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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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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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鳄蜥人工饲养技术规程 

1 范围 

本文件界定了鳄蜥人工饲养技术涉及的术语和定义，规定了饲养场选择与布局、养殖池建设的要求

及饲养管理的操作指示，描述了饲养过程信息的追溯方法。 

本文件适用于鳄蜥的人工饲养。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

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

文件。 

LY/T 1565  陆生野生动物饲养场通用技术条件  两栖、爬行类 

NY/T 3445  畜禽养殖场档案规范 

GXAS/T 702  鳄蜥个体识别技术规程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鳄蜥  Shinisaurus crocodilurus 
有鳞目鳄蜥科鳄蜥属爬行动物。 
注： 卵胎生，头部及形体像蜥蜴，身体和尾部像鳄鱼；雄、雌身体颜色不同，雄性腹部多呈红色或头部泛蓝色或浅

蓝色；常生活在山间溪流的积水坑中，晨昏活动，白天在栖枝上熟睡，受惊后立即跃入水中。 

 3.2 

尾纹  tail pattern 

鳄蜥尾巴腹面黑白相间的宽横纹。 

4 饲养场选择与布局 

场地选址 4.1 

4.1.1 生态环境 

环境安静，周边植被覆盖度高，交通便利，水源充足，水体pH值呈弱酸性。 

4.1.2 气候条件 

4.1.2.1 亚热带季风性气候，具有季风明显、四季分明、气候温和、梅雨显著、日照充足、无霜期长。 

4.1.2.2 海拔 200
 
m～800

 
m，气候湿润，年平均气温 18

 
℃～22

 
℃。 

4.1.2.3 全年平均日照时数为 2
 
100

 
h，月平均日照时数为 177

 
h。 

4.1.2.4 年平均降雨量为 1
 
250

 
mm以上，年均综合湿度 70％以上。 

场区布局 4.2 

饲养场地包括管理区、养殖生产区及辅助养殖区，其布局符合LY/T 1565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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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养殖池建设 

池壁结构 5.1 

砖墙结构或混凝土浇筑结构，高0.8
 
m～1.0

 
m，表面磨平，不漏水，安全牢固，能承受池壁四周土

及池水压力；内壁地面上部0.3
 
m处贴瓷砖或钢化玻璃。 

池底及水槽结构 5.2 

5.2.1 池底用石块夯实（或向下挖土 0.2
 
m～0.3

 
m，再用石块夯实）后铺小石渣，然后用混凝土铺平。 

5.2.2 池底建一条水槽，高度为 0.35
 
m，水位保持为 0.3

 
m，四周填土。池底选择以下其中一种方式建

设： 

—— 中间砌水槽，水槽两旁填土； 

—— 一半建水槽，一半填土。 

5.2.3 槽底向排水口一端倾斜，倾斜度为 2％。在水槽一边砌一个缓坡。 

5.2.4 填土面间隔 3
 
m铺设 0.5

 
m×0.5

 
m的木质平板，作为投食板。 

5.2.5 填土面铺设 0.01
 
m～0.02

 
m 厚度石英粗砂；水槽中铺放枯枝和花岗岩石头；填土区域间隔栽种

鳄蜥栖息生境中常见植物，如金毛狗（Cibotium barometz）、福建观音座莲（Angiopteris fokiensis）、
短肠蕨属（Allantodia spp.）等；朝水槽方向斜插若干 0.5

 
m～0.7

 
m高的树枝。 

5.2.6 用瓦片和石块搭建人工洞穴，洞穴上方用黄泥覆盖，洞穴建设宜选择 L形。 

5.2.7 养殖池剖面图见图 A.1。 

蓄水池 5.3 

宜在引水处建蓄水池，长×宽×高宜为3.0
 
m(L)×3.0

 
m(W)×1.0

 
m（H），蓄水池与养殖池之间设

溢水口。 

进水口、溢水口和排水口 5.4 

5.4.1 进、溢水口和排水口宜用塑料管等材料构建，管口用筛网套住。 

5.4.2 进水口安装在养殖池内壁上部，并向水槽内伸出 0.2
 
m，用水阀控制流水，使流水直接注入水槽

形成咚咚流水声；溢水口安装在水槽槽壁 0.3
 
m处，用水阀控制连通；排水口铺于槽底，用水阀控制排

水，清洗养殖池时开启水阀。 

遮阳顶棚 5.5 

用不锈钢或竹构建顶棚，高度为1.8
 
m～2.5

 
m，宜选择遮阴网和爬藤植物遮阳。 

加湿系统 5.6 

低湿度（≤40％）区域或干旱季节，宜在遮阳顶棚安装管网辅以草坪喷头、雾化喷头构建加湿系统。 

养殖池布局、规格及饲养密度 5.7 

5.7.1 鳄蜥生长发育分为幼体、亚成体、成体 3 个阶段，宜按不同的生长阶段和养殖目的分池饲养，

养殖池宜按鳄蜥生长阶段分别设计和建造。 

5.7.2 大规模养殖条件下，水源充足时，池与池之间独立不连通；水源不足时，池与池之间以不超过

5个养殖池连通为宜。 

5.7.3 鳄蜥养殖池平面图见图 A.2，鳄蜥养殖池立体图见图 A.3。各养殖池规格及密度如下： 

—— 幼体池面积为（1.0
 
m～2.0

 
m）×（1.0

 
m～2.0

 
m），宜放养 5～7只幼蜥； 

—— 亚成体池面积为（3.0
 
m～4.0

 
m）×（3.0

 
m～4.0

 
m），宜放养 4～8只亚成体蜥； 

—— 成体池面积为（3.0
 
m～4.0

 
m）×（6.0

 
m～7.0

 
m），宜放养 10～12只成蜥； 

—— 交配池面积为（2.0
 
m～3.0

 
m）×（1.0

 
m～2.0

 
m），宜放养 2～4只成蜥； 

—— 驯化池面积为（3.0
 
m～4.0

 
m）×（3.0

 
m～4.0

 
m），宜放养 3～5只成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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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饲养管理 

个体成长档案建立 6.1 

按GXAS/T 702建立鳄蜥个体档案，定期测量和采集鳄蜥的个体型值特征和尾纹。 

生产档案建立 6.2 

建立鳄蜥生产档案（人工饲养鳄蜥生产记录格式见附录B）。 

野生救护个体驯化 6.3 

将救护个体放置于驯化池静养2
 
d～3

 
d，人工投食3

 
d～4

 
d，再转移到其他养殖池。 

放养前养殖池准备 6.4 

新建养殖池使用前，引鳄蜥栖息生境水源灌满水槽，浸泡30
 
d以上后排空，浸泡期间至少换水1～2

次；放养前9
 
d～10

 
d，用10

 
mg/L～20

 
mg/L高锰酸钾溶液灌满水槽，浸泡1

 
d～2

 
d后排空；放养前7

 
d，

灌注鳄蜥栖息生境水源，进水口阀和溢水口开启。 

成体放养前消毒 6.5 

使用10％聚维酮碘溶液浸泡5
 
min。 

投入品使用 6.6 

6.6.1 活体饵料 

选择蚯蚓、蛙类、鱼类、昆虫类等活体饵料。 

6.6.2 人工饲料和配制方法 

宜使用人工饲料，按附录 C的规定制作人工饲料。 

6.6.3 投喂频率、时间和投喂量 

6.6.3.1 幼体投喂 

刚出生的幼蜥用塑料养殖箱静养5
 
d～7

 
d后，投喂3

 
g～5

 
g易消化的饵料如小环毛蚓（Pheretima sp.）

或刚蜕皮的黄粉虫（Tenebrio molitor L.），在塑料养殖箱适应15
 
d后将其放养到幼蜥池中。幼蜥池

中幼体每次投食3
 
g～5

 
g。 

6.6.3.2 亚成体、成体投喂 

6.6.3.2.1 投喂时间为 9:00～11:00和 15:00～16:00。在温度适宜条件下，2
 
d～3

 
d投食 1次；若温

度低于 18
 
℃，则每隔 5

 
d～7

 
d投食 1次，冬眠前停止投食。 

6.6.3.2.2 根据鳄蜥的摄食、消化情况、个体生长、个体大小、水温、水质等不同因素，投喂适量的

饵料或饲料。亚成体、成体每次投食 10
 
g～20

 
g。 

6.6.4 投喂方法 

6.6.4.1 日常投喂 

把食物投放于投食板上，并人为发出投食声音。较弱的个体应单喂。 

6.6.4.2 人工填喂法 

轻轻抓起不主动摄食的鳄蜥，用右手拇指和食指轻轻多次碰触嘴巴侧面，使鳄蜥张开嘴巴；左手用

喂食夹轻夹饵料或饲料，缓慢送入鳄蜥嘴巴，待嘴巴自然闭合，放回饲养池。 

繁殖配对 6.7 

每年4～5月，宜挑选健康的成年雄蜥和成年雌蜥（未怀卵）放入交配池，雌雄比例为一雄一雌或一

雄多雌。 



T/GXAS 704—2024 

4 

日常管理 6.8 

6.8.1 观察和记录 

6.8.1.1 坚持每日巡池 2～3次，观察鳄蜥活动状态，如有打架、精神不振或明显伤口、皮肤感染等问

题，及时分开、隔离治疗。 

6.8.1.2 记录当日的雨量、温度、湿度等气候条件及每只鳄蜥的断尾、断肢和交配等活动。 

6.8.1.3 鳄蜥冬眠醒来后，将成体养殖池饲养的部分成体鳄蜥适当调换养殖池，包括增补雌雄个体或

调整雌雄比例等，做好换池个体记录。 

6.8.1.4 对于部分冬季出生幼蜥，应在温控 20
 
℃～22

 
℃条件下，按第 6 章规定要求进行室内保温养

殖。 

6.8.1.5 人工饲养鳄蜥生产记录格式见附录 B，人工饲养新生鳄蜥登记格式见附录 D，人工饲养新生鳄

蜥登记格式见附录 E。 

6.8.2 病害防控 

6.8.2.1 定期更换养殖池水，及时捞除浮在水面上的残饵、杂物及死亡个体等，保持常流水和水质清

新；对生病鳄蜥采用隔离防治措施；感染处理方法如下： 

—— 皮肤感染：乳酸依沙吖啶溶液处理创面后，使用红霉素软膏或酮康唑软膏等进行创面处理直

至感染消退。较严重的感染使用哌拉西林 50
 
mg/kg～100

 
mg/kg qd（每天 1次）治疗。伴生较

大的肉芽肿的，予以摘除； 

—— 寄生虫感染：甲硝唑 275
 
mg/kg单次或者 20

 
mg/kg qd（每天 1次）连用 5

 
d，期间单独隔离，

粪便与养殖用水均无害化处理。 

6.8.2.2 做好用药记录（人工饲养鳄蜥用药记录格式见附录 F）。 

6.8.2.3 如需清洗养殖池，宜选择在鳄蜥冬眠期进行，排干池水 1
 
d～2

 
d后清除水槽底的淤泥，用高

锰酸钾等消毒液清洗水槽。 

6.8.3 夏季在顶棚覆盖遮荫物或安装喷头人工降温，冬季在鳄蜥的洞穴表层覆盖一层泥土等御寒。 

6.8.4 防逃和防天敌措施 

6.8.4.1 定期检查进出水处筛网，保证筛网完整；养殖池植物高于养殖池时应剪枝。 

6.8.4.2 采取有效的防蛇、防鼠、防猫、防鸟措施。 

6.8.5 卫生管理 

6.8.5.1 在饲养鳄蜥前应对饲养场进行全面消毒处理。 

6.8.5.2 在饲养过程中，进行预防性消毒，控制疾病的发生和蔓延。定期驱虫。对患病鳄蜥，除兽医

和指定人员外，他人不得接触和处理。 

6.8.5.3 死亡动物由兽医检查后参照《病死及病害动物无害化处理技术规范》等相关政策的规定执行。 

7 饲养档案 

7.1.1 按 NY/T 3445的规定执行。 

7.1.2 饲养全过程建立生产记录、用药记录和放归记录等档案，保存 10年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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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A  

（资料性） 

鳄蜥养殖池结构图 

养殖池剖面图见图A.1；鳄蜥养殖池平面图见图A.2；鳄蜥养殖池立体图见图A.3。 

 

 
 

 

图A.1 养殖池剖面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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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引序号说明： 

1——蓄水池； 

2——成体池； 

3——亚成体池/驯化池； 

4——幼体池； 

5——幼体池. 

图A.2 鳄蜥养殖池平面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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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A.3 鳄蜥养殖池立体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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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B  

（资料性） 

人工饲养鳄蜥生产记录格式 

人工饲养鳄蜥生产记录格式见表B.1。 

表 B.1  人工饲养鳄蜥生产记录格式 

时间 养殖地 池号 
存栏

数 

个体

编号 
性别 

照片

编号 
代数 

变动情况（数量） 

天气 温度 湿度 雨量 投喂食材 养殖人员 备注 

出生 调入 调出 死亡 

                   

                   

                   

                   

                   

填表说明： 

1、投喂食材：填写相应符号（△蚯蚓，○鱼类，√昆虫类）。 

2、时间：填写投喂、交配、出生、调入、调出和死亡的时间。 

3、变动情况(数量)：填写出生、调入、调出和死亡的数量。 

4、存栏数：填写存栏总数，为上次存栏数和变动数量之和。 

5、天气：填写相应符号（1晴，2阴，3雨，4雷）。 

6、备注：填写情况包括交配个体、损伤部位、产仔数量、救护情况及其他特殊情况；调出的需要在备注栏注明详细的去向；死亡的需要在备注栏注明死亡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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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C  

（规范性） 

鳄蜥人工饲料配制清单 

鳄蜥人工饲料配制清单见表C.1。 

表 C.1  鳄蜥人工饲料配制清单 

项目 所占百分比 配置方法 

地龙粉 70％ 按比例称取安全及未受污染的原始材料放入粉碎机或研

磨皿进行粗粉处理，待所有材料形成粉末后将所有配料全

部置入搅拌机开始搅拌，使所有配料混合均匀，5
 
min 后倒

出盛入密封器皿，加入干净的自来水，使粉末与自来水比

例为 1:1.2，不断揉搓直至饲料粉末粘合完全形成饲料团

块。取出饲料团块，投入面条机，在面条机的压制下做成

细条状，每条长 3
 
cm，直径 0.2

 
cm，并用干净的容器盛放，

之后置入烘干机进行烘干，烘干温度为 35
 
℃～40

 
℃，直

至表面没有明显的水分 

黄粉虫干 5％ 

淡水虾粉 2.5％ 

兽用奶粉 3％ 

蜂蜜 1％ 

复合维生素 1％ 

葡萄糖 3％ 

玉米面 7％ 

高筋面粉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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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D  

（资料性） 

人工饲养鳄蜥死亡登记格式 

人工饲养鳄蜥死亡登记格式见表D.1。 

表 D.1  人工饲养鳄蜥死亡登记格式 

序号 死亡日期 养殖地 养殖池号 个体编号 性别 照片编号 处理方式 采集人 采集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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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E  

（资料性） 

人工饲养新生鳄蜥登记格式 

人工饲养新生鳄蜥登记格式见表E.1。 

表 E.1  人工饲养新生鳄蜥登记格式 

出

生

时

间 

出

生

地 

出

生

池

号 

个

体

编

号 

照

片

编

号 

代

数 

母

本

编

号 

父

本

编

号 

幼蜥个体型值 

天

气 

温

度 

湿

度 

幼蜥个体健

康评估 

窝

数 

 

塑料养殖

箱编号 
幼蜥池编号 采集人 备注 吻 

肛 

长（mm） 

尾长

（mm） 
体重(g) 

性

别 

健

康 

体

弱 

畸

形 

                       

                       

                       

                       

                       

 
填表说明： 

1、窝数：同一只母蜥产仔数量。 

2、天气：填写相应符号（1晴，2阴，3雨，4雷）。 

3、幼蜥个体健康评估：在相应选项打“√”。 

4、备注:死亡的需要在备注栏注明死亡原因；冬季出生幼蜥需在备注栏填写保温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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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F  

（资料性） 

人工饲养鳄蜥用药记录格式 

人工饲养鳄蜥用药记录格式见表F.1。 

表 F.1  人工饲养鳄蜥用药记录格式 

序号     

时间     

养殖池号     

个体编号     

用药名称     

用量/浓度     

体重/总重量     

病害发生情况     

主要症状     

处方     

处方人     

施药人员     

备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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