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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暨豚人工饲养 21 年

刘仁俊 张先锋

( 中国科学院水生生物研 究所
,

武汉 4 3 0 0 72)

〔关键词 1 白暨豚
,

人工饲养

世界鲸类动物的人工饲 养已 经有 100 多年 的

历史
,

鲸类动物的人工饲养不但 为人们提供 了一种

非常有趣的娱乐项 目
,

而且为深入研究
、

繁殖和保护

鲸类动物提供 了很好的条件
。

我国鲸类动物的人工

饲养于 19 65 年 由青 岛海产博物馆从饲养 江豚开始

的
)

后来又有一些单位饲养江豚和宽吻海豚
,

但始

终未 能真正 饲养 成功
,

最长 成活 时间没有 超过 1

年〔` {
。

19 80 年 l 月 12 日
,

中国科学院水生生物研究

所
一

首次在世界上饲养白暨豚成功
,

1 头雄性 白暨豚 (

取名淇淇 )至今 已健康成长 21 年 t Z一 4 〕。

21 年来
,

中

国水生生物研究所的科学工作者们
,

白手起家
,

边学

习
,

边实践
,

在 中国科学院和国家 自然科学基金委员

会的强有力支持下
,

研究解决 了白暨豚人工饲养 中

的一系列难题
,

建立 了一整套 白暨豚人工饲养 的理

论和管理技术
,

他们用 自己 的心血和汗水换来 了白

盟豚健康成活 21 年
,

它是世界上唯一的 1 头人工饲

养的白盟豚
,

成为名副其实的世界明星
,

现简要综述

如下
。

暨豚 3 头 t ’
,

6 〕。

快速有效地把 白暨豚运输到饲养地是保证白臀

豚成活的关键环节
。

为 了取得运输白黔豚 的经验
,

我们在 19 7 8 年底
,

用 帆布在大 卡车上做成大水箱
,

箱底放棉絮和泡沫塑料
,

再放一定深度的自来水
,

用

这种半于半湿 的方 法运输 3 头 江豚成功
。

19 80 年

我们总结 了运输江豚的经验
,

决定直接在后开门吉

普车底放上棉絮和泡沫塑料
,

把 白赣豚放在这种松

软的
“

床
”

上
,

从湖南 城陵矶 成功运 回 自暨豚
“

淇

淇
” 。

19 86 年
,

用直升 飞机 快捷 而成 功地运 回 2 头

白暨豚
,

从而积累了白暨豚运输和护理 的技术 和方

法
。

1 捕捉和运输

自竖豚生活在长江干流
。

长江水深流急
,

白暨

豚游速很快
,

加上捕捞手段落后
,

要想用 4
.

5 匹马力

的小渔船在 2一 3 m in 之 内
,

把 3 000 m 捕豚网放入

长江
,

迅速形成大包围圈
,

把 白暨豚捕捉到一般是难

以办到的
。

我们通过长期探索和实验
,

用 2 条小 渔

船固定在一起形成放网平 台
,

并使 2 条船的船尾 机

形成合力
,

用 4 组放网船分工合作
,

从而保证了围捕

白黔豚成功
。

针对长江水深流急 的特点
,

用
“
以 流

克流
”

的办法
,

利用 水流的冲力
,

因势利 导
,

合拢 围

网
,

把 白袋豚从 长江捕起来
。

在 19 86 年 3 月 31 日

和 19 95 年 12 月 25 日
,

用这种办法成功地捕捉到白

2 开食
、

食性和食量

许多鲸类动物往往不能及时开始摄食而死亡
,

这不但是因为动物饥饿而亡
,

更重要 的是 因为它并

不能直接喝池 中的水
,

它体内所需 的水分主要由食

物供应
。

因此探讨白暨豚开食的方法极为重要
。

白暨豚来 到人工环境 以后
,

我们 首先把适 口 的

鱼的尾 巴剪掉
,

以便减少鱼的游动能力
,

以便于白暨

豚咬食
,

然后坚持一 日多餐定 时把鱼 丢在 白翰豚的

正前方
,

让它逐步理解这是喂食 而不会对它造成伤

害
。

正常情况下
,

经过 3一 s d 的训练 即可开食
。

如

果 3 d 之后不开食
,

而且体表皮肤起皱纹
,

出现缺水

的迹象
,

就要及时灌水或用打吊针的办法输液
。

在人工环境下
,

白暨豚的食物变得单一
,

导致营

养不 良
,

为此开始曾试喂水果
、

蔬菜
、

猪肉
、

牛肉和鱼

形馒头等多种食品
,

但白暨豚除吃淡水鱼以外
,

其他

一概不吃
。

为此我们 在鱼肚子里放 进诸如维生素

C
、

E
、

复合维生素 B
、

叶酸等各种营养药品
,

近年来改

喂施尔康
。

本文 于 2伽 〕l 年 2 月 28 日收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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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一系列试验证明
,

白暨豚 的食性是可 以吃

各种淡水鱼类
,

只是 因为受到喉管大小的限制
,

不 同

年龄的动物必须吃不 同大小的鱼
,

否则会导致食道

破裂而死亡
,

同时多刺的鱼会刺伤喉管
,

最好不喂
。

适当的食量是保证动物健康的重要因素
。

白暨

豚
“

淇淇
”

刚到人工环境 时
,

我们在饲养池 中放 了许

多活鱼任其食 用
。

开食 以后
,

就定量喂食
。

为了确

定食量标准
,

我们进行了一系列试验
,

即每餐畅开供

应
,

然后取平均 日食量减半
。 “

淇淇
”

刚来 时体重为

36
.

5 k g
,

我们取其体重的 10 % 一 11 % 为其 日食量标

准
,

不同的季节不同
,

冬天多些
,

夏天少些
。

由于白

暨豚靠皮下脂肪的厚薄来调节其体温保持衡定 (约

36 ℃ )
,

所以
,

每年 9 月份开始
,

要喂营养价值高的底

层鱼类
,

开春以后
,

逐惭代之 以鳞鱼 [ ’
,

4 ]
。

疾病作出准确诊断
,

然后结合 白暨豚 的具体情况进

行治疗 0[,
’。 ]

。

这里要特别提出的是
,

白暨豚生活在

水中
,

这就给疾病诊治带来很大的困难
,

而且只有在

尾部能看到血管
,

经过多年探索
,

我们熟练地掌握了

难以掌握的白暨豚灌 胃技术
、

静脉注射和打吊针等

治疗鲸类动物的高难技术
,

在 白暨豚
“

淇淇
”

的每次

治病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

例如
,

199 6 年
“

淇淇
”

患急性肝炎并诱发糖尿病
,

病情非常危急
,

我们群策

群力
,

运用多年积累的技术和方法
,

经过 3 个多月的

精心治疗
,

终于转危为安
。

3 外伤治疗

“

淇淇
”

是被渔民用大铁钩捕起来 的
,

因此
,

在它

的颈背部留下 了 4 。 m 直径
,

8 。 m 深
,

并互相穿通的

2 个大伤洞
。

运到水生所 7 天以后
,

伤 口 严重化脓
,

生命垂危
。

经过 日夜探索
,

我们创造 了用特制绷带

包扎
,

中西药结合
,

实验室与水 中交替治疗
,

使垂危

的白暨豚奇迹般地恢复了健康
,

同时
,

为以后 白暨豚

的外伤治疗建立了一套实用有效的方法 〔7 〕。

4 水质控制

白暨豚终身生活在水中
,

长江是流水
,

水质相对

洁净
,

到了人工环境
,

每天排 出大量排泄物
,

加上地

面的一些污染物
,

使饲养池水难以保持清洁
。

开始

我们没有滤水设备
,

只能采用勤换水
,

勤清洗的办法

来保持水质相对洁净
,

同时
,

我们逐步建立 了白暨豚

饲养池水质标准
,

并逐步引进了滤水设备
、

臭氧发生

器
、

自动加氯机和冷却系统
,

从而保证了白暨豚饲养

池的良好水质 L“ j
。

5 疾病的预防和诊治

在 白暨豚 的保健工作中
,

我们始终坚持以 防为

主的方针
,

例如坚持喂活的
,

新鲜无病无污染 的鱼 ;

食料鱼坚持消毒 ; 每月定期清洗豚池和体检
,

有病及

时预防和治疗
,

并建立 了完整的水质
、

气象
、

水文和

喂食档案
,

不但有效地预防疾病
,

同时
,

为疾病 的诊

断和治疗提供了可靠的依据
。

白暨豚生病首先从摄食和行为上反映出来
,

一

旦异常
,

必要时立即进行体检
,

我们根据血液指标和

其他如摄食
、

行为
、

大便等各方面情况综合分析
,

对

6 白鳖豚正常生理和病理指标的建立

经过长期 的实验研究和积累
,

我们逐步建立了

白暨豚
“

淇淇
”

的正常血液生理和病理指标
; 正常和

异常心电图指标 ; 各种行为类型和模式
;行为的昼夜

节律
、

季节变化节律和年变化节律
。

所有 这些不但

揭开 了白鳖豚的许 多科学奥秘
,

而且为 白暨豚 的疾

病预防
、

诊断和治疗提供 了可靠的科学依据【” 一 ’ 5〕 。

白暨豚
“

淇淇
”

刚来水生所的时候为 2 岁
,

体长 1
.

47

m
,

体重 36
.

5 k g
,

是 1头年轻力壮的动物
,

经过 21 个

春秋
,

它已经是 23 龄了
。

根据我们收到的最大的白

暨豚标本
,

其年龄约为 so 多岁
,

这就意味着
“

淇淇
”

已经进人中老年了
。

随着它年龄 的增加
,

它的体质

也已减弱
,

这 给我们的饲养工作 带来难度
。

但
“

淇

淇
”

是国宝
,

目前 长江 白暨豚的种群数量很 少
,

濒临

灭绝
,

因此
, “

淇淇
”

的健在就意味着希望
,

我们一定

努力工作
,

精心照料
,

希望它为科研工作和保存白暨

豚这一濒危物种作 出更大的贡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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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面向中医诊断的自动舌像分析与研究
”

进展顺利

在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
“

两个 基地
”

模式

经费的资助下
,

香港理工大学教授 张大鹏与哈尔滨

工业大学开展的
“

面向中医诊断的 自动舌像分析与

研究
”

项 目取得 了进展 ; 为了促进该 项 目的深人研

究
,

最近
,

决定对该项 目追加研究经费
。

在传统 医学中用于诊断和辨证施治的
“

望
、

闻
、

问
、

切
”

四诊中
,

舌诊是最重要的
、

应用千古不衰的一

颗璀璨明珠
。

众所周知
,

B 超
、

C T
、

核磁等应用 于诊

断
,

可以发现病变与病位及局部病变程度
,

而舌诊不

但可 以揭示定性病变
、

病变部位
、

局部病变程度
,

还

可以发现 B 超
、

CT
、

核磁不能发现的病变
,

同时提 出

该病变程度和对 五脏六腑功能及整体盛衰的影响
,

并能提示应采用的治疗手段与方法
。

儿 千年来 由于人们应用舌诊诊断疾病
,

只凭医

生的个人临床经验观察
,

至今没有提出一种能供临

床医生应用方便和可排除环境
、

条件
、

人为干扰差异

的现代科学仪器进行标 准化观察舌像变化
,

以使古

老 的中医舌诊 真正摆脱原始的
、

简陋的
、

人为 因素

干扰的困难境地
。

张大鹏教授致力将人体生物识别技术与舌诊这

一古老的研究领域结合
,

在担任香港理工大学生物

识别技术中心主任 的同时
,

在哈尔滨 工业大学积极

倡导并成立 了以人体生物识别技术与诊断为研究方

向的人体生物识别技术研究 中心
,

并 被聘为研究 中

心主任
。

该中心 已聚集 了 4 位教授
、

5 位 副教授 以

及 5位博士生和硕士生
,

形 成了实力很强的研究队

伍
。

哈尔滨工业大学与香港理工大学的两个研究中

心
,

在同一大方向
,

不 同的侧重面进行研究
,

哈尔滨

工业大学 的研究人员还经常到香港做短期 的访问
,

充分利用对方的图书
、

期刊资料
、

联机 电子资料和先

进的仪器设备
,

使国内基地 的科研水平始终 与国际

接轨
。

经过两年多 的努力
,

该项合作研究 已取得较满

意的进展
,

首先是在舌像 的采 集和舌像库 的建立
。

舌位于人体口 腔内
,

因此舌像 的采集是一个相 当困

难的工作
,

经过长时间的反复摸索
,

他们 自行设计并

制作 了一个舌像采集工具
,

使用效果 良好
。

他们 与

有数十年舌诊经验 的中医专家合作
,

对大量典型病

例的舌诊照片进行分类整理并输人计算机
,

现已 建

立了有 50 X() 多病例的舌像库
。

二是舌像 的特征 的

提取和分析
。

他们运用图像处理技术对已有的舌图

像进行处理
,

如舌质颜色
,

舌苔厚薄
,

舌图像 的纹理

特征等
,

为进一步分析做了很好 的铺垫
。

三是建立

了简单的疾病诊断系统
。

通过使用舌图像的多种直

方图参数及各种量化特征
,

依据统计模式识别方法
,

目前他们 已经能够判断健康程度
,

准确 诊断
“

胰 腺

炎
” ,

较好的诊断
“

阑尾炎
”

和判断疾病的症型
。

(科学基金杂志部 汤锡芳

信息科学部 张兆 田 供稿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