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头 、水果 、肉排、青草等时用啃咬方式 ，利用门齿 

与双唇的配合将食物啃入口中。采食坚硬或含 

韧性纤维多的食物如竹类、其他植物及骨头等 

时用咬切方式。以臼齿先将食物咬破，再切断 

成一定长度的小节，然后咀嚼吞咽。 

(=)大熊猫的采食行为 

1．采食精饲料 对粥状或液体食物雄性喜 

用舔食偶尔用吸吮，雌性多以先吸吮后舔食的 

方式采食。吸吮的速度很快，幼、青年组熊猫饮 

完 1800ml奶粉汤平均用 40秒，吞咽 26次。每 

吸 2口吞咽一次，每口吸入约’35ml。成、老年 

个体进食同量食物则耗时 7O±10秒，平均每分 

钟可进食液体食物 15OOml。舔食速度较慢，但 

雌性比雄性稍快。 雌体舔食频 率 为 1．7±0．2 

次／秒，雄体为 1．3±0．2次／秒，平均 1．5±O．3 

次／秒，将连舔 94-3次量集于口中吞咽一次。采 

食 2500克粥／糊状精料平均耗时 2O4-10分钟， 

每分钟可舔入食物 125±40克。 一般是坐／趴 

在食盆旁边低头于盆中取食。成、老年个体较 

斯文，幼、青年个体则总是显得迫不急待，有时 

会主动夺取食盆。各组熊猫都有吃完后抱着空 

盆反复舔玩的表现，个别动物偶尔在发怒或未 

吃饱或自身需要时把铁盆咬碎吃掉。 

吃窝窝头时熊猫坐着或半躺着，用一前爪 

把料馍抓住，另一爪辅助呈抱球势持于胸前；或 

呈犬坐状低头于地上啃食。进食速度以青年组 

雄性熊猫为最快，吃完 750克料馍平均花 5 4- 

1．5分钟，每分钟可食入 150克；成、老年组中雄 

体之间的进食速度趋于接近，吃完 750克馍平 

均用 254-3分钟；而雌体之间差别较大，吃完同 

量食物则需 1 7—5O分钟。 成年大熊猫平均每 

分钟可吃窝窝头3O克左右。啃一口馍平均连嚼 

带舔 13±4次吞下，耗时 15 4-8秒。吃馍时总 

是用前臂或腕部挡在唇边，以帮助将欲掉落的 

碎片顶回口中。 捡拾碎片所花的时间(平均 3 

分钟)占吃馍时间的 12％。 多数熊猫是先喝汤 

(如牛奶)后吃馍，少数则边喝边啃或先一半汤 

再吃馍，最后喝完。 

熊猫吃肉排时 ，用一前爪或两爪握住，以犬 

齿或臼齿把肉撕下或把骨头分开来吃。若骨头 

大拿不住则按在地上啃食。遇硬骨头时，总要 

小心地把它放到臼齿上反复试咬几次，以选定 

合适的用力点或易咬破的地方。熊猫一般喜吃 

烤肉排(个别则喜欢生食)，吃时津津有味，边嚼 

边淌口水。吃完 300克肉排耗时 2O分钟左右。 

大熊猫能建立定时进食的条件反射。一般 

经过 3—6个月人工饲养定时投饲的熊猫，每到 

投饲时间或听到食盆的声响就主动在投饲窗口 

等候进食。通过在投饲时吹口哨或播放音乐等 

附加条件的试验，则需一年左右才能基本建立 

相应的条件反射。刚从野外收养来的熊猫，一 

般不会进食精饲料，需要逐步训练与实践。 

2．采食竹类(主要为拐棍竹和冷箭竹) 卧 

龙圈养的大熊猫都是坐着或半躺着吃竹，它们 

对竹子的选择和吃法很有讲究。首先用鼻嗅闻 

竹秆对其进行株选，再用嘴或前爪把理想的竹 

株从投饲的竹堆中抽出。 嗅选偶尔会 发生 差 

错，还需与视觉判断相结合；当发现抽出的竹子 

并不喜欢时，立即扔掉重选。然后，讲究的个体 

要将竹株轻抖几下，或用前爪梳理几次枝叶，以 

去除粘附的杂物和剔除枯残部分。更讲究者在 

此之后，还要把竹子横于口中拖拉几次，以进一 

步剔理和湿润枝叶，最后才开始吃。它们吃竹 

时都有一个典型特征：总是规律地左一口、右 

一 口交替着咬吃。吃竹顺序一般是：叶一枝芽 

一

茎。 

采食枝叶时，一前爪握竹秆，另一爪将枝叶 

由下而上依次收拢挪齐送入对侧口角，从叶柄 

处迅速切断并衔住。各组熊猫平均将连摘 7±4 

次的叶衔积于口角，再一把握住成速取下，递入 

口中每次咬切 1—3小段，咀嚼 7±3次后吞咽。 

经称重投饲测得，幼年组熊猫摘一束嫩而茂密 

的冷箭竹叶平均重 15．7克；成年组摘一束冷箭 

竹叶平均重 27．1克，一束拐棍竹叶 平均 重 4t 

克，都分成 6—7小段吃完。吃时边咬切边将散 

开的叶束顺时针捻转二三次使之扭紧。一束叶 

从摘到吃完(各组)平均用 5O4-10秒，成体熊猫 

则每分钟平均可吃竹叶 4O克左右。 

吃竹茎时，把选中的竹秆执在掌中，咬断基 

部木质素较多的一段丢掉，再经剥皮后送入对 

维普资讯 http://www.cqvip.com 

http://www.cqvip.com


阋VI角，咬切 2--+1小节，咀嚼 7±2次后吞咽。 

称重投饲测得，成年大熊猫平均每分钟可食冷 

蓊竹茎lO克、拐棍竹茎 38克左右。对直径小于 

O．5cm的竹秆 (如冷箭竹)，常是开始吃时要剥 

皮，稍后则皮肉全食。剥皮时用臼齿或门齿咬 

住竹皮部分，头和掌同时朝相反方向一拉即把 

竹皮撕下。竹结与竹梢部分一般废弃不吃。 

3．幼仔吮乳 靠嗅觉与触觉用鼻突和嘴在 

母兽身上寻找乳头，不断在乳房周围拱动 ，以刺 

激母兽作好泌乳准备。吮乳时有两种叫声，一 

种是因饥饿而寻找乳头时发出的“哇哇”叫，另 

一 种是吮乳时喉部发出愉快的“咕咕”叫。四月 

龄左右的幼仔，能用两前爪托住奶瓶并以前低 

后高姿势，每分钟可进食 5O一75m1牛奶。 

4．饮水 动物站立或两前肢趴下，双唇合 

拢呈一小缝与水面接触，一次可 饮水 1—2分 

钟。尽管圈养熊猫有较充足的营养汤供给，每 

天仍要在水池饮水 2—3次。 若用食盆等容器 

盛水，则部分熊猫喜用舔食方式摄取。个别个 

体也可 自行拧开舍内供水笼头饮水或戏水。 

5．其它 大熊猫采食青草、树叶等时其状 

若牛羊；吃水果糖等能剥去糖纸；在生病或自身 

需要时，喜啃或舔食某些特殊泥土或其它异物； 

对甘蔗、生胡萝 b、水果及玉米秆等均用前爪 

拿着咬吃。圈养熊猫除了对人工供食具依赖性 

外，它们对身边的所有东西都感兴趣，都要亲口 

偿一偿而后快。 

三、 讨 论 

(一)大熊猫的摄食器官为唇、齿、舌，其牙 

齿十分坚硬但不如其它食肉动物的锋利，臼齿 

的作用至关重要。它的前爪非常灵活，抓握功 

能很发达，与嘴的配合十分协调而准确，是重要 

的摄食辅助器官。如果前爪受伤或致残，将给 

它的生活带来很大困难。由于圈养熊猫绝大多 

数来自野外，它们长期适应了以竹子为主食的 

生活，其牙齿、口腔及胃肠道对采食粗硬而有锋 

利断端的竹秆乃至铁块等物具有较强的承受与 

保护能力。但在人工饲养下，熊猫主要依赖于 

细软的精饲料，竹子成了辅食，有的甚至很少吃 

竹。这势必将逐渐改变它们消化道的整个生理 

功能，导致口腔与消化道疾病经常发生，而且也 

会丧失或削弱在大自然生存的能力。因此，人 

工圈养或长期饲喂精饲料对熊猫的牙齿、口腔 

及胃肠功能都不利 ，应当加以锻炼和保护。 

(二)大熊猫在采食活动中主要依靠 嗅觉 

来判定食物的性质，但必须与视觉配合对食物 

的各种属性进行综合判断。比较而言，它的嗅 

觉功能发达而视觉差，这与它长期生活在阴暗 

丛密的森林中，视觉受到限制而嗅觉特化有关。 

大熊猫的嗅觉对食物的寻觅与选择可能具有决 

定性作用(胡锦矗，1 985)，尤其在夜间或瞎子采 

食时是这样。 

(三)大熊猫以最节省能量和时间的 方式 

进行采食。它以坐立或半躺姿势而背靠一定的 

支撑物取食，这是减少能量消耗的一种有效办 

法。采食时，一方面它对液体、固体、糊或粥状 

精饲料分别以吸吮、啃咬和舔食的对策摄取，这 

样既快又省力；另一方面根据其性别、年龄的差 

异，对粗饲料竹子亦采取不同的选择或取食对 

策。一般雄体活动量、基础能量代谢较雌体大， 

它们以双多法方式采食，即选择较粗的竹秆，耗 

能虽多，但获取的营养及能量也多。雌体则采 

取耗能少，净收也少的双少法来取得能量收支 

平衡。老年个体由于牙齿磨损大，进食慢，只有 

选择粗秆或茂密枝叶为食，以多耗能量来增加 

其净收入(王昌琼等，1 990)。 

(四)统计(表略)得出，圈养大熊猫每天平 

均活动 7．1小时，与邓耀楷等(1980)的结果不 

同。其中进食活动(包括采食精料风干物 O．6一 

lkg，鲜竹 2—4kg和饮水等)平均 2．7小时，占 

日总活动时间的 38．O3％。 而野生大熊猫日平 

均活动 14．2小时，其中 5O％ 以上时间用于进 

食(胡锦矗，1 985)。可见，圈养熊猫每日进食所 

花时间比在野外少约 65％，总活动时间比野外 

少 5O％。 但它们每日所摄取的能量比在野外 

多得多，消耗却少得多。这就导致了熊猫在人 

工饲养下对食物的依赖性，容易“懒惰”而变肥 

胖。同时因活动锻炼少，身体机能与抵抗能力 

逐渐下降，最终引致寿命缩短与繁殖力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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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物学杂志 Chiue se Iou rnal Ot Zoology 

5．大熊猫的采食方式与行为可进行训练与 

调教，并能以多种形式建立条件反射，这对于人 

工驯化有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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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foraging styles and feeding behaviour of 24 captive giant panda~ 

were studied．They use four different techniques，sucking，licking，gnawing and biting， to 

eat．They took either sitting or sem i—lying posture and hold food by their pre—paws while 

eating．These postures were considered to be less energy and time consuming． 

Comparing with giant pandas lived in the wild，the captive pandas spend 65％ and 50％- 
less of time on their feeding and other activities during daytime．They have been fed with 

easy digestive and mo st nutritional food for a long period of time， therefore， their dige— 

stive and resistance-disease abilities may be gradually reduced．All these will finally cause 

their reproductivity to be decreased and their life—span．to be shortened． Their smelling 

organs may play a decisi ve action Oil searching and selecting food． Their 

can be established by conditioned refle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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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eeding activ ities 

竹峙 

亚洲象驱治肝片吸虫试验报告* 

亚洲象 (Elephas maximus) 为一大型食 

草兽，是我国的一类保护动物。使用蛭得净驱 

治亚洲象巨大肝片吸虫 (Fasciola gigantica)o 

在国内极少报道，在我园尚属首次。武汉动物园 

于 1985年 7月从云南 引进 2只。 因我 园地 处 

湖区，三面环水，大象人园后曾采食水花生等湖 

边草， 2年后都感染了巨大肝片吸虫。每年均 

此次试验得到武汉同济医科大学寄生虫教研室姜昌 富 

老师，华中农业大学兽医院郭定宗院长的指导，以及本 

园动管科有关人员的大力支持，特此一并致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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