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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州山羊不同母性行为对羔羊体重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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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试验旨在研究山羊不同母性行为对羔羊体重的影响，选用健康、产期相近的雷州山羊 6 只，其中 3 只

初产、3 只经产，经产母羊此次产羔均为第 3 胎。羔羊出生后，连续 1 周采用 24 h 监控系统全事件记录母羊

的母性行为时长。产羔后利用布条对羔羊进行编号和区分，在出生和生产第 10 天对羔羊进行称重。结果表明：

初产母羊对羔羊的舔舐和嗅闻与经产母羊相比显著升高，而寻找羔羊、待在一起和哺乳时长显著降低；经产

羔羊平均日增重较初产羔羊显著升高，且单羔的平均日增重是双羔的 1.8 倍；母羊不同哺乳时长、平均中断

或拒绝哺乳次数均与羔羊日增重及 10 日龄重存在显著相关性。综上，母羊胎次及产仔数通过影响母羊与羔羊

亲子联系的建立及母性行为的表达间接影响羔羊日增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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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物的繁育行为主要由雌性主导，良好的母性行为

可极大降低羔羊死亡率，并对羔羊的生长发育起关键作

用。雷州山羊作为广东省雷州半岛的地方优良羊品种，

因生长发育快、抗病力强等优点受到很多养殖户的青睐。

近年来，关于雷州山羊的研究主要集中在肉质、断奶仔

羊生长及饲粮研发等方面 [1-3]，但关于雷州山羊母羊母

性行为对初生仔羊生长发育的影响鲜见报道。关于其他

品种羊母性行为的研究表明，羔羊死亡大多发生在出生

后 72 h 内，其主要死亡原因与出生后未能得到母羊的

及时舔舐从而无法建立亲子联系，母羊拒哺、丢弃甚至

踩踏羔羊等异常母性行为有关 [4]。在出生后 24 h 内死

亡的羔羊占死亡羔羊总数的 50%，1~3 d 内死亡个体占

30%，羔羊刚产出时身上的羊水气味、温度以及动作，

都能唤起母羊的母性行为 [5]。羔羊出生后身上羊膜液的

气味对母羊具有吸引力，从而母羊开始舔舐羔羊，并可

能伴随着低沉的呼叫建立亲子联系 [6]。这种关系是否能

够成功建立是母羊良好母性行为表达最为关键的一步。

目前，雷州山羊羔羊哺育阶段的饲养管理技术尚不成熟。

因此，本研究通过全事件记录获取母羊的母性行为时间

分配，观察雷州山羊不同胎次及产仔数下母性行为的表

现规律，分析其对羔羊日增重及 10 日龄重的影响，为

制定其哺育阶段适宜的饲养管理技术提供依据，为进一

步完善羔羊饲养管理技术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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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材料与方法

1.1 试验动物与饲养管理    选择产期相近的雷州山羊 6

只（3 只初产，3 只经产），均来自广东省农业厅雷州

山羊杂交改良技术创新研究示范基地。试验母羊单栏半

放牧半圈养养殖，放牧地点为基地附近的山坡草地，产

羔后 2 d 采用全圈养的方法。

每日 09:00 和 19:00 投放饲粮，自由饮水。放牧时

间为每日 15:00—18:00。预试期 1 周，主要包括安装调

整摄像头位置，选择最佳监控角度，等待羔羊出生等准

备工作。6 只母羊在 2017 年 4 月 13—16 日先后产羔，

其中 3 只母羊产单羔，另 3 只产双羔，共 9 只羔羊。正

式观测时间为羔羊出生至 1 周龄，全时段记录母羊的母

性行为。

1.2 试验方法    采用 24 h 双探头监控系统（翔鼎视 1100），

白天进行人工观测记录（08:00—18:00），其余时段采

用隔天采集录像试验结束后统一记录行为的试验方法，

连续观测羔羊出生后 1 周内母羊的母性行为，通过全事

件记录获取母羊的母性行为时间分配。产羔后对羔羊采

用不同颜色的布条进行编号和区分，对双羔羊其中 1 只

采用系 2 条布条的方法区分。

1.3 测定指标    记录羔羊出生时间、初生重、10 日龄重、

母羊的胎数及胎次。每日分别记录母羊的哺乳时长、中

断或拒绝哺乳次数、互动时长、攻击次数以及出生时丢

弃羔羊的数量。其中互动包括寻找羔羊、舔舐、嗅闻、

待在一起等行为模式。试验中使用母羊行为观察表及基

本数据表记录试验数据。

1.4 统计分析    试验数据采用 SPSS 20.0 统计软件对观

察数据统计分析，结果以平均值 ± 标准差表示，采用相

关性分析和单、双因素方差分析等进行显著性和相关性

检验，P<0.05 作为差异显著的判断标准。

2 结  果

2.1 雷州山羊胎次及产仔数对正常母性行为的影响    数

据分析时将正常母性行为分为仅在出生后 0.5 h 内出现

和一直存在 2 种。如表 1 所示，在不考虑产仔数的影响下，

初产母羊对羔羊的舔舐（P<0.05）和嗅闻（P<0.01）与

经产母羊相比花费更多的时间，表明初产母羊要花费更

多时间建立亲子联系。且舔舐和嗅闻时长伴随增长，说

明两者均有助于亲子联系的建立。在不考虑胎次的影响

下，双羔母羊对羔羊的舔舐与嗅闻时长相比于单羔母羊

较短，且嗅闻存在显著差异。在双羔母羊需要建立 2 只

羔羊亲子联系的情况下，单只羔羊建立亲子关系的时长

较短，在预期之内。

自羔羊出生后一直存在的正常母性行为分析如表 2

所示。尽管表 1 数据表明初产母羊在建立亲子联系时花

费更多时间舔舐及嗅闻，但在母性行为表达时，经产母

羊则更为强烈。羔羊的受哺时长与待在一起及寻找羔羊

的时长呈正比，经产母羊的哺乳时长极显著高于初产母

羊，表明母羊母性行为会直接影响羔羊的受哺时长。此

外，在双因素及三因素综合分析时发现，胎次、产仔数

及天数的相互影响或三因素综合影响下，母子待在一起

的时长均会受到极显著影响；天数及胎次双因素对母羊

寻找羔羊存在极显著差异；胎次及产仔数双因素对羔羊

受哺时长也存在极显著差异。

表 2  母羊胎次、产仔数及出生天数对

                                 母子互动行为的影响                        min 

         表 1   母羊胎次及产仔数对舔舐、嗅闻的影响          min

项目 舔舐 嗅闻

胎次

初产 29.53±0.400 8.88±0.243

经产 27.31±0.447 6.85±0.272

产仔数

1 29.20±0.489 8.45±0.298

2 27.64±0.345 7.27±0.211

P 胎次 0.02 0.0030

P 产仔数 0.05 0.03

P 胎次 × 产仔数 0.55 0.49

项目 寻找羔羊 待在一起 哺乳

胎次

初产 36.58±0.300 200.30±1.110 38.02±1.056

经产 41.00±0.336 224.43±1.241 50.40±1.181

产仔数

1 39.85±0.378 223.45±1.359 51.03±1.293

2 37.73±0.260 201.27±0.961 37.39±0.914

P 胎次 <0.0001 <0.0001 <0.0001

P 产仔数 <0.0001 <0.0001 <0.0001

P 天数 <0.0001 <0.0001 <0.0001

P 天数 × 胎次 0.0080 <0.0001 0.1000

P 天数 × 产仔数 0.7700 <0.0001 0.9700

P 胎次 × 产仔数 0.8700 <0.0001 <0.0001

P 天数 × 胎次 × 产仔数 0.5200 0.0010 0.5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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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羔羊出生天数对正常母性行为的影响    天数对母子

互动行为均存在极显著差异，因此将母子互动的每日行

为时长进行统计分析，如图 1 所示。寻找羔羊及哺乳时

长均表现为第 1~3 天上升，第 3~7 天趋于平稳；待在

一起的时长则刚好相反，第 1~3 天表现为下降，第 3~7

天趋于平稳。其中寻找羔羊及待在一起前 3 d 均差异显

著；哺乳第 2、3 天比第 1 天显著升高，而第 3 天比第

2 天虽存在上升趋势，但并无显著差异。这表明母性行

为表达在羔羊出生 3 d 后趋于稳定。

2.3 胎次及产仔数对羔羊体重的影响    如表 3 所示，初

产母羊和经产母羊的羔羊初生重平均值差异不显著，初

产母羊的羔羊平均日增重极显著低于经产母羊，与初产

母羊的母性行为表达比经产母羊弱相一致；10 日龄重

虽差异不显著，但经产母羊的羔羊 10 日龄重相比于初

产母羊的羔羊有上升趋势。此外，单羔的平均日增重是

双羔的 1.8 倍（P<0.01）。

2.4 不同哺乳时长下羔羊体重的比较    将平均哺乳时长

与日增重、10 日龄重进行双变量相关性分析，结果显

示母羊不同哺乳时长极显著影响了羔羊日增重并显著影

响羔羊 10 日龄重。母羊平均哺乳时长与羔羊 10 日龄重

及日增重的相关系数 R 分别为 0.783 和 0.946，母羊的

哺乳时长与两者呈高度正相关，随着平均哺乳时间增长，

羔羊平均日增重也会增加，10 日龄重也随之上升。结

合羔羊受哺时长从第 1~3 天上升，第 3~7 天趋于平稳的

结果，表明对羔羊日增重及 10 日龄重产生显著影响的

主要为母羊前 3 d 的哺乳时长。

2.5 异常母性行为对羔羊体重的影响    本试验中，母羊

均未出现丢弃、攻击等激烈异常行为，母性异常行为主

要表现为中断或拒绝哺乳。利用双变量相关性分析异常

母性行为与体重间的关系，结果显示平均中断或拒绝哺

乳次数与两者相关系数 R 分别为 -0.923、-0.750，呈高

度负相关。且异常母性行为的表达与羔羊日增重和 10

日龄重分别存在极显著相关和显著相关，表明羔羊初期

体重增长受到异常母性行为的显著影响。

3 讨  论

3.1 不同哺乳时长对羔羊平均日增重及 10 日龄重的影响    

幼仔喝奶经过历史的漫长演变已经成为了一种动物先天

的条件反射。本研究中哺乳行为是观测的主要母性行为

之一。O´Connor 等 [7] 研究表明，良好的母性行为可为

出生羔羊提供营养及热状态，母羊母性行为的正确有效

表现可以显著提高羔羊的日增重。Venkataramanan[8] 研

                  表 3  胎次及产仔数对羔羊体重的影响               kg

项目 初生重 10 日龄重 平均日增重

胎次

初产 1.79±0.208 2.29±0.239 0.05±0.005

经产 1.84±0.233 2.72±0.267 0.09±0.006

产仔数

1 1.96±0.255 2.84±0.293 0.09±0.006

2 1.67±0.180 2.18±0.207 0.05±0.005

P 胎次 0.89 0.28   0.004

P 产仔数 0.40 0.12   0.005

P 胎次 × 产仔数 0.76 0.91 0.13

A：寻找羔羊；B：哺乳时长；C：母子待在一起；不同字母表示差异显著（P<0.05），

相同字母表示差异不显著（P>0.05）。

图 1  每日不同母性行为时长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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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得出羔羊的早期生长发育比较快，羔羊在出生后 1~2

月龄时绝对生长速度最大。因此，研究围产期母羊产后

1 周的母性行为对羔羊生长的影响对于羔羊整个的生长

过程至关重要。

本研究发现，母羊哺乳时长是影响羔羊生长发育最

重要的原因，当羔羊从母乳中得到充分的营养后，其体

重显著上升，相比于受哺时长较短的羔羊，其日增重也

显著提升。其中，产仔数是影响哺乳时长的重要因素之一。

本试验中单胎羔羊的受哺时长为双胎羔羊的 1.4 倍，同

时其平均日增重是双胎羔羊的 1.8 倍。此外，柴建民等 [9]

研究指出，羔羊于 10 日龄进行早期断奶效果最佳，早

期断奶能提高开食料采食量，促有利于促进羔羊生长、

组织器官发育和产肉性能。因此，羔羊 10 日龄是从母

羊哺乳喂养到断奶人工饲喂的分水岭，在之后同等投入

的情况下，羔羊的 10 日龄重越高，带给养殖户的收益

就越大。

进一步分析发现，母羊的哺乳时长在前 3 d 递增，3 d

后在自然情况下趋于稳定。可见羔羊出生后 3 d 是母性

行为表达强弱的关键期，也决定了之后羔羊的受哺时长。

有研究显示，绵羊在断奶前的死亡率为 10%~30%，且

大部分死亡都发生在出生后的 3 d 内 [4,10]，表明绵羊和

山羊在羔羊时期的生长发育受母性行为的影响相似。3 d

后母性行为建立稳固，平均日增重随哺乳时长的不同而

差异显著，导致羔羊 10 日龄重也差异显著。在实际生

产操作中，养殖户应重点关注前 3 d 母羊的哺乳时长，

尤其是产双羔的母羊，当其出现母性行为异常时及时进

行人工干预。但也可能存在母羊因奶水不足、乳头炎等

生理原因拒绝哺乳的情况，需要养殖人员根据具体情况

来调整饲养管理。

3.2 初产与经产母羊母性行为差异对羔羊生长发育的影

响    母性行为的表达与产仔经验有关。Dwyer 等 [11] 研

究发现，经产母羊母性行为的表达比初产母羊更强烈，

其所产羔羊的死亡率相比初产母羊也更低。本研究也表

现出类似情况。此外，母羊的性情、营养、品种等也会

对母性行为产生不同程度的影响。本试验发现，双羔母

羊对其不同羔羊的母性行为也存在一定差异，且初产母

羊的母性行为差异更为明显。在建立亲子联系时，初产

母羊需要花费更久的时间对羔羊进行嗅闻和舔舐，与

Keller 等 [12] 研究结果一致，即经产母羊在产后 6 h 就

表现出比较偏爱熟悉的羔羊，而初产母羊在 24 h 后的

母羔接触后才有表现出偏爱熟悉羔羊的行为。

同时，本研究发现母羊与羔羊的互动时长与羔羊

受哺时长表现为伴随增长，且互动时长的增多伴随着母

羊中断或拒绝哺乳次数的减少，良好的母性行为得到更

充分的表达。经产母羊对羔羊的互动时长、哺乳时长等

均显著高于初产母羊，导致经产母羊的羔羊平均日增重

显著高于初产母羊的羔羊。此外，初产母羊的中断或拒

绝哺乳次数普遍较高，说明产仔经验是影响母羊母性行

为表达的一项重要因素。因此，实际生产中，对于母性

行为较弱的初产母羊，在条件允许下最好人为辅助建立

亲子联系，必要时对羔羊进行人工哺乳。在管理上可以

从母子之间不同的互动频繁度来预测羔羊受哺时长的不

同，从而推测羔羊的生长发育情况。

3.3 异常母性行为下羔羊的生长水平    在羔羊出生后，

部分母羊存在亲子联系建立失败的情况，此时极易出现

异常的母性行为。胡生华等 [13] 研究指出，当亲子联系

建立失败后，母羊会拒绝哺乳羔羊，不认为是自己的幼

仔而进行丢弃甚至踩踏，这也是羔羊出生后死亡的最大

原因之一。当亲子联系成功建立之后，母羊则会协助羔

羊进行站立 [14]。本试验中尚未出现亲子联系建立失败

的情况，因此没有母羊丢弃、踩踏或攻击羔羊等激烈异

常行为。拒绝或中断哺乳是一种较为普遍的轻微异常母

性行为，且初产母羊大多数会表现的更为频繁。主要原

因可能为母羊不适应羔羊吮吸乳头的刺激，也可能存在

自身奶水不足等因素。本试验发现，中断或拒绝哺乳次

数与羔羊日增重也存在极显著相关。生产实践中存在频

繁拒哺的母羊要及早进行人工干预，且若该羊已为经产

母羊则不适宜再进行生育。

4 结  论

本研究结果显示，母羊的胎次及产仔数显著影响母

羊与羔羊亲子联系的建立及母性行为的表达，后者包括

寻找羔羊、待在一起和哺乳。哺乳时长是决定羔羊生长

发育状况最重要的因素，与羔羊 10 日龄体重和平均日

增重呈显著正相关，可能也是母羊胎次及产仔数显著影

响羔羊平均日增重的主要原因。此外，异常母性行为显

著减少羔羊的日增重及 10 日龄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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