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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工饲养条件下胎生蜥蜴蜕皮行为的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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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2014年5 ~ 8月，采用直接观察的方法，在实验室条件下，对胎生蜥蜴（Zootoca vivipara）的蜕

皮行为进行了观察和研究。结果表明，胎生蜥蜴成体在繁殖期间（6 ~ 7月份）的蜕皮次数为0 ~ 3次，

不同性别之间的蜕皮次数没有显著差异，且蜕皮次数与个体的体长、体重无关。成体的蜕皮周期不恒

定，最短为8 d左右，与仔蜥的蜕皮周期基本相同。仔蜥的蜕皮行为与其异速生长有关，且随着蜕皮行

为次数的增加，蜕皮过程的持续时间逐渐减少。胎生蜥蜴成体的蜕皮一般较为完整，除一小部分外，

均可翻转后完成蜕皮，而仔蜥不翻转，这种特殊的蜕皮方式可能与人工饲养条件有关，也可能与胎生

蜥蜴栖息地的气候条件、行为策略等因素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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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lting Behavior of the Common Lizard (Zootoca vivipara) in Captiv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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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molting behavior of common lizard (Zootoca vivipara) was observed directly in the laboratory 

from May to August, 2014. These lizards were transported to our laboratory in Harbin and were housed in the 

communal cage with moist soil, grasses and pieces of clay tile provided as shelter sites. Food including 

mealworm larvae (Tenebrio molitor) and house crickets (Achetus domestica) with multivitamins and minerals 

and water were provided daily. Hatchlings were collected, weighed and measured. These measurements were 

repeated every 15 days for both new hatchlings and adults. Molting behavior, molting process duration and 

cycle of the lizards were record at 8:00, 10:00, 14:00 and 16:00 every day during this study, respectively. All 

statistical analyses were performed with the SPSS 13.0. We used linear regression analysis, correlation 

analysis, one-way analysis of variance (ANOVA), and LSD test to analyze the corresponding data. In the 

paper, values are presented as Mean ± SE, and the significance level is set at α = 0.05. The molting of adult 

common lizards ranged from 0 to 3 in their breeding period (from June to July) with no any significant 

difference between gender, and no positively correlated with body length and body weight (Table 1). Mo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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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dult lizards was usually completed moltling process within one day (Fig. 1). The duration of molting was not 

difference significantly between males and females (Fig. 2). The shortest molting cycle of the adult lizard was 

8 days with variation. Four moltings were observed on new hatchings during the study period with intervals 

10.62 d, 8.38 d, and 8.39 d (n = 42), respecetively. The molting behavior of the neonate lizard was correlated 

to its allometry and the lasting time of molting was negatively correled with the molting times (Fig. 4). The 

molting behaviors in the common lizard may be associated with the artificial feeding condition, or with the 

original living environment as well as their behavior strategy and other relevant factors. 

Key words: Zootoca vivipara; Molting behavior; Molting times; Molting cycle; Growth curve 
 
节肢动物（主要包括不完全变态昆虫）、爬

行动物（主要包括有鳞类中的蛇和蜥蜴）在生

长过程中具有蜕皮现象，即脱去旧表皮长出新

表皮（Alexander et al. 1969，刘永杰等 2007，
Balogh et al. 2011，Torri et al. 2014）。一般认为，

蜕皮现象与动物的生长和繁殖有关，同时受激

素的调节（刘永杰等 2007）。目前，国内对昆

虫的蜕皮研究较多，主要包括蜕皮行为的机理

及应用（许可等 2001，高书坤等 2010），对蛇

类蜕皮的研究主要集中在蛇蜕的成分和药用价

值方面（徐克明等 1988，王义权等 1997，孙

家美等 1992），而对蜥蜴类的蜕皮研究较少，

仅对荒漠沙蜥（Phrynocephalus przewalskii）（刘

重斌等 2006，常城 1995）、巴塘攀蜥（Japalura 
batangensis）（徐采等 2009）、鳄蜥（Shinisaurus 
crocodilurus）（于海等  2006 ）、桓仁滑蜥

（Schincella huanrensis）（董丙君等 2008）等

物种的蜕皮行为进行过简单的描述。 
胎生蜥蜴（Zootoca vivipara）是一种分布

广泛的蜥蜴科小型蜥蜴，具有卵生-卵胎生双重

繁殖模式，在我国主要分布在黑龙江、内蒙古

和新疆等地，是分布最北的爬行动物之一，常

活动于林间或林缘草甸、农田或沼泽地带（赵

文阁等 2008）。已有的研究证实，雄性胎生蜥

蜴在春季时的交配行为与蜕皮行为具有相关

性，蜕皮后的雄性会更加积极主动与雌性交配

（Nilson 1980），而雌性在生产前也会发生蜕

皮现象（Millichamp 1977），这表明胎生蜥蜴

的蜕皮行为与其生长和繁殖有关，但没有对仔

蜥的蜕皮行为进行相关研究和报道。因此，在

实验室条件下，通过观察胎生蜥蜴的蜕皮行为、

蜕皮开始和结束时间及蜕皮次数，分析成体和

仔蜥的蜕皮周期及影响蜕皮的主要因素，为该

物种的行为生态学研究提供基础数据。 

1  研究方法 

1.1  实验动物采集和饲养 
于 2014 年 5 月，在新疆的阿勒泰地区

（48°42′N，87°2′E，海拔 1 000 m）徒手捕捉

胎生蜥蜴。将捕捉到的 108 只胎生蜥蜴（雌性

59 只，雄性 49 只）带回到哈尔滨师范大学的

实验室，在室温条件下（20 ~ 25℃）进行饲养，

每个饲养缸（95 cm × 45 cm × 50 cm）内随机放

置 20 只左右。饲养缸底部铺满 1.5 ~ 2.5 cm 厚

的细沙土，一侧摆放苔藓，每隔 1 ~ 2 h 给苔藓

喷水以保持湿度，另一侧放置一个由碎石、木

箱制成的躲避所。在饲养缸上方距离底部 
30 cm 的位置放一个 100 W 的爬虫专用灯泡作

为补充光源（照射时间为 7:00 ~ 19:00 时），利

于蜥蜴进行体温调节。在室外用昆虫网捕捉蝗

虫、蜘蛛等无脊椎动物作为主要食物，用面包

虫（即黄粉虫 Tenebrio molitor 的幼虫）作为补

充食物，并提供富含维生素和矿物质的饮用水，

以保证蜥蜴全面的营养供给。 
1.2  蜕皮行为观察 

从 2014 年 6 ~ 7 月进行蜕皮行为观察，实

验前用 Mitutoyo 数显游标卡尺（精度为 
0.01 mm）测量体长（snout-vent length，吻端至

泄殖腔孔的距离），用 Metteller 电子天平（精

确度 0.001 g）测量体重（body weight）（不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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括断尾个体），用剪趾法进行个体标记，记录性

别，测量仔蜥出生时的体长和体重，每隔 15 d
重复测量 1 次，共测量 4 次。每天 8:00 时、10:00
时、14:00 时和 16:00 时观察胎生蜥蜴的蜕皮情

况，成体观察 40 d，幼体观察 60 d。发现蜕皮

个体后记录当天日期为该个体的蜕皮开始时

间，所有皮肤完全脱落后的日期为蜕皮结束时

间，1 次蜕皮开始时间与结束时间的间隔天数

为蜕皮持续时间，相邻两次蜕皮开始时间的间

隔天数为蜕皮周期，并用数码相机拍照记录蜕

皮行为。 
1.3  数据分析   

所有数据的统计分析用 SPSS 13.0 统计软

件 包 完 成 。 数 据 在 进 一 步 统 计 前 用

Kolmogorov-Smirnov 和 Bartlett 检验分别检测

正态性和方差同质性。用多重比较分析不同蜕

皮次数个体之间体长、体重以及蜕皮持续时间

的差异，用卡方检验对不同性别个体的蜕皮次

数进行比较，用线性回归分析拟合胎生蜥蜴幼

仔体长和体重的生长曲线。描述性统计值用平

均值 ± 标准误（范围）表示，显著性水平设置

为 α = 0.05。 

2  结果 

2.1  蜕皮行为   
胎生蜥蜴成体的蜕皮时间从 7:00 ~ 10:00时

开始，大多数个体到当日的 16:00 时之前整个蜕

皮过程结束，蜕皮均 1 d 内完成，只有少数个体

的蜕皮过程会持续到第 2 天。胎生蜥蜴蜕皮前

身体颜色变灰白，尤其以腹部更明显，而蜕皮

后体色鲜亮，体表光滑。蜕皮时，头背部、脚

趾和尾基部的皮肤首先分离（图 1a），然后通

过不断在沙土、石缝、苔藓中穿行、摩擦，以

表皮翻转的方式将身体的背部、腹部和后肢部

分与蜕下的皮肤分离，而头背部的皮肤呈破碎

状，尾部皮肤零散脱落或不翻转直接完整分离。

因此，胎生蜥蜴的蜕皮一般比较完整且皮肤翻

转，背部裂开而不呈圆筒状，少数个体蜕下的

皮肤还包括头部的腹面或前肢部分（图 1b）。

雄性胎生蜥蜴的蜕皮过程较活跃，运动能力较

强，脱落的表皮不如雌性的完整。仔蜥的蜕皮

方式与成体不同，蜕下的表皮不翻转。 
2.2  成体蜕皮次数   

从 6 月 5 日至 7 月 15 日共 40 d 的时间内，

在 49 只雄性胎生蜥蜴中，8 只没有蜕皮（即蜕

皮 0 次），占 16.33%，蜕皮 1 次的个体 15 只，

占 30.61%，蜕皮 2 次的个体 19 只，占 38.78%，

2 次蜕皮之间的间隔为 9.42 d，蜕皮 3 次的个体

7 只，占 14.29%，3 次蜕皮之间的间隔分别为

8.43 d 和 16.14 d；在 59 只雌性胎生蜥蜴中，17
只没有蜕皮，占 28.81%，蜕皮 1 次的个体 12
只，占 20.34%，蜕皮 2 次的个体 19 只，占

32.20%，2 次蜕皮之间的间隔为 11.32 d，蜕皮

3 次的个体 11 只，占 18.64%，3 次蜕皮之间的

间隔分别为 10.55 d 和 8.53 d（图 2）。卡方检 
 

图 1  蜕皮过程中的胎生蜥蜴（a）及其退下的完整蜕皮（b） 

Fig. 1  A lizard of Zootoca vivipara in molting process (a) and its complete molting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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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胎生蜥蜴成体蜕皮次数的频次分布 

Fig. 2  Frequency distribution of molting times in 

adults of Zootoca vivipara 
 
验的结果表明，胎生蜥蜴成体的蜕皮次数两性

之间没有显著差异（P > 0.05），雌性不同蜕皮

次数的个体数量没有明显差异（P > 0.05），即

蜕皮 0 次、1 次、2 次和 3 次的个体比例基本相

同，而雄性不同蜕皮次数的个体数量存在一定

差异（P < 0.05），蜕皮 1 次和 2 次的个体比例

较高，蜕皮 0 次和 3 次的个体比例较低，但差

异不显著。不同蜕皮次数的雄性之间在体长（F3, 

48 = 1.167，P > 0.05）和体重（F3, 23 = 5.286，P > 
0.05）方面没有显著差异，同时，不同蜕皮次

数的雌性之间在体长（F3, 58 = 2.409，P > 0.05） 

和体重（F3, 37 = 2.048，P > 0.05）方面也没有

显著差异（表 1），由此推断，胎生蜥蜴成体

的蜕皮次数与个体的体长、体重无关。 
2.3  仔蜥蜕皮和生长 

仔蜥出生后喜欢在沙土中穿行，42 只仔蜥

在出生（15.71 ± 0.38）d 后开始第 1 次蜕皮，

蜕皮过程持续时间较长，一般为 3 ~ 5 d，平均

持续（4.07 ± 0.12）d；出生（26.33 ± 0.46）d
后开始第 2 次蜕皮，蜕皮过程持续 2 ~ 3 d，平

均持续（2.55 ± 0.08）d；出生（34.71 ± 
0.48）d 和（42.23 ± 0.72）d 后，开始第 3 次和

第 4 次蜕皮，蜕皮过程均持续 1 ~ 2 d，第 3 次

蜕皮平均持续（1.64 ± 0.07）d，第 4 次蜕皮平

均持续（1.29 ± 0.07）d，4 次蜕皮时间间隔分

别为 10.62 d、8.38 d 和 8.39 d（图 3）。多重比

较结果表明，4 次蜕皮持续时间依次减少，差

异显著（P < 0.05）。胎生蜥蜴仔蜥出生时平均

体长为（24.27 ± 2.41）mm（17.93 ~ 29.95 mm），

平均体重为（0.44 ± 0.12）g（0.12 ~ 0.81 g），
体长和体重均呈异速增长的趋势，生长曲线均

符合三次方程，即从出生至 15 d 之前和 45 d
之后为生长迅速期，15 d 至 45 d 之间为生长稳

定期（图 4）。 

 
表 1  不同蜕皮次数之间胎生蜥蜴两性形态特征的比较 

Table 1  Morphological comparison of different molting times between male and female in Zootoca vivipara 

 

蜕皮次数 Molting times 
统计结果 

Statistical results 0 次 
Zero times 

1 次 
One times 

2 次 
Two times 

3 次 
Three times 

体长（mm） 
Body 
length 

雄性 
Male 

47.85 ± 2.03 
（45.10 ~ 51.38） 

n = 8 

47.81 ± 1.78 
（44.79 ~ 50.93） 

n = 15 

49.12 ± 2.57 
（44.57 ~ 53.31） 

n = 19 

48.41 ± 2.35 
（45.63 ~ 51.70） 

n = 7 

F3, 48 = 1.167 
P > 0.05 

雌性 
Female 

51.08 ± 3.78 
（44.98 ~ 58.65） 

n = 17 

50.80 ± 3.26 
（46.26 ~ 55.41） 

n = 12 

54.04 ± 3.48 
（45.50 ~ 60.53） 

n = 19 

52.46 ± 5.24 
（44.55 ~ 62.02） 

n = 11 

F3, 58 = 2.409 
P > 0.05 

体重（g）
Body 

weight 

雄性 
Male 

3.53 ± 0.27 
（3.1 ~ 3.9） 

n = 8 

3.35 ± 0.31 
（2.8 ~ 3.7） 

n = 15 

2.76 ± 0.44 
（2.3 ~ 3.4） 

n = 19 

3.03 ± 0.46 
（2.5 ~ 3.3） 

n = 7 

F3, 23 = 5.286 
P > 0.05 

雌性 
Female 

3.26 ± 0.87 
（2.3 ~ 4.8） 

n = 17 

2.84 ± 0.46 
（2.2 ~ 3.7） 

n = 12 

3.83 ± 0.91 
（2.1 ~ 5.3） 

n = 19 

3.62 ± 1.31 
（1.8 ~ 5.3） 

n = 11 

F3, 37 = 2.048 
P > 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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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胎生蜥蜴仔蜥的蜕皮时间 

Fig. 3  The molting time of neonates in Zootoca vivipara 
 

图 4  胎生蜥蜴仔蜥的体长和体重的生长曲线 

Fig. 4  The growth curve of body length and weight of neonates in Zootoca vivipara 
 
3  讨论 

本研究证实，胎生蜥蜴仔蜥从出生后为异

速生长，第 1 次蜕皮发生在第 1 个生长迅速期

结束之际，即出生后第 15 天左右开始第 1 次蜕

皮，从第 1 次蜕皮后，其生长进入稳定期。在

生长稳定期内，仔蜥一般发生 3 次蜕皮，第 3
次蜕皮结束后又进入第 2 个生长迅速期。由此

可知，仔蜥的蜕皮行为与其生长有关，且随着

蜕皮行为次数的增加，蜕皮过程的持续时间逐

渐减少。胎生蜥蜴成体在繁殖期间（6 ~ 7 月份）

的蜕皮周期最短为 8 d 左右，与仔蜥的蜕皮周

期基本相同，但成体的蜕皮周期并不恒定，导

致其在 40 d 内的蜕皮次数在 0 ~ 3 次之间波动， 

这与以往研究结果相同（Bauwens et al. 1989）。
胎生蜥蜴成体的蜕皮次数两性间没有显著差

异，且与个体的体长、体重无关，可能是由于

成体的生长速度减缓，因此，到了成体以后，

胎生蜥蜴的蜕皮行为不再受生长的影响。此外，

作为控制蜕皮行为发生的内因，甲状腺激素和

垂 体 激 素 对 蜕 皮 起 着 十 分 重 要 的 作 用

（Millichamp 1977），甲状腺激素含量下降会

影响甚至终止蜥蜴的蜕皮行为，这有可能是因

为这两种激素对性腺的结构和性质有显著影响

（Bauwens et al. 1989），从而影响胎生蜥蜴成

体的蜕皮行为。因此，关于雌雄体内的甲状腺

激素和垂体激素含量、交配时间、产仔时间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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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与蜕皮次数的相关性有待于进一步研究。 
与蛇类的蜕皮方式不同，蜥蜴类的蜕皮起

始部位具有不确定性，一般为全身皮肤破裂，

直接脱落（于海等 2006，罗燕萍等 2007，董

丙君等 2008，徐采等 2009），但胎生蜥蜴成

体（特别是雌性）的蜕皮一般较为完整，除一

小部分外，均可翻转后完成蜕皮。这种特殊的

蜕皮方式可能与胎生蜥蜴对寒冷气候条件的适

应机制有关（Gillen et al. 2008），也可能与人

工饲养条件下食物单一、温度梯度变化不明显、

生存空间狭小等因素有关。此外，蜥蜴蜕皮后

皮肤颜色、光滑度、亮度的变化对个体识别和

配偶选择具有重要意义（Ferguson 1966），伴随

蜕皮行为的发生，蜕皮时雄性释放的某些化学

信息素更能吸引雌性的注意（Duvall 1979），因

此，作为分布最北的、耐寒冷的蜥蜴之一，对

不同温度、湿度、光照等生态因子条件下胎生

蜥蜴皮肤系统组织结构、化学成分变化的研究，

将有助于深入了解该物种对高纬度寒冷气候的

适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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