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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圈养和半自然散放环境亚成年大熊猫的行为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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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年 % 月 "# 日至 $ 月 "# 日，在四川卧龙自然保护区中国保护大熊猫研究中心，采用连续观察法

记录和分析了传统圈养和半自然散放环境下亚成年大熊猫（分别为 ( 和 ) 只）的几种行为的持续时间和发生次

数。传统圈养环境亚成年大熊猫探究行为的持续时间、标记行为的频次显著多于半自然散放环境下的个体；刻

板行为的持续时间有增加的趋势，但无显著差异。刻板行为的持续时间与标记行为的频次和探究行为的持续时

间均呈显著正相关。表明圈养环境的改善有助于亚成年大熊猫探究和标记行为的明显减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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迁地保护对珍稀濒危物种及生物多样性保护有

重要作用（Q01A017<86@，!))$），但问题也日渐凸

现。与自然环境条件下的野生动物相比，圈养野生

动物面临更大的压力：生活环境单一，活动空间狭

小，长时间面对大量游客。与低质量圈养环境相对

应，圈养野生动物表现出较多刻板行为（8>1716>NA;
5C 21034567），如踱步（A3C5@?）、自虐（81=9;D:>5=3;
>56@）等（E37=8>13<，!))$）。近 (# 年来，很多动物

园和水族馆采取丰富圈养环境举措（1@4576@D1@>3=
1@75C0D1@>）来解决圈养动物所面临的问题（S:@>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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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对动物福利（#’()#$ *!$+#,!）日

渐关注，以及圈养野生动物野化和放归（,!(’",-.
/01"(-’）训练的需要，大批模拟野生环境、拥有自

然生态的散放圈养场或野生动物园相继出现，并开

始逐步替代传统圈养兽舍。与此同时对圈养动物刻

板 行 为 的 研 究（2#,$3"!#/ 4 5!(/!’3"(16!,，7887；

5*#(39--/ !" #$，%&&7；:0’"!, !" #$，%&&%；;(0 !"
#$，%&&<）也相继出现。

亚成年期（7 => ? > 岁）是大熊猫行为发育关

键时期（:0 !" #$，78@>；A#’ !" #$，%&&7）。在野

外，该年龄段的大熊猫经历了从开始独立生活到远

足（!B10,3(-’）寻建巢域，再到性成熟后巢域分化

的全过程（:0 4 C!(，788&；A#’ !" #$，%&&7）。长

期进化形成的行为模式使亚成年大熊猫除了有寻找

食物、隐蔽场所外，还有寻建自己巢域的需求。在

圈养条件下，虽然环境限制了许多行为的表现，但

随年龄增长，行为也呈现一定的规律变化（;(0 !"
#$，%&&%）。因此，为了解丰富圈养环境举措对亚

成年大熊猫行为的影响，及各行为之间的相互关

系，同时评价这一举措，提高圈养管理水平，我们

对中国保护大熊猫研究中心的两种圈养环境（传统

圈养兽舍和半自然环境散放场）亚成年大熊猫的行

为进行了研究，现将结果报道如下。

! 材料与方法

! "! 观察环境与对象

四川卧龙自然保护区中国保护大熊猫研究中心

的人工圈养环境分为两种：!传统圈养兽舍，包括

一个 > =@ ) D % =< ) 的室内兽舍和一个 > =@ ) D 7< )
的室外运动场。运动场地面覆有草坪，有供动物攀

爬的滑梯或树桩和一个供动物饮水的水池。相邻圈

舍之间以水泥墙相隔。运动场水泥墙下部有 % 个约

7 ) D < ) 的铁网窗和 7 个约 7 ) D 7 ) 的铁栅栏门

（一般关闭），动物可借此与隔壁圈舍的动物进行视

觉、听觉和嗅觉交流。"半自然环境散放场，包括

一个 E ) D < ) 的室内兽舍和一个约 >& ) D 7%& ) 依

山而建的运动场。运动场内基本保持自然生态环

境，有杉树、灌丛、草本植物。相邻运动场之间以

水泥墙相隔，但在一些地势较高的地方（山坡或树

上），动物相互可见。两种圈养环境下动物的饲喂

方法相同，具体方法见 ;(0 !" #$（%&&%）。

观察圈养兽舍亚成年（% ? E 岁）大熊猫 7%
只，其中传统圈养环境 < 只（F：G H 7：%）；半自

然散放环境个体 8 只（F：G H 7：%）。

! "# 行为观察与记录

动物的主要行为及定义如下：

刻板行为：无明显目的、以固定频率简单重复

某一行为。典型的刻板行为如机械踱步、直立、绕

圈，以及舌头反复舔动、摇头、咬栏杆、咬自己肢

体或尾巴等。

探究（(’I!3"(9#"(’9）：保持警惕，紧盯并缓步

接近某一目标。一般还伴有头部左右移动和 J 或嗅

闻空气的气味。

标记（)#,6(’9）：以肛周腺区域贴近地面、墙

壁或突起物做圆弧形或直线形擦蹭，并留有气味标

志；或以各种姿势排尿或粪。

关于 休 息 （ ,!3"(’9）、 摄 食 （ !#"(’9）、 游 戏

（K$#L(’9）、求适（9,--)(’9）和嗅闻（3’(++(’9）行

为及定义参见 ;(0 !" #$（788@，%&&%）。

行为观察在 %&&7 年 M 月 %& 日至 @ 月 %& 日进

行。使用秒表，采用连续记录法记录观察对象各行

为的持续时间以及标记行为的发生次数。为较全面

的反映大熊猫的行为，我们将一天分为 E 个时间

段：@：&& ? 7&：&&、7&：&& ? 7%：&&、7E：&& ?
7N：&&、7N：&& ? 7@：&&。每个观察对象每周选择

不同的时间段观察一次，每次持续 <& )(’，共观察

E 次（即每个时间段都有一组观察数据）。

! "$ 数据分析

将同一只动物的全部观察数据求平均值。两种

圈养环境下动物行为的比较采用 G#’’.CO("’!L !
检验；相关性检验采用 5K!#,)#’ 相关分析。

# 结 果

# "! 传统圈养和半自然散放环境亚成年大熊猫个

体行为比较

传统圈养环境亚成年大熊猫个体探究行为的持

续时间、标记行为的频次显著多于半自然散放环境

（" P & =&>）；刻板行为的持续时间有增加的趋势，

但无显著差异（" H & =&N8）（表 7）；其他行为亦无

显著差异。

# "# 亚成年大熊猫个体各行为间的相关关系

亚成年大熊猫刻板行为的持续时间与标记行为

的频次和探究行为的持续时间均呈现显著正相关

（# H 7%， $ H & =N<M，" P & =&>；# H 7%， $ H & =>@7，

" P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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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 传统圈养和半自然散放环境亚成年大熊猫行为的持续时间及频次

"#$%& ! ’()#*+,- ,) .)&/(&-01 ,. $&2#3+,)4 ,. 4($5#6(%* 7+#-* 8#-6#4 +- *)#6+*+,-#% #-6 4&9+5-#*()#% &-0%,4()&4
传统圈养

!"#$%&%’(#) *(+)’,-"*（! . /）

半自然散放

0*1%2(#&-"#) *(+)’,-"*（! . 3）

刻板行为持续时间 4-"#&%’( ’5 ,&*"*’&67%+ 8*9#:%’"（, ; /< 1%(） =>/ ?@ A =@< ?= == ?3 A B ?<

探究行为持续时间 4-"#&%’( ’5 %(:*,&%C#&%(C（, ; /< 1%(） ==D ?D A EF ?> E> ?/ A F ?>!

标记行为频次 G"*H-*(+6 ’5 1#"I%(C（&%1* ; /< 1%(） < ?B/ A < ?=> < ?=> A < ?<3!

! " J < ?<@（K#((2L9%&(*6 # &*,&）。

: 讨 论

圈养动物刻板行为具体产生的机理还不十分清

楚，但一般认为是环境丰富度低劣和生活空间狭小

不能满足正常行为需要（M’(6’-，=33D；K#(,’( *&
#)，E<<=） 或 固 定 的 投 食 时 间 所 致 （N#"),&*#$，

=33B）。野生动物在长期进化中为适应特定的栖息

环境、食物资源、气候条件等，已形成特定的行为

模式，而完成这些行为需要耗费和占用资源，如能

量、时间和空间（O%#(C *& #)，E<<=）。若所需资源

不能得到满足，就会出现刻板行为。丰富圈养环境

（*(:%"’(1*(&#) *("%+91*(&）举措可减少圈养动物的

刻板行为（N#"),&*#$ P 0*%$*(,&%+I*"，=33=；0Q#%,2
C’’$ *& #)，E<<=；R-(&*" *& #)，E<<E）。例如，与其

他 / 种猫科动物一起圈养在裸露圈舍的美洲豹猫

（"$%&’%()$)* +,!-’(,!*%*），机械踱步（一种典型刻板

行为）频次和尿液皮质醇水平较高；而添加圆木、

箱子、灌木和平台等物体后，机械踱步频次和尿液

皮质醇水平下降。推测是圈舍内的物体为其提供了

隐蔽场所的缘故（N#"),&*#$，=33B）。

已有研究表明，传统圈养兽舍内大熊猫表现较

多刻板行为，当为其提供人工物体或装置，如可供

玩耍的塑料物体、装满稻草的麻袋、杉树枝、冻有

苹果的大冰块或迷宫喂食槽，刻板行为显著减少

（0Q#%,C’’$ *& #)，E<<=）。包括亚成年和成年在内的

雌性大熊猫在传统圈养环境下比在散放环境下表现

更多的刻板行为（S%- *& #)，E<</）。与上述结果稍

有不同，本研究在传统圈养环境中亚成年大熊猫个

体的刻板行为持续时间较半自然散放环境中的个体

多，但无显著差异。这种结果可能是两种环境的研

究对象年龄不同，或者样本量小的原因造成的。

大熊猫属独居动物，在野外除交配期外，通常

情况下为避免相互之间直接接触，在行走路线上遗

留粪便、尿液或肛周腺气味来维护其领地（R- *&
#)，=3B@；T#( *& #)，E<<=）。可见标记行为是通讯

行为和领域行为的重要部分。亚成年大熊猫标记行

为频次在传统圈养环境中显著增加，可能是受狭小

的圈养空间和临近圈舍个体的影响。这种影响在使

大熊猫受到胁迫，刻板行为增加的同时，也刺激了

通讯行为和领域行为，而使标记行为增加。这也是

刻板行为与标记行为呈现正相关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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