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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在其缘板上作了永久性标记。以地面温度 

计测地面温度，照度计测光照强度，半导体点温 

计喉下测体温。每日自 8—22点钟观察龟的活 

动，每小时记录一次光照强度、地面温度、气 

温及测量 5—10只龟的体温。对于开始休眠的 

龟 ，用贴有该龟编号和人洞日期的木棍插入休 

眠 洞口，对 46只龟的人蛰情况作了记录。在龟 

人蛰后的不同时间里，根据洞口的标记，对休 

眠}『司的挖掘情况怍了调查。第二年 4月，对出 

蛰及休眠洞的资料作观察记录。因此，本文于 

1991年 4月到 1 992年 4月进行观察记录。 

2 结 果 

2．1 出蛰 四爪陆龟于 3月末 4月初，当平均 

气温达 10T；左右，早春植物 已返青时开始出蛰 

活动。于 1992年 4月对 46只龟的出蛰情况作 

了观察记录(见表 1)。 

4月4日前已有 5只龟 (10 9％)出 蛰。4 

表 l 46只龟的出蛰记录 

日 期 { 日前 6 l0 l 2 I3 I 3日后 

累计 出蛰龟数 8 l 2 I4 i8 20 Z5 27 29 S0 S8 {‘ 

累计出蛰百舟率 10．9 I 7． 26．1 30．4 39．1 43．5 54．3 5 B．7 63 65．2 82．6 】00 

雄龟景计出蛰数 4 6 9 l0 1l 1 2 I5 l6 I 8 1 8 20 2{ 

雌龟累计 出蛰数 1 2 3 4 7 8 10 l1 】1 l 2 】B 22 

月中旬基本出蛰。早期雄龟出蛰数量似有较雌 

龟大的趋势，如雄雌之比在 4日前为 4：1，4日 

为 2：1，5日为 3：1，是否存在此现象，还有待于 

进一步研究。日出蛰时间多在 10—14点 钟 之 

间。天气晴朗时出蛰龟的数量较多，如 5⋯7 9 

1 3日。阴天出蛰的龟数较少，如 8、10、1 2日。 

2．2 日活动节律 四爪陆龟的 日活动 节 律 可 

以分为 6个时期： 

2．2．1 转身期 7点 30分一9点龟结束夜息期， 

将身体前端调转向外仍停于洞中一段时间不活 

动。转身时的体温在不同季节差异较大，可以 

自 月的 ℃ 左右变化到 7月 的 20'(2左 右。 

曾在不同季节将 34只已人洞的龟用 土 7次 封 

埋，使其感觉不到光及环境温度的变化，但早晨 

龟仍能转身，自土中探出身来。由此可说四爪 

陆龟的转身行为与体温和光照无关，主要受生 

物节律的调节。通常在 日出半小时至 1小时期 

开始陆续转身。转身后，龟于洞中将头及四肢 

半缩于壳内，微闭双眼。保持这种状态的时阆 

长短主要由天气情}完所决定。若天气晴朗，转 

身后 37±6，4分钟后离洞 日光浴。 

2．2．2 日光浴期 多在 8—10点钟时，龟结束 

转身期而离洞，选择向阳处，背对阳光，伸出 

头颈及四肢进行 日光浴以提高体温。日光浴时 

间的长短主要决定于体温状况。当 体 温 达 到 

28±2．1~C(n一 3 8)时开始活动。 

2．2．3 前活动期 9—1 3点钟时，高峰期在 10 

— 12点钟时。当龟的体温达到活动温度 (2S± 

2，l℃)后，便开始游荡、觅食 求偶等活动。 

2．2．4 避暑期 12—1 8点钟时，多集中于 13-- 

l7点钟时。此时龟就近掘嗣或找一阴 影 处 避 

暑。龟的避暑行为完全受体温控制，因不同幸 

节外界温度差异较大，导致龟避暑时间的长短 

有明显差异。但开始避暑的体温却是基本一致 

的，所测 84例正在掘洞避暑的龟，其体温平均 

为 35，1±0．8℃。 避暑期间龟的体温略有下降， 

下降幅度与避暑是否人洞还是停于荫影处与洞 

口的开向阳坡或阴坡有关。同时并非所有的龟 

在避暑期间都保持不动，有小部分龟在体温下 

降后离洞做短暂的活动，待体温升高后就近避 

暑。 

Z,Z．S 后活动期 l7—2I点钟时，高蜂期 在 I8 
— 20点钟时，在环境温度下降、地面温度低于 

40℃ 时，龟开始活动，直至夜间人洞。 

乞2．6 夜息期 21—8点钟时， 当光照强度低 

于 3．2±0．5万 Lux时，龟结束 1夭的活动就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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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I 阴天龟的活动与体温、气温、地温和光照的关系 

(此图图侧连用于奉文晷围) 

掘洞夜息，直至第二天早晨转身。龟夜息时的 

体温均在活动温度的下限以上，时常在最适体 

温(32．4±1℃)左右。 推测龟夜息与体温无关， 

主要受光照强度的影响。 

暑．2．7 阴天活动特点 选择 5月中旬几个阴天 

(最大光照不超过 6万 Lux，自 9—20点钟 时 

平均为 3,6万 Lux)以反映阴天的龟的活动特 

点。其它季节阴天活动情况基本相同，只是活 

动时间不同(见图 1)o 

由图 l可见整 日都有保持转身状态 的 龟， 

以等待天气好转后再出来活动。出洞的龟将头 

及四肢缩于壳内，伏于低凹向阳的避风处等待 

着体温的升高。1 3点以后，已有龟人洞。 1 6— 

17点钟时，较强光照使部分龟的体温升至活动 

温度的下限而开始活动。在 l3点钟时的 较 强 

光照虽使龟的体温明显上升，但未达到活动体 

温，因此无龟活动。 

下雨时龟的活动可分为两种情况，连续阴 

雨天之后，遇雨龟纷纷人嗣，停于雨中的较少见 

(2O％ 以下 ，n一 5)；遇较长时间的=F旱后(一 

星期以上)，若在龟人洞前下雨，龟大都停于草 

丛或凹陷处琳雨 (85％ 以上，n一5)，同时吸 

吮草叶上聚集的雨水。若龟夜间人裥屠 下 雨， 

60％(n一 4)以上的龟出洞琳雨，即使在深夜也 

不例外。有时一夜大雨之后，第二天清晨几乎 

所有龟的背板清洁如l洗。 

2．3 日活动节律的季节变化 

2．3．1 出蛰届的早期活动特 点 出 蛰 1--2天 

内龟几乎没有进食和求偶活动 ，整 日在 日光浴， 

即使体温迭 30℃ 以上，甚至接近 35℃ 时仍不 

活动或活动性很差，偶尔仅以每分钟 3米左右 

的速度缓慢爬行。随后逐渐开始进食井表现出 

求偶行为。此期由于气温、地温和光照强度均 

较低，龟的体温不易升得过高而迫使其人嗣避 

暑。因此 日活动表现为单峰型(见图 2)。 

2．3．2 4月中至 5月中的活动特点 此 期 早 春 

埴物生长茂盛 ，气候湿润，温度适宜，为龟一年 

中活动最旺盛的时期。龟进食频繁，食量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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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前活动期的活动高峰较前 提 早 了 l小 时 

(见图 4)。 

互3．4 6月中至 8月中的活动特点 6月 中 旬 。 

以后，由于环境温度较高，蒸发强烈，降雨稀少 ， 。 

龟的食量大减，体重普遍下降，求偶行为终止， 

活动性显著减弱，已开始表现出早期的夏眠迹 00 

象，如仅半天活动(上午或下午)，或于洞中连续 ． 

停留 2--3天再出来活动。6月末 7月初已有部 

分龟开始夏眠。7—8月为一年的最热时期，气 100 

温、地温及蒸发量均达到全年的最高值。龟开 
～  

始活动不久体温即升至 35~C而迫使其入 洞 避 ：． 

暑。部分龟转身l一2小时后未离洞却又调转回 暴 50 

身，整日不出，或 目光浴后尚未开始活动就重新 一 

^漏蛰伏。 日活动时间不足 6小时，为全年的 一 

最短时期。避暑时间进一步延长至 6—7小时， o 

达全年的最长时期。活动龟的比例显著 下 降， 

6—7月仅为 5O％(ggq 5)，7--S月仅为20％ 囝6 

左右(见图 6)。 

时·间 

7月中至 8月中龟的 日蓿动与体温、气疆 

和地沮的*系 

袁 2 四爪陆龟 自 6月束至 8月的怍眠情况 

日 期 6．26 7．1 7．10 7．20 7．30 8．10 8．2O 8．2 

累计休眠龟数 i 3 7 29 O 42 4 ‘6 

累计休眠龟的比例 2．2 6． 15．2 63 7 91．3 97．8 100 

雄龟累计休眠数 1 2 18 21 22 24 2 

雌龟累计休眠数 0 1 3 1I I 9 20 2I 2l 

互d 人蛰 l 991年 6—8月对 46只龟的 入 蛰 

情况作了记录 (见表 2)，四爪陆龟于 6月末开 

始陆续夏眠，87％ 的龟于 7月内已休眠。8月 

仅个别龟在活动。夏眠与冬眠相连，直至第二 

年 3月末出蛰。 

2．5 休眠洞的测量 自 l 991年 9月 到 l 992 

年 4月，对 l4个龟洞进行了测量(见表 3)。 

从 9月 儿 日到 lO月 30日所测休眠 洞 的 

表 3 四爪陆龟体眠洞的测量数据 

一  7．5 7．11 7．20 7．2O 一 8．20 休眠 日期 7．1O 7．26 7．10 7．16 7．20 7．Z4 — 

剃鼍日期 9．I1 9．12 9．20 9．Z0 10．3O 10．3D 4．5 ．7 4．7 4．8 ‘．8 4．8 ‘．13 4．13 

垂直深度 ccm) 0 ‘6 63 ¨ 120 110 172 i60 10O 110 I20 I10 100 120 

水平深度 (ore) 4 57 72 79 190 120 15O 60 7 I1 I90 120 1，O 1 30 

嗣道长度 (cm) B 6 79 120 2Z 140 220 i80 1‘0 l6 225 1 0 165 190 

数据可以看出，龟入洞夏眠后，随着时间的推移， 

道不断被加深。 1 991年 l0月 30日和 l 992 

年 4月 8日所测同样两洞其数据完全相同，推 

测龟于 l0月底已将休眠洞 完 成。 t 0月 30日 

以后测的 l O个成漏，平均洞 全 长 为 179±儿 

cm，垂直深度为 122．2±7．7 cin，水平深度 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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