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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麝哺乳期的时间分配和行为研究
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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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对饲养条件下林麝哺乳期的时间分配和行为进行了研究。为满足哺乳期能量需要, 母

麝有以下行为适应: 增加摄食时间; 提高摄食效率; 减少运动以降低能耗。随幼麝周龄增长, 哺

乳时间 (Y = 181757- 11872X , R = 01827, P < 0101)、警戒时间 (Y = 461399- 31427X , R =

01947, P < 01001)、舔肛时间 (Y = 121013- 11925X , R = 01920, P < 0101) 等母性投资均逐

渐降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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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麝 (M oschus m osch if erus berez ovsk ii) 既是国家二级保护动物, 又是珍贵的药用和

香料动物。但死亡率高是目前养麝业的一大难题, 哺乳期的饲养管理直接关系到幼麝的存

活率, 林忠等 (1995) 研究了林麝妊娠期和哺乳期的能量代谢特征, 但行为学研究尚不

多。笔者于1993年4～ 9月对林麝哺乳期的行为作了初步研究, 以期为鹿类动物行为学增加

基础资料, 并为人工饲养提供理论依据。

材料与方法

　　本文工作在上海市崇明县东平林场养麝场进行, 实验围栏面积50×25 m 2, 实验动物

为4头正常产仔哺乳的健康母麝, 投喂足量的精饲料和红薯叶 (P om aea ba ta tas) 供母麝

自由取食。根据体毛、脸型及身体特征进行个体识别, 用8×30倍望远镜在围栏外隐蔽处

观察, 按幼麝周龄取样, 每天观察14 h (05÷00～ 19÷00) , 累计观察时间490 h。

　　采用目标动物取样法 (Foca l sam p ling) , 观察20 m in, 间隔期10 m in, 收集时间分配

数据, 并记录特殊行为 (哺乳、舔肛、警戒)。

母乳时间分配的行为活动分为: 躺卧、摄食 (取食人工饲料)、运动、社会行为 (与

其它个体相互修饰等)、母幼联系 (母幼一起活动的时间)、其他 (排泄、自我修饰等生

理活动)。

结　　果

1. 时间分配

　　表1列出了母麝分娩前及哺乳期的时间分配, 从表中可以看出, 母麝在哺乳期的摄食

时间比妊娠期增加37107% , 而躺卧时间、运动和社会行为分别减少7164%、20120% 和

60166%。母麝的运动和社会行为在产后12周又恢复到妊娠期水平, 而摄食时间稍有回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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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仍高于妊娠期。在整个哺乳期, 母幼联系时间随周龄增加而减少, 到第12周时已很少。
表1　母麝的时间分配 (% ) (n= 4)

T able 1　T im e budget of m usk deer mo thers (% ) (n= 4)

时间
T im e

躺卧
Sitt ing

摄食
Feeding

运动
M oving

社会行为
Social

behavio r

母幼联系
M o ther2young

in teraction

其他
O ther

观察时间 (m in)
T im e observed

(m in)

分娩前4周
4 w eek s befo re

partu rit ion
70161 12173 12111 3161 1120 2200

分娩后1周
1 w eek s after

partu rit ion
56191 16198 16104 1176 6182 1150 1440

分娩前4周
4 w eek s after

partu rit ion
67121 19111 6155 1135 4117 1161 2120

分娩后8周
8 w eek s after

partu rit ion
71153 16126 6140 1115 4110 0162 2000

分娩后12周
12 w eek s after

partu rit ion
66121 14120 12154 5171 0168 0168 1460

　　在母幼联系中主要由3种活动 (哺乳; 跟随: 幼麝跟着母麝走动; 修饰: 母麝舔幼

麝) 组成, 表2显示: 第1周, 母幼联系的主要活动是哺乳, 第4周跟随时间增加, 到第8

周, 哺乳时间已很少, 绝大部分时间是母幼运动。而修饰时间没有明显的变异。
表 2　母幼联系时主要活动时间分配

T able 2　T im e budget of mo ther2young in teraction of m usk deer (% )

时间
T im e

个体数
N o1individuals

哺乳
Suck ling

跟随
Fo llow ing

修饰
Groom ing

第1周W eek 1 4 54131 31143 14133

第4周W eek 4 4 25184 61158 12171

第8周W eek 8 3 7193 76115 16102

　　在每天观察期中, 躺卧时间最少为两个时段 (07÷00～ 10÷00, 17÷00～ 19÷00) , 母幼

行为主要发生在06÷00～ 08÷00, 17÷00～ 19÷00这两个时段, 摄食和运动也呈现早晚两个

高峰。

2. 哺乳行为

　　母麝的哺乳行为多发生在早晚, 在幼麝4周龄前, 多为母麝发出“m i- m i”的叫声,

召引幼麝来吮乳; 4周龄后, 多为幼麝主动接近母麝吮乳。在14 h 观察期中, 哺乳时间随

幼麝周龄的增加而减少 (Y = 181757- 11872X , R = 01827, P < 0101)。哺乳早期, 幼麝吮

乳频次较多并大多能得到满足, 8周龄后幼麝吮乳要求明显减弱, 而且随幼麝周龄增长,

母麝对幼麝的吮乳要求并非有求必应, 常以走动表示拒绝哺乳, 其拒绝频率 (拒绝频次

ö吮乳要求) 从第4周开始增加, 到第7周达到最高 (表3)。周时我们通过称重2头幼麝哺乳

前后的体重差获得1周龄时的每次哺乳量为55±16196 g, 2周龄时为50±15181 g, 两者没

有差异 ( t= 01490, P > 0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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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母麝的日时间分配 (% ) (n= 4)

F ig. 1　D aily tim e budget of m usk deer mo thers (% ) (n= 4)

表 3　母麝的哺乳行为

T able 3　Suck ling behavio r of m usk deer mo thers

时间 (周)
T im e

(w eek s)

个体数
N o. individuals

哺乳时间
Suck ling tim e

(m inö14 h)

吮乳要求
Suck ling desire

( t im eö14 h)

拒绝频次
N o. of rejecting

( t im eö14 h)

拒绝频率 (% )
F requency of
rejecting (% )

1 3 27133±9119 1115±215 110±110 8170

2 3 18133±7162 815±015 215±015 29141

3 3 10183±1170 910±110 417±015 51189

4 4 7113±2121 915±015 715±015 78195

5 4 4175±0190 817±319 710±317 80174

6 3 3150±0141 913±417 810±412 85174

7 3 2117±1103 1010±413 817±410 86170

8 3 1150±0182 310±018 210±018 66167

9 3 1183±0162 413±112 310±114 69128

10 3 2100±0147 213±015 113±015 57108

11 2 1100±0150 115±015 110±010 66167

12 2 0138±0113 215±015 115±015 60100

31舔肛行为

　　母麝在哺乳时, 频频舔幼麝的肛区, 以剌激幼麝排粪。随幼麝的成长, 母麝对幼麝的

舔肛时间越来越少 (Y = 121013- 11925X , R = 01920, P < 0101) , 占哺乳时间的百分率

也逐渐减少, 到第7周消失 (表4)。

4. 警戒行为

　　警戒行为的行为模式为: 母麝在活动时抬头伫立, 耳廓转动或环顾四周。母麝的这种

警戒行为在前5周占活动时间的30% 以上, 第6周开始减弱, 第8周降至14% (Y = 4613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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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427X , R = 01947, P < 01001) (图2)。而且在幼麝1周龄时, 发现母麝的警戒行为在

母幼活动时较强 (占观察时间的42145% ) , 其他时间则较低 (12143% )。

　　母麝在摄食时也有警戒行为, 妊娠期摄食时的警戒行为占摄食时间的22175±3109%

(n= 4) , 比哺乳期高 (12182±1138% n= 4)。
表 4　母麝的舔肛行为

T able 4　L ick ing behavio r by m usk deer mo thers

时间 (周)
T im e (w eek s)

个体数
N o. individuals

舔肛时间
L ick ing tim e
(m inö14 h)

舔肛时间ö哺乳时间
L ick ing tim eö

suck ling tim e (% )

1 3 13100±3102 47157

2 3 7130±2111 40162

3 3 3167±0185 33189

4 4 2175±2102 38157

5 4 1188±1119 39158

6 3 0175±0125 21142

7 3 0100±0100 0100

图2　母麝的警戒行为 (% )

F ig. 2　A lert behavio r of m usk deer mo thers (% )

讨　　论

　　哺乳期营养物质的传递和仔兽相应的生长速度, 都比子宫内快得多 (Pond, 1977) ,

哺乳期母麝的能量需要是平时的215～ 3倍 (林忠等, 1995)。母麝为满足哺乳期能量需要,

采取以下行为适应: (1)增加摄食时间, 比妊娠期增加37107% , 比同期空怀雌麝高43171%

(林忠等, 1995) ; (2) 提高摄食效率, 因为雌麝在哺乳期摄入能持续增加, 而摄食时间

在后两个月反而略有下降 (林忠等, 1995) , 说明母麝提高了单位时间内的摄食量; (3)

减少运动时间和社会行为, 降低了能量消耗。所以, 在哺乳期母麝饲养不仅要供给足量的

食物, 而且要提高饲料的质量, 以减少母麝的摄食消耗, 获得更大的食物净能, 保证母

麝和幼仔的健康生长。

　　母乳是新生仔麝的唯一营养来源。有蹄类的初乳, 除了含有极其丰富的蛋白质、维生

素、各种营养物质和无机盐以外, 还含有溶菌酶和免疫球蛋白 G 等抗体物质 (L arson,

1985) , 由于反刍动物在子宫内不存在免疫球蛋白的传递, 所以, 初乳是被动免疫体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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唯一来源 (Jenness, 1985) , 而且在林麝饲养中发现, 早期幼麝的死亡原因主要是母麝不

授乳。因此, 初乳质量保证与否直接影响到幼麝的生存和后期发育。

　　哺乳量并不一定与哺乳时间成正比, 而受幼麝的吮乳能力影响。母麝产后第2周的哺

乳时间明显低于第1周, 但两者哺乳量却没有差别, 这说明, 新生仔麝的吮乳能力较弱,

效率不高, 故而吮乳时间较长, 而随仔麝的成长, 其吮乳能力增强, 虽然吮乳时间减少,

但吮乳量没有明显减少。幼鹿的吮乳量与生长直接有关, Robb in s 等 (1979) 测定了1月龄

内幼鹿体重的增重速度 (Y, Kgödõ平均体重) 与吮乳量 (X , Kcalödõ体重) 的回归关系:

Y = 010671+ 010233 lnX 。

　　P rice 等 (1985) 认为有蹄类幼仔在出生后一周内母乳一般能完全满足它们的能量需

要。这在林麝哺乳行为上表现为允许仔麝无限制接近乳房, 而且是仔麝自愿离开乳房而终

止哺乳行为。但母体乳汁的分泌量与乳汁总能量只在产后短时间内处于高峰, 随后呈下降

趋势 (A rm an 等, 1974) , 于是, 母体乳汁的分泌量便与幼仔的吮乳量形成一对矛盾, 这

对矛盾的激化在行为上表现为幼麝的独立, 哺乳后期幼麝吮乳要求的迅速减少就表明幼

麝对母乳的依赖越来越少, 而转向摄食人工食物并趋于独立。

　　舔肛行为是一种有利刺激, 有助于仔麝消化、排便, 随生理功能的健全, 这种行为

也日趋消失, 但在早期哺育中是必需的。因此, 在人工喂养幼麝时, 也必须通过人工按摩

或洗涮肛区来刺激排便。母麝在哺乳期也舔仔麝的头部, 躯干部等, 8周龄前, 母麝的这

种修饰行为占母幼一起活动时间的14143% , 母麝的这种修饰行为可以加深母幼关系 (盛

和林等, 1992) , 而且也是一种母性投资。因为哺乳期母性投资不仅是产乳耗能, 还有母

幼接触 (如: 舔犊) (Git t lem an 等, 1988)。

　　野生雌麝具领城性 (盛和林等, 1990) , 在哺乳期, 其领城性更明显, 常发出“hucl

hucl”的叫声, 威胁其它个体, 不让接近。在实验围栏中, 各哺乳母麝的卧迹地相距一定

距离且相对固定, 可能是母麝领域性在圈养条件下的反映。在圈养条件下, 母幼之间的修

饰还可扩展到雌麝之间, 表示一种友好行为 (盛和林等, 1992) , 而这种社会行为在哺乳

期减少了60166% , 这也是领域性增强的一个佐证。哺乳期领域性在鹿类动物中普遍存在,

如: 狍 (Cap reolus cap reolus) (E spm ark, 1969)、白尾鹿 (O d ocoilw us v irg in ianus) (O zoga

等, 1982) , 而且O zoga 等 (1982) 认为当种群增长时, 哺乳期领域性是提高繁殖成功的

一个途径。

　　哺乳期动物领域性能有效保证食物来源等, 而动物警戒行为则起到保护幼仔的作用。

母麝在幼麝跟随活动时花费较多的时间警戒, 这可以降低幼仔被捕食的风险。故而, 在哺

乳前期, 幼麝跟随活动时间较长, 而单独活动时间较短。有蹄类中这种现象较普遍 (R alls

等, 1987)。

　　林麝的母幼联系时间随幼麝周龄增长而逐渐减少, 哺乳早期, 母幼联系多由母麝主

动接近幼麝哺乳引起, “隐蔽”类型 (h ider) 的有蹄类母兽有相似的行为 (L en t, 1974) ;

第4、8周, 母幼联系减少, 而且主要是母幼活动, 哺乳时间已很少, 到第12周龄, 母幼

联系已非常稀少。林忠等 (1995) 建议在2月龄左右给幼麝断奶, 对雌麝的换毛和培养幼

麝的独立生活能力均有重要意义。从我们的观察结果 (哺乳时间、吮乳要求、舔肛行为、

警戒行为等) 来看, 他的建议是合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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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 IM E BUD GET AND BEHAV IOR OF FOREST

M USK D EER D UR ING LACTAT ION
DU W eiguo

(D ep artm en t of B iology , Z hej iang N orm al U riversity , J inhua, 321004)

SH EN G H elin
(D ep artm en t of B iology , E ast Ch ina N orm al U niversity )

Abstract

　　T im e budget and behavio r of penned fo rest m u sk deer du ring lacta t ion w ere stud2
ied. To m eet ing the energy requ ire du ring lacta t ion, m o thers show ed severa l behavio r

adap t ion: (1) Increased feed ing t im e; (2) Im p roved feed ing efficiency; (3) D ecreased

the level of m ovem en t. T he m o ther investm en t, such as: suck ling t im e (Y = 181757-

11872X , R = 01827, P < 0101) , a lert t im e (Y = 461399- 31427X , R = 01947, P <

01001) , lick ing t im e (Y = 121013- 11925X , R = 01920, P < 0101) decreased as the

faw n sπage increased.

　　Key words　Fo rest m u sk deer (M oschus m osch if erus berez ovsk ii) ; L acta t ion; T im e

budget; Behavio 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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