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圈养獐分娩的初步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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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年的 ) ’ & 月，在浙江省嵊州市河麂种源繁育基地对 ($ 只獐（102*(3(4%& #$%*5#&）的分娩活动进

行了观察。结果表明，母獐通常选择安全的地点进行分娩。獐集中分娩的时间为 # 月 ( 日到 # 月 %* 日，

占分娩母獐总数的 &(+)(,（$ - ($），并且分娩多在白天进行。产程（从胎膜露出到胎盘娩出）平均为

（("!+!" . %)+!&）/01（$ - %)）。胎儿娩出的姿势多为前躯前置（前足、头先露出），占 2(+&2,；少数为后躯

前置（后足先露出），占 %#+!!,。幼仔首次吮乳时间在单胎和多胎间无显著差异，平均为出生后（$$+*&
. !+&(）/01（$ - ()）。幼仔出生后首次平均站立时间在双胞胎、三胞胎和四胞胎分别为（(!+!) . !+$*）/01

（$ - %#）、（!*+$! . !+)!）/01（$ - %!）和（#)+"" . &+(*）/01（$ - #）。每胎幼仔数越多，初生幼仔的平均体重

越轻。

关键词：獐；分娩；胎仔数；出生时间；出生重

中图分类号：3*)2 文献标识码：4 文章编号："!)"5(!#(（!""#）"#5#&5")

!"#$%&%’(") *+,#"-(.%/’, /’ .0# 1($-%’2 3#0(-%/" /4
10%’#,# 5(.#" 6##" %’ 1(7.%-%.)

67 8915:;1< := >0?
（!(,,%/% (- 6#-% 78#%$8%& +$2 9$&4#4)4% (- :+*% ;$#5+,& +$2 <,+$4&，!"#$+ =%&4 >(*5+, ?$#@%*&#40，>+$8"($/ #(&""!，!"#$+）

8+,."(9.：@9AB01< C?D9B0;EF G?E? ;CF?EB?H ;1 ($ @D01?F? I9J?E K??E（102*(3(4%& #$%*5#&）01 LD?1<MD;N @D01?F?
I9J?E K??E OE??H01< O9F?，PD?Q091< RE;B01S? TE;/ U9V J; >NAV !""$W 4C;NJ &(W)(, ;T C0EJDF（$ - ($）;SSNEE?H 01
JD? H9VA0<DJ D;NEF TE;/ ( J; %* >N1?W X1 9B?E9<?，Y9EJNE0J0;1 HNE9J0;1 A9FJ?H ("!+!" . %)+!& /01（$ - %)）TE;/ JD?
9YY?9E91S? ;T JD? F9S J; YA9S?1J9 ;NJ W U;FJ T?JNF?F（2(W &2,）G?E? H?A0B?E?H 01 JD? Y9JJ?E1 ;T D?9H 91H T;E?A?<F
S;/01< ;NJ T0EFJ，%#+!!, G?E? C;E1 01 D01H A?<F Y;F0J0;1W ZD? T0EFJ 1NEF01< C;NJ ;SSNEE?H 9B?E9<?AV $$+*& . !+&(
/01（$ - ()）9TJ?E C0EJD，91H 1; F0<10T0S91J H0TT?E?1S?F G?E? T;N1H C?JG??1 JD? T9G1F ;T F01<A?，JG01，JE0YA?J 91H
[N9HENYA?J W 7J J;;\ (!+!) . !+$* /01（$ - %#）T;E JG01 J; FJ91H NY 9TJ?E C0EJD，!*+$! . !+)! /01（$ - %!）T;E JE0YA?J
91H #)+"" . &+(* /01（$ - #）T;E [N9HENYA?J E?FY?SJ0B?AVW ZD? C0EJD G?0<DJ ;T T9G1 G9F F0<10T0S91JAV E?A9J?H J; JD?
A0JJ?E F0M?（< ] "+"%，̂ ENF\9A5I9AA0F 1 J?FJ）W
:#) ;/"<,：@D01?F? I9J?E K??E；R9EJNE0J0;1；R9E0JV；O0EJD J0/?F；O0EJD G?0<DJ

! 通讯作者，_5/90A：DN‘Q0?C;ab%#(W S;/；

第一作者介绍 李艳红，女，硕士，讲师；主要从事动物学分类

与生态学研究；_5/90A：A0V91D;1<&%b%!#W S;/。

收稿日期：!""#5"#5("，修回日期：!""#5"*5"!

獐（102*(3(4%& #$%*5#&），又名河麂、牙獐，为

一种小型的鹿科动物。历史上，獐曾广泛分布

于我国的华东和华南地区，但近 %"" 年来，由于

栖息地的丧失和乱捕、乱猎等人为活动，已导致

其数量和分布范围急剧减少［%］。为此，我国政

府已将其列为国家!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

7=@c 将其列为低危或近危（6de1J）种，中国濒

危动 物 红 皮 书 将 其 定 为 易 危 物 种（BNA1?E9CA?
FY?S0?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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獐不仅是一种珍贵的保护物种，而且还具



有较大的经济价值［! " #］。近年来，獐的人工饲

养繁殖在我国已迅速开展起来［$］，但如何对圈

养分娩母獐进行科学管理，如何降低圈养獐高

的死亡率等诸多相关问题也日渐突出。分娩是

动物繁殖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然而，迄今为

止，有关獐分娩活动的研究尚缺乏，其他有关獐

母幼关系的研究也仅见 %&’()*+［,］、-.’/)01!和张

恩迪［2，3］的一些工作。本文通过对圈养母獐分

娩活动的观察，进一步了解该物种的生物学特

性，为圈养獐的科学管理提供参考资料。

! 研究地点与方法

!"! 研究地点 于 !44# 年的 $ " 2 月，在浙江

省嵊州市河麂种源繁育基地（以下简称嵊州基

地）开展了此项研究。嵊州基地位于嵊州市郊

（5!46#785$9:，!76;$8!!9<）。这里属中亚热带季

风气候区，冬夏长，春秋短，四季分明。常年平

均气温 5,=#>，年极端最高温度 #4=2>，极端

最低温度 ? 54=5>。年降雨量 5 ##2 @@。该基

地獐的养殖方式为圈舍饲养，单个圈舍面积为

#=3 @ A ;=3 @，分露天活动场（;=3 @ A ;=! @）

和内室（;=3 @ A 5=, @）两部分，相邻两圈舍间

以木或铁栅栏相隔（图 5）。在分娩期间，雌獐

单独分开饲养。獐的饲料主要由精饲料（豆粕、

米糠及麦麸）和青饲料（蔬菜叶、枸树叶及嫩草

等）组成。饲养员于固定时间（早晨 7：44，下午

5$：;4 时）饲喂动物，同时进行换水和圈舍的清

扫工作。

为便于对雌獐产仔区域选择的研究，本文

将单个圈舍划分为 7 个小区，其中内室包括小

区 -5 " -;，活动场包括小区 -# " -7（图 5）。

!"# 观察、记录方法 本研究共观察分娩母獐

;# 只，其中初产獐 5; 只，经产獐 !5 只，并利用

-B+C D%EFG%3$: 数码摄像机对其中的 5$ 只目

标动物（初产獐 ; 只，经产獐 5! 只）进行了分娩

全程摄像。观察过程中尽量避免人为干扰。记

录并整理如下信息：

（5）孕獐产仔小区和分娩时间。

（!）目标动物的年龄和产程（分娩的全程时

间，定义为：胎膜露出阴户至胎盘产出）。

图 ! 嵊州基地獐圈舍活动地点分区示意图

$%&’ ! ()*+,- ./ 0*1 %1 (-*1&2-.3 456*

（;）胎仔数及出生间隔。

（#）幼仔娩出的姿势。

（$）幼仔首次站立时间、首次吮乳时间。

（,）獐分娩过程中或之后的首次摄食时间。

最后，利用 -HF!444IJ 型电子台秤（精确

到克）测量了 $$ 只初生獐（完全发育）的出生重

量。

!"7 统计分析 对不同胎仔数孕獐的分娩行

为参数进行统计，数据以平均数 K 标准误表示。

卡方分析［7］用于比较产仔时间的日分布。利用

H1LMN’)FI’))*M ! 测试来检测不同胎仔数初生獐

间在行为、出生重量上是否存在显著差异，若差

异显著，再采用 O’++FI&*.+0C " 测试来进行进

一步的两两比较。以上统计分析均利用软件

-J-- 55=$ 来完成。

# 结 果

#"! 产仔小区的选择 对 ;# 只雌獐选择产仔

小区的观察发现，有 ;; 只雌獐（占 72=4,P）选

择位于内室的 -; 小区的墙角，仅有 5 只雌獐

（占 !=7#P）选择位于 -, 小区的墙边进行分娩，

而且这只雌獐为初产獐。

#"# 分娩日期与时间 !44# 年，嵊州基地獐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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娩的最早日期为 ! 月 "# 日，最晚日期为 $ 月 #
日，分娩日期跨度为 %& ’，但集中分娩时间为 (
月 ) 日 到 ( 月 &* 日，占 分 娩 母 獐 总 数 的

$)+!),。

从分娩的时段来看：在白天（(：-- . &#：--
时）和晚上（&#：-- . 凌晨 (：-- 时）分娩母獐数分

别为 ") 及 && 只，两者存在显著差异（!
" / %+")!，

!" / &，# / -+-%），这表明獐主要在白天分娩。

表 ! 不同胎仔数孕獐分娩行为参数

"#$%& ! ’#()*(+)+,- $&.#/+,( 0#(#1&)&(2 ,3 4.+-&2& 5#)&( 6&&( 7+). 8+33&(&-) 0#(+)9
单胞胎

012345
双胞胎

67128
三胞胎

691:45;8
四胞胎

<=>’9=:45;8
总体平均

6?;>4 >@59>35
胎膜露出至胎膜破时间

61A5 B9?A 8>C 8552 ;? D=98;（A12）

"&
（$ / &）

&%+!- E "+&(
（( . ")，$ / #）

&!+$! E )+$*
（# . "(，$ / %）

"(
（&% . )#，$ / "）

&(+#- E "+&)
（( . )#，$ / &!）

胎膜破至头仔娩出时间

61A5 B9?A 8>C D=98; ;? ;F5 B198;
B>72 ?=;（A12）

&"!
（$ / &）

*"+() E $+$#
（$& . &)"，$ / #）

$$+!- E &!+%%
（%( . &"-，$ / %）

&-%+!
（*" . &&$，$ / "）

*"+)) E (+%#
（%( . &)"，$ / &!）

第二仔娩出时间

G=9>;1?2 D5;7552 B198;
>2’ 85C?2’ B>72 ?=;（A12）

—
&(+&) E "+"-

（( . "%，$ / #）

&%+"! E !+((
（) . )-，$ / %）

&#+!
（&) . "%，$ / "）

&!+!* E "+-"
（) . )-，$ / &%）

第三仔娩出时间

G=9>;1?2 D5;7552 85C?2’ >2’
;F19’ B>72 ?=;（A12）

— —
)-+!- E &%+*#

（) . (#，$ / %）

)&
（&( . %(，$ / "）

)-+($ E &-+"%
（) . (#，$ / (）

第四仔娩出时间

G=9>;1?2 D5;7552 ;F19’ >2’
B?=9;F B>72 ?=;（A12）

— — —
&*+!

（* . )-，$ / "）

&*+!
（* . )-，$ / "）

幼仔首次吮乳时间

H198; 8=CI123 >B;59
D19;F（A12）

)!
（$ / &）

)$+#& E "+%%
（"% . !*，$ / &(）

%!+-# E %+)&
（"( . (#，$ / &"）

!*+-- E (+$%
（%" . $#，$ / (）

%%+*$ E "+$)
（"% . $#，$ / )!）

幼仔首次站立时间

H198; 8;>2’123 >B;59
D19;F（A12）

"$
（$ / &）

)"+"! E "+%*
（&* . !*，$ / &(）

"*+%" E "+!"
（&# . %!，$ / &"）

(!+-- E $+)*!
（%% . *)，$ / (）

)(+$% E "+#$
（&# . *)，$ / )!）

胎盘娩出时间

G=9>;1?2 D5;7552 ;F5 4>8; D19;F
;? :4>C52;> ?=;（A12）

&-$
（$ / &）

&(!+)# E &"+%&
（&"! . ""$，$ / #）

&(*+$! E &#+"-
（&%( . ""%，$ / %）

&$"
（&)) . "&&，$ / "）

&(%+$) E *+&&
（&-$ . ""$，$ / &!）

产程

G=9>;1?2 ?B :>9;=91;1?2 B9?A 8>C 8552
;? :4>C52;> ?=;（A12）

"!)
（$ / &）

"*)+!- E &#+-$
（")& . "*(，$ / #）

"*$+"! E "!+#&
（"!& . )$&，$ / %）

)$"+!
（)-& . %%"，$ / "）

)-"+"- E &!+"$
（")& . %%"，$ / &!）

胎儿娩出姿势

H5;=8 :?81;1?2
7F52 ’541@595’

（,）

前躯前置

J91?9 45>’123
:?81;1?2

&--
（$ / &）

#$+!
（$ / &%）

&--
（$ / &"）

!-
（$ / %）

#)+$#
（$ / )&）

后躯前置

J?8;591?9 45>’123
:?81;1?2

&"+!
（$ / "）

!-
（$ / %）

&(+""
（$ / (）

在四胞胎中有两仔为死胎；!表示与其他各项存在显著差异（# K -+-!，L>22MNF1;25O % 测试）。

67? ’5>’ B5;=858 7595 B?=2’ 12 P=>’9=:45;8；!Q2’1C>;5 81321B1C>2; ’1BB5952C5（# K -+-!，L>22MNF1;25O % ;58;）R

:;< 分娩行为 在临产前 " F 左右，有时可以

观察到有少量液体从阴户中流出。待胎膜露出

阴户后，母獐常走走停停，并不时用嘴舔拉胎

膜，直至胎膜破裂，羊水流出，这时母獐会将拉

出的胎膜食之，并舔食流到地上的羊水。当宫

缩开始时，母獐常采取侧卧的分娩姿势，即两后

足伸展，前足内侧足为跪式，前外侧足有时弯

曲，有时也伸直，可见其两外侧足伴随宫缩节奏

同时向外展，用力努责，在宫缩间隙还用嘴不停

地舔拉胎膜。在努责过程中，也并非仅保持一

·*(·( 期 李艳红等：圈养獐分娩的初步观察



个姿势，而是时而站立，时而又卧下。当幼仔身

体大部分娩出后，母獐常站立，幼仔则借重力作

用而掉落在地上。这时母獐会立即上前舔食幼

仔身上的胎水和胎膜。在连续站立舔仔约 ! "
#$ %&’ 后，母獐卧下或舔仔、或自舔尾阴，若母

獐发现幼仔离开自己较远，会主动上前在幼仔

旁卧下添仔。

!"# 不同胎仔数孕獐分娩行为参数 对不同

胎仔数孕獐的分娩行为参数进行了统计（表

#）。孕獐的平均产程为（($)*)$ + #,*)-）%&’（ !
. #,），头仔娩出时间平均为（/)*(( + !*01）%&’

（! . #,），第二仔娩出平均时间为（#,*,/ + )*$)）

%&’（ ! . #0），第三仔娩出平均时间为（($*!- +
#$*)0）%&’（! . !），第四仔娩出平均时间为 #/*,
%&’（! . )）。胎盘娩出时间（距最后一仔娩出后）

平均为（#!0*-( + /*##）%&’（! . #,）。

幼仔首次吮乳时间在双胞胎、三胞胎和四

胞胎分别为出生后（(-*1# + )*00）%&’（ ! . #!），

（0,*$1 + 0*(#）%&’（! . #)）和（,/*$$ + !*-0）%&’
（! . !），三者无显著差异（ " 2 $*$,，3456789:
;899&6 # <=6<）。双胞胎和三胞胎幼仔首次站立

时间分别为（()*), + )*0/）%&’（! . #!）和（)/*0)

+ )*,)）%&’（ ! . #)），二者无显著 差 异（ " 2
$*$,，>8’’:;?&<’=@ $ <=6<），但它们与四胞胎幼

仔的首次站立时间（!,*$$ + -*(/）%&’（ ! . !）均

存在显著差异（" A $*$,，>8’’:;?&<’=@ $ <=6<）。

总的来看，胎儿娩出姿势绝大多数为前躯前

置，即胎儿的头和前足最先娩出，占 1(*-1B；而

少数 为 后 躯 前 置，即 胎 儿 的 后 足 先 娩 出，占

#!*))B。但在观察到的 ) 例四胞胎的情况中，

每胎的后两仔均以后躯前置的方式娩出。

此外，在观察的 #, 只母獐中，不同胎数母

獐在分娩期间或之后均有一次摄食过程，有 ,
只（占 #C(）是在分娩后摄食，距最后一仔娩出的

平均时间为（#/!*0$ + #,*!!）%&’（ ! . ,），而有

#$ 只（占 )C(）是在分娩期间摄食，即在产仔后，

胎盘娩出来之前摄食，距最后一仔娩出的平均

时间为（!,*1$ + !*,$）%&’（! . #$）。

!"$ 初生獐出生重 比较了不同胎仔数初生

幼仔的出生重（表 )）。结果表明，单胞胎、双胞

胎、三胞胎及四胞胎幼仔的出生重存在极显著

差异（" A $*$#，3456789:;899&6 # <=6<），进一步的

两两比较结果表明，四胞胎的出生重量显著较

其他的轻（" A $*$#，>8’’:;?&<’=@ $ <=6<）。

表 ! 圈养獐不同胎仔数幼仔的出生重比较

%&’() ! *+,-&./0+1 +2 ’/.34 5)/643 +2 1)+1&3) 2.+, 7/22).)13 -&./38 /1 9&-3/:) *4/1)0) ;&3). <)).

样本数（!）

D8%E9=6 6&F=

体重区间（G）

H&4<? I=&G?<

平均体重（G）

JK=48G= L&4<? I=&G?<
单胞胎 D&’G9= , !(, " # $,, 1#1*$$ + #,#*,!
双胞胎 MI&’6 #1 ,$$ " # $), -!1*1/ + #!,*)/
三胞胎 M4&E9=<6 )0 0,, " 1-, -$(*(( + #$,*/#
四胞胎 N58O45E9=<6 1 0#$ " -,$ ,!$*!( + #$!*),!!

!!表示它与其他各项差异极显著（" A $*$#，>8’’:;?&<’=@ $ 测试）。

!!D&G’&P&Q8’< O&PP=4=’Q=（" A $*$#，>8’’:;?&<’=@ $ <=6<）*

= 讨 论

对圈养獐分娩行为研究表明，獐对产仔小

区有选择性：主要集中在 D( 区的墙角处。因为

该小区与其他小区相比，这里是最安全的地方。

仅有 # 只初产獐选择了 D! 区，这是比 D( 区安

全性要差一点的地方，估计与其缺乏繁殖经验

有关。本研究还发现，在母獐分娩的过程中，都

会出现一次摄食行为，这表明母獐在分娩中需

要及时补充能量。

本项研究表明嵊州基地圈养獐的分娩日期

主要集中在 ! 月的上、中旬，这与已有的文献报

道［#$，##］：, 月下旬至 ! 月份是獐分娩的主要时

期的结果是基本一致的。另从分娩的时段来

看，獐主要在白天分娩，这与马鹿［#)，#(］的情况是

类似的，而与大多数有蹄类多在夜间分娩的情

·$-· 动物学杂志 %&’!()( *+,-!./ +0 1++/+23 0# 卷



况不同［!"］。

獐胎儿娩出的姿势多为前躯前置，这与其

他大多数鹿科动物的情况是一致的［!#，!$］，但同

时也存在后躯前置的情况。这与胎儿数目有

关，如四胞胎的后两仔均以后躯前置的方式娩

出，在双胞胎中也发现有 !%&#’后躯前置的情

况。事实上，后躯前置的娩出方式对于胎儿的

存活是有一定影响的，这对于胎数少、胎儿个体

大的情况影响更为严重（容易造成胎儿窒息身

亡）。

有蹄类动物幼仔的存活力可以通过幼仔首

次站立时间和首次吮乳时间来衡量［!(］。本研

究中观察到的幼仔首次站立时间平均为（)(&$"
* %&+$）,-.（ ! / )#），比 01234-.［)］报道的（#5 6
($）,-. 要短。同时，本研究还发现四胞胎幼仔

首次站立时间和首次吮乳时间都较其他胎仔数

的要长，特别是前者已达到了显著差异的水平，

这表明四胞胎幼仔的存活力往往较低，这可能

与其极显著较低的出生重有关。

! 建 议

针对圈养獐分娩的研究结果，提出管理建

议：首先，除了要为母獐提供安全的分娩地点

外，管理者还应事先为分娩母獐准备好充足的

食物。其次，研究表明，从母獐胎膜破到头仔娩

出的时间大概是 !&+ 1，若超过这一时间，应注

意进行及时的人工辅助分娩。最后，为提高四

胞胎幼仔的存活率，还应当对其进行人工辅助

哺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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