上,如有这种情况,则说明是上好的受精

卵。然后将已采集的卵群移入已准备好的孵化池中。

孵化池为 100 cm× 150 cm 见方,水深 20 cm 水中

放些水草。每平方米放 5 000～6 000 枚受精卵。孵

化时水温保持在 10 ℃ 以上,并随时调节水深, 控制

水温,一般在 3～4 d 即可孵化成蝌蚪。

3　管理与饲养的密度

蝌蚪每平方米投放 2 000 只左右, 幼蟾蜍每平

方米投放 600 只左右,成蟾蜍每平方米 80 只左右。

蟾蜍要根据它的不同发育阶段分池分群饲喂, 供给

充足的饵料。卵孵化成蝌蚪不必投喂饵料,它们可以

依靠吸收卵黄囊积贮营养物质来解决自身的养料供

应。幼蟾蜍的饵料是浮游生物,可将猪牛粪、蔬菜下

脚料、泔水、屠宰场和食品厂的废弃物以及糖麸等投

入池中,培埴浮游生物。成蟾蜍主要以昆虫为食, 可

在养殖场内种植各种植物招引昆虫, 夜间用灯光引

诱昆虫,还可养殖黄粉虫、蚯蚓,捕捉蝇蛆,或在养殖

场内堆积厩肥以孳生虫子为其提供食饵。

4　采浆

采浆前要准备一块玻璃板,一个小竹片和一个

特制取浆夹(可到当地药材公司买)。采浆时, 先将捕

捉到有凸起耳后腺的蟾蜍, 用清水洗净, 左手执蟾

蜍, 右手拿采浆夹对准它的耳后腺, 适度用力挤压,

就会有白色浆液流出,每侧耳后腺只挤 1～2 次。采

桨后,把蟾蜍放在旱地上,以免伤口遇水发炎。采浆

时要配戴眼镜, 防止浆液溅入眼中。一般蟾蜍采浆后

10 d 左右,耳后腺又可再生浆液, 每只蟾蜍一年可

采收 18～20 次。

5　加工

把采在夹钳里的浆液用小竹片刮出来,放到 3

层纱布里, 使劲挤压, 滤出杂质,然后摊平在玻璃板

上呈 1 元钱硬币厚度,晒干即可出售。

6　质鉴

鲜浆以新鲜白净,浆粒微黄,油面发光,粘性大,

拉力强为最好。干蟾酥涂少许水,如很快变成灰白色

泡沫,即为真品。鲜浆取样滴以碘洒,如变蓝色,说明

掺有其它物质。

( 1999-11-23收稿)

一种发生于盾叶薯蓣上的病毒病
△

湖北农学院农学系(荆州 434103)　　吴大椿X

　　盾叶薯蓣 Dioscorea z ingiberensi s C. H. W right

俗名黄姜,是我国特有的一种草质藤本多年生甾体

药源植物。原为野生, 近年由于市场需求, 人工栽培

面积日益扩大。集约栽培后,田间出现了一种危害严

重的病毒病,病株根状茎产量损失 50%～95%。为

了有效控制该病害, 自 1998 年起, 对其症状、病原

及其传播方式作了初步研究。

1　症状

在春季出苗展叶时开始显现,初时叶上出现褪绿

斑、明脉, 随后绿色斑块隆起, 叶片斑驳花叶, 凸凹卷

曲畸形,病叶明显小于健叶,重病株叶上出现褐色坏

死斑或网状纹(图 1)。植株严重矮化,根状茎变小,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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穗和蒴果畸形。人工汁液摩擦接种盾叶薯蓣、苋色藜、

昆诺藜、曼陀罗、酸浆、千日红、普通烟、黄烟等植物,

仅盾叶薯蓣和普通烟发病,表现花叶和畸形。

图 1　盾叶薯蓣田间感染矮花叶病毒的叶片 (左为病叶

右为健康叶)

2　病原

图 2　盾叶薯蓣矮花叶

病毒颗粒形态表

270 nm

病叶汁液和病毒粗提

液经磷钨酸负染后电镜观

察, 病毒粒子为线形, 大小

约为 700～ 900 nm× 13

nm (图 2)。从粗提病毒中

提取核酸, 1% 琼脂糖凝胶

电泳结果显示, 病毒基因

组由一条 RNA 组成, 其大

小与 玉 米矮 花 叶病 毒

RNA 相近。

3　发生传播

　　室内避虫钵栽和田间调查结果表明:病毒主要

由无性繁殖材料根状茎传播, 田间零星发生。连续用

根状茎繁殖的田块, 病害逐渐加重,重病田病株率

64. 8%。种子繁殖的实生苗, 带蒴果壳播种, 幼苗病

株率 3. 2%; 脱粒不带种壳的种子所生实生苗未见

病株。

4　结果与讨论

根据上述初步研究结果, 参阅有关文献
[ 1, 2]

, 作

者认为该病毒可能是马铃薯 Y 病毒科的一个成员,

暂 定名 为 盾叶 薯 蓣矮 花 叶 病 毒 ( Dioscorea

z ingiberensis dw arf mosaic v irus) , 至于该病毒与已

报道的山药坏死花叶病毒 ( Chinese yam necrot ic

mosaic v ir us ) 和山药绿色斑驳病毒 ( Dioscorea

g reen-banding virus )
[ 3～5]
和日本山药花叶病毒

( Japanese yam M asaic Virus)
[ 6]
的关系, 有待进一

步研究。

目前在生产中应当提倡汰除田间病株,用脱粒

种子进行有性繁殖, 以延续病害扩展减轻危害。今后

要注重抗病育种和无毒苗培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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龟甲的真伪鉴别

天津市药材集团公司( 300050)　　李　悦

天津市中药五厂　　　　　　　　王淑芬

　　龟甲为常用中药, 具有滋阴潜阳、益肾强骨、养

血补心等作用,药典收载的龟甲其来源为乌龟一种,

该种药材供不应求, 在验收龟甲时发现了以数种其

它的龟充之,现将正品与几种非正品——马来闭壳

龟、黄缘闭壳龟、黄喉水龟、印度棱背龟从外观性状

鉴别如下:

1　正品龟甲

为龟科动物乌龟 Chinemy s reev esi i ( Gray ) 的

背甲及腹甲。

1. 1　背甲:本品呈椭圆形拱状,边缘整齐,前端略凹

入, 后端圆, 前窄后宽, 背棱 3 条, 其正中的一条隆

起较明显。长 9～16 cm ,宽 6～12 cm ,高 3～6 cm。

外表面棕色, 颈盾一枚, 缘盾左右各 11 枚, 类长方

形,第 11 缘盾明显较臀盾小。臀盾双枚,类长方形,

连接处稍凹入(图 1-A)。

1. 2　腹甲:本品呈板片状,近长方椭圆形, 长 8～15

cm, 宽 5～8 cm ,前端平截,后端具三角形深缺刻, 两

侧有呈翼状向后弯曲的甲桥, 有的已除去。外表面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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