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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刊中 包含“鳄蜥；食物识别；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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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鳄蜥(Shinisaurus crocodilurus)食物识别机制的研究，对进一步了解鳄蜥的捕食行为和生态学习性有重

要意义。使用棉棒分别沾上去离子水、香水、黄粉虫(Tenebriomolitor L.)和蚯蚓(Pheretima sp.)的气味(蚯
蚓和黄粉虫处死后绞碎以便于棉花棒蘸上)，观察11只鳄蜥对4种化学刺激的反应，每个个体对每种刺激均进行

24次实验重复。实验结果显示：鳄蜥对4种刺激均有反应，对黄粉虫和蚯蚓刺激的舔舌次数显著高于香水和去离

子水的舔舌次数(Wilcoxon test，所有P<0.001)，表明鳄蜥能检测以及识别控制刺激和食物刺激。再又对鳄蜥

进行4种处理实验：(A)空白对照；(B)蚯蚓气味；(C)密封着的活蚯蚓；(D)活蚯蚓。每个个体每种处理均进行5次
实验。结果显示：鳄蜥在不同处理下的行为持续时间、探究频次和攻击频次有显著差异(Friedman test，所有

P<0.001)。鳄蜥在仅有视觉刺激出现的处理C以及既有化学刺激又有视觉刺激的处理D比仅有化学刺激的处理B
在持续时间、探究频次和攻击频次上显著要高（所有P<0.001）。在无视觉刺激的条件下，鳄蜥在处理B的行为

持续时间以及探究频次均显著高于处理A 的（所有P<0.001）；而在视觉信息相同的条件下，鳄蜥在处理D中仅

行为持续时间显著高于处理C（Z=3.95, P<0.001），而探究频次以及攻击频次无显著差异（前者Z=1.53, 
P=0.13；后者Z=1.10, P=0.27）。结果表明鳄蜥主要利用视觉捕食，化学感觉有辅助作用。鳄蜥这种食物识
别机制可能与捕食模式和种系发生有关，也可能受食物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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