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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0所列各项数据，可作为我国教学、科研

等领域2!.周龄 4)56’7大白鼠血清血红蛋白

正常值的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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玳瑁的人工饲养试验$

闫茂华 郑 霞
（江苏省海州师范学校 连云港 $$$-$%）

摘要：玳瑁属爬行纲海龟科，国家二级保护动物，生活在热带海域中。在我国北方地区利用水族馆人工

配制海水，人工控制温度，以淡水鱼泥鳅为主饲料，海带、紫菜和大白菜叶为辅助饲料进行饲养，并对其

生活习性进行初步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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玳瑁（’()*+,-.)/012+3(2-4*4）属爬行纲

海龟科动物［#］，分布于我国海南岛、西沙、南沙

群岛、广东、福建及台湾等一带的温热带海域

中，以 鱼、虾、蟹、软 体 动 物 和 海 藻 为 食［#!$］。

近些年来由于海洋污染和过度捕捞，玳瑁数量

急剧减少，被列为国家二级保护动物，加强对玳

瑁的保护迫在眉睫。能否对玳瑁进行人工饲

养，国内很少报道。本文于#332年,月!#333
年%月利用江苏省三角洲师范专科学校水族馆

的有利条件，在管理员的协助下进行了玳瑁的

人工饲养及观察试验。

# 材料和方法

玳瑁池的 建 设：在 水 族 馆 中 央 建 一 个 长

$--<&、宽#--<&、高#--<&的玻璃缸池，池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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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装增氧泵二台，池顶有防逃网，池内采用循环

水，水族馆内通风、空调设施齐全，室温始终控

制在!"#左右。室内采用自然光，并安装$"
瓦日光灯!盏增加光照。

!"! 水 源

（%）天然海水 我市位于黄海海域，可取连

云港海滨浴场海水净化后使用，由于海水污染

严重，玳瑁生活很不适应，再加之净化、运输费

用昂贵，&个月后改用人工配制海水饲养。

（!）人工海水 将海水晶和精盐按%’(比

例混合，加入经过一周曝晒的自来水中配制成

浓度为&)&*人工海水（盐度为%)"!"），然后将

人工海水注入玳瑁池内，温度调至!"#左右。

!"# 玳瑁的人工饲养

（%）玳瑁的来源 %++,年-月初从海南省

购买!只半成体玳瑁，其中%只为雌性，体长

&-)-./，体 重-$""0，另%只 为 雄 性，体 长

&&)$./，体重,+""0，放入饲养池内饲养。

（!）饲料配制和喂养过程 !用海产鱼虾

作饲料，由于海产鱼虾多已死亡，不新鲜，再加

上饲料成本较高，饲养&个月后，改用鲜活饲

料。"用活泥鳅去头、尾，截成!./长数段投

放喂养，每次投放量为%("0，一日二次。#直

接投放活泥鳅，每尾泥鳅全长在%"./左右，重

%(0左右，每次投放量为%("0，一日二次。$以

活泥鳅为主饲料，搭配海带、紫菜、大白菜叶，每

日一次，每次植物性饲料投放量!"0。

!"$ 换 水

将玳瑁池内的水定期更换。每季度一次，

同时将玳瑁池消毒，称量其体重、测量体长。

# 结 果

自%++,年-月至+月的时间内玳瑁生活

极不正常，表现为来回游动，烦躁不安，易受惊

吓。受惊时，前肢拍打水面，向外窜越。以乌

贼、马鲛鱼作饲料喂养，玳瑁食欲不振，增长停

滞，%++,年%!月运输中受伤的雄性玳瑁染病

死亡。%++,年%"月至%!月用活泥鳅去头、尾

截成数段投放喂养，玳瑁喜食开始正常生长。

%++-年%月至%++1年+月直接用活泥鳅喂

养，玳瑁追逐泥鳅，迅猛吞食，生长速度加快。

%++1年%"月至%+++年&月以活泥鳅为主饲

料、并辅以海带、紫菜和大白菜叶喂养，生长良

好（表%）。

表! 不同饲料对玳瑁生长的影响

饲料名称
日体重增加量

（0／2）

日体长增加量

（./／2）

海产鱼虾%） ")+$
（! ）

%)%%
（"）

&)&3%"4&

（! ）

(),3%"4&

（"）

去头尾泥鳅!） &)(, ()(, %)+3%"4! &)&3%"4!

活泥鳅&） 1)-, -)+3%"4!

活泥鳅和海藻$） (),! &)13%"4!

时间：%）%++,年-月&日%+月&"日；!）%++,年%"月%
日%%!月&"日；&）%++-年%月%日%%++1年+月&"日；$）

%++1年%"月%日%%+++年&月&"日

玳瑁对温度较为敏感，特别是冬季气温骤

然下降时，其食量大减，活动量降低；在%"#以

下玳瑁静卧水底，不食也不动。即使室温调至

!"#时，-天后才恢复进食。玳瑁对水质要求

严格，56值1)"%1)(，氨氮含量")%%")!的

水质 较 适 合。玳 瑁 安 静 状 态 下 呼 吸 频 率 为

+次／小时，活动时呼吸频率为!%次／小时。排

便次数%%!次／天，其粪便呈褐色棒状，在水中

浸泡后成丝状物。玳瑁蜕甲有一定规律，先是

腹部片甲脱落，然后背部片甲脱落，每片甲脱落

历时,(天，新生长片甲无光泽。从%++1年开

始，每年(月上旬玳瑁表现为性情暴躁，投食时

咬死泥鳅而弃之，常常向外逃窜，继而用后鳍扒

开沙土，掘成沙坑，并俯卧在沙坑上")(小时，

再用后鳍推沙土盖上，并压实，共!%&次，持续

时间-天，但并未发现有卵产下。

$ 讨 论

由上述结果可以看出，由于海产品的不新

鲜，在运输途中玳瑁又受碰撞，致使最初的一段

时间内玳瑁不适应人工饲养生活。经过饲料配

方，发现用淡水鱼泥鳅作饲料喂养玳瑁是可行

的，辅以海带、紫菜和大白菜叶喂养效果良好。

能否用蜗牛、田螺、河蚌等软体动物及田鼠等哺

乳动物来喂养玳瑁，目前尚未见到有关报道，我

们将进一步试验。在饲养过程中发现玳瑁蜕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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缓慢，新生片甲无光泽。可能与室内饲养阳光

不足、食物中缺少钙、磷等因素有关。由观察结

果还可以看出，雌性玳瑁虽已进入性成熟期，因

仅!只所以生殖问题得不到具体观察。由此可

见，玳瑁的饲料配制、饲养方法以及玳瑁的人工

繁殖等方面的问题有待于进一步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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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营巢生境的分析

王中裕 赵利敏 王 琦
（汉中师范学院生物系 陕西汉中 )&(**!）

摘要：在陕西省洋县境内调查了!(个朱!巢的生境，分!&个属性记载，并做定量统计分析。由模糊聚

类分析法把样点分成了近湿地类型区和远湿地类型区；由主分量分析证明，树型高大、隐蔽度和周围植

被条件好、离居民点较近的马尾松或栓皮栎树是朱!营巢的优选条件。

关键词：朱!；营巢；生境；定量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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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为国家"级珍贵

保护鸟。自!#’!年被重新发现至今，野生朱!
仅在我国陕西省洋县境内栖息并营巢繁衍［!］。

为了探索朱!的营巢规律，作者于!##)年

#!!*月在洋县对朱!营巢生境及用巢历史做

了调查研究，并对相关的环境因子进行了定量

统计分析。

! 工作地点与方法

!##)年#月&.日至!*月&*日（朱!游

荡期），在洋县随机抽取!(个朱!营巢地为样

点。各样点地名为：!%木家河；&%罗脊梁；(%
老坟山；,%青石坡；.%团山河；$%刘柴；)%桂

峰；’%白火沟；#%时家湾；!*%小邓沟；!!%余家

沟；!&%二道梁；!(%草坝。

对每个样点可能影响朱!营巢的!&个属

性（因素）进行调查。这些属性是：!%巢树所在

地海拔高度；&%巢树所在山坡坡向；(%巢树与

居民点之间距离；,%巢树与湿地之间距离；.%
巢树树种；$%巢树胸径；)%巢树高度；’%巢树

冠层厚度；#%巢距地面高度；!*%巢距树冠顶高

度；!!%巢树周围半径为!*0的圆形面积内，胸

径大于.10树木密度；!&%用巢年数。巢树的

各高（厚）度值均用树木2型测高仪测量。!&
个属性中有!*个是数值型数据，直接用于分

析；剩余巢树树种和巢树所在山坡坡向属性为

文字型数据，经过数值比变换后用于分析。巢

树树种为马尾松和栓皮栎，分别变换为!和&；

巢树所在山坡坡向变换为直角坐标系的角度。

所有数值数据和文字数据的变换值接受以

下分析：!%按模糊聚类分析法计算各样点之间

的欧氏距离，构造出相应的模糊相似矩阵，并绘

制模糊聚类图；&%根据模糊聚类分析结果，剔

除属性值差异过大的木家河与罗脊梁这&个样

点的有关数据，保留其余!!个样点属性值，求

其平均值、标准差和变异系数；(%对所保留的

!!个样点属性值做主分量分析［&，(］，即，顺序进

行数据中心化和正规化转换，计算每样点!&个

属性的相关系数矩阵、其特征值、特征向量、各

属性对各主分量的负荷量、以及原始数据在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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