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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黄喉拟水龟(Mauremys muticaCantor)在国内分布较广，生长适宜温度为20～32℃。在人工养殖条件

下，黄喉拟水龟性成熟年龄可以提前，孵化率可达84．2％。养殖温度适宜时黄喉拟水龟生长较快，疾病少，容

易养殖。人工养殖黄喉拟水龟占地面积小、饲养管理方便、经济效益高，可以发展成为调整优化农村产业结构

和增加人民收入的新兴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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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is paper．is mainly concerned with the study advances of the geographical distribution

of gencology varieties，living habits，artificial breeding，cultivation techniques，disease prevention，

nutritious ingredients of Mauremys mutica Cantor．Mauremys mutica Cantor，widely dispersed in

China，lives in the temperature ranging from 20。C tO 32℃．Under the artificial cultivation，its sex—

maturity age may be lower and its hatching rate may reach 84．2 percent．Appropriate

temperature for cultivating Mauremys mutica Cantor contributes to its rapid growth，less chance

of developing diseases，and easy cultivation．The artificial cultivation of Maurem ys mutica Cantor。

with less space，convenient forage management，high economic efficiency，may develop into a

rising industry for adjusting and optimizating the rural industrial structure and increasing people’s

inco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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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喉拟水龟(Mauremys mutica Cantor)，两广俗

称为石龟，江浙一带称为香龟，分类上隶属龟鳖目

(Testudinate)，龟科(Emydidac)，拟水龟属

(Mauremys)。黄喉拟水龟是培育绿毛龟的主要基

龟品种[1]，以其为基龟培育出的绿毛龟极具观赏价

值。黄喉拟水龟营养丰富，具有较高的食用和药用价

值，但是，我国黄喉拟水龟的资源量有限[2]，在广西

和广东已被列为受保护的水生动物。我国在改革开

放后，尤其是2000年以来，人们对黄喉拟水龟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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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较多的研究。本文主要阐述黄喉拟水龟种群地理

分布和生活习性，人工繁殖与养殖技术，疾病防治技

术，营养成分等方面的研究进展。

1种群地理分布和生活习性

黄喉拟水龟在国内分布较广，其数量仅次于乌

龟(Chinernys reevesii)，主要分布于江苏、浙江、安

徽、广西、广东、海南、福建和台湾[3]，国外主要分布

于越南。黄喉拟水龟具有两种不同遗传特征的种群，

一种是分布在越南及与越南接壤的广西的种群，称

之为南方种群；男一种是分布在江苏、浙江、安徽等

地的种群，称之为北方种群。利用流式细胞仪分别对

黄喉拟水龟的南方种群和北方种群进行了细’胞核

DNA含量的测定，结果两个种群的核DNA含量无

明显差异，从而预示南方种群和北方种群均同属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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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种群n]。但是，从生态调查和我们饲养结果看，

两个种群的个体存在着较大的差异，主要表现在南

方种群的成年个体比北方种群的要大，其中南方种

群的成年个体平均体重为1．Okg，而北方种群的成

年个体平均体重仅为o．6kg。

黄喉拟水龟常栖息于水质清澈的山溪、河流、池

塘及湖?自等水域中，有时也到附近的灌木丛、稻田及

草丛中活动。黄喉拟水龟喜食鱼虾、螺、蚌等动物性

饵料，也吃些嫩植物，11月中旬至翌年3月底为冬

眠期，此时停止采食和活动，4月份开始活动、觅食，

此时气温低，活动范围小，随着气温升高，活动范围

和活动频率逐步增大，6～8月份是黄喉拟水龟活动

最频繁的季节，其主要在傍晚和夜间活动，多在上午

和晚上觅食或交配。其较适宜的生长温度为20～

32℃。

2人工繁殖与养殖技术

2．1人工繁殖技术

2．1．1繁殖生物学

在自然环境下，黄喉拟水龟经过5年便可达到

性成熟。人工养殖条件下，性成熟年龄可提前。繁殖

期是每年的5～10月，产卵多在夜间或黎明前进行，

卵产于自挖的穴中，产完卵后用后肢、尾巴扒土，将

洞穴填平，然后离开，无护卵行为[5]。在自然温度、人

工环境及人工饲养条件下，黄喉拟水龟可以自然产

卵，产卵高峰期在5～6月份，产卵时间有逐年集中

并前移的趋势，同时产卵高峰期、受精率高峰期与日

粮需求高峰期时间一致，繁殖力的高低取决于其对

环境的适应及饲料的质和量∞]。

黄喉拟水龟每窝产卵量1～7枚，平均2．5枚，

平均卵重13．959，平均长径4．34cm，平均短径

2．23cm，卵重与卵长径呈正相关关系[7]。黄喉拟水

龟每年产卵的最早一窝是4月22日，最后一窝是7

月25日，年产卵窝数1～3窝，受精率为66．9％[8]。

2．1．2 孵化率

黄喉拟水龟龟卵的孵化一般需要孵化介质的参

与，并在适宜的温度下才能孵化成功。不同的孵化介

质，其孵化期长短不一，一般为66～82d，同时，不同

的孵化介质也影响到孵化率的高低，其中孵化率高

的可达84．2％r7]，而孵化率低的只有25．34％[8]。

2．1．3胚胎的发育与性别决定

不同的孵化温度对黄喉拟水龟胚胎的发育速度

及成活率和性别有较大的影响。黄喉拟水龟胚胎的

发育速度是随着孵化温度的升高而加快，所用的孵

化时间也越来越短，在25℃和29℃时，孵化成活率

较高，均达到97．5％。在33℃时孵化成活率只有

67．5％，而在孵出的稚龟中亦有一定数量的畸形龟，

从而说明33℃的孵化温度对胚胎发育有不利影响，

预示33℃已临近其胚胎发育的存活阈。在25。C时，

雄性子代占优势，雌性率为23．7％；在33。C时，雌性

子代占绝对优势，雌性率为94．7％；在29”C时，性别

比达到平衡，雌性率为50％。这种性别决定属于

TSD机制，而且可能属于其中的TSD I型，即高温

产生雌性子，低温产生雄性子[9]。

2．1．4雌、雄生长及形态差异

从测量的可数性状看，雌、雄性个体问没有明显

差异。形态差异主要表现在第二性征的出现，即雌性

腹甲平坦、尾巴短小、泄殖孔靠近尾基部；雄性腹甲

内凹、尾巴粗壮、泄殖孔远离尾基部；雄性个体增重

速度明显快于雌性个体，前者是后者的1．253

倍‘1州。

2．2 1养殖技术

2．2．1 温度对生长的影响

在自然温度下，人工养殖的黄喉拟水龟，其周年

生长与周年气温有极其密切的关系，即冬眠期生长

停止；冬眠期前后的1～2个月为生长缓慢期；其余

的4～7个月为快速生长期。也就是说气温高，黄喉

拟水龟的生长速度就快，气温低，黄喉拟水龟的生长

速度就慢，甚至停止生长‘11~1 3|，这与龟为冷血变温

动物的生理特性相吻合。然而，冬眠不是冷血变温动

物的生理现象，而是对环境适应的一种表现，因此，

在黄喉拟水龟的冬眠期，只要使其水温保持在25。C

以上．，就会打破其冬眠停止生长的习性，使黄喉拟水

龟在气温低于25℃的季节即冬春季仍保持快速生

长。可见采用恒温养殖方法可加快黄喉拟水龟的生

长速度，缩短养殖周期o’14]；采用控温养殖方法可明

显提高黄喉拟水龟的养殖经济效益[1 5|。

2．2．2养殖饵料

在同等养殖条件下，黄喉拟水龟的生长速度较

乌龟、黄缘盒龟(Cistoclemmys flavomarginatas)要

快，且饲料系数低，具有较大发展潜力n卜18]，但慢于

鳄龟(Chlydre serpentina)而快于三线闭壳龟(Cuora

trifasciata)[12|。目前，国内人工养殖黄喉拟水龟有

的采用配合饲料[17’18|，但大多数所用的饲料都是以

杂鱼为主。

2．3疾病防治技术

患病的黄喉拟水龟主要表现为：眼部充血、肿

大、有白点或异样物或多量分泌物，有的甚至双目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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眠；有的病龟漂浮于水面或在水面游爬不能下沉；有

的病龟拉墨绿色稀便等等。经检测，病原体多以细菌

为主，并以条件性细菌较为常见，其中检出的病原体

主要有：(1)肺炎克雷伯氏菌。该病用头孢呱酮注射

疗效显著[193；(2)梅氏弧菌。该病用丁胺卡那霉素注

射效果好[2胡；(3)链球菌。该病用地塞米松治疗取得

较好的效果[2妇；(4)绿脓杆茵。该病采用链霉素浸

浴、哌拉西林注射、红霉素眼膏涂抹眼部等综合防治

措施，取得了良好的治疗效果[2幻；(5)脑膜炎脓毒性

黄杆菌和嗜麦芽窄食单胞菌，它们是引起黄喉拟水

龟甲壳腐败的主要病原乜引。

3营养成分与龟板甾体化合物

性未成熟和性成熟黄喉拟水龟的身体各部分比

例和肌肉中营养成分，随着年龄的增长，肌肉含量下

降，脂肪含量升高，而两者肌肉中蛋白质含量为

18．2％左右，与其他水产品如中华鳖(Pelodiscus

sinensis)相仿，但脂肪含量明显低于中华鳖；肌肉中

氨基酸的组成和含量与中华鳖非常相似，这可能是

由于两者均属龟鳖目，亲缘关系较近的缘故醯4]。

龟板具有滋阴潜阳、益肾强骨、养血、补心等功

能，黄喉拟水龟龟板为常见的市场销售品之一。有学

者采用色谱等方法对黄喉拟水龟龟板脂溶性成分中

分子量较大的化合物进行分析，分离、鉴定出其中的

3种甾体化合物，分别为胆甾醇、十二烯酸胆甾醇

酯、甾醇一4一烯一3一酮[25|。

4结束语

黄喉拟水龟是一种很有发展前景的龟类。自

2003年SARS病在我国发生以来，专家已初步证

实，SARS病的病原体源自于陆生野生动物，因此人

们逐渐放弃食用陆生野生动物而转向食用较为安全

的水产品，龟类作为中高档的水产品，更迎合消费者

的心理，这样市场对龟类的需求量会加大。

人工养殖黄喉拟水龟，具有占地面积小、饲养管

理方便、经济效益高等特点，可发展成为调整优化农

村产业结构和增加人民收入的新兴产业。从保护与

优化环境、合理开发利用自然资源和提高人民健康

水平，以及大幅度提高综合效益出发，今后应重点

地、系统地对黄喉拟水龟的营养需要、控温养殖和疾

病防治等方面进行研究，其中包括：黄喉拟水龟在不

同生长发育阶段，其配合饲料蛋白质最适需要量、能

量蛋白比、动植物蛋白比、钙磷比与最适需要量，热

能的利用与无冬眠养殖，急性群发疾病的诊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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