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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工饲养条件下四眼斑龟的食性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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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2002年6月～2004年7月�对23只四眼斑龟 （ Sacalia quadriocellawa）�采用试喂法和定期投喂法进行
人工饲养�对其食性进行统计分析。结果表明：25个月份中�四眼斑龟共取食36种食物�除饲料外�取食动物性
食物14种�瓜果蔬菜及其它类食物22种�嗜好程度：甲鱼2号饲料＞动物性食物＞瓜果类＞蔬菜类。平均取食
12∙1g／周·只�占体重的5∙3％ ；性别之间无显著差异�♀取食平均为：12∙5g／周·只；♂为：12∙2g／周·只；5月取
食量最大�为：29∙7g／周·只；饲养期间平均气温、水温分别为26∙2℃、25∙5℃�与取食量相关程度皆不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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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国龟类资源普遍受到过度破坏［1］�四眼斑龟
（Sacalia quadriocellawa） 同样受到广泛猎捕而导致
濒危［2～4］。大多数龟类种群数量下降的原因主要是
食用、药用等�四眼斑龟因具有外表奇特而美丽的
眼斑还受到宠物饲养和贸易的青睐�深受人们的喜
爱�作为一种潜在市场而正在悄然升温。该种龟生
性娇弱�对水质要求高�耐饥力差［5］�捕食力低�
是人工养殖长期未解决的难题［6］。作者在室内饲养
多年的基础上�认为食性和疾病防治是该物种养殖
的关键。目前�针对该种龟�主要就栖息地选择、
种群密度、繁殖生态、活动节律和野外食性［7］�以

及消化道形态结构特征［8］等方面做了初步研究�相
关人工饲养的研究只有零星报道［6�9～10］。作者依据
两年的室内养殖记录�对四眼斑龟取食的食物种类
和喜食性以及食量进行了统计分析�旨在为龟类的
养殖模式提供一定的参考�为龟类的保育研究提供
一定的基础资料和理论依据。
1　材料和方法
1∙1　材料来源

23只四眼斑龟均来自海南琼中县�体质健全�
量度如表1。

表1　试验所用四眼斑龟的基本情况　　　 （单位：g�mm）
只数 性别 体重 背甲长 背甲宽 体高 腹甲长

23 ♀＋♂ 239∙3±18∙7 126∙36±3∙26 90∙81±3∙60 42∙65±1∙23 107∙20±3∙55
12 ♀ 2612∙0±24∙2 130∙94±3∙94 93∙43±2∙24 44∙29±1∙51 1111∙96±3∙84
11 ♂ 211∙2±14∙1 121∙27±2∙73 87∙90±6∙89 40∙83±1∙44 101∙70±3∙70

1∙2　方法
1∙2∙1　饲养方法　在80cm×60cm的水泥池内饲养
四眼斑龟�池水为自来水�水深6～9cm�池内设置
隐蔽场所和食物台。以投喂恒兴牌甲鱼2号饲料为
主�辅之动物性饲料或植物性饲料。投饲量及投喂
频率依据气温变化而定�在春秋季节1周2次；夏
季1周3次；冬季1周1次。
1∙2∙2　观察方法　每天在16∶30～18∶00或21∶30～
23∶00投喂食物�并于次日同一时间段换水和检查
取食情况�记录取食量等。

摄食活动和行为观察每月进行3天 �此期间全

天供应食物�采用深圳万胜电子科技有限公司制造
的WS多媒体数字监控保安系统软件�用近距广角
数字彩色摄像头 （型号 SUNMOON-820�录象25桢
／s�最小对比度0∙005LUX／F1） 全程观察�通过瞬
时扫描取样法�进行记录。同时�在7∶00、14∶00、
23∶00三个时间段分别测量气温、水温、湿度等环
境因子�气温测量在池内距离水面2～5cm 处�湿
度表放在水面10～15cm 处�水温测量水面下2～5
cm。
1∙2∙3　分析方法　尝试投喂不同食物�在喂前�饲
料用物理天平 （精确度为1g） 称量�对其它类的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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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作以定性描述�依据投喂次数、取食频次、取食
量、取食部位等�统计四眼斑龟取食的种类�以及
对食物的喜好程度�并进行月份间、雌雄间比较。

2　结果与讨论
2∙1　取食情况

表2　四 眼 斑 龟 的 取 食 情 况

食物种类 喜食程度 食物种类 喜食程度 食物种类 喜食程度 食物种类 喜食程度

饲料 ＋ ＋ ＋ 虾 ＋ ＋ ＋ 猪瘦肉 ＋ ＋ ＋ 猪肝 ＋ ＋ ＋
牛肝 ＋ ＋ ＋ 鸭肝 ＋ ＋ ＋ 鸡肝 ＋ ＋ ＋ 牛肉 ＋ ＋ ＋
鸭血 ＋ ＋ ＋ 蛙肉 ＋ ＋ ＋ 火腿肠 ＋ ＋ 文蛤 ＋ ＋
螺 ＋ ＋ 鱿鱼 ＋ ＋ 鱼 ＋ ＋ 地瓜叶 ＋ ＋ L

空心菜 ＋ ＋ L S 青瓜 ＋ ＋ 香蕉 ＋ ＋ 菠菜 ＋ L
青菜 ＋ L 油菜叶 ＋ L 卷心菜 ＋ 西红柿 ＋
丝瓜 ＋ 冬瓜 ＋ 苹果 ＋ 香瓜 ＋
菠萝 ＋ 杨桃 ＋ 豆腐 ＋ 熟鸡蛋 ＋
木瓜 ＋ 椰肉 ＋ 西瓜 ＋ 米饭 ＋
白菜 0 南瓜 0 鸭蛋壳 0 豆角 0
豆芽 0 苋菜 0 白萝卜 0 红薯 0
红萝卜 0 茄子 0 豆荚 0

　　注：取食率 （R） ＝ （取食的次数或重量／投喂食物的次数或重量） ×100％。＋＋＋：喜食食物�R≥80％；＋＋：一般食物�即
连续性投喂取食次数有间断�R≥50％；＋：偶食食物�相对一般食物�间断较长�即20％≤R＜50％；0：不食食物�R＜20％；
S ：茎；L ：叶。

　　四眼斑龟为杂食性动物［5�11］�在人工饲养25个
月中�共投喂食物种类47种�取食种类为36种�
除饲料外�取食动物性食物14种；瓜果蔬菜类及其
他22种。

依表2可知�四眼斑龟喜食饲料虾、猪瘦肉、
牛肉、肝等动物性饵料�对鱼、螺、文蛤等水生动
物一般取食；植物性饵料区别取食�对香蕉、菠萝、
木瓜等瓜果类每次或多或少都食一部分�对空心菜、
地瓜叶等蔬菜类则是一般取食�这可能与瓜果类具
有香味、甜味有关。对豆角、豆芽、豆荚等豆科植
物、南瓜、白菜、萝卜等10种蔬菜类及鸭蛋壳不
食。由此可见�四眼斑龟偏食动物性饵料。从不同
的月份来看�对食物的嗜好度没有较大的差别�都
为：甲鱼2号饲料＞动物性食物＞瓜果类＞蔬菜类。

与野外食性相比较�有明显差别。四眼斑龟在
野外主要以植物性食物为主�多含水绵属、颤藻属、
轮藻科等藻类［7］�偶见动物性食物。这可能与野外
食物的可获得性有关�四眼斑龟活动迟缓�在一定
程度上限制其捕食活物的能力�且野外植物性食物
的丰富度远大于动物性食物。这提醒饲养者和饲料
生产者�为均衡该种龟的营养摄入及节约成本�可
在饲料中适当搭配植物性食物。

2∙2　取食行为
四眼斑龟为水栖类动物�在人工饲养条件下�

取食昼夜节律较集中在6∶00～11∶00、19∶00～4∶00
两个时间段取食�♀♂个体间略有差异：♂摄食比
♀晚1h 左右�这可能与雄性警觉性高�或异性之
间存在着一种取食互助的行为有关。

四眼斑龟一般白天躲在瓦盆或瓷板下�晚上的
活动量明显多于白天。喂食后�通常在1～2h内大
部分龟都主动寻食、觅食�只有极个别龟在人走后
才会出来取食。吃饲料时�大多数是将食物咬住拖
入水中后咽下�少数是爬在食物旁一边叼一边吃�
有的连吃几口后才咽下�有时还用前肢从嘴角处拨
食物�进行辅助进食�尤其是吃肉时�用两前肢同
时拨动或撕扯食物�偶有争食现象。根据观察�龟
摄食时间主要是晚上�取食时不能干扰�否则不伸
头或逃于隐蔽处。
2∙3　食量
2∙3∙1∙　饲料方面　四眼斑龟在人工饲养条件下�
投喂饲料和肉类的重量的比为3∶2�龟对投喂的饲
料每次都取食�而且未出现 “厌食” 的现象或不明
显�表现在取食量的多少。各月取食饲料量统计如
表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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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　四眼斑龟取食饲料的平均数据表　　　 （单位：g／周·只）
月份

2002年 2003年 2004年
♀ ♂ 平均 ♀ ♂ 平均 ♀ ♂ 平均

1 1∙60 0∙95 1∙28 4∙84 4∙26 4∙55
2 3∙01 3∙60 3∙31 5∙21 12∙06 4∙99
3 13∙35 16∙94 15∙14 10∙00 10∙89 10∙45
4 20∙20 26∙70 23∙45 9∙15 11∙30 10∙23
5 28∙41 30∙96 29∙68 22∙13 17∙73 19∙93
6 15∙00 11∙36 13∙18 21∙67 20∙86 21∙26 16∙62 12∙66 14∙64
7 15∙85 18∙31 17∙08 21∙76 12∙50 17∙13
8 12∙71 15∙36 14∙04 16∙16 12∙59 14∙37
9 10∙94 10∙43 10∙69 13∙75 8∙16 10∙96
10 9∙44 17∙16 13∙30 4∙46 4∙08 4∙27
11 11∙25 9∙24 10∙24 9∙74 8∙04 8∙89
12 4∙37 3∙56 3∙97 11∙90 4∙82 4∙91

　　从表3可知�在人工饲养条件下�四眼斑龟平
均取食为12∙1g／周·只左右�为体重的5∙3％。这与
资料报道的该种龟的取食量为体重的15％［10］相差甚

大。此次实验中�所饲养的龟体格健壮�说明在低
取食量的情况下�四眼斑龟仍可保持健康体质�饲
养者可依据这一结果制定合理的投喂计划。

图1　 四眼斑龟一年间取食量的变化情况

　　从图1可见�四眼斑龟在一年中有2次取食高
峰期�第1次是4～6月�取食量最高�平均为24∙8
g／周·只�也是迅速增长阶段；第2次是入冬前的11
月左右�这可能为了积累充足的能量度过冬眠期而
增加进食。从变化局势来看�取食量最小在1月前
后�4～8月为取食旺盛期。

不同性别的四眼斑龟在各月取食量变化趋势很

相似�个体间差异不大。雌雄性比较�♀取食平均
为12∙5g／周·只；♂取食平均为12∙2g／周·只�差
异不显著。2～5月在取食量上�♀＜♂�而在6月
～次年1月恰好相反。而且雌性在6、7月保持一定
的稳定�雄性却大幅度下降�这可能与繁殖季节雄
性交配后精力消耗影响进食�或是雄性为了寻找配
偶而无暇觅食有关。
2∙3∙2　取食量与环境因子的关系　四眼斑龟没有自

动调节体温的能力�体温随外界环境变化而变化�
取食量的多少受生态因子影响非常明显。在相关研
究中�曾有报道其食性、捕食行为等与光照强
度［12～13］、水温［14～17］、气温［18～19］、湿度等因素有
一定关系�而且人为环境［20～22］的设置也影响摄食活
动。本研究测量饲养室内的生态因子�用 excel处理
数据�分析如图2。

从图2看�气温与水温变化趋势基本相同。月
平均气温、水温分别为：26∙2℃、25∙5℃；12月～
次年2月降到最低�1月最低�分别为19∙1℃、
18∙9℃；在5～8月升到最高时期�7月取食量最大�
生长最快�气温和水温应为最佳�分别为：29∙6℃、
28∙4℃。11月份的变化差异�则说明在某些如产卵、
冬眠等行为发生时�生态因子作用不明显�更多受
到生物节律的调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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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养殖期间气温、水温 （℃） 月变化情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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