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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6===年 9月@!$$$年 9月3采用随机取样法和瞬时扫描取样法对黑龙江东北虎林园的 "$只幼虎的

行为时间分配及活动规律进行了研究A结果表明3幼虎用于运动和卧息的时间较多3为7"!m$#n6!m"=;o
和7!#m$!n6$m>K;o:用 于 睡 眠M站 立 和 嬉 戏 的 时 间 次 之3分 别 为766m=n!8m!6;oM7=m$Kn9m>6;o和

769m9=n#m>!;o:其它行为最少3为79mKKn"m!#;oA步行区幼虎园和幼虎园的幼虎活动规律较为相似3
与育成虎园的幼虎相差较大A单因素方差分析表明幼虎不同个体间不存在显著差异3不同年龄组间的运

动M卧息和嬉戏差异极显著3睡眠差异显著3站立和其它行为差异不显著A
关键词<东北虎幼虎:行为:时间分配:黑龙江东北虎林园

pUWVqPRdVTOrgOPQdaWPeTUdVeUQ_SbTU‘UTg
*,h iFGH?-FGH563s%tDCH?iFCH563’(.+*D?uGD! 762vwxxyzyw{|}x~x}{y!y"w#$%y"3&w$’(y)"’

*w$y"’$+,-}.y$"}’+3/)$0}-68$$9$3v(}-):!21-"’}’#’yw{2wwxwz+3v(}-y"y3%)~y4+w{5%}y-%y"36y}7}-z6$$$#$3

v(}-);289:;<9=>=?@9;A@B@9;3CDDE3CE7F;<GHIF@GHHE2

aqJTeS_T<%IL4]\0ZLDBGK4]5GLCH]CkLDLDL\YF\LFB0Z"$\04H5%B4YLD5GYI7M "\GCYI01];lCIkCYYDG]

04LCLNGD10H5ODCH5%B4YLD5GYXCYP10kCLG]DHNCYKDHZY0B%QYD16===L0%QYD1!$$$2’FG0KIGYLG]LD5GYI

lGYGI0YLG]DHL0"5Y04QI0Z6$LD5GYIZ0YGCkF5Y04QCkk0Y]DH5L0LFGDYC5GI2+Y04Q%lCIZ0YBG]K\k4KI

ZY0B 6$$]C\I01]L06\GCY01]:5Y04QRlCIZY0B 6L0!\GCYI01]35Y04Q&ZY0B !L0"\GCYI01]

YGIQGkLDLG1\2% QYG1DBDHCY\0KIGYLCLD0H0Z6!]C\IlCIkCYYDG]04LKGZ0YGLFGBCO0YIL4]\QGYD0]L0

YGk05HDEGLFGKCIDkKGFCLD0YI0Z\04H5%B4YLD5GYIK\C]1DKDL4B ICBQ1DH5BGLF0]I]4YDH5%QYD16===2

’FGBCO0YIL4]\lCIkCYYDG]04LZY0BsC\6===L0%QYD1!$$$CH]DHILCHLCHG04ICH]IkCHHDH5ICBQ1DH5

BGLF0]lCIGBQ10\G]2jCLClCIk011GkLG]K\IGCI0HI7IQYDH5<sCYkFL0sC\3I4BBGY<t4HGL0%454IL3

%4L4BH<-GQLGBKGYL0.0LGBKGY3lDHLGY<jGkGBKGYL0[GKY4CY\;CH]GCkF5Y04QlCI0KIGYLG]6!]C\I

Z0YGCkFIGCI0H2’FGYGZ0YG3GCkF5Y04QlCI0KIGYLG]Z0Y9#]C\I]4YDH5LFG0HG?\GCYIL4]\QGYD0]2

RGFCLD0YI0ZGCkFLD5GYlGYGYGk0Y]G]GLGY\8BDH4LGIDHGCkF0KIGYLCLD0H]C\2-DSL\QGI0ZKGFCLD0YlGYG

D]GHLDZDG]Z0YLFG\04H5CHDBC1I3D2G2B0LDH53I1GGQDH53YGILDH53ILCH]DH53Q1C\DH5CH]0LFGYKGFCLD0YI

]4YDH5LFGIL4]\2’FGYGlGYGH0ID5HDZDkCHL]DZZGYGHkGIDHLFGLDBGLFCLGCkFDH]DLD]4C1IQGHLDHGCkF

KGFCLD0YlDLFDH5Y04QI:LFGYGZ0YG3lGQ001G]LFG5Y04QTI]CLCL05GLFGY2’FGYGI41LIDH]DkCLG]LFCL\04H5

%B4YLD5GYICYGB0YG1DPG1\B0LDH5CH]YGILDH5LFCHI1GGQDH53ILCH]DH5CH]Q1C\DH5]4YDH5LFG]C\LDBG

UUUUUUUUUUUUUUUUUUUUUUUUUUUUUUUUUUUUUUUUUUUUUUUUUUUUUUUUU

2

万方数据



!"#$%&’%()*+,$%&-"./(-"%+$+,"0123456723189 ’%(253426743:;9 "0,<*$),$=*>’%(+/**?$%&>

+,’%($%&’%(?/’@$%&>A*)*)*-")(*($%773862B3279>834;6C3:79>’%(7C3C8653:29 "0,<*(’@

,$=*)*+?*-,$#*/@DE<*?*)-*%,"0",<*)F*<’#$")+A’+/"A*+,’="%&,<*#’)$".+F*<’#$")+>"%/@,""GC3;;

613259DH-,$#$,@)<@,<="0H’%(I&)".?++<"A*(+"=*+$=$/’)$,$*+>’%(,<"+*"0H>I’%(J&)".?+

+<"A*(’/$,,/*($00*)*%-*+DE$&*)+$%($00*)*%,’&*++<"A*(+,)"%&*)+$&%$0$-’%,($00*)*%-*+$%,$=*,<’,A’+

+?*%,$%="#$%&>)*+,$%&’%(?/’@$%&KLM4347N>’%(+$&%$0$-’%,($00*)*%-*$%+/**?$%&KLM434BN’%(%"

($00*)*%-*$%+,’%($%&’%(",<*)F*<’#$")+DE$&*)+A"./(&)’(.’//@+?*%(=")*,$=*$%="#$%&>’+,<*@

A*)*&)"A$%&*/(*)>+/**?$%&’%()*+,$%&/*++DO%($#$(.’/+/*++,<’%2@*’)+"/(A"./(?/’@=")*0)*P.*%,/@

,<’%,<**/(*)"%*+DE<*’-,$#$,@?’,,*)%"0,<*@".%&H=.),$&*)A’++$=$/’),",<"+*"0I*%&’/,$&*)$%

O%($’DQ.&&*+,$"%+"%=’%’&*=*%,0")-’?,$#*H=.),$&*)A*)*&$#*%D

RSTUVWXYZ@".%&H=.),$&*)[F*<’#$")[,$=*F.(&*,[\*$/"%&]$’%&H=.),$&*)?’)G
文章编号Z7444̂4811K2441N45̂7BC5̂4; 中图分类号Z_8B5D72 文献标识码ZH

东 北 虎KL‘abcde‘bfgefh‘ib‘fj‘N为 国 家k级 保 护 动 物>被 国 际 自 然 保 护 联 盟KOlJmN列 为 濒 危 种

KnmN>被濒危物种国际贸易公约组织KJOEnQN列在附录k中o7pq国内对其分布及数量r生态r饲养繁殖r生

理生化r疾病防治r遗传等已有记述o2p>在行为方面也有一些研究o1s72p>但都侧重于成年个体>对幼虎的 行

为时间分配和活动规律尚未有系统研究q
目前我国野生东北虎的数量仅为 8s71只o71>7Cp>而人工饲养种群的数量已达 B44只左右q因此>对人

工饲养种群通过野化训练进而放归到自然中去成为挽救我国东北虎野生种群的紧迫任务和根本途径>即

通过对人工饲养的东北虎提高体能r捕食活物r适应恶劣环境及哺育后代等训练>最终放归自然>从而达到

保护和恢复其野生种群的目的q黑龙江东北虎林园的饲养种群已达 2C4只左右>对这些虎的野化训练工作

正在进行>但这种训练目前仅针对成年个体展开q有研究表明>食肉动物的捕食技能r躲避敌害等本领是先

天具有的>只是在人工饲养条件下>由于人为因素的影响才导致了它们这些本领的减弱和丧失o7B>7;p>如在

饲养条件下的习惯性偏食r惧怕活物及其它一些异常行为等q而且动物幼体的行为>如嬉戏r争斗>可能能

够预测其未来做为成体时的行为o7:pq因此对东北虎幼虎的行为研究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q

t 自然概况

黑 龙江东北虎林园K东经 72;u42v>北纬 CBuC8vN位于哈尔滨市松花江北岸的松北新区>面积 7CC<=2q本

区属温带大陆性季风气候>特点是四季分明>夏季清凉湿润>冬季寒冷干燥q年平均气温 134w>降水量 B44

==左右>平均风速 1=x+>无霜期 724(>平均日照 2;14<q植物组成主要包括杨KLyz{i{h+?3Nr柳K|‘if}

+?DNr暴 马 丁 香 K|~efag‘edbfj{i‘b‘#’)D!‘a"hc{efj‘Nr胡 枝 子 K#dhzd"d$‘%fjyiyeNr榛 子 K&ye~i{h

cdbdeyzc~ii‘Nr苔草类K&‘ezd}+?DNr莎草类K&~ze{h+?DNr羊草类K’ad{eyidzf"f{!+?DN等q

( 研究方法

观察期间>黑龙江东北虎林园内有东北虎 2C4只左右>其中幼虎 BC只q展出的东北虎分为 C个园Z成虎

园K成虎 74多只Nr育成虎园K2s1龄虎 71只Nr幼虎园K7s2龄虎 78只Nr步行区幼虎园 K出生 744(s7龄

虎 22只Nq对幼虎的观察在步行区幼虎园 K记录为 H组Nr幼虎园K记录为 I组N和育成虎园K记录为 J组N
进行qHrIrJ园的面积分别为 23BrB和 5<=2>园内分为笼舍和活动场 2部分>笼舍内为水泥地面>并有一

块供休息和抓咬的木板[活动场是土质地面>并有数棵杨r柳等树木qJ园内有一个人工水池>可以饮水和

消暑q对东北虎的饲喂是采取定时定量的方式进行的>通常在每天 7;Z14左右>将其从活动场放回笼舍时

进行q
观察分两个阶段进行>第一阶段在 7888年 CsB月份>此阶段为预观察期>共观察 C个星期>每个星期

观察 1(q每天从 5Z44s7:Z44>采用随机取样法o75p对 1个组进行观察并记录各种行为>首先根据幼虎的性

别r体型r脸谱r条纹等特征对不同个体进行识别>分别在 1个园中分别确定了 74只幼虎KB雌 B雄N>共 14
只K7B雌 7B雄N为观察对象>同时还熟悉和掌握幼虎的行为和活动规律q根据预观察的结果>将幼虎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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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 录为运动!通过四肢的摆动使身体向前移动的过程"包括走动和跑动#$%卧息!腹部%背部或体侧接触基

底"包括侧卧%仰卧和俯卧$%睡眠!长时间保持一种姿势"且眼睛闭合的状态"通常有 &种姿势"一种是四肢

蜷 于身下’一种是体侧接触基底"四肢伸向体侧’一种是背部接触基底"四肢伸向空中$%站立!四肢接触基

底"并支撑身体"保持静止不动的状态$和嬉戏!两个或两个以上个体之间的追逐和玩耍$"同时用随机取样

法记录其它行为!包括饮水%排遗%修饰等$#
正式观察从 ()))年 *月+,---年 .月"由两个人共同完成#按春!&+*月份$%夏!/+0月份$%秋!)+

((月份$和冬!(,+,月份$.个季节观察"每组在每个季节选择 .个星期"每个星期观察 &1"每天只观察 (
组"每次观察从 02--+(32--#根据季节变化等因素"夏%秋季相应延长了观察时间#在观察期间内"采用瞬

时扫描取样法4()5每隔 *678纪录一次幼虎的行为状态#
对每组东北虎累计观察 .01"共获得数据 (***,-个#首先对每小时的数据进行统计"然后计算百分

比"再以春%夏%秋%冬 .个季节对 &个组的数据分别进行统计"利用 9:;<9对 .个季节中每组数据进行

检 验"结 果 无 显 著 性 差 异"因 此 将 .个 季 节 的 数 据 合 并"所 有 统 计 分 析 借 助 =>?=@和 ABAA(-C-软 件 完

成#在进行参数检验前"先用 DEF6EGEHEIJA67HE8EI和 KJ6LM分别检验数据正态性和方差的均一性"经检

验全部数据符合参数分析的条件#参数统计方法为单因素方差分析法#显著性水平设置为 NO-C-*#

P 结果

PCQ 不同年龄组幼虎的行为时间分配

幼 虎用于运动和卧息的时间较 多"为!&,C-0R(,C&)$S和!,0C-,R(-C3/$S’用 于 睡 眠%站 立 和 嬉 戏

的时间次之"为!((C)R,*C,($S%!)C-/R.C3($S和!(.C.)R0C3,$S’其它行为最少"为!.C//R&C,0$S#

9%T%?组的幼虎在时间分配方面既有相同点"又有不同点"即运动和卧息均占有较高的比值"站立和其它

行为较为接近’9组和 ?组的睡眠接近而 T组很高"T组的嬉戏最高"9组次之"?组最低!图 ($#

图 ( 不同年龄组东北虎幼虎时间分配

K7GU( V76WXY1GWZE[\EY8G96YHZ7GWHY81WH17[[WHW8ZLGW]

PĈ 不同年龄组幼虎的活动规律

9组和 T组的运动具有相似的规律"在白昼均有两个活动高峰期"即 )2--+((2--和(.2--+(32--’?
组的运动是其所有行为类型中所占比例最高的行为#&个组的卧息均与其运动出现和持续的时间相反"运

动处于高峰的时候"则卧息处于低谷#&个组的睡眠变化规律接近"都有一个明显的高峰期"只是高峰的强

度不一致"T组睡眠的高峰期甚至超过了该组的所有行为类型#&个组的站立均比较均匀"没有明显的高峰

期#9组和 T组的嬉戏变化规律接近"在 )2--+(,2--和 (*2--+(32--存在两个高峰期"?组的嬉戏则没

有明显的高峰"只是在傍晚时略有增加!图 ,$#

PUP 不同年龄组幼虎行为差异的比较

用单因素方差分析法分别检验不同个体和不同年龄组的行为"结果表明不同个体间各种行为均不存

在显著差异"而不同年龄组幼虎的运动!_O3C-0"‘a-C-($%睡眠!_O(,C(3"‘a-C-($和嬉戏!_O()C&*"

‘a-C-($差异极显著"卧息!_O&C)."‘a-C-*$差异显著!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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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 不同年龄组东北虎幼虎活动规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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野 生 东 北 虎 幼 虎 一 般 在 6个 月 左 右 断 乳789:!;
个 月 后 才 单 独 活 动7而 且 断 乳 后 的 幼 体 不 立 即 离 开 母

体<8=7这可能包含一个学习基本生存技能的过程>但是

在饲养条件下7幼虎在出生 8??3左 右7人 为 对 母 仔 进

行隔离7幼虎独立生活7因此使个体幼年期的整个学习

生存本领的过程丧失>全面了解从人为隔离开始到性

成 熟 的 这 段 时 间 东 北 虎 的 行 为7可 以 为 确 定 东 北 虎 野

化训练的时间和避免不良行为习惯的养成提供准确的

参考>
对东北虎幼虎的时间分配和活动规律的研究结果

与 @4#-#A<!?=对孟加拉虎的研究相似>孟加拉虎幼虎 6
个 月 以 后 跟 随 母 虎 生 活7能 够 观 察 到 母 虎 潜 伏 和 捕 猎

的本领78龄以后参与捕食7帮助母虎围猎7!龄的雄性

幼 虎 就 开 始 独 立 捕 食7因 此 在 这 6个 阶 段 幼 虎 的 运 动

逐渐增加7卧息和睡眠则相应减少7而嬉戏在前 !个阶

段比较多7!龄以后由于 雄 性 幼 虎 的 独 立 生 活7自 然 减

少了与家庭的联系>对东北虎幼虎的研究也证实了这

一点>

6个组幼虎的时间分配和活动节律有所差异7表现

为 &组和 B组中运动最多7C组中卧息最多7这些表现

与这 6个组在饲养条件下的成长过程密切相关>&组

对周围的环境非常敏感7且好动>而且步行区幼虎园与

成虎园紧邻7母虎常在步行区幼虎园周围运动>B组个

体已接近性成熟7运动的增多可以增强体魄7对以后争

取较高的等级序位进而获得繁殖的机会有益7有时周末还进行饲喂活鸡等活动7这也促使其运动的增多>
幼虎的嬉戏一直占较高的比值7食肉动物幼体之间的嬉戏通常被认为具有重要的意义7因为嬉戏可以帮助

幼体练习捕食过程中的一些基本本领<!?7!8=7这对幼体今后的生存至关重要>
表 D 不同年龄组东北虎幼虎行为差异的比较

EFGHID JKLMFNOPKQKRGISFTOKNPKRUKVQWXLVNYOWINVQZINZORRINIQYFWIP

类别

B4(4[.$02

行为类型 C2,4)#.+5\]^
运动

_.)#1$

卧息

‘25(#1$

睡眠

a[22b#1$

站立

a(413#1$

嬉戏

c[4*#1$

其它 d(,2+
e2,4)#.+5

&组 "+.-8??
34*5(.8*24+.[3

6!%6fg88%!h 6?%8!g86%!i h%i8g;%!f 9%;?g;%h6 8;%ijg8?%!h ;%ffg6%!9

C组 "+.-8(.!
*24+5.[3

!;%8fg86%6h !i%h!g88%6h 8i%6!gi%8f 9%hjg6%!j 8i%hjgh%;6 6%fhg8%i9

B组 "+.-!(.6
*24+5.[3

6h%i8g8!%;h !f%?!gi%f6 9%i;g;%!8 h%9;gj%hf 8?%iigf%;j ;%ifg!%!9

k值 k)4[02 i%?9ll 6%h;l 8!%8ill !%f6 8h%6jll 6%?;

l?%?8mnm?%?j7llnm?%?8

6个组的运动o睡眠和嬉戏存在极显著差异7卧息存在显著差异7站立和其它行为不存在显著差异7这

表明幼虎在不同年龄阶段7其行为表现上具有很多差异>这种差异体现了其成长过程中7在生理和心理上

的一个逐步完善过程>充分认识到这种差异7可以在对幼虎的野化训练过程中根据其不同年龄阶段制定有

针对性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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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管理建议

野生东北虎的家域可达 "#$$$%&#左右’##()而东北虎林园的面积目前仅为 "**%&#)根本不能满足东

北虎的需要+另外饲养东北虎的笼舍面积更加狭小)环境状况较差)这些都对东北虎的野化产生负面影响+
因此)目前最重要的工作是增加笼养东北虎的生存面积)使其独居的特性加以提高+

有研究表明)这种大型捕食者的出现与鹿科动物的辐射相应’#,()在大部分地区)鹿科动物在虎的食物

中还占 -./左右’#*(+显然)鹿科动物对野生虎的生存至关重要+虽然东北虎林园在周末和节假日也进行饲

喂活动物)但是这些还不够)今后应该加强饲喂活动物)最好能够接近野生环境下的猎物种类+
在今后的野化训练中)应该重视幼虎后天学习的捕食行为)在散放场地多进行这方面的训练)让幼虎

观察到其余成年东北虎的捕食过程)增加幼虎对捕食的感性认识)培养幼虎的捕食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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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G)SN"SISNRS,"’f’IJ&’(,#(bG’,’II&M$(}TIl’J’(’PTIGI1o>@@>43>,[\\[,%%y[zH[V~X[V#1

参考文献H

!"$ 盛和林,大泰司纪之,陆厚基1中国野生哺乳动物1北京H中国林业出版社,"###1"v[X"vv1

!v$ 沈永庆1人工饲养下虎的摄食障碍1大自然,"#V#,y"zHv~XvW1

!Z$ 赵云华,刘永利,曾德生1人工饲养东北虎繁殖行为的观察1野生动物,"##[,&’yvzH~ZX~W1

!~$ 刘丽1东北虎相残行为初步分析1野生动物1"##~,&%y"zH[vX[~1

!W$ 刘树光,肖井贵,杨守庄,等1野生动物园东北虎繁殖行为初步观察1野生动物,[\\\,’&yvzHv~XvY1

!Y$ 刘振生,马建章,滕丽微1笼养东北虎雌雄行为差异的比较1动物学研究,[\\[,’(yZzH[VZX[VY1

!V$ 刘振生,李枫,滕丽微,等1半散放东北虎行为活动时间的分配1动物学研究,[\\[,’(y~zHvV#Xv#v1

!"\$ 滕丽微,李枫,刘振生,等1笼养东北虎春季行为及活动规律观察1东北林业大学学报,[\\[,()yWzHYVXV\1

!""$ 滕丽微,宋延龄,刘振生,等1笼养东北虎行为的时间分配1兽类学报,[\\v,’(y"zH"XW1

!"[$ 刘振生,李枫,滕丽微,等1饲养条件下东北虎交配行为的观察1动物学杂志,[\\v,(xy"zHZ#X~[1

!"v$ 于孝臣,孙宝刚,孙海义,等1黑龙江省东北虎的分布和种群数量1野生动物,[\\\,’&y[zH"ZX"W1

!"Z$ 李彤,蒋劲松,吴志刚,等1吉林省东北虎的调查1兽类学报,[\\\,’)y"zH"XW1

!"Y$ 房继明1论动物行为个体发育中的*重演律+1见H张洁主编1中国兽类生物学研究1北京H中国林业出版社,"##~1

"#"X"#v1

!"V$ 盛和林,徐宏发1哺乳动物野外研究方法1北京H中国林业出版社,"##[1"W"X"W#1

!"#$ 徐宏发,张恩迪1野生动物保护及管理技术1上海H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V1WWXYZ1

v~~"V期 刘振生等H人工饲养东北虎幼虎的行为时间分配

万方数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