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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型猫科动物是指虎尧豹等肉食性猛兽袁这一类群在野
外已极其濒危袁几近灭绝袁均被列入叶 濒危野生动植物种进
出口国际贸易公约曳渊 CITIES冤附录 I袁属于严禁利用的一些
物种遥对大型猫科动物进行圈养尧繁殖是迁地保护的一项重
要措施遥目前国内各大动物园里几乎都养有大型猫科动物袁
对其进行圈养方面的研究袁具有很重要的意义遥笔者对大型
猫科动物圈养研究状况进行了概述袁 以期为大型猫科动物
的保护研究提供依据遥
1 圈养研究现状

1.1 饲料研究 大型猫科动物都是食肉动物袁饲养成本很
高袁在圈养中要研究其饲料的配比袁对其营养进行监控袁在
保证它们健康的同时袁也要考虑经济成本[1]遥研究表明袁大型
猫科动物可以逐渐适应各类动物性食物袁调整饲料结构对
它们几乎没有什么影响袁另外隔日投食的饲养模式也能保
证动物营养的需要袁由此降低了饲养成本袁提高了展示效
果[2-3]遥尽管不同虎个体的日粮组成及其营养成分不尽相同袁
但是对粗蛋白尧 脂肪等主要营养成分和能量的表观消化率
都很高且非常接近袁 但对干物质及灰分的表观消化率差异
较大[4]遥对金钱豹不同生长阶段和不同身体状况的饲养管理
方法也有研究报道[5]遥
1.2 疾病防治 动物在圈养过程中不可避免地会生各种

疾病袁对一些常见疾病的防治是必不可少的[6]遥 现已有关于
胰腺炎尧胃炎尧肠道蛔虫病等的研究[7-9]遥 大型猫科动物在野
外捕食猎物或在其领域里巡游袁爪甲会自然磨损袁但是在笼
舍中活动范围极小袁活动强度极低袁爪甲就会生长过长刺入
肉垫中袁致使动物受伤感染袁为此需对其施行外科手术 [10]遥
肠梗阻也会发生在圈养环境下的动物中袁常规情况一般需
采用手术治疗 [11]袁但采用非手术性手段治疗大型猫科动物
这种疾病也获得了成功[12]遥
传染性疾病往往会给动物带来灭顶之灾袁对动物园大

型猫科动物杯状病毒尧变形杆菌尧犬瘟热尧猫瘟热等传染性
疾病的诊治和监测为其传染病的防治提供了一些有益的启

示[13-17]袁可以测定圈养动物血液生理生化指标来进行检查和
监控其身体状况[18-19]遥另外袁一些在人类中发生的疾病也会

发生在大型猫科动物身上袁如骨折尧白内障尧肺出血尧膈疝尧
佝偻病[20-24]袁甚至还有恶性纤维肉瘤尧恶性黑色素瘤等[25-26]袁
对这些病例的研究报道将更有助于大型猫科动物疾病的防

范管理遥
1.3 繁育管理 大型猫科动物在圈养情况下繁殖取得了可

喜的成果袁其中尤其以黑龙江省横道河子的中国猫科动物繁
育中心取得的成就最为瞩目遥从 1986年开始袁历经 18年袁该
中心的东北虎种群由 5只扩大到如今的近 400只[27]遥 很多现
代生物学技术都被应用于大型猫科动物的繁育研究袁如激素
的使用尧人工受精渊 AJ冤尧体外成熟渊 rVM冤尧体外受精渊 郁F冤尧配
子与胚胎的低温保存及胚胎移植渊 ET冤等技术的应用遥使得圈
养群体能够更有效地进行繁殖管理尧濒危野生猫科动物能够
得到更科学合理的保护[28-29]遥另外袁还有专门针对某种大型猫
科动物的繁育管理[5袁30-32]袁繁殖状况分析[33-34]以及生殖上的诊
断尧保胎和出现难产后采取的措施报道[35-38]遥
1.4 保定研究 大型猫科动物都是肉食性猛兽袁对工作人
员的安全存在一定的威胁袁 因此在对大型猫科动物进行转
移尧采血尧检查尧治疗尧手术等工作时必须要麻醉或保定遥 但
是不同的药物有不同的作用范围袁同种药物对不同种动物
的使用剂量和作用效果也不一样遥通过应用氯胺酮尧复方麻
保静尧陆眠灵尧速眠新等 4种药对非洲狮尧华南虎尧东北虎尧
孟加拉虎尧美洲虎尧金钱豹尧黑豹等 98头狮尧虎尧豹共 323次
麻醉袁临床观察结果表明袁复方麻保静对狮尧虎尧豹的麻醉效
果最佳袁陆眠灵尧氯胺酮次之袁速眠新较差曰氯胺酮尧复方麻
保静麻醉剂量在不同的狮尧虎尧豹间没有明显的种属差异袁
但陆眠灵剂量对狮尧虎尧豹的麻醉存在差异 [39]遥 此外袁鹿眠
宁尧氯胺酮+安定尧麻保静尧846合剂尧眠乃宁等药物用于大
型猫科动物的保定都有比较好的效果[40-43]遥
1.5 组织学研究 大型猫科动物的组织学研究聚焦于东

北虎袁主要有关于消化系统尧生殖系统以及血管情况的解剖学
观察遥霍军等尧程会昌等利用动脉灌注法和常规解剖学方法
观察了 1例初生东北虎胃和肠的血管分布情况以及主要消化
管的情况袁其结果为东北虎的组织学研究积累了资料[44-45]曰
刘玉堂等研究了东北虎雌性生殖系统的组织学袁将为东北
虎的繁育和胚胎学研究提供参考 [46]曰此外袁刘进辉等观察了
东北虎胃及小肠的组织形态结构 [47]袁程会昌等通过动脉灌
注法解剖观察了豹的前肢动脉分布 [48]遥 组织学的研究为大

大型猫科动物圈养研究概况

周用武 渊 南京森林公安高等专科学校袁江苏南京 210046冤

摘要 从饲料研究尧疾病防治尧繁育管理尧保定研究尧组织学和行为学研究等 6个方面概述了目前我国大型猫科动物的圈养研究状
况袁并提出了开展大型猫科动物身体状况监控尧野化训练和野放试验等方面研究的建议遥
关键词 大型猫科动物曰圈养曰保定曰野化训练曰野放试验
中图分类号 S829.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0517-6611渊 2007冤20-06144-02
Research Advance in Large Felid Captive
ZHOU Yong蛳wu (Nanjing Forest Police College, Nanjing, Jiangsu 210046)
Abstract Research status of large felid captive in China was reviewed from 6 aspects, including feedstuff, disease control, breeding
management, ataractic medicine, histology and behavioral science. It was suggested that the next work was to study on physical condition
monitoring, wild training and rehabilitation experiment.
Key words Large felid; Captive; Ataractic medicine; Wild training; Rehabilitation experiment

安徽农业科学袁允燥怎则灶葬造 燥枣 粤灶澡怎蚤 粤早则蚤援 杂糟蚤援 圆园园7袁35渊20冤院6144-6145 责任编辑 张杨林 责任校对 王 淼



型猫科动物疾病及死亡原因的诊断提供了宝贵的资料遥
1.6 行为学研究 目前关于大型猫科动物的行为学研究

主要报道的几乎均为笼养条件和半放养条件下的东北虎和

华南虎遥行为方面的研究集中于成年虎活动行为的分类尧行
为时间的分配和活动节律袁以及雌雄行为尧笼养与半放养状
态下行为的比较袁尤其是繁殖行为的观察研究袁幼虎的行为
及时间分配尧专门的产仔行为观察尧春季行为及活动规律也
有涉及遥 值得一提的是对华南虎哺乳期母幼行为的初步研
究袁有助于华南虎幼仔的人工喂养遥这些研究结果为大型猫
科动物的迁地保护尧种群扩大以及野放的尝试提供了重要
的参考资料遥
2 研究展望

2.1 监控身体状况 目前大型猫科动物在圈养或半圈养

条件下袁由于活动量不足袁运动量小袁生活环境与其野生的
状况存在很大差异袁由此各种疾病越来越多袁许多病症是闻
所未闻遥 因此为了使大型猫科动物在圈养条件下能更好地
生活袁必须对他们进行身体状况的监控遥特别是一些身体内
部的问题袁常规的观察很难发现袁如果能对它们进行一些身
体状况的日常监控袁及时发现问题袁及时进行治疗袁这样既
能使动物少受痛苦袁也可减少经费开支遥
2.2 进行野化训练 对大型猫科动物进行圈养的一个重

要目的就是扩大种群袁 为它们的重新引入原分布区提供种
源袁但是目前圈养的大型猫科动物很多是从小被饲养的袁已
经失去了野性袁 不具备在野外捕食尧 生存并繁衍下去的能
力袁因此必须进行野化训练遥圈养的另外一个重要目的就是
宣传教育袁给人们展示的应该是威风凛凛尧野性十足的大型
猫科动物袁而不是一些温顺的大猫遥 所以袁对它们进行野化
训练是非常必要的遥
2.3 进行野放试验 野放是大型猫科动物迁地保护取得

成功的重要阶段袁没有野放成功袁迁地保护就是功败垂成遥
目前国内外迁地保护都有取得成功的例子袁例如袁波兰和白
俄罗斯放归野外的欧洲野牛尧美国和加拿大的美洲野牛尧阿
尔卑斯山脉的阿尔卑斯山脉羚羊等的迁地保护获得了成

功袁它们都经历了野放试验袁有比较完备的试验数据遥 大型
猫科动物在正式野放之前也必须进行这方面的试验研究袁以
获取相关数据和经验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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