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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 ]　在上海新杨养麝实验场, 对 1998～ 2003 年饲养繁殖的林麝进行繁殖生理和繁殖性能的观察研究。

结果表明, 人工饲养条件下, 林麝 15～ 18 月龄可达性成熟, 性成熟时体重 5～ 6 kg, 雌性性成熟比雄性早 1～ 2 个

月; 30～ 36 月龄时可达体成熟, 成龄林麝体重 7～ 8 kg。雌雄林麝繁殖特点均具有明显季节性, 每年 9 月下旬开始发

情, 至次年 3 月下旬后逐渐进入休情期, 雄林麝繁殖季节略早于雌林麝; 雌林麝 1 个发情周期为 18～ 23 d, 发情持

续期 32～ 48 h, 1 年 1 胎, 每胎 1～ 3 仔, 妊娠期为 178～ 183 d, 饲养林麝年平均繁殖率为 152. 05% , 年断乳仔麝平均

成活率为 74. 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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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 麝 属 偶 蹄 目 ( A rt iodactyla )、麝 科

(M o sch idae)、麝属 (M oschus)反刍动物, 是目前养殖

规模较大、数量最多的麝科动物之一, 具有很高的药

用价值和经济价值。野生林麝主要分布于我国的新

疆、西藏、青海、甘肃、宁夏、陕西、山西、湖北及贵州

等地[1 ] , 由于林麝在分布区域上存在很大差异, 势必

引起其在不同地区的生殖生理及繁殖行为有所变

化。但随着长期驯化和各地间相互引种饲养及繁殖,

逐渐形成了人工饲养条件下较为稳定的繁殖生理特

点。在国内, 多数养麝场仍采用较为原始的方式进行

林麝的饲养繁殖, 缺乏理论指导下的生产实践[2 ] , 不

利于养麝业的长远发展。为尽早总结出一套适合于

林麝人工规模化的饲养繁殖技术, 自 1998 年以来,

上海新杨养麝试验场从广西、甘肃、四川、陕西和安

徽各地先后多次引种, 开展该项研究, 现已取得了初

步成功。目前, 有关林麝生殖生理和繁殖性能方面的

研究报道很少[3, 4 ] , 本研究将近几年对林麝生殖生理

和繁殖性能的研究结果作一总结, 以期为林麝的人

工繁殖及其应用研究奠定基础。

1　材料与方法

1. 1　环境条件

　　上海新杨养麝试验场地处上海市宝山区, 位于

东经 121°29′, 北纬 31°34′, 海拔高度 4 m 左右。该地

区四季分明, 常年多风, 夏季高温多雨, 冬季温暖湿

润。年平均温度 15. 7 ℃, 7 月最热, 平均温度 28 ℃,

1 月最冷, 平均温度 3. 5 ℃。年降水量 1 123 mm , 主

要集中于 4～ 9 月。

1. 2　林麝的饲养管理

试验场内林麝均为单圈单饲方式喂养。每 5 头

林麝共用一个运动场地, 圈舍面积约 6 m 2, 运动场

面积约 40 m 2。每个圈舍分为 2 室, 其中 1 室为全封

闭的饲喂室, 另一室为半封闭的休息活动室, 并可直

接通入运动场地。试验场面向东南而建, 地势平坦。

饲养采用自制的配合饲料和青饲料。精料主要

包括玉米、小麦、麸皮、大豆、苜蓿粉, 并添加多种微

量元素和矿物质。青饲料主要以当地的胡萝卜、油麦

菜、苦买菜、红薯藤为主, 搭配构树叶、女贞叶、桑树

叶等各类林麝喜食的树叶。每天集中添料和水 1 次,

观察并记录林麝每日的饮食情况、性行为及精神状

态。林麝发情后及时配种, 实行 24 h 值班制, 值班人

员负责填写林麝当天的各种行为状况, 主要包括食

量、饮水、粪便、被毛、性行为及精神状态, 并作出总

体评价。

1. 3　数据整理及分析统计

对从试验场地所获数据进行统计分析处理, 并

综合分析观察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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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结果与分析

2. 1　林麝生殖生理

2. 1. 1　雄麝的生殖生理　在人工饲养条件下, 5～ 7

月出生的雄林麝于次年 3～ 5 月开始出现泌香生理

反应, 表现为停食 3～ 5 d 或食欲明显减退, 睾丸及

阴囊肿大, 腺囊肿大下垂, 靠近时可闻到刺鼻的香

味。 15～ 18 月龄达性成熟, 此时体重一般为 5～ 6

kg, 但尚不能用于配种。30～ 36 月龄时, 雄林麝达到

体成熟, 体重可达 8 kg 以上。雄麝仍保持着明显的

季节性繁殖的特点, 于每年 9 月初开始出现性行为,

表现为睾丸膨大, 四处游走, 尾脂腺分泌增强, 频频

进行爬跨行为。从 10 月下旬一直到次年 1 月份, 雄

麝一直处于性兴奋状态, 精力和体力都格外充沛, 性

欲强烈, 好尾随雌麝。两雄麝对望时, 互相发出“呋

呋”的 声音, 昂头并两肢腾空, 作出欲搏斗的架势,

企图恐吓对方。雄麝追逐雌麝时, 边跑边发出低沉的

“吭吭”声, 雌麝则发出“吱吱”的尖叫声。若追逐成

功, 则出现反复多次爬跨过程; 若未追及或遭雌麝拒

绝, 雄麝便卧一旁稍作休息, 不时用舌头擦舔獠牙,

以备下次追逐时示威。

繁殖力高的雄麝, 在一个繁殖期可采精 20 次以

上, 平时每次射精量 0. 3～ 0. 6 mL , 精子密度 3 亿～

5 亿mL - 1。雄麝采精可从每年 10 月一直持续到次

年 4 月上旬, 其中 12 月～ 次年 1 月是采精盛期。

2002204211 和 04213, 对 3 头雄麝采精, 均获得精子

活率较高的精液。而此时雌麝往往进入休情期或妊

娠期, 此时对雄麝精液进行冷冻保存, 将大大提高雄

麝的种用价值。随着雄麝进入非繁殖期, 其睾丸逐渐

萎缩, 很难再采到精液。另外, 雄麝的尾脂腺十分发

达, 在整个发情季节, 雄麝最突出的性行为特点是利

用尾脂进行标记。在饲养圈舍或运动场, 突出的地方

均可见到发亮的黑油脂, 那便是雄麝用尾脂部摩擦

而留下的标记。雄麝标记行为的正常进行, 一方面代

表独霸的势力范围, 向别的雄麝示威和警告, 另一方

面用此诱使雌麝前来进行求偶行为或完成交配。

2. 1. 2　雌麝的生殖生理　雌麝性成熟和体成熟均

略早于雄麝 1～ 2 个月。成龄雌麝通常于每年 10 月

上旬开始进入繁殖季节, 11 月下旬至 12 月下旬达

发情盛期, 至次年 1 月下旬后便逐渐转入休情期。在

一个繁殖季节里, 雌麝常出现 2～ 4 次发情, 发情周

期为 18～ 23 d, 发情持续期为 32～ 48 h。雌麝发情

表现不如家畜那样明显, 由于林麝无明显可见的尾

巴, 厚厚的长毛覆盖于整个后躯, 故很难看到雌麝发

情时的外阴部变化。发情时, 多数雌麝表现为四处游

走, 并伴随有较强烈嗅闻地面异物的动作, 性兴奋

时, 还表现为频频排尿, 并主动接近雄麝, 嗅闻雄麝

以示亲昵, 此时交配成功率最高。雌麝受孕后, 一般

不再发情, 行动变得更加小心谨慎, 食欲增加, 常静

卧一处, 若有雄麝来犯, 则发出尖叫以强烈反抗。随

着妊娠天数增加, 雌麝腹围逐渐增大, 乳房明显胀

起。雌麝妊娠期平均为 178～ 183 d, 产仔多为双胎,

极少见有 3 胎。

2. 2　林麝的繁殖性能

2. 2. 1　林麝配种受胎率和双胎率　实践证明, 雄雌

麝配种比例与受胎率和双胎率关系密切。合适的雌

雄麝配种比例可避免漏配, 并能以最少的雄麝获得

最大的情期受胎率 (表 1)。由表 1 数据可知, 最佳的

雌雄麝配种比例为 4∶1～ 6∶1, 此时的受胎率可达

90% 以上, 双胎率也在 70% 以上。
表 1　林麝配种比例与受胎率和双胎率的关系

T able 1　Effect of b reeding ratio on the p regnan t ra te and tw ins rate in fo rest m usk deer

雌雄比例
Ratio of
fem ale
to m ale

参配雌麝数
N o. of

b reeding
fem ale

妊娠数
N o. of

p regnan t

受胎率ö%
Concep tion

rate

双胎数
N o. of
tw ins

双胎率ö%
Tw ins

rate

单胎数
N o. of
single

单胎率ö%
Single

rate

8∶1 8 5 62. 5 3 60 2 40

7∶1 14 10 71. 4 6 60 4 40

6∶1 12 10 83. 3 7 70 3 30

5∶1 10 9 90 7 77. 8 2 22. 2

4∶1 8 8 100 6 75 2 25

3∶1 9 9 100 8 88. 9 1 11. 1

2. 2. 2　林麝的繁殖成活率　在 1998～ 2003 年的 5

个繁殖季节里, 共有 73 头 (次) 雌麝参加配种, 断乳

成活仔麝数为 77 头, 繁殖成活率平均为 105. 48%

(表 2)。由表 2 可见, 在 1998 年饲养初期, 繁殖成活

率仅为 50% , 随着饲养管理技术以及麝对新环境的

适应性增强, 繁殖成活率迅速提高。其中, 2000～

2001 年度, 繁殖成活率最高, 达到 150% , 随后在正

常饲养管理条件下, 林麝繁殖成活率始终稳定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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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 以上。
表 2　林麝繁殖成活率

T able 1　R ep roductive survival ra te in fo rest m usk deer

年度
Year

配种雌麝数
N o. of b reeding fem ale

断乳仔麝成活数
N o. of w ean survival

繁殖成活率ö%
Rep roductive su rvival rate

1998～ 1999 10 5 50

1999～ 2000 15 13 86. 7

2000～ 2001 12 18 150

2001～ 2002 16 16 100

2002～ 2003 20 25 125

总计 To tal 73 77 105. 5

　　1998～ 2003 年, 参配雌麝共 73 头 (次) , 出生活

仔麝 104 头, 出生仔麝成活率平均为 93. 69%

(104ö111)。5 年中, 发生流产、死胎的雌麝有 2 头,

占总配种雌麝数的 2. 74% (2ö73) ; 因难产及事故原

因出生后死亡的仔麝有 4 头, 占出生成活仔麝的

3. 85% (4ö104) , 而因流产、死胎的仔麝有 3 头, 占出

生成活仔麝数的 2. 88% (3ö104) (表 3)。

在人工饲养条件下, 雌麝仍具有较高的繁殖率,

年平均繁殖率为 152. 05% (111ö73) , 但其成活率却

不高, 年断乳仔麝成活率平均仅为 74. 04%。究其原

因, 可能是因为: ①仔麝死亡多发生于当年的冬季,

天气寒冷, 仔麝本身抵抗力弱, 若护理条件差, 极易

出现仔麝死亡; ②仔麝由于体质弱, 易因呼吸道感染

患上肺炎或死亡率极高的肺脓肿, 此 2 类病害在养

麝生产中最为常见, 一旦发病, 便很难治愈; ③个别

出生体重较大的仔麝, 由于先天优势, 生长发育较

快, 往往容易过食母麝食物或误食异物, 造成仔麝消

化系统疾病, 此类疾病往往不易察觉, 等到发现病征

时已很难治愈。尽管仔麝有较高的死亡率, 但仍可以

通过改进饲养方法和加强疾病控制等措施使仔麝死

亡率不断降低。由表 3 可见, 在 5 个繁殖年度里, 仔

麝死亡率呈逐年下降趋势。
表 3　1998～ 2003 年林麝繁殖统计

T able 3　Statist ic of fo rest m usk deer breeding from 1998 to 2003

年度
Year

参配雌麝
N o. of

b reeding
fem ale

受孕麝数
N o. of

p regnancy

受胎率ö%
Concep tion

rate

仔麝出生
成活数
N o. of
su rvival

仔麝出生
成活率ö%

Survival
rate

断乳仔麝
成活率ö%

W ean
survival

rate

断乳仔麝
死亡数
N o. of
w ean
death

繁殖率ö%
Rep roduc2

t ive rate

1998～ 1999 10 7 70 11 91. 7 45. 5 6 120

1999～ 2000 15 14 93. 3 24 88. 9 54. 7 11 180

2000～ 2001 12 11 91. 6 20 95. 2 90 2 175

2001～ 2002 16 14 87. 5 18 94. 7 88. 9 2 118. 8

2002～ 2003 20 18 90 31 96. 8 80. 5 6 160

3　讨　论

观察研究表明, 人工饲养条件下, 林麝的生殖生

理及繁殖性能趋于稳定, 目前已完成实验性饲养阶

段而进入生产性养殖阶段, 现急需在林麝人工授精、

胚胎移植等扩繁技术应用及肺炎、肺脓肿等死亡率

较高的疾病防治方面进行研究, 以促进养麝业的规

模化、工厂化发展。

同其他麝科动物一样, 林麝繁殖受到季节的严

格限制, 光照周期作用是引起其季节性生殖生理变

化的主要原因[5, 6 ]。在人工养麝中, 幼麝的死亡率偏

高, 可能是由于仔麝无法经受严寒而死亡。所以, 要

尽可能使雌麝早受孕, 以便能在较早的时间产仔, 并

确保仔麝在越冬前有足够的时间增强体质, 从而提

高仔麝成活率。雌麝及早配种受孕的措施有 2 方面,

即一方面加强雌麝非配种季节的营养供给, 对哺乳

的雌麝进行早期断乳, 以使其尽快恢复体况; 另一方

面, 可通过人为干预使林麝于发情季节早期便发情

配种。例如可利用外源激素诱导雌麝同期发情等方

法, 笔者曾用该方法使林麝发情得到一定程度的改

变。

林麝虽经过多年的人为驯化, 但仍具有一定的

野性, 常给生产实践带来不便。为此, 对幼麝进行早

期驯化显得尤为重要。从本场 5 年驯养的实践来看,

幼麝完全可以因人为调教而变得容易管理, 这不但

为实际生产带来很大便利, 而且也有利于有关研究

的进行。

501第 6 期 韩增胜等: 林麝生殖生理和繁殖性能观察研究



[参考文献 ]
[ 1 ]　盛和林, 马逸清, 张恩迪, 等. 中国鹿类动物[M ]. 上海: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1992. 54.

[ 2 ]　周继武, 顾海军, 李维余. 四川省的麝类养殖业[J ]. 野生动物, 2000, (4) : 10.

[ 3 ]　李青旺, 武　浩. 动物繁殖学[M ]. 西安: 西安地图出版社, 2001.

[ 4 ]　项　平. 林麝的繁殖与仔麝管理[J ]. 特产研究, 1992, (2) : 26- 27.

[ 5 ]　Po llock A M. Seasonal changes in appetite and sexual condition in red deer stags m ain tained on a six2month pho toperiod [J ]. J Physio l,

1975, 244: 95- 96.

[6 ]　Schnare H , F isher K. Secondary sex characterist ics and connected physio logical values in m ale fallow deer (D am a d am a) and their rela2

t ionsh ip to changes of the annual pho toperiod: doub ling the frequency[J ]. J Exp Zoo l, 1987, 244: 463- 471.

Study on rep rodu t ion physio logy and repoduct ion perfo rm 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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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 h is study w as carried ou t to invest iga te the rep roduct ion physio logy and rep roduct ive per2
fo rm ance of fo rest m u sk deer on the Shanghai X inyang experim en ta l farm of m u sk deer. T he resu lts

show ed that the age of sexualm atu rity is 15 to 18 mon th s and w ith live w eigh t of 5 to 6 k ilogram under the

m u sk farm condit ion s. T he m ale m u sk w ill reach puberty 1 to 2 mon th s la ter than that of the fem ales. M a2
tu re body is a t ta ined in 30 to 36 mon th s and the w eigh t is 7- 8 k ilogram at th is age. T he fem ale and m ale

m u sk deer bo th exh ib it a d ist inct b reeding season from every year in Sep tem ber to M arch of the nex t year.

T he fem ale m u sk occu rs est rou s la ter than the m ale du ring the b reeding season. T he length of est rou s cycle

averages 18 to 23 days and the du ra t ion t im e of est rou s is 32 to 48 hou rs. Fo rest m u sk deer has one p reg2
nancy and bear 1 to 3 offsp rings annually. T he p regnan t period averages betw een 178 and 183 days. T he an2
nual rep roduct ive ra tes and su rvival ra ts w ere 152. 05% , 74. 04% , respect ively.

Key words: m u sk deer; rep roduct ive physio logy; rep roduct ive ra te; su rvival ra 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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