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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窝最后一枚卵常马上八孵。此外，如果箱内 

温度超过 20*(2，则适当缩短保存时间。 

1．3 人工孵化 1994年前采用乌骨鸡代孵， 

1995年改用孵化器孵化。 

乌骨鸡孵化 挑选体质健康、恋巢性强的 

乌骨鸡代孵。孵化期间每天放出两次，每次 10 
～ l5分钟，让其自由采食饮水。 

孵化器孵化 所用孵化器为德国产 Grum． 

bach小型孵化器，可自动控温、控湿、翻蛋及晾 

蛋。对不同批次的卵，采用同一孵化条件：温度 

37．6～37．8℃，相对湿度 58％～65％。每隔 

2 5小时 自动翻蛋一次(入孵 27天的卵停止翻 

动)。每天自动晾蛋 1次，每次30分钟。从孵 

化第20天起，每天增加人工晾蛋 4～5次，时间 

分布为：早上、中午、下午 17点、晚 21点和 24 

点，每次 5～10分钟，枧室温而定。 

入孵时以扭力天平称重，以后每隔 3天在 

同一时间称重 1次。入孵一周后用照蛋器照 

蛋，根据卵的失重及胚胎发育情况适时调整孵 

化条件。 一 

1．4 人工育雏 黄腹 角雉为早 成 鸟，雏 鸟 

出壳几小时后，体羽变干，飞羽展开，即能 

来回跑动和扇动翅骑。此时可将其转 入育 

雏箱 中，箱 子 大 小 为 1．8m × 1．0m × 

1．5m，内置 栖杠 一根，60瓦 白炽灯 2个， 

箱底铺消过毒的细沙子，灯下铺干净的毛 

巾，以减少育雏初期的感染，同时也有助于 

保温。育雏前半个月保持昼夜亮灯，后半 

个月 只晚 上开一个灯。从 5日龄起 ，在天 

气暖和的中午将其移至室外，行使 日光浴。 

初开始时间应短 一些．随雏 鸟适应 能力 的 

逐步提高，日照时间相应 延长。一 月龄后 

可完全放到室外。 

雏鸟前2天一般不吃东西．多在灯下昏睡， 

此期可给以0．毗％的高锰酸钾水诱其饮水取 

食。第2天放上切碎的油菜和西红柿，待其知 

道取食后，添喂剪断的面包虫和熟鸡蛋黄，6天 

后逐渐增添雏鸟饲料。角雉喜食新鲜的油莱和 

面包虫，前 10天宜以蔬菜和面包虫为主食，以 

后可逐渐 减少 面包 虫 的喂量 ，1月龄 时停 

喂 。 ． 

2 结果与讨论 

2．1 产卵 1994、1995年黄腹角雉产卵情况 

和卵的量度见表 1、2。 

衰 1 1994、1995年黄旺角罐繁殖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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笼养下黄腹角雉一般在下午或晚上产卵， 

隔日或隔2日产出 1枚，偶有隔 3日产 1枚。 

窝卵数2～5枚，多为3枚。窝与窝间隔时间从 

l5～23天不等。 

野外研究表明，黄腹角雉开产日期为3月 

底至4月初，年产 1窝，隔 日 出 1枚，窝卵数 

3-4枚，偶有一窝产 6枚的 】。从表 1看，野 

生和笼养角雉在开产日期上基本相同，尽管二 

者所处的环境因子有很大差异。但笼养下雌鸟 

的产卵窝数和产卵期显著高于野外。这说 明， 

在搞好饲养管理的基础上，黄腹角雉的繁殖潜 

力还是很大的。 

我们赠送给美国的两只8月龄雌鸟在夏威 

夷曾饲养至 1996年 1月底。2月 17日和 19 

日，在美国埃德蒙顿(Edmond)饲养场分别产出 

首枚卵。这是迄今国内外包括野外和人工饲养 

条件下产卵最早的记录  ̈(美国以往在人工饲 

养下产卵最早为3月21日)。夏威夷2月份的 

．户外气温为65～85下。比同期北京高，日照时 

数也比北京长，这可能是它们提前产卵的原因 

之一。 

由表2可以看出，在卵的鲜重、长径、短径 

三个指标中，卵重的变异系数最大，长径和短径 

的变异系数较小，这说明卵重的个体变异较大， 

而卵的大小在个体间变异较小。 

2．2 人工孵化 1994年用乌骨鸡入孵种蛋 3O 

枚，受精 8枚，受精率26．7％，出雏 1只，受精 

卵孵化率 l2．5％。1995年用孵化器入孵种蛋 

35枚，受精 24枚(1枚畸形，未发育)，受精率 

68．6％，出雏 11只，受精卵孵化率47．8％。在 

总计l9枚死胚卵中，前期死胚 9枚，占47％， 

中期死胚 3枚，占 l6％，后期死胚 6枚，占 

32％，破壳后死亡 1枚，占 5％。这说明孵化的 

前期和后期是关键和易出问题的时期。 

分析 1994年7枚卵死胚的原因，可能有如 

下几点操作上的失误：(1)由于缺乏经验，在遵 

选抱窝鸡时个别鸡的体温偏低，同时也没给鸡 

消灭体内外寄生虫。如 6号卵可能就是因为乌 

鸡体温偏低，胚胎发育过缓而死亡的，而3号卵 

却由于乌鸡体温明显偏高而在第25天就出壳 

了。(2)乌骨鸡抱窝时间太久，后期可能孵的不 

好。(3)孵化箱设计不合理，通风通气条件不 

好，孵化后期也没增加晾蛋。 

1995年死胚的原因可能有：(1)近亲繁殖。 

如 16～22号卵系姐弟配对所产，胚胎早期一切 

发育正常，后期却常常突然间死亡，唯有 17号 

卵孵到最后，却也因无力出壳而死亡。(2)孵化 

后期动蛋照蛋过多，后来注意了这一点，情况大 

有好转。 

总结两年孵化的经验教训，我们认为应注 

意以下几点：(1)挑好抱窝鸡。(2)在孵化的前 

8～10天尽量少动蛋、照蛋。(3)孵化后期应增 

加晾蛋时间。 

野生黄腹角雉的孵化期为28天。1995年 

孵出的 11只雏鸟大部分在 29～30天出壳(占 

81．8％)，这是由于所孵的卵系陆续放入的，为 

照顾孵化后期的卵，我们增加了晾卵的次数和 

时间，这在客观上造成了孵化器内温湿度的波 

动。另外，从出雏情况看，入孵时间相近的卵， 

其出雏时间有趋向同一的趋势(3例，7枚卵)， 

即本应先出的卵破壳后会一直等到和后入孵的 

卵同时出壳。 

在孵化中对一些受精卵在第 6、12、18、24 

和 27天分别照蛋，以了解胚胎的发育情况(见 

图1 。黄腹角堆蛋壳的颜色深，蛋壳厚，因此 

不象家鸡蛋那样入孵 2、3天就能看出是否受 

精，而一般需要在一周后方能看出明显的血管。 

但如果卵确已受精，在孵化4、5天时能看到整 

个卵内发红，未受精卵则无此现象。 

从图1可以看出，在入孵第6天时，可见受 

精卵内出现较明显的血管网，但黑色的胚珠尚 

不明显。未受精卵则呈粉红色通体透明状。第 

12天时，血管阿扩展成浅黑色的团块状，但尚 

未在卵的锐端合拢，在卵的中央可看到黑色晃 

动的胚珠。早期死胚的卵血管颜色浅，胚珠不 

再左右晃动。第18天时，黑色的胚胎约占卵长 

的1／2，头部晃动仍很明显，气室增大。第 24 

天，气室进一步增大，胚胎几乎充满气室下空 

问，活动度减小。第27天，气室大而清亮，黑色 

的胚胎向一侧倾斜，有时能见到胎动。可用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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圈 1 黄腹角雉旺胎发青tl况 

FIg．1 The d lopmem 0f embr~ ofCabot's．n雄op∞ 

1：第 6天(the 6th day)；2：第 12天(he12thday)；3：第 l8天(the18thday)； 

4：第 24天(the 24thday)；5：第 27天(the 27thday) 

下方法判定后期死胚：(1)将卵放入温水中，如 

为活胚，则卵会左右晃动，死胚则静静漂浮。 

(2)晾卵3～5分钟，用眼皮感热，死胚卵会很快 

变凉，活胚卵则仍然较热。 

鸟卵失重与卵自身的物理属性和卵所处环 

境的温度、湿度、通风等条件有关。不同种的鸟 

卵在相同孵化条件下有不同的失重曲线．同一 

种鸟的受精卵与未受精卵在相同孵化条件下失 

重也不一样。对孵化失重的研究有助于完善人 

工孵化条件，得到更好的结果_lt 。 

对孵化器入孵的 8枚受精卵和 5枚未受精 

卵失重情况统计表明：受精卵27天平均共失重 

5．59(4．02～6，33)g，平 均 失重 率 12．0％ 

(10．0％～13。4％)，日均 失重 0．20(0．14～ 

0．23)g，日均 失 重 率 0．44％ (0．37％ ～ 

0．52％)。卵重( )与孵化天数( )的直线回归 

方程为 ： 

Y=46 6884—0．2089x(D．F：6． 

r=0．9986>r0 001，P<0．001) 

未受精卵 27天平均共失重 7．87(6．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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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63)g，平 均 失重 率 14．5％ (12．1％ ～ 

19．0％)，日均失重 O．29(0．25～0．39)g，日均 

失重率0．54％(O．45％～0．70％) 卵重( )与 

孵化天数( )的直线回归方程为： 

Y=54．3953—0．2967x (D．F=3． 

r=0．9978>r0 ，P<0．001) 

由上可见，未受精卵回归直线的斜率大于 

受精卵，其 27天总失重和Ifl均失重等也都大于 

受精卵。这一结果与郑光美等l2 的报道有所 

不同。 

2．3 人工青雏 1_995年孵出雏鸟 11只，除 1 

只因先天有病，1日龄即死亡外．其余无一患 

病，全部养活。这说明我们的育雏管理措施是 

可行的。 

2．3．1 形态特征发育 刚出壳的雏鸟体羽都 

贴附在身上，飞羽被羽鞘包裹．两腿无力。3、4 

小时后体羽变干，飞羽羽鞘破裂，羽片展开，立 

即有扇翅和啄击动作。此时可见其全身密被绒 

羽，从头顶至尾部为一棕褐色的纵纹，头的余部 

呈棕黄色。上喙棕黑色。尖端具一淡黄色卵齿， 

约一天后脱落，下礞肉红色。喉、胸、腹浅黄色． 

腹部稍淡。胁部淡灰色。跗跖和趾肉红色，翅 

栗黑色。具初级飞羽7枚，初级覆羽7枚。次级 

飞羽 8枚，次级(大)覆羽 10枚，小翼羽 3枚．不 

具尾羽。 

绒羽蓬乱脱落，长出稚羽羽鞘，然后向颈侧和上 

胸扩展。10天左右大覆羽增至 12枚。12天左 

右可见在泄殖腔上方长出尾羽羽芽．18枚尾羽 

基本上是同时长出的。半月龄时正头顶有一撮 

绒羽率先脱换为稚羽，随后扩展到整个头部。 

35至40日龄全部脱换为稚羽，此时的体色与 

成体雌鸟相似，从外部特征上尚不能分出雌雄。 

120日龄时可见雄鸟头顶出现黑色及橙红 

色羽冠．绕颈部及下喉部也长出橙红色羽片．并 

逐渐向肩、背部和上胸扩展。雌鸟羽色无甚变 

化。雌雄鸟的耳羽簇明显。150日龄时。见雄 

鸟头顶羽冠下有翠蓝色皮肤增厚．是为肉角的 

雏形，同时在喉下也发现短的蓝色肉裙，跗跖上 

有稍稍突出的距。以往一般认为雏鸟要到次年 

春天才能分出雌雄，但我们的观察结果表明在 

3月龄时即能基本分出，这应与我们良好的饲 

养条件分不开。 

郑光美等【5 认为黄腹角雉的尾羽发育较 

晚．至第5周龄时才出现羽芽。本次观察结果 

与之不周，发现在第2周龄时即能明显看到 18 

枚被羽鞘包裹的尾羽。 

2．3．2 体重及外部器官的生长 对雏鸟埔峰、 

嘴裂、翅长、跗跖、尾羽及体重每隔 10天测量一 

次，将所得结果用 Logistic方程拟合，均能较好 

地适合该方程，以尾羽和体重指标拟合度最高 

从第7、8天开始更换雏绒羽。首先是肩部 (见表3，图2．3)。 

衰3 簟鸟体I殛外部器官的生长方程 

Tabel 3 L哪 s‘IcIl grow~ equations ofthe bodyweight outer 邮 ofthe chick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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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表 3可见，嘴裂、嘴峰的拐点值较小，尾 

羽和体重的拐点值较大，说明嘴裂和嘴峰主要 

在前期生长，尾羽和体重的主要生长期比较靠 

后。生长率以嘴峰的最小，嘴裂其次，尾羽的生 

田 2 簟鸟尾羽生长曲线 

Fig．2 The growth curve oftailf~ flacr of岫 chicks 

×：实疆I值(Bctusl value)； 一 ：理论值(the L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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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TIFICIAL RAISING AND BREEDING OF CABOT’S TRAGOPAN 

(TRAGOPANCARO~) 

W EN Zhanqiar~g ZHENG Guangmei 

DB加 舢 B岫 ，Bcljing Normal University Beljing 100875) 

ABSTRACT Cabot’s Tragopan(Tragopan caboti)bred from late March to mid-June in captivity， 

the egg—hying period lasted almost three months、The mean clutch per year WaS 3．5(3～4)，rIl朗n 

number of eggs per female was 10．8(7～15)．The fertility and hatchability in 1994 and 1995 was 

26．7％、l2．5％ and 68．6％、47．8％respectively．The托asons oflow hatchability、 re analysed here． 

Five of 2nd gerler砒ion and 5ev即 0f 3rd generation in all were hatched out in the last tWO years．Six 

growth indexes were measured and filled with logistic equation，among which the ind exes of tail leith· 

er and body weight were fittest． 

KEY WORDS Ca bot’s Tragopan BreedMg Artificial incuhation Rearing chi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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