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圈养马来穿山甲交配行为观察和出生及生长记录一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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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记录了1例马来穿山甲在圈养下的交配行为及幼仔出生和成长记录。在2015年1~2月,对2只圈养马来穿山甲

(Manisjavanica)的交配行为进行了观察;在之后的时间内又观察记录了新生幼仔的出生和成长过程。结果显示:马来穿

山甲都以雄性为主发起交配行为,整个过程分为性激动、求偶、交配、射精等4期,持续时间约21min,求偶期最长。在混

合圈养的36d里,共有22d发生了交配行为,多数时间每日交配1次,主要集中在投食后,交配方式采用侧卧式。此对马

来穿山甲于2015年2月3日首次交配,当年4月8日雌性个体产下1只健康雄性幼崽,160d后幼崽体质量达2540g。

研究结果有助于了解马来穿山甲的交配行为,制定科学有效的保护方案,提高圈养马来穿山甲的繁殖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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繁殖是动物生活史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交配行为是动物繁殖的基础,是动物行为生态学的重要研究内容。
对所研究动物的各种行为类型(行为谱)进行正确而又详细的收集和整理,是动物行为科学的研究起点和基

础[1]。了解动物的交配行为对开展合理的保护策略至关重要。交配行为是动物在进化过程中形成的基本特征

之一,对动物种群的繁衍和发展具有极其重要的作用[2]。交配行为在不同的哺乳动物中差异很大,但在特定物

种的不同个体中是固定的。掌握了动物的交配行为、季节等参数,人们便可主动利用它调节动物的交配行为,提
高交配成功率。

马来穿山甲(Manisjavanica)属于鳞甲目(Pholidota)、穿山甲科(Manidae),全世界现存的8种穿山甲之一,
主要分布在越南、老挝、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柬埔寨及中国云南边境等地。由于该物种拥有巨大的药用和食

用价值,因而遭到人类的大量捕杀;加上生态环境的破坏,目前该物种的野生种群数量急剧下降,处于濒临灭绝

的边缘[3-4]。马来穿山已经被世界自然保护联盟(IUCN)濒危物种红色名录定为极度濒危(CR)等级的物种[5]。
实现穿山甲的人工饲养繁殖是解决药用资源短缺和野生种群保护主要途径。但目前全世界尚未实现对任何一

种穿山甲的规模化人工饲养繁殖。数十年来国内外的学者对圈养环境下穿山甲的行为也进行了大量的研究,但
关于马来穿山甲的行为研究仅有混合圈养条件下的活动时间分配与规律研究、行为观察记录、行为模式与时间

分配研究[6-8];对马来穿山甲的交配行为研究尚未见报道。
本研究对已经适应人工圈养环境和人工食物的马来穿山甲在混合圈养条件下自由交配的行为进行观察,通

过对雌雄马来穿山甲各项交配行为的分析,旨在全面了解马来穿山甲在自然状态下的交配过程,同时完善并明

确马来穿山甲的交配行为谱。此次研究的马来穿山甲在圈养环境下交配行为研究在全世界尚属于首次[9],本研

究中所报道的新生健康幼崽属于在圈养条件下自由交配并产仔的首次文献记录。

1材料与方法

1.1研究对象

作为研究对象的2只马来穿山甲通过人工驯养都已适应了人工圈养环境和人工食谱。根据刘曦庆等人[10]

的鉴定方法鉴定结果为2只穿山甲均为成年,分别是编号为81号的的雄性(5.56kg)和编号为82号的雌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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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7kg)。饲养员每日均固定时间清洁穿山甲的窝巢(9:00~10:00)和投食(19:30~20:00)。

1.2研究地点概况

重庆师范大学生命科学学院穿山甲饲养繁殖基地位于四川省攀枝花市米易县观音村。本次研究的地点并

非马来穿山甲的自然分布地,故本研究属于迁地保护研究。在饲养基地,1~2月份的昼夜温度约为10.1℃~
31.0℃,相对湿度为15%~50%[11]。配种专用室长551.7cm,宽412.5cm,室内四壁及地面均用水泥硬化,另
室内墙角有1堆高约1.5m、半径约2m的土堆。室内安装空调,晚上8点至翌日早上8点开放空调,保证室内

温度22℃左右。室内相对湿度控制在70%左右。

1.3研究方法

本研究一共持续了240d,对穿山甲的交配行为的正式观察从2015年1月24到2月28日。交配行为观察

采用全事件行为取样法(Behaviorsampling),利用录像机对穿山甲在配种专用室进行的交配行为进行记录[12]。
记录从马来穿山甲出现离开洞穴开始,到当次交配完全结束,雌雄穿山甲分离时为止。对幼崽的发育研究从

2015年4月18日开始,间隔一段时间对称取幼崽体质量并以此评价幼崽发育状况。

2结果与分析

本研究共观察了2只马来穿山甲的交配行为,观察时间共计36d,共观察到交配行为27次。对幼崽的发育

情况(以体重为主要指标)进行了长达180d的监测。

2.1交配行为描述

性激动:雄性接触雌性时所产生的性兴奋或性冲动现象。雄性可以通过感觉器官将异性刺激转变为神经冲

动,激发求偶交配欲望。表现形式为食量减少、活动频次增加。求偶:雄性会追逐并骑跨到雌性背上或是用舌头

去舔雌性的生殖器官。交配:包括勃起、爬跨、交合,表现为雌雄穿山甲侧卧在地面上,四肢紧抱,头部相互摆动,
尾巴扭在一起。射精:持续4~6s的时间,穿山甲一动不动。

2.2交配时间与频次

2015年2月3日首次观察到穿山甲的交配行为,一直持续到2月25日。其中每日交配1次的日数占

72.7%,每日交配2次的日数占22.7%,交配期间没有交配的日数占4.5%[9]。马来穿山甲交配时与其他哺乳动

 图1 马来穿山甲交配行为起始时间

 Fig.1 ThetimeofmatingbehaviorofMalayanpangolin

物一样都由雄性发起求偶行为。马来穿山甲的

交配姿势主要是采取侧卧式。
饲养基地在2月份一般于19:00~19:20间

天黑。人工饲养条件下的马来穿山甲每次开始

交配的起始时间主要集中在19:30~20:30(图
1),其中多数发生在投食过后,一般是进食后才

开始进行交配行为。穿山甲每次的交配行为持

续的平均时间约为21min,其中求偶行为占大

部分时间。

2.3穿山甲幼崽出生及生长情况

2015年4月8日发现穿山甲幼崽出生,对
比首次观察到交配行为的时间可知这一马来穿

山甲幼崽的孕期低于68d。笔者所在研究团队

曾经在2015年10月对该幼崽的出生以新闻形式进行过报道[9]。对幼崽的体质量指标进行测量,发现幼崽的体

质量呈增长趋势(图2),表明幼崽健康生长(封二彩图3)。

3讨论与建议

本研究中所观察的人工圈养环境条件下的马来穿山甲食物充足,性比为1∶1,交配对象唯一且固定;因而圈

养穿山甲在交配期比野外个体有更多的时间和机会去繁殖下一代,交配行为也比在野外条件下具有更高的频

率。这一方面是为了保证交配的成功率,另一方面也是在拥有充足的休息时间时穿山甲所进行的一种社会性行

为。但是由于缺少野外条件下的雄性之间的竞争和雌性的选择,也许还有更多的预交配行为还未被了解。
马来穿山甲采取的方式为侧卧式,腹对腹的交配方式,这不同于一般哺乳动物采取的腹背式[13]。其中主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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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穿山甲幼崽的生长曲线

Fig.2 Growthcurveofnewborncubof
Malayanpangolinattheearlydaysage

原因是穿山甲身披鳞甲且尾巴宽而长,如采用腹

背式的交配姿势则雄性的生殖器无法插入。这也

直接导致了马来穿山甲的交配活动只能在洞穴外

进行,这与此前王少龙和房利祥[14-15]记录的中华

穿山甲(Manispentadactyla)的野外交配模式相

同。由于在野外存在性比、居住地点的差异、竞争

等原因,穿山甲也许还有更多的求偶行为和交配

方式。本研究中的马来穿山甲属于地栖类穿山

甲,而树栖类穿山甲的交配姿势是否还有更多的

变化也有待进一步确定。

表1 马来穿山甲幼崽出生时间统计

Tab.1 ThestatisticsofbirthtimeofMalayanpangolin’scub

出生时间 性别 数据来源

6月11日 2♂ ;1♀ 文献[17]

6月16日 ♂ 文献[17]

6月21日 ♂ 文献[17]

8月11日 ♀ 文献[18]

10月2日 ♂ 文献[19]

10月8日 ♀ 文献[17]

4月8日 ♂ 本基地研究资料

12月12日 ♂ 本基地研究资料

人工圈养环境下的马来穿山甲交配的起始时

间大都在19:30~20:30间。这是由于穿山甲属

于夜间活动动物的缘故,同时也与此前王少龙和

房利祥[14-15]记录中华穿山甲的交配大多发生在傍

晚比较吻合。本研究中饲养员每日定时在19:30~20:00投食,这很有可能是影响圈养穿山甲活动起始时间的

一个重要因素,由此影响了穿山甲的交配起始时间。
根据观察到的第一次交配时间和幼崽出生时间可以

推算马来穿山甲的孕期不超过68d,这与 Lekagul等

人[16]记录的马来穿山甲的孕期为60d左右的结果相同。
人工圈养条件下拥有充足且更营养的食物和舒适的生存

环境,这也可能是促进穿山甲孕期较短的原因之一。对

比杨立、张富华等人[17-19]的报道并结合本研究基地2015
年12月的出生的新生幼崽记录(表1),可以发现马来穿

山甲的出生无固定月份或季节,全年皆可生产,据此可认

为马来穿山甲属于无季节性发情动物。将该情况与上述

提及的马来穿山甲孕期数据结合后可推测:在野外营养

状况良好和环境适合的情况下,马来穿山甲很有可能1
年产2胎。此次报道产仔的81号穿山甲在今年12月份

又产下1只雄性幼崽也证实了上述推论。
由于目前记录的马来穿山甲产仔记录都属于随机记录,因此新生幼崽的性别也在一定程度上表明马来穿山

甲在野外的性别比例。根据现有报道加上本研究基地此前解剖的两只孕兽的幼崽性别(均为雄性)来看,其雌雄

性比约为1∶3(3∶9)。由于该物种孕期较短,雌雄性比不同于一般哺乳动物的1∶1也能满足种群的繁衍。由

此可推测马来穿山甲在野外的性比也有可能接近该值,但还需要对野外的情况进行进一步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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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imalSciences

AnObservationontheMatingBehaviorandaBirthandGrowthRecordof
CubinCaptivityManisjavanica

YUJingyu1,PENGJianjun1,LIAOGuoyu1,JIANGFulin1,MAXiaohua2

(1.CollegeofLifeSciences,ChongqingNormalUniversity,Chongqing401331;

2.PanzhihuaJiemaoChineseHerbalMedicinePlantingLimitedCompany,PanzhihuaSichuan617000,China)

Abstract:Werecordedthematingbehavior,recordofbirthandgrowthofMalayanpangolins(Manisjavanica)incaptivity.During
JanuarytoFebruaryin2015,thematingbehaviorofthetwocaptiveparentalMalayanpangolinshadbeenobserved.Duringthesub-
sequenthalfyear,thebirthandgrowthofnewbornpuphadbeenobservedandrecorded.Theresultsshowedthatthematingbehav-
iorwasinitiatedbymaleandthewholeprocesswasdividedintofourstagesincluding:sexualexcitement,courting,matingandejac-
ulating,whichwouldbelastingabout21minutes.Courtshipspentthelongesttime.Inthe36daysofmixedcaptivity,atotalof22
daysofmatingbehavior,mostofthetime1timesaday,mainlyconcentratedafterthefeeding.Matingpostureisthelateralhori-
zontal.TheparentalMalayanpangolinsmatedthefirsttimeinFebruary3rd,andthefemaleproducedonehealthymalecubinApril
8th,whichweighed2540gramsafterborn160dayslater.ThestudyishelpingustounderstandthematingbehaviorofMalayan

pangolins,workoutthescientificandeffectiveconservationpolicies,andraisethefecundityofcativityMalayanpangolins.
Keywords:Malayanpangolin(Manisjavanica);captivebreeding;birth;matingbehavior;matingti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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