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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豚的分娩及相关行为观察
’

杨健 张先锋 崛 由纪子十 藤本朝海十

(中国科学院水生生物研究所 武汉 4 3 0 0 7 2)

t (日本江之岛水族馆 藤泽市)

提要 于 19 93 年 4 月 10 日
,

在 日本江之岛水族馆
,

江豚顺利分娩
。

对其分娩过程
,

以及与之

相关的呼吸
、

活动行为进行较详细的观察和研究
。

结果表明
,

母豚将小豚的尾部生出占分娩的

绝大部分时间
。

分娩后期段平均呼吸频率减缓
,

游动速度放慢
,

水面活动增多
,

并趋于单独活

动
。

此外
,

还记录到母豚的喷水
、

跳水
、

收腹
、

摆尾
、

转游等分娩时的特殊行为以及出生后幼豚

的行为
。

关键词 江豚 分娩行为

学科分类号 59 5 5

江豚为一种小型齿鲸
。

我国沿海
、

长江中下游干流及其相连的洞庭湖
、

都 阳湖等
,

以

及 日本沿海
、

印度洋沿岸等水域均有它 的分布
。

我国的一些科研单位及 日本的一些水族

馆都饲养过江豚
,

有些个体至今仍然存活
。

然而
,

由于其饲养不易
,

成功繁殖更难
,

有关江

豚分娩及相关行为的报道很少
。

仅古田正美等 (19 77) ‘)曾对 19 7 6 年 4 月 17 日一孕豚在 日

本产下一雌性幼豚的经过进行了描述
。

本研究报道 日本江之岛水族馆江豚分娩过程及其

相关行为
,

以期为江豚的人工繁殖提供一些值得借鉴的经验
。

1 材料与方法
L l 材料及饲养池

于 1 9 9 3 年 4 月 10 日
,

在 日本藤泽市 的 江 之 岛水族馆 内
,

观察 了 一 怀 孕 江豚

(Ne op ho ca en
a p ho ca en oi de

: )成功分娩的情况
。

2 头成体豚及出生后的幼豚
,

饲养于一贮

水量约 87 t
,

水深 3 m 的正方形池中 (表 1)
。

L Z 观察时段 表 1 三头江豚的资料

L 2. 1 分娩 以前段 18 : 14 :

2 0 到 18 : 3 9 : 15
,

共 记 录 2 4而
n

5 55
。

此时母豚 尚未分娩
。

1. 2. 2 分娩 早期段 2 0: 2 4:

4 6 到 2 1 : 0 5 : 16
。

共 记 录 4 0而n

T a b
.

l 们l e in fo rm ati
o n of 3 fi ul e ss P o耳幻 Ise

(N 夕ho ea e n o ide
s
)

in 面5 stu d y

性别 体长 (m )

1
.

6 7

1
.

6 3

0
.

7 5

体重 (kg )

5 8
.

0

7 5
.

8

7
.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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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 5 、

幼豚尾叶及部分尾柄生出
。

1.2. 3 分娩后期段 21 :05 : 16 到 21 :4 5 :46
。

共记录 4 0 1面n 305
。

幼豚其它部分直至全体生出
。

1
.

2
.

4 分娩以后段 2 1 : 4 5 : 4 6 到 2 3 : 0 2 : 0 0
。

共观察 lh l6lhi
n l4 s

。

其中前面 3 个时段
,

主要记录母豚的分娩情况
,

以及与之相关的呼吸
、

活动和其它行

为的频率及所费时间
。

分娩以后段主要记录 出生后幼豚 的呼吸
、

游动及其行为的频率及

所费时间
,

并观察母豚对幼豚的反应情况
。

L 3 不同时段行为项目的比较

在比较不 同时段 的行为项 目结果时
,

把各项 目的累加时间
,

标准化为 占总观察时间的

百分率
,

以增加可 比性
,

并加以分析和总结
。

2 结果

2. 1 分娩过程

在分娩前的几天里
,

母豚的生殖裂一直明显张开
,

乳裂膨胀
。

4 月 9 日 1 9 :05 开始观察

到有粘液从生殖裂中流出
。

4 月 ro 日白天亦如此
:

可以判断母豚很快就要分娩了
。

幼豚完

全出生的时间为 4 月 10 日晚 2 1 :4 5 :46
。

在此时刻前后所记录到的母豚分娩过程及母
、

幼

豚主要事件见表 2
,

图版 I
。

次 日早晨
,

母
、

幼豚终于在一起游动
,

但母豚无授乳行为
。

此例

分娩历时约 Z h33 m in4 6s (约 153
.

7 7而n)
.

其中幼豚尾裂及尾柄部生 出占了 1 41
.

25 而
n ,

而

从腹部到整体生 出仅耗时 12
.

5 2 m in
。

表2 江豚分娩经过

T ab
.

2 Th e Proc e ss o f th e Pa rt u ri ti o n o f fi ul e ss
po rp o lse

(瓦 Pho c a
en

o

ide
s
)

时时 间间 与幼豚完全生出时刻之时间差差 分娩经过过

(((h :m in :s )))))))

1118 :3 9 : 1 555 一 3 h0 6而
n 3 lsss 母豚尚未开始分娩娩

111 9 : 1 222 一2 h3 3而n4 6 sss 开始分娩
,

幼豚尾叶逐渐生出出

222 0 :2 1前前 < 一 lh2 4 m in2 6 sss 幼豚尾叶及尾柄基部生出出

222 0 : 39 : 1000 一 lh0 6而
n 3 6 sss

幼豚尾柄又被生出些
,

但尚未到达肛门位置置

222 0 :4 6 : 1 111 一 59而
n 3 5 sss

幼豚尾柄又被生出些
,

但仍未到达肛门位置置

222 0 : 56 : 1666 一4 9而
n 3 0 sss

幼豚尾柄又被生出些
,

但仍未到达肛门位置置

222 1 :3 2 :4 444 一 1 3 n刀
叨2 555

幼豚尾柄又被生出些
,

接近达肛门位置置

222 1 :3 3 : 1555 一 12而
n 3 1555 幼豚尾柄至肛门处全部生出出

222 1 :4 2 :5 000 一0 2rm
n 5 6 sss

幼豚腹部至生殖裂处生出出

222 1 :4 444 一0 1而114 6 555
幼豚腹部继续被生出

,

但未达胸鳍肢肢

222 1 :4 555 一4 6 555
幼豚腹部继续被生出

,

但仍未达胸鳍肢肢

222 1 :4 5 :4 666 0 SSS
幼豚全体生 出出

222 2 :4 222 + 56 m in l4 sss
母

、

幼豚第一次接近
,

后很快分开开

222 2 : 5 333 + lh0 7m in l4 sss
母

、

幼豚第二次接近
,

后立即分开开

222 3 :0 222 + lh l6m in l4 sss
母豚主动接近幼豚

,

但又很快分开开

2. 2 呼吸行为

分 4 个时段记录下母
、

幼豚的总呼吸次数及每次呼吸间的间隔时间
,

并由此得到最

长
、

最短 间隔
,

且推算 出平均呼吸频率和平均每次呼吸间隔 (表 3)
。

从表 3
,

可 以得到豚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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吸行为的一些趋势
。

在观察的时间内
,

从母豚开始分娩前到分娩早期段
,

平均呼吸频率会

有小 幅度地上升
,

平均呼吸间隔缩短
;
但到了接近小豚完全出生的后期段

,

平均呼吸频率

又将减缓
,

平均呼吸间隔延长
。

出生后的小豚平均呼吸频率明显高于母豚
,

呼吸间隔亦明

显短于母豚
。

2. 3 活动行为

江豚 的游动可明显归纳

为两类
:

一类较快速
,

表现为

池 内上下 急速 游 动
,

游速可

达 1一Zm / s ; 另一类较缓慢
。

游速仅约 0
.

1一0
.

2 m /s
,

有 时

甚至基本静止不动
。

本研究

分别定义其为快游 和慢游
。

分娩 过程 中间
,

亦可 观察到

表3 呼吸行为数据
Ta b

.

3 Th
e d ata o f bre a thi雌 be ha v io r o f fiul e ss

Po rp oi se
(N Pho e

ae
n o

ide
s
)

项项 目目 分娩娩 分娩娩 分娩娩 冈」出生的的

以以以前段段 早期段段 后期段段 幼豚豚

总总呼吸次数 (次 ))) 9 444 18 222 1 3 555 1 1333

平平均呼吸频率 (次 /而n))) 3
.

7 777 4
.

4 999 3
.

3 333 6名777

平平均呼吸间隔时间 (s))) 15 4 000 12 4 111 1 9
.

9 333 8
.

7 999

最最长间隔时间(s))) 8 888 1 3 000 7 000 2 666

最最短间隔时间(s))) 333 lll 222 333

另一种活动行为
,

即豚的头部浮于水面某处或一小部分露 出水面
,

呼吸几次后再人水游

开 ; 也可 以是伴随慢游一直在水面附近活动
,

呼吸几次后
,

再潜人较深的水下游动
.

这类

行为统称为水面活动
。

我们记录下各行 为的累积发生时间
,

并换算成占总观察时间的百

分率加以 比较 (表 4)
。

伴随着分娩过程 的发展
,

母豚的水面活动时间由降低到升高
,

其游

动速度趋于减缓
。

出生后的幼豚一直为伴随快速游动的水面活动
。

其方 向感很差
。

在记

录的 lh0 7而
n O4 S

内
,

有 6 次碰撞到池壁
。

表4 活动行为数据 表5 豚游动时的相互关系

T ab
.

4 T】le
da ta o f m o v illg be hav io r o f fi 川e ss T a b

.

5 Th e re la ti o n of the fi ul ess po
r坏〕ise s

百分率 (% )
’)

水面活动

慢游

快游

Po rp oi se
(N Ph o c a e n o

ide
s
)

瞿黔平粤碧
竺 分娩后期段

(N Ph o ea en o ide s) du ri ng
sw irn l刀i

飞

in ke e Pi飞 Po ol

5 2
.

7 2

9 5
.

5 1

(游动百分率
,

% )

30
.

18

13
.

9 2

4 9 0 0

3 7
.

0 0

1) 项 目累加时间占总观察时间的百分率
,

表2 同
.

其

中分娩早期段55 3 1% 的水面活动与慢游同时发生
.

分娩

后期段91
.

48 %的水面活动与慢游同时发生

游游动情况况 分娩娩 分娩娩 分娩娩

以以以前段段 早期段段 后期段段

雌雌豚单独游动动 5 3
.

2 444 4 5
.

0 000 9 0
.

3 000

雌雌
、

雄豚一起游动动 4 6
.

7 666 5 5 0 000 9
.

7 000

三头江豚共同游动的情况在不同的时段亦不相同
。

表 5 反映了两头成体豚关系
.

分

娩后 的母豚绝大部分时间均与雄豚一起游动
,

而 出生后的小豚
,

在观察的时间内
,

仅与母

豚接近三次
,

又都很快分开
。

无明显的共同游动的情况
。

2. 4 其它行为

我们还记录到了一些在江豚分娩过程中发生的其它行为
。

喷水
:

在分娩前段
,

记录到

了母豚两次用嘴向前方喷水的现象
。

跳水
:

在分娩早期段
,

伴随母豚的快游
,

当其到达水

面时
,

有类似跳跃的动作
,

使头的较大部分较直地露出水面
。

可称之为跳水行为
。

这种行

为记录到了 85 次
。

收腹和摆尾
:

在母豚分娩过程中
,

观察到 了 7 次腹部较有力地收缩及 7

次尾部较用劲的摆动的现象
。

其中上述两种行为发生于分娩后期段各 6 次
。

这提示 出它

们与母豚将幼豚产出时用力有关
。

转游
:

在分娩过程 中
,

记录到 了 4 次身体在水下翻转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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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的行为
,

这也与母豚生产时用力有关
。

3 讨论与结语
3

.

1 江豚的分娩季节

K五suy a 等 (198 6) 曾记录分析了从 1976 年到 1 984 年在 日本的水族馆中出生的 6 头幼

体江豚的情况
。

它们分别出生于 4 月 16 日到 5 月 9 日之间
。

尽管本研究 的记录比他们的

稍早
,

但仍在 4一5 月 内
。

许多对野外江豚的情况考察亦表明
,

其分娩较集中于 4 月一5 月

之间
,

如 Ka
suy

a
等 (1 9 79) 对 日本懒户 内海江豚 的研究

、

c he n 等 (198 2) 对中国长江江豚的

考察
、

Fb川ta 等 (19 8 9) 对 日本伊势湾江豚的观察 以及 Ga
。等 (19 9 3) 对中国长江和黄海江

豚的研究等
。

由于 中国东海
、

黄海和渤海的江豚与 日本分布的江豚在外形与骨骼特征方

面无显著差异
,

且这些海域相连
,

因此这些海域分布的江豚可能为同一群体
,

其繁殖习性

趋 同
。

Ga
o
等 (19 9 3) 同时报道 中国南海江豚 的分娩高峰在 8一 12 月

.

认为是 由于不同水

域水温对江豚的生长
、

身体及性成熟造成的影响所导致的
。

黄海
、

渤海年平均水温分别为

0
.

2一24
.

8℃和 5
.

7一25
.

6℃
,

而南海取样点的年平均水温为 22
.

2一28
.

8℃
。

较高的水温使得

生长
、

繁殖时间相应沿长
。

但结合长江江豚考虑
,

导致这种分娩高峰差异的原 因就可能更

为复杂
,

有待从江豚的繁殖生物学
、

进化及其环境特征等方面开展综合研究
。

3. 2 江豚的分娩历时

鸟羽水族馆的那例
,

分娩历时 88 而
n ,

而这例历 时约 153
.

7 7而 n
。

两者差距较大
。

从足

够样本的历时报道
,

能够归纳出某种豚的正 常平均分娩时间
。

一般认为历时超过正常平

均分娩时间就属于难产 (Lac av
e ,

1 9 9 1)
。

正常分娩时间的确定
,

有利于对付可能发生的难

产现象
。

江豚方面仅有两例报道
,

无法得出这个指标
。

3. 3 其它可认为是分娩的特殊行为

鸟羽水族馆的那例亦观察到了收腹和转游的行为
。

Lac av e( 199 l) 基于对海豚分娩 中

伴随行为的观察
,

做过相应地归纳
,

称其为分娩时的一些特殊行为
。

在他的行为模式中亦

有类似于跳水行为的头部站立 (He ad s

tan d ing )及摆尾的尾拍打水面
。

3. 4 分娩后的母豚与雄豚分养有利于幼豚的抚育

虽然在分娩早期段 55 % 的观察时间
,

母豚和雄豚一起游动
,

但分娩后期段
,

绝大部分

观察时间 内母豚单独游动
。

雄豚多在池壁的一角处活动 (虽然也观察到几次雄豚伸出阴

茎试 图交配的现象
,

但并未发现对分娩过程产生不利影响)
,

直到幼豚完全生 出
。

古 田正

美等 (19 7 7) ‘)所报道的那例
,

怀孕母豚与其它 12 头 (雄豚 10
、

雌豚 2) 同居一池
。

在分娩过

程中
,

除后期 1 头雌豚曾与该豚相伴过外
,

其余豚皆不与该豚伴游
。

因此
,

分娩至幼豚完

全出生前
,

有其它个体 (不论雄雌 )与怀孕母豚共居一池
,

可能对该豚分娩没有什么妨碍
。

但小豚生出后
,

这例母豚立刻与雄豚一起游 动
,

并一直持续 (但没有观察到交配行为)
,

而

与幼豚接近甚少
,

且不授乳
。

此时母
、

幼豚的交往
,

可能受到了雄豚的干扰
。

这种干扰机制

尚有待研究
。

鸟羽水族馆的生产后的母豚虽然授乳
,

但由于经常受到雄豚的追逐
、

交配行

为的干扰
.

后来以致授乳困难
,

母
、

幼分开
。

与此同时
,

同居一池 的另外两头雌豚却显现出

明显的抚幼行为
,

像是幼豚的
“

乳母
” 。

所 以
,

推测分娩之后 的母豚及幼豚
,

与其它雌豚共

l) 见4 1页脚注 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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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
,

而与雄豚隔离饲养
,

将有利于母豚的抚幼
,

提高幼豚 的存活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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