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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青岛海产博物馆王者茂高级工

程师审阅并提出修改意见 特此致

谢 ∀

作者 朱龙 出生于 年 工程师

农学学士 主要从事海洋生物学研

究 ∀

收稿日期 2 2

修回日期 2 2

目前世界上现存海龟共有 科

属 种 一般分布在热带和亚热

带的海域里 ∀我国有 科 属 种

其中以棱皮龟 ∆ερµοχηελψσ χορι2

αχεα 个体最大 而以海龟 Χηελονια

µψδασ 种群数量最多 主要分布在

西沙群岛及南方沿海 北方沿海主

要有随暖流北上的 龟 ∀关于其形

态 !分类 !分布 !繁殖 !人工养殖及

资源保护已有专门报道 ∀现对其呼

吸 !摄食 !攻击和防御等行为做一

报道 为科研 !环保 !野生动物保护

部门及业余爱好者进行物种保护

提供科学依据 ∀

摄食行为

食性

龟 Χαρεττα χαρεττα 是以动物

性食物为生的龟种 它喜食各种底

栖无脊椎动物 据 年丛珊等报

道 其食物主要有软体动物 !甲壳

类以及各种鱼类 ∀对鱼类的选择比

较广泛 不论是上层鱼类还是底层

人工饲养条件下 龟的行为生物学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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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效益差 !竞争能力弱 所以优化

船队结构 同样是国内航运业的一

个主功方向 ∀随着各沿海 !沿江地

区腹地经济的发展 各港口吞吐量

将持续快速增加 预计今后吞吐量

增加较快的货种是石油 !铁矿石和

集装箱 ∀国内石油资源不足 原油

产量一般将维持在 ∗ 亿 的

水平 但我国经济的发展对石油的

需求量增长较快 ∀据悉 年我

国进口约 万 年将进口

万 年进口 亿 ∀以青

岛地区为例 见表 目前青岛港

拥有北方港口最大的 万吨级原

油进口泊位 使之具备了较优势的

条件 ∀青岛原油进口不仅要满足腹

地的原油加工能力增长的需求 而

且在从俄罗斯进口原油项目实施

前 还要为华北地区 !洛阳炼油厂

供油 同时还要为齐鲁石化等企业

供应原油 以置换山东胜利油田的

原油经鲁宁管道供应长江沿线石

化企业 ∀因而这种需求必然刺激航

运业的发展 ∀我国铁矿石资源不算

富足 制约了国内钢铁工业的发

展 ∀我国铁矿石产量今后仍将维持

亿 水平 仅能满足 万

生铁生产的需要 不足部分全需进

口 年进口矿石 据有

关部门预测 年将进口矿石

万 ! 年将进口矿石

万 而从更长期发展看 我国进口

铁矿石将有可能突破 亿 ∀随着

我国大型码头的兴建 铁矿石的运

量将会有较快的增加 ∀这一信息告

诉我们 我国航运业的发展将会有

一个空前的机会 ∀

由此我们可以有预期地看到

我国经济加速发展的同时 为我国

的航运业繁育了更大的发展空间

这就要求我们的航运业加大整改

力度 改善我国国内运力资源 大

力发展滚装运输船舶 ! 液化气船

同时发展集装箱船舶 ! 高速客船 !

客滚船等特种船舶 !专用船舶 推

行标准化 !系列化的内河船舶 加

大老旧船舶的淘汰 等等 明确该

行业国际竞争力的方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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鱼类 受咽喉大小的限制 仅对所

食鱼的大小有所选择 鱼体长一般

∗ 体重 ∗ 较为

适宜 ∀值得一提的是 自然海区 其

食物种类还取决于栖息地及季节

性洄游归途中动物的分布情况 其

食物大多数是游泳能力不强的底

栖种类 ∀作者观察在人工养殖情况

下主要以六线鱼 Ηεξαγραµ µοσ ο2

τακιι 为好 北方沿海 日本

Χηαρψβδισ ϕαπονιχα ! 褐 菖

Σεβαστισχυσ µαρµορατυσ ! 日本

Ηψπορηαµπηυσ σαϕορι !间 Η. ιν2

τερµεδιυσ !多鳞 Σιλλαγο σιηαµα

以及各种头足类都是较好的饵料 ∀

摄食时间

在自然海区里 没有固定的摄

食时间 因其食量较大 几乎长时

间处于饥饿状态 遇到食物即摄

食 ∀人工养殖条件下 一般选择在

傍晚投喂 龟摄食后 在晚上排

泄粪便 第二天早晨清除粪便以供

游人观赏 ∀作者观察到 只要在未

饱食的情况下 几乎昼夜都可以摄食

与外界环境和昼夜变化的关系不大∀

摄食方式

龟的口腔内不具牙齿 靠其

口缘坚韧的角质和强有力的上 !下

颌及口腔后方坚硬的角质隆起 食

道中大而硬的角质皮刺将软体动

物的壳等咬碎而吞食 ∀其摄食时

头部前伸 稍微调整角度 一般咬

横向的鱼 如果鱼竖向 则头偏一

下咬其中部 ∀只要它那坚固的角质

颌一闭合 即可听到鱼骨的碎裂

声 再昂头稍微向后一送 即吞咽

下去 有时连续吞下几尾鱼才喘一

口气 ∀如果用木棍敲击背部或头

部 它会因惊吓停止摄食而将头缩

回 但也会因饥饿而狠咬木棍或刷子∀

人工喂食的适应性

自 年以来 作者曾先后饲

养过 只 龟 ∀一般而言 在刚刚

入池 ∗ 内拒绝进食 对投入池

内的食物 不管是死鱼还是活鱼 !

活蟹 都没有摄食反应 置之不理

这是其对环境突然变化所作出的

反应 ∀其对环境变化的适应速度与

环境变化的大小有关 ∀从黄 !渤海

中捕获的 龟对人工环境适应得

较快 于二三天后即开始摄食 而

从南海捕捞空运过来的 则需 周

左右的时间才开始摄食 作者所养

的 只 龟都是从食活体日本

开始的 ∀食量由小而大 逐渐适应

池养环境 ∀通常食物要经过冷冻及

淡水冲洗等程序 以免因食物不洁

净而引发疾病 ∀

食物的选择性和食量

在自然条件下 其对食物几乎

没有什么选择 只要适口性可以

遇到什么即捕食什么 而在人工养

殖条件下 作者观察鱼类中以六线

鱼最为偏爱 并没有因是新鲜或是

冷冻的而有差异 但喜食个体适中

的 偏大或偏小都弃之 有时甚至

不吃 ∀其主要摄食沉在池底的鱼

类 而漂浮于水面的则往往不去摄

食 或许与其长期在海洋中多捕食

底栖生物有关 ∀ 龟同其它水生生

物一样 随着水温的升高 活动量

加大 摄食量也随之加大 ∀日摄食

量为体重的 ∗ 但其耐饥能

力很强 据李仲辉 年报道 在

人工饲养条件下 有时不吃或很少

吃东西 ∀

社群行为

自然条件下 龟 只以上群

居者较少见 一般独栖 只有到繁

殖季节 雌雄个体才集中到产卵地

进行交配 以繁衍后代 ∀集群只有

在繁殖地才能见到 否则都是单栖

的 ∀集群是对种族繁衍的一种适

应 这种适应是一种自然选择的结

果 ∀至于它们是依靠什么来寻找洄

游路线集群的 目前虽有多种说

法 但至今尚未定论 ∀人工养殖条

件下 曾将两只雌龟放在一起 相

遇即发生争斗 在双方共存的

里 始终未消除敌意 用屏障隔开

有时双方狂燥不安 在障碍两侧来

回爬动 似乎要发生争斗 并无友

善的表示 ∀

防御行为

日常受惊防御

当 龟由自然海区转移到封闭

的饲养池时 由于进入一个陌生且

又无法逃避的环境和狭小的空间

显得极度疲乏 !惊恐 活动不自如

且不断撞击四壁 但随着时间的推

移 这种激烈的反应逐渐消失 活

动变得正常起来 呼吸由急促而趋

于平缓 并且有规律 ∀在人工养殖

条件下 龟常常受到突然丢入池

中的异物如鱼食 !木棍等杂物的惊

吓 通常的反应是迅速将头紧缩一

下 有时转向游走 待确定没有危

险后再慢慢地接近 辨别是食物还

是杂物 有时也会咬一下试试 ∀一

般情况下 受惊反应持续的时间不

长 仅以分钟或秒计 ∀但有时如果

其在休息而被惊动 它会惊慌失措

地游走 并且呼吸急促 ∗

才会安静下来 ∀

低温防御行为

谭燕翔等 年研究认为 人

工饲养 龟水温不要低于 ε 最

适水温为 ε ∀作者曾在低温下试

验其耐寒情形 一般保持在 ∗

ε ∀ 龟静静地伏在池底很少游

动 呼吸缓慢 ∀长期不摄食 身体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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渐消瘦 慢慢地身体后部及四肢离

开池底并漂浮于水面 头部低垂 ∀

偶尔由 ε 海水换成 ε 水时

龟因温差过大在池内狂游一阵 ∀长

期的低温导致其长期的不摄食 呼

吸极其迟缓 并且体内部消化系统

紊乱 肠表面脱落 直至死亡 ∀

攻击行为

人工养殖条件下 在有限的空

间里较易发生攻击行为 ∀作者曾将

两只甲长 的雌性 龟

放到一起 相遇后即进行追咬 以

先入池者主动进攻 张开嘴以其坚

硬的颌 不管是尾部还是四肢 ! 颈

部 !头部 !甲壳均咬 这似乎表明有

占领地盘领域行为 ∀将二者以巨石

隔开 水深 ∗ 二者始终

在石头两侧焦躁不安地爬来爬去

敌意未消 一有机会即进行争斗

持续到一方离开为止 ∀

自然条件下 交配季节经常可

见到其它雄 龟攻击交尾中的配

偶现象 还有的雄龟咬住交尾的雄

龟的四肢 将其从雌龟背上拖下

来 ∀如果雌龟拒绝雄龟求爱 雌龟

还会在雄龟正面直立游泳 四肢向

左右伸展 ∀至于其争斗行为是否表

现出系列式序位 或是具有占领地

盘领域行为 有待于进一步研究 ∀

呼吸行为

呼吸方式

龟虽然生活在海洋中 却用

肺呼吸 胸廓不能活动 故呼吸的

动作是以吞食空气的方式进行 ∀

龟呼吸时 身体接近水面 首先额

头和呼吸孔露出水面 露出水面持

续的时间为 ∗ 个别达 以

上 ∀露出水面时 借助舌器的上升

与下沉变动口腔的容量 使空气吐

出或吸入 先呼气 再吸气 是一种

特殊的/ 咽气式0呼吸方式 ∀

呼吸频率

人工饲养条件下 龟的呼吸

间隔是不均匀的 短的仅数秒钟

长的可达数分钟 一般以 ∗

左右为多 有时一长数短 即一次

长间隔的呼吸后 以上 接着

就是 ∗ 次短间隔的呼吸 如

以下 ∀据 次测定统计 呼吸间

隔 ∗ 的占 间隔

∗ 的占 间隔 ∗

的占 间隔 ∗ 的

占 间隔 ∗ 的占

间隔 以上的占

∀其呼吸间隔亦即呼吸频率

明显与其身体状况 ! 健康水平 ! 所

处状态及生活条件密切相关 ∀有时

其在池底静卧休息可达 ∗

然后再上浮呼吸 ∀

来的统计观察表明 龟

在正常情况下 呼吸频率为 ∗

次 平均呼吸频率为 次

即平均呼吸间隔为 ∗ 之

间 ∀运输或惊扰时 由于其正常活

动受到了极大威胁 身体处于不能

自由运动状态 内脏器官受到压

抑 且表现为紧张和惊恐不安 同

时运输过程中环境温度变化和物

理压迫等也会对其产生不良影响 因

而代谢加速 呼吸变得短而快∀其在休

息时 代谢缓慢 呼吸间隔较长∀

讨论

在人工养殖条件下 我们不得

不以冷冻食物喂之 因食物的种

类 !营养 !品质及数量与自然环境

中有很大差别 对其自身健康会带

来影响 由于其正常呼吸行为还与

健康状况 !饲养环境 !水温变化及

水质 !水压等物理因子有关 因此

人工饲养条件下的呼吸频率尚不

能完全真实地反映出 龟在自然

情况下的呼吸 仅以人工养殖情况

下的呼吸情况作为实际应用时参考∀

由于 龟生活环境 !空间的改

变 狭小的空间 !噪音 !强光 !水质 !

水温等胁迫因子的作用 易导致其

精神紧张 行为上通常表现为急速

游泳 呼吸频率加快 撞击四壁 企

图逃逸等 ∀如果这些胁迫因子作用

时间较长 强度过大 势必导致其

神经系统紊乱 直至身体健康出现

问题 ∀另外 环境变化较小 受惊较

弱 其个体由于环境变化而引起心

理压力要小些 ∀反之 达到对环境

的适应则需较长的时间 ∀所以 从

当地近海捕捞上来的 龟很快适

应人工饲养环境 摄食正常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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