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0，,%1%，2%3%2#4/5，1%6%789:%;<<:/<-!"#$#=

">&，?><-@-.!#AB@!:-$A=/:-A/#$C#9A/A4/:C"$D9./A!8/

-.:#A#C/:/-."!"#$%)$*"&’(%"，&’’&，!$%（*）：??E!

???%
［&F］ 1@/"@，G%6%，G%,%H:/I/，J%,%K-AA-:C-$%LD/$!"=".->

!"#$#=-A/.#$D-:BA4/:C:/./4!#:"$!8/C#9A//<<5#$-

4/@@9."D-：M#@/"$C-"$!/$-$./#=N"$D"$<#=-.:#A#C/>:/>

-.!/DA4/:C!#/<<A%)$*"&’(%"，&’((，!&#（*）：+F)!

+(O%
［&(］ P#B-C-，P%，;%Q-A/<-R-，,%L$#9//!-@%7!9D"/A#$

!8//4"!#4/#=4"<5#$-4/@@9."D-:/.#<$"5/DNB-=/:!"@"5->

!"#$>N@#.0"$< C#$#.@#$-@-$!"N#DB%!"+$,-(."/$0’%"
12,,%"，&’’)，’"：&+O!&?*%

［&’］ K"@@"-CA，M%,%，M%G#$/A%74/."="."!B#=N"$D"$<#=5#$-

4/@@9."D-<@B.#:#!/"$A!#A4/:C4:#-.:#A"$-$D:/@-!/D4:#>

!/"$A%!"34,"5((%"，&’’+，&&(（&）：)O!F+%
［*E］G-$A/$，7%，,%S9"<@/B，K%M/"0$06%";$-@BA"A#=4#@B>

A9@=-!/>N"$D"$<D#C-"$A"$4#:."$/4:#-.:#A"$，-49!-"I/

5#$--D8/A"#$4:#!/"$=:#CC-CC-@"-$A4/:C-!#5#-%780"
!")$*"&’(%"，&’’O，)*（+）：OE&!O&E%

［*&］ J:"C-0#==，J%，K%2-!8:#4，2%K##@C-$$06%%T9@@B
/==/.!"I/.#$!:-./4!"#$"$C-@/-$D=/C-@/<9"$/-4"<A"C>

C9$"5/DR"!8!8/A4/:C4:#!/"$4Q>*E%9602-$，&’((，

))’（)&(’／)&’E）：O?+!O?)%
［**］ Q9$$".9!!，M%H-:B，J%J:"C-@/#==$06%"74/:CA9:=-./

4:#!/"$4Q>*E"AN"=9$.!"#$-@：U$/-.!"I"!B"A-8B-@9:#$@>

D-A/-$D-A/.#$D，D"A!"$.!-.!"I"!B"A:/V9":/D"$A/.#$D-:B
A4/:C>5#$-N"$D"$<%&’(%"+$,-(."，&’’)，’’（&）：(E!

()%

!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点资助项目 W#%+’++EE*E；

第一作者介绍：姜新发，男，+*岁，助理研究员，硕士；

收稿日期：&’’(>EO>E?，修回日期：&’’(>&E>&)

胁迫对饲养条件下海洋哺乳动物的影响及评价!

姜新发
（广东省中山学院生物技术系 中山 O*(?E+）

王 丁
（中国科学院水生生物研究所 武汉 ?+EEF*）

摘要：饲养条件下海洋哺乳动物的胁迫因子主要包括捕捞、运输、社群隔离、栖息环境的改变、营养不良、

来自其他个体的威胁、训练和临床检验等人为操作、饲养环境中的各种理化因子等，文章总结了临床上

海洋哺乳动物遭受胁迫的生理学指标以及胁迫对饲养条件下海兽行为、健康和病理学检验的影响，并就

如何有效预防和减轻海兽胁迫进行了初步探讨。

关键词：胁迫；胁迫指标；海洋哺乳动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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胁迫是动物面临的普遍性问题，包括海兽

在内，几乎所有动物每天都会受到各种不同形

式的胁迫。正确分析和评价胁迫对海洋哺乳动

物的影响，对人工饲养条件下海兽疾病的预防

和诊断十分必要。

! 关于胁迫的定义

胁迫（A!:/AA）指有机体对特定的刺激或要

求产生的非特异性反应。

7/@B/将动物遭受胁迫后的反应过程分为

警觉 期（-@-:C48-A/）、补 偿 期（.#C4/$A-!"#$
48-A/）和 不 适 应 期（C-@-D-4!"#$48-A/）［&］。

,#N/:<在此基础上指出动物受胁迫影响包括

内环境稳态变化、胁迫反应和胁迫后果三个阶

段，这为临床上通过内环境稳态变化来判断动

物受胁迫程度提供了依据，并且指出协迫可通

过条件操作（.#$D"!"#$"$<#4/:-$!）及随动物自

身对环境的适应而得以减轻［*］。

对于饲养条件下的海洋哺乳动物，寻找一

种可靠的定量测定各种胁迫因子影响内环境稳

定的方法非常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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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洋哺乳动物饲养条件下的胁迫因

子

!"# 捕捞和运输 在海兽捕捞和运输过程中

驱赶、离水搬运和固定等各种操作对海兽的正

常活动均构成极大的威胁，海兽常表现为紧张

和恐慌，同时运输过程中环境温度变化和物理

压迫等也会对海兽产生不良的影响。

!"! 社群隔离 由于海兽多营群居型生活，饲

养不仅造成海兽社群隔离，而且原有的社群结

构也发生了显著变化，因饲养导致海兽社群隔

离已成为海兽日常生活中的重要胁迫之一。有

关人类和其他动物的研究结果表明社群隔离是

造成动物高死亡率的一个主要因子［!］。

!"$ 栖息环境的改变 海兽自海洋被转移到

封闭的饲养池，由于陌生又无法逃避的环境和

狭小的空间，对其活动及心理均构成很大威胁，

一般需要较长时间才能逐渐适应。

!"% 营养不良 通常海兽在饲养条件下不得

不以冰冻食物为食，因此食物种类、营养、品质

及数量均与自然环境中有很大差别。

!"& 其他个体的威胁 饲养空间狭小，很容易

造成海兽过分拥挤，在这种环境中由于群体中

个体等级和性别差异，海兽必须要面对来自其

他个体的威胁，严重者甚至彼此间发生攻击和

打斗。

!"’ 训练和临床检验操作 动作训练、医学检

验和治疗等人为操作，是海兽饲养条件下遭受

的重要胁迫之一，尤其有些操作需要在长时间

离水情况下进行，更容易造成海兽身体不适，在

临床上往往不被人们所重视。

!"( 环境中各种理化因子 饲养环境中噪音、

强光、水温变化和不良水质等刺激都会使海兽

产生不同程度的烦燥和不安，这些理化因子的

好坏会直接影响到海兽的正常活动与健康。

$ 胁迫的生理学指标

已知受胁迫的动物，其内分泌系统和细胞

免疫功能一般会受到不同程度的影响，严重者

会影响机体的新陈代谢［"］。水生动物中有关

鱼类和海鸟内分泌系统变化与胁迫间关系的报

道较多［#，$］，而海洋哺乳动物中则以宽吻海豚

（!"#$%&’$(#")*+("$）这方面报道较多。已有的

研究结果表明，宽吻海豚遭受胁迫临床上通常

表现为红细胞沉降率（%&’）增加，血清铁浓度

下降，肾上腺皮质激素增加，尿的透性增加，

()*／+*比下降，甲状腺素（,!，,"）降低，前列

腺素浓度上升等［-，.］。但准确测定胁迫与内环

境变化的关系比较困难。

有人曾对宽吻海豚进行长达/0小时的模

拟运输，以间断性淋水方式保持其身体湿润，期

间记录下海豚所发生的各种生理变化。结果显

示宽吻海豚体温、呼吸频率和心率没有明显变

化，但血液中皮质醇浓度开始时为##1234／5，

至 第 6 小 时 达 /0#1234／5，第 /0 小 时 为

.#1234／5；醛固酮水平也由7!018／5至结束

时升至/$18／5；过程中尿液浓缩，尿的透性增

加；()*／+*比在第!小时显著下降，之后逐渐

稳定；前列腺素则明显增加［6，/7］。

红细胞沉降率和血清铁水平是动物遭受胁

迫的两个早期诊断指标，它不仅适用于受胁迫

的海豚，而且对患病的动物也有重要的预防和

诊断价值。如动物体感染和发炎，通常血清铁

浓度下降，这是动物的一种防御性反应，因为细

菌的生长需要铁，如果循环系统中没有足够的

铁，细菌的繁殖也会因此而受到抑制；而红细胞

沉降率变化往往是由于有机体感染发炎引起肝

内产生纤维蛋白原所致。又如大西洋宽吻海

豚，健康状况下血清铁的浓度为/.#!"77"8／

94，有炎症或外伤的宽吻海豚其血清铁浓度为

/-!//#"8／94，而受胁迫状态下血清铁的浓度

则介于健康与患病两者之间，为//7!0/7"8／

94；海豚红细胞沉降率高出正常值!!#倍通常

与炎症有关［//，/0］。

另据报道，由于捕捉和运输等操作压迫，鞍

纹 海 豹（,-&*+.#&/)0+)1%*+）血 清 肌 酸 激 酶

（:+）明显升高［/!］；暴露在油污下的环斑海豹

（,-&*+-%$’%1+），其血液生理学指标变化与人

类剧 烈 运 动 和 海 豚 经 模 拟 运 输 后 的 变 化 相

似［/"］；北极熊关在笼中其白细胞数量、血清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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酸脱氢酶（!"#）和谷草转氨酶（$%&）均比正常

值高［’(］。

! 胁迫对海洋哺乳动物饲养的影响

!"# 胁迫对饲养条件下海兽行为的影响 对

于许多胁迫因子的作用，海兽早期最基本的生

物学表现就是行为变化。海兽遭受胁迫容易导

致精神紧张。在行为上通常表现为急速游动、

呼吸频率加快、逃跑（鳍脚类）、厌食或拒食、呕

吐、拒绝训练表演、自伤、相互攻击打斗等。因

此水族馆中，饲养训练人员和兽医及早察觉海

兽的行为异常非常重要，在海兽尚未进入病理

阶段之前加强对饲养环境的管理，从而减轻海

兽的胁迫。

!"$ 胁迫对海兽健康的影响 如果上述行为

学变化仍不能使海兽摆脱因胁迫造成的痛苦，

或者其中某些主要胁迫因子持续作用时间长、

强度大，最终必然导致海兽生物学功能的改变，

即神经内分泌系统和内环境稳定性的改变，海

兽进入不适应期或病理阶段。海兽的许多疾病

或健康问题，多因海兽长时间暴露在胁迫中，而

动物本身又无法依靠行为学改变对胁迫产生适

应的结果，动物处在较严重的胁迫条件下，体内

免疫系统的功能通常会发生改变，动物体抵抗

病害的能力也会随之下降。

!"% 胁迫对海兽病理学检验的影响 胁迫会

引起海兽的许多生理学变化，其中神经内分泌

系统的变化直接影响海兽内环境的稳定，从而

导致激素水平和各种血液学指标波动，同时为

减轻胁迫和保证海兽健康而使用的各种抗生

素、碘胺药物等，也会影响到海兽正常血液学指

标变化，因此在日常饲养管理中必须建立起每

头动物的正常生理值档案，以便在海兽临床病

理学检验中全面考虑各种胁迫因子对正常值的

干扰。

& 关于海洋哺乳动物遭受胁迫的评价

及防治对策

在人工饲养条件下，海兽每天都会受到一

些来自周围环境中不同类型的胁迫，然而并非

每种胁迫都会导致海兽生物学功能的改变，事

实上很多胁迫随海兽自身调节和逐渐适应可得

以减轻。但如果胁迫强度过大、持续时间较长，

海兽就会感到痛苦或难以忍受。因此正确分析

和判断动物所受胁迫的严重程度，加强环境管

理，有效防止动物进入病理阶段尤为重要。

一般可在采血后)小时内通过分析以下指

标来快速评价胁迫因子对海兽的影响，如呼吸

频率、脉搏、食欲、*+分钟红细胞沉降率、红细

胞压积（,-.）、血沉淡黄层、总蛋白、血清铁、血

清/01、血清渗透压等。其中*+分钟红细胞

沉降率变化是海兽胁迫反应的早期重要指标，

对兽医而言也是一种十分快速而简单的诊断方

法。同时对红血细胞计数、血清化学和酶的测

定、呼吸道细菌培养等进行分析也有助于胁迫

的诊断。另据报道，-反应蛋白变化是人类儿

童时期遭受胁迫的最敏感的早期指标［’*］，它能

否适用于海兽尚有待进一步研究。

采用补水（通过胃管或注入食物鱼内）、将

受胁迫动物与患病动物一起护理、抗生素治疗

等方法能有效减轻海兽的胁迫，同时还可避免

其他治疗方法本身成为额外的胁迫因子。此

外，日常管理中密切关注海兽体重的变化，有条

件的最好每月称重一次，如果动物体重连续下

降超过’+2，通常认为是受到环境质量和食物

等方面的胁迫所致，治疗措施是增加动物对能

量的摄取。为了减轻因称重和采血对动物造成

的胁迫，可采用条件操作的方法使这些过程成

为海兽健康行为和日常训练的一个组成部分。

类固醇激素常用于治疗动物因胁迫产生的

各种症状，如紧张、烦燥和厌食等，在临床实践

中已证明这种方法较为有效。但必须强调类固

醇激素只有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才可使用，更

不能用作海兽疾病的预防，因为长期使用会导

致血清铁浓度上升［’3］，从而增加了细菌感染的

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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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小龙门林场发现一例白化银喉长尾山雀

梁 伟 郭冬生 宋 杰
（北京师范大学生命科学学院 北京 (--*+C）

关键词：白化现象；银喉长尾山雀

())*年R月(.日，我们在北京小龙门林

场进行鸟类环志时网捕到一例白化银喉长尾山

雀（#&>.’:01+*,03)0’3*A./0,&3*）。该网捕地

位于林场南沟沟谷（海拔为(D--$）的落叶阔

叶林 带，主 要 树 种 为 胡 桃 楸（!3>10/*$0/)B
*:34.,0）、辽东栎（C3&4,3*1.0+’3/>&/*.*）和柳

（-01.D&BB’）等。同时网捕到D只银喉长尾山

雀，其中(只为白化个体。此白化个体的鸣叫、

飞行等行为与其它.只个体无异。根据我们的

观察，这D只鸟应为同一家族群的个体。

该白化银喉长尾山雀为雌性成鸟，通体白

色，无杂羽，但在喉、胸部微沾浅葡萄红褐色，头

顶两侧、后枕、腰部和腹部稍染灰褐色。虹膜红

褐色；嘴铅黑色；跗 淡黄色。其量度如下：

体重C\CO，体长(.-$$，嘴峰长+$$，翅

长C.$$，尾长*,$$，跗 长,,$$。

致谢 北京师范大学生命科学学院崔 红、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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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勤、李 、王小萌参加野外工作，特此致谢。

第一作者介绍：梁 伟，男，()R*年生，苗族，贵州省雷山县

人，助教，博士，研究鸟类生态学；

收稿日期：())*?-+?-R，修回日期：())*?-)?-(

·*C· 动物学杂志 YA#"2&2301="!%0J]00%0OG ,---(’（(）


	F3: 
	F4: 
	F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