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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考察新引入人工圈养环境的驯养时间的长短对野生马来穿山甲(Manisjavanica)的活动持续时间和活动行

为起始时刻的影响以及年龄是否会影响马来穿山甲的适应性行为。【方法】对已引入圈养环境下生活1年以上的81号和

A1号共2只马来穿山甲的日常行为进行了为期50d的观察研究,对比刚引入圈养环境下的52号和53号共2只马来穿

山甲的日常行为的观察研究,归纳得出野生马来穿山甲被引入圈养后的生理行为变化规律。【结果】刚引入圈养环境的

52号和53号个体昼夜活动持续时间分别为3.83~626.63min和3.13~269.08min,比81号和A1号个体的昼夜活动持

续时间即63.33~507.50min和31.67~765.00min更短;52号和53号个体活动行为起始时刻分别为19:51:48和

21:02:52,比81号和A1号个体的活动行为起始时刻即21:39:04和20:51:43更早。【结论】圈养时间对马来穿山甲的活

动持续时间有明显影响;随着马来穿山甲对新环境的适应,它的昼夜活动持续时间会逐渐增加,范围为360~390min;它

的活动行为起始时刻会延迟,稳定范围为21:00~22:00。与亚成体马来穿山甲相比,成体马来穿山甲的昼夜持续活动时

间和活动行为起始时刻变化明显更加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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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工繁育野生动物并进行产业化是濒危物种保护工作中的常用方法之一。圈养过程中,饲养者如果没有健

康的适应圈养的野生动物基本行为分布表,将很难在圈养过程中及时注意到发生不良情况的野生动物,并错过

最佳救援时间。所以,野生动物圈养行业迫切需要适应圈养环境的野生动物的完整基本行为参数,来作为日常

管理、疾病防治的参考依据。穿山甲属(Manis)中的物种多为高度濒危的哺乳动物,已全被世界自然保护联盟

IUCN列为极危物种(CR)。马来穿山甲(Manisjavanica)是世界现存8种穿山甲中的一种,主要分布在马来西

亚、印度尼西亚、越南、老挝;在中国云南也有少量分布[1]。长期以来,穿山甲的药用需求量较大,而这一药用资

源日益紧缺[2],从而促使穿山甲价格暴涨,进而导致有关马来穿山甲的非法贸易活动日益猖獗。同时由于人类

的活动范围扩大,导致马来穿山甲栖息地的破碎化,也使得该物种野生种群数量迅速下降[3]。另外,马来穿山甲

一胎一仔的低繁殖率也导致了种群数量下降后难以恢复。近些年来,社会各界对穿山甲的关注度越来越高,保
护力度和惩罚尺度也越来越大;然而如不能合理有效地解决穿山甲的药用需求,则相关保护措施的执行效果将

受到很大影响。
笔者所在科研团队一直致力于人工繁育野生马来穿山甲,但是目前的研究进展始终未能突破人工繁育野生

马来穿山甲的批量化、延续化的技术瓶颈[4-6],而其中主要原因在于:在野生马来穿山甲的人工繁育过程中,饲养

个体的不正常状况在多数情况下均未能被及时发现,由此导致了它们的死亡。有鉴于此,笔者通过对比刚被圈

养的野生马来穿山甲与圈养1年后基本适应圈养的马来穿山甲的日常行为参数,得出圈养马来穿山甲的基础行

为变化趋势,为这一物种在人工繁育过程中的日常管理、疾病防治等提供基础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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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材料与方法

1.1研究地概况

研究地为位于四川省攀枝花市米易县的重庆师范大学生命科学学院穿山甲饲养繁殖基地。米易县的地理

坐标为北纬26°42′~27°10′,东经101°44′~102°15′。最高海拔3447m,最低海拔980m,平均海拔1836.2m。
当地气候为南亚热带干热河谷立体气候,境内光照充足,光照时数约2400h,夏季在150d左右,热量丰富。米

易县年均气温约为19.7℃,年均降雨量约为1070.2mm,年均湿度约为65%。冬暖春温高,冬春逆温明显,是
天然的“大地温室”,是全国少有的热作区[7]。经笔者所在科研团队调查,该基地所在地是中华穿山甲(Manis
pentadactyla)的历史分布区域。

1.2饲养场地

  注:底色较深和较浅部分分别为休息区、活动进食

区;a为休息区内含有土堆及草堆的窝,b为食槽,c为

水槽

图1 饲养室结构

Fig.1 Thestructureoffeedingroom

饲养场地分为观察室、饲养室和仿生态饲养场地。观察

室用铁笼铸成,长、宽、高分别为124.3,53.5,72.4cm,主要

在穿山甲野生个体、救护个体引入初期使用。饲养室长、宽、
高分别为150,100,150cm,四周用砖砌成;室内又用砖隔为

休息区、活动进食区两个区域,主要用于单个个体的饲养和

观察(图1)。仿生态饲养场地长和宽分别为40和20m,四周

用砖砌成高5m的围墙,场地中央用土堆堆积,并人工用砖

砌成洞穴若干;场地两边为饲养室,主要用于多只穿山甲的

半散养(图2)。各个饲养场地均安装摄像监控,用于全天

24h连续不间断观察和记录穿山甲的行为活动节律。

1.3研究对象

本次研究的对象分为两组。第1组观察对象为2只刚从

野外引入的马来穿山甲,分别编号为52号、53号。根据体质

   注:a为土堆及假山;b为水池;c为饲养室

图2 仿生态饲养场地

Fig.2 Mimicecologicalfeedground

量、体长、鳞片颜色、鳞片磨损程度等对穿山甲的年龄进行判

断[8],结果显示52号为雄性成体;53号为雄性亚成体[9]。第

2组观察对象为2只在圈养环境下生活1年以上的雄性马来

穿山甲,分别标号为81号(成体)、A1号(亚成体)。饲养员每

日都在固定时间段清洁马来穿山甲窝巢(9:00—10:00)和投

食(19:00—20:00)。

1.4研究方法

共观察了上述4只马来穿山甲的活动持续时间和活动开

始时刻。对第1组52号、53号个体的观察地点为仿生态饲

养场地中饲养室。正式观察从2014年2月17日—3月28
日。对52号个体的观察时间为40d(其中2月24日观察数

据丢失);对53号个体的观察时间为16d(其中2月25日观

察数据丢失),之后因该个体死亡停止观察。对第2组81号,

A1号个体的观察地点同上,观察持续50d(2016年6月5
日—7月24日),81号与A1号个体观察期均为50d。整个

观察研究期间,利用红外摄像监控对研究对象的行为进行全

日24h的连续观察,记录它们活动行为的起始和终止时刻。以每日12:00之后研究对象第1次出现的时刻为活

动行为起始时刻。鉴于马来穿山甲是夜习性动物,以第2日上午最后1次入窝为活动行为终止时刻。研究对象

活动行为起始和终止时刻之间的全部时间段为它的昼夜活动持续时间。
用Excel2010对实验数据进行常规计算,并用SPSS20.1就圈养时间对马来穿山甲的昼夜活动持续时间和

活动行为起始时刻的影响进行单因素方差分析,并通过指数回归分析预测马来穿山甲的活动持续时间趋势;当

p<0.05时,统计结果具有统计学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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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马来穿山甲昼夜活动持续时间及起始时刻平均值

Tab.1 Theactivitydurationofdayandnightandthe
averagestarttimeofMalayanpangolin

编号
活动行为起始时刻 昼夜活动持续时间

平均值 标准差/min 平均值/min 标准差/min

52号 19:51:48 ≈88 88.39 137.81

53号 21:02:52 ≈57 296.42 90.92

81号 21:39:04 ≈47 382.27 137.99

A1号 20:51:43 ≈87 371.15 179.51

表2 马来穿山甲昼夜活动持续时间t检验结果p 值

Tab.2 Thepvaluesoftheresultsofttestforthedurationofdayand
nightactivityofMalaypangolin

52号 53号 81号

53号 <0.001

81号 <0.001 <0.001

A1号 0.036 <0.001 0.725

2结果与分析

2.1昼夜活动持续时间

图3显示:52号个体的昼夜活动持续时间最长达626.63min,最短只有3.83min,分别出现在引入圈养环

境后的第37日(2014年3月25日)、第12日(2014年2月28日);53号个体的昼夜活动持续时间最长达269.08
min,最短只有3.13min,分别出现在引入圈养环境后的第5日(2014年2月21日)、第14日(2014年2月28
日)。

图3 马来穿山甲昼夜活动持续时间对比

Fig.3 ActivitydurationtimeofdayandnightofMalayanpangolin

图3还显示:81号个体在被观察的50d中,昼夜活动持续时间最长达507.50min(2016年6月21日),最
短为63.33min(2016年6月22日);A1号个体昼夜活动持续时间最长达765.00min(2016年6月11日),最
短为31.67min(2016年6月22日)。

此外从图3可知,52号、53号个体的

昼夜活动持续时间明显没有81号、A1号

个体的昼夜活动持续时间长,但都存在一

定波动范围。在观察期间,52号个体的昼

夜活动持续时间有明显上升的趋势;53号

个体的昼夜活动持续时间则呈现出下降

趋势,并且该个体在观察开始后的第16d
死亡(2014年3月4日),在死亡前的9d
中昼夜活动持续时间都低于10min。与

A1号个体相比,81号个体的昼夜活动持

续时间更趋于稳定;相反 A1号个体的昼

夜活动持续时间在观察期间变化较大。
表1显示:52号、53号个体的活动持

续时间平均值要明显小于81号、A1号个

体;虽然81号、A1号个体的活动持续时

间的稳定程度不同,但是活动持续时间大

致相同,无统计学意义上的差异(表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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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昼夜活动行为起始时刻

52号个体在观察期间的活动行为起始时刻最早出现在引入圈养环境后的第32日(2014年2月25日),为

17:26;最晚则出现在引入圈养环境后的第9日(2014年2月25日),为1:25(图4)。53号个体在观察期间活动

行为起始时刻最早出现在引入圈养环境后的第5日(2014年2月21日),为20:05;最晚则出现在引入圈养环境

后的第1日(2014年2月17日),为1:43(图4)。

图4 马来穿山甲昼夜活动开始时刻对比

Fig.4 ActivityinitialtimeofMalayanpangolin

表3 马来穿山甲活动行为起始时刻t检验结果p 值

Tab.3 Thepvaluesoftheresultsofttestat
thestartingtimeoftheactivityofMalaypangolin

编号 52号 53号 81号

53号  0.011

81号 <0.001 0.857

A1号 <0.001 0.195 0.025

81号个体在观察期间的活动行为起始时刻最早出现在2016年7月11日,为19:42;最晚出现在2016年6
月19日,为1:15(图4)。A1号个体在观察期间的活

动行为起始时刻最早出现在2016年6月11日,为

16:58;最 晚 出 现 在2016年6月22日,为4:22
(图4)。

从表1和图4可知:和81号、A1号个体相比,52
号、53号个体的活动行为起始时刻更早。与 A1号

个体相比,81号个体的活动行为起始时刻变化不

大,但也有统计学意义上的差异(p<0.05)(表3)。

3讨论

本研究着重考察新引入人工圈养环境的驯养时间的长短对马来穿山甲的活动持续时间和活动行为起始时

刻的影响以及年龄是否会影响马来穿山甲适应性行为。结果发现,圈养时间对马来穿山甲的活动持续时间有明

显影响;随着马来穿山甲对新环境的适应,它的昼夜活动持续时间会逐渐增加,范围为360~390min(图3)。本

研究还发现,与亚成体马来穿山甲相比,成体马来穿山甲的昼夜持续活动时间和活动行为起始时刻变化明显更

加稳定。

3.1圈养时间对马来穿山甲昼夜活动持续时间的影响

刚引入圈养环境和已经引入圈养环境1年以上的马来穿山甲休息时间明显都比活动时间要长,且两者存在

统计学意义上的差异(p<0.05)(表2)。这很有可能是因为马来穿山甲性情胆怯,需要采用长时间休息和睡眠来

避开和防御天敌;另外,这也可能是因为该物种本身对能量的利用率不高,故利用休息睡觉来减少能量的损失。
另外,人工环境下食物供给丰富,这也可能使马来穿山甲搜索食物和用于警戒防御的时间大大减少,从而表现出

休息时间较长的时间分配模式[10]。
马来穿山甲在适应圈养环境情况下的昼夜活动持续时间平均值比刚引入圈养情况下的这一时间更长。这

主要可能是因为马来穿山甲已经适应圈养环境,放松警惕、应激反应降低或逐渐消失;并且因为人工圈养条件下

食物供给相对稳定,圈养环境下穿山甲的活动面积相对野外要小,穿山甲的活动强度没有野外大,所以依靠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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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时间来增加自身正常的活动量[9]。这与笔者所在研究团队之前的初步结果相同。马来穿山甲在引入初期

昼夜活动持续时间的平均值很大,可能是因为不适应圈养环境的缘故;然后昼夜活动持续时间逐渐减少,可能是

穿山甲启动了应激行为;最后这一时间又逐渐增加,说明马来穿山甲已慢慢适应圈养环境[8]。

3.2圈养时间对马来穿山甲活动行为起始时刻的影响

马来穿山甲在适应圈养环境后的活动行为起始时刻比刚引入圈养环境时的这一时刻要更加延迟(表1),这
说明穿山甲在适应圈养环境后,应激反应下降、对新环境的敏感程度降低。此外,由于本研究对两组个体的观察

期所处季节不同,而季节不同导致天黑时刻的差异也会对马来穿山甲活动行为起始时刻可能产生影响。不同马

来穿山甲个体在同一环境中活动行为起始时刻无明显差异,说明活动行为起始时刻与马来穿山甲所处小环境并

无明显关系,应该和个体的生理钟调节有很大关系。另外,饲养员每日都在固定的时间段即18:00—19:00投

食,这可能也是一个重要影响因素。

3.3年龄对马来穿山甲昼夜活动持续时间与活动行为起始时刻的影响

已经适应圈养环境的马来穿山甲成体昼夜活动持续时间平均值与亚成体的这一时间的平均值差距不大,但
成体的昼夜活动持续时间变化较小,稳定性更高(表1),应该是马来穿山甲成体比亚成体个体更能适应新环境的

又一佐证。
综上所述,适应圈养环境的马来穿山甲昼夜活动持续时间更长、活动行为起始时刻更加稳定;并且成体的这

两项指标比亚成体的这两项指标表现得更加稳定。建议在今后人工养殖野生马来穿山甲的过程中,特别是在动

物刚被引入时,应优先选取成体以减少不必要死亡。然后,应尽量减少对动物的干扰和惊吓,使之慢慢适应新环

境。同时,在引进圈养后须逐步增加食物量,以应对逐步适应圈养环境的马来穿山甲昼夜活动持续时间会逐渐

增加的情况。在圈养环境下,尽量减少改造圈养环境的措施,因为这会造成马来穿山甲误以为生存环境发生改

变,从而警觉性提高导致体内能量消耗过多;在圈养过程中,应建立作息时间统计表,并做成折线图用以辅助监

控马来穿山甲的日常身体状况,尤其应对极端时间(太长、太短、太早、太晚)有敏感预见性。
马来穿山甲对生存环境极为敏感,这对人工圈养的条件具有一定的限制性。建议应多从人工模拟小气候、

小环境等创造马来穿山甲生存环境的方面去探究该物种饲养繁殖的可持续发展性问题。此外,笔者在研究者还

发现马来穿山甲的活动规律和气候环境有一定的联系,在今后的研究工作中,还应该深入探讨其中的规律以及

相关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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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daptiveBehaviorAnalysisofWildManisjavanicaIntroducedintoCaptivity

LIAOGuoyu1,PENGJianjun1,HUANGPiaoyi1,YUJingyu1,2,MAXiaohua3

(1.CollegeofLifeScience,ChongqingNormalUniversity,Chongqing401331;

2.ChongqingQiezixiMiddleSchool,Chongqing404000;

3.PanzhihuaJieMaoChineseHerbalMedicinePlantingLimitedCompany,PanzhihuaSichuan617000,China)

Abstract:[Purposes]ToinvestigatetheeffectofthelengthofdomesticationtimeontheactivitydurationandstartingtimeofMalay
pangolin(Manisjavanica)andwhetheragecouldaffecttheadaptivebehaviorofMalaypangolin.[Methods]Thedailybehaviorof2
MalaypangolinswhoseserialnumberwereNo.81andNo.A1respectively,whichhasbeenintroducedintothecaptiveenvironment
formorethan1year,wasobservedandstudiedforabout60d.Comparedwiththeobservationandstudyofthedailybehaviorof2
MalaypangolinswhoseserialnumberwereNo.52andNo.53respectivelyunderthecaptiveenvironment,thephysiologicalbehavior
changesofwildMalaypangolinwereconcludedaftercaptivitywasintroducedintothecaptivity.[Findings]Thedurationofdayand
nightactivity(No.52:3.83~626.63min,No.53:3.13~269.08min)ofthe2Malaypangolinintroducedintothecaptiveenviron-
mentwasshorterthanthatof2Malaypangolin(No.81:63.33~507.50min,No.A1:31.67~765min),whichhadbeenintro-
ducedintothecaptiveenvironment.Thestartingtime(No.52:19:51:48,No.53:21:02:52)ofpangolinactivitywasearlierthan
thestartingtime(No.81:21:39:04,No.A1:20:51:43)of2Malaypangolinthathadbeenintroducedintothecaptiveenviron-
ment.[Conclusions]Captivetimehasasignificantinfluenceonthedurationoftheactivityofpangolin;withtheadaptationofthe
Malaypangolintothenewenvironment,thedurationofthecircadianactivitywillincreasegradually,witharangeof360~390min;

thestartingtimeofitsactivitywillbedelayedandtherangeofstabilityisfrom21:00to22:00.Itisalsofoundthatthedurationof
thedayandnightactivityandthestartingtimeoftheactivityoftheadultMalaypangolinaremorestablethanthoseofthesubadult
Malaypangolin.
Keywords:Manisjavanica;adaptation;behavior;incaptiv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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