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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工养殖扬子鳄野放初期的活动观察

丁由中!，王小明!，"，王正寰!，吴建盛!，!"#$ %&’()!*(+*(,’+"，邵 民#

（! $ 华东师范大学 生命科学学院，上海 "%%%&"；" $ 国际野生生物保护协会，纽约 !%’&%，美国；

# $ 安徽扬子鳄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安徽 宣州 "’"%%%）

摘要："%%# 年 ’ 月 "( 日，将经过兽医检查挑选出来的两雌一雄人工养殖的健康成年扬子鳄（!""#$%&’(
)#*+*)#)）释放到安徽宣城红星扬子鳄保护点，利用无线电遥测技术测定其释放初期 ’ 周内的活动区域，共记录

#(" 个位点；还通过白天望远镜观察和夜间灯光计数法观察了它们的活动情况。结果显示：# 条扬子鳄经过 # )
!’ * 后处于不同的稳定区域内，具领域特征；雄性个体的活动区域大于雌性，日活动区域面积的变化也大于雌

性；局部环境选择上均趋向靠近岸边并具有茂密植被的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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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工圈养繁殖是濒危物种迁地保护的重要手段

之一，而让人工繁殖的个体放归自然以维持和扩大

野生种群是迁地保护的最终目的。跟踪人工繁殖个

体放归野外后其适应期的活动区域、行为规律，将

为后续的野放活动积累经验。

扬子鳄（!""#$%&’( )#*+*)#)）是中国特有物种，

由于野外的物种资源数量极少，被 QR?S 的鳄类专

家组确认为世界上最濒危的鳄类（T69*6:，"%%"）。

虽然野生扬子鳄濒临灭绝，但我国扬子鳄人工繁殖

是非 常 成 功 的（?;6:，!,,1；U@:B 6< 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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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因此，要使野生扬

子鳄不致灭绝，只有通过建立或恢复足够的栖息

地，放饲养鳄到有效的栖息地中以重新建立或扩大

野生 种 群（/0(, 12 ’3，455-；+’(, 12 ’3，4554；

!"#$%&’$(’$)#( 12 ’3，4554）。为更好的实施国家的

扬子鳄保护工程计划，我们在 4556 年 7 8 9 月在安

徽省宣城地区红星扬子鳄保护点开展了人工养殖个

体放归野外的跟踪遥测实验，以了解扬子鳄对放归

地点的适应性和活动区域特征。

! 研究地点与方法

! "! 研究地点

红星扬子鳄保护点（65:7;<=，-->:7-<?）位于

安徽省宣城市周王镇碧田村，主要由一个面积为

> @7 "A4 的水库构成（/0(, 12 ’3，455-），其中有两

个植被茂密的小岛，岛 - 面积约 955 A4，岛 4 约 65
A4（图 -）。根据我们 -..> 8 4556 年的调查显示，

该保护点有野生扬子鳄 9 8 B 条，主要活动于岛 -，

是现有野生扬子鳄分布地点中个体较多的地方。该

保护点的气候、植被等情况参见 C"D（-..B）。

! "# 研究方法

从安徽省扬子鳄繁殖中心提供的 -6 条成年扬

子鳄中，经过严格的兽医检查后挑选出两雌（E-、

E4）一雄（F-）健康个体，体长在 - @9 8 - @B A。

通过手术将无线电遥测发射器（GHI’(J1H !131A12$K
LK)21A)，M=N）固定缝合在扬子鳄背侧双排冠状尾

部的前段，预先设定发射器的信号频率，用以识别

不同个体。发射器的电池使用寿命为 749 H。采用

!13#(0J) 公 司 的 接 受 器 和 O 型 天 线，用 三 角 法

（P’(0(#Q02R，-..6）进行遥测定位。

遥测自 7 月 4B 日（-4：-9）释放开始，到 9
月 47 日为止，历时 7 周。每天进行 ; 次遥测，其

时间段为;：55 8 >：55、.：55 8 --：55、-4：55 8 -7：55、

-9：55 8 -B：55、->：55 8 45：55、44：55 8 47：55；另外，

在 9 月 -- 日和 4- 日分别进行了 -4 次遥测，即每 4
" 进行 - 次。各个体的遥测位点数见表 -，由于 E4
的发射器出现故障，所以只有第一周（B H）的记

录。用 最 小 凸 边 形 法（A0(0ADA J#(I1S T#3K,#(）

（+"021 * U’$$#22，-..5）对所得数据进行处理，绘

制各被测个体的活动区域图，对活动点集中出现的

区域用阴影表示；并计算每天的活动区域面积。

同时，利用 UVL 接收机、激光测距仪、指南

针等绘制水库的地形简图。白天用望远镜直接观察

表 ! 人工养殖扬子鳄野放四周内的遥测位点数

$%&’( ! )*+&(, -. +-/(+(01 2-3014 30 %,13.353%’6&,(7
8930(4( %’’3:%1-,4 %.1(, ,(’(%4(7 30 (%,’; .-*,
<((=4

代码

N#H1

遥测位点数 =#@ #W A#I1A1(2 T#0(2)

第一周

-)2 Q11X
第二周

4(H Q11X
第三周

6$H Q11X
第四周

72" Q11X
合计

!’2#3

E- 64 74 7> 7> -B5

E4 64 — — — 64

F- 64 74 7> 7> -B5

释放个体和保护点的野生扬子鳄的行为；每周 4 个

晚上（45：55 8 44：55）用灯光照射水库，观察计

数扬子鳄的活动情况。

# 结 果

# "! 活动区域的变化

6 条扬子鳄被释放后，第一周的活动区域有部

分重叠（图 -’），但 E- 主要在释放点（水库东北

边）附近活动；而 E4 向南面移动，在后 7 H 中有

B9Y的时间出现在水库南端（图 -’ 的 G 区）；F-
则在释放点、岛 - 和岛 4 之间活动。第二周 E- 和

F- 的活动区域仍有部分重叠，E- 的活动区域基本

同第一周（图 -%）；而 F- 有 94 @7Y的时间出现在

水库西北边（图 -% 的 Z 区）。第三周和第四周 E-
和 F- 各自的活动范围相当一致，而且两者的活动

区域已无重叠（图 -J），E- 进一步集中在第二周活

动范围的一个更小区域内活动，F- 已有 >B @9Y的

时间出现在水库西北边（图 -J 的 N 区）。

# "# 日活动区域面积变化

图 4 显示了 6 个个体日活动区域面积的变化情

况。E- 日活动区域平均面积为 497 A4（-55 8 955
A4，! [ 4>），E4 为 B-7 A4（455 8 4 >55 A4， ! [
B），F- 为 - 66. A4（455 8 7 -55 A4， ! [ 4>）。F-
的日平均活动区域面积大于 E-、E4。日活动区域

面积在出现高峰后逐渐减小，其中 E-、E4 趋于稳

定，F- 仍有变化。

# "> 释放个体与野生个体的行为关系

白天共计观察到 6 条放归扬子鳄 BB 次，其中

E- 为 79 次，E4 为 ; 次，F- 为 4; 次；另外观察到

野生扬子鳄 4 次。夜间观察到 E- 为 7 次，F- 为 4
次，野生扬子鳄 6 次。仅在第一周内观察到放归个

体 与野生个体在岛-附近发生4次冲突，每次持续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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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 人工养殖扬子鳄野放四周内的活动区域

"#$ %! &’()*)+, -.)- ’/ -.,#/#0#-123.)4 56#+)7) -11#$-,’.7 -/,). .)1)-7)4 #+ )-.18 /’9. :));7
- < 第一周（!7, :));）；3 < 第二周（=+4 :));）；0 < 第三周和第四周（>.4 -+4 ?,6 :));7）。

间 = @ > *#+。图 ! 显示，"! 未在岛 ! 附近出现过，

虽然 "= 和 &! 在岛 ! 附近出现过，但发生冲突后

也都离开了。

! "# 活动区域的环境特征

从图 ! 可以看出，"!、"=、&! 的集中活动区

域与水库岸边环境紧密相连。"! 活动区域的岸边

主要是能盖住水面的茂盛灌丛和平缓草滩组成的植

被类型，该堤岸较低，坡度较缓，位于公路边，人

为活动频繁。"= 的集中活动区域岸边是水稻田为

主的农耕区，临水库的土埂较低，浅滩中形成一片

芦苇丛。&! 出现频率最高的区域岸边树木茂密，

坡度较陡，沿水边的灌丛生长茂盛，能够有效遮盖

水面，较为隐蔽。

$ 讨 论

$ "% 扬子鳄的活动区域

动物活动区域一直是动物生态学最为基本的问

题之一。A6-+$（!BBC）认为活动区域的大 小 是 由

B=! 期 丁由中等：人工养殖扬子鳄野放初期的活动观察



图 ! 人工养殖扬子鳄野放初期的日活动区域面积

"#$ %! &’#() *+,-*-./ ’0-’ +1 ’0/#1#2#’(340-5 67#.-8- ’((#$’/+08 ’1/-0 0-(-’8-5 #. ’.
-’0() 9-0#+5

动物的性别和食物、环境的隐蔽条件、种内和种间

的竞争等共同决定的。图 :、! 表明，雄性扬子鳄

的活动区域明显大于雌性。对不同季节密西西鳄

（!""#$%&’( )#**#**#++#,-*#*）的跟踪遥测研究中也得

出同样的结论，并认为性别差异是产生个体间活动

区域 明 显 差 异 的 主 要 原 因（;++5<#. = >’0#+.，

:?@?；>+0-’ -/ ’(，!AAA）。67-.（:??A）用灯光观

察法对 B 个地点的野生扬子鳄（: 雄、B 雌、B 幼）

活动区域研究认为，导致个体间活动区域差异的原

因有 B 个，即栖息地面积、食物丰富程度、年龄、

个体大小，而雌雄个体间的活动区域差异不大，同

时也提出可能由于研究地点的不同导致了无法比较

性别差异对活动区域的影响。在我们的实验中，排

除了 67-.（:??A）的 B 个产生差异的原因，所以

我们认为，在同样的环境、相同年龄和大小的情况

下，个体的性别差异对其活动区域的影响是主要

的。事实上，在扬子鳄繁殖期间主要是由雄性个体

离开栖息地去寻找雌性个体（67-. -/ ’(，:?CD），

这就意味着雄性需要更大的活动区域。在我们的直

接观察中也发现雄性个体的活动程度远较雌性为

高，在白天经常见到雌性个体浮在岸边不动，而多

次发现雄性个体处于游动状态。

! "# 放归个体对环境的适应选择

由于扬子鳄的繁殖季节主要在 E 月，进食高峰

期在 @ F ? 月，而在 B F D 月的食量相对较小（67-.
-/ ’(，:?CD），所以我们在 B 月进行放归，这样更

有利于人工养殖个体尽快适应环境，在繁殖和取食

高峰季节到来之前，能够寻找到适合的栖息活动区

域。

在零星的观察基础上，G7H（:?D@）、67-. =
I’.$（:?CB）认为野生扬子鳄在自然界中有领域

特征，而在安徽省扬子鳄繁殖中心处于高密度饲养

情况下，成年扬子鳄没有展示这种特征的可能性。

但是，J 条人工养殖扬子鳄野放后，经过 J F :B 5
的主动探索，逐渐趋向于相对固定的活动区域，体

现了明显的领域特征（图 :）。这反映了物种的领

域特征是可随着环境的变化而不同的，但只要出现

适宜的环境，这个物种的领域特征就会重新出现。

我们和 G7H（:??@）的研究均表明，红星保护点野

生扬子鳄的主要活动区域是在岛 : 及其附近水域。

放归个体和野生个体在第一周内连续在岛 : 附近发

生的 ! 次冲突也说明，岛 : 的适宜环境对于放归个

体同样具有吸引力，但放归个体最后的避开也许意

味着在活动区域上的竞争是十分激烈的，由于野生

扬子鳄对环境的熟悉，在竞争中是处于优势的。

动物的遗传特征与其生存环境相互作用最终决

定动 物 对 生 境 的 选 择（K7’.$，:??C；I-# -/ ’(，
:??C）。选择有被动和主动之分。虽然在红星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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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放归的扬子鳄对该地点的选择是被动的，但它们

对在保护点内的不同微生境的选择是主动的。野放

个体各自选择了不同的区域，但其微生境的相同特

点是靠近岸边并具有茂密的植被。这是因为扬子鳄

的生存环境离不开水体中的岛屿和岸边的陆地，其

生活周期中需要在岸边晒阳取暖、挖掘洞穴和筑巢

繁殖；同时，茂密的植被对扬子鳄调节体温和自身

隐蔽也是十分重要的（!"#$ #% &’，()*+）。

在 , 条野放个体的活动区域内都有一定的人为

干扰，但只要不是针对野放个体的攻击，它们就缺

乏躲避行为。这可能是由于人工养殖扬子鳄和人类

接触频繁所致，这种现象在实施扬子鳄野放工程中

应予以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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