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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目的: 为药用动物恒温生态混养的可行性提供依据。方法: 采用自建恒温生态混养棚对 5种药用动物在恒

温生态混养环境中的生活习性、生长发育等情况进行观察。结果: 供试动物种群间食性结合好 ,冬眠状态消失 ,全年

均可正常生长并繁殖幼体。 结论: 利用药用动物的恒温生态混养技术进行规模养殖 ,是广大养殖户提高经济效益、

降低养殖成本的有效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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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 Attempt to Breed Medicinal Animals Together Under Same Ecological

Condition with Constant Temperature
　　 Henan Academy o f TCM ( Zh eng zhou 450004)　Wang Zhiy ang and An Hua

Abstract　　 The feasibili ty to breed gecko , sco rpion, centipede, leech and g round beetle tog ether in a

breeding shed o f our ow n design wi th constant tempera ture w as tried fo r a period of 2 yea rs. Resul ts

show ed that the animals lead their no rmal dietetic and living habi t sati sfactorily , w ithout hiberna tion and

reproduce thei r of fsprings the whole yea r round. It could be concluded tha t such breeding scheme is

w o rthw hi le to advocate for the benefi t of tho se w ho are engaged in the business o f medicinal animal

breed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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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年来 ,人工养殖药用动物成为开发动物类药

材资源的一大有效途径。笔者根据壁虎、蝎子、蜈蚣、

土鳖虫、水蛭等药用动物的生物特性 ,结合现代恒温

养殖技术 ,利用自己建造的恒温生态混养棚对上述

动物的混养进行了为期 2年 ( 1997年 7月～ 1999年

7月 )的可行性研究 ,取得一定进展。 现将该技术介

绍如下:

1　原理

1. 1　受试动物相近的生物特性:生物特性是开发恒

温生态混养技术的理论基础 (表 1)。
表 1　受试动物生物特性比较*

壁虎 蝎子 蜈蚣 土鳖虫 水蛭

冬眠习性 + + + + + 　

冬暖夏凉 + + + + + 　

潮湿环境 + + + + + 　

昼伏夜出 + + + + + -

喜暗怕明 + + + + + -

惧水恶风 + + + + - 　

食家蝇等 + + + - + 　

蚁螨为害 - + + + - 　

　　* 　+ 为肯定　 -为否定　+ -为不确定

1. 2　受试动物在食物链中的位置:图 1。

2　实验材料与方法

2. 1　恒温生态混养棚布局及功能简介

　　受试动物　　　　　　　　食饵

壁虎、蝎子、蜈蚣 家蝇、蛆、黄粉虫、青虫、蚱蜢、蟋蟀等

　　　↓　　　　　　　　　　　↓

　 土鳖虫 麸皮、菜叶、青草等

　　　　　　　　　　　　　　　↑

　 水　蛭 螺蛳等

图 1　受试动物在食物链中的位置

2. 1. 1　选择向阳坡地 (斜度 10～ 15) ,根据养殖规

模搭建四方形恒温棚 (一般规模为 1 200 cm× 600

cm× 200 cm ) ,棚内架设防逃网。功能:保温 ,防逃。

2. 1. 2　沿温棚棚基内侧一周砌水沟 (宽 50 cm× 30

cm ) ,沟内铺垫腐殖淤土及碎石块 (厚 15 cm ) ,引入

活水。功能:防逃兼放养水蛭。

2. 1. 3　沿水沟整地翻耕至松软肥沃 (可施农家肥 ,

禁用化肥 ) ,种植杂草等作物 (宽 50 cm ) ,散插枯树

枝杈若干。功能:生态调节区兼壁虎、蜈蚣捕食区。

2. 1. 4　紧邻杂草地堆置乱石碎瓦 ( 50 cm× 100

cm ) ,多留缝隙。功能: 壁虎、蜈蚣栖息区。

2. 1. 5　温棚出口处设食料养殖区 ,以窗纱隔离。 功

能:供养食饵并控制其供应量。

2. 1. 6　余下空地除人行道外可按蜂巢式养蝎法〔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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围成的空间填上养殖土 ,加设防逃装置 ,即成土鳖虫

放养池。功能:土鳖虫、蝎子与壁虎、蜈蚣等形成双重

隔离。

2. 1. 7　棚内适当位置吊挂引虫灯。 功能: 引虫至捕

食区兼补充光照不足。

2. 2　受试动物 (各 100条 )除蝎子从郑州市场购得

外 ,其余均采自郑州市区野生环境中 ,多成年、半成

年个体 ,健康状况良好。

2. 3　饲养管理:将受试动物一次性全部投入混养棚

各养殖区 ,食料以家蝇、黄粉虫 (供肉食性动物 )及麦

麸、菜叶 (供植食性动物 )等为主 ,食量以略有剩余为

度。同时捕捉蚱蜢、蟋蟀、青虫等活饵投放到杂草、石

堆等处 ,捕捞螺蛳、浮游生物等投放水沟内使其自行

繁衍 ,形成人造生态小环境。注意防治蚂蚁等虫害 ,

并针对不同动物种群的特殊习性分别进行个别护

理。

2. 4　习性观察: 观察受试动物各自的食性、生活习

性、繁殖及越冬情况。

2. 5　研究恒温生态混养状态下受试动物种群正常

生长的温度、湿度及日照时间等指标。

3　结果

3. 1　实验状态下 ,受试动物种群均能在食物链范围

内有选择地攫取食物 ,符合食物多样性的生态要求。

在食物充足情况下 ,受试动物之间无互食现象 (表

2)。
表 2　受试动物种群食性的变化

食物 壁虎 蝎子 蜈蚣 土鳖虫 水蛭

家蝇　蛆 + + + - +

黄粉虫　 + + + - + -

蚱　蜢　 - - + - + -

蟋　蟀　 - + + - + -

青　虫　 + + + - +

麦　麸　 - - + - -

菜　叶　 - - - + +

螺　蛳　 - - - + +

　　+ 存在食物链系 ; - 无互食关系 ; + -互食关系不明显

3. 2　实验状态下 ,受试动物种群生活习性发生明显

变化 ,以无冬眠状态为主要特征 ,全年均可正常生长

发育并繁殖幼体 (表 3)。

表 3　受试动物种群生活习性变化

壁虎 蝎子 蜈蚣 土鳖虫 水蛭

冬眠状态 - - - - -

繁殖幼体 + + + + +

生长发育 + + + + +

　　+ 正常 ; -消失

3. 3　实验状态下供试动物种群生长的温度、湿度及

光照时间 (表 4)。
表 4　供试动物在不同温度湿度及日照条件下

生长情况比较*

条件 壁虎 蝎子 蜈蚣 土鳖虫 水蛭

温度 25℃ , 32℃ + - + + +

　　 15℃以下　 - - - - -

大气湿度 70% ～ 80 % + - + + +

　　　 　　 70% 以下　　 - - - - -

日照 4～ 6 h /d + - + + +

　　　 4 h /d以下 - - - - -

补光 1 h /d + - + + +

　　* 　+ 为生长正常 ,活动频繁 ;　 -为滞长 ,活动减少

实验证明 ,受试动物正常生长的环境条件除温

度 25℃～ 30℃、湿度 70% ～ 80% 以外 ,还要满足

充足的光照 ,光照不足时可利用日光灯或电灯进行

补光。弱光下 ,动物的负趋光性表现不明显。

3. 4　经过二年实验于 1999年 7月 对养殖区内的

受试动物进行统计发现: 实验状态下 ,只要精于日常

管理 ,就能够避免成虫的非正常死亡 ;个别动物的繁

殖率较低 ,如何提高普遍繁殖数量尚待进一步研究

(表 5)。
表 5　五种药用动物个体数量变化统计 ( 1999-07)

个体数量 壁虎 蝎子 蜈蚣 土鳖虫 水蛭

成虫 100 100 100 100 100

幼虫* 15 100 21 150 11

　　* 幼虫数量为不完全统计

4　结论

利用恒温生态混养技术可实现药用动物的一棚

多养 ,增大立体养殖空间 ,利于提高经济效益 ;物种

间食物链连接较好 ,互补性强 ,节能省工 ,便于操作

管理。但该技术尚处于实验研究开发阶段 ,待各项技

术指标进一步完善后 ,有望向社会推广 ,实现其社会

效益和经济效益。

( 1999-12-02收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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