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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试验对12 只 西 农莎能奶 山羊泌乳 羊一 些行为进行 了昼夜 24 小时的连续观测
。

结 果

表明
,

圣夜采食时间为 24 5
.

67 士 5 6
.

8 1分钟
,

食后反 当来临时 间为76
.

42 士 2 2
.

4 7分钟
,

反 当时间为 5 3 4
.

8 3 士7 9
.

a 0分钟
,

反 今周期数 为 19
.

2 5 士 2
.

38 次
,

昼夜共 反 当5 5 1
.

4 2 士

8 7
.

1 9个食团
,

吸嚼速度 为 1
.

23 次 /秒
,

咀嚼次数 为3 2 6 81
.

95 次
,

反 乡 多在夜间卧 地进

行
。

昼夜采食与反 当时间的比值 为 1 : 2
.

29
。

昼夜游走和站立的时间为 4 0 0
.

5 3 士 16 6
.

2 5

分钟
,

昼夜 卧息时间为5 8 3
.

9 2 士 1 4 5
.

7 6 分钟
,

昼夜差异极显 著 (P < 0
.

01 )
。

昼夜睡眠

时间为 1 4 5
.

3 3 士 6 2
.

8。分钟
。

昼夜排类
、

尿的次数分别 为4 5
.

67 土 1 5
.

2 6
、

1 0
.

9 2 士 3
.

0 3次
。

圣夜躺卧比站 立
、

游走时间稍长
。

争斗之 间个体差异很大
,

变异 系数为1 3 0
.

6 7 %
。

以上

结果可 为西农莎能奶 山羊的推广
、

疾病诊断及制定科学的饲养管理制度提供参考
。

一
、

引 言

家畜行为学是指研究各种家畜在不同条件下的活动方式及其规律
,

以便采取合理的

饲养管理制度
,

提高畜牧业生产效率的科学
。

国外在这一领域的研究十分活跃
,

我国亦

有少数报导
‘3 , 。 ’。 行为学现已从描述性进入到试验研究的新阶 段

,

在 牛
、

猪
、

绵羊上

研究较多 “ ’ 6 ’,

但有关舍饲奶山羊某些行为连续跟踪观测的材料
,

尚 未查 到
。

饲养地

在陕西武功西北农学院畜牧站
,

该品种羊原自加拿大引入
,

经过 40 余年舍饲饲养
,

行为

方面已发生了很大变化
,

成为面向全国推广的优良种畜
‘2 ’。 为了充分发挥其泌 乳潜力

,

我们对饲养在西北农学院畜牧站的12 只西农莎能奶山羊泌乳羊有关行为进行了昼夜2 4小

时的连续观测
。

本研究旨在通过对其行为 的观测和研究
,

为制定科学的饲养管理制度
、

疾病诊断
、

良种推广提供依据
。

二
、

材料与方法

(一) 观测羊的选择

帝 ¹ 本试脸承蒙刘菌武教授悉心指导
,

李建文讲师
、

关超助理研究员及常忠华
、

卢珍等同志大

力支持和协助
,

在此一并致谢
。

º本刊编辑室收到此稿时间 : 19 8 4年 5 月29 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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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试验于 1 9 8 3年 4 月22 日至 5 月 24 日
,

在西北农学 院畜牧 站选 取 年 龄相同 (3
.

1

岁)
、

体重凄进 (6 8=. 0 士 3
.

吞公斤 )
, 、

产奶量相似
」

〔日产 奶4
.

乃移士 0
.

万7公 斤)
,

处在一

致饲养管理条件下的 12 只舍饲泌乳羊作为观测对象
。

(二) 地理位里和气候条件

该地属于温暖带季风区半湿润气候
,

年平均气温为 1 2
.

9 ℃
,

年降水量为66 7毫米
,

无

霜期 2 21 天
。

观测期间平均温度为1 4
.

5 8 士 2
.

6 9℃
,

平均相对湿度 7 ]. 92 士 6
.

42 %
。

(三 ) 饲料组成及饲养 日程

泌乳羊的 日粮由混合精料
、

玉米青贮料和野青干草组成
。

混合精料以玉米为主 (占

5 5 % )
,

其次为鼓皮 (占2 5 % )
,

豆饼 (占1 1
.

5% )
,

菜子饼 (占 5 % )
,

并加有 2 %

的骨粉和 1
.

5 %的食盐
。

泌乳羊每 日饲喂三次
,

早 7 : 3 0和下午 2 : 30 开始的两次饲喂以混合精料和玉米青

贮料为主
,

采食完后
,

加入青干草任其 自由采食
,

晚上九点 半加 青干 草一次
。

观测期

间
,

全组羊每次饲喂前后
,

对饲料给量和剩余量分别称重
,

记录各次饲喂的净采食量
。

挤奶分别在三次伺喂前进行
, _

仁午九点至十点为驱赶运动时间
。

(四 ) 观浦质目和方法

逐头进行昼夜 24 小时的连续跟踪观测
,

观测的项 目和方法如下
:

1
.

采食
:

以羊采食第一 口饲料开始
,

到停止采食饲料为止
,

记录羊采食的时间
。

2
。

反当
:

( 1 ) 食后出现反自的时间
: 观测羊采食停止后至出现第一 次反自的间隔时间

,

分

别记录早饲
、

午饲后反当来临时间
。

( 2 ) 反色起止时间
:

当出现反自时
,

记录从第一个食团进入口腔到最后一个食 团

吞咽为止所需的时间
。

( 3 ) 一个食 团咀嚼时间
:

当一个食团逆入 口腔后
,

从咀嚼第一 口到停止咀嚼
,

有

吞咽动作为止所用的时间
。

( 4 )一个食团咀嚼的次数
:

计算从一食团逆入口腔后
,

咀嚼第一 口开始
,

到停止
-

咀嚼有吞咽动作为止
,

用记数器累计咀嚼次数
。

( 5 ) 食团吞咽至逆呕的间隔时间
:

用秒表记录食团在下领后部食管沟内出现至下

一食团逆入到 口腔所需的时间
。

(6 ) 反当周期数
:
以羊开始反当到停止反自

,

转向其他活动为一个反当周期
,

记

录昼夜反自周期数
。

( 7 ) 反自周期食团数
:

用计数器记录从羊开始反自第一个食团到最后一个食团咽

下所 出现的食团数
。

3
.

站立 (游走 )
、

卧息与睡眠
:

以羊站立 (游走) 时
,

不伴有其他动作为站立 (游走 ) 时间
:
躺卧时

,

不伴有反色

与睡眼活动为卧息时间 , 唾眠以羊双眼闭合
、

两耳下垂
,

对外界轻籍刺激反应不敏感算

起
,

勤羊双眼睁开为止
,

记录所用时间
。

4
.

饮水
、

排泄及争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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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各行为发生的时间
,

记录羊昼夜 2 4小时饮水
、

排泄 及争斗的次数
。

5
.

统计处理

根据观测期间当地天黑天亮的时间及场内饲管情况
,

规定 7 : 30 一 1 9 : 30 为白昼时

间
,

19 : 3 0一 7 : 30 为夜晚时间
。

计算 12 只观测羊一些行为在昼夜 2 4小时内
,

平均每小

时发生的时间
,

并按小时归组
,

将发生在 7 : 30 一 8 : 30 之间的行为归于 7 : 30 组
,

依

此类推
。

求 出各行为所用时间的平均数
、

标准差 和变异系数
,

并对有 关均数 用 t检验进

行显著性测定
。

三
、

结果和讨论

(一) 采食

如表 1 所示
,

奶山羊昼夜采食时间为2 4 5
.

6 7 士 5 6
.

8 1分钟
,

占昼夜总时间的 17
.

06 %
,

其中昼夜采食时间各占总采食时间的 7 2
.

5 2% 和 2 7
.

4 8 %
,

昼长夜 短
,

差异非常显著 (P

< 。
.

01 )
。

昼夜平均食入干物质为 ;
.

4 6 士 0
.

04 公斤
,

占体重的 3
.

9 %
,

其 中 早饲
、

午饲

和晚饲干物质的量分别 占4 5
.

53 %
、

47
.

97 %和 6
.

50 %
。

早饲
、

午饲都 比晚饲食入的 量

多
,

差异极显著 ( P < 0
.

0 1 )
。

奶山羊的采食时间比 山羊 (3 7 0分钟) 和绵羊 (5 4 c一 6 6 0

分钟) 都少的多
‘“’ 7 ’ ‘ ’。 奶山羊和山羊采食的昼夜时间分布趋于一致

,

而采食干物质的

量比山羊和绵羊 (0
.

5 ~ 1
.

3公斤 ) 都高
,

前者占体重的3
.

9 %
,

后者分别 占2
.

5 %和 0
.

7

一 2 % ‘“ , “ , ‘, “ ’。 说明奶山羊有强的集中采食和消化 性能
,

这为较高的生产性能奠定了

物质基础
。

奶山羊和山羊
、

绵羊在采食时间上的差异与饲养管理制度
、

饲料的适 口性
、

形状和环境温度有关
,

量上的差异因生产水平
、

饲料品质不同而异
。

据分析
,

白昼采食

裹 1 西农莎能扔山羊泌乳羊采食及饮水统计表

项 目
S

{
C

·

v %

}
占直夜可碱

昼夜采食时间 (分)

昼采食时 间 (分)

夜采食时间 (分)

一}
一

卫一}竺些
-

卜i生兰}兰卫生⋯
-

—⋯—} 1 2 117 8
。

17 1 4 4
。

3 6 1 2 4
_

gD } 7 2
_

5 2 】
-

一卜二
一
}竺些

-

阵兰{里塑生睽全生
1 1 2 } 6 7

。

5 0 ! 2 9
_

0 8 } 4 3
_

O R { 2 7
_

4 R

P< Q
.

0 ]

_
!

‘2

⋯
6 7

·

5。

}
2 9

·

。8

{
‘3

·

。‘

}
2 7

·

‘8

】
干物质摄取量 (公斤 / 日/头 )

早饲干物质量 (公斤 / 日/头 )

午何干物质量 (公斤 / 日/头 )

晚饲干物质量 (公斤 / 日/头 )

222
。

4 666 0
。

0 444 1
。

6 333

111 222 l
。

1222 0
。

0 333 2
。

6 888 4 5
。

5 333

111 222 l
。

1888 0
。

0 222 1
。

6 999 4 7
。

9 777 P < 0
_

0 1

6
。

5 0

一Q‘一nU一Q口no一no一O心一n己一八O一

,

一土O口一�日�匕一八h一八h一O口一,�一gd一月寸一qo
‘.工一9自一11一
,�.一乃U一9白一0自�月任一一一一1工一

的 3

采食干物质占体重 ( % )

饮水次数

一

卜2生
-

卜兰二
-
卜些兰

一

⋯竺里l }—} 1 2 { 5
。

5 8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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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显著大于夜晚
,

而昼
、

夜采食干物质的数量变异较小
,

与白夭外界干扰大有关
。

(二) 饮水

奶山羊在食后
、

运 动后大量饮水
,

晚上 卜点后未发现饮水现象
。

侮天饮水平均 5
.

5 8

次
,

多在
_ _

匕午 9
.

30 和下午 4
.

3G 左右饮水
,

且个体间差异大
,

少者仅 2 次
,

多者达11 次
,

这与所食干物质的量和运动量的个休差异有关
。

有关山羊
、

绵羊和牛饮水次数和量
,

尚

未查到报道
,

故难 以比较
。

(三 ) 反自

观测羊反当结果如表 2 所示
,

其中昼夜反当时间为5 34
.

83 士7 9
.

3 0分钟
,

占昼夜时间

的 3了
.

14 %
。

其中昼
、

夜反当的时间各占总友色时间的 3 1
.

3 0 % 和 6 8
.

70 %
,

夜多昼少
,

差异非常 显著 (P < 。
。

()1 )
,

站立反自和卧息反自各占总反自时间 的 2 0
.

2工% 和 7 9
.

79 %
。

食后平均反当来临时间为 7 6
.

4 6 土 22
.

47 %
,

早饲和午饲反色 来临 时 间 基本一 致 (P>

。
.

05 )
。

昼夜反当周期数为 1 9
,

25 士 2
.

38
,

昼
、

夜反当周期数占总反当周期数的 32
.

47 %

和67
.

53 %
。

每周期反当 2 3
。

c 6 士 6
.

叮个食团
,

每周期所用时 间为22
.

98 土 6
.

28 分 钟
。

每

食团的咀嚼时间为绍
.

5 4 士 9
.

77 秒
,

咀嚼次数为 6 0
.

13 士 1 1
.

13 次
,

咀嚼 速 度二为 1
.

23 次 /

秒
,

昼夜总咀嚼次数为 3 2 6 8 ]. % 次
。

从前一个食团吞咽到下一食团逆呕至 口腔的时间是

7
.

6 3 士 1
.

e ] 秒
。

反当与采食时间之比为 2
.

2 9 : 1
。

奶山羊反当分两种姿势
,

即卧息和站

立游走反当
,

卧息反当 比站立游走反当的时间显著多 (P < 0
.

0 1 )
。

但不管取何 种姿势反

当
,

在同一反当周期中
,

下领的摆动方向总是一致的
,

偶尔也倒向另一侧摆动一次
,

这

可能是一侧咀嚼肌感到疲劳之故
。

奶山羊站立游走反当和卧息反色的咀嚼速度基本相同

(P> 。
.

CS)
。

奶山羊昼夜反当时间和绵羊 (4 8 0一6 00 分钟) 相差不大
,

但 比山羊 (4 CO

分钟) 长的多 ‘“’。 ’。 奶山羊的昼夜反当时 间分布 (3 1
.

3Q%和 68
.

70 % ) 和山羊 (3 3. 3 2 %

和 6 6
.

6 7 % ) 基本一致 ‘6 , a ’ 。

其反当周期数比山羊 (1 5 )
、

绵羊 (9
.

3 3 ) 都 多
,

反自

与采食所用时间的 比值比山羊 (仁
.

95 : 1 )
、

绵 羊 (l
.

1 : 1 ) 也 高
‘。”

’‘ ’。
.

这些都与

饲料的品质
、

饲养管理制度和采食量有关
。

奶山羊昼夜反当阴食团数 (5 5 1
.

4 2 ) 和绵羊

(5 。的 基本一致
,

而每个食团的 咀嚼次数 (6 0
.

1 3 ) 比 绵羊 (8。) 少
‘. ’。 这可 能受采

食量和饲料品质的影响
,

与品种不 同也有关系
。

奶山羊除运动和采食时间外
,

尽管其余

时间都有反当
,

但每昼夜有三个明显的反自周期
,

即在采 食后 的 1
.

3。小 时后
,

与绵羊

(7
.

托一8
.

父和 17
.

G0 一 1 8
.

c幼 不同 “ ’。 故当奶山羊集中反 当时
,

应 安排一个安静
、

舒适的环境
,

否则将会影响饲料的消化和利用或造成疾病
。

(四 ) 站立
、

游走

如表 3 所示
,

奶山羊昼夜站立
、

游走的时间是 4 0 0
.

6 1 士 166
.

25 分钟
,

一

占昼夜时间的

27
.

82 %
,

其中昼
、

夜站立
、

游走时间各 占总站立游 走时间 的 6 2
.

9 9 % 和37
.

01 %
,

白天

比晚
_

上多 (P < 0
.

0 5)
。

每天驱赶运动的路程为3 4 2 0 士 5 97
.

56 米
,

时 间 为64
.

58 士 9
.

5 9

分钟
,

速度为 5 4
.

5 2 米 / 分
。

站立和游走一般都是相互穿插进行
。

在观察期间
,

连续站立

5 分钟者少见
,

这与奶山羊的神经类型有关
。

有关山羊
、

绵羊这方面的资料甚少
,

故难

以 比较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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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西农莎能幼山羊泌乳羊反自结果统计表

项 目
一

{
“

} 又 S !C

·

v ,、

}
“昼夜%

{
t检验

昼夜反当时间 (分 )

昼反当时间 (分)

夜反当时间 (分 )

站立游走反自时间 (分)

卧息反自时间 (分)

食后平均反当来临时间 (分)

111 222 5 3 4
。

8 333 7 9
。

3 000 1 4
。

8 3333333

昼昼反当时间 (分))) 1 222 1 6 7
。

4 111 3 1
.

4 222 1 8
。

7 777 3 1
。

3 000 P< 0
.

0 111

夜夜反当时间 (分 ))) 1 222 3 6 7
.

4 222 5 6
.

2 444 1 5
。

3 111 6 8
。

7 aaaaa

站站立游走反自时间 (分))) 1 222 1 0 8
。

GSSS 1 0 9
.

7 222 1 0 1
。

5 222 2 0
。

2 111 P < 0
.

0 111

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 2 6
。

7 555 le9
。

9 888 2 5
。

7 777 7 9
。

7 99999卧卧息反自时间 (分))) 1 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

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 2
。

通777 2 9
。

3 9999999食食后平均反当来临时间 (分))) 1 222 7 6
。

4 88888888888

早早饲后反色来临时间 (分 ))) l 222 6 9
。

9 222 2 2
。

3 999 3 2
。

〔22222 P< 0
.

e sss

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
.

2 3

⋯⋯ {{{{{午午饲后反当来临时间 (分))) 1 222 8 3
。

0 000 4 5
。

G lllllllll

昼昼夜反当的周期数数 1 222 1 9
。

2 555 2
.

3 888 1 2
.

3。

{{{ }}}}}
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 222 6

。

2 555 1
。

8 777 2 9
。

9 222 3 2
。

4 777 P < 0
.

0 111昼昼反当的周期数数数数数数数数

夜夜反当的周期数数 1 222 1 3
。

0 000 2
。

4 555 1 8
。

8 444 6 7
。

5 3333333333333

每每公斤干物质形成食团数数 1 222 2 2 4
。

4 555 3 6
。

9 555 16
。

4 6666666

每每公斤干物质咀嚼次数数 1 222 1 3 3 4 2
。

ICCC 3 0 7 7
。

6 666 2 3
。

0 7777777

每每周期反当的食团数数 l222 2 3
。

0 666 6
.

仁777 2 6
。

3 2222222

每每周期持续时间 (分))) 1 222 2 2
。

9 888 〔i
。

2 888 2 7
。

3 3333333

反反当周期间隔时间 (分))) 1 9 333 15
。

9 666 10
。

0 111 6 2
。

7 2222222

每每食团咀嚼次数数 1 9 6 000 6 0
。

1 333 1 1
。

1333 1 8
。

5 1111111

每每食团咀嚼时间 (秒 ))) 1 9 6 000 4 8
。

5 444 9
。

7 777 2 0
。

1 3333333

反反当咀嚼速度 (次 /秒 ))) 1 222 1
。

2 333 0
。

1 444 1 1
。

3 8888888

从从吞咽到下一食团逆呕至口口 1 222 7
。

6 333 1
。

0 111 1 3
。

2 4444444

腔腔的时间间间间间间间间

昼昼夜反当重咀嚼次数数 1 222 32 6 8 1
。

9 555 7 6 0 4
。

7 555 2 3
。

2 7777777

昼昼夜反当的食团数数 1 222 5 5 1
。

4 222 8 7
。

1 999 1 5
。

8 1111111

反反色与采食时间之比比 1222 2
。

2 999 0
。

5 666 2 4
。

4 5555555

站站立游走反自咀嚼速度 (次次 1 111 1
。

3 000 0
。

1 999 1 4
。

6 2222222

,,秒)))))))))))))))

卧卧息反当咀嚼速度 (次/秒))) 1222 1
。

2 222 0
。

1444 1 1
。

4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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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西农莎能扔 山羊泌乳羊站立游走及驭赶运动统计表

项 目 又 {
s ·

V % !占昼夜% } t检验

一O山一7
.

一一一一八匕一no一一一

!
1

1
.

l
es
,

ee

⋯⋯
.......... ..叮.‘.........
.

ee
es

昼夜站立游走时间 (分)

昼站立游走时间 (分)

夜站立游走时间 (分)

驱赶运动的路程 (米)

驱赶运动的时间 (分)

驱赶运动的速度 (米 / 分)

4 0 0 16 6

0
.

0 1 < F

nQ一00一尸a一一O八�一,叹 自口一O乙一q乙�一�卜J一尸」

2 5 2

_

}“
8

·

“5

1“
8

·

‘’

1
7”

·

8 7

}
3了

·

”,

}<
”

·

。5

3 4 2 0 5 9 7

7
。

4 5

(五 ) 卧息和睡眠

奶山羊在躺卧前都用蹄子在地上刨几个
‘

,

其姿势尽管不一
,

但总的来说有侧卧和头

尾相依两种
,

且睡眠还有站立姿势
,

但无论从次数上还是从持续时间上都以躺卧姿势居

多
。

不论奶山羊取何种姿势进人深睡以后
,

其两耳下垂
、

双 目闭合
,

给以轻度刺 激其无

反应
,

有的甚至发出身声
。

在躺卧时
,

多取侧卧姿势
,

且在连续两个躺卧周期中
,

总是

左右交替进行
,

还有的在一次躺卧中要调换一次方向
。

如表 4 所示
,

奶山羊昼夜总卧息 时 间为5 8 3
.

9 2 士 1 4 5
.

7 6分 钟
,

占 昼 夜 总 时间的

拍
.

55 %
,

其中昼
、

夜卧息时间各 占总卧息时间的 3 2
.

45 % 和 67
.

35 %
,

晚 上比白天卧息

时间长的多 ( P < 0
.

01 )
。

其昼夜睡 眠时 间为1 4 5
.

3 3 士 6 2
.

80 分 钟
,

占 昼 夜 时 间 的

1 0
.

09 %
,

昼
、

夜睡眠时间各 占总睡眠时间的21
.

33 %和 78
.

67 %
,

站立和卧 息睡眠各占

表 4 西农莎能奶 山羊泌乳羊卧息和 . 暇统计表

项 目
N

{ 又 }
S

}
C

·

v %
}
占昼夜%

{
t检”

昼夜卧息时间 (分 )

昼卧息时 间 (分 )

夜卧息时间 (分 )

昼夜睡眠时间 (分 )

昼睡眠时 间 (分 )

夜睡眠时间 (分 )

站立睡眠时间 (分)

臣卜息睡眠时间 (分)

11111222

11111222

11111 222

11111 222

lllll 222

lllll 222

叫1 8 9 ·

5 0 }

1 4 5

6 。
_

R :
’

}
一

石万牙{
一

: 2
_

4 5
{
P < 0

_

0 1

3 9 4

1 4 5

999 7
。

7 111 2 4
。

7 777 6 7
。

5 555

eee q O nnn
口

一
.

- -一
.. . ..

目
.. . ..

-
. . . . ,

.....

月月月 g Q ,,,

000 心 一 O VVV 任 Q 一 ‘ 11111

P < 0
。

OJ

月才一门.�no一,主‘2
}“

4
·

3 3
1

4 4
·

7 4
}
”9

·

‘3

P < 0
.

们

�匕一,�一�了一, .�一00一介J. .人一n,O口一11�月了10自一八O一,l几J一O门

1 3 5

13 7 9 4
。

8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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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睡眠时间的 5
.

1 1%和 9 4
.

8 9%
,

昼
、

夜睡眠和站立
、

卧息睡眠在时间上差异都非常显著

(P< 0
.

0 1 )
。

奶山羊的躺卧时间比山羊较高
,

各占昼夜时间的 5 0
.

6 4 % 和 4 6
.

5 3 % ‘“, 7 ,

”
,

这与品 种和环 境不同有关
。

奶山羊个休 间睡眠的时间差异很大
,

有的就不站立睡眠
,

既便都是卧息睡眠
,

其周期长短也很

这与山羊的睡眠时 间持续 10 一 20 分钟
矛
也

一致
,

少者仅数分钟
,

多者则可长达近 1 小时
,

不同 “ ’ 7 ’,

这与环 境
、

饲养制度和品种 特性都

有关
。

奶山羊的睡眠多在夜间
,

故晚上土班时间不能拖的过长
,

尽量减少 人为的干扰
,

保证其很好的休息和睡眠
。

(六) 排泄
、

争斗和挤奶

奶山羊排粪有站立游走和卧息两种姿势
,

排尿都取后躯微小蹲姿势
,

尿稍带黄 色
,

排粪前尾 巴已竖起
,

粪呈黑色圆珠状
,

略有光泽
。

如表 5 所示
,

奶山羊昼夜排粪为 45
.

67

士 1 5
.

2 6次
,

排尿 J0
.

9 2 士 3
.

03 次
。

昼
、

夜排粪
、

尿次数基本 相同 (P > 0
.

05 )
。

昼
、

夜

排粪各为 2 6
.

2 5 士 9
.

2 4和 2 9
.

4 2 士 6
.

9 3次
,

排尿各为 5
.

6 7 士 2
.

0 6和 5
.

2 5 士 1
.

0 7次
。

排粪
、

尿在各小时 内发生的规律不明显
。

然而夜间较长的躺卧周期后和 驱赶运 动后 都引起排
丹
娜翔

粪
,

后者可能是由于直肠蠕动加快而加速粪便的排泄
,

羊若排尿
、

必排粪
。

奶山羊排泄

的次数比山羊 ( 9 次) 高的多
,

这与采食量和饲料中粗纤维含量有关
。

而排尿次数与山

羊 (n 次) 基本相同
。

若发现奶山羊排泄次
J

数显著减少或粪
、

便颜色
、

形状发生变化
,

羊就
一

可能处于病态
。

奶 山羊每天挤奶三次
,

所用的时间为3 ‘4 9 “
士 l‘ 1 7 “ ,

但因个休
、

饲养员挤奶技术熟

练程度不同
,

差异很大
。

观测期 日产奶 4
.

08 士0
.

57 公斤
,

排乳 速 度为1. 07 公斤 /分
。

每

日发生争斗的次数为2 9
.

8 3 士 3 8
.

9 8次
,

变异系数高达 1 30
.

67 %
,

这与羊的体 况和神经类

型有关
,

与个体强弱和是否有角关系更大
。

羊的争斗有时很激烈
,

几只羊奋起围攻某一

表 5 西农莎能奶山羊排泄
、

挤奶
、

争斗等行为观测统计表

项 目 又 S }C
·

V % ! t检验
、

昼夜排粪次数

昼排粪次数

夜排粪次数

昼夜排尿次数

昼排尿次数

夜排尿次数

昼夜争斗次数

昼夜舍内活动时间 (分)

昼夜舍外活动时间 (分)

4 5
.

67 1 5
.

2 6 3 3
。

4 2

2 6
。

2 5 3 5
。

2 0

P > 0
.

0 5

111 9
。

4 222 6
。

9 333 3 5
。

6 888

一一-
,
~ 叫. , . . ‘. . . . . ‘ . . , . . ‘ . . . . . ...

, 八 000
.

一
‘. . . .

叫~ ‘闷

一一
自曰

一一
,, n n 勺勺勺 勺 厅 即 亡亡
土土 V 一 井‘‘ 0 . V OOO 自‘ 一 ‘ UUU

P > 0
。

0 5

555
。

2 555 1
。

7 111 3 2
。

6 111

222 9
。

9 222 3 8
。

9 888 1 3 0
。

6 777

3 6 5 2 1 2
。

8 5 3 7
。

6 4

12

}
: 7 4

.

5 8

】
2 2 0

.

8 5

{
2 5

.

2 5 P ) 0
.

0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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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羊
,

有的羊象劝架
,

始终将势立强的一方挤向一边
。

羊的争斗姿势一般是
:

昂起头
,

前躯跃起
,

后肢蹬地
,

前肢微弯
。

有时
一

竟为了加大惯性冲力
,

抢 占高的地势
,

后退几步

后猛力前冲
,

争斗确实难解难分
。

特别是 当羊群突然进入一只外群羊时
,

往往要发生争

斗
,

可能是羊群内部重新排列优胜序列
。

由此可见
,

在羊群管理中
,

不要频繁地调换羊

只
,
以免发生角斗

,

影响生长发育和产奶量
,

同时要及早去角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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