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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线闭壳龟的生物学特性及人工养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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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的 生物 学特性及人工养殖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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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分析 了 目

前的饲养现状及存在的主要问题
，

提 出了相应的对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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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线闭壳龟��切�� �

����������
，

又称金钱龟
、

金头龟
、

红肚龟
、

断板龟
，

主要分布于我国的广

东
、

海南
、

广西
、

福建等省
，

国外主要分布于越南
、

老挝川
�

长期以来
，

三线闭壳龟被视作吉样
、

富贵
、

长寿的象征
，

更由于其漂亮的外表常被人们当作

宠物饲养
，

尤其是被培育成
“
绿毛龟

”

后其身价可达几万元
，

有
“
水中翡翠

”
之称

，

与白玉龟
、

蛇形

龟
、

双头龟并称为我国四大珍奇龟
�

在食用和药用方面
，

较其它动物相比也毫不逊色
，

肌肉中含

有大量的必需氨基酸
、

微量元素和长链的不饱和脂肪酸���
，

肉质鲜美
，

营养丰富 �龟甲
、

龟板也

是传统的名贵药材
，

富含骨胶质
、

钙
、

磷等
�

据民间传说
，

三线闭壳龟还具有抗癌功效
，

一些癌症

患者不惜花巨金购买此龟用于治病
，

故使其使身价倍增
�

目前
，

市场上往往一只数十克的小龟

苗售价达千元左右
，

成体通常以 巧 ���
一
�� ��� 元���的高价被出售���

�

在 巨大的经济利益的

驱使下
，

许多不法分子大肆捕捉野生三线闭壳龟
，

致使野外资源遭受严重破坏
，

这引起了国际

组织及相关专家的极大关注
�

早于 ����年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野生动物保护法 》中将它定
为国家 ��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而被禁猎闭

�

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
，

人们对三线闭壳龟的需

求却是有增无减
，

为缓解供需矛盾
，

人工养殖成为必然
�

在
“
加强资源保护

，

积极驯养繁殖
，

合理

开发利用
”
方针的指导下

，

自�� 世纪 �� 年代以来
，
已先后在不同地方开展了人工饲养

�

� 生物学特性

�
�

� 形态特征

头背皮肤光滑
，

鲜黄或橄榄黄色
，

头侧粟色
�

吻略突出于上颗
，

上颗微钩曲
�

背甲较低
，

棕褐

色
，

有三条黑色纵棱
，

故有
“
川

”
字背龟之称

�

腹 甲黑色
，

其边缘同缘盾呈橙色或橘红色
，

故又名
“
红边龟

” �

指
、

趾间具蹼
，

适于游泳
�

背甲与腹甲借韧带相连
，

腹甲在胸盾与腹盾间也有明显的

韧带
，

腹甲的前后两半可以活动
，

当头
、

尾及四肢缩于壳内后
，

腹甲可与背甲完全闭合闭
�

�
�

� 生活习性

三线闭壳龟用肺呼吸
，

营水陆两栖生活
，

通常生活于山谷溪流中
，

喜欢选择较隐蔽的地方

栖息
�

属变温动物
，

其活动及生长受外界温度的影响
，

适宜的生长温度是 �� 一 ��℃ ，

在此温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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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围内
，

龟活动频繁
，

摄食量大
，

生长速度快
，

并常有
“
晒壳

”
现象

�

当气温高于 ��℃ 或低 于

��℃ ，

其活动量及摄食量明显减少
�

在高温季节
，

可能会出现短暂的
“
夏眠

”

现象
，

活动时间主要

集中在夜间及清晨较凉爽的时候 �气温低时
，

活动时间主要集 中在中午
�

�� 一 巧 ℃ 的温度范围

是三线闭壳龟由活动状态转人冬眠状态的过渡阶段
，

当气温在 ��℃ 以下时
，

其冬眠程度随着

温度的下降而加深
�

此外
，

三线闭壳龟喜群居
，

故在保证每只亲龟有一定养殖面积的前提下
，

可

适当增加放养密度
，
以提高单位面积的效益 �且其性温和

，

胆小
，

对敌害只有躲避逃脱
，

故在养

殖时应注意防止敌害的侵扰
�

�
�

� 食性

野外的三线闭壳龟主要以小鱼
、

小虾
、

蛆闯
、

水生昆虫等动物为食
，

亦吃一些植物果实
，

属

杂食性动物
�

在人工饲养条件下
，

以动物性食物为主
，

植物性食物为辅
，

喜食新鲜鱼肉
、

虾肉
、

蟹

肉
、

牛肉
、

牛肝
、

螺肉
、

瘦猪肉
、

蛆闯
、

面包虫等
，

对香蕉等水果也喜摄食
�

食物须切成小块或细条

状
，

便于龟图圈吞食
�

食物力求多样化
，

最好是几种食物按适当比例混合投喂
，

并加人适量的复

合维生素及抗生素
�

�
�

� 繁殖

雌性三线闭壳龟通常 �龄左右才能达到性成熟
，

雄龟约为 �一 �龄
�

经观察
，

每年 �一 �月

和 �一 �� 月
，

气温在 ��
一
��℃ ，

水温在 ���
��℃之间

，

为其发情交配季节
�

在发情期
，

雌雄龟显

得很活跃
，

通常雄龟追随雌龟
，

或在雌龟周围打转
，

有的以头部去触雌龟的头或肩部
，

也有的用

肢抓雌龟
，

阻挠其爬行等
，

一旦时机成熟
，

雌龟静伏不动
，

此时雄龟则绕到雌龟后面
，

腾起前身

扑到雌龟背上
，

用前肢抓住雌龟背部两侧
，

或用后肢立地跟雌龟爬行
，

并将阴茎插人雌龟泄殖

腔内进行交配
，

持续时间一般为 ��
�
至几分钟

�

当年交配
，

次年仍可受精
�

据实验
，

上年交配的

雌龟
，

翌年在与雄龟隔离的环境 中饲养
，

所产卵受精率仍达 ���左右
�

�一 �月
，

气温在 ��
�

��℃时为三线闭壳龟产卵季节
，

但多集中在 �一 �月
�

产卵亲龟多在傍晚上岸寻找适宜产卵场

所
，

常在近水边的树根旁
、

土质松软处挖窝产卵
，

窝深 �一 ��
��

，

直径 �一 � ��
，

呈瓶状
�

雌龟产

卵完毕后
，

将沙土夜盖于卵上
，

然后离窝而去
�

通常每年产卵 �次
，

每窝 �一 �枚�初次产卵亲龟

仅 �一 �枚卵�
�

卵白色
，

卵壳坚厚
，

呈长椭圆形
，

大小为 ��
一
�� �

� ��
一
�� �

，

重 ��� ���
�

� 养殖技术

�
，

� 饲养场地的选择与设计

良好的饲养环境是保证三线闭壳龟高产
、

稳产
、

减少疾病发生
、

降低饲养成本的重要因素
�

过强的噪音可使龟产生强烈的应激反应
，

造成生产力下降
，

环境的细菌性空气污染同样可使龟

感染疾病
，

所以在选择饲养场时应注意选择距主要公路 �一 �
�

���
，

清洁
、

非疫
、

僻静的环境
�

饲养池的设计应视饲养规模而定
，

以大型养龟场为例
，

养殖池的形状一般以长方形为好
�

池的周围要有高 ��
�� 左右且有檐的防逃墙

，

以防龟往上爬走 �基脚要深达 ��
一
��

。 �
，
以防龟

打洞逃走 �池底面呈一定斜度以方便排灌水
�

水池三面为陡墙
，

另一面 以一定斜坡向岸边的陆

地延伸
，

并于浅水处设食槽
�

陆地上放厚约 ��
。 � 的泥土

，
以便龟挖穴产卵

�

有些养龟者因地制

宜直接在家中建成一个
“

水陆两便式
”
的庭院养殖池

，

也有的采用盆
、

桶等一些简易工具作饲养

池
�

无论采取何种方式
，

必须做好防盗工作
�

�
�

� 饲养及 日常管理

三线闭壳龟的饲养管理
，

必须遵循以下基本原则
�

��合理的分群管理 应根据龟的年龄
、

性别
、

健康和生理状态的不同合理地进行分群饲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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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
，

对老龄
、

体弱
、

患病的龟要实行单独饲养 �

��饲喂做到
“
四定

”

定时
、

定位
、

定质
、

定量 �

��做好卫生防疫工作 严格卫生防疫制度
，

人 口处要有防疫消毒池
，

养殖池及养殖用具定

期消毒
，

饲料中定期添加抗菌素
，

有条件的养殖场还可以给龟注射相关疫苗以提高其免疫力
�

�
�

�
�

� 稚龟的饲养管理

刚出壳的稚龟
，

若腹部尚留有豌豆大小的卵黄囊
、

羊膜尚未脱落的
，

不要急于移人稚龟池

饲养
，

更不能人为剥落羊膜
，

可在 �一 � 。 � 深的浅水盆中暂养
，

待卵黄完全吸收及羊膜 自然脱

落后再转人稚龟池中饲养
�

因稚龟对外界环境尚未适应
，

抵抗力较低
，

易受病原体感染
，

故在稚

龟的暂养过程中
，

应勤用 ��食盐水或 ��留�高锰酸钾溶液消毒
�

孵出后第三天
，

可逐步投喂

食物
，

如水蚤
、

煮熟的蛋黄
、

切碎的鱼肉
、

虾肉
、

蛆月等
�

日投喂 �一 �次
，

并及时清除剩饵
，

保持

水洁净
，

一周后可移入稚龟池
，

也可在室内养至第二年春天
�

在较寒冷地区
，

一定要做好稚龟越

冬的防冻管理工作
，

而在广东
、

海南地区
，

冬季气温较高
，

室内越冬时
，

稚龟易患水霉病
，

应注意

防治
�

�
�

�
�

� 成龟的饲养管理

成龟具有一定的抗病
、

抗寒能力及对外界的适应能力
�

投食时注意动植物性食物搭配
，

并

补充一定量的维生素及微量元素
，

或直接投喂配合饲料
�

在 �一 �� 月
，

气温
、

水温较高
，

阳光充

足
，

龟代谢旺盛
，

应适当增加投喂量及投喂次数
，

通常一天喂食两次
�

若遇连续雨天导致水温下

降时
，

应减少投喂量
，

待天晴后水温回升时再恢复
�

若为室外养殖
，

最好在取食点搭遮雨棚
�

越

冬前尽可能多投喂一些蛋 白质和脂肪含量高的食物
，

使龟体内贮存一定量的营养物质
，

如鱼

肉
、

虾肉
、

动物内脏
、

虹闯
、

蚕蛹等
�

�
�

�
�

� 亲龟的饲养管理

亲龟产前培育的好坏直接关系到产卵的数量
、

质量与受精率
，

以及孵化后仔龟体质的强

弱 �而高质量的产后培育
，

能促使亲龟早 日恢复健壮
，

同时积累多量的脂肪
，

以确保安全越冬和

促使亲龟翌年提前产卵
，

所以应加强亲龟的饲养管理
�

饲料脂肪含量宜少
，

多喂一些龟产卵所

需的食物和添加剂如蛋氨酸
，

动物性蛋白占日粮 �� �左右
�

�
�

� 人工孵化

在龟产卵期间
，

应每天检察产卵场
，

做好产卵场的安全工作
，

防鼠
、

防蛇
�

为提高龟卵的孵

化率
，

通常将龟卵挖出
，

采用人工孵化法进行孵化
�

孵化器多种多样
，

一般用木箱
、

木盆
、

瓷盆

等
�

若用木箱作孵化设备
，

其规格大小以便于观察
、

搬运为原则
�

高度应在 ��
。� 以上

，

泥砂厚

度至少 ��
�� 以上

，

且在箱的四周及底部钻上孔径约 �
�

�一 �
�

���
、

孔距约 ��� 的小孔
，
以便通

气
�

也可采用恒温箱孵化
�

采卵的最佳时间为产卵后的第二天
�

采卵前
，

多准备几条一端稍削尖的竹签
，

手和竹签用

碘酒消毒
�

扒卵时
，

注意力要集中
，

动作要轻
，

细心挖掘
，

不能碰撞或转动龟卵
�

扒开泥土后细心

辨别受精卵的动物极—乳白色斑块�早期呈乳白色斑点�
�

有些卵乳白色部分未显示
，

这种卵

很有可能是未受精的
，

但不能马上扔掉
，

可继续埋在产卵场里
，

待过几天之后再观察
，

若仍无变

化
，

才可作废蛋处理
�

在孵化箱中
，

将受精卵以动物极向上埋在砂深 �一 � 。� 处
，

列距 �一 � 。 �
，

行距 �一 � ��
�

孵

化基质即是孵化床的填充物
�

经试验
，

砂土比例为 ���作孵化基质最佳
�

在整个孵化过程中应

注意温度
、

湿度的控制以及防治霉菌的污染
�

孵化的适宜温度为 ��
一
��℃ ，

砂土的含水量最好

保持在 ��� 一 ���之间
�

对湿度的判断可以用手检测
�
用手紧握砂土成团

，

松手后则松散不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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团即可
�

原则上
，

人孵一个月内
，

要
“
干

”
不要

“
湿

” ，

中后期可稍湿些
�

为严格防止孵化箱内孽生

霉菌
，

在埋蛋
、

检查蛋等一切活动之前
，

必须用稀碘酒擦洗手或其他用具
，

待晾干后再进行工

作
�

�
�

� 疾病防治

三线闭壳龟在野生状态下抵抗疾病的能力很强
，

但在人工养殖过程 中
，

常常 由于水质恶

化
、

放养密度过高或规格不齐
、

投饲不当
、

伤残龟入池等原因
，

导致疾病的发生
，

甚至死亡
�

所以

在饲养时要加强管理
，

以防为主
，

减少疾病发生
�

平时注意观察龟的活动状态
、

食欲情况
，

一经

发现病龟要及时隔离
，

施以药物治疗或作商品龟处理
�

常见的疾病及防治方法如下
�

��肺炎 常张 口呼吸
，

气管有杂音
，

鼻孔或 口腔常流出乳白色或淡黄色粘稠液体
�

治疗
�
注

射青霉素或链霉素或庆大霉素溶液
，

用量为 �� 万单位���体重
，
��为 �疗程

，

连注 �一 �疗程
�

��肠炎 行动迟缓
，

精神呆滞
，

头
、

颈显得无力而下垂
，

不取食
，

有时排出黄白色粘稠粪便
�

治疗
�
每次用土霉素 �片

，

六神丸 �粒
，

干酵母 �片
，
�次��

，

连服 ��
�

��腐皮病 颈部
、
四肢

、

尾部等皮肤腐败
，

糜烂坏死
，

形成溃疡
，

严重时爪脱落
，

骨骼外露
�

治疗
�
对患部擦土霉素

、

金霉素药粉或药膏 �或将上述药物按每千克龟腹腔注射 �� 一
�� 万国际

单位
�

� 存在的主要问题

由于三线闭壳龟具有适应性强
，

生长速度快
、

价格昂贵
、

饲养简单方便等特点
，

对其开展大

规模的人工饲养具有广阔的市场前景
�

但在 目前的人工饲养中也存在许多问题
，

主要体现在
�

�
�

� 养殖技术力，薄弱
多数养殖场缺乏专业技术人员

，

甚至没有兽医
�

在场地设计
、

饲料加工
、

疾病防治等方面都

存在弊端
，

使养殖场缺乏后劲
�

目前有关龟类养殖的文章及书籍
，

大部分都是养殖经验的简单

总结
，

缺乏深人的
、

系统的基础研究
、

许多养殖场投喂的食物也是沿用过去的老一套
， “
有啥喂

啥
” ，

不讲究全价配合饲料的应用
�

疾病防治无据可依
，

由于龟具有坚硬的背腹 甲
，

致使其在患

病早期一般不易被察觉
，

一旦发现
，
已经是相当严重了

，

通常也因为缺乏有效的治疗措施而死

亡
，

导致较大的经济损失
�

在购买幼龟时
，

不能很好地识别种类
�

目前市场上常出现假 冒产品
，

尤其是个别养殖场培育的杂交龟�三线闭壳龟与黄喉拟水龟的杂交后代�的问世
，

更易使龟类

交易市场鱼 目混珠
�

三线闭壳的纯后代与其杂交种在价钱上往往相差几倍
、

甚至几十倍
，

所 以

初养者在购买幼龟时一定要慎重
，

仔细辨别
，

小心上当
�

�
�

� 缺乏有效的宏观调控机制
，

养殖不能形成规模

物以稀为贵
，

三线闭壳龟的昂贵价格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因数量稀少而被有意哄抬的
，

有的

养殖场为维护这种现状
，

往往有意对 自己的人工养殖技术及养殖规模进行保密
，

使三线闭壳龟

的养殖更神秘化
�

养殖场之间缺乏交流
，

政府也很难进行宏观调控
，

致使养殖不能形成规模
、

不

能走产业化道路
�

�
�

� 产品缺乏深加工
，
利用形式单一

目前居高不下的价格已物超其值
，

投资者在看好养殖利润的同时
，

也要清楚地认识到其投

资风险
�

要使三线闭壳龟的养殖可持续
、

健康发展
，

必须进一步开发研制新产品
�

目前以龟为原

料的深加工产品廖廖无几
，

虽然也曾有鹿龟酒
、

龟龄膏等保健品的问世
，

但均因科技含量低而

得不到大多数消费者的认可
�

而且许多养殖场信息不灵
，

饲养场�户�只看中眼前利益
，

违反市

场规律
，

盲目随从
，

盲 目发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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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
，

目前应加大科研力度
，

从品种的选种育种
、

人工繁殖孵化
、

疾病防治等方面进行综合

研究
，

并通过技术培训
，

相互学习
、

内外交流等形式提高养殖技术水平
，

提高养殖效益
，

节约养

殖成本 �通过多部门合作
，

开发研制新型的营养保健品
，

提高新产品的科技含量
，

促进产品销

售
，

使养殖业健康发展 �各地主管部门应科学规划
，

加强管理
，

进行宏观调控
，

引导龟鳌业生产

走上产
、

供
、

销
、

研一条龙服务的产业化道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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