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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毒的引流细管从瘘管通入即能引 流 得 到 胆 

计。经干燥后即成熊胆粉，可代替天然熊胆做 

药用。今后的问题是如何从野熊变成家养，生 

产药用熊胆粉。目前的状况是不少场家养熊在 

铁 笼内，严重影响黑熊的正常活动。但饲料则 

优于一般动物园的饲养水平。在手术和管理水 

平上，已有一些熊场应用实验性术后免疫法和 

不用瘘管避免异物刺激的人工乳头手术方法也 

日趋完善四。 并规定每天头以一次引流为 限， 

_规定每头的引流量，严禁超量以保证熊体健康。 

在黑熊饲养上，有少数地方，已改进成将小笼后 

部 串联为大笼。黑熊在大笼中增加活动空间和 

个体间接触，只在喂食、引流时才进入小笼。个 
’

别场家已新建成弓I流舍、活动场院和产仔房三 

位一体的熊舍。前排场房内的各个小笼，仅为 

喂食、引流用。笼内黑熊直接退回中间的活动 

场院内活动。后排场房分隔成单间的雌熊产仔 

房。所饲黑熊在活动场内活动和配种，交配后 

韵 雌熊可进入产房繁殖。这项实验性场房的建 

成表明生产管理水平已在不断前进。 

(二)历史上用于制药的熊胆数量，年均消 

费量为 700公斤明。 若按 50克为一头熊计算， 

需要 1．4万头的狩猎量。 由此可见，动物药的 

捎费在常年性和大量性上均与野生动物的保护 

存在着不小的矛盾。 

另一方面，饲养一头正常引流的黑熊，每天 

至少可得 5克熊胆粉。照此推算全年可产近 2 

公斤。 一年内所得相当于 35—40个传统的熊 

担囊重量。换句话说，原来需要 I．4万头的年度 

狩猎量，可被 350—400头正常引流的黑熊所替 

代。仅占原猎取量的 3％ 这种较大反差，反 

映在熊胆商品数量和价格上，其后果是养熊取 

胆汁代替猎熊取胆已成定局。今后应是如何巩 

周并朝确立养熊业深入发展。 

从以上两点来看，自然会提出如此利用动 

物资源是否合理的问题。下面举出一个中国濒 

危物种被救援的例子来进行比较说明。 

(三)麋鹿 (Elaphurus dauidianus)为中 

国特产种并与中国文化密切相关。 大约在 130 

年前，北京皇家苑林内仅存有最后的 I20余头。 

后来被引入到欧洲。清朝末年历经战火最后悄 

亡不见。现 又从欧洲重新引种返回原址，即北京 

南郊原饲养地和江苏省大丰县历史分布区。现 

在全世界大约 1O0处动物园和繁育中心均饲有 

麋鹿。共达 2000多头 ，中国 已有 200头左右。 

但是在一百多年的相同时期内，为取茸角 

入药的梅花鹿，人工饲养达到 3O万头。两种鹿 

均属中困特有种，短短百年同期，都经历过大量 

工作，其后果呈现巨大差别。所以保护野生动 ． 

物种群是否只存有以麋鹿为代表的一条途径? I 
黑熊能不能走上梅花鹿所经历的途径发展下去 ， 

呢! 

(四)目前已建的养熊场其急待解决问题， 

是所饲黑熊均捕自野外。实际处于捉熊取胆阶 

段。 自 I990年3月中国野生动物保护法开始 

生效以后，凡未经审批的捕捉野熊均属非法。 

今后的养熊场必须向繁殖饲养的养熊取胆阶段 

迅速过渡，务必做到自繁自养。建立家养黑熊 

种群，并形成种畜群。加速育成仔一代和繁殖 ． 

仔二代的进程。凡属动物药的商品，在国际贸 

易中，只有家养的仔二代产品才有可能获得申 

请资格。 经进出121国家双方批准才能进 行 贸 一 

易，此其一。第二，自繁自养要有一定数量，进 _ 
入所谓批量生产的规模，才能满足今后养熊业 

的发展。最后，自繁自养的黑熊种群数重满足 

需求时，将会大大减少捕捉野熊的必要性。故 

此，发展家养黑熊则会对野熊在客观上起着切 

实的保护作用则无可置疑。 

(五)目前各养熊场繁育熊类的工 作，已 

有了 较 好的开端。 在西南和东北等省 的 熊 

场，繁育熊类的规模和数量达到或超过各地动 

物园以往水平。例如、中国最大养熊基地四川 

省都江堰市 ，l 99O一1991年，动植物药研究所 

已有 3头黑熊产下 4仔并全部成活的经验。以 

雄棕熊和雌黑熊的杂交则成功更早。杂种熊在 

宝鸡市人民公园饲养数头。此外最近几年在黑 

龙江省、吉林省熊场均有繁殖熊的记录。人工 

授 精技术得到普遍应用。 

在繁育黑熊的工作进程 中，除定向选育胆 

酸含量高，抗病自癍力强的药用黑熊家养品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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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外，同时应定向选育黑熊朝向实验动物发展。 

这项工作可预期对今后重要的需求具有迎头而 

上 的意义。 

在第 8届国际熊类会议上，Floyd a”d Ne． 

1son嘲 提出： “熊类是目前已知唯一不患骨质 

疏松疾病的动物”因此对熊的研究可与常规骨 

质疾病的医学治疗联系起来。若能以熊来做实 

验动物将是理想选择。同时，熊类的冬眠生理 

现象很奇特。肥胖的进入冬眠的熊，不患肥胖 

伴随病症。在长达数 月的：冬眠期 ，虽处于降低 

新陈代谢、不食不动的状态。但受干扰和刺激， 

则可随时醒来恢复正常活动。而受孕雌熊在冬 

眠期要承担胎儿发育、进行产仔和哺乳等完成 
一 系列生理活动。故此，熊类具有独特的生理 

学、医学研究价值。在我国培育黑熊做为实验动 

物，将对医学、仿生学研究有意义，甚至和航天 

事业中宇航员的生活亦有联系。今后养熊业的 

前景，将不仅是繁育药用黑熊，而是应在自繁自 

养黑熊种群内选育一定数量生理常数衡定的黑 

熊做为实验动物，才有可能为重要科学研究奠 

定基础。 

(六)我国利用动物资源作为传统动物 药 

为医疗服务，与保护野生动物存有矛盾。但在 

二者之间并非是不可协调的。若变野生为家养 

并与经济效益结合，则比单纯投资进行保护工 

作，对某些动物来说在保存数量和发展速度上 

会显现一定优势 ，颇值得借鉴和 研究。 

保护和合理利用野生动物是一个错综复杂 

的问题。 若说动物药材的利用似乎明显 而 突 

出，那么狩猎野生动物的狩猎业活动不是也存 

在于以保护野生动物而著名的国家之中吗?灵 

长类动物在全世界范围内，其数量处于明显下 

降的趋势。可是并没有影响人们大量饲养并应 

用猿猴类充做医学实验动物。特别是对黑猩猩 

的利用更是如此。对这个问题是在既可理解其 

必须性而又在权衡利弊得失之下而 不 得 不 为 

之。 

另一方面，中国的大熊猫受到全世界人们 

的喜爱和欢迎。故此对大熊猫的保护工作几乎 

形成不计成本的长期投入。然而大熊猫只是在 

应该受到保护的种类众多野生动物中唯一的一 

个物种。无独有偶 ，类似象印度神牛在众多家 

畜 中的特殊厚待，也仅限于在印度一个国家内 

如此而已。 

在全世界范围内宣传、开展野生动物的保 

护工作。人们如何看待它、理解它必然显示出 

多种多样的价值观念。同样在推动本项工作实 

践中，更会发生权衡长远目标和眼前效益等一 

系列矛盾和问题。近几年来国际上为保护某一 

类群动物，陆续制订行动计划故属当务之急。 

而驯化、饲养野生动物，特别是对某些经济动 

物，认真合理的做到变野生为家养。发掘野生 

动物 自身的经济潜力和效益，将会对野生动物 

保护事业的发展有益。 

本文仅就中国的养熊实践，加强保护、管理 

和合理利用野生动物提出某些事例和看法。若 

能重视合理利用与保护、管理工作将会有益于 

推动野生动物保护事业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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