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餵食豐富化對圈養灰狼（Canis lupus） 

日常行為模式之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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謝欣怡、郭曉薇、石芝菁、張明雄 餵食豐富化對圈養灰狼（Canis lupus）日常行為模式之影響 動物園學報   20:1-12（2008） 

摘要：圈養環境下的犬科動物常因缺乏外在刺激因子而產生刻板行為，本研究以臺北市立動物園所圈養的 2 隻灰狼為研究

對象，探討餵食豐富化策略(填充式玩具及血水冰)對日常行為模式之影響。研究結果顯示，不論是填充式玩具及血水冰均可

顯著降低灰狼之休息行為，並增加其一般活動及覓食行為，整體活動量的提升對於動物福祉具正面效應，未來可做為動物

園其他犬科動物之經營管理參考。 

關鍵詞：灰狼、餵食豐富化、刻板行為 

 

前言 

北美灰狼屬食肉目動物，主要分布於北半球，原分布從

北極極地至中墨西哥南部，但因環境變遷、人類活動等因

素，現今主要分布在美國、阿拉斯加、加拿大、墨西哥（小

型族群）及歐亞大陸等溫帶地區，為野生犬科中最大型的物

種。灰狼是群居性的動物，有明顯的階級，領域範圍由

130-13,000 平方公里不等，有捍衛領域的行為（Dewey and 

Smith, 2002），主要以大型的有蹄類如北美馴鹿、野牛為食，

也捕食野兔等小型哺乳類，狼群會一同出獵，通常會找出獵

物群中行動較不方便的個體為目標，狼群的大小則會因獵物

族群的數量而更動。 

許多圈養環境下的食肉目動物會發展出特定類型的異

常行為模式，不斷重覆幾乎相同且不具意義的行為，稱為刻

板行為 (stereotypic behavior) (Redbo and Nordblad, 1997)，如

灰狼的來回踱步。根據前人研究，關於刻板行為的形成主因

可歸納為：（1）食物取得過於容易，只花數分鐘就可在同一

時間、同一位置，取食放在同一餵食器的食物，導致刻板行

為常在進食前升高，或在接近食物提供處有刻板行為的現

象。（2）圈養環境較野外活動範圍狹小，一成不變的圈養環 

 

*臺北巿立動物園 

境會減少探索、搜尋新事物的機會。（3）大群遊客、吵雜環

境造成壓力，或在天氣惡劣時不能進到躲避的地方，讓動物

想逃離壓力源。（4）生理因素（Clubb and Vickery, 2006; Gupta 

et al., 2007）。 

臺北市立動物園於 2003 年曾針對園內之灰狼展場進行

大規模展場豐富化的工程，整體以溫帶森林為規劃重點，除

增加植物的水平與垂直結構多樣性外，亦提供涵洞與高台等

場所供其躲避與眺望，同時利用石塊與漂流木阻斷其固定發

生刻板行為的路線，研究結果顯示，此一環境豐富化策略的

確成功改善灰狼的刻板行為（彭等，2003）。 

除了增加展場的複雜度，提供近似自然的棲地可改善刻

板行為外，利用餵食豐富化（feeding enrichment）策略亦是

促進圈養動物行為豐富化的方法之一。食肉目動物在野外每

天約花 35％~70％的時間在與搜尋、進食等相關的活動上

（含掠食領域的巡邏），許多研究指出，在圈養環境下，食

物的提供不僅為滿足動物的營養需求，藉由食物的多樣性、

餵食頻率的增加、餵食模式的改變、取食難度的提昇等方

式，可增加圈養動物搜尋及覓食的機會，使其活動模式更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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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野外族群 (Forthman et al., 1992; Kelly, 1993; 謝等，2003; 

陳等，2004)。 

臺北市立動物園於 2003 年針對灰狼所做的展場豐富化

至今已過四年，由於大規模的展場改善工程易造成動物的緊

迫與壓力，不適合經常使用此方法來增加動物的行為豐富

化，因此本研究改採餵食豐富化道具，利用玩具填塞食物增

加取食難度，以及血水冰的氣味刺激，吸引灰狼舔食以降低

夏季的高溫，期能了解餵食豐富化策略對灰狼日常行為模式

的影響。 

 

材料與方法 

一、研究對象 

臺北市立動物園溫帶區所圈養的 2 隻灰狼 Happy 及

Princess，為父女關係。Happy 來自奧地利，生日不詳，1999

年 8 月 16 日入園，毛色偏白；Princess 2003 年 5 月 9 日於

園內出生，毛色深灰。每日上午 9 點至下午 5 點在展場活動，

其餘時間在內欄舍活動，下午 5 點前會將食物置於內欄舍供

其食用。 

二、研究方法 

研究期間自 96 年 7 月 1 日至 8 月 31 日，我們根據灰狼

的野外習性設計了2種餵食豐富化道具供其使用：(1) KONG

大型犬專用玩具，天然無毒的耐咬橡膠製成，彈性佳，可內

塞肉泥及顆粒狀犬飼料混合物  (圖 1)，於一、三、五

10:00~10:30 之間置入展場內，灰狼收展時一併收回。(2) 血

水冰半桶，利用氣味及低溫來吸引其舔食 (圖 2)，於二、四、

六 14:00 左右置於展示窗前的草地上 (表 1)。 

由於動物園已於 2003 年針對園內灰狼建立了完整的行

為定義表，本研究沿用相同觀察方法及行為定義以利資料上

之比較。採掃描動物取樣法（Scan sampling）進行觀察，每

20 秒紀錄一次當下 2 隻灰狼的個別行為，每次每隻只紀錄

一種行為，觀察時間為 9:00~17:00，每小時觀察連續 45 分

鐘的行為，對照組與實驗組各觀察 6 個整天，共計 96 小時

的觀察紀錄。行為定義共分為三大項： 

1.一般活動 

移動：非刻板行為的移動（如：走、跑、跳等）。 

警戒：聽看到某種聲音、影像有豎耳、闔嘴、雙眼注視訊息

來源之表現。 

互動：2 隻灰狼有接觸、嬉戲、呼喚、威嚇、搶食、讓食等

行為。 

嚎叫：以喉嚨發出聲音，且對象非另一隻灰狼。 

暫停：站著不動 5 秒（含）以上，有時向著某事物或天看。 

看鐵窗：往展場出入口的柵門觀望。 

其它：除上述外之活動。如：吃草、抓癢、玩耍。 

2.覓食行為 

進食：吃東西、喝水、吃草等，進食與其他行為同時出現時，

均歸為"進食"行為。 

搜尋：在地面上嗅聞，常邊走邊搜尋。 

使用道具：以身體任一部位接觸玩具、血水冰之動作。 

3.休息 

休息：個體坐、躺著（不含暫停），同時可能在理毛、清理

身體。 

看不見：在視野範圍內無法觀察到灰狼。 

4.刻板行為：固定路線來回走動 2 次以上。 

由於刻板行為的發生比例極低，因此僅針對休息、一般

活動及覓食行為進行統計分析，資料分析以 Mann-Whitney 

UTest 比較對照組與實驗組間灰狼行為模式之差異。 

 

結果與討論 

灰狼 Happy 在對照組中的日行為模式，分別為休息

94%、一般活動 4.5%、覓食行為 0.6%、刻板行為 0.2%，置

入了玩具和血水冰後發現，休息的比例明顯降低至 76.8% 

(Utest，p<0.05)和 71.5% (Utest，p<0.05)，一般活動明顯上

升至 13.5% (Utest，p<0.05)和 15.9% (Utest，p<0.05)，覓食

行為亦明顯上升至 5.1% (Utest，p<0.05) 及 9.2% (Utest，

p<0.05)，且對於血水冰的使用時間較玩具來得久 (圖 3)。進

一步分析餵食豐富化對 Happy 在各時段上之行為模式影

響，對照組的休息時間主要集中於上午 10 點至下午 1 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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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餘時間皆有少量活動情形，而活動較頻繁的時間為下午 4

點至 5 點 (圖 4a)，上午置入玩具的實驗組，一般活動從上

午 10 點即開始增加，直到 12 點後才完全進入休息狀態，而

下午 2 點後之活動也較對照組多 (圖 4b)；而下午置入血水

冰的實驗組，從血水冰置入展場開始活動即大幅提升，且一

直持續至下午 5 點 (圖 4c)。 

灰狼 Princess 在對照組中的日行為模式，分別為休息

82.2%、一般活動 15.7%、覓食行為 2.1%，且無刻板行為的

發生。置入了玩具和血水冰後發現，休息的比例明顯降低至

43.9% (Utest，p<0.05) 和 44.8% (Utest，p<0.05)，一般活動

明顯上升至 46.2% (Utest，p<0.05)和 45.2% (Utest，p<0.05)，

覓食行為均明顯上升至 10.0% (Utest，p<0.05)，且仍舊無刻

板行為，但對於玩具和血水冰的使用時間則近乎相同(約

10%) (圖 5)。進一步分析餵食豐富化對 Princess 在各時段上

之行為模式影響，對照組的休息時間主要集中於上午 11 點

至下午 1 點，其餘時間皆有少量活動情形，而活動較頻繁的

時間為下午 2 點至 5 點 (圖 6a)，上午置入玩具的實驗組，

一般活動從上午 9 點至下午 5 點均較對照組增加 (圖 6b)；

而下午置入血水冰的實驗組，上午的活動量隨著越接近中午

而增加，而其活動更在置入血水冰之後達到高峰，且一直持

續至下午 5 點 (圖 6c)。 

研究結果顯示，置入餵食豐富化道具可增加灰狼的一般

活動和覓食行為，使整體活動量上升，減少休息的比例，達

到行為豐富化的效果，尤其 Princess 的日活動量較 Happy

更大幅提升，推測可能由於 Princess 本身是較年輕的個體，

對於新事物較具好奇心所致。而 Happy 雖然整體的活動量

增加，但在刻板行為上也有微幅增加的情形，推測可能是因

Princess 有埋藏玩具的習慣，導致 Happy 找不到玩具，或是

血水冰舔食完而造成的欲求不滿足。 

在餵食豐富化道具的選擇方面，與傳統的單一刺激策略

不同，我們在上、下午分別設計不同的道具，並間隔一天使

用，延長灰狼單日的行為豐富化效果(圖 4、6)，改善傳統方

法易使動物產生預期心理之缺點。上午的玩具融合藏食的概

念與新奇物的刺激，並選擇可在展場中長時間放置、不易腐

壞的食物，提供灰狼部分熱量來源；下午的血水冰則是考量

夏季氣候炎熱，同時參考彭仁隆等(2002)針對藪貓的環境豐

富化研究，運用嗅覺刺激原理，使圈養藪貓處於興奮狀態，

進而改善其刻板行為的發生，本研究亦利用血水的氣味吸引

灰狼舔食，以達降低體溫之效。實驗結束後曾嘗試增加清冰

置入展場內，初步觀察發現灰狼雖會嗅聞，但使用頻率較血

水冰來得低。  

此外，灰狼展場於 2003 年進行大規模環境豐富化的工

程，加強灰狼對空間的利用度與安全感 (Princess 於展場施

工後始出生，因此只針對 Happy 進行比較)，藉由展場施工

前後的觀察結果，發現 Happy 的刻板行為從日間活動的 31

％降為 0％，而休息比例也由展場施工前的 56.2％增加至

90.8％（彭等，2003）。而本研究於展場施工四年後，沿用

前人所確立的觀察方法進行紀錄，結果發現 Happy 的休息

行為維持 94%，刻板行為雖然較展場施工後略為增加至

0.2%，但與施工前的比例相比仍差異很大，顯示 2003 年進

行的環境豐富化策略，在經過四年之後，對灰狼刻板行為之

改善仍舊維持很好的效益。 

許多研究指出，灰狼的活動模式受人類活動、繁殖狀態

或食物的可獲得性所影響(Theuerkauf et al. 2003; Kusak et al. 

2005; Chavez and Gese 2006; Theuerkauf et al. 2007)，而

Packard (2003) 認為灰狼活動模式之差異性是其對不同環

境的反應總和，往往會展現極高的彈性以適應周遭不同環

境，甚至可反應在不同季節(Eggermann et al. 2008)。臺北市

立動物園過去有關灰狼行為模式之研究均集中於夏季進

行，數據顯示經過展場豐富化施工後，刻板行為發生頻率極

低，是否在其他季節亦呈現此相同趨勢仍待進一步的觀察。 

 

未來經營建議 

一、氣候變因 

野外的灰狼生活於年均溫約 20℃的溫帶地區，而臺北

夏季的平均氣溫高達 30°C，與其習慣的溫度相差了 10°

C，依據 Frezard and Pape (2003) 的研究結果顯示，灰狼在

溫度高的月份活動量較溫度低的月份來得低，因此在溫度高

的月份，日行為模式以休息行為佔主要比例；以往動物園在

灰狼的資料收集上多以夏季較為完整，觀察結果亦顯示休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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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為佔夏季日行為模式 80%以上，未來可增加春、秋、冬

三季的行為觀察，建立灰狼一整年的完整行為模式，並進一

步探討其行為模式是否受季節因素所影響。 

二、狼群組成的改變 

灰狼是社會性強的動物，如果圈養環境允許，最好有五

隻以上的群體結構共同展示，目前動物園受限於展場的空間

大小，僅展示一對父女檔的灰狼，目前 Princess 也已達到性

成熟，如能與國外動物園進行動物交換，除可更新血緣、增

加遺傳多樣性外，也希望藉由新個體的加入，提升個體間的

互動情形。  

三、環境豐富化的更新 

動物園 2003 年展場豐富化的研究結果顯示，增加展場

的複雜度及躲藏處可有效降低灰狼的刻板行為，但隨著時間

累計，動物習慣了這些環境豐富化的設施之後，行為豐富化

的效果就有轉趨降低的可能性。因此，如能定期小幅度改變

環境設施、持續增加餵食豐富化設施等刺激，應是使圈養動

物呈現自然行為的有效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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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ffects of Feeding Enrichment in Daily Behavior of  

Captive Grey Wolf（Canis lupus） 
Hsin-I Hsieh＊, Hsiao-Wei Kuo＊, Chih-Chin Shih＊ and Ming-Hsung Chang＊ 

Abstract: Stereotypic behavior of captive Canidae is often resulted from the insufficient stimuli. This study was conducted on two 

captive Grey wolves at Taipei zoo. Our results showed that feeding enrichment (both toys and bloody ice) can significantly reduced 

rest behavior and increased ordinary activity and feeding behavior. An increase of total activity means positive effects to animal 

welfare and we hope the concepts developed by this study could be applied to other Canidae in the zoo. 

Key words: Grey wolf, feeding enrichment, stereotypic behavi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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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餵食豐富化道具置入展場時間表 

Table 1. Schedule of feeding enrichment.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上午 ●  ●  ●  

下午  ○  ○  ○ 

● ：玩具，○：血水冰 

 

 

圖 1. 內塞肉泥及顆粒狀犬飼料之大型犬玩具 

Fig 1. Kong toys with canned food and food roll 

 

圖 2. 血水冰 

Fig 2. Bloody 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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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 灰狼 Happy 實驗前後之日行為模式 

Fig 3. Daily behaviors of Happy in different treatm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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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 餵食豐富化對灰狼 Happy 各時段行為模式之影響 (a.對照組，b.玩具，c.血水冰) 

Fig 4. Effects of feeding enrichment in hourly behaviors of Happy. (a. control, b. toys, c. bloody 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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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 灰狼 Princess 實驗前後之日行為模式 

Fig 5. Daily behaviors of Princess in different treatm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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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 餵食豐富化對灰狼 Princess 各時段行為模式之影響 (a.對照組，b.玩具，c.血水冰) 

Fig 6. Effects of feeding enrichment in hourly behaviors of Princess. (a. control, b. toys, c. bloody 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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