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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丰糜鹿群对光周期适应的研究
关

梁崇岐 陆 军 孙大明 丁玉华 徐安红

摘要 1 9 8 7~ ]9 92 年研究表明
,

江苏大丰靡鹿保护区半野生放养的糜鹿
,

产仔季节比在 英 国

伦敦时提前25 d
,

雄鹿落角季节比引进初期提前22 d
,

发情期亦有相应变化
。

其节律的季节分布情

况与19 世纪90 年代生活在伦敦乌邦夺的情况有着惊人的一致
,

表明鹿群已重新适应了大丰 的 光周

期
,

它的生命季节性节律已调整到位 ; 逐年产仔期变动显示了调整的具体过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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糜鹿 (E la Pho us d a o id :’a 。 : M iln e 一 E d w a r d s )原系我国特产动物
,

野生种群在商 代 已

迅速衰落
,

清代末叶绝迹
〔‘’。

而早已开始的人工种群
,

在原分布区内的圈养(清代北京南海子

皇家猎苑)溯其源有数百年的历史
〔活〕,

其后流落到欧洲
,

后集中在伦敦乌邦夺的成功 圈 养
,

今快满百年
〔冬, 。

在先后的圈养中
,

有长期的小种群和狭窄遗传过程
〔们 。 1 9 8 6年江苏大丰糜鹿

保护区创建糜鹿群
,

39 头糜鹿 (雄 13 头
,

雌26 头 ) 由伦敦 5 家动物园回到大丰
〔s , , 1 9 8 7年 4

月放养到 自然环境中 (初 1 2 0 h m
Z ,

今 已3 4 0 h m
,

)
,

大丰保护区的光周期与物候同伦敦的情

况很不相同
,

动物生命活动的季节性节律与光周期有直接的联系
〔” ,

鹿群能否调整好 生 命活

动的季节性节律
,

重新适应这一原祖先野生种群的生境
,

作了跟踪观察
,

本文 即为其结果
。

为了更充分探讨糜鹿的适应能力
,

文中亦涉及到 1 9 8 5
、

1 9 8 7年两批引回北京的南海 子 糜 鹿

群 (雄 5 头
,

雌33 头 ) 的部分情况
。

1 材料和方法

比较产仔期
:

观察和记录1 9 8 7一 1 99 2年大丰糜鹿群每例产仔
,

得到逐年产仔期 的季节分

布
,

与伦敦韦勃斯奈德动物园 (大丰创始群中有 19 头糜鹿来 自该动物园 ) 1 9 8 5一 1 9 9 0年的产

仔期资料比较
,

并分析大丰群逐年产仔期变化
;
与公认为繁殖很成功的伦敦乌邦夺糜鹿群建

群初期 ( 1 8 9 4年开始建群 )
,

及 1 95 1年情况
〔蕊’进行比较

,

揭示糜鹿当年转移到乌邦夺后产仔

季节变化的特点
。

1 99 3一 03一 2 5 收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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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结果与讨论

2
.

1 产仔季节调整

伦敦韦勃斯奈德动物园糜鹿群在 19 8 5 ~ 1 9 9 0年共产仔94 头
;
大丰康鹿群 1 9 8 7一 1 9 9 2年共

产仔鹿 1 09 头
,

两地产仔期的季节分布如图 1 所示
。

. 和
斯“德“

�次�酬黔�礼

6 7 s a

月份

大丰群和韦勃斯奈德群产仔季节相

图 1 表明
,

当糜鹿回到大丰保护区后
,

产仔季节大幅度提前
,

按产出仔鹿总数一半的 日

期衡量
,

大丰群在 3 月2 8 日
,

而韦勃斯奈德群在 4 月 22 日
,

即提前了25 d
。

图 2 表示大丰群各年产仔期的季节分布
,

揭示了鹿群调整节律的具 体 过 程
。

据 图 2 ,

1 9 86年 8 月到1 9 8 7年底是调整节律的第一阶段
。

鹿群初 临新的环境
,

此前又受到运输准备和

运输过程 ( 从伦敦到大丰 ) 对发情交配活动的严重干扰
〔5 1 , 1 9 8 7年的繁殖活动很混乱

,

流产

多
: 2 月 9 日至 4 月 2 日流产死亡 5 头 ( 未在图中表示 ) ; 鹿群产仔期长

,

顺产仔鹿 7 头
,

从 4 月 9 日到 9 月 5 日
,

跨越了1 50 d ; 交配活动时续时停
,

从元月 9 日到10 月 n 日
,

观察

到交配活动 19 次
,

其中 3 月 2 4 日到 4 月28 日的11 次交配是完全没有生殖成绩的
,

表明鹿群为

繁殖季节的适应调整付出了巨大的代价
。

但仍未调整到位
,

故图 2 中 1 9 8 8年产仔相表明
:

产

仔期比较分散
,

反映不出这个种固有的繁殖季节性强
、

产仔期集 中的特点
。

同时产仔季节又

提早太多 ( 有 5 头仔鹿是在 2 月 15 一24 日产 的
,

后几年再没有在 2 月份产仔 )
。

1 9 8 9年的产仔期分布相表明
,

鹿群生命活动的季节性节律调整 已基本到位
。

其 后 的 3 a

已经稳定
。

整个图 2 表明
,

鹿群适应大丰地区光周期调整其产仔季节相时
,

经历了 1 9 8 8年的

提早过多 ( 多了两 周 ) 而回缩稳定的过程
。

2
.

21
‘

雄鹿落角季节调整

繁殖季节的提前也反应在雄糜鹿方面
,

以第二性征的落角年周期为例
, 1 9 8 6 午的硬角是

在 12 月28 日到次年元月27 日期间落角 ( 。 = 13
,

个体年龄 2 一 9 龄 )
,

落完半数角枝的 日期

是元月 15 日 ; 1 9 8 7年落角是在 12 月26 日至次年元月15 日
,

元月 5 日脱落的角枝已 超 过 半 数

( 62 % )
,

落角周期比前一季节提前了10 d
,

其后 3 a
的 硬角都是次年元月 6 日前脱完

,

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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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大丰岌 鹿群产仔季节分布

比 19 8 6年提前了22 d 左右
。

表明雄鹿 的季节性节律提前到相应的水平
,

与雌鹿同步
。

2
。

3 讨论

历史上当糜鹿 由中国 ( 清代皇家南海子猎苑 ) 流落到欧洲后
,

鹿群对当地光 周 期 的适

应
、

繁殖季节节律亦有一个调整变化时期
,
B e d fo r d ( 1 2) 〔昌’

在 1 9 5 1年写到
: “

在离开其原产地

约 50 年之后
,

糜鹿已推迟 了它的繁殖季节
,

最初年代( 19 世纪90 年代—笔者注 )三月末确实

见到仔鹿
, 5 月末成年雄鹿就开始吼叫 ( 发情 ) ,

现在仔鹿很少在四月第三周前出生
,

而 6

月离发情开始还早
,

仔鹿主要在四月和五月出生⋯⋯
,

发情期在 8 月中旬才结束
” 。

他提供的

资料表明
,

乌邦夺创始鹿群时期的繁殖季节节律
,

与目前大丰群的情况几乎完全一致
。

值得

指出的是
,

糜鹿离开原产地 ( 我国 ) 后
,

在新的环境 ( 乌邦夺 ) 经历 了数十年的适应调整
,

才推迟了繁殖季节
。

而重新回到原分布区南部的大丰糜鹿群
,

只经过 短 短 3 a ,

繁 殖 季 节

已调整到位
,

并取得了 良好的繁殖成绩
,

征头育龄母鹿平均年产仔 0
.

79 头
,

仔鹿 自然成活率

为 9 7
.

6 %
。

重新回到原分布区 中北部的北京南海子的糜鹿群
,

亦有 良好的繁殖成绩
,

鹿群年

递增率为3 0
.

6 %
。

这里或可说明
,

糜鹿这个种适应原产地的遗传基础仍然存在
。

一般认为动物生命活动的节律受环境影响很 小
,

而是受内部种所控制
,

光周期则是调整

生物内部种使之同步的同步器 ( Z e i t g o
b e r ) 〔

’〕是启动
“

节律
" 的触发器 (T r i g g e r ) 〔‘〕,

光周期

受地理纬度和季节所 决定
。

英 国乌邦夺糜鹿群 ( 40 0一 6 00 头 )
、

北京南海子糜鹿群 ( 1 9 9 1年

13 0头 ) 〔‘l 、 江苏大丰糜鹿群 ( 1 99 3年 154 头 ) 分别处在北半球的温带
、

暖温带和亚热带的北

缘
。

三地的经度分别为 0 0
0

0 0 产
匕

、

1 16
0

0 0 尸
E 和 一2 0

0

4 9 产
E

,

纬度分别 为 5 1
0

2 0 ‘N
、

3 9 0 5 0 尹 N

和33
0

05
产N

。

糜鹿这个种引回原产地而表现出来的 良好的适应
,

从本质上讲是对原产地光周

期条件的重新适应
。

它保留着适应原产地光周期的遗传基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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