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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工饲养条件下棕果蝠的摄食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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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年 * ’ %% 月，对北京动物园饲养的棕果蝠（1()&%22)& ,%&3"%$+),2#）摄食行为进行了研究。每天上

午和下午按时喂食，棕果蝠的摄食行为表现出一定的规律性。放置好水果约 $ +,- 后，% ’ ( 只棕果蝠先

在食物周围盘旋，然后返回栖息位置；再经约 ! +,- 开始进食。当果篮中剩余少量水果时，部分棕果蝠到

地面取食。上午喂食后，在地面取食的棕果蝠数目出现 % 个高峰；下午喂食后，地面取食出现 $ 个高峰。

下午取食时间显著长于上午（4 . "/"&）。棕果蝠进食完一块水果后，并不立即再次取食，而是存在一段

时间间隔，期间雌雄棕果蝠的行为包括静止、理毛、张望、飞行、抢食、争斗、爬行、排泄、舔生殖区、舔顶棚

等。雌雄的行为出现频次存在差异，其中雄性与哺乳期雌性的静止、理毛、飞行、抢食、争斗、舔生殖区行

为差异显著（4 . "/"&）；雄性与非哺乳期雌性的静止、理毛、张望、飞行、舔生殖区行为差异显著（4 .
"/"&）；哺乳期与非哺乳期雌性的静止、理毛、飞行、抢食行为差异显著（4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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翼手目（C,("*13#"-）俗称蝙蝠，是惟一能够

真正飞翔的哺乳动物类群。全世界的蝙蝠大约

有 5D 科 E E=F 种［E］，其种类和数量仅次于啮齿

目，是哺乳纲的第二大目。翼手目分为大蝙蝠

亚目（@#0-’,("*13#"-）和小蝙蝠亚目（@(’"*’,("*6
13#"-）。棕果蝠（"#$%&’’$% (&%)*&+,$(’-）隶属于大

蝙 蝠亚目狐蝠科（G3#"*1*/(/-#）果蝠属（ "#$%&’6
’$%）。在我国，棕果蝠主要分布于西藏西部、云

南、四川、贵州、广西、海南、广东、香港、福建和

江西［H］。棕果蝠主要以龙眼、香蕉、苹果等 I=
多种栽培瓜果和野果为食［J］。迄今为止，对棕

果蝠摄食方面的研究报道仅见于 K5-&0*.-& 等

研究棕果蝠幼体摄食行为发育［I］；L(&0-"-.#5-&
等发现棕果蝠取食花粉和花蜜［?］；唐占辉等对

西双版纳地区棕果蝠食性进行了初步研究［M］。

本文对北京动物园饲养的棕果蝠摄食行为进行

了观察与分析，以期为其饲养管理提供依据，并

为野外研究提供一些基础数据和理论。

) 研究对象及方法

)*) 研究对象 H==? 年 D N EE 月，对北京动物

园蝙蝠馆饲养的棕果蝠进行了观察研究。馆内

棕果蝠分别于 H==I 年 M 月和 E= 月采自广西马

山县金伦洞（E=DOE?PK，HJOJJPQ）和武鸣县伊岭

岩（E=DOEFPK，H=O=HPQ）。棕果蝠兽舍由 D>J 4 R
J>= 4 R J>? 4（繁殖笼）和 ED>D 4 R J>= 4 R
J>? 4（雄性笼）的两个房间组成，顶棚有拟自

然设计的岩石样结构，便于它们倒挂栖息。繁

殖笼饲养 EI 只雄性和 MD 只雌性；雄性笼饲养

EJM 只雄性。本研究的对象为繁殖笼中的雌雄

棕果蝠。蝙蝠馆的采光为人工控制，白天为微

光环境，晚上为全黑环境，微光与全黑时间比为

E= ,SEI ,。室内平均温度为（H=>D T E>M）U（ +
V D=），平均湿度为（MF>J T W>?）X（ + V D=）（ +
表示记录次数）。棕果蝠已在此人工环境饲养

约一年，基本适应了该人工饲养环境。H==? 年

W 月有 ? 只雌性陆续分娩，进入哺乳期。

)*+ 实验方法

)*+*) 形态测量 上午喂食之前，利用抄网捕

捉 W 只雄性个体，HJ 只雌性个体，装在柔软的

棉布袋里，对其形态进行测量，体重用电子秤称

量（精确到 =>E 0），前臂长用游标卡尺测量（精

确到 =>E 44）。

)*+*+ 行为观察 棕果蝠每天喂食两次，上午

喂食时间为 E=：HH 时 T EM 4(&（ + V M=），下午喂

食时间为 EF：== 时 T EM>M 4(&（ + V M=）（ + 表示

记录次数）。每次饲喂棕果蝠的水果均包括香

蕉、苹果、桃、伊丽莎白瓜、葡萄和梨，投喂量满

足棕果蝠群体的需要。在喂食前用高锰酸钾水

溶液消毒并洗净各种水果，切成块状混合，并加

入添加剂“速补王”，为棕果蝠增加矿物质和蛋

白质等营养成分，之后将这些水果置于果篮中。

M 个果篮悬挂在兽舍的中间，悬挂高度约 E>J
4，间距约 =>J 4。

H==? 年 D 月 ? 日 N EE 月 EH 日，用 D 倍望远

镜和 H 倍夜视仪进行直接观察。根据标记环

（雄性左前臂标记，雌性右前臂标记）、生殖区特

征（在整个观察期，雄性睾丸膨大）以及体型大

小（雄性个体较大，其前臂长和体重明显大于雌

性）区分雌雄，根据是否携带幼体区分哺乳期与

非哺乳期雌性。观察时段为：棕果蝠每天上、下

午的摄食过程，即从饲养员放置好水果至棕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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蝠摄食结束。上、下午的摄食过程各观察 !"
次。

放好水果至棕果蝠开始正式摄食前，采用

行为取样法记录盘旋式飞行棕果蝠的飞出时

间、性别和数量。

棕果蝠开始正式摄食后，采用扫描取样法

对棕果蝠群体进行观察并记录其行为［# $ %］，记

录的行为包括：

取食（&’’()*+,-./01*）：个体飞到果篮侧面倒

挂，前体上翘到篮内，叼取水果，或直接飞入果

篮取食，或捡拾水果或残渣。

进食（&’’()2’134501*）：用后足将食物抱于

胸部，同时前臂的第一指或（和）后足挂于顶棚、

侧壁等处，头向上蜷起啃咬食物，吐出残渣。

抢食（&’’()(.6/0701*）：爬向或飞到某只正在

进食的棕果蝠旁边，与其争抢水果。

静止（/.8+9.( -+1*01*）：双脚悬挂在顶棚、侧

壁等处，翼膜折叠至腹侧，完全包裹胸腹部。处

于休息状态，不停地转动双耳。

张望（+8./, -+1*01*）：伸长脖子转动头，向四

处看。

飞行（&8:01*）：在室内处于飞行状态。

爬行（;4+(/46.(+8)280501*）：利用前爪和后

足在顶棚或铁网上爬。

理毛（*/’’501*）：用舌舔或爪子梳理自己的

体毛或翼膜。

排泄（.92/.,01*）：挂姿，前体向上翘起，用前

肢的第一指向上挂在岩壁上，身体整个后翻，肛

区位于下方，排粪或尿。

争斗（&0*-,01*）：两只或几只个体处于威胁、

打咬、追、逃离和躲避时的状态。

舔生殖区（ 802<01* *.10,+80+）：用舌舔自己的

生殖区部分的体毛。

舔顶棚（802<01* 2.0801*）：后足和前肢的第一

指勾住顶棚，爬在顶棚上，用舌舔顶棚。

其他行为（’,-./ =.-+70’/3）：包括嗅其他蝙

蝠（ 310&&01*）、舔 其 他 蝙 蝠（+88’*/’’501*）、交 配

（5+,01*）等。

记录棕果蝠在地面取食行为时，采用行为

取样和扫描取样结合的方法，将第一只棕果蝠

到地面取食的时间定为 " 时刻，开始记录，以 >
501 为时间间隔，扫描记录取食棕果蝠的数量

及性别。当前、后两只棕果蝠到地面取食的间

隔时间大于 > 501 时停止记录。

并非所有棕果蝠同时结束摄食，而需经历

? $ @ -。将第一只棕果蝠结束摄食时刻定为 "
时刻，以 > 501 为时间间隔，对栖息位置进行扫

描，记录结束摄食的雌雄个体数量。连续记录

A" 501，A" 501 以后许多棕果蝠聚集在栖息位

置，不能准确判断性别。

!"# 数据分析方法 利用 B+11)C-0,1.: ! 检

验分析雌雄棕果蝠的体重和前臂长差异显著

性。利用独立样本 ")检验（D1(.6.1(.1,)E+568.3
"),.3,）对棕果蝠每天两次的摄食活动规律、雌

雄进食两块水果的间隔时间、进食间隔期间雌

雄各种行为出现频次的差异显著性进行检验。

行为出现频次这里定义为对于各类群棕果蝠

（雄性、非哺乳期雌性和哺乳期雌性），每种行为

出现次数与各种行为出现总次数的百分比。所

有数据均用 F92.8 和 EGEE ??H" 软件处理。显

著水平设为!I "H">，数据以 B.+1 J EK 表示。

$ 结 果

$"! 棕果蝠雌雄个体比较 雄性个体较大，其

前臂长和体重明显大于雌性（表 ?）。

表 ! 成年棕果蝠的体重和前臂长比较

%&’() ! *)&+,-).)/0 12 ’134 .&++)+ &/3
21-)&-.+ 12 &3,(0+

参数

L+/0+=8.
雄性 B+8.
（# I %）

雌性 M.5+8.
（# I @N）

! $

体重 O’(: 5+33（*） ?"AH? J %HA ##H% J ?AH@ ?"H" P "H">
前臂长 M’/.+/5（55） QAH! J ?H@ Q"H" J @HA #H> P "H">

$"$ 棕果蝠摄食活动规律 放置好水果时，几

乎所有棕果蝠均在栖息位置理毛，经过（AH? J
@H%）501（ # I ?@"）（上、下午无显著差异，" I
R "H?，$ S "H">），少量棕果蝠（? $ N 只）在房间

内盘旋飞行，累计观察到 @?Q 只次（# I ?@"），其

中雌性 ?%Q 只次，雄性 @" 只次，即相对同数量

雌雄棕果蝠而言，其比例为 @ T ?。再经过（@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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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上、下午无显著差异，" (
+ *#)，# , *#*-），开始有棕果蝠正式摄食。之

后开始摄食的棕果蝠不断增加。放置好水果后

（".#/ ! 0#-）%&’（ ! ( ")*），棕果蝠全部飞出摄

食（上、下午无显著差异，" ( + *#"，# , *#*-）。

当果篮中剩余少量水果时，部分棕果蝠开

始到地面取食水果或残渣（图 "，)），下午棕果

蝠在地面摄食的持续时间和个体数量显著高于

上午（ " ( 0#)，# 1 *#*-；" ( "*#)，# 1 *#*-）。上

午在地面取食的棕果蝠数量出现 " 个高峰，而

下午出现 2 个高峰。

图 ! 上午喂食后在地面取食的棕果蝠的数量变化

"#$% ! &’()*+ ,-./$* 01 1+’#2 ).23 ,044*,2#/$ 1005
0/ 2-* $+0’/5 #/ 2-* (0+/#/$

图 6 下午喂食后在地面取食的棕果蝠的数量变化

"#$% 6 &’()*+ ,-./$*3 01 1+’#2 ).23 ,044*,2#/$ 1005
0/ 2-* $+0’/5 #/ 2-* .12*+ /00/

多数雄性结束摄食的时间早于雌性（图

3）。摄食结束后，大多数棕果蝠聚集在房间的

一个固定角落，只有少数几只聚集在其他地方。

图 7 结束摄食的棕果蝠数量随时间的变化规律

"#$% 7 &’()*+ 01 ).23 32088#/$ 1**5#/$ 9#2- 2#(*

图 : 棕果蝠进食间隔期间雄性、哺乳期雌性

及非哺乳期雌性各种行为出现频次

"#$% : "+*;’*/,#*3 01 )*-.<#0+3 5*(0/32+.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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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7 棕果蝠进食期间的行为 棕果蝠进食完

一块水果后，并不立即再次取食，而是间隔一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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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雄性：（!"! # $"%）&’(（! ) $*+）；哺乳期雌

性：（,-". # ."/）&’(（ ! ) -+）；非哺乳期雌性：

（,!". # -"*）&’(（! ) $*+）。雄性的时间间隔显

著短 于 哺 乳 期 雌 性 和 非 哺 乳 期 雌 性（ " )
0 $,"-，# 1 +"+/；" ) 0 2+"$，# 1 +"+/）。

!"#"$ 进食间隔期的行为类型及频次 进食

间隔期的行为类型包括静止、理毛、张望、飞行、

抢食、争斗、爬行、排泄、舔生殖区、舔顶棚等行

为（图 *）。其中，雄性的抢食对象包括雄性、雌

性、幼体；哺乳期雌性的抢食对象包括雄性、雌

性；非哺乳期雌性的抢食对象包括雄性、雌性、

幼体。

!"#"! 进食间隔期各种行为出现频次的差异

进食间隔期，雄性与哺乳期雌性的各种行为

出现频次存在差异（表 $）。雄性的静止、抢食、

争斗、舔生殖区行为出现频次显著高于哺乳期

雌性，而理毛、飞行行为出现频次显著低于哺乳

期雌性（# 1 +"+/）；雄性的张望、爬行、排泄行

为出现频次与哺乳期雌性的差异不显著（# 3
+"+/）。

雄性与非哺乳期雌性的各种行为出现频次

存在差异（表 $）。雄性的静止、舔生殖区行为

出现频次显著高于非哺乳期雌性，而理毛、张

望、飞行行为出现频次显著低于非哺乳期雌性

（# 1 +"+/）；雄性的爬行、抢食、舔顶棚、争斗、

排泄行为出现频次与哺乳期雌性的差异不显著

（# 3 +"+/）。

哺乳期与非哺乳期雌性的各种行为出现频

次也存在差异（表 $）。哺乳期雌性的静止、理

毛行为出现频次显著高于非哺乳期雌性，而飞

行、抢食行为出现频次显著低于非哺乳期雌性

（# 1 +"+/）；哺乳期雌性的张望、爬行、争斗、舔

生殖区、排泄行为出现频次与非哺乳期雌性差

异不显著（# 3 +"+/）。

表 ! 雄性、哺乳期以及非哺乳期雌性棕果蝠进食间隔期各种行为出现的频次比较

%&’() ! *+,-&./0+1 +2 ’)3&4/+. 2.)56)17/)0 ’)89))1 ,&()0，(&78&8/1:
&1; 1+1<(&78&8/1: 2),&()0 &8 /18).4&( +2 2.6/8 -/)7) 3&1;(/1:

行为类型 45678 9: ;7<=>’9?

静止

@7A=B7C
<=(D’(D

理毛

E?99&’(D

张望

FA7?G
<=(D’(D

飞行

HA5’(D

抢食

H99C
C76?’>’(D

争斗

H’D<G’(D

爬行

IJ=C?J67K
C=AKLA’&’(D

排泄

MBL?7G’(D

舔生殖区

N’LO’(D
D7(’G=A’=

舔顶棚

N’LO’(D
L7’A’(D

雄性 P=A7 Q *."+ # ."! ,!"/ # %"$ ,+"$ # /". *"- # $". -"- # 2"- $"$ # $"2 $"+ # ,"- $", # ,"$ ,"- # $". ,", # +"!
哺乳期雌性

N=LG=G’(D :7&=A7
Q 2/"* # 2"$ 22"+ # *"2 ,,"! # *"2 ,,", # $"$ ,"- # ,"/ ,"$ # +". ,"* # +"/ $"$ # ,", +"2 # +"* ,"* # +"-

非哺乳期雌性

R9(KA=LG=G’(D :7&=A7
Q $/". # %", $*", # %", ,*"% # /"! ,%"* # %"$ -"! # *"/ $"$ # $"/ 2", # 2"* ,"! # ,"/ +"2 # +". ,". # ,"!

雄性与

哺乳期雌性
" %"* 0 . 0 , 0 ."2 *"- $"/ ,"% 0 +"2 2 0 ,".

P=A7 =(C
A=LG=G’(D :7&=A7

$ 1 +"+/ 1 +"+/ 3 +"+/ 1 +"+/ 1 +"+/ 1 +"+/ 3 +"+/ 3 +"+/ 1 +"+/ 3 +"+/

雄性与

非哺乳期雌性
" ,+"/ 0 $"% 0 $". 0 -"* 0 +"$ + 0 ,"/ +"* $"% 0 ,"/

P=A7 =(C (9(K
A=LG=G’(D :7&=A7

$ 1 +"+/ 1 +"+/ 1 +"+/ 1 +"+/ 3 +"+/ 3 +"+/ 3 +"+/ 3 +"+/ 1 +"+/ 3 +"+/

哺乳期与

非哺乳期雌性
" /"2 *". 0 ,"* 0 2". 0 /"2 0 ,"! 0 $"* +"/ 0 +"* 0 +".

N=LG=G’(D =(C
(9(KA=LG=G’(D :7&=A7

$ 1 +"+/ 1 +"+/ 3 +"+/ 1 +"+/ 1 +"+/ 3 +"+/ 3 +"+/ 3 +"+/ 3 +"+/ 3 +"+/

·!,·* 期 刘 娜等：人工饲养条件下棕果蝠的摄食行为



! 讨 论

!"# 棕果蝠摄食前行为分析 尽管每次将水

果放在相同的位置，但棕果蝠并不立即取食，而

是部分棕果蝠首先在房间内盘旋飞行，其作用

可能是判断食物情况并探测周围环境。雌性棕

果蝠盘旋飞行的比例显著高于雄性，而雌雄棕

果蝠开始正式摄食的时间无显著差异，这导致

雌性承担摄食风险高于雄性。由此能否表明雄

性在群落中等级序位较高，有待进一步研究。

!"$ 摄食曲线特征 对比图 !、" 可见：下午摄

食时间明显长于上午摄食时间，且下午出现 #
个取食高峰，而上午只有 ! 个高峰，这就造成下

午摄食量显著高于上午。因此，在饲养棕果蝠

时，下午食物投入量应适当高于上午才能满足

棕果蝠的摄食需要。

人工饲养条件下，棕果蝠的摄食行为下午

较上午明显活跃，表明它们在很大程度上仍然

保持着夜间活动的习性（蝙蝠是夜行性动物，我

们观察发现野生棕果蝠通常在 !$：%% 时以后飞

出摄食）。

由图 & 可见，雄性结束摄食时间早于雌性。

此现象出现的原因为雌雄棕果蝠连续两次取食

的间隔时间存在差异，雄性间隔时间显著短于

雌性，即雄性摄食效率高于雌性。由此可知，倘

若出现食物短缺的情况，处于饥饿状态的将多

为雌性。

!"! 进食间隔期间行为差异 进食间隔期间，

雄性静止、舔生殖区行为的出现频次高于雌性，

而理毛、张望、飞行行为均低于雌性。表明雄性

的警惕性和活动性低于雌性，而表现的性行为

强于雌性。动物在生存和繁衍后代的过程中，

当同种个体对有限的资源有共同需要时，就会

发生种内竞争。竞争过程中，体型小的个体获

胜的希望不大［!%］。棕果蝠是群居性动物［!!］，雌

雄个体生存在同一环境中，自然存在种内竞争，

而雄性的警惕性低于雌性，可能是因为雄性个

体显著大于雌性，在种内竞争过程中占有优势，

而其活动性低于雌性，可能是雄性为了满足较

大体型能量需求采取的节能方式，这有待进一

步研究。

雄性的抢食、争斗行为出现频次显著高于

哺乳期雌性，而与非哺乳期雌性差异不显著，可

能与哺乳期雌性需要保护幼体有关：若哺乳期

雌性与其他个体争斗，其怀中的幼体就有受到

伤害的危险。雄性和非哺乳期雌性棕果蝠在摄

食过程中都有抢幼子食物的行为，并且在观察

中没有发现母体照料非亲幼体，说明棕果蝠在

摄食过程中可能不表现公共行为。

哺乳期雌性的理毛行为显著高于非哺乳期

雌性：哺乳期雌性除了自己理毛，还舔幼体、帮

助幼体清理体表，该过程能帮助表皮的腺体分

泌物 扩 散，并 且 使 母 婴 相 互 之 间 更 容 易 辨

别［!"］。哺乳期雌性的静止行为显著高于非哺

乳期雌性，而飞行、爬行和张望行为均低于非哺

乳期雌性，表明哺乳期雌性的警惕性和活动性

低于非哺乳期雌性。小型哺乳类哺乳期能耗较

高，是非繁殖期能耗的 "’( ) ( 倍［!&］。适应这种

能耗的增加主要有两种方式。一种方式是增加

食量，如莹鼠耳蝠（!"#$%& ’()%*(+(&）和洞鼠耳蝠

（! * ,-’%*-.）从怀孕期转变到哺乳期其食量要增

加 #(+［!#，!(］，巴西犬吻蝠（ /010.%10 2.0&%’%-3&%&）
在哺乳期前期和中期能量摄入增长 ,%+［!-］；但

是增加食量并不是满足繁殖期能量需求的惟一

途径［!.］。另一种方式是减少活动，如马铁菊头

蝠（45%3#’#65(& *-..(7-8(%3(7）在妊娠后期的活

动性降低［!,］。哺乳期雌性的活动性低于非哺

乳期雌性可能是为了满足其哺乳期的能量需

求。

本研究发现人工饲养条件下，棕果蝠在摄

食前具有盘旋式飞行行为，将水果叼到另外一

个地方进食，进食完一块水果后，并不立即再次

取食，而是存在一段的时间间隔，这些现象与对

棕果蝠的野外摄食行为［(］，及其他一些果蝠的

研究结果相似［!$，"%］。说明人工饲养环境与野外

相比，棕果蝠的基本取食模式差异不大。本研

究对象为人工饲养条件下的棕果蝠，饲喂的食

物种类较为固定，且饲养棕果蝠的地下室，常年

保持相对恒定的温度和湿度，不受食物与季节

变化的影响，因此本研究所得结论也具有一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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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局限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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