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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方法

人工饲养母树鼩产后食仔的综合干预

匡德宣， 孙晓梅，仝品芬， 王文广，陆彩霞，代解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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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省重大传染病疫苗研发重点实验室，昆明　 ６５０１１８）

　 　 【摘要】 　 目的　 预防人工饲养母树鼩产后食仔。 方法　 从人工饲养繁殖种群选出 ５０ 只有产后食仔癖的母

树鼩，采取多种措施综合预防产后食仔。 结果 　 ５０ 只曾有产后食仔史的树鼩怀孕 ４５ 只，５ 只未怀孕，怀孕率为

９０％ ，其中 ２ 只怀孕 １０ ～ １５ ｄ 流产，１ 只难产死亡，６ 只仍有产后食仔现象，食仔率由 １００％降为 １４％ 。 ３６ 只母树鼩

怀孕产后无食仔现象出现，并能正常将所生幼仔哺乳成活，预防成功率为 ８６％ 。 结论　 采取综合预防措施可有效

控制和减少树鼩产后食仔，对提高人工驯养树鼩种群的繁殖率具有借鉴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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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树鼩，学名 （ Ｔｕｐａｉａ ｂｅｌａｎｇｅｒｉ ），英文名 （ ｔｒｅｅ
ｓｈｒｅｗ），属杂食性动物，多栖息于热带雨林、次生林、
山地森林和林缘附近。 性成熟时间为 ４ ～ ６ 个月，寿

命 ８ ～ ９ 年，妊娠期为 ４１ ～ ５０ ｄ，孕酮的变化与人类

相似。 树鼩繁殖能力强，胎仔数为 １ ～ ５ 只，通常产

２ ～ ４ 只，每年 ４ ～ ８ 月为繁殖季节［１ － ２］。 但在将野



生树鼩进行人工驯化及饲养繁殖的过程中，由于饮

食结构、饲养环境、饲养程序的改变及一些人为的

干扰，临产母树鼩易产生应激反应，导致部分母树

鼩生产后出现吃仔、叼仔、弃仔、踩仔等现象，造成

仔树鼩成活率低，甚至有些母树鼩会失去生育力或

消瘦死亡，严重影响树鼩的繁殖率。 本文对树鼩产

后食仔的原因和预防措施做了探索研究，并做出系

统的归纳总结，以供同行参考。

１　 材料和方法

１ １　 实验动物

５０ 只繁殖性能较好的公树鼩及 ５０ 只有产后食

仔史或食仔癖的母树鼩（中缅树鼩滇西亚种），均选

自中国医学科学院医学生物学研究所灵长类中心

饲养的繁殖种群 ［ ＳＣＸＫ （滇） Ｋ２０１３⁃０００１， ＳＹＸＫ
（滇）Ｋ２０１３⁃０００１］。 体重 １２０ ～ １４０ ｇ；年龄为 ２ ～
３ 岁。
１ ２　 树鼩产后食仔的原因

树鼩产后食仔的主要原因包括以下诸多是多

方面，如饲养环境的改变；营养不足或营养搭配不

合理；产后缺水；产仔过程中或产后受到惊吓；饲养

员身上带有刺激性较强的异味刺激 （如香水、香
皂）；母树鼩产后的紧张疑惑导致其产后食仔； 产后

吃胎衣胎盘时误食死胎或弱仔；产后缺乳、多乳， 或

患有乳房疾病也会导致食仔；一些母性差的母树鼩

将幼仔吃掉；树鼩在临产期或生产中调换饲养员；
温度过高；噪音过大；仔树鼩外伤引起被吃等。
１ ３　 采取的防治措施和方法

１ ３ １　 挑选繁殖性能较好的公树鼩与被选食仔母

树鼩（１∶ １）合笼交配，雌雄树鼩合笼后第 ４ 周起，通
过腹部触诊的方法触摸子宫内的胚胎，不抓取树

鼩，在巢箱中直接带手套轻轻触诊， 如摸到子宫内

有一节长而圆形的硬滑块，则可断定母树鼩已经怀

孕并转入产房待产［３］。
１ ３ ２　 保持产房的安静，树鼩产舍选择在周围环境

安静的房间，使母树鼩临产期、 生产中、 产仔后能

有一个安静舒适环境。 根据滑块大小，结合合笼日

期，在分娩前 １０ ｄ 转入待产房饲养管理。 产房都是

产仔和哺乳的母树鼩，其它的树鼩转出，产房内只

允许专一饲养人员进入，杜绝生人参观。 防止周围

环境出现噪声，严防猫、狗等闯入，光线适当暗淡，
减少清扫次数，尽量减少外来的干扰。
１ ３ ３　 采用合适繁殖笼，笼具为不锈钢笼（４００ ｍｍ

×３８０ ｍｍ × ３５５ ｍｍ），笼后侧放置 １ 个相通的木制

巢箱（３５０ ｍｍ ×１７０ ｍｍ ×２１０ ｍｍ）。 分娩前几天要

将产笼洗净消毒，放在阳光下晒干。 对于转入待产

房的母树鼩，需要在巢箱内放置木制产仔箱（１２０
ｍｍ ×１４０ ｍｍ ×１４０ ｍｍ），并在箱内放入高压灭菌过

的干草，便于母树鼩做窝产仔和及时保温［３］。
１ ３ ４　 严格控制好产房温度、湿度、通风、噪声、采
光及照明等环境因素。 产仔箱内最适温度为 ２３ ±
ｌ℃，最适湿度为 ５０ ﹪ ± ５ ﹪，每天打开动物房门窗，
通过自然对流通风 ４ ～ ５ ｈ，噪声 ＜ ６０ ｄＢ，采用人工

照明并按照 １０ ｈ：１４ ｈ 明暗交替［４］。
１ ３ ５　 做好母树鼩怀孕期的营养保健，根据胎儿的

生长发育规律和妊娠母树鼩营养需要，合理全面均

衡调配母树鼩在妊娠期间的饲料，饲料的新鲜度、
均匀度、含水量、色泽、气味、杂质情况等感官指标

均较为良好，饲料营养全面丰富、适口性好、容易消

化利用、卫生安全、便于饲喂、易保存，完全能满足

于树鼩的营养需求。 保证优质蛋白质、矿物质、维
生素、食盐等的供给，实行定时、定量、定质饲喂［５］。
１ ３ ６　 加强母树鼩产前的准备管理，怀孕期的营养

保健母树鼩达到预产期的前 ７ ｄ，减少精料的喂量，
增加饲料的稀度，多喂水果，避免母树鼩乳汁过浓。
如果母兽乳汁过浓，幼仔又不能从乳头吮到乳汁，
甚至咬破乳头，也可能引起母兽愤怒，咬死幼仔。
加强安全和防止外伤，母树鼩临产前，饲养员必须

细致检查产笼，如有损坏及时修好，防止仔树鼩发

生外伤，预防母树鼩因过度舔舐幼仔伤口而将其

吃掉。
１ ３ ７　 母树鼩分娩时，安排人员监视分娩，饲养员

身上不准有香水味、香皂味等刺激母树鼩，饲养员

不得随意触摸仔树鼩，要及时处理掉污染物、胎衣、
死胎等。 发现母树鼩吃仔树鼩，随时将所产的仔树

鼩与母树鼩进行隔离，定时哺乳，不给母树鼩将其

吃掉的机会。
１ ３ ８　 做好母树鼩产后的营养保健及调理。 产后

给予母树鼩的食物营养更加完善，在普通正常生长

发育饲料的基础上，补充动物性蛋白 １０ ｇ ／ ｄ ／只树鼩

（面包虫），纯牛奶 ５ ｍＬ ／ ｄ ／只树鼩，水果 ２０ ｇ ／ ｄ ／只
树鼩，母树鼩分娩后供给充足的干净的淡盐水或糖

盐水和多汁营养丰富饲料。 部分母树鼩会在夜间

产仔，所以晚上就要提前在食盅内放置葡萄糖水以

防吃仔。
１ ３ ９　 及时治疗患有乳房疾病的母树鼩，在母树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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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１　 ５０ 只有产后食仔癖的母树鼩采取综合干预措施后的繁殖及食仔情况
Ｔａｂ． １　 Ｔｈｅ ｂｒｅｅｄｉｎｇ ａｎｄ ｅａｔｉｎｇ ｉｎｆａｎｔ ｓｔａｔｕｓ ｉｎ ｆｉｆｔｙ ｐｏｓｔｐａｒｔｕｍ ｉｎｆａｎｔｏｐｈａｇｉａ ｆｅｍａｌｅ ｔｒｅｅ

ｓｈｒｅｗｓ ａｆｔｅｒ ｔａｋｉｎｇ ｓｔｅｐ ｏｆ ｃｏｍｐｒｅｈｅｎｓｉｖｅ ｉｎｔｅｒｖｅｎｔｉｏｎ

总数

Ｔｏｔａｌ
怀孕数

Ｐｒｅｇｎａｎｃｙ
未怀孕数

Ｕｎｐｒｅｇｎａｎｃｙ
流产数

Ａｂｏｒｔｉｏｎ
难产数

Ｄｙｓｔｏｃｉａ

正常分娩数

Ｎａｔｕｒａｌ
ｃｈｉｌｄｂｅａｒｉｎｇ

产后食仔数

Ｐｏｓｔｐａｒｔｕｍ
ｃａｌｖｅｓ⁃ｅａｔｅｒ

未食仔数

Ｎｏｔ
ｃａｌｖｅｓ⁃ｅａｔｅｒ

怀孕率

Ｐｒｅｇｎａｎｃｙ
ｒａｔｅ％

食仔率

Ｉｎｆａｎｔｏｐｈａｇｉａ
ｒａｔｅ％

成功率

Ｓｕｃｃｅｓｓ
ｒａｔｅ％

５０ ４５ ５ ２ １ ４２ ６ ３６ ９０％ １４％ ８６％

注：怀孕率 ＝ 怀孕数 ／ 总数 × １００％ ，食仔率 ＝ 产后食仔数 ／ 正常分娩数 × １００％ ，成功率 ＝ 未食仔数 ／ 正常分娩数 × １００％ 。
Ｎｏｔｅ： Ｐｒｅｇｎａｎｃｙ ｒａｔｅ％ ＝ Ｐｒｅｇｎａｎｃｙ ／ Ｔｏｔａｌ × １００％ ， ｉｎｆａｎｔｏｐｈａｇｉａ ｒａｔｅ％ ＝ Ｐｏｓｔｐａｒｔｕｍ ｃａｌｖｅｓ⁃ｅａｔｅｒ ／ Ｎａｔｕｒａｌ ｃｈｉｌｄｂｅａｒｉｎｇ × １００％ ， ｓｕｃｃｅｓｓ ｒａｔｅ％ ＝ Ｎｏｔ
ｃａｌｖｅｓ⁃ｅａｔｅｒ ／ Ｎａｔｕｒａｌ ｃｈｉｌｄｂｅａｒｉｎｇ × １００％ ．

有缺乳或多乳现象时适当的进行寄养，将母树鼩的

乳汁、尿液涂抹于仔树鼩身上使母树鼩认为是自己

所生，而不会咬死仔树鼩。
１ ３ １０　 对于母性差的母树鼩，生产后母仔分养，采
取定时人工辅助哺乳的方法，这样对母性差的母树

鼩可减少食仔现象的发生。 确认有食仔恶癖的母

树鼩，在分娩或哺乳时，在仔树鼩身上涂擦些母树

鼩乳汁、尿液等，预防母树鼩继续吃仔树鼩。 对有

长期严重食仔癖的母树鼩直接淘汰，不再留做种用。

２　 结果

通过对 ５０ 只曾有产后食仔史的母树鼩采取综

合干预措施， 有 ４５ 只母树鼩怀孕，５ 只未怀孕，怀孕

率为 ９０％ ，其中 １ 只怀孕 １０ ～ １５ ｄ 流产，１ 只难产

死亡，６ 只仍有产后食仔现象，食仔率有 １００％ 降为

１４％ 。 ３６ 只母树鼩怀孕产后无食仔现象出现，并能

正常将所生幼仔哺乳成活，成功率为 ８６％ （表 １）。

３　 讨论

动物为了延续自身种族，使自身遗传基因能不

断传递下去，具有一种天生保护和抚育自身后代的

本能［６］。 然而，动物界中却也存在着动物杀婴、食
仔等特殊现象。 例如猫、兔和某些啮齿类动物在产

仔后，如果受到某些不良刺激或环境条件较差等，
偶尔会出现残杀自己亲生幼仔的现象［７ － ８］。 从动物

行为学的观点来看，护仔和食仔都是母性行为的体

现，任何不利因素的干扰都可能成为母食仔的诱

因，因此要从根本改变母食仔的这种野性，除了注

意排除各种干扰因素之外，最根本的问题要从驯化

着手，增加动物对不良刺激的忍耐量，使原本能引

起强应缴反应的因素，既无积极意义，又无消极影

响，使动物视刺激习以为常，从而从根本上改造其

野性［９］。

树鼩原本属于野生动物，在人工驯养繁殖过程

中，特别是在繁殖期，声响、光照、气温、饲养程序等

突然改变，产仔过程中或产后受到惊吓，极易引起

母树鼩发生应激性反应，表现出精神紧张，极度惊

恐，常躲在巢箱内，全身缩成一团，眼睛盯着外面，
有的母树鼩出现产后拒绝哺乳、吃仔、叼仔、弃仔、
踩仔等现象［１０ － １１］。 从表 １ 的结果看，５０ 只母树鼩

均曾有产后食仔史，食仔率为 １００％ ，采取综合干预

措施后食仔率下降为 １４％ ，成功率达 ８６％ 。 结果表

明针对产后食仔的母树鼩，只要我们在饲养繁殖中

结合树鼩的生活习性，通过采取一系列配套的管理

规则，加强对饲养员的要求，提高饲养管理，从驯化

着手，循序渐进，逐步建立人与动物的感情，培养条

件反射和实验室驯化，提高动物对不良刺激的忍耐

性，从根本上改变食仔的野性，同时注意避免一些

应激刺激，产仔期间要保证安静，减少声响和干扰，
对于先天母性差和有恶癖的树鼩要及时淘汰或不

再用于繁殖等，完全可以有效预防或减少树鼩产后

食仔现象。 总之，采取综合干预措施对预防大规模

树鼩饲养种群的产后食仔，提高整个树鼩繁殖种群

的繁殖率具有借鉴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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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５中国比较医学杂志 ２０１４ 年 １ 月第 ２４ 卷第 １ 期　 Ｃｈｉｎ Ｊ Ｃｏｍｐ Ｍｅｄ， Ｊａｎｕａｒｙ ２０１４，Ｖｏｌ． ２４． Ｎｏ． 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