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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报告

３０ 只普通绵耳狨猴血液学和血清生化指标的
测定及分析

滕永康，丛日旭，刘云波∗

（中国医学科学院医学实验动物研究所，北京协和医学院比较医学中心，北京　 １０００２１）

　 　 【摘要】 　 目的　 检测 ３０ 只普通绵耳狨猴的血液学、血清生化指标，对雌雄性别组间进行检验，与狨猴和猕猴

测定值比对。 方法　 保持动物清醒状态，后肢静脉采血，应用全自动血细胞分析仪及血液生化分析仪分别测定血

液学及血清生化指标，测定结果与狨猴和猕猴相关数据进行比较。 结果　 血液学指标中，雌雄组间各指标差异无

显著性。 血清生化检测中雌猴组与雄猴组差异有显著性的指标有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ＨＤＬ⁃Ｃ）、低密度脂蛋白胆

固醇（ＬＤＬ⁃Ｃ）（Ｐ ＜ ０ ０５），其他指标差异无显著性，对比国外狨猴群体，本单位饲养的狨猴群体的血红蛋白

（ＨＧＢ）、红细胞平均血红蛋白浓度（ＭＣＨＣ）、中性粒细胞（ＮＥＵＴ）、丙氨酸氨基转移酶（ＡＬＴ）、天门冬氨酸氨基转移

酶（ＡＳＴ）、球蛋白（ＧＬＯＢ）指标数据明显升高，但与猕猴数据测定值范围相符。 结论　 对本单位饲养的普通绵耳狨

猴的血液学和血清生化指标进行测定，并与狨猴和猕猴相关数据进行比较，为药理、毒理研究以及狨猴疾病诊疗提

供基础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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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人灵长类动物，因具有与人类高度遗传同源

性，在生物学研究中被广泛应用［１］。 普通绵耳狨猴

是一种小型的非人灵长类动物，具有体型小，饲养

成本低，繁殖效率高，方便实验操作且不易携带猴 Ｂ
病毒等优势，目前，狨猴在生物医学领域研究较为

广泛，尤其是在神经科学，药物动力学及药物的毒

性筛查［２］、自身免疫性疾病、感染性疾病动物模型，
如登革热［３］、丙型肝炎［４］ 方面都具有较大的潜能。
然而，狨猴至今仍被定义为“实验用动物”，即狨猴

作为诸多学科研究用的非人灵长类实验动物，相关

的执行标准正在拟定，很多生物学特性也亟待发

掘。 建立普通绵耳狨猴相关基础生物学数据对于

其实验动物化培育及开展相关研究都至关重要，对
于狨猴的血液学和血清生化检测的研究，国外开展

较早，Ｍｃｎｅｅｓ 等［５］、Ｍｃｉｎｔｏｓｈ 等［６］ 相继于 １９８４ 年、
１９８５ 年开展相关研究，而后，针对狨猴的血液学和

血清生化检测逐渐步入验证和应用阶段，如 Ｏｍａｔｓｕ
等［７］通过血液学和血清生化指标数据变化直观展

现接种登革热前后动物的生理表征。 在国内，继
１９８６ 年第一篇狨猴血液学检查报道后，国内尚未有

针对普通绵耳狨猴的血液学和血清生化指标的更

新报道，同时，血液学和血清生化学指标数据与取

血方式［８］、样本处理方式［９］ 以及动物因素如单笼或

群居饲养［１０］等多种因素相关，因此，随着狨猴标准

工作的逐步完善，有必要对本地狨猴群体血液学和

血清生化各指标进行检测和统计分析。 为此，本文

就本单位引进的实验用狨猴群体，进行血液学和血

清生化指标的检测及统计分析，描述了本单位饲养

的狨猴群体的血液及血清生化指标的测定数据，同
时，对比 Ｏｌｉｖｅｉｒａ ｅ Ｓｉｌｖａ 等研究者［１１］ 报道的巴西雨

林的野生狨猴群体以及邢凤英等研究者［１２］ 报道的

猕猴非麻醉状态下的各指标数据，加以分析比较，
为狨猴血液及血清生化分析积累了基础数据。

１　 材料和方法

１ １　 实验动物

就中国医学科学院医学实验动物研究所实验

动物北方资源中心 ２０１６ 年 ８ 月引进的实验用普通

绵耳狨猴群体，共取成年狨猴 ３０ 只，其中雄猴 ２１
只，雌猴 ９ 只，年龄 ２ ～ ４ 岁，体重 ３３０ ～ ４２０ ｇ［ＳＣＸＫ

（京） ２０１４ － ００１１］。 饲养环境微生物质量等级：普
通环境；饲养条件：单笼饲养或成对饲养，笼具尺寸

６０ ｃｍ × ８０ ｃｍ × １１０ ｃｍ，笼内摆放干木条和木盒

作为丰容措施，动物室温度维持在 ２４℃ ～ ２９℃，湿
度控制为 ＞ ４０％ ，１２ ｈ 光照 ／黑暗循环控制［ＳＹＸＫ
（京） ２０１７ － ００２７］。 每日饲喂配合饲料，辅以清洁

水果，自由饮水。 实验过程中按实验动物使用的 ３Ｒ
原则给予人道主义关怀。
１ ２　 主要试剂与仪器

抗凝剂为乙二胺四乙酸二钾（ＥＤＴＡ⁃Ｋ２ ）。 血

液学测定采用全自动血液分析仪 （ ＡＢＸ Ｐｅｎｔｒａ
ＤＸ１２０，法国），血清生化分析测定采用全自动生化

分析仪（日立 ７１００，日本），血样离心使用 Ｔｈｅｒｍｏ
Ｆｒｅｓｃｏ ２１ 型离心机。
１ ３　 实验方法

１ ３ １　 血样采集

采样时间为 ６ 月份，在动物清醒空腹状态下，人
工保定，保持动物俯卧姿势，伸展后肢，使用 １ ｍＬ 一

次性无菌注射器分两次通过后肢静脉穿刺，针头规

格为 ２６Ｇ，共采集 １ １ ｍＬ 全血，其中乙二胺四乙酸

二钾（ＥＤＴＡ⁃Ｋ２）抗凝血 ０ ４ ｍＬ，用于血常规检测，
非抗凝血 ０ ７ ｍＬ，３０００ ｒ ／ ｍｉｎ 离心 １５ ｍｉｎ，分离得血

清，用于血清生化指标检测，血液学及血清生化指

标检测在中国医学科学院医学实验动物研究所 ＧＬＰ
中心检验室完成，测定方法参考冯仁丰［１３］方法。
１ ３ ２　 血液学指标测定

在采血后 １ ５ ｈ 内，应用全自动血液分析仪，设
定猴类种属，圈定细胞亚群，检测以下血液学指标：
白细胞（ＷＢＣ）、红细胞（ＲＢＣ）、血红蛋白（ＨＧＢ）、
血细胞压积（ＨＣＴ）、红细胞平均容量（ＭＣＶ）、红细

胞平均血红蛋白容量（ＭＣＨ）、红细胞平均血红蛋白

浓度（ＭＣＨＣ）、红细胞分布宽度（ＲＤＷ）、血小板计

数（ ＰＬＴ）、平均血小板容量 （ＭＰＶ）、血小板比容

（ＰＣＴ）、中性粒细胞百分比（ＮＥＵＴ％ ）、淋巴细胞百

分比（ＬＹＭＰＨ％）、单核粒细胞百分比（ＭＯＮＯ％）、
嗜碱性粒细胞百分比（ＢＡＳＯ％ ）、嗜酸性粒细胞百

分比（ＥＯＳ％ ）。
１ ３ ３　 血清生化指标测定

在采血后 ２ ｈ 内，应用全自动生化分析仪上样

检测以下血清生化指标：丙氨酸氨基转移酶（ＡＬ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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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门冬氨酸氨基转移酶（ＡＳＴ）、总蛋白（ＴＰ）、白蛋

白（ＡＬＢ）、球蛋白（ＧＬＯＢ）、总胆红素（ＴＢＩＬ）、碱性

磷酸酶（ＡＬＰ）、谷氨酰转肽酶（ＧＧＴ）、血糖（ＧＬＵ）、
尿素氮（ＢＵＮ）、肌酐（ＣＲＥＡ）、钙（Ｃａ）、磷（Ｐ）、胆固

醇（ＣＨＯＬ）、甘油三酯（ＴＧ）、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

（ＨＤＬ⁃Ｃ）、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ＬＤＬ⁃Ｃ）、肌酸激酶

（ＣＫ）、乳酸脱氢酶（ＬＤＨ）。
１ ４　 统计学方法

应用统计学软件 ＩＢＭ ＳＰＳＳ Ｓｔａｓｔａｔｉｃｓ ２２ 对各指

标测定结果进行统计整理，计量资料以平均数 ± 标

准差（ ｘ ± ｓ ）表示，比较雌雄性别组间的差异，Ｐ ＜
０ ０５ 为差异有显著性。

２　 结果

２ １　 血液学测定结果

通过血常规分析，获得普通绵耳狨猴血液学指

标数据，以平均数 ±标准差（ ｘ ± ｓ ）表示，统计结果

见表 １，雌雄性别组间检验，未发现差异有显著性的

指标。

对比巴西雨林野外条件的狨猴群体，可以看出

本单位饲养的狨猴群体中的 ＨＧＢ、ＭＣＨＣ、ＮＥＵＴ 指

标数据均有明显差别，而与相应性别组的猕猴指标

数据相近。 对比猕猴血液学指标可以看出，狨猴的

血液学大部分指标数据大部分落在猕猴血液学指

标数据的 ９５％置信区间内，其中，雌性狨猴的 ＷＢＣ、
ＲＢＣ、ＨＣＴ、ＭＣＨ 均值未处在雌性猕猴区间内，而雄

性狨猴仅有 ＨＣＴ 指标数据与雄性猕猴差距较大。
２ ２　 血清生化测定结果

通过血清生化分析方法得到狨猴各指标数据，
以平均数 ±标准差（ ｘ ± ｓ ）表示，统计结果如表 ２，
血清生化检测中雌猴组与雄猴组差异有显著性的

指标有 ＨＤＬ⁃Ｃ、ＬＤＬ⁃Ｃ（Ｐ ＜ ０ ０５）。
对比巴西大西洋沿岸森林的狨猴群体，可以看出

本单位饲养的狨猴群体的 ＡＬＴ、ＡＳＴ、ＧＬＯＢ 指标数据

明显升高，雌雄组规律相同。 与雌性猕猴指标数据区

间相比，雌性狨猴的 ＡＣＴ、ＧＧＴ、ＣＲＥＡ 指标数据未处

在猕猴参考值范围内，雄性狨猴除了雌猴对比的三个

指标差别较大外，还有 ＡＬＰ 指标数值偏低。
表 １　 普通绵耳狨猴血常规指标的比较

Ｔａｂ． １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 ｏｆ ｈｅｍａｔ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ｓ ｉｎ ｃｏｍｍｏｎ ｍａｒｍｏｓｅｔｓ

本单位饲养的狨猴（ ｘ ± ｓ ）
Ｍａｒｍｏｓｅｔｓ ｆｅｄ ｂｙ ｏｕｒ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

巴西野外环境的狨猴［１１］

Ｗｉｌｄ ｍａｒｍｏｓｅｔｓ ｉｎ Ｂｒａｚｉｌ［１１］
猕猴［１２］

Ｍａｃａｑｕｅｓ［１２］

性别 雌 雄 雌 雄 雌 雄

Ｓｅｘ Ｆｅｍａｌｅ Ｍａｌｅ Ｆｅｍａｌｅ Ｍａｌｅ Ｆｅｍａｌｅ Ｍａｌｅ
采样数量

Ｎｕｍｂｅｒ ｏｆ ｓａｍｐｌｅｓ ９ ２１ １７ １７ ５０ ５０

ＷＢＣ（１０９ ／ Ｌ） ６ ２ ± ２． ４ ７ ４ ± １． ９ ５ ４９ ～２７． １７ ５ ９８ ～２２． ４０

ＲＢＣ（１０１２ ／ Ｌ） ６ ９ ± ０． ７ ７ １ ± ０． ７ ５ ８４ ～８． １２ ６ ４８ ～８． ２８ ４ ８１ ～６． ３７ ４ ６３ ～６． ５１

ＨＧＢ（ｇ ／ Ｌ） １４５ ０ ± １２． ７ １５０ ９ ± １７． ２ １０ ９ ～ １６ １３ ２ ～ １５． ８ １０９ ２１ ～１４１． ０７ １０６ ４２ ～１４３ ９８

ＨＣＴ（Ｌ ／ Ｌ） ０ ５ ± ０． １ ０ ５ ± ０． ０５ ０ ３６ ～０ ５４ ０ ２７ ～０ ５３ ３７ １３ ～４７ ７５ ３５ ７５ ～４７ ７１

ＭＣＶ（ｆＬ） ６７ ６ ± ３． ３ ６６ ９ ± ２． ４ ６０ ～７２ ６０ ～７１ ６８ ８７ ～８３ ２１ ６６ ７３ ～８３ ４３

ＭＣＨ（ｇ ／ Ｌ） ２１ １ ± １． ９ ２１ ３ ± ０． ９ １６ ２ ～ ２１ ６ １７ ３ ～ ２１ ９ ２０ ２２ ～２４ ５８ ２０ ２８ ～２４ ７４

ＭＣＨＣ（ｐｇ） ３１２ ２ ± １９． １ ３１８ １ ± ７． ６ ２８ ～３２ ２５ ５ ～ ３３ ０４ ２８０ ２８ ～３０９ ６４ ２８２ ３４ ～３１７ ９０

ＲＤＷ（％ ） １５ ５ ± １． ７ １５ ８ ± １． ３ １１ ４７ ～１５ ７５ １２ ０３ ～１５ ９５

ＰＬＴ（１０９ ／ Ｌ） ５１２ ２ ± １５６． １ ５６５ ０ ± １８４． ５ １２０ ～５３８ １５２ ～９６４ ２３９ ９９ ～６６４ ２９ ２２９ ９８ ～５５１ ６６

ＭＰＶ（ｆＬ） １０ ２ ± ０． ８ ９ ５ ± １． ６ ９ １６ ～１２ ９６ ９ ０９ ～１３． １３

ＰＣＴ（％ ） ０ ５ ± ０． １ ０ ５ ± ０． ２ ０ ３１ ～０ ６７ ０ ２９ ～０． ５７

ＬＹＭＰＨ（１０９ ／ Ｌ） ３ ４ ± １． ４ ３ ８ ± １． ３ １ ０９ ～３ ６９ ０ ５４ ～３． ７２ ３ １０ ～１５． ３０ ２ ９７ ～１３． ０６

ＬＹＭＰＨ（％ ） ５４ ０ ± ８． ７ ５１ ７ ± １４． ０ ３３ ～７７ ２２ ～７２ ３６ ６５ ～７８ ３５ ５４ ７２ ～５９ ０８

ＭＯＮＯ（１０９ ／ Ｌ） ０ ２ ± ０． ２ ０ ２ ± ０． ２ ０ ～０ ３７ ０ ～０ ３１ ０ １６ ～２ ２４ ０ １０ ～２ ０２

ＭＯＮＯ（％ ） ２ ５ ± １． ５ ２ ７ ± １． ５ ０ ～８ ０ ～８ ３ ７２ ～１０ ９８ １ ９７ ～１２ ９９

ＮＥＵＴ（１０９ ／ Ｌ） ２ ５ ± ０． ９ ３ ２ ± １． ３ ０ ～０ ０５ ０ ～０ ０６ ０ ～１１ ０９ ０ ００ ～９ ６４

ＮＥＵＴ（％ ） ４０ ９ ± ８． ２ ４３ ４ ± １３． ９ ０ ～２ ０ ～３ １０ ０８ ～５２ ６６ １０ ８１ ～５７ ８５

ＥＯＳ（％ ） １ １ ± ０． ５ ０ ９ ± ０． ４ ０ ～５ ０ ～１５ ０ ～８ ６４ ０ ～６ ９０

ＢＡＳＯ（％ ） １ ６ ± ０． ４ １ ２ ± ０． ６ ０ ～１ ０ ～０ ０ ０３ ～０ ２３ ０ ００ ～０ ００

２７ 中国比较医学杂志 ２０１８ 年 ５ 月第 ２８ 卷第 ５ 期　 Ｃｈｉｎ Ｊ Ｃｏｍｐ Ｍｅｄ， Ｍａｙ ２０１８，Ｖｏｌ． ２８． Ｎｏ． ５



表 ２　 普通绵耳狨猴血清生化学指标的比较
Ｔａｂ． ２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 ｏｆ ｓｅｒｕｍ ｂｉｏｃｈｅｍｉｃａｌ 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ｓ ｉｎ ｃｏｍｍｏｎ ｍａｒｍｏｓｅｔｓ

本单位饲养的狨猴（ ｘ ± ｓ ）
Ｍａｒｍｏｓｅｔｓ ｆｅｄ ｂｙ ｏｕｒ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

巴西野外环境的狨猴［１１］

Ｗｉｌｄ ｍａｒｍｏｓｅｔｓ ｉｎ Ｂｒａｚｉｌ［１１］
猕猴［１２］

Ｍａｃａｑｕｅｓ［１２］

性别 雌 雄 雌 雄 雌 雄

Ｓｅｘ Ｆｅｍａｌｅ Ｍａｌｅ Ｆｅｍａｌｅ Ｍａｌｅ Ｆｅｍａｌｅ Ｍａｌｅ
采样数量

Ｎｕｍｂｅｒ ｏｆ ｓａｍｐｌｅｓ ９ ２１ １７ １７ ５０ ５０

ＡＬＴ（ＩＵ ／ Ｌ） ５ １ ± ２． １ ５ ０ ± ３． ８ ０ ０１ ～０ ３０ ０ ０８ ～０ ２０ ２７ ５５ ～８９ ７７ ３８ ４４ ～８３ ７６

ＡＳＴ（ＩＵ ／ Ｌ） ９７ ４ ± １９． １ １１７ ９ ± ５７． ５ １ ０６ ～３ ３４ ０ ９５ ～２ ９２ ４０ ３７ ～９２ ６３ ４３ ４９ ～１０２ ２

ＴＰ（ｇ ／ Ｌ） ６５ ４ ± ２６． ７ ７２ ５ ± ６． ９ ５８ ～７３ ５７ ～７３ ６６ ９２ ～８３ ８２ ６８ ０６ ～８２ ９６

ＡＬＢ（ｇ ／ Ｌ） ４１ ４ ± １５． ８ ４３ ８ ± ５． ７ ４２ ６ ～ ５０ ４１ ２ ～ ５５ ４ ３３ ３７ ～５０ ０３ ３８ ０３ ～４８ ６１

ＧＬＯＢ（ｇ ／ Ｌ） ２４ ０ ± １２． ８ ２８ ７ ± ５． ６ １ ５４ ～３ ３８ １ ７６ ～２ ７１

ＴＢＩＬ（ｍｍｏｌ ／ Ｌ） １０ ０ ± ４． ２ ９ ５ ± ４． ５ ０ １９ ～４ ６１ ０ ５０ ～６ ５８

ＡＬＰ（ＩＵ ／ Ｌ） １１１ ０ ± ６７． ５ ９５ ９ ± ３１． ９ ２９１ ８６ ～８９３ ９０ ３２８ ６０ ～８７７ ４０

ＧＧＴ（ＩＵ ／ Ｌ） １ ９ ± ２． ７ ２ ５ ± ２． ９ ４６ ８１ ～１３２ ４３ ４４ ４２ ～１６５ ９４

ＧＬＵ（ｍｍｏｌ ／ Ｌ） ５ １ ± １． ９ ５ ９ ± ２． ６ ６ ７１ ～２５ ６９ ５ ６０ ～２６ ６４ ２ ４７ ～９ ８７ １ ５２ ～９ ２８

ＢＵＮ（ｍｍｏｌ ／ Ｌ） ７ ８ ± １． ８ ７ ６ ± ２． ２ ３ ６５ ～６ ９７ ２ ２４ ～１５ ４３ ４ ９０ ～１０ ００ ５ ２７ ～１１ ７３

ＣＲＥＡ（μｍｏｌ ／ Ｌ） １６ ７ ± ３． ２ １７ ４ ± ３． ３ ３５ ３６ ～５３ ０４ ２６ ５２ ～７０ ７２ ４１ ６１ ～７２ ３５ ３６ ９８ ～８１ ９４

Ｃａ（ｍｍｏｌ ／ Ｌ） ２ ５ ± ０． ７ ２ ７ ± ０． ２ ０ ５１ ～０ ７４ ３ ５ ～ ６ ６０ ２ ３７ ～２ ８５ ２ ３１ ～２ ８１

Ｐ（ｍｍｏｌ ／ Ｌ） １ ４ ± ０． ６ １ ５ ± ０． ５ ０ ５１ ～１ ７４ ０ ５１ ～１ ７４ １ ２６ ～２ ６４ １ ２８ ～３ １６

ＣＨＯＬ（ｍｍｏｌ ／ Ｌ） ４ ７ ± ０． ９ ６ １ ± １． ８ ２ ８４ ～５ １８ ２ ５３ ～４ ８９ ２ ２２ ～４ ０２ ２ ２７ ～４ ３５

ＴＧ（ｍｍｏｌ ／ Ｌ） １ ０ ± ０． ２ １ ２ ± ０． ５ ０ ３８ ～１ ２８ ０ ３１ ～１ １３

ＨＤＬ⁃Ｃ（ｍｍｏｌ ／ Ｌ） ２ １ ± ０． ７ ２ ６ ± ０． ８∗ ０ ８９ ～１ ９５ ０ ９０ ～２ ０４

ＬＤＬ⁃Ｃ（ｍｍｏｌ ／ Ｌ） １ ４ ± ０． ４ ２ ０ ± １． ０∗ ０ ９６ ～２ ４８ ０ ９２ ～２ ７６

ＣＫ（ＩＵ ／ Ｌ） ３３５ ３ ± ２１４． ６ ４３５ ７ ± ２７６． ９ ０ ～４７３ ８０ ０ ～４９０ ２５

ＬＤＨ（ＩＵ ／ Ｌ） ４７９ ３ ± ２０５． ６ ５２５ ４ ± １９１． ５ １２２ ８５ ～６９９ ７９ １２９ ０４ ～６２３ ３２

注：与雌猴组血清生化指标相比，∗Ｐ ＜ ０ ０５。
Ｎｏｔｅ． Ｃｏｍｐａｒｅｄ ｗｉｔｈ ｓｅｒｕｍ ｂｉｏｃｈｅｍｉｃａｌ 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ｓ ｏｆ ｔｈｅ ｆｅｍａｌｅ ｇｒｏｕｐ，∗Ｐ ＜ ０ ０５．

３　 讨论

与啮齿类动物相比，非人灵长类动物因具有部

分独到的优势，已经并且将继续被用于更多的药理

学和毒理学，传染病学等研究。 本研究选取 ３０ 只营

养状态良好的普通绵耳狨猴，在动物空腹清醒状态

下，后肢静脉采血，并在 ２ ｈ 内完成检测工作，检测

试剂耗材可以保证实验结果的可靠性。
从雌猴雄猴组间差异比较，血清生化测定结果

中，ＬＤＬ⁃Ｃ、ＨＤＬ⁃Ｃ 指标差异有显著性，可能与雌、雄
猴的饮食量和营养结构有关。 对比的数据中，第一

组数据来源为巴西大西洋沿岸的野生状态下的狨

猴，与本研究动物种属一致，动物捕捉后使用 １０
ｍｇ ／ ｋｇ 盐酸氯胺酮麻醉， 后肢静脉采血进行检

测［１１］；第二组数据来源为经人工繁育三代的猕猴群

体［１２］，考虑到氯胺酮诱导［１４］ 对检测结果产生影响，
因此选择此数据作为猕猴属参考数据。 血液学检

测结果对比，可以看出本单位饲养的狨猴群体中的

ＨＧＢ、ＭＣＨＣ、ＮＥＵＴ 指标数据均有明显差别，其中，
ＨＧＢ、ＭＣＨＣ 指标数据相差近 １０ 倍，这两个指标数

据与猕猴相近，血红蛋白位于红细胞内，是红细胞

的主要组成成分，巴西雨林的狨猴中血红蛋白可能

与巴西大西洋沿岸雨林食物供应不稳定的生存环

境有关。 血清生化检测结果对比，较巴西大西洋沿

岸森林的狨猴，可以看出本单位饲养的狨猴群体的

ＡＬＴ、ＡＳＴ、ＧＬＯＢ 指标数据明显升高，雌雄组规律相

同。 ＡＬＴ 为谷丙转氨酶，主要存在于肝脏、心脏组

织细胞中，当组织发生病变时，该酶活力增多；ＡＳＴ
为谷草转氨酶，主要分布在心肌，其次是肝脏、骨骼

肌和肾脏等组织中，ＡＳＴ 在血清含量较高提示肝脏

可能损伤，鉴于动物群体检疫合格，个体状态良好，
与猕猴对应指标数据比较，ＡＬＴ、ＡＳＴ 指标值相差不

大，猜测可能与野外生存环境下的特殊体质有关，
同时与肝功相关的指标 ＧＧＴ，本单位饲养的狨猴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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猕猴测定值较低，提示肝功未有异常，此处原因尚

不明确，是否动物状态有关，还需要做肝脏活检等

检测加以佐证。 与雌性猕猴指标数据区间相比，雌
性狨猴的 ＡＣＴ、ＧＧＴ、ＣＲＥＡ 指标数据没有处在猕猴

正常值范围内，雄性狨猴除了雌猴对比的三个指标

差别较大外，还有 ＡＬＰ 指标数值偏低，可能是狨猴

与猕猴种属差异。
与同属新大陆猴的卷尾猴［１５］ 和松鼠猴［１６］ 相

比，狨猴与卷尾猴的血液学指标均值差异不大，与
松鼠猴一致性极高。 血清生化检测结果中，狨猴与

卷尾猴存在差异的指标有 ＡＬＴ、ＡＳＴ、ＧＧＴ、ＡＬＰ、
ＡＬＢ、ＴＰ、ＬＤＨ，其中相差较大的是 ＴＰ 和 ＧＧＴ，狨猴

ＴＰ 均值高于卷尾猴近 １０ 倍，而 ＧＧＴ 均值又约是卷

尾猴的 １ ／ １０，造成差异的原因除了种间差异外，还
可能跟卷尾猴野外生存的营养状态以及囚禁状态

下的应激反应有关。 国内对狨猴血液学的探究始

于 １９８６ 年陈天培等［１７］对四只绵耳狨猴的血液学检

查的报道，本研究对普通绵耳狨猴的各项血液学和

血清生化的大部分指标的范围与先前报道基本一

致，其中 ＬＤＨ、ＰＬＴ 均值略低，可能与动物营养状况

和饲养环境差异有关。 对比潘振业等［１８］ 报道的白

须狨猴的相关数据，发现，普通绵耳狨猴 ＬＤＨ、ＡＬＢ、
ＣＲＥＡ 均值较高，而 ＷＢＣ、ＡＬＴ、ＡＳＴ、ＢＵＮ 指标均值

则较低，结果与种间差异有关，也可能是与氯胺酮

诱导麻醉有关。
本研究对本单位饲养的 ３０ 只普通绵耳狨猴进

行血液学和血清生化指标进行测定，建立普通绵耳

狨猴血液学和血清生化学各项指标数据的背景资

料，为药理、毒理研究以及狨猴疾病诊疗提供基础

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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