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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本文报道了四眼斑龟Ｓａｃａｌｉａｑｕａｄｒｉｏｃｅｌｌａｔａ的人工饲养条件和管理方法�并介绍了人工饲养中几种常见病
的症状、治疗方法和防治措施�以及养殖方面的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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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缓解对野外种群资源的破坏�发展大规模的养殖成为
必然。龟类作为一种传统的具有极其特殊滋补价值的种类�
近年来已开展了广泛的养殖。作为一种新型的养殖业�存在
着养殖种类单一�养殖基础研究相对薄弱的特点 （周婷�
2000）�而且营养学、疾病防治等方面的研究滞后�这已严重
阻碍了龟类养殖的发展。虽然体型小、外表漂亮的四眼斑龟
Ｓａｃａｌｉａｑｕａｄｒｉｏｃｅｌｌａｔａ深受贸易者和观赏者的青睐�但与其它
龟类相比�具有壳薄、抵抗力差、耐饥力差、易发病、在人工饲
养条件下死亡率高等弱点 （周婷�1997）�该种龟的养殖还存
在困难�尚待进一步研究。

目前�国内对四眼斑龟的研究在区系 （李致勋�1958；赵
尔宓�1990；Ｆｕｅｔａｌ．�1990）、人工饲养 （周婷�1997；林胜芳
等�2000）、解剖 （傅丽容等�2004ａ、ｂ；洪美玲等�2004）、食性
（王志伟等�2005）、栖息地选择 （龚世平等�2005）、濒危现状
评估 （史海涛等�2002；韩联宪�2003）等方面做了初步研究�
而在疾病治疗方面�只有零星报道 （赵尔宓�1998；林胜芳等�
2000）。为此�作者对四眼斑龟人工养殖管理和龟病防治做
了研究�旨在为龟类的养殖和保育研究提供基础资料和理论
依据。
1　人工饲养管理
1．1　养殖池设计

四眼斑龟为栖水爬行类�大多数时间都生活在水中�所
以采用水池养殖。水池大小应根据养殖规模而定�池内设计
必须有严格的要求：池底有一定的倾斜�提供不同深度的水
域�也可方便换水；在水中固定地放置一些石块或瓦盆等可
露出水面的硬物�形成陆地�让龟隐蔽或休息或晒壳；为方便

喂食�也可制作食物台放到水里；为便于观察龟的行为�池壁
可用透明玻璃砌成。对于水池养殖�换水是必要的�设计时
应采用易换易排的设施�最好用循环水�但其成本较高。
1．2　引种

龟个体的健康关系到养殖的成败�所以引种时一定要挑
选四肢健全、活动频繁、四肢能将身体撑起、眼睛明亮有神的
个体。有时也可掂量体重�以重的为好。

入室养殖前�无论来源如何�都应进行检查消毒。首先�
检查外表是否受伤、溃烂、破损；是否有寄生虫。将健康与不
健康的龟隔离饲养�注意水位不要太深�以恰没背甲边缘为
宜�约为3～5ｃｍ。其次�进行消毒�一般对新引进的龟在入
池前�采取0．5％ ～0．1％的食盐水或0．1％高锰酸钾消毒半
小时�隔离饲养30～40ｄ�此期间应对龟特殊照顾�使龟的体
质得以恢复以适应人工饲养环境�也可有效地防止疾病的传
染。在这期间�应多照顾、多检查、精心喂养�也相应要投喂
营养高的食物。
1．3　水质管理

水是传播疾病的主要介质�四眼斑龟绝大部分时间生活
在水中�因此水质管理对龟的健康保证必不可少。人工饲养
下使用自来水�最好在入池前消毒或放置1～2ｄ降氯�水位
以没过龟体背甲为宜。在气温较高的季节�一般1ｄ换水1
次�在气温较低时�根据水色和污染程度决定换水次数�也要
防止换水次数频繁�造成新老水之间指标差异明显�破坏水
中生物平衡�诱发病症。并要经常观察水质变化和龟的活动
情况�良好的水质才能保证龟的摄食生长正常和体质健康�
应勤检查、勤观察�一旦发现问题立即采取相应的措施。

消毒是极其重要的预防疾病的措施�在人工养殖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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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必须有计划地安排对龟体、饲养池及养殖器具等进行定
期消毒。这一过程易被忽视�加之用药的不规范�也导致了
疾病发生和负面影响。饲养池消毒一般用漂白粉�浓度为10

ｇ／Ｌ用时8～12ｈ�浓度为15ｇ／Ｌ用时3～5ｈ。浸泡龟体宜消
毒0．5ｈ。消毒剂的选择和使用方法见表 1（吴惠贤等�
1998）。

表1　常用消毒剂种类、使用方法及用途
Ｔａｂｌｅ1　Ｃａｔｅｇｏｒｙ�ｍｅｔｈｏｄｓａｎｄｐｕｒｐｏｓｅｏｆｃｏｍｍｏｎｄｉｓｉｎｆｅｃｔａｎｔｓ

方法Ｍｅｔｈｏｄｓ 消毒剂Ｄｉｓｉｎｆｅｃｔａｎｔｓ 浓度Ｃｏｎｃｅｎｔｒａｔｉｏｎ 主要用途Ｍａｉｎｐｕｒｐｏｓｅ

药浴
Ｂａｔｈｉｎｇ

生石灰Ｑｕｉｃｋｌｉｍｅ 5～10（ｇ／Ｌ） 饲养池消毒Ｄｉｓｉｎｆｅｃｔｉｎｇｃａｐｔｉｖｅｐｏｏｌ

硫酸铜Ｂｌｕｅｓｔｏｎｅ 10～20（ｇ／Ｌ） 浸泡龟体�作用于单细胞原生动物寄生虫、粘孢子虫等　Ｐｒｅｖｅｎ-
ｔｉｎｇｔｕｒｔｌｅｆｒｏｍｐｒｏｔｏｚｏａｎａｎｄＭｙｘｏｓｐｏｒｉｄｉａｂｙｍａｒｉｎａｔｉｎｇ

高锰酸钾Ｐｏｔａｓｓｉｕｍ
ｐｅｒｍａｎｇａｎａｔｅ

0．4～1（ｇ／Ｌ） 防腐消毒�应用于皮肤或黏膜的消毒�杀灭寄生虫、蚤类等　Ａｎｔｉ-
ｓｅｐｓｉｓａｎｄｋｉｌｌｉｎｇｐａｒａｓｉｔｅａｎｄｆｌｅａｓ

优氯净Ｓｏｄｉｕｍｄｉｃｈｌｏｒｏｉ
ｓｏｃｙａｎｕｒａｔｅ

5～10（ｐｐｍ） 使用于传染病的消毒�对病菌、病毒、毒菌、原虫等有强力杀灭作
用　Ｋｉｌｌｉｎｇｐａｔｈｏｇｅｎ�ｖｉｒｕｓ�ｔｏａｄｓｔｏｏｌａｎｄｐｒｏｔｏｚｏａｎ

漂白粉Ｃｈｌｏｒｉｄｅ 10～15（ｇ／Ｌ） 用于环境消毒Ｄｉｓｉｎｆｅｃｔｉｎｇｓｕｒｒｏｕｎｄｉｎｇｓ

喷雾
Ｓｐｒａｙｉｎｇ

福尔马林Ｆｏｒｍａｌｉｎ 0．25％
消毒防腐�对各类微生物、芽孢、病毒、细菌、金黄葡萄球菌作用明
显Ｏｂｖｉｏｕｓｉｎｋｉｌｌｉｎｇｍｉｃｒｏｂｅ�Ｂａｃｉｌｌｕｓ�ｖｉｒｕｓ�ｍｉｃｒｏｂｅ�Ｓｔａｐｈｙｌｏｃｏｃ-
ｃｕｓａｕｒｅｕｓ

洗涤
Ｗａｓｈｉｎｇ

双氧水Ｈｙｄｒｏｇｅｎｐｅｒｏｘｉｄｅ 3％ 治疗体表创伤Ｆｏｒｗｏｕｎｄｉｎｓｕｒｆａｃｅｏｆｂｏｄｙ

2　疾病防治
在龟类人工饲养中�因水质、饲养管理、消毒、喂食、养殖

密度等因素常导致疾病发生 （于清泉等�2000）�四眼斑龟也
不例外�一般以腐甲病、水肿病、肠胃病常见。
2．1　腐甲病

症状：病龟背甲的某处发黑�形成洞状；腹甲上有黄色略
带白色的斑点�挑开后可见针粒大小的黄白物质聚成的颗
粒�有的中间可明显见一小孔洞�严重者即形成片状�危及几
个盾片或整个腹甲�挑开后有乳黄色液体流出�随之是血液
渗出�伤口周围呈浅红色。龟此时活动量减少�摄食减少或
不食�3周左右就会危及生命。

治疗方法：①用75％酒精擦洗→2％碘酊涂抹→撒磺胺
粉末。好转时病灶周围变红�无组织液渗出�干放一段时间
使伤口完全愈合方可在水中饲养�否则会感染复发。②用
75％酒精擦洗→3％双氧水涂抹→在腐烂表面撒少许高锰酸
钾粉末。通常高锰酸钾可收敛伤口�以达到治疗的效果�但
伤口易变成黑色的孔洞�在很长时间内难长平。
2．2　水肿病

症状：病龟四肢及脖颈肿大�并在四肢的基部出现乳白
色的疥疮状硬物�皮肤溃烂呈糜状�有的泄殖腔张开或阴茎
脱出。病龟伸长脖子不活动�不摄食。

治疗方法：①注射硫酸庆大霉素�剂量：2000～4000ＩＵ／
ｇ。此方法简便�但需要一定的技能 （如注射技术 ）�而且要严
格控制用药剂量�防止过敏症状发生。②填喂红霉素药片�
成龟一次为0．125～0．25ｇ／ｋｇ体重�同时在肿大处涂抹 2％
碘酊或紫药水。填喂时要避免伤害消化系统和呼吸系统。
此方法可控制病情恶化�有一定的效果。
2．3　肠胃炎

症状：少食或不食�喜在无水处�严重时轻压腹甲可见鼻
孔或口角有粘液�四肢肿大；粪便稀软�有脓血�呈绿色或黄
色。解剖发现胃充气�肝胰严重淤血�咽部有溃烂分泌物淤

积。此病的前期症状在养殖期间不明显�待被发现时已相当
严重�一般不易治愈�所以最好狠抓预防工作。

治疗方法：①填喂痢特灵、土霉素等药物�成龟根据个体
大小喂0．125～0．25ｇ／ｋｇ体重。②注射硫酸庆大霉素或氯
霉素�剂量：2000～4000ＩＵ／ｇ�同时补充适量的维生素。
2．4　药物过敏试验

在治疗的过程中�发现四眼斑龟对针剂药物有过敏反
应�应引起重视。对来自海南琼中县的3只体质健康的成体
龟做注射试验�体重239．3±18．7ｇ（王志伟等�2005）�过敏
反应情况见表2。从观察记录来看�该种龟对链霉素、青霉素
均过敏�对链霉素过敏反应程度较严重。过敏症状主要表现
为头伸出、四肢无力、活动明显减少、拒食等�严重者可导致
死亡。解剖1＃龟�发现体内血管、心房、肝脏、脾脏等器官肿
大。所以�在采用针剂治疗龟的疾病时�应选择不会产生过
敏的针剂�并按照体重比例控制用量�以免造成损失。
3　存在的问题
3．1　疾病的发现和处理

在养殖研究期间�对四眼斑龟的疾病我们采取了预防和
治疗措施。在预防消毒过程中�一般采用借鉴的方法或根据
说明书配制浓度�但不能确定是否已杀死菌体�也未做实验
研究。在治疗过程中�我们根据症状表现�采用了治疗哺乳
动物的方法来给予病龟治疗�并以有无组织液的渗出做为治
疗效果的判断标准。但实际治疗效果仍是一个未知数。这
除了没有合理的治疗方案外�也可能由于长期投喂抗生素 （1
周1次 ）�使龟体内的病菌产生了强的抗药性。
3．2　用药方法和标准

在喂食方面何时添加抗生素类药物�需要根据不同的生
长阶段进行添加�但迄今养殖中仍没有一个统一的规范和标
准�用药的种类和使用方法都处于摸索和尝试阶段�这些问
题还待养殖经验的积累和试验研究的进一步深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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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四眼斑龟过敏试验
Ｔａｂｌｅ2　Ａｌｌｅｒｇｉｃ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ｏｎＳａｃａｌｉａｑｕａｄｒｉｏｃｅｌｌａｔａ

编号 Ｎｏ． 1＃ 2＃ 3＃
注射药物 （国际单位 ）
Ｉｎｊｅｃｔｉｏｎ（ＩＵ）

链霉素300000ＩＵ
Ｓｔｒｅｐｔｏｍｙｃｉｎ（300000ＩＵ）

青霉素350000ＩＵ
Ｐｅｎｉｃｉｌｌｉｎ（350000ＩＵ）

链霉素和青霉素各300000ＩＵ
Ｓｔｒｅｐｔｏｍｙｃｉｎ （300000ＩＵ） ＋Ｐｅｎｉｃｉｌｌｉｎ
（300000ＩＵ）

反应过程
Ｒｅｓｐｏｎｓｅ

0．5ｈ后
Ａｆｔｅｒ0．5ｈ

四肢无力�注射地塞米松
0．5ｍｌＬｉｍｂｄｉｓａｂｉｌｉｔｙ�ｔｈｅｎｉｎ-
ｊｅｃｔｅｄｄｅｘａｍｅｔｈａｓｏｎｅ0．5ｍｌ

头伸出、咬鞘、仍爬动
Ｈｅａｄｐｒｏｔｒｕｄｉｎｇ�ｓｔｉｌｌｃｌｉｍｂｉｎｇ

头缩、前肢无力�注射地塞米松 0．5ｍｌ
Ｈｅａｄｒｅｔｒｅａｔｉｎｇ�ｆｏｒｅｌｉｍｂｄｉｓａｂｉｌｉｔｙ�ｔｈｅｎ
ｉｎｊｅｃｔｅｄｄｅｘａｍｅｔｈａｓｏｎｅ0．5ｍｌ

5ｈ后
Ａｆｔｅｒ5ｈ

头伸出、眼睛无光、四肢无力伸
出壳 外 Ｈｅａｄｐｒｏｔｒｕｄｉｎｇ�ｅｙｅ
ｌｅｔｈａｒｇｙ�ｌｉｍｂｄｉｓａｂｉｌｉｔｙ

爬在盆后静伏 Ｃｌｉｍｂｉｎｇｏｕｔｔｈｅ
ｂａｓｉｎａｎｄｐｒｏｎａｔｉｎｇｑｕｉｅｔｌｙ

头伸出、眼睛无光、四肢无力伸出壳外、
排泄尿液 Ｈｅａｄｐｒｏｔｒｕｄｉｎｇ�ｅｙｅｌｅｔｈａｒｇｙ�
ｌｉｍｂｄｉｓａｂｉｌｉｔｙ�ｕｒｉｎａｔｉｏｎ

1ｄ后
Ａｆｔｅｒ1ｄ

死亡
Ｄｉｅ

头缩、四肢收、静伏
Ｈｅａｄａｎｄｌｉｍｂｒｅｔｒｅａｔｉｎｇ�ｐｒｏｎａ-
ｔｉｎｇｑｕｉｅｔｌｙ

四肢曲伸无力、头伸出、眼睁无光 （5ｄ后
死亡 ）
Ｈｅａｄｐｒｏｔｒｕｄｉｎｇ�ｅｙｅｌｅｔｈａｒｇｙ�ｌｉｍｂｄｉｓａ-
ｂｉｌｉｔｙ（ｄｉｅａｆｔｅｒ5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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