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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圈养条件下秋冬季水鹿行为时间分配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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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对秋冬两个季节半圈养条件下水鹿行为的时间分配研究表明：水鹿在秋季时间花费最多的行为是

休息，在冬季时间花费最多的则是站立。,检验的结果显示，与秋季相比，雌雄水鹿在冬季都减少了卧

地休息和反刍的时间，而站立的时间增加。在冬季雌鹿站立的时间多于雄鹿，而雌鹿卧地休息的时间少

于雄鹿。同样，在秋季雌鹿站立的时间极显著多于雄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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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鹿（B-+%(#(.01"5"+）是我国珍贵的经济

动物，由于数量稀少，是国家的二级保护动物。

水鹿是典型的森林栖息者，出没于南方森林，偶

尔到林缘草地活动，致使进行细致的水鹿行为

研究有很大困难。在国内迄今关于水鹿行为只

有一些零星的报道［6!R］，尚未有水鹿行为方面

的专题研究。我们在677<年6:月和677M年

6月对半圈养条件下的水鹿行为时间分配进行

了研究，期望能从这个角度加深对水鹿行为的

了解，为科学的保护管理这一濒危物种提供基

础资料。研究结果做如下报道。

! 实验现场和研究方法

研究地点在上海市南汇县野生动物园。该

园水鹿全部来自海南省，属海南亚种［Q］。经过

一年多的环境适应，水鹿已成功繁殖。在面积

约为6̂RR,F9的食草动物区内，动物可自由活

动。除 水 鹿 外，该 区 内 还 自 由 放 养 有 马 鹿

（B-+%(#-5*C2(#）、麋 鹿（D5*C2(+(#)*%0)03
*.(#）、梅花鹿（B-+%(#.0CC".）等有蹄动物。

观察分三个阶段进行。

677<年7月98!R:日。此阶段为预观察

·:;· 动物学杂志 P,*’%/%U)A&’"H)I2))H)$T 9:::%’（9）



期，构建水鹿行为谱，并利用角、耳记和斑痕等

作为自然标记区分水鹿个体。

!""#年!$月!!%&日。此阶段的观察结

果作为水鹿秋季行为模式。观察采用扫描取样

法。对于 园 区 内 的’头 成 年 水 鹿（&雌 和&
雄），间隔!(分记录一次行为状态。根据预观

察的结果，将水鹿的行为状态记录分为站立、运

动、卧息、取食、反刍。同时也记录其它行为如：

争斗、饮水、游水等。每日观察从早晨(点&$
分开始至傍晚!#点结束，共计观察了!&)小

时。

!"")年!月"!%#日。此阶段的观察结

果作为水鹿冬季的行为模式，观察记录的数据

项目同秋季一致。每日观察从’点&$分开始

至傍晚!#点结束，观察时间共计)*小时。

观察时使用熊猫牌)+&$双筒望远镜。所

有的统计和计算都在,-,,统计软件中进行。

观察者与水鹿保持一定的距离，以能分辨清楚

行为类别为准，同时尽量将观察活动对水鹿的

影响减少至最小。

! 研究结果

!"# 水鹿的行为谱 根据预观察的结果，构建

水鹿的行为谱。现将水鹿的五种主要个体行为

描述如下：

!"#"# 反刍 水鹿站立或卧地时均可发生反

刍行为。可明显观察到食物团在食道中的上下

运动和嘴的咀嚼，每个食团咀嚼次数在&$!*$
次。水鹿每次反刍的时间从几分到一两个小时

不等。

!"#"! 卧息（水鹿躺卧在地而未反刍时） 水

鹿在白日花费大量时间卧地休息，卧息时身体

大多呈前肢蜷曲侧卧状，有时也会将前肢伸直

趴卧，将头侧放于肋部。雄性水鹿卧息时有较

为固定的一小块地域，甚至常常是在一处卧巢

休息，而雌鹿虽也有较固定的卧息地域，但无固

定卧巢。

!"#"$ 运动 水鹿活动时动作迟缓，行进时一

般将头低下，常将短尾翘起，露出淡棕黄的臀

斑。走路姿势与家养水牛相仿，极少有奔跑的

行为发生。

!"#"% 取食 分在食槽内取食和在啃食地面

植物两种形式。取食时水鹿较为机警，常发生

停顿，抬头向四周张望。

!"#"& 站立 能静止站立较长时间，甚至可达

半小时以上。发现可疑情况或受到干扰时，水

鹿立即站立，静止不动，张望观察。这时，可看

到它的颈僵硬直起，颈毛竖立，耳廓向一个方向

不停转动，眼则紧盯可疑物。面对可疑物体，水

鹿有时会抬起一只前蹄对地面一下一下的敲

打，发出“嗒，嗒”的空响，这时其它个体有的也

会朝所正对的方向张望，这种行为可能有双重

的含义，是行为施动者对可疑物体的试探，以及

给其它个体传递警告的信息。

!"! 五种主要个体行为的日均时间分配 在

秋季，卧地休息是雌雄水鹿白天最主要的个体

行为状态，花费在运动的时间最少（见表!）。

而在冬季，站立成为雌雄水鹿白日分配时间最

多的行为，分配时间最少的行为是运动。雌雄

水鹿行为时间分配的季节性变化趋势一致。与

秋季相比，在冬季雌雄水鹿都减少了卧地休息

（!!.(/’&，""$/$!；#!.)/$)，""$/$!）

和反刍（!!.*/%$，$/$!"""$/$(；#!.
(/$，""$/$!）的时间，但站立的时间增加（!!
.’/!%，""$/$!；#!.#/)*，""$/$!）。

!检验的结果表明：在秋季，水鹿花费在站

立的时间雌雄性具有显著差异（!.%/))，$/$(
"""$/$!），花费在卧息的时间雌雄性差异极

显著（!.*/))，""$/$!）。雌性站立的时间

［（%/$)0$/&$）小时］多于雄性［（!/%(0$/!!）

小时］，而雌性花费在卧地休息的时间［（*/%!0
$/%#）小时］少于雄性［（*/))0$/!$）小时］。在

冬季同样是雌性站立的时间极显著多于雄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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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水鹿五种行为的日平均时间分配（单位：小时）

类别 卧息 取食 反刍 站立 运动 样本大小

雌性秋季 !"#$%&"#’ #"($%&"#) $"#*%&"&) #"&+%&"(& &"!,%&"$# (
雌性冬季 #"!#%&",* #"&&%&"!) &"’$%&"#, !")’%&",) &"(#%&"$! (

! ,")(!! $"&) !"#&! )"$#!! $"!*
雄性秋季 !"++%&"$& $"*#%&"$) $"(*%&"$! $"#,%&"$$ &",!%&"!& (
雄性冬季 #"),%&"(* #"!+%&"!& &"*!%&"$$ (",&%&"!! &"!*%&"$$ (

! +"&+!! #"!$ ,"&&!! ’"+!!! &",$
秋季雌性 !"#$%&"#’ #"($%&"#) $"#*%&"&) #"&+%&"(& &"!,%&"$# (
秋季雄性 !"++%&"$& $"*#%&"$) $"(*%&"$! $"#,%&"$$ &",!%&"!& (

! !"++!! #"$& $"#+ #"++! &"+’
冬季雌性 #"!#%&",* #"&&%&"!) &"’$%&"#, !")’%&",) &"(*%&"$! (
冬季雄性 #"),%&"(* #"!+%&"!& &"*!%&"$$ (",&%&"!! &"!*%&"$$ (

! &")& $",$ $")& !"$’!! $")’

注：表内秋冬季节数据为)点(&分至$’点时间段计算结果，!&"&$"""&"&,，!!""&"&$

"#$ 五种主要个体行为的日变化规律 经比

较，水鹿雌雄间、秋冬季节每日个体行为规律表

现大体一致，合并所有数据，以各行为在某一时

刻记录次数占总记录次数的比例为纵坐标，时

间为横坐标，作图（见图$）。水鹿每日有两次

取食高峰，分别在+点(&分!*点左右和$!

点后出现。估计取食高峰的出现与动物园的人

工投食时间有关。在早晨取食高峰出现前有一

反刍高峰，站立多在’点前和$)点后发生，在

早晨取食高峰结束后水鹿大多进入休息状态，

一直到第二取食高峰发生时结束。

图! 水鹿五种主要个体行为的日变化规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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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讨 论

与秋季相比，在冬季雌雄水鹿都减少了日

间卧地休息时间，而站立的时间增加，推测与气

温有关。因园内水鹿卧息在裸地，冬季站立的

姿势可以减少水鹿身体与地面的接触，增加接

收太阳辐射的面积，有利于身体温度的维持。

由于受到风的作用，水鹿站立的姿势可能会比

卧息的姿势能量消耗大，然而在本次冬季观察

期间，刮风的天气并不多，因此水鹿能量消耗问

题中风的影响不在讨论范围之内。秋冬季相

比，白昼水鹿取食的时间无明显变化，但冬季水

鹿日间反刍的时间较之秋季有明显下降，说明

水鹿可能在冬季更偏向于夜间反刍。

动物雌雄两性行为时间分配不同，雌性较

之雄性花费在警戒的时间多，这在小苇羚（!"#
$%&’(()%&$*&%&）［!］和狍（+"),%-".(/0%-）［"］

上都有所体现。上海野生动物园水鹿雌性花费

在站立时间多于雄性可能是类似情况的表现。

而之所以出现这种现象是由于雌雄两性的繁殖

策略不同。水鹿由雌性承担幼鹿的抚育，可能

在进化中雌鹿采取了花费较多时间保持警戒的

策略，以求得提高幼鹿的存活率。站立的姿势

可使水鹿有更大的视野，更易于向群体中的其

他个体发出警报，与卧息的姿势相比，站立的姿

势显然更为有利于警戒。这些可能是雌性水鹿

在秋冬两季的日均站立都显著较之雄性高的原

因。在秋季，雌鹿的日均休息时间较雄性低，可

能也是同样的因素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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