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懒猴能量需求的研究木 

． ． ．塑墨坐 如金 
(中国科学院昆明动物研究所，昆明 650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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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文报道了懒猴 (Ⅳycticebus roⅣr删 ben~alensis)能量需求的研究结果。三组成年懒猴 

(共 l4只)用饭、猕猴配合饲料、小鼠、面包虫和香蕉分别组合的饲料饲喂。实验日期共 I 7天 (其中预 

试期 II天，试验期 6天)。 三组成年懒猴日均摄入量能值分别为 210．I9KJ／KG，177．222KJ／KG和 

161．608 KJ／ZG；日均消化能分别为 1 91．89 zJ／KG，l55．1 3lzJ／KG 和 146．783 KJ／ZG。据统计学 

方差及 t测验分析表明：I—Il组之间和 I—lll组之间的 日均摄食量能值及日均消化能均有显著性差 

异。实验结果表明：I组所饲喂的配合饲料的组成优于 II、III组并可做为梭猴的长期用配方。 

近年来，对灵长类动物的营养学研究不断 

增多。有关懒猴的能量代谢方面的研究报道极 

少。谭邦杰【l】、Buckles 、Medway[3】、Napier嘲、 

Roonwal 酊、Sterndale ol和 Walker 日等 报 道 

了懒猴的野外食性，并指出，懒猴在野外的食物 

几乎主要由昆虫、蜥蝎(特别是大壁虎Gecoks)、 

树蛙、鸟、蛋和嫩叶所组成。笼养条件下可取食 

水果和牛奶等。Mnller 报道了懒猴的能量代 

谢、体温调节和水分代谢，并提出了在 25±1 oC 

条件下懒猴的日能量代谢值。懒猴的生活区域 

为热带雨林圈，但对生活于亚热带地区的昆明， 

在笼养条件下懒猴的能量代谢还属未知。对懒 

猴的营养需求量和配合饲料的研究至今未见报 

道。基于上述原因，对懒猴的营养需求及全价 

配合饲料的研究实属必要。为此，我们对懒猴 

的能量代谢情况进行了研究，为今后进一步研 

究打下基础o 

(一)材料及方法 

1．实验动物 昆明动物研究所饲养场养殖 

的懒猴群(共 14只)，均成体，随机分成三组：I 

组 5只 (2 、3早)、II组 5只 (1 、4早)、IIl 

组 4只(2 、2早)。各组懒猴的平均体重(见表 

1)。 

2．试验方法 在实验前的 1 1天预试期，主 

要目的是使动物适应新环境和饲料变化。试验 

期为6天。试验共分三组，即第一组饲喂面包 

虫、饭、香蕉；第二组饲喂小鼠、猕猴配合料、香 

蕉；第三组喂小鼠．饭、香蕉。其中小鼠为成年 

的昆明系小白鼠。 

14只懒猴都单独关在600 X 600 X 800cm 

的压缩笼中，笼子底部用粪盘收集粪便。动物 

可自由进食，饮水充足。室内温度平均为 1 8℃= 

’本文承蒙彭燕章先生审阅，特此致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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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i 实验组懒猴的体重 

组别 (平均士SD) (XlZ均士SD) 总平均(平均士SD) 

l 1．38士0．04 1．67-t-O．32 1．53士0．15 

Il 1．40士O 1．48-t-O．12 1．46士0．04 

III 1．65±O．35 1．63土0．04 1．64土0．Ol 

表 2 饲料及其麓值 

饲 料 能 值 

面 包 虫 ’ 5677．19 

小 鼠 54O6．12 

猕猴配合料 4053．73 

饭 3981．90 

香 蕉 3722．96 

表 3 t鼋-科曩人量及其麓位 

‘ 摄入量 (g) 能值 (KJIF=G) 

组别 饲料 

’总平均(平均 (平均±SD) (XlZ均士SD) 总平均(平均土SD： (平均士SD) (平均土sD) 
士SO) 

面 包 虫 l2．61土7．I 12．09士7．● 72．64士39．35 68．66士●2．12 

l 饭 2●．62土9．7 26．04士7．3 48．05土0．72 98．03土38．65 l03．79土29．05 2l0．191±3．●5 

香 蕉 l1．5●土8．2 9．203士4．4 42．97士30．58 3●．26士16．20 

小 鼠 7．1 8士1．9 7．26土5．1 ，8．78士10．34 39．27土27．67 

II 猕猴配合料 29．26士4．9 15．96士l2．2 ●2．2●土6．07 1l 8．58士19．70 6●．87士●9．●0 117．222士24．48 

香 蕉 l1．9l士8．9 12．9l土7．02 44．34士33~．27 48．6I士26．14 

小 鼠 6．37土1．4 7．48±3．5 34．●5士7．8l 40·44-I-t8·90 

lII 29
．35士7．5 21．59士5．5 38．52±4．36 ll6．86土29．84 85．99±21．63 l61．608土l●．37 饭 

香 蕉 6．67土5．3 5．58±3．0 24．67士19．38 20．79土11．27 

±1 oC，湿度适当。 

日均饲料食入量能值、消化能及各种饲料 

韵能量值采用 GR 3500Bl型微电脑氧弹式热 

量计测定。 

所有结果均用统计学中的方差分析及 t测 

验 处理o 

3．饲料及其能值(见表 2)。 

(=)结果 

1．各组懒猴的日均饲料 摄 入 量圾其能值 

(见表 3)。 

从表3可看出，三组摄食量分别为：48．05± 

0．72克，42．28±6 07克和 38．5 2士4．36克。据分 

析：I—II组之间及 I~II1组之间均有显著性差 

异(P<0．01)，而II—III组之间无显著性差异 

(P> 0．O5)。 日均摄食量能值最高为 I组，最 

低为 III组。I— II组之间及 I—III组之间均 

有显著性差异 (P< 0．01)，而 II—III组之间 

则无显著性差异 (P>0．O5)。 

2．各组懒猴的日均排泄物重 量 及其能量、 

日均消化能值(见表 4)。 

从表 4可知，日均排泄物的重量 分 别是： 

3．95±0．07、5．27±0．89和 3．69±0．10，其中II组 

的排泄量最大。日均排泄量能值分男U是：18．29 

士0．36、22．18±1．93和 14_39±0．43。 分析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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衰 4 日均排泄物t量及其麓值、日均消化麓 

排泄量 (g) 排泄量能值 (I~JIZG) 消化能 (ZJIKG) 

组别 

(平均 辛(平均 总平均 (平 ce(qz均 辛 (qz均 总平均 (平均 ce(qz均 (qz均 总平均(平琏 
土SD) 土SD) 均土SD) 士SD) 土SD) 土SD) 土SD) 土SD) 土SD) 

194．999土 188．783土 191．891土 I 4
． 02+1．52 3．88±2．09 3．95土0．07 18．64土4．90 17．93土8．88 18．29土0．36 12

．
35 9．10 3．11 

175．750土 134．511土 155．131士 Il 6
． 16土2．36 4．37+2．00 5．27±0．89 25．95土10．74 18．25土8．17 22．18土1．93 13

． 10 2．17 20．62 

160．290士 133．276土 146．783士 IlI 3
． 79土1．45 3．59土1．58 3．69土0．10 1 5．69土6．O1 13．96士8．O0 14．39土0．430 8

． 12 4．32 13．S1 

表明，1、II、III组之间的排泄量及排泄量能值 

无显著性差异 (P> 0．05)。 从表 4还可看出， 

II—III组的消化能较接近，而 I—II组和 I—III 

组 之间的差异较大。分析结果表明，I—II组之 

间和 I—III之间的差异显著 (P< 0．01)，而 

lI—III组之间无显著性差异 (P> 0．05)。 

(三)讨论 动物机体及其它一切生 命 活 

动都要消耗能量。能量的测定又为懒猴的营养 

需要量及全价饲料的研究提供了重要依据。我 

们用氧弹热量计测定的懒猴能量需要量，基本 

反映了懒猴对营养需求的程度。 

懒猴排泄物的重量及其能值的统计分析表 

胡 ，三组之间无显著性差异。但是，摄食量及其 

能值和消化能值的统计分析表明， I—II组之 

间及 I—III组之间有显著性差异，而 II—III组 

之间则无显著性差异。由此得出： I组的饲料 

组合优于 1I、III组，且消化能值与 Miillert4~所 

报道的 1 95．624KJ／KG·24小时最为接近。这 

说明懒猴在笼养条件下，在温发相差不大的情 

况下，其能量的需要量与环境温度变化基本无 

关。 

从每种饲料的能值来看，面包虫高于小鼠， 

灞c猴配合料高于饭和香蕉。从每组平均单位体 

重取食 1KG饲料来计算能值，则 I组的能值最 

高。这与面包虫的高能值有关。 

从表 3中每组的摄食量可看出，雄性懒猴 

的摄食量高于雌性，排泄量同样也是雄性高于 

雌性。由此说明雄性的代谢能力强于雌性。 

整个实验表明，以面包虫作为蛋白质来源 

韵饲料比小鼠更好。此外用猕猴配合料作懒猴 

的饲料，其摄食量很少。究其原因主要是由于 

猕猴配合料中各种成分的配搭不合适，从而影 

响适口性。所以，我们认为用猕猴配合料饲喂 

懒猴是不合适的。 

由表 3表明，饭作为懒猴饲料，虽然摄食 

量很大，适口性好，但摄食量的能值却很低。若 

长久地用饭进行饲喂，将影响懒猴的生长和发 

育，以至造成死亡。所以 饭不宜用作懒猴的长 

期饲料。 

在懒猴的能量需求量的研究方面，Mailer嘲 

认为，懒猴每天的代谢能只有保持在192．28KJ／ 

KG·24小时(即消化能为 1 95．624KJIKG·24 

小时)，才能正常生长，与我们的第 1组的消化 

能结果相符。这进一步说明，采用第 1组饲料 

组合饲喂懒猴的效果比较好。但是对懒猴的全 

价配合饲料还有待进一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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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表 1的数据用下列公式 

f ∑Vt·∑T 一 ∑V ·∑VT 

I、 一— 

，l V·T一 · T、 ～
一

I 、 

V 一 ( ) ／ 

求得前齿肖蛸各发育阶段的发育起点 ( ) 和 

有效积温 (走)如表 5。 

经查 1987年日平均气温达 7．13℃(二龄发 

育起点温度)的温度始于 3月2日，稳定经过 

1O．26~C(七龄发育起点温度)的温度终于 1 1月 

26 El，共 269天 5278日度。据此计算，全年可 

发生 3．42代。用武汉地区 1951年一1970年 20 

年的气温情况来推算，全年可发生 3．56代。均 

与试验情况和野外调查情况基本吻合。 

(二)温度对繁殖力的影响 

1．温度对产卵前期的影响 

在不同温度条件下，雌蛛的产卵前期的长 

短 也 各 不 相 同(见表1)。随着温度的升高，产 

卵前期逐渐缩短。 

2．温度对产卵袋数的影响 

在不同温度条件下，雌蛛的产卵袋数各不 

相同，以 29~C'3~3最高，平均单雌产 4．4个，最多 

产6个；20℃、35~C最低，平均产2,0个(见表6)。 

3．温度 对产卵量 的影响 

不同的温度对雌蛛的产卵量有明显的影响 

，(见表6)。在 29℃的条件下产卵量最高，平均 

单雌产卵 277．7粒；20℃最低为 104．6粒。 

从表 6还可看出每雌的平均产卵量与平均 

产多 袋数成正 。如 29℃平均产卵量 277．7粒， 

平均产卵袋 4．4个；32 oC 产卵 l75．3粒，产卵袋 

3．1个；26~C产卵159．9粒，产卵袋 2．8个；23~C产 

卵 l52．4粒，产卵袋 2．6个；35~C产卵 141．1粒， 

产卵袋 2．0个；20~C产卵104．6粒，产卵袋 2．0个。 

4．对孵化率的影响 

(1)在所试验的几种温度条件下，孵化率 

随产卵袋数的多少而高低，即单雌平均产卵袋 

数越多孵化就越低，反之则变。 

(2)单雌总卵量孵化率与温度的关系可用 

二次曲线拟，其关系方程为： 

Y一 95．2857— 1．6638x + 0．1 150x 

相关系数为 0．8347，均方拟合误差为 1．8151，由 

方程推知孵化率随温度变化 的指点约在 27~Co 

在温度为 38~C时卵袋则不能孵化。 

试验结果表明： 产卵的最适温度在 29℃， 

而在 29℃时孵化率却最低。这是由于随着产卵 

袋数的增加，未受精的无效卵也增加。如 29~(3 

时雌蛛所产的第六个卵袋的孵化率为0，32~C第 

六个卵袋的孵化率仅为 55．26％，较之这两个温 

度的平均孵化率 87．87％和 91．63％低了许多。 

1．前齿肖蛸在 20--35~C的温度范围内，发 

育历期随温度的升高而逐渐缩短。 

2．在所试验的六种恒温条件下，雌蛛历期 

长于雄蛛。 

3．幼蛛在 f5~c恒温条件下存活率极低，在 

38~(3时不能正常发育，在 20—35℃ 的温度范围 

内均能正常发育。 

4．前齿 肖蛸繁殖的最适温度为 29℃，在此 

恒温条件下 ，产卵袋数最多，产卵总量最大。在 

27℃恒温条件下孵化率最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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