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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化检验在动物种属鉴定中的应用概况

周用武
（南京森林警察学院，江苏 南京 210046）

摘要：阐述了理化检验确定动物种属的原理、分析的方法及其在实践中的应用概况，并对理化检验用于动物种属鉴定的

优缺点进行了评价。 提出了理化检验用于动物种属鉴定还需要大量的试验工作，鉴定方法的方便与快捷、鉴定成本的

低廉、多学科的交叉以及与计算机技术的联合是动物物种鉴定的发展方向。
关键词：动物物种；种属鉴定；理化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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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view on the Application of Physical and Chemical Examination in the Species and Genus
Identification of Animals
ZHOU Yong-wu
（Nanjing Forest Police College，Nanjing 210046，China）
Abstract：The principles, analysis method of identifying the species and genus of animals by using the physical and chemical
examination and its application situations in the practice were introduced. The advantages and disadvantages of identifying the species
and genus of animals by using physical and chemical examination were appraised. It was proposed that a lot of experimental works
should be done in the species and genus identification of animals by using physical and chemical examination. And the convenience of
the identification method, low identification cost, multi -knowledge amalgamation and union with computer technology were the
development direction of animal species identification.
Key words：animal species; species and genus identification; physical and chemical examination

人与自然和谐 发 展 是 时 代 的 呼 声 ， 动 物 是 自 然 界 的

重要组成部分， 对动物进行保 护 已 深 入 到 大 多 数 人的 心

中。然而随着全球经济的发展，人类涉及动物的经济活动

也 越 来 越 多，既 有 合 法 利 用 动 物 及 其 产 （制 ）品 的 经 济 活

动，又有不合法的经济行为。为了规范管理涉及动物的经

济 活 动，打 击 违 法 犯 罪 行 为，保 护 野 生 动 物 资 源 ，在 规 范

管理和保护执法的过程中， 必然 要 对 涉 及 的 动 物进 行 种

属鉴定。
对案件中涉及的动物进行种属鉴定， 其难点在于对产

（制）品的鉴定。由于产（制）品的类型多种多样，既有外形特

征明显的检材，如整根的象牙、犀牛角等；也有外形特征被

完全破坏的制品，如已做成皮包的鳄鱼皮、已织成披肩的藏

羚羊绒。如何确定这些动物产（制）品的种属，鉴定的方法也

很多，除了目前比较热门的费时费钱的 DNA 方法外，其他

很多学科的手段也被应用于动物物种的鉴定。 理化检验是

刑事技术中常用的一类方法，为揭示案件的真相，打击违法

犯罪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在野生动物的种属鉴定中，理化

检验也起到了很好的效果， 笔者对理化检验在动物种属鉴

定中的应用概况总结如下。

1 理化检验的原理

不同种的动物， 其外形差别的形成除了受外界环境的

作用外，主要是受物种遗传基因的作用。 基因的物质载体是

细胞中细胞核里的染色体， 基因指导合成有机大分子蛋白

质， 从而形成不同的细胞。 动物体的最基本结构单位是细

胞，细胞的物质基础是各种有机物、无机物，包含 C、H、O、N、
P、S 等各种元素。 由于遗传基因不尽相同，不同种动物各部

分组织组成成分的物理化学性质也不尽相同， 理化检验法

就是检验该差异，以确定动物的种属。

2 理化检验的方法

理化检验的方法主要包括成分分析法和物质结构分析

法，成分分析法分为特定成分分析和广谱成分分析 2 种。 常

用的检验手段是色谱分析和光谱分析。

2.1 成分分析法 即采用一些特别的仪器对检材中的特定

成分或所有的成分进行分析， 以达到确定动物物种目的的

一类方法。
2.1.1 特定成分分析： 采用理化分析手段确定检材中特定

的某种或某几种成分的差异以区分检材， 达到鉴定动物种

属的目的。 主要针对一些研究比较透彻的物种，要求对物种

所含特定成分的数据有比较明确的资料， 通过检验检材中

该特定成分并进行比较以确定是否为某种或某些动物。
国外学者采用高效液相色谱（HPLC）研究发现，美国黑

熊 （Ursus americanus）、 北 极 熊 （Thalarctos maritimus）、 棕 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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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rsus arctos）、 马 来 熊 （Helarctos malayanus）、 锡 兰 懒 熊

（Melursus ursinus inornatus）、 南 美 眼 镜 熊 （Tremarctos
ornatus）等 6 种熊胆汁中的熊去氧胆酸存在差异 ［1］，可以作

为鉴定的一个指标。 另外，通过薄层色谱（TLC）和 HPLC 检

测 牛 黄 熊 去 氧 胆 酸 （ursodeoxycholyl-taurine）、 牛 黄 胆 酸

（cholyl -taurine） 和 牛 黄 鹅 去 氧 胆 酸 （chenodeoxycholyl -
taurine） 的成分甚至可以确定胆囊是来源于野生的还是人

工圈养的熊 ［2］。国内也有人采用反相 HPLC 技术对熊胆样品

中结合型胆汁酸的种类和含量做了研究 ［3］，可用于确定真

假熊胆。 利用气相色谱—质谱联用测定麝香吡啶和 3-甲基

环十三酮 ［4］，用气相色谱、高效液相—质谱联用仪测定麝香

酮的情况可确定检材是否来源于麝（Moschus）［5-6］。
特定元素成分的分析也可用于物种的鉴别， 如对大壁

虎（Gekko gecko）制成的中药蛤蚧，麝分泌的麝香中特定元

素的分析。 通过分析检材中 Ca、Mg、P 等 17 种元素 ［7］，可以

发现正品与类似品的微量元素特征图谱存在显著性差异，
由此可确定来源于真正大壁虎的检材 ［8］。 原子吸收光谱也

是检测物质中元素成分的很重要的工具， 将其用于熊胆的

检测发现，真熊胆汁中常量元素 Ca 及 4 种微量元素与伪品

间有一定差异，由此可鉴定熊胆的真伪 ［9］。 研究发现，麝香

是动植物药材中惟一含 Ag 元素的药材， 故可将 Ag 作为鉴

定检材是否来源于麝的一个指标 ［10］。

2.1.2 广谱成分分析： 广谱成分分析是在对检材的研究背

景不清楚的情况下， 利用理化手段全面分析检材的物理化

学组成，将其与标准检材的相应组成进行比对，确定是否为

标准检材的一类方法， 分析的手段和具体的操作与特定成

分的分析差不多。
我国中药学界已经在该领域做了大量的工作， 采用红

外光谱、紫外光谱、气相色谱、液相色谱、色质联用等手段检

验鉴别动物类药材，取得了大量的成果。 利用红外光谱对中

药材的鉴别研究发现，16 组 54 种动物 类 药 材 红 外 光 谱 鉴

别特征明显，稳定性好，重复性好，可以作为物种鉴定的依

据［11］。 对高鼻羚羊、鹅喉羚、藏羚和黄羊的角进行紫外光谱

分析，结果表明，几种角类的紫外吸收峰有一定的差别，可

作为鉴别的客观指标 ［12］。 采用 TLC 和紫外分光光度法对东

北产的马鹿角、 梅花鹿角、 驼鹿角和狍角进行理化成分分

析，结果表明，4 种角的水提取物的 TLC 色谱除马鹿角多一

个斑点之外， 其余基本相同； 醇提取物在可见光下基本相

同，但在 365 nm 荧光下，4 种角有各自不同的斑点，紫外光

谱 也 不 同。 因 此， 通过 这 些 明 显 的 差 别 可 鉴定 不 同 的 鹿

种［13-14］。 TLC 法也用于药品中是否有来源于麝的成分鉴定［15-16］。

X 射线衍射图谱也可用于马鹿的鉴定 ［17］。
利 用 可 见 光 （VIS）和 近 红 外 光 谱 （NIR）技 术 在 400～

2 500 nm 的 波 长 范 围 对 332 份 肉 组 织 样 品 进 行 主 成 分 检

验 ， 并 采 用 偏 最 小 二 乘 法 回 归 （partial least squares
regression）模型进行分析，可以确定肉样品的物种来源［18-19］，
甚至可以确定肉样来源于家养的还是野生的动物 ［20］。 在利

用红外光谱对皮革制品进行检验时发现牛皮与羊皮制品的

红外光谱存在差异，可以用来确定皮革的来源物种 ［21］。

2.2 物质结构分析法 物质结构分析 法 是 通 过 对 检 材 中

特定物质的结构（包括有机物的构象、各基团之间的结合方

式等）进行检验，从而区分不同的物种，达到鉴定动物种属

目的的鉴定方法。
美国国家渔业与野生动物法庭科学实验室曾对 62 种

动物（包括兽类、鸟类、爬行类和两栖类）近 1 000 个个体的

血液或血迹样本进行过分析， 他们发现不同种动物的血色

素蛋白质的组成结构不相同，在 α 链和 β 链的组合上存在

差异，该组合在各个物种中是独特和稳定的，可以用于鉴定

动物的种属 ［22］。
由于设备过于昂贵， 以及对野生动物保护的意识和野

生动物保护执法活动中种属鉴定的重视程度还不够， 国内

目前还未见到涉及该方面的研究。

3 问题与展望

现代理化检验多采用大型仪器来进行，准确率高、自动

化程度高， 减少了人为的操作环节， 使得结果更为科学客

观，同时，该方法方便快捷，能为案件的办理提供更迅捷的

服务。 但是理化分析仪器大多昂贵，难以普遍推广。 理化检

验检测物质的特定成分或者广谱成分， 数值上的差异有时

很难区分，需要大量的实验工作才能确定其标准范围，因此

最终确定结论时会存在较大的风险或偏差。
需要鉴定动物物种的领域越来越广， 检材的类型也越

来越多，对于一类检材，很难用一种方法就鉴定清楚，需要

用多种方法加以互相验证和补充 ［23］。 随着涉及动物的经济

活动逐渐活跃，对动物物种进行鉴定的需求会越来越多，进

一步的工作应该是研究更好、更快捷、更低廉的鉴定方法。
尽管动物物种鉴定面临着检材类型多样、动物种类繁多、研

究资料欠缺、标准比对库不完备等问题，要作出准确的鉴定

存在很大的困难，但是随科学技术的发展，各种交叉学科的

发展及计算机分析技术的完善， 人们可通过分析大量动物

的各种理化成分数据， 并将各种动物的综合性特征存入世

界范围的数据库，供研究人员查阅比较，使动物的种属鉴定

工作更加简便快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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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物季节性繁殖调控的研究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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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就有关动物季节性繁殖密切相关的促性腺激素释放激素、褪黑素及 kisspeptin 在动物季节性繁殖调控中的作用进

行了探讨。
关键词：季节性繁殖；GnRH；褪黑素；kisspept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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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dvances in the Control of Animal Seasonal Reproduction
XU Yuan-qing1，WANG Jian-lin2，SHAO Bao-ping2
（1. Tongren Polytechnic，Tongren 554300，China; 2. Lanzhou University，Lanzhou 730000，China）
Abstract：This issue mainly deals with the roles of gonadotropin releasing hormone （GnRH），melatonin and kisspeptin in the control of
animal seasonal reproduction, which are closely related to animal seasonal reproduction.
Key words：seasonal reproduction；GnRH；melatonin；kisspeptin

季节性繁殖是动物长期适应环境而获得的一种生存对

策。下丘脑促性腺激素释放激素（GnRH）的脉冲式释放促使

垂体的黄体生成素（LH）和卵泡刺激素（FSH）的分泌，并作

用于靶器官从而激活动物繁殖活动。 季节性繁殖动物将感

受到的光周期变化通过松果体夜间分泌褪黑素转换为生理

信号［1］，故褪黑素也与动物的季节性繁殖调控密切相关。 有

研究发现， 在 kisspeptin 神经元中表达雌激素受体 ERa［2］，
表 明 kisspeptin 神 经 元可 能 参 与 雌 激 素 反 馈 过 程 。 此 外，

kisspeptin 神经元与 GnRH 神经元之间存在 直 接 联 系 且 能

够有 效 地 刺 激 GnRH 的 分 泌 ［3］。 因 此，GnRH、 褪 黑 素 和

kisspeptin 在动物的季节性繁殖调控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1 GnRH 与动物的季节性繁殖

1.1 GnRH 在 下 丘 脑 —垂 体 —性 腺 （hypothalamic -

pituitary-gonadal，HPG） 轴中的作用 动物的繁殖机能主

要是由下丘脑内的 GnRH 神经元控制的， 该神经元分泌的

促性腺激素释放激素能刺激垂体促性腺物质的释放 ［1］。下丘

脑 的 GnRH 神 经 元 以 脉 冲 式 分 泌 GnRH 进 入 垂 体 门 脉 系

统，促使垂体分泌促性腺物质 LH 和 FSH，通过血液循环作

用于靶器官或靶细胞，影响性激素生成及配子发生等，从而

影响动物的繁殖活动 ［4］。该过程受到包括性激素反馈、营养、
应激和季节等多重因素的影响 ［1］。

在羊体进行的研究发现 ［1］， 在繁殖季节和非繁殖季节

中，GnRH 和 LH 脉冲释放的差异性与动物的繁殖活动相适

应。黎金秀［5］对 GnRH 在广西摩拉杂交母水牛的下丘脑—垂

体—卵巢轴中的分布进行了研究， 结果发现，GnRH 免疫阳

性细胞存在于广西摩拉杂交母水牛下丘脑—垂体—卵巢轴

的各个环节，GnRH 在摩拉杂交水牛 HPG 轴的调控中起着

重要作用。

1.2 GnRH 对动物季节性繁殖的调控 动物繁殖的季节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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