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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2008年4月 29日�在长江口崇明岛附近水域发现 2头死因不明的雄性江豚遗骸。江豚 1体长
138ｃｍ�上下颌齿整齐�齿冠完好�髓腔深凹。江豚2体长168ｃｍ�约1／3上下颌齿脱落�齿冠严重磨损�髓腔
已基本封闭。经下颌齿磨片鉴定分别为4龄和8龄。2头江豚体表完整�未见损伤和局部肿大。解剖发现�
江豚1体态健壮�脂肪层鲜亮厚实�各主要脏器外表未见异常�肺部无明显水泡�胃部充满未被消化的舌鳎类
鱼骨。江豚2体态瘦弱�腹壁脂肪层灰暗干瘪�在胃肠联合处有7颗肿块�肺部未见明显水泡�消化道无任何
鱼骨。综合年龄、体表和解剖观察、以及死亡场所分析�江豚1可能是在湿地追逐食物过程中搁浅死亡的�江
豚2则可能是因年老而自然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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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豚属鲸目、齿鲸亚目、鼠海豚科�广泛分布于太平洋沿岸水域�有 3个亚种。长江江豚
（Ｎｅｏｐｈｏｃａｅｎａｐｈｏｃａｅｎｏｉｄｅｓａｓｉａｅｏｒｉｅｎｔａｉｌｓ�简称江豚 ）是仅分布于长江及附属湖泊中相对独立的一个江
豚淡水亚种 ［1］�也是最濒危的一个亚种。1988年被我国列为二级保护动物�1996年被国际自然保护联
盟物种生存委员会 （ＩＵＣＮＳＳＣ）列为濒危 （ＥＮＣ2ｂ）物种 ［2］。近20年来�江豚的自然种群数量下降迅
速�1991年约有2700头 ［3］�2006年年底已不足1400头 ［4］。长江口是江豚的重要栖息地�近年在长江
口出没和死亡的江豚数量有逐渐增多的趋势 ［5］�公众反应强烈。弄清这些江豚的死因�可以为保护这
一珍稀物种提供有价值的资料。
1　材料与方法
1．1　材料

2008年4月29日�在长江口崇明岛附近水域发现漂浮的2头雄性江豚遗骸�死因不明。标本1体
长1．38ｃｍ�发现于团结沙水域；标本2体长1．68ｃｍ�发现于堡镇水域。在解剖观察后�标本存放在上
海海洋大学鱼类标本馆。选取下颌中部若干齿冠保存完整、表面磨损较小的牙齿各5枚�作为年龄鉴定
材料。
1．2　方法
1．2．1　齿磨片制备

将齿根部分的腐肉用牙刷轻轻刷洗干净。将齿横倒�放在600目的金相砂纸上。加压�先将一侧磨
薄至接近中心面附近�再将另一侧平行研磨�至厚约500μｍ的薄片�然后用2000目的金相砂纸对两侧
面进行精磨�并抛光至约150μｍ厚的半透明薄片。
1．2．2　年龄鉴定

选用轮纹清晰的齿纵磨片�在ＺＥＩＳＳＳｔｅＲＥＯＤｉｓｃｏｖｅｒｙＶ12解剖镜下观察齿质层的生长层组�拍照
并计数�依据Ｐｅｒｒｉｎ等 ［6］和张先锋等 ［7］指出的年轮标记确定年龄。
1．2．3　死因分析

先观察豚体表面的损伤情况�再从喉部至肛门解开腹部�观察各主要脏器的外观。最后解剖消化道
和肺部�观察消化道内的食物和肺部充水情况。
2　结果
2．1　齿的形态、大小及磨损情况

标本1的齿外观呈香肠型 （图版-1）�分齿冠、齿颈和齿根三部分。齿冠尖锥�齿冠完好�略向内弯；
齿颈短�与齿根部分不易区分；齿根 （即埋在齿槽中的部分 ）呈圆筒型�较粗大�基部中央具一呈尖锥状
的髓腔。江豚为同型齿�齿长和大小基本一致�标本1的齿长约13．7ｍｍ�齿径4．0ｍｍ。标本2的齿冠
磨损严重�髓腔已基本封闭�齿长仅8．0ｍｍ左右�齿径约3．0ｍｍ。齿冠中部露出树轮状呈同心圆排列
的明暗相间的条纹�一条明带和一条暗带组成一个年轮标志 （图版-2）。
2．2　齿磨片结构及年龄鉴定

在透射光下观察�磨片外缘为白色的牙骨质 （ｃｅｍｅｎｔｕｍ）�内缘为浅米黄色的齿质层 （ｄｅｎｔｉｎ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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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版-3�4）。齿冠上端的齿质部分具有一条几乎透明的婴儿线 （ｎｅｏｎａｔａｌｌｉｎｅ）�把牙齿齿质分成先天牙
齿齿质 （ｐｒｅｎａｔａｌｄｅｎｔｉｎｅ）和后生牙齿齿质 （ｐｏｓｔｎａｔａｌｄｅｎｔｉｎｅ）。先天牙齿齿质内的纹层不易辨认。后生
牙齿齿质内的纹层较清晰�由许多可透光的透光带 （ｔｒａｎｓｌｕｃｅｎｔｚｏｎｅ）和不易透光的遮光带 （ｏｐａｑｕｅ
ｚｏｎｅ）组成。透光带为亮色�遮光带为暗色。磨片中央为髓腔 （Ｐｕｌｐｃａｖｉｔｙ）。髓腔随年龄的增长而逐渐
缩小�直至完全封闭。

在反射光下观察�后生牙齿质内的透光带为暗色�遮光带为白色�与透射光下所见恰好相反。暗色
带和明色带呈规律性相间排列。一条透光带和一条遮光带组成一个生长层组 （ｇｒｏｗｔｈｌａｙｅｒｇｒｏｕｐ�
ＧＬＧ）�两者组成一个年轮标志 （图版-5�6）。

经过5位具有鱼类年龄鉴定经验的观察者分别计数�共同得出标本1（图版-7）的年龄为4龄�标本
2为8龄。
2．3　解剖观察

观察表明�2头江豚的体表完整�除了搬运过程中的表皮擦伤和勒痕�未见其他损伤和局部肿大。
标本1上下颌齿整齐�下颌齿26枚�齿冠露出牙床�未见脱落。标本2上下颌齿齿冠基本与牙床齐平�
约1／3已经脱落�下颌齿仅剩16枚。标本1较健硕�胸围91ｃｍ�胸围与体长比为0．66。标本2较瘦
弱�胸围98ｃｍ�胸围与体长比为0．58。显示标本1较年轻健壮�标本2较年老体衰�外伤不会是他们的
死因。

解剖发现�标本1的腹壁较厚�脂肪层鲜亮饱满。标本2的腹壁较簿�脂肪层较灰暗干瘪。2头标
本的心、肝、肺、肾、生殖腺、消化道等各主要脏器的外表未见异常�只是在标本2的胃与十二指肠的联合
处�有7颗椭球形的与胃肠颜色一致的肿块�最大的长径5ｃｍ�短径2ｃｍ�小的似黄豆大小 （图版-8）。
消化道解剖后发现�标本1的胃部饱满�有多具未被消化的鱼骨架�多数属于舌鳎类�也有个别为矛尾虾
虎鱼�但肠道内未见食物骨架。标本2的胃部和肠道干瘪�未见任何可鉴定的食物遗骸。2头江豚的肺
部完整�外表未见水肿�内部也没有明显水泡�表明这两头江豚不是溺水致死。
3　讨论

江豚是以鱼为主要食物的小型齿豚类。喜食对象为大小适中的鲶、乌鳢、青鱼、鲤、草鱼、鳊�鲫等种
类 ［8］。半自然水域下的日食量约为体重的6．3％�池内人工饲养下的日食量约为体重的10％�也即1头
成年雄性个体每日需要寻找3～5ｋｇ的鱼类作为食物。随着长江鱼类资源的日益下降�江豚的食物来
源日益缺乏�多数个体营养不良�患不同程度的贫血症 ［9］。但春季是长江刀鲚、凤鲚等洄游鱼类上溯产
卵和大批近海鱼类到河口索饵的季节�可供江豚捕食的饵料相对丰富�这可能是近年春季江豚在长江口
频繁出现的原因。但长江口滩涂湿地面积广阔�特别是崇明岛周围的湿地�潮沟纵横�芦苇茂密�加之潮
差较大 （如崇明三条港的最大潮差可达5．95ｍ）�是豚类生活的危险区域。

研究表明�雄性江豚的性成熟年龄为4．5龄�自然寿命约为ｌ6龄 ［10］。因此�从年龄和身体状态看�
标本1属于青壮年个体�而标本2则已接近中老年。综合年龄鉴定、体表和解剖观察、以及死亡场所分
析�江豚1可能是先在涨潮时在湿地追逐食物�退潮期间搁浅死亡后�再涨潮随水流漂流至团结沙水域
的；江豚2则可能是由于年老体衰而自然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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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江豚下颌齿；2．标本2齿冠中部年轮标志；3．透射光下�标本2后生牙齿质内生长层组；4．透射光下�标本1后生牙齿质
内生长层组；5．反射光下�标本2后生牙齿质内生长层组；6．反射光下�标本2后生牙齿质内生长层组；7．标本1（雄性江
豚遗骸 ）；8．标本2胃与十二指肠联合处的肿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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