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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报告

距离测试中拉布拉多犬行为及心率变化对
导盲犬培训成功率的影响

李雅婵＃，雒东＃，韩芳，王亮，詹红微，王福金，王爱国，陈大朋，周子娟∗，王靖宇∗

（大连医科大学实验动物中心，大连　 １１６０４４）。

　 　 【摘要】 　 目的　 采用距离测试 （ｄｉｓｔａｎｃｅ ｔｅｓｔ， ＤＴ） 评价拉布拉多犬行为学及心率变化特征，以期为导盲犬的

前期筛选提供有效的行为学方法和生理依据。 方法　 本实验所用 ６０ 只拉布拉多犬（８ ～ １５ 月龄，雌性 ２２ 只，雄性

３８ 只）由中国导盲犬大连培训基地提供，其中 ３０ 只经培训后通过考核，被认定为成功培训的导盲犬，其余 ３０ 只被

认定为不适合作为导盲犬的淘汰犬。 采取距离测试中兴趣，探索及游戏邀请三个变量进行犬的行为学测试，实时

监测心率变化。 结果　 距离测试中导盲犬的平均心率变化显著低于淘汰犬心率变化 （Ｐ ＜ ０ ０５）。 导盲犬和淘汰

犬之间在兴趣，探索及游戏邀请测试中行为学变化差异无显著性（Ｐ ＞ ０ ０５）。 结论　 距离测试中，导盲犬心率变化

显著低于淘汰犬心率变化；导盲犬相对于淘汰犬，具有更加稳定的心理素质及较好的控制情绪的能力。 本研究可

为距离测试与心率结合预测导盲犬培训成功率提供理论基础。
【关键词】 　 距离测试；心率；导盲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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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近年来社会对残障人士关心的增加，为视

障人士服务的导盲犬也逐渐受到更多关注，然而目

前我国导盲犬的数量仍然远远不能满足需求，导盲

犬的低培训成功率及高成本是导致这种状况的重要

原因 ［１， ２］。 导盲犬培训成功率是指一段时间内在中

国导盲犬大连培训基地经过培训成为导盲犬（可以

为盲人提供向导服务的工作犬）的犬的数量占该段

时间内导盲犬数量与淘汰犬数量之和的比例［３］。
因此探索出合适的导盲犬前期筛选方式具有重要意

义。 决定犬是否适合成为导盲犬的因素有很多，其
中身体原因［４］和性格原因［５， ６］是最主要的因素。 犬

的性格可通过一系列气质测试来进行观察［７， ８］。 犬

的气质测试 （ ｔｅｍｐｅｒａｍｅｎｔ ｔｅｓｔ） 是通过犬个体的行

为测试，来判别某一类适合于某种用途的犬的行为

特征［１］，而在预测导盲犬培训成功与否方面，主要

围绕着恐惧、注意力分散、社会性、游戏性和兴奋性

进行测试［５， ６， ９］。
犬心理评估测试（“ ｄｏｇ ｍｅｎｔａｌｉｔｙ ａｓｓｅｓｓｍｅｎｔ”，

ＤＭＡ） ［７， １０］是应用的比较广泛的犬气质测试，其中

的距离测试（ｄｉｓｔａｎｃｅ ｔｅｓｔ）能够在一定程度的反应

犬的胆量、游戏性和社会性；同时心率作为一项重要

的可测量的生理指标相对于气质测试而言更加客观

可测［１１， １２］，因此本研究采用气质测试联合心率的方

法对导盲犬可能具备的性格、心率特征进行探索，以
期为导盲犬前期筛选工作提供科学参考。

注：ＡＤＥＦ 为实验人员站立点； ⑧⑨⑩ 为摄像机放置处。

图 １　 距离测试示意图

Ｎｏｔｅ． ＡＤＥＦ ａｒｅ ｔｈｅ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ｅｒｓ ｓｔａｎｄ ｐｏｉｎｔ； ⑧⑨⑩ ａｒｅ ｔｈｅ ｐｌａｃｅｓ ｏｆ ｃａｍｅｒａｓ．

Ｆｉｇ． １　 Ｓｃｈｅｍａｔｉｃ ｄｉａｇｒａｍ ｏｆ ｔｈｅ ｄｉｓｔａｎｃｅ ｔｅｓｔ

１　 材料与方法

１ １　 测试对象

测试对象是由中国导盲犬大连培训基地（以下

简称基地）提供的 ６０ 只拉布拉多犬，年龄为 ８ ～ １５
月龄，为经过身体检查的健康犬，这些犬在结束培训

后（２４ ～ ３２ 月龄）被判定为导盲犬（雌性 １１ 只，雄性

１９ 只）和不适合成为导盲犬的淘汰犬（雌性 １１ 只，
雄性 １９ 只）。
１ ２　 主要仪器设备

Ｐｏｌａｒ 心 率 表 及 Ｐｏｌａｒ ＰｒｏＴｒａｉｎｅｒ ５ 软 件

（ＲＳ８００ＣＸ，北京）；数字硬盘录像机（海康威视 ＤＳ⁃
８１００ＨＦ⁃ＳＴ，杭州）；高清摄像头（海康威视 ＹＣＷ８０１⁃
Ａ２３，深圳）。
１ ３　 测试场地及方法

测试场地为 ２９ ６ ｍ × ６ ４ ｍ 的长方形空地

（图 １）。 犬主人带犬进入测试室后站立于 Ａ 点。 工

作间是测试人员观察测试室内情况的地点，从测试

室内看不到工作间的情况。 另外，测试场地中有 ３
个不同方位的摄像头用来记录测试过程中犬的表

现，便于后期对犬进行评分。
距离测试具体的步骤如下：实验人员穿着带帽

子的斗篷站于 Ｄ 点，犬主人带犬进入测试场地时实

验人员拍手 ３ 次来吸引犬的注意力，然后开始朝向

犬移动，移动过程中蹲伏合起斗篷和站立敞开斗篷

的姿势交替进行，每个姿势移动 ２ ｍ；如此重复 ４ 次

后实验人员于 Ｅ 点站直身体摘下帽子将一块碎布

举到空中摇晃 ３ 次后跑于 Ｆ 处藏在布帘后面，同时

脱下斗篷；此时主人松开犬链让犬任意探索；若犬直

接靠近实验人员则实验人员可出来用碎布逗犬玩

耍，保持 １０ ｓ 后对犬冷漠 １０ ｓ，如此重复 ２ 次；若犬

不主动靠近实验人员则依次执行以下步骤：Ａ：主人

向前走 ３ 步；Ｂ：实验人员在布帘后和犬说话；Ｃ：主

１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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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自己走向实验人员。 若犬仍然不接近实验人员，
则主人叫犬一起走向实验人员。 以上步骤若前一步

奏效则不用再执行下一步直到犬靠近实验人员所处

位置，然后同样执行邀请玩耍和冷漠的步骤。
１ ４　 数据收集

距离测试数据以录像形式记录，测试结束后根

据录像进行评分，由 ３ 位有经验的训导员根据距离

测试的评分要点对关键变量进行评分，评分根据犬

行为表现的不同强度分为 １ ～ ５ 分不等。
考察的关键变量有兴趣，探索和游戏邀请。 兴

趣变量的观察时机为犬由主人牵着时，根据犬对实

验人员的兴趣程度由低到高评 １ ～ ５ 分；探索变量观

察时机为犬链松开后，根据犬接近实验人员的快慢

程度由不接近到快速接近评 １ ～ ５ 分；游戏邀请变量

观察时机为犬接近实验人员后，根据犬邀请实验人

员玩耍的热情程度由不感兴趣到热情邀请评 １ ～ ５
分。

心率数据的收集在距离测试过程中同步进行，
测试开始前为犬带上 ＲＳ８００ＣＸ 心率表，使犬保持安

静 １０ ｍｉｎ 以记录其静息心率，测试过程中随时检查

心率表是否记录正常。

图 ２　 距离测试中犬得分情况

Ｆｉｇ． ２　 Ｓｃｏｒｅｓ ｏｆ ｔｈｅ ｄｏｇｓ ｄｕｒｉｎｇ ｄｉｓｔａｎｃｅ ｔｅｓｔ

１ ５　 统计方法

数据结果采用 ＳＰＳＳ １９ ０ 软件进行处理，行为

学测试评分采用中位数及四分位数（Ｍ， Ｑ）表示，应
用 Ｍａｎｎ⁃Ｗｈｉｔｎｅｙ Ｕ 检验及 ｔ 检验比较差异性，Ｐ ＜
０ ０５ 为差异有显著性。

２　 结果

２ １　 距离测试中各变量得分情况分布

首先对距离测试中的犬针对兴趣，探索，游戏邀

请 ３ 个变量进行评分，犬 ３ 个变量得分情况如图 ２。

图 ２ 中兴趣变量得分情况表明：导盲犬与淘汰

犬关于兴趣变量的得分均集中于 ２ ～ ３ 分，与淘汰犬

不同导盲犬未出现得分 ５ 分的犬。 两组的行为表现

均主要为大部分时间盯着实验人员看，偶尔看向别

处且未挣脱犬链；导盲犬未出现试图大力挣脱犬链

向实验人员处跑的现象。
探索变量得分情况表明：导盲犬与淘汰犬关于

探索变量的得分均集中于 ３ ～ ４ 分，但导盲犬更集中

于 ３ 分，而淘汰犬更集中于 ４ 分。 行为表现中淘汰

犬更倾向于在放开犬链后无需主人支持立即跑向实

验人员。
游戏邀请得分情况表明：导盲犬与淘汰犬关于

游戏邀请变量的得分均集中于 １ ～ ２ 分。 两组犬都

表现为在实验人员冷漠期间自己玩耍或跑向别处。
２ ２　 距离测试各变量得分情况差异分析

对导盲犬与淘汰犬距离测试中 ３ 个变量得分进

行差异性比较，因得分大多数不遵循正态分布，选用

Ｍａｎｎ⁃Ｗｈｉｔｎｅｙ Ｕ 检验进行比较，结果如图 ３。
导盲犬与淘汰犬在兴趣（导盲犬：Ｍ ＝ ３， Ｑ ＝

１，淘汰犬：Ｍ ＝ ３， Ｑ ＝ １ ７５）、探索（导盲犬：Ｍ ＝ ３，
Ｑ ＝ １，淘汰犬：Ｍ ＝ ３， Ｑ ＝ ２）、游戏邀请变量（导盲

犬：Ｍ ＝ １， Ｑ ＝ ０，淘汰犬：Ｍ ＝ １， Ｑ ＝ ０）的得分差

异均无显著性（Ｐ ＞ ０ ０５）。
２ ３　 距离测试中犬的心率变化分析

将犬在距离测试中的测试心率分别与各自相应

的静息心率进行比较，结果如图 ４。 导盲犬差异无

显著性（Ｐ ＞ ０ ０５）； 淘汰犬的测试心率显著高于其

静息心率（Ｐ ＝ ０ ０２）。
分析距离测试心率与静息心率的差值在导盲犬

和淘汰犬中的差异性，结果如图 ５。 导盲犬在测试

中心率的变化值显著低于淘汰犬（Ｐ ＜ ０ ０５）。

２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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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３　 距离测试中各变量得分差异性统计

Ｆｉｇ． ３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ｓ ｏｆ ｓｃｏｒｅｓ ｏｆ ｔｈｒｅｅ ｖａｒｉａｂｌｅｓ ｉｎ ｔｈｅ ｄｉｓｔａｎｃｅ ｔｅｓｔ

图 ４　 测试心率与静息心率在两组中的比较

Ｆｉｇ． ４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ｓ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ｔｈｅ ｔｅｓｔｉｎｇ ｈｅａｒｔ ｒａｔｅ ａｎｄ
ｒｅｓｔｉｎｇ ｈｅａｒｔ ｒａｔｅ ｉｎ ｔｈｅ ｔｗｏ ｇｒｏｕｐｓ

图 ５　 距离测试中心率变化差异的比较

Ｆｉｇ． ５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ｓ ｏｆ ｔｈｅ ｈｅａｒｔ ｒａｔｅ ｃｈａｎｇｅｓ ｉｎ ｔｈｅ
ｄｏｇｓ ｄｕｒｉｎｇ ｄｉｓｔａｎｃｅ ｔｅｓｔ

３　 讨论

导盲犬是一种训练有素的工作犬，导盲犬在工

作时不能对外界干扰做出超出范围的行为反应。 犬

面对外界刺激时做出的行为反应是由犬本身的气质

特点所决定的，犬的气质是指犬经常出现的行为反

应，气质具有规律性和稳定倾向性的特点，能够持续

地决定其在不同情境下的行为特征［１３， １４］。 犬的胆

量，社会性和游戏性等气质是导盲犬培训成功的重

要因素［１５］。 本研究中选取的距离测试能够从一定

程度上考察犬对着奇装异服的移动物体的情绪反应

及恢复时间，反映犬的胆量，社会性和游戏性。 测试

中兴趣及探索变量主要反映犬的好奇和胆量，若犬

在实验人员移动过程中出现想要挣脱犬链跑开或实

验人员隐藏阶段不敢接近嗅闻等行为则反映犬的胆

量较小；测试中的游戏邀请变量主要反映犬的游戏

性和社会性，主动邀请实验人员玩耍等行为显示犬

有较好的社会性。 分析结果显示，测试中的 ３ 个变

量在导盲犬与淘汰犬间差异均无显著性，表明导盲

犬与淘汰犬在面对距离测试中的移动物体时在行为

表现上没有显著性的差异。 此结果的产生可能是由

于根据行为测试中犬的表现对犬做出的判定具有一

定主观性，且还未建立更完善精准的量化指标和评

定标准，这有待于在以后的研究中加以改进和深入。
本研究还对测试过程中犬的心率变化进行了分

析，相对于行为测试而言，心率作为生理指标能够更

加客观的考察犬在面对不同程度压力和刺激时的反

应。 导盲犬在距离测试中心率值与静息心率比较差

异无显著性，淘汰犬则显著升高，说明在面对奇怪的

移动的物体时导盲犬和淘汰犬虽无显著的行为表现

差异，但淘汰犬表现出更大的心率变化，这可能与导

盲犬具有更加稳定的心理素质有关。
综上所述，距离测试中犬的心率变化可以作为

导盲犬培训前期筛选的一个参考信息，有助于更进

一步探索导盲犬的心率及行为特征，为距离测试与

心率结合预测导盲犬培训成功率提供理论基础。
（下转第 ６９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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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发现 ＭＶＭ 感染小鼠后在动物体内的分

布、排毒及血清抗体产生规律，并将核酸检测和抗体

检测在临床样品检测中进行应用，说明感染小鼠的

主要组织脏器、粪便、血清都能用于 ＭＶＭ 的检测，
同时病毒核酸载量、抗体水平与感染阶段密切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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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９ ］ 　 Ｇｏｄｄａｒｄ ＭＥ， Ｂｅｉｌｈａｒｚ ＲＧ． Ｇｅｎｅｔｉｃｓ ｏｆ ｔｒａｉｔｓ ｗｈｉｃｈ ｄｅｔｅｒｍｉｎｅ
ｔｈｅ ｓｕｉｔａｂｉｌｉｔｙ ｏｆ ｄｏｇｓ ａｓ ｇｕｉｄｅ⁃ｄｏｇｓ ｆｏｒ ｔｈｅ ｂｌｉｎｄ ［Ｊ］ ． Ａｐｐｌ Ａｎｉ⁃
ｍａｌ Ｅｔｈｏｌ， １９８３， ９（３ － ４）： ２９９ － ３１５．

［１０］ 　 Ｓｖａｒｔｂｅｒｇ Ｋ． Ｓｈｙｎｅｓｓ⁃ｂｏｌｄｎｅｓｓ ｐｒｅｄｉｃｔｓ 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 ｉｎ ｗｏｒｋｉｎｇ
ｄｏｇｓ ［Ｊ］ ． Ａｐｐｌ Ａｎｉｍａｌ Ｂｅｈａｖ Ｓｃｉ， ２００２， ７９（２）： １５７ － １７４．

［１１］ 　 Ｂｅｅｒｄａ Ｂ， Ｓｃｈｉｌｄｅｒ ＭＢＨ， ｖａｎ Ｈｏｏｆｆ Ｊ Ａ． Ｒ． Ａ． Ｍ， ｅｔ ａｌ． Ｂｅｈａｖ⁃
ｉｏｕｒａｌ， ｓａｌｉｖａ ｃｏｒｔｉｓｏｌ ａｎｄ ｈｅａｒｔ ｒａｔｅ ｒｅｓｐｏｎｓｅｓ ｔｏ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ｔｙｐｅｓ ｏｆ
ｓｔｉｍｕｌｉ ｉｎ ｄｏｇｓ ［ Ｊ］ ． Ａｐｐｌ Ａｎｉｍａｌ Ｂｅｈａｖ Ｓｃｉ， １９９８， ５８ （４）：
３６５ － ３８１．

［１２］ 　 Ｐａｌｅｓｔｒｉｎｉａ Ｃ， Ｐｒｅｖｉｄｅｂ ＥＰ， Ｓｐｉｅｚｉｏｂ Ｃ， ｅｔ ａｌ． Ｈｅａｒｔ ｒａｔｅ ａｎｄ
ｂｅｈａｖｉｏｕｒａｌ ｒｅｓｐｏｎｓｅｓ ｏｆ ｄｏｇｓ ｉｎ ｔｈｅ Ａｉｎｓｗｏｒｔｈ′ｓ Ｓｔｒａｎｇｅ Ｓｉｔｕａ⁃
ｔｉｏｎ： Ａ ｐｉｌｏｔ ｓｔｕｄｙ ［Ｊ］ ． Ａｐｐｌ Ａｎｉｍａｌ Ｂｅｈａｖ Ｓｃｉ， ２００５， ９４（１）：
７５ － ８８．

［１３］ 　 Ｄｅ Ｍｅｅｓｔｅｒ ＲＨ， Ｐｌｕｉｊｍａｋｅｒｓ Ｊ， Ｖｅｒｍｅｉｒｅ Ｓ， ｅｔ ａｌ． Ｔｈｅ ｕｓｅ ｏｆ
ｔｈｅ ｓｏｃｉａｌｌｙ ａｃｃｅｐｔａｂｌｅ ｂｅｈａｖｉｏｒ ｔｅｓｔ ｉｎ ｔｈｅ ｓｔｕｄｙ ｏｆ ｔｅｍｐｅｒａｍｅｎｔ
ｏｆ ｄｏｇｓ ［Ｊ］ ． Ｊ Ｖｅｔ Ｂｅｈａｖ Ｃｌｉｎ Ａｐｐｌ Ｒｅｓ， ２０１１， ６（４）： ２１１ －
２２４．

［１４］ 　 Ｄｉｅｄｅｒｉｃｈ Ｃ， Ｇｉｆｆｒｏｙ ＪＭ． Ｂｅｈａｖｉｏｕｒａｌ ｔｅｓｔｉｎｇ ｉｎ ｄｏｇｓ： Ａ ｒｅｖｉｅｗ
ｏｆ ｍｅｔｈｏｄｏｌｏｇｙ ｉｎ ｓｅａｒｃｈ ｆｏｒ ｓｔａｎｄａｒｄｉｓａｔｉｏｎ ［ Ｊ］ ． Ａｐｐｌ Ａｎｉｍａｌ
Ｂｅｈａｖ Ｓｃｉ， ２００６， ９７（１）： ５１ － ７２．

［１５］ 　 Ｓｅｒｐｅｌｌ ＪＡ， Ｈｓｕ Ｙ．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ｖａｌｉｄ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ａ ｎｏｖｅｌ ｍｅｔｈ⁃
ｏｄ ｆｏｒ 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ｎｇ ｂｅｈａｖｉｏｒ ａｎｄ ｔｅｍｐｅｒａｍｅｎｔ ｉｎ ｇｕｉｄｅ ｄｏｇｓ ［ Ｊ］ ．
Ａｐｐｌ Ａｎｉｍａｌ Ｂｅｈａｖ Ｓｃｉ， ２００１， ７２（４）： ３４７ － ３６４．

［收稿日期］ 　 ２０１６ － ０７ － ２２

９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