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赛加羚羊（!"#$" %"%"&#’"）在我国原产地的引种驯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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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 要 ! 从国内数次引种饲养实践及国外动物园饲养情况分 析，赛 加 羚 羊 人 工 饲 养 成 活 率 较 低 的 主 要

原因为应激综合症。今后如能解决捕捉、运输、饲养等 一 些 重 要 环 节 中 存 在 的 问 题，饲 养 成 活 率 将 会 逐

渐提高。

关键词 ! 赛加羚羊，引种驯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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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疆、甘肃曾是近代赛加羚羊的重要分布区，主要分布在甘肃北部、新疆准噶尔盆地北缘和东部地区及阿

拉山口地区和巴尔鲁克山西麓的山前平原。根据新 疆 45 6 #5 年 代 的 羚 羊 角 年 收 购 量 推 算，年 狩 猎 量 为 $P [

6 >P [ \ $5# 只，如按 $5] 的狩猎量计算，则资源储量为 $[ 6 >[ \ $5# 只。由于过度捕猎，加之生存环境恶化，

季节迁徙路线的人为阻断，导致资 源 迅 速 枯 竭，物 种 濒 危。据 $%=> 年 调 查 仅 在 中 哈、中 蒙 边 境 还 有 残 存［$］。

从其生存现状分析，我国境内赛加羚羊种群的自然恢复已极其困难。

亚洲中部为 !"#$" 属的发生 中 心。在 中 更 新 世，其 向 西 扩 散 至 西 欧，已 分 布 在 东 起 阿 拉 斯 加，西 至 英 格

兰，南起亚洲中部荒漠，北 达 新 西 伯 里 亚 的 古 北 区 广 大 区 域。 在 自 然 因 素 影 响 下，分 布 区 从 西 向 东 逐 渐 退

缩［>］。$% 世纪中叶起，过度捕猎导致赛加羚 羊 种 群 锐 减，至 本 世 纪 >5 年 代，仅 在 前 苏 联 生 存 约 $555 只。由

于前苏联进行迁地保护、严格禁猎，其种群在 #5 年 间 就 恢 复 至 目 前 的 $&5 \ $5# 只。其 中 大 部 分 分 布 在 哈 萨

克斯坦，其余分布在俄罗斯卡尔梅克、乌孜别克斯坦及塔吉克斯坦［4］。

在我国再引入赛加羚羊种源进行驯养繁殖，扩大饲养种群，可逐步解决我国羚羊角药材的自给及重建 羚

羊产业，并为今后该物种在我国原产地的种群恢复打下基础。这将对该区生物多样性的维护产生重要影 响。

自 $%&& 年以来，我国曾数次从美国、德国及独联体引进赛加羚羊种源，取得了许多宝贵经验与教训，为今后工

作奠定了坚实基础［$、#、[］。

$! ! 引进、饲养过程

自 $%&& 年开始，国家林业局甘肃濒危动物 繁 育 中 心 先 后 从 美 国、德 国 分 # 批 引 入 $> 只 赛 加 羚 羊 成 体，

! 收稿日期：$%%& ^ 5> ^ 5#；接受日期：$%%& ^ 5" ^ 5[



其中 ! 只 来 自 德 国 柏 林 泰 尔 公 园，"# 只 来 自 美 国 圣 地 亚 哥 野 生 动 物 园，均 为 人 工 饲 养 的 后 代［$、%］。"&’’ (

"&&! 年，羚羊圈养在面积最大为 !) * )# + 的栏圈内，撞伤事故较多。"&&! 年 , 月后，将 ") 只放 入 面 积 为 !-

.+! 的驯养场内，则无撞伤死亡，几乎无擦伤，繁殖状况良好，"&&- 年种群最高达 )) 只，为目前世 界 上 人 工 饲

养的最大种群。

"&&" 年，前中科院新疆生物土壤沙漠研究所与哈萨克斯坦科学院动物所合作，于 % 月底克斯坦西北部共

捕获幼羊 !% 只，由于此时产羔盛期已过，幼羊已具奔跑能力，繁殖群开始分散，给捕捉工 作 带 来 很 大 困 难。,

月 & 日，在哈萨克斯坦羚羊产地，!" 只羚羊被装入卡车起运，运输途中 ! 只死亡。在阿拉木图暂养期间，由于

对潮湿低温的环境不适应，死亡率 较 高。& 月 "# 日，存 活 的 ! 只 雌 体 空 运 至 新 疆 中 科 院 阜 康 荒 漠 生 态 站 饲

养。栏圈几呈圆形，面积 $## +! 。羚羊进食情况良好，生长发育迅速，与饲养员关系亲和。以后，" 只检疫时

受惊碰撞死亡，另 " 只亦于次年 ! 月 患 创 伤 性 网 胃 炎 继 发 创 伤 性 心 包 炎 致 死。综 上 所 述，捕 捉 的 !% 只 幼 羊

中，% 只死于外伤，! 只死于消化不良，$ 只死于对阴冷环境不适，" 只为创伤性心包炎。

"&&! 年，在总结前一年经验的基础上，于 % 月初捕捉 ) 日龄幼羊 )# 余只，因其不具备奔跑能力，所以可以

有选择地捕捉。之后暂养于哈萨 克 斯 坦 动 物 所。, 月，哈 萨 克 斯 坦 政 府 终 止 了 该 合 作 项 目，引 种 被 迫 中 断。

后来这批羚羊部分饲养于阿拉木图动物园，生长发育良好。

"&&- 年，前中科院新疆生土所与俄罗斯卡尔梅克共和国达成协议，与甘肃濒危动物繁育中心共同引进 )#

只赛加羚羊。% 月初在卡尔梅克羚羊产地捕捉幼羊 )# 只，饲养在当地几个分散的饲养点。- 月 !$ 日，将分散

在数百平方公里的羚羊集中，共 !’ 只，而后运往 "### /+ 外的莫斯科机 场，于 !- 日 凌 晨 抵 达 乌 鲁 木 齐，换 车

兼程于 !’ 日午运抵武威。!’ 只中，在运往莫斯科途中死亡 ) 只，在莫斯科机场死亡 % 只，运抵乌鲁木齐死亡

! 只，运往武威途中死亡 - 只，运抵武威仅存活 "" 只，后又于数日内死亡 , 只，成活 % 只。从尸检结果来看，大

多数为内脏器官脱水。现存 % 只生长发育正常，并与原种群合群。

!0 0 国外引种、饲养概况

从 "’,$ 年赛加羚羊在伦敦动物园首次展出迄今，赛加羚羊已有 ")# 余年的驯养历史。"&%# 年前，西欧和

美国的赛加羚羊饲养种群均已绝灭。之后，作为 东 西 方 动 物 贸 易 的 中 转 点，从 "&%! ( "&-! 年，有 "$’ 只 赛 加

羚羊从前苏联出口到布拉格动物园，然后运往西方，其中 -, 只在装运前即死亡；"&%’ ( "&’, 年，亦有 ))! 只到

达柏林泰尔动物园。"&%’ ( "&’, 年，在柏林泰尔动 物 园 出 生 的 ""! 只 幼 羊 中，"! 只 流 产，-" 只 死 亡，其 中 ,)

只没有活过第 ! 年，$" 只在 , 个月时已经死亡。在美国，赛加羚羊死亡的主要原因依次为外伤及相关的应激

综合症、寄生虫和细菌感染；在布拉格亦有 )# 只死于外伤；但在柏林，对 %) 只解剖，"% 只死于细菌感染，仅有

"# 例发现寄生虫［, ( ’］。

目前，欧洲与美国大多动物园饲养的赛加羚羊的羚羊种群很少或已绝种。"&&- 年，美国亦在争取从俄罗

斯卡尔梅克引进赛加羚羊。

)0 0 经验与教训

赛加羚羊为生活在开阔草原善奔跑、胆小警觉的动物，在其驯养过程中由于进入了人工圈养的集约环境，

而与其在自然环境中在系统发育过程中已适应的气候环境、摄食行为、自然的种群关系等切断，即使在驯养几

代后，仍会因各种应激原的刺激而产生不适应，重者创伤死亡，有时虽未伤，但发生猝死或 ! ( ) 天 后 死 亡；轻

者神经与内分泌失调，而表现出一系列临床症状，如食欲减弱、精神不振，而导致机体抗病能力下降，从而引起

各种继发病［&］。国内外引种实践表明，应激综合症为羚羊死亡的重要原因。

捕捉：从 "&&" 年引种死亡率较高分析，应捕捉 ) ( $ 日龄已吃上母体初乳的幼体。此时，幼羊易于捕捉并

可选择健壮个体，且幼羊已具母原抗体，应激反应机制尚未建立，因而易于与人亲和，成活率较高。"&&! 年及

"&&- 年的成功证明了这点。

运输："&&- 年，由于客观原因的制约，被迫采取了连续运输的方式。- 月 !$ 日，在卡尔梅克首先将分散在

数个饲养点的幼羊集中，!% 日于莫斯科郊外在车上停顿 " 夜便于 !, 日 乘 机 运 抵 乌 鲁 木 齐，行 程 约 %### /+，

后用汽车于 !’ 日运抵目的地，总行程约 &### /+，历时 % 天 $ 夜。由于羚羊始终处于极度紧张状态，因而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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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较高。

笼箱的合理设计亦是运输成功与否的重要因素之一。由于 !""# 年设计笼箱箱顶有光线透入 ，而造成羚

羊头顶、眼、鼻部多处碰伤。

饲养与繁殖：从国内外饲养情况分析，饲 养 场 的 面 积 大 小 是 饲 养 成 功 与 否 的 首 要 因 素。!""$ 年 前，武 威

采取小圈饲养，羚羊碰伤率较高；之后，将羚羊放入面积为 $# %&$ 的场地，则再无该现象发生。圣地亚哥动物

园的有蹄动物饲养场达到 $’ %&$［#］。()*+, 建议将栏围建得足够大，则可避免碰伤。足够大的面积可保证其

有充足的活动空间，并建立自然的种群关系。如因检疫、防病必须使用小圈，则应建成较小并设有防撞措施的

围栏。

赛加羚羊盲肠发达，摄食过程简单。从饲养情况来看，它能很好地适应人工饲料。如柏林泰尔动物园，用

饲养有蹄类的高能量混合物，加胡箩 卜、蔬 菜 补 充，很 易 饲 养［-］；在 阜 康，饲 喂 干 苜 蓿、胡 箩 卜 亦 很 成 功；武 威

根据羚羊喜食程度而搭配不同草料，并补充胡箩卜、蔬菜，定点给水，并根据不同季节营养需要而改变比例 并

补充矿物质［.］。

赛加羚羊繁殖力强，在野生状态，雌幼羊部分当年即可参与繁殖，雄体第二年参与繁殖。双羔率较高。在

小圈饲养可人为配对，而在大圈雄体必须争斗方可配种。

/0 0 小结

从国内外引种实践分析，赛加羚羊对人工饲料不苛求，在饲养过程中易与人亲和。因此，在今后引种驯养

中，如能解决在捕捉、运输、饲养等一些重要环节中存在的问题，饲养成活率将会逐渐提高。随着饲养 种 群 的

逐渐扩大，一方面可形成产业规模；另一方面可为羚羊的半散放直至散放提供基础种群，从而为野生种群恢复

奠定坚实基础。

采取分段运输。在卡尔梅克捕捉的幼羊应集中饲养检疫；运输途中，应在莫斯科郊外设立一羚羊 1 2 . 日

临时休息处；抵达乌鲁木齐后，应在距乌鲁木齐仅 !.’ 3& 的新疆吉木萨尔野马繁育研究中心暂养、检疫；检疫

完后，再运往甘肃武威。

在卡尔梅克原产地对幼羊开展镇静剂的种类、剂量对比试验。但在运输途中应谨慎使用。

加强圈养状态下羚羊生态行为的研究，从而制定更趋合理的饲养管理措施。

赛加羚羊的拟散放地甘肃武威野生动物繁育中心及新疆吉木萨尔野马繁育研究中心均位于近代羚羊分

布区中，前者可供半散放面积为 4#’’ %&$ ，后者为 4’’ %&$ ，这些均为赛加羚羊野生种群的恢复提供了可靠保

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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