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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上述假说一致(图 3)o 

从文献报导 来看 ，利 用 Ldh—C 基 因以 研 

究鱼类分类还只是近几年的事。这种方法有H寸 

对于解决一些分类学上的疑难问题确实非常有 

用，从上述两捌可窥其一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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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动 物园 内饲养 的鸡类 

李 福 来 
(北 京 动 物 园) 

摘要 近四十年来，中国动物园内曾经饲养过的鸡形 目鸟类有 50种，38种达到产卵或繁殖成功。 

以国产鸡类为主，在 22种特产种中，动物园饲 养过的有 l5种，达到产卵或繁殖的有 IJ种，为悍护本 国 

鸡龚作出贡献。动物目的科技人员、兽医 饲养员，在野生鸡类的饲养、繁殖和疾病防冶工作中积累了 

丰 富经验和资料，使饲养管理水平不断提高；深^研 究，总结出许多文章 ．论文，对我国野生鸡类饲养业 

的发展有一定价值，但多数发表在动l轫园系斑“内部刊物”上，很少人知晓，特加以介绍。 

鸡形目呜类不仅是著名的经济鸟类，而且 

许多种的雄鸟羽衣华丽、动作奇特 、姿态优美， 

是顿受人的喜爱的观赏鸟类。在动物园展览的 

鸟类中占有相当比例；我国鸡类资源丰富，一般 

可达展出鸟类种数的十分之一以上。 

中国是盛产鸡类的国家，劳动人民自古就 

有饲养野生鸡类的爱好，最早把产于我国南方 

的原鸡驯化为家禽、井培育出许多人工品种，积 

累了丰富的经验。这对动物园中野生鸡类的懈． 

养繁殖有重要作用，因而比其他鸟类饲养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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衰 l 中国动哗句匮内鸡粪增殖统计 

1951— 1964 l965— 1974 1975— 1 979 1980— 198B 种 名 
(年) (年j (年) (年) 

1睹腹雪鸡 丁fj og fI ，  ̂m i ye ；f 0 I97 5 

2石 鸡 0，is gra⋯  0 197 2 

5鹌 鹑 Co~~r iz f⋯ ix 

^珠颈翱鹑 Lophors F ~lornif f 0 I B{ 

普通 竹鸠 Bambusff口f fhara c Jfd 

6 m Ithagi⋯i ⋯  0 I 981 

7 红腹 角琏 T agOpa mm f i 0 1971 

s黄腹 角准 T．f 如lf 0 1 97 2 

9 绿 尾虹 链 Lopho， ôr 抽 Y sii 0 1976 

10 藏 马聘 Crossop~ilon 

1l 蓝马鸡 c．a ，itum 

12褐 马鹧 C川  ff̂ ric 0 19̂6 

13棕尾火背鹏 Lepfiu ra roph rfialm~ 0 198̂ 

14鼠冠火背鸸 L ig ira 

l5 白鹏 L． cthem ， 

i6蓝 鹇 L．M inho 0 l，78 

17 鹇 L leuco F ⋯  0 l9 8 

1B厦 鸡 Gatt~t gallus 0 1970 

19蓝喉螭鸡 矗 la~ayeuii 0 1970 

2D 彩雉 ~atr wallich ri 0 1978 

j】雄 鸡 ， 口， jf Ⅷ r 

22绿 雉 P． ，~i~olor 

23 白冠 长尾 雉 Syrmdticu~ ⋯  0 

2{ 白颈 长尾 雉 S． fj f 0 l971 

2 金 鸡 chryf0lopfi amh ，Ⅲ 

26镇鸡 c．pifl J 

灰 孔雀 雉 Polypltffr。 rfd fm  

28巴拉望孔雀雉 P．州  ̂  0 1978 

29马来皿孔雀雉 P．mai⋯ s 0 197 B 

j0绿 孔雀 P4 0” ji ， 

j1蓝 孔 雀 P． r|“dl 

32 白孔雀 P．cristatu dom 

眼蓬准 rg~siamss g j 

{4大 凤 冠雉 c r bra 0 198} 

35普通珠鸡 Ⅳ ida￡ leata 

j6整珠鸡 tier ，f妇m vultur J洲 咻 9 1975 

矗顶 珠鸡 ．,Xra |㈣ icrat 0 197 

3 8火 鸡 Ⅳeleagri J gatlopa~,o 

符号 0 为产卵， 0 为孵出雏鸟或成话。 

提高的快；曾经展出过的鸡类约有 50种，达到 

产卵或繁殖成功的计有 38种(表 1)。中国特产 

鸡类有 22种 (谭耀匡 l985)，动物园饲养过的 

有 l5种，达到产卵或繁殖的有 l1种，如血雉、 

黄腹角雉、绿尾虹雉、藏马鸡、蓝马鸡、褐马鸡、 

蓝鹇、白冠长尾雉、白颈长尾雉、盎鸡、铜鸡。 

一

、 饲 养 概 况 

关于鸡类一般的饲养管理，不少动物园工 

作者从不同角度进行过总结、报道(表 2)o 这 

里重点介绍设备条件的改进、饲料变化 、增殖情 

况和谱系问题。 

维普资讯 http://www.cqvip.com 

http://www.cqvip.com


表 2 中匿动构商内葛类疾病防涪文棘 

文 章 名 张 发表刊物 作者硅发表年限 

I北京动物园的检疫工作 北京动物园年刊 林英涛(北京)1964 

2箍鸡常见病的防冶 中国动物园年书 l 刘文生(天津)197B 

3 野生 动 物生 理铡 定 僵 同上 上海 西郊 公园 1978 

野生动物体温测定值 伺上 伺上 

5 孔雀 白色念 珠 菌病 中国 动物 匣年 刊 2 王振 忠 (鞋山 ) 197 9 

6褐马鸡传染性鼻炎 同上 橱荫生芦宝生(太原) 1"目 

7 野禽曲霉菌性肺箍的临床观 察与病理讣析 *中国动物园年刊，3 魏玉春等(沈阳) l980 

8寓霍乱氢氧化铝营苗和鸡新城疫 弱毒 (I系){莲苗 同上 李全忠(威阳)1980 

9用灭满灵防浩黑头蒲情况 同上 张宝位等(开封) 1980 

1 0乌类慢性呼吸遭感染的探讨 中国动物匿年刊 3 昊启华(上海)198D 

l】用硝酸氰胺 (7 50 5)冶妨寓毛妞线虫病的药教舟绍 同上 宾述之(长沙j 1980 

l2孔雀黑头痫的防冶和饲养管理 同上 周静霞(南京)1980 

l3治疗体外寄生虫和皮肤病配方三则 同上 张国栋(柳傧)1980 

I 4孔雀骨质软化病一例 同上 刘述政等(洛 日)I 980 

1 5曰预长尾摊食道癌一倒 届上 抗州动物园 l980 

i6成 都动物园野生动物内寄生虫驱虫初步试验 中国动物园年刊》4 Hj华剑(成都)198I 

l7天津动物园部分鸟类寄生虫检查 同上 张运通(天津)l98I 

l8马鸡食毛辅的缘台治疗。 丰国动物曰年刊 4 胡洪光(重庆)198l 

I9观赏离娄多杀性巴氏杆菌痛九僦 中国动物园年刊 s 柬德聃刘本(扬州)I982 

20珍珠鸡新城褒痛并发链球菌病例报告 同上 丁祺南(苏州)l98 2 

21从孔雀和蓝马鸡等动物死亡病例中分离骑太骑埃希氏菌的初步报告 同上 郑慎修等(兰州)l98 2 

22曲冶孔雀盲肠肝娄的措施 同上 李彦章(西安)19B 2 

孔雀等雉鸡娄稳性暴发性感染马立克氏病 同上 妻建华 (无锡)1 98 2 

24马鸡马立克氏病10例报告 同上 魏玉春 (沈阳)1 9B2 

25孔雀流行金色葡萄球萄病的情 t中国动物园年刊 6 三明道(淮南)l9 

26孔雀吸虫病一例 同上 车德 荜(桂林)1 

27园林动物 寄生虫调查 同上 杨毂敬等(武汉)1 983 

28丙硫蛛唑对园养动物的驱虫教果 同上 同上 

29园养动物 寄生蠕虫普查 驱虫的探讨 同上 宾连之等(长沙) l983 

30黔灵公园动物 内寄生虫调查及驱虫 中国动物 匣年刊'7 祝春花等(贵阳) 1 985 

3I子L雀旋形毕首线虫病 同上 何桂宝(抗州) 【985 

32雌 孔雀吸虫稿一例 周上 李德尊(桂林) I 

拈 针 灸冶疗孔雀脑震荡一例 同上 千云松(延吉) I 98， 

I)以t马鸡的食毛症》为题，发表于 野生动物》 1983(~)。 

2)发表于《动物学杂志 I 983(6 

3)以 药物对野生动物寄生虫的驱虫 为疆，发表于《野生动物”l985(4)。 

设备条件 各动物园饲养鸡类的笼舍普遍 

比较简陋，或因鸡类体质健壮、适应性强，或因 

不被重视。 50年代的大型动物园和当今的小 

型动物圄，重展览而忽视繁殖，多为成群、同种 

或异种混群饲养。 60年代后开始依鸡类特性、 

成对或一雄多雌 (2—3只)单笼饲养，并着手人 

工孵化和育雏工作。 1983年北京动物圄建成 

了中国第一个展览慕繁殖鸡类的“雉鸡苑”。但 

是，象国外那种配备有植物更适于鸡类生活的 

美观笼舍仍十分罕见；专业性的野生鸡类养殖 

场至今还未建立。 

饲料 鸡形 目鸟类是以埴物性食物为主的 

杂食性鸟。各动物园鸡类的饲料大体上可分为 

植物性饲料(种子饲料、混合饲料和青绿饲料)、 

动物性(蛋白质)饲料及添加剂 (矿物质和维生 

素)，但各类饲料的种类、配台比例却因地区而 

不 同。 

在植物性饲料 中，50年代是以种子饲料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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囊 3 蔫茹霹古饲料配l：t：(9 

时 间 鱼粉 或 
(年) 玉米粉 高米粉 豆井粉 麸虞 大麦渣 骨翰 盐 地点 蚕蛹粉 

I 965 1 15 2．0 20 27 ／ 2 1 北京 

I974 30 j O 2O 10 22 ‘．5 3 0-5 北京 

978 30 l 0 25 10 1 6．5 3 0．5 托京 

198I 30 15 5 ／ 10 5 3 ／ 西安 

19a1 50—60 ／ 15—20 j D一15 ， 2-5 2 0． 一1 济宁 

I)另加^ 15％ 稻菩 ，l0％ 谷子，7％ 寐耔。 

2)另加 10—15瞄 米辕，5—10％ 麦蛴，3％ 匾壳柑 

主，后来在养禽业的影响下逐渐试用混合饲料。 

各动物园根据当地条件和饲养经验试行配制 自 

己的混合饲料，有的几经调整(表 3)。 但是，鸡 

形 目鸟类有 5科 94个属 (276种)，多数为 留 

鸟，有些在局限的野生环境 中，形成了独特的食 

性和消化生理特点。因此，饲养野生鸡类仅喂 

给家鸡那样几种混合饲料是不够的，必须多样 

化，适 当调配。尤其雏鸡 ，食性 “保守性”更强， 

象家鸡那样喂小米就很难成活；我们曾孵化出 

l0多只勺鸡雏，喂给一般野生雏鸡饲料 (混合 

饲料+熟鸡蛋 +青菜+面粉虫)均未成活，而河 

北蔚县小五台自然保护区喂蚂蚁卵获得成功。 

谱系 是饲养条件下建立人工种群不可缺 

少的。中国动物园内饲养的鸡 类多以本国种类 

为主 ，经过几代繁殖后虽然发现有体质下降、生 

活力差，产卵量减少，卵的受精率和孵化翠低， 

雏鸡成活率下降等种的退化现象，但常可有野 

生种的输人，“近亲 的威协还不十分突出。但 

是一些进口种类却十分明显，比如鹫珠鸡，1974 

年由非洲输人 I9只，1976年产卵达 1 20枚，孵 

出 80多只，分给全国各动物园；以后繁殖率逐 

年下降，目前各动物园几乎没有能繁殖的．；若不 

再进 口，几年后在动物园可 能绝迹。还有黑鹇、 

蓝鹇 (由国外转入)经几年繁 殖 ，也 逐 渐 退 

化。 

目前，中国动物园内鸡类“谱系”还未有真 

正建立；虽然有些动物园进行标记(主要是上脚 

环)，也只是为统计寿命。许多野生鸡类属国家 

重点保护动物，再靠捕捉野生的调换 血统是很 

困难的，中国动物园内鸡类的谱系工作刻不容 

缓 i 

二、 繁 殖 

北京动物园的鸡类繁殖较早，大约 1953年 

开始 ，当时主要是靠家鸡孵化和育雏。 60年代 

着手建立孵化 、育雏室，除特殊情况(初次繁殖 

的珍稀种类、非春、夏季产卵的种类)外，基本上 

是机器孵化和人工育雏。在孵化器落后的条件 

下 ，就 采用民间 “看胎 施温 ”方 法控 制温度 ，测量 

卵的水分散失率和气室大小调节湿室，一般孵 

化率可达 80为 以上。 

多数动物园还没有先进的育雏设备，主墅 

是炉火或灯泡保温，人工控制；一些小型动物 

则仍 用“姆姆 ”鸡 。 

近年来，广州、成都、上海、天津、哈尔滨等 

动物园也都相继建立了专门的孵化室 (或繁 

室)，因此一些野生鸡类能在动物园内顺 利 繁 

殖 ，传种接待、家族兴旺(表 1)。 

当然，有些鸡类的饲养繁殖还不过关，尤其 

是高 山和 热带种 类。如： 绿尾虹雉 、雪鸡 、血 

雉、勺鸡，火背鹇 、眼斑雉等；有的饲养寿命 }i 

短，有的产无精卵或雏鸟养不活 ，有的虽繁殖矗 

功 但不能延续 ；饲 养水平 有 持进 一步提高。 

三 、经验总 结和科 研 

几十年来，动物园的科技人员和饲养 晶，为 

鸡娄的饲养和繁殖做了大量工作，使技术水平 

不断提高。从饲料 、饲养管理 、繁殖 、雏鸡的生 

长发育和换羽、野外生活 习性等方面进行了研 

究，写了不 经验总结和研究报告。由于当时 

条件或水平关系，大多数发表在动物同系统“ 

部刊物 ——《北京动物匿年 、1964)枷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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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 物学 杂志 ch c ~urnal Zcolo~ 

国动物园年刊”I至 7期 (1978--1986)，许多 

文章虽然未公开发表，但有一定参考价值，特介 

绍如下。 

鸡类繁殖方面的 省最早，文章也最多，计 

有 6篇。如柬进福 (1 964)的《雉鸡类的孵化及 

育雏》，朱志强 (198 1)《解决我国野生禽类繁殖 

的几点体会》，李福来 (1982)《雉鸡类的繁殖总 

结》，秦建华 (1983)g舍饲雉鸡譬殖生态》，邱朴 

(1983)《孔雀等准类的育雏》，杨遵秩等 (198 5) 

《孔雀雉繁殖试验总结》等。 准类雏骂的生长 

发 育，换 羽研究是 自参加 中国科学 院动物研 究 

所《中国珍 礴濒 危雉类 生态生物 学研 究》课题开 

始的，如李福来等 (1 983)的《准类换羽与产卵 

的 研 究》和《红腹锦鸡 雒鸟的换 羽研 究》，仇秉兴 

等 (1985)的《白颈长尾雉雏鸟生长及稚后换羽 

研究》3篇。 野外调查的文章有 2篇，即卢豹 

(1979)的 《褐马鸡野外观察记录小结》和廖炎 

发 (1981)《蓝马鸡的生态观察》。 饲养基础研 

究文章较少，仅有 吕向东 (1981)《从饲料配方 

谈动物营养》和刘玉铉 (198 2)的 《保定人民公 

园 鸟兽饲养寿命记录 

四、疾 病 防 治 

动物园内鸡类的疾病主要采取“预防为主 

的方针。一般每年春、秋各进行一次笼舍和用 

具的全面清理、消毒。成鸡和亚成体每年接种 

鸡新城疫苗；幼鸡(约 1 0周龄)接种禽痘苗和禽 

霍乱菌苗(尚未普及)。 

野生鸡类的许多疾病与家鸡相同，冶疗方 

法也大体相同 ；但不同种鸡对某种病源的感染 

度和 对药物的 反直跟家 鸡不 同 。而 且野生鸡 类 

疾病的诊断和投药要比家鸡困难得多。 目前， 

传染病中的鸡新城疫基本上控制住，但禽痘、禽 

霍乱、鸡白痢、曲霉菌病还时有发生，而某些寄 

生虫病则很普遍。 

几乎所有动物园都有兽医工作者，各大动 

物 园建立了兽医室或兽医院。不但在野生鸡类 

疾病防治 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和资料，还进行 

了一些基础研究(如体温、生理指标的铡定等)， 

总结出不少文章；由此可看出动物园内鸡病防 

治工作的进展(表 3)。 

大 鲵 呼 吸 系 统 的 解 剖 

宋 呜 涛 
(西北商危动物研究昕) 

持 士艄是舟嗣 零的两 类 动物。呼吸系统的解 剖学厕察 ，为研究脊椎动物的进化提供俄据 

太鲵 。，设系-L的解剖 ，副”：1 r搿-罕玻 ，成体以肺呼设为主，在个体发育过程中，呼股系统相应地 出现 
一

系剜嚣粤砭 比。另外，大 的直肤是呼吸的辅助器官 。 

大蜘 ( Ⅱf。6dl，Ⅱf j davidianus) 是 

我国特有的珍贵动物。 大鲵的研 咒资料虽多， 

但呼吸系缝晦衅剖，尚未有报道 ，大鲵的个体发 

育中要经过外鳃期 ，特日9是呼吸系统的变化尤 

为 明显 。大鲵呼吸 系统的 解 洳学研究 、 识大 

鲵 呼吸器官发育的全过程，为人工养殖大鲵提 

供资料 。 

(一)材料和结果 

1．大鲵的幼体 大鲵的幼 体 (以 下 弥 幼 

鲵)，幼鲵从卵胶带中孵化 出来就有外鳃“ ，外 

鳃是鳃 弓 、鳃 瓣、鳃 隔 、外 鳃 丝和 皮质鳃盖 构成 。 

由上鳃软骨、上鳃骨和咽鳃软骨、上鳃骨 分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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