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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各原料营养素含量值<每 100克) 

无铽 I 名 水卦 眦蛋白 缸脂 租纤维 粗 分 钙 硪 品名 术分 【粗蛋白 粗脂肪 韫纤雏 粗灰丹 钙 碡 

浸出物 

米书} l2 7．3 。·：；I 79 0 0 0
． 0】 0．2 牛 岛 71 20．2 6 2 1 7 0 1．1 O O1 O．23 

玉米粉 1 2 9．0 4·3 72 1 5 1．3 0．02 0 31 奶粉 2 26．2 6 35．5 O 5．7 1 03 0． 8 

黄豆 耕 l0 36 3 18- 25 4 8 5 O 0．37 0．57 鱼卷} 8．2 43．3 S O 7 8 3．7 31．0 9 24 5 2 

麦麸 11 8 14．3 4'3 I 5 ·6 9．3 4 8 0．17 0．91 尊母糊 8 7 45 8 2 4 34．4 1．1 7．6 0．11 1．89 

鸡蛋 72 14．8 ¨-6 1 o； n 1．1 0．06 0．21 母粉 4．2 12．8 6 1 0 9 1．1 74．9 18．0 1 2．0 

裹 2 各饲料配方中营井蠢含量．I(每 100克) 

配方号 粗蛋白 租脂肪 无氮浸出物 粗奸维 韫蕨‘} 钙 蒜 

配宵r1 ， j2—66 0 50 3．92 ‘6 S8 1． 1．32 0．08 0．24 

配宵 -2 28 4e 2 5．15 7．12 43．43 1．71 】．86 0．12 0 36 

配方 -3 Z9·】0 24 O0 10．25 28．03 2．04 6．43 1．2S 1．03 

(=)树髓来源 先后从昆明市西山区律 

则乡购入 257只，云南省禄动县屏山镇购入 4o 

只，共 297只树鼬。将其中的 217只作配方 1的 

短期喂养试验 ．以后转作其他用途 ，另 80只 

(：25、q-55)选作繁殖观察。中途若有咬伤死 

亡．则以同睦别的成年树鼬补充，保持繁殖种 

群的稳定 。 

(三)喂养方法 每 日给料两次 ，上午给配 

方料一次，每次约 30克／只，下午喂水果或面 

包虫 (黄粉 甲)一次 。饮水充分保证 。 

(四)饲养方式及动物分组 

1．室内小笼 (20×25×35厘米)单养，共 

217只； 

2．室 内隔问段笼箱 导管式0 雌雄配对饲 

养 ，共 14对； 

3．半野外式 0 q- 和 ￡ 早 饲养，共 1] 

间； 

4．架笼式饲养，单笼喂养雌 I5只左右 ， 

作其他雌飑妊娠产仔时的替补对象 

室内温度控制在 22℃士1℃，温度在 70士 

l0％，日光灯 12小时照明，l2小时黑暗 

结果和讨论 

(--)不同饲料配方对树基皂饲井的效果 结 

果 (见表 3) 

衰 3 不同饲料配方对树融的死亡境计 (只) 

10日内死亡 年死亡 
配方名 观察时间 _动物敦 饲养疗式 备 注 

箍 教 

l5己方 1 1985．9 11 217 小薏单养 8l 37．33 —— 只观察了10日．之后改作他用。 

笼籍 ．隔间 ． 配方 2 1 985
． 1 1 2 80 0 0 5 6．25 配对不当，打斗致死。 半野外 

观察用树盹系 1985年一直养下 配方 3 1987
． 1 1 2 80 同 上 0 0 0 O 来 的

。 

*死后及时以新购八的闷性别树鞑补充上。 

表 3的结果表明，由于配方 1的蛋白质含 

量太低 (见表 2，，不能满足树飑的营养需要，所 

以导致 】0日内的死亡率高达 37．33 当配方 

2的蛋白质含量提高到 15．15 时，新噙树鼬在 

10 El内不仅无死亡发生，而且在以后 的观察 

中，未见消化道疾病发生，只是偶困配对不当， 

f起个别死亡。尽管 1985年树她的年死亡率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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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5 ，但远 比配方 1和 吴小阑等⋯报道的 

16．6 7{低得多。当配方 3的蛋白质含量提高到 

24 时，树融的年死亡率喇降为 0，经卡方检 

验 ，配方 1与配方 2相比．其死亡翠有菲常显 

著性 的差异(P<0．005)：配方 2与配方 3相比， 

仍有显著性的差异 (P<0．05)。说明饲料中的 

蛋白质含量与树融死亡率的高低密 }刀相关。本 

观察表明，配方了的蛋白质含量较为适宜。与 

陆锦明等∽^的报道基本一致； 

r二)不同饲料配方对树匙繁殖的效果 

1 984年 3—7月 配方 l喂养 10对树融 ．于室 

内带巢箱的笼里作繁殖观察 ；1985年全年以配 

方 2喂养 23对成年树融作繁殖观察，其中室内 

隔间式 ]0对 ，笼箱式 10对．半野外式 3对 当 

某母鼬确诊妊娠后，即以另一备用未孕母融替 

换 ，继续配对饲养 ；1 987年全年以 1 985年遗留 

下来的种黜 ．按 1985年的相同方式继续进行繁 

殖观察 ，仅对饲料配方作 了更动结果 (见表 4) 

衰 4 不同饲料配方对树 繁疆的统计 

妊 惦 产 仔 幼稚死亡 幼髓存话 
嗣料配方名 观察时阿 受 母艇教 幼髓死亡原田 

寓数 敏 数 数 I 

配 肯一1 J 884 】0 l lC 40 { 108 。 『 。 产后 7爰死 亡=
， 哺乳所致 

肯 一2， 1985 55 ]9 34 84 5 40 77 ， 1 2 l 2
3．1 要是早产、不哺乳和吃仔， 

r I s ．。 不哺乳和吃仔 螽i f I§87 59 16 32 C J 00 23 46 

表 4的结果显示．使用配方 l，不仅受孕率 

低．产仔数少，而且所产幼仔全部死亡．说四 

该配方不能用于树融的饲养和繁殖。原田似与 

该配方的蛋白质含量太低，营养成分不全等因 

素有关 。改用配方 2后，树她的健康状况虽有 

明显好转 ，受孕率和产仔数也有所提高，但幼 

仔的死亡率却高达 77 ，故配方 2仍不适合于 

树 隐的繁殖。配方 3不仅提高了产仔率 而且 

使 幼仔 的存活 率 由 1984年 3—7月的 0和 

1 985年 的 23 提 高到 了 54％。这 与邹如金 

等 人报道的 12．8 相 比已有明显提高 与配 

方 2相比 在妊娠、产仔和幼仔死亡率 等方面 

虽无统计学意义，但在幼艇存活率上却有显著 

差异 (P<O．05)，所以配方 3是可取的。 

从幼髓的体重变化看．初生 2月对．配方 

2所生的 l0疑幼融均重 82．70~9．29克 (X士 

SD)，相当于韧生平均体重的 7．34倍，而使用 

配 方 3所 生 的 22只幼融 则均 重 119．18± 

1 5．1 6克 (x士SD)．相 当于初生平均体重的 

l0．7倍 。说明饲料配方的合理与否，将直接影 

响到母融产奶的质和量，固而可从幼氐的存活 

及体重的增长等方面间接地反映出来。 

从表 4可见，我们所养树越的妊娠率是不 

高的，还低于 58．1 口 的水平。据观察．树融 

妊娠率的高低，似乎主要取决于种她的挑选、配 

对是否得当和饲养条件 (包括笼具大小和饲养 

方式等)D 。此外，对于树融年龄的准确判定、 

雌性个体的生育期限和性周期的规律等相关因 

素．目前尚难掌握 ，所以只能在今后的研究工 

作中逐步解决 ，执而将其妊娠率提到更高水平 

小 结 

1．野生树融的人工饲养 ，首先应科学地配 

制饲料，否则将造成大量的动物死亡 1 

2．配方 1不适宜于树 的饲养和繁殖 ； 

3．配方 2可作为常规饲料 ，用于短期饲 

养} 

4．配方 3适于树融的饲养与繁殖，其适 口 

性好，有一定推广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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