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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的沿着铁网来回走动，有的在刨地找食。褐 

马鸡喜欢用嘴刨地，每秒钟 1次，偶尔稍快，没 

观察到能找到什么食物，有时偶尔也用脚刨几 

下地。 

3月底至4月初发情高峰期，这期 间雄 鸟 

和雌鸟都极活跃，喜沿着铁网来回频繁走动，尤 

其雄鸟紧随雌鸟身后，相随不离，或边走边向前 

跳跃，有时展翅急促前奔，有时低飞 1—3米，高 

约 1—2米，雌鸟虽也频繁走动，但极少跳跃和 

起飞。雄鸟有时轻啄雌鸟背羽或腰部羽毛，雌鸟 

也不时发出“gu—gu”的求偶声。喂料时，雄鸟还 

常有求偶喂食行为，尤其在喂面包虫时，常将虫 

子叨起来又放下反复多次，并发出低声召唤雌 

鸟前来吃食，雌鸟则无此现像，只顾自己吃食， 

直到吃完为止。 

1984年 3至 4月底， 每天上午 7点 30分 

至 11点 30分，下午 2点 30分至 5点 30分为 

观察时间，未见有交尾行为。 5月初将观察时 

间提前在 5点钟，终于在 5月 8日早 6点 20分 

观察到褐马鸡交尾的全部过程。交尾前并无明 

显的性表演，雌鸟在交尾前正在地上觅食，雄鸟 

距离雌鸟约 3—4米，这时雄鸟慢慢走向雌鸟， 

当靠近雌鸟时，雌鸟发出 “ge-ge”的低鸣声，同 

时身体下蹲，雄鸟从左侧蹬上雌鸟背部，这时雌 

鸟头部左右摆动，使雄鸟难以站稳而表现急躁， 

即以喙轻啄雌鸟头部和颈部 (并不像家鸡那样 

叨住雌鸡头部或颈部的羽毛)然后俯伏雌鸟背 

上，尾部下压尾羽展开成扇形，翅 张 开 并 下 

垂，从左侧交尾，尾部抖动 6—7次，雌鸟身体 

蹲伏，尾羽右侧翘起，交尾完毕。雄鸟从左侧 

下地，用力抖动尾羽及翅膀，并继续发出 “ge— 

gej e O e e o~的呜叫声 ，叫声大而急促。交尾后雌鸟 

也同样抖动身体，全部交尾过程约 16秒钟。 

(二)产卵 在褐马鸡开始发情期以前 ，2 

月中旬，最迟在 3月中旬，准备好产卵箱，使雌 

鸟有一段熟悉过程，巢箱应设在较隐蔽安静的 

地方。褐马鸡在人工饲养下，产卵前4—5天便开 

始寻找产卵场所，雌鸟产卵前在产巢周围来回 

走动，并反复进入巢内探察，有时还入巢内扒开 

垫物。进巢后，常常坐巢几分钟或十几分钟后 

又走出巢箱，次数不一，有时多达十余次，如外 

界环境不安静可达数十次，甚至弃巢将卵产在 

活动场上，唯有当雌鸟感到安全时才安定坐巢。 

约十几分钟至半小时后开始产卵，雌鸟头部略 

向下低，全身下蹲，尾羽上翘，全身用力，两翅向 

外扩张 ，每次间隔 3—4秒钟。 卵产出后身体放 

松，然后站起用嘴将 口拨到愎下，并叨草置于身 

旁或身下，雌鸟出巢时把草覆盖于卵上。1 985 

年有 3对褐马鸡繁殖，其中 1对(7号笼褐马鸡) 

是 1984年自繁的一年龄 鸟。 从 4月 19日开 

始产第 1枚卵，共产卵 15枚，5月 27 El产卵结 

束，全部为未受精卵。 

褐马鸡在人工饲养下，发情、产卵要比野外 

提前一个月左右，有的产卵多达 28枚，而在野 

外一般只产 9一l4枚 (见表 1)。 

(三)孵化 在人工饲养下，亲鸟一般不抱 

窝，因亲鸟在产卵、孵化期间最怕外界环境干 

扰。如 1984年(3号笼)褐马鸡抱窝性较强，产 

完卵后一连几天不离巢，我们准备让亲鸟自然 

孵化，产卵后不取出，亲鸟孵化了一星期，不知 

什么原因离巢不孵了。究其原因可能是由于外 

界干扰所致，因此又采用机械孵化和乌鸡 孵 

衰 l 褐马鸡产卵参数 (重量：克 长度：毫米) 

年度 编号 产卵 日期 产卵数 平均卵重 卵 长 度 受精率(％) 

1984 3 4．23— 5．28 l6 —— 31．3 

l984 4 4．07— 5．26 23 —— 69．6 

l985 3 4．19— 6．20 28 52．4 54．0×42．0 50．0 

l985 4 4．07— 6．2l 25 53．7 56．2× 41．6 25．0 

l985 7 4．19—5．27 l 5 51．0 54．8×41．2 0．0(·) 

l990 5 4．13— 6．08 28 55．6 52．5×36．5 78．6 

(·)：为 1984年自繁一年龄褐马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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寰2 褐马鸡卵在孵化中的重量变化 (单位：克) 

编号 入 孵 期 入孵重 7天重 14天重 2l天重 26天重 日水份散 
失 雏重 壳重 孵化天数 

0l 4月 19日 56．2 53．3 51．3 50．3 4S．7 0．29 39．6 7．3 27．00 

02 4月 19日 60．8 57．8 55．8 54．8 53．2 0．29 43．0 8．1 27．0O 

03 4月 19日 57．9 55．2 53．3 52．5 51．0 0．27 40．3 7．8 26．23 

04 4月 19日 56．1 53．1 51．1 50．1 48．5 0．29 39．4 7．2 27．OO 

05 4月29日 52．7 51．1 49．3 47．5 47．0 0．22 37．5 6．5 26．14 

06 4月 29日 55．1 53．3 51．4 49．5 47．7 0．28 38．5 6．7 26．13 

07 4月 29日 52．3 50．7 48．9 47．1 45．6 0．26 36．0 6．8 26．14 

08 4月29日 54．3 52．4 50．5 48．6 47．0 0．28 36．5 6．9 26．14 

09 5月 06日 54．4 52．7 50．9 49．1 47．9 0．25 38．3 5．9 26．18 

l0 5月06日 53．9 52．I 50．1 48．1 46．8 0．27 38．1 5．7 26．1+ 

ll 5月 13日 52．9 51．3 49．4 47．8 46．4 0．25 38．2 8．0 26．1● 

l2 5月 13日 53．8 52．1 50．3 48．6 47．1 0．26 37．0 6．7 26．1● 

l3 5月 13日 53．9 52．2 50．3 48．6 47．1 0．26 40．5 6．7 26．14 

l4 5 月 13日 52．1 50．3 48．5 46．8 45．3 0．26 36．9 6．6 26．I3 

平均值 54．7 52．7 50．8 49．2 47．8 0．27 38．5 6．9 26．17 
L 

相结合的方法，效果很理想。机器孵化温度为 

37．5—37．8~C，湿度为 52—58％ 之间 ，14枚褐 

马鸡卵的孵化天数为 26．1 7(26．13—27．00)天。 

采用 1 000克药 用天秤 ，7天称重 1次，所得结 

果(见表 2)。 

从表 2看出褐马鸡卵在孵化早期和晚期水 

分散失较大，中期水分散失较小。 1—7天水分 

散失为 2克，平均每天水分散失为 0．29 克， 

8m14天水分散失为 1．9克，平均每天水分散失 

为 0．27克，15—21天水分散失为 1．6克，平均 

每天水分散失为 0．23克，22—26天水分 散 失 

为 1．4克，平均每天水分散失为 0．28克，褐马 

鸡卵从孵化到出雏平均水分散失为 6．9克，平 

均每天水分散失为 0．27克。 

(四)雏鸟的生长发育 雏鸟出壳时不 能 

站立，2—3小时羽毛干后即可行走，但不稳健。 

雏鸟从孵化器转入育雏箱，温度在 35~(3左右， 

第二天喂食、喂水。4—5天后育雏箱内温度下 

降到 32~C左右，一星期后育雏箱内温度下降到 

30~C左右，二星期后育雏箱内温度 26~C左右， 

每天中午可以放到室外活动，育雏期间每天喂 

4—5次混合饲料加切碎的熟鸡蛋末、菜末和面 

包 虫。 

初生的雏鸟体被褐色绒羽，头顶和两颊为 

暗黄色，枕和颈部有一褐色斑块并向后延伸成 
一 条纵纹，其两侧各有一条乳白色纵纹，再向外 

有一条黑色纵纹。嘴峰淡黄色，跗踱和趾棕黄 

色 ，尾只有 10毫米左右的绒羽。 

4 Et龄 开始长出飞羽，两翅暗褐色。 

8 Et龄 尾开始长出尾羽鞘，翅膀长 出棕 

褐色的初级飞羽和翼上覆羽。 

12 Et龄 全身体羽麻褐色，布有灰白色斑 

点，头顶黄褐色，尾羽鞘破放开始生长。 

16 Et龄 飞羽和翼上覆羽已长齐，初级飞 

羽和次级飞羽之间出现白斑，上体和两翅表面 

呈棕、黑相间的横斑。 

24 Et龄 两侧飞羽开始接触，内侧飞羽白 

斑面积缩小，绒羽脱掉，长出新羽毛。 

28 Et龄 长出耳羽，跗踱和趾棕红色，头 

顶棕褐 色，出现黑褐色斑块。 

36 Et龄 嘴四分之三为黑色，嘴端部为棕 

黄色，耳羽长 10毫米。 

42 Et龄 尾羽黄褐色，尾端为黑褐色。 

64 Et龄 尾羽全部换完，前三分之二为白 

褐色，后三分之一为棕褐色，雄鸟开始长距。 

94 Et龄 脸颊裸露部为红色，中央两对尾 

羽高翘于尾羽之上，其羽支披散下垂，形似马 

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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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10日龄 体羽全部换完，通体似成鸟，但 

羽色缺乏光泽，耳簇羽长 55毫米。其生长情况 

如下： 

1．体重的增长 刚孵化出来的雏鸟 (羽干 

后)平均体重分别为 37．04±2．91克(1 985年 11 

只)，36．32±4．69克(1990年 ¨ 只)。 出生雏 

鸟生长很快，特别是从 5至 12周龄生长速度最 

快，几乎呈直线生长，其后生长缓慢(见图 1)。 

耋 

生长日期 (同) 

图 1 褐马鸡雏鸟生长曲线 

— — 1985年 ⋯ 一199O年 

2．体长的生长 鸟类体长的测量从嘴端至 

尾端的直线距离。但刚出壳的雏鸟尾羽还未长 

出，因此测量是从嘴端至肛门的直线长。 

出生雏鸟平均体长分别为 99．9O±4．25毫 

米(1985年 11只)，100．55±6．70毫米(1 990年 

11只)。 从出壳至 7周龄一直生长很快，尤其 

7至 10周龄生长速度最快 (1 985年)，10至 l3 

同龄生长较快．其后生长缓慢。 

3．嘴峰和跗踱的生长 褐马鸡是早成性鸟 

类，出壳不久就能活动和觅食，故嘴和腿在雏鸟 

的生活中具有一定的意义，雏鸟为适应这种生 

活。奔走和取食器官的发育先于飞翔器官，因此 

嘴峰和跗踱的生长发育相对来说又早又快。 

出壳雏鸟的嘴峰平均分另U为 1 O．68± O．46 

毫米(1 985年 11只)，8．45±O．47毫米 (1 990年 

11只)。 直到 8周龄生长很快，平均每天增 

长分别为 0．38毫米 (1985年)，为 O．28毫米 

(1990年)。为出壳时的 3倍，其后生长缓慢。 

跗踱的生长 从出壳一直到 8周龄生长较 

快，平均每天生长分别为 O．97毫米(1 985年 1 1 

只)，0．77毫米(1990年 1 1只)。 由其 7至 8周 

龄生长最快，以后生长缓慢。 

4．翅长的生长 从出雏到 5周龄一直生长 

较快，平均每天生长分别为 4．0l毫米(1985年 

1 1只)，3．75毫米(1990年 11只)。 雏鸟 7至 8 

周龄生长最快(1985年)，以后生长缓慢。 

5．尾长的生长 刚出壳的雏鸟没 有尾羽， 

只有约 1 0毫米的绒羽，4—5天后开始长 出尾 

羽的雏鸟从 1到 l4周龄一直生长较 快 (1985 

年)．尤其 8至 10周龄生长最快，平均每天增长 

7．34毫米。 雏鸟从 1到 7周龄生长较快(1990 

年)，7N龄生长较慢，以后生长较快。 

褐马鸡的雏鸟在生长发育中应特别注意雏 

鸟生长到 7周龄时开始喜争斗，相互啄羽毛，由 

其喜啄尾羽，互相干扰，影响雏鸟生长发育，应 

分开饲养，保证雏鸟的正常生长。雏鸟生长发 

育的研究虽不是鸟类生物学中的一项新 问题， 

许多学者进行了大量研究，取得了不少成果。 

本文在这里提供一些褐马鸡雏鸟生长发育的参 

数 ，以及褐马鸡在人工饲养下的发情、交配 、产 

卵、繁殖行为等。以供研究野生鸟类在笼养情 

况下，能够达到饲养、繁殖提供一些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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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熊猫采食行为的研究 

． 
纯毒一一， 

(中国保护大熊猫研究中心，汶川 623006) Q 、 ； 

摘要 本文研究了大熊猫的摄食方式和采食行为。主要摄食方式有吸吮、舔食、啃咬和咬切四种， 

常取坐立或半躺姿势，通过唇齿舌与前爪配合，以最节省能量和时间的方法进行取食。圈养熊猫 日活动 

与采食时间分别比野外少 sO％ 与 6s％，加之长期供给细软精饲料而使消化机能及自身抵抗力逐 渐 降 

低，最终将导致繁殖力下降及寿命缩短。它灵敏的嗅觉在食物寻觅和选择上具有决定性作用，其采食活 

动可建立条件反射。 

研究大熊 猫 (Ailuropoda rae．1anole．uca) 

的采食行为是探索这一濒危物种的正常行为学 

和生理学构成所不可缺少的内容，对人工饲养 

与疾病防治也具 有重 要的 意义。 邓耀 楷等 

(I980)和王昌琼等(1990)曾对圈养大熊猫的部 

分进食活动作过大体描述，胡锦矗等(1 985)对 

野生大熊猫的觅食行为作了研究。本文在此基 

础上对圈养大熊猫的采食行为作了进一步的研 

究，采用定量记录的方法，并比较了不同性别年 

龄组间行为的差异，现将结果报告如下。 

一

、 材 料 与 方 法 

(一)动物来源 以卧龙大熊猫研 究 中心 

圈养过的24只大熊猫(12早12d')作为研究对 

象。它们大多数来源于四川野外，一只人工繁 

殖的幼仔，两只来自于甘肃。将其分成四个年 

龄组，幼年组(2岁以前)和青年组 (2—5．5岁) 

各4只，成年组(6一l8岁)11只，老年组(19岁 

以上)5只(其中一只双目失明)。 

(=)食物种类与投饲时间 食物 主 要分 

为精、粗饲料和果蔬类。精料分别制成窝窝头、 

粥状和液体饮 料，每 日分 成 上 午 (10：OO一 

10：3O)和下午(4：OO一4：3o)两次投喂，食后给 

予水果。菜蔬类生喂或熟喂。 粗饲料为竹子， 

由人工从野外砍回，全天自由采食。自由饮水， 

自由活动。 

(三)观察方法 作者于 1983一l986年分 

批地对 24只大熊猫的采食行为采取定量记录、 

定时与全天连续观察相结合的方法，分别于每 

天上、下午投食时用 3O分钟定时观察记录 两 

次；每月进行 3天昼夜观察，每 15分钟记录一 

次。将投入、剩余食物及粪便称量。其结果与 

野外比较。 

二 、 结 果 

(一)大熊猫的摄食方式 

指动物用唇、齿、舌等器官与前肢、头颈 

的配合将食物摄入口腔的方法。主要分为吸吮 

式、舔食式、啃咬式和咬切式四种。 

进食液体性食物如牛奶、流体饮食、饮水和 

幼仔吮乳等时用吸吮方式摄食，通过口腔与液 

体或乳头之间形成负压将液体吸入。采食浓稠 

粥状食物等时用舔食方式，将舌弯成匙状并以 

舌乳头沿容器壁将食物粘卷入口中。进食窝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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