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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工条件下越冬扬子鳄的繁殖

汪仁平 夏同胜
（安徽省扬子鳄繁殖研究中心 宣城 !$!"’$）

摘要：!""’ 年 (( 月 & !""$ 年 % 月在安 徽 省 扬 子 鳄 繁 殖 研 究 中 心，观 察 了 人 工 养 殖 的 成 年 扬 子 鳄

（1,,#/+2(* &#$%$&#&）在饲养池和模拟自然生态环境的繁殖区中越冬后的繁殖行为。结果表明，在与扬子鳄

自然洞穴的温度和水分条件相似但其他条件相差很大的人工环境中冬眠的扬子鳄具有繁殖能力。越冬

后，这些鳄只能在具备其栖息地环境特点的场地成功繁殖，但不能在不具备这种环境特点的场地成功繁

殖。本研究拓展了扬子鳄的人工繁殖技术，为扬子鳄人工繁殖场地的兴建提供参考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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扬子鳄（ 1,,#/+2(* &#$%$&#&）主要分布于中国

的长江中下游地区，地处亚热带，四季分明。由

于生活于这种特定的地理环境中，使扬子鳄具

有典型的冬眠习性，即在自己挖掘的洞穴里休

眠，度过冬天。在人工驯养条件下，扬子鳄被高

密度放养于饲养池，由于饲养池中没有土岛（不

留土岛的目的是扩大池的饲养面积，增大鳄放

养量），仅有供鳄晒阳的平台，他们只能在室内

保温条件下越冬。在室内越冬，其冬眠环境与

自然洞穴环境不同，因而成年扬子鳄在人工条

件下越冬后，能否繁殖成为人们关注的问题［(］。

经过多年的实践，发现人工条件下越冬后的成

年扬子鳄在饲养池中不能繁殖。鉴于这一问

题，!""$ 年我们把人工条件下越冬后的成年扬

子鳄投放到模拟自然生态的环境中。结果表

明，在适宜的环境中扬子鳄能够成功繁殖。本

研究丰富了扬子鳄的饲养生物学，拓展了扬子

鳄的人工繁殖技术，并为兴建扬子鳄人工繁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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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提供参考依据。



! 材料与方法

实验扬子鳄 !! 条，其中雄鳄 "# 条，雌鳄 $%
条，鳄年龄 % & # 岁，已性成熟。雄鳄平均体长

是 "’()* +,，平均体重是 "’)$ -.，雌鳄平均体长

是 "$$)( +,，平均体重是 "*)/ -.。实验鳄越冬

前经过高密度（"$ 条0"// ,(）人工饲养，(//1 年

"" 月 ($ 日被放入越冬室内冬眠，(//* 年 * 月 (
日结束冬眠，之后被投放到模拟野生扬子鳄自

然环境的繁殖区，由人工投喂食物。另有 *1$
条成年扬子鳄作为对照，在相同条件下越冬，于

(//* 年 1 月 (# 日被放入 ( 个成鳄饲养池中饲

养。

越冬室由砖瓦房改造而成。在房内，石棉

瓦交叉侧立在地面上，构成多个方格。方格面

积 ( & 1 ,(，按每平方米 1 条鳄的标准，将成鳄

放入方格内冬眠。鳄在室内冬眠过程中，人工

控制鳄体湿度和室内温度，即每天喷水一遍，保

持鳄体湿润，使用加热器保持室内温度在 % &
"12，并避免过多人为干扰［(］。模拟自然生态

环境的繁殖区（以下简称繁殖区）是 (//1 年下

半年由本单位的一处开阔山坳地外围圈起一道

" , 高的围墙，其内筑起三道拦水土坝的场区。

山坳呈南北走向，由北向南地势降低，其内三道

拦水坝由东向西呈台阶状分布，从而在山谷间

构成梯田状的三层水域，东西两岸的陆地上有

稀 疏 的 马 尾 松（ !"#$% &’%%(#"’#’ ）、苦 竹

（!)*"(+,’%)$% ’&’-$%）和杂草等植被。该区总面

积达到"$ *// ,(（长 ((/ ,，宽 !/ ,），水面面积

达到$ #// ,(，水深平均约 " ,。成鳄饲养池是

人工修建的水池，四周由带有防逃飞檐的挡土

石墙筑壁，中间是用毛石墙围护起来的土质平

台，该平台高出水面约 ($ +,，作为陆地供给鳄

休息和晒太阳，池水深平均 ’/ +,。( 个成鳄饲

养池总面积是( #// ,(，其中陆地（平台）面积是

**/ ,(，水面积是( *’/ ,(，陆地上有零星自生

的垂 柳（ .’,"/ +’+0,(#"1’ ）、黄 花 蒿（ 2-)*&"%"’
’##$’）和灯芯草（3$#1$% *44$%$%）。

在扬子鳄营巢之前，’ 月 % 日于距水边 $ &
"/ , 的 地 方 人 工 投 放 筑 巢 材 料，如 芒 草

（5"%1’#)6$% %"#*#%"%）等。在营巢和产卵期间，每

天进入繁殖区内全面检查一遍鳄营巢和产卵情

况，并将所产的鳄卵捡回，用托盘天平（精确度

/)" .）和游标卡尺（精确度 /)/" ,,）测量卵重

和大小，再人工常规孵化［1 & $］。

" 结 果

"#! 冬眠环境 扬子鳄的冬眠期在本地为 "/
月下旬 & 次年 * 月底，而在 "" 月下旬至次年 1
月底，扬子鳄在自然状态下深居洞穴内越冬，人

工捕回则被放入越冬室内冬眠。将越冬室内冬

眠的环境条件与洞穴的冬眠环境［’］进行比较。

从表 " 可见，两种状态下相似的环境条件是温

度和水分，其他条件相差很大。

表 ! 自然与人工条件下越冬扬子鳄的冬眠环境

条件
温度

（2）
水分 空间 光照 土质

冬眠

鳄数
干扰 卫生

自然 # & "* 潮湿 狭小 黑暗 粘土 单条 无 不清洁

人工 % & "1 湿润 开阔
昼夜

交替

混凝

土

多条

一起!
有 清洁

!不分性别地混放一起。

"#" 生活环境 为便于繁殖区与饲养池的环

境比较，将扬子鳄生活环境的主要因素分为水

体、陆地和植被条件，以及人为干扰。水体和陆

地条件用每条鳄占有的面积来描述。将繁殖区

和饲养池中扬子鳄生活的主要环境因素列于表

(。表 ( 显示鳄所在的繁殖区生活环境远比饲

养池要好，两者的水陆面积比相差很大，繁殖区

的陆地面积比水面大了近一倍，而饲养池的陆

地面积远小于水面。

表 " 扬子鳄在繁殖区和饲养池中生活的

主要环境因素

场地
水体

（,( 0条）

陆地

（,( 0条）

植被覆盖

（占陆地3）

人的干扰

程度!

水面 4
陆地面

繁殖区 !’)’ "(1)* ’/ 弱 "4")’
饲养池 $)! ")/ * 强 "4/)(

!干扰程度弱表示鳄活动期（! 个月）内，进入鳄活动地的

人数和次数较少（约 *// 人次），人进入后离鳄较远，至少约 % ,

之距；干扰程度强表示鳄活动期（! 个月）内参观饲养池的人数

和次数很多（约* $//人次），人与鳄之间的距离较近，最近距离

约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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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繁殖状况

!"#"$ 营巢与护巢 实验鳄在繁殖期间共营

造 !" 座卵巢，建巢率为 "#$%&（建巢数占母鳄

数的百分比），在其中 ’ 座巢内产有卵。在未产

卵的 ’ 座巢里，有 " 座已完全建成，另 ( 座只营

造了部分而放弃。最早的营巢时间是 ’ 月 ")
日，最后成形的巢始建于 % 月 * 日。一座完整

的产卵巢需要 ) + * , 建成，但是在营巢期间雌

鳄不是每天都到巢位活动，只有一例除外，最后

成形的巢在 ) , 内完成，雌鳄每天都扒动此巢。

产卵巢的巢基大小为直径 %# + -# ./，巢高 "0 +
)# ./。

在鳄卵孵化期间，有 ) 条母鳄护巢（巢中卵

已被取走），其中 ! 条鳄护巢强烈，每次观察时

他都在巢附近 ) / 范围内守护，人临近其巢时，

会凶猛地扑过来，不让人靠近，而且很难被人赶

走，这种状况持续至 * 月底；另 " 条鳄一般在巢

附近的水边守护，当人到达其巢时，才去护巢，

较易被人赶走，守巢时间不长，大约 !" + !( ,。

!"#"! 产卵 实验鳄共产 ’ 窝卵，母鳄产卵率

（产卵窝数占母鳄数的百分比）为 !#$)&，窝卵

数为 )! + )0 枚，总卵数是 !-% 枚，受精卵数是

!(- 枚，受精率是 %0$’&，人工条件下孵出幼鳄

-- 条。每窝卵的情况详见表 )。在饲养池里饲

养的成鳄没有产卵。此结果表明，人工条件下

越冬后的成年扬子鳄具有繁殖能力，在适宜的

环境中能够产出受精卵。

表 # 人工条件下越冬后扬子鳄的产卵情况

编号
产卵时间

（月 1日）

窝卵数

（枚）

平均卵大小

（长径 2 短径）（//）

平均卵重

（3）
未受精卵数

（枚）

受精卵数

（枚）

孵出鳄数

（条）

! % 1’ )0 0"$0" 2 )($#* )0$" 4 !$)) ) )" )#
" % 1% )) 00$00 2 )($)’ )*$* 4 "$)- "! !" (
) % 1% )) (-$(( 2 ))$!% )"$! 4 "$%" !" "! *
( % 1* )" 0($() 2 )($!% )’$- 4 !$"- ) "- "’
0 % 1* )) (-$-’ 2 )($(( ))$( 4 !$%0 !" "! )
’ % 1!( )! ⋯ ⋯ ! )# "*

# 讨 论

#"$ 冬眠环境对扬子鳄性腺发育的影响 扬

子鳄性腺发育在冬眠前期（约 !" 月份）开始，直

至几个月后排卵为止，于是冬眠过程是扬子鳄

性腺发育的起始阶段，冬眠质量的好坏直接影

响到扬子鳄能否成功繁殖［!］。根据本文结果，

在人工条件下越冬后，扬子鳄仍能成功繁殖，说

明扬子鳄的性腺能正常发育。虽然人工条件与

自然条件的冬眠环境相差很大（表 !），但是仍

具有相似的温度和水分因素。从实验鳄能产受

精卵的结果看，可以认为温度和水分是决定雌

雄扬子鳄性腺在冬眠中发育的主要因素。其他

因素，如光照、土质和一起冬眠鳄的个体数（雌

雄鳄混放一起）等影响不明显。温度对扬子鳄

在冬眠时的性腺发育影响已有过报道［!］。据此

推测，成年扬子鳄如果在冬季不能冬眠，受到人

工控温饲养，其性腺应该不能正常发育，第二年

将失去繁殖能力。

#"! 生活环境对人工扬子鳄繁殖的影响 在

野生条件下，扬子鳄栖息地的环境主要特点是，

具有常年积水的自然水体，水体周围有山坡和

稻田等陆地，对于鳄的活动范围，陆地较之水体

面大而广，陆地上覆盖有 0#& + %#&的植被，

如乔木、灌木丛和茂密的草丛，有较隐蔽的适于

营建卵巢的陆地，以及可供鳄捕食的动物［’ + *］。

张方等曾详细地分析了影响野生扬子鳄生存的

环境因素，认为适合的食物链、良好的隐蔽条件

（由植被、土壤结构和地貌等构成）和稳定的水

体以及人为活动少是野生扬子鳄生存与繁殖的

优良环境［-］。与野生环境相比较，在圈养条件

下扬子鳄具有非常充足的食物和稳定的水体，

隐蔽条件（主要是指陆地）和人的干扰则成为影

响成年鳄繁殖的主要环境因素。根据本文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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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繁殖区具有非常大的陆地面积和丰富的

植被，水陆之比为 ! " !#$，陆地上植被覆盖 %&’
以上；人为干扰很少。每条鳄有大的活动空间，

占有的陆地面积达到 !(& )(、水面积达 *$ )(

（表 (）。繁殖区具备野生扬子鳄栖息地的良好

环境，而饲养池却不具备上述环境条件。因此，

生活环境是影响越冬后成年扬子鳄能否繁殖的

主要因素，具备栖息地环境特点的场地能够使

扬子鳄成功繁殖。

!"! 人工条件下越冬后扬子鳄的营巢特点与

产卵特性 根据本文的观察，人工条件下越冬

后的扬子鳄在人工投放的巢材上建成一座卵巢

需要 + , - .，建巢率为 (&#*’，雌鳄产卵率是

!&#+’。而经过对本单位现有的扬子鳄繁殖种

群的营巢和产卵情况作同期观察，发现自然条

件下越冬后的扬子鳄建巢率为 /!#(’（(&/ 条

雌鳄营巢 -/ 座），产卵率是 ((#!’（(&/ 条雌鳄

产卵 /$ 窝），在人工投放的巢材上建一座完整

的卵巢需要 - , (0 .。由此可见，两种方式下鳄

的建巢率和产卵率相差很大，人工条件下越冬

鳄的建巢率和产卵率约是自然越冬鳄的一半；

完成一座巢所需要的时间也不同，人工条件下

越冬鳄需时间较短，营巢开始时间（% 月 (+ 日）

也比自然越冬鳄（% 月 !+ 日开始）来得迟，建巢

显得匆忙。

本研究中的实验鳄虽早已性成熟（最早的性

成熟是在 % 年龄），但属于第一次做种鳄，雌鳄初

次产卵。在本单位的扬子鳄繁殖种群（自然越

冬）中，现有雌鳄都经历了初产，近期产卵为经产

卵。那么扬子鳄在人工与自然条件下越冬后的

产卵特性是否有区别？结果表明，两种条件下扬

子鳄的产卵特性相似，而在卵重量和大小方面有

所不同，经产卵鳄卵相对较重而大（表 /），总之，

人工条件下越冬后的鳄产卵属于正常繁殖。

表 # 人工与自然条件下越冬后扬子鳄的产卵比较

越冬状态 窝数 平均窝卵数（枚） 卵重量（1） 卵长径（))） 卵短径（))） 窝受精率（’）

人工 $（初产） ++#( +(#! , +-#- /0#/ , $$#% ++#( , +/#/ +%#/ , 0%#-
自然 /（初产） +(#- +!#0 , +%#! $&#* , $/#$ +(#( , ++#- /!#* , 0&#/
自然 !&（经产） ++#- +*#+ , $&#/ $$#/ , %&#! +/#! , +*#$ /(#( , 0-#+

表中具体数值是指一窝卵的平均值，数据范围是指窝平均值的范围。

致谢 周永康同志帮助测量扬子鳄卵，在此表

示感谢。

参 考 文 献

［!］ 汪仁平，周应健，王朝林等 2 扬子鳄生活习性与环境温度

的关系 2 动物学杂志，!00-，!!（(）：+( , +$2
［(］ 周永康，谢万树 2扬子鳄的越冬管理 2 四川动物，(&&&，$%

（!）：/+ , //2
［+］ 鲁亚平，华田苗，陈壁辉 2 扬子鳄的人工孵化 2 生物学通

报，!000，!#（/）：+%2
［/］ 张正东，潘洪唐 2 怎 样 提 高 扬 子 鳄 孵 化 率 2 野 生 动 物，

!0-%，（(）：!* , !02
［$］ 张雪松，夏同胜，叶日全 2一龄内扬子鳄的饲养和管理技

术的改进 2动物学杂志，(&&(，!&（(）：/0 , $!2
［%］ 陈壁辉，花兆合，李炳华 2 扬子鳄 2合肥：安徽科学技术出

版社，!0-$，!0& , (!- 2
［*］ 周守标，卫华，江红星等 2 野生扬子鳄栖息地植被多样

性 2 应用生态学报，(&&/，$’（*）：! !$* , ! !%&2
［-］ 何利军，丁由中，李秀洪等 2南陵县扬子鳄的种群数量及

栖息地质量 2动物学杂志，(&&(，!&（!）：+! , +$2
［0］ 张方，江红星，吴陆生等 2 影响野生扬子鳄生存的环境因

素分析 2安徽师范大学学报，(&&+，()（/）：+*/ , +**2

·$0·/ 期 汪仁平等：人工条件下越冬扬子鳄的繁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