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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通过测试3品种工作犬幼犬的警用行为表现,为深入研究工作犬的品种特性,改进受训犬考评机

制、提高训练的技术手段及有效建设种犬群提供数据支撑和理论依据。随机选取德国牧羊犬、昆明犬、马里努

阿犬的幼犬,共计254头,测定其胆量、兴奋性及衔取等警用行为参数,以品种、品种间公母及本品种公母分组

进行对比分析。结果显示,德国牧羊犬、昆明犬和马里努阿犬的各项警用行为指标达到 A级和B级的较少,

大多数分布于C级,警用素质综合评定为合格以上的犬总体衔取率不高,分别为41.18%、51.65%、35.71%。

比较3品种犬的警用行为发现,马里努阿犬的衔取率与德国牧羊犬和昆明犬差异显著,兴奋性指标与德国牧

羊犬差异显著,胆量指标与昆明犬差异显著;在3品种公犬间,马里努阿犬在衔取水平上与德国牧羊犬和昆

明犬差异显著,马里努阿犬在兴奋性水平上与德国牧羊犬差异显著;母犬间差异均不显著;本品种内公母犬间

差异均不显著。研究表明:一是通过改变训练技术手段提高幼犬警用性能的空间较大;二是公犬是各品种间

警用行为指标存在差异的主要因素;三是无需考虑本品种的公母对训练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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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犬的行为测试技术早在20世纪初就被应用

于犬的挑选。近年来,为解决工作犬、宠物犬的早

期挑选等现实问题,幼犬的行为测试技术越来越

受重视,相关研究报道也越来越多[1]。警用行为

测试是幼犬后期训练和成长过程中的必经环节,
针对幼犬具备的警用素质的定量考核内容,是以

幼犬为主体、以训练员和测试者为辅的互动行为

测试,是考查幼犬能否进入受训行列和成为工作

犬的关键指标,测试结果对其成长有重要的影响。
同时,幼犬的外显行为表现是幼犬自身遗传信息

和幼训训练成效的基本反映,是对幼犬进行定级

的主要依据。
德国牧羊犬、昆明犬和马里努阿犬是中国目

前最主要的工作犬种,占全国工作犬的63.56%,
其中德国牧羊犬为9612头,占比29.31%,昆明

犬为3061头,占比9.33%,马里努阿犬为8168
头,占比24.91%。本研究以德国牧羊犬、昆明犬

和马里努阿犬的幼犬为测试对象,测定3品种幼

犬的警用行为表现,以期为受训犬的选择提供数

据支持。
目前,常见的测试标准有成套测试(Testbat-

tery)、单犬评定(Ratingofindividualdog)、犬种

专家评定(Expertratingofbreedprototype)及观

察测试(Observationaltest)[2]。影响幼犬行为

测试结果的因素除环境改变以外,行为测试方案

的设计被认为是一个重要原因[3]。有学者对过去

相关报道中的行为测试方法进行调查[2-3],结果发

现,许多测试方法还主要是基于经验;一些行为测

试方法的标准化程度不高,如各种方法之间差异

很大,即使用同一方法测试同一性状,但表述也不

一致[4]。
胆量是幼犬警用行为测试中最为重要的指

标,对幼犬能否成为受训犬乃至在警务实战中的

表现都有着决定性作用。有研究对澳大利亚导盲

犬幼犬的淘汰原因进行了调查,其中胆小占比最

高(35.9%)[4]。King等[5]也认为胆小严重影响



犬的训练与使用。胆小的犬对其他犬、人或其他

动物缺乏正常的社交关系,对周围环境不适应,容
易出现行为问题,包括对人、犬或其他动物出现攻

击行为等[6]。对德国牧羊犬和比利时坦比连犬

(BelgianTervuren)的调查发现,工作犬胆量越大

其训练成绩越好,胆量越小其成绩也越差[7]。
兴奋性是考查幼犬与训导员相互配合、协调

情况的重要指标。兴奋性高的幼犬,动作流畅,与
训导员的动作配合一致,相反,兴奋性低的幼犬动

作迟缓,与训导员的动作难以配合。在工作犬训

练中,兴奋性是犬心理特征的外显。
衔取是考查幼犬的第3个指标,衔取能力的

高低是测试幼犬工作欲望的一个重要衡量标准。
据数据调查,国内工作犬基地繁育的6月龄幼犬,
淘汰的最主要原因就是不衔取或衔取率低,占

60.11%[8]。
本研究采用的“幼犬警用行为指标及评分

表”,由10余名工作犬技术训练教师根据受训犬

的受训内容制定,主要使用胆量、兴奋性和衔取等

3项工作犬训练最为关键的核心指标。通过测试

结果评估幼犬个体的警用素质,考查幼犬在幼训

期间的培训效果,同时在一定程度上得出某一品种

种群整体的警用素质,为繁育及训练提供科学依据。

1 材料与方法

1.1 材 料

试验材料:秒表、计数器、网球、胶球、麻棒、毛
巾卷。254头实验犬均来自昆明警犬基地,品种

及数 量 见 表1。所 有 幼 犬 均 按 照 统 一 的 方 式

训养。
表1 试验犬品种及数量

Table1 Breedanddistributionofdogs

序号
Number

品种
Breed

数量 Quantity

公 Male 母Female

来源
Source

1 德国牧羊犬 Germanshepherddog 15 19 昆明警犬基地社会化训养点,训养方式及要求一致

2 昆明犬 Kunmingdog 41 57 SocialTrainingKennelofKunmingPoliceDogBase,by
sametrainingmethodsandstandards

3 马里努阿犬Belgianmalinois 58 64

1.2 方 法

1.2.1 训练方法 在幼犬训练期间,训导员每天

带犬在户外进行环境适应、物品调引和抛物衔取

等3项内容的训练。
环境适应性训练:训导员带犬在山林、村庄、

街道和陌生人群中进行训练,培养犬适应外部环

境变化的能力,增强犬的胆量,每天训练时长不低

于30min。物品调引训练:训导员使用包括网

球、胶球和小麻棒等幼犬喜欢的物品,对犬进行调

引,提高犬的兴奋性和占有欲,调引时长每天不低

于10min。
抛物衔取训练:使用网球、胶球和小麻棒等物

品,对犬进行调引后,抛出物品,犬将物品衔回后,
与犬进行拔河游戏,培养犬追逐物品、衔取物品及

咬合物品的能力,每天训练时长不低于10min。

1.2.2 测试方法、考核指标及评分标准 测试小

组由6人以上组成,分别为主测人、助训员、记录

员。在不低于100m2 的空旷场地进行犬只测试。
胆量测试:训导员带犬在由3人以上组成的

陌生人群中调引穿梭,然后将物品抛至主测人脚

下,主测人踩住物品后,训导员放犬衔取,测试者

轻拍犬并发出声音以观察犬的反应,并进行记录。

兴奋性测试:主测人使用网球、胶球或小麻棒

对犬进行调引,观察犬的兴奋性及对物品的注意

力,记录员进行记录。
衔取测试:主测人使用网球、胶球或小麻棒对

犬进行调引,将物品抛掷20m 远处,物品静止

后,主测人释放犬,犬前进衔取物品,回到主测人

身边,主测人与犬进行拔河游戏,观察犬的各项行

为特征,记录员进行记录。
采用胆量、兴奋性、衔取3项指标对幼犬进行

考核,具体考核方式、考核标准及评分标准见

表2。

1.2.3 综合评定方法 对犬只胆量、兴奋性及衔

取的考核结束后,进行综合评定。3个指标均为

A或任意2个指标为 A,评定为优秀;3个指标

均为B或任意2个指标为B,评定为合格;3个指

标均为C或任意2个指标为C,评定为不合格。
综合评定为优秀和合格的幼犬进入受训犬行列。
1.3 数据处理

采 用 EXCEL2010 对 数 据 统 计 整 理,用

SPSS19.0软件进行相关性及差异性分析,组间

比较采用配对t检验,结果以“平均值±标准差”
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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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幼犬警用行为指标及评分表

Table2 Policebehaviouraltraitsandratingscaleofpuppies
考核指标

Assessmentindex
考核方式

Assessmentmethod
考核标准

Assessmentstandard
评级
Rating

评分
Score

胆量
Courage

训导员带犬在陌生人群中调引
穿梭,然后将物品抛至测试者脚
下,测试者踩住物品后,训导员
放犬衔取,测试者轻拍犬并发出
声音以观察犬

犬能跟随训导员在人群中任意自如穿梭,能积极主动衔取物
品,对测试者的轻拍和声音无反应
Puppycangothroughthecrowdfreely,andbittheobjectac-
tivelyandhasnoresponsetothevoiceandpat

A 3

Thehandlerbringspuppytogo
acrossthecrowd,andthrows
objecttotheauxiliary.Then,
thehandlerobservesthedog’s
reactionwhilereleasingthedog
toretrievalwhenmakingvoice
orpat

犬能跟随训导员在人群中穿梭,能衔取物品,但主动性不够,
伴随试探反应,对测试者的轻拍和声音有轻微反应
Puppycangothroughthecrowdfreely,andbittheobject
withalittleresponsetothevoiceandpat

B 2

犬能跟随训导员在人群中穿梭,能衔取物品,但表现犹豫不
决,对测试者的轻拍声音有畏惧反应
Puppycangothroughthecrowd,andbittheobjectinhesita-
tion,andbefeartothevoiceandpat

C 1

兴奋性
Excitement

测试者利用犬喜欢的物品对犬
进行调引,以观察犬的兴奋性及
注意力

犬在测试者调引过程中表现积极,能快速跟随测试者的步
伐,并对物品保持10秒以上的专注
Thepuppyfollowsthehandleractively,andshowsattention
totheobjectupto10seconds

A 3

Thehandlerusethepuppy’s
favouriteobjecttoplaywithit,
thenobservetheexcitementand
attention

犬在测试者调引过程中表现积极性不够,能跟随测试者的步
伐,并对物品保持5~10s的专注
Thepuppycanfollowthehandlerbutlackofactivity,and
showsattentiontotheobjectabout5to10seconds

B 2

犬在测试者调引过程中表现被动,不能跟随测试者的步伐,
对物品不能保持专注
Thepuppycan’tfollowthehandler,andcan’tstayfocused
fortheobject

C 1

衔取
Retrievalindex

测试者用两种以上物品调引犬
只,给予其衔取,并与其进行拔
河游戏
Thehandlerusemorethantwo
objectstoplaywiththepuppy,
thenletitbitbackandplaytug
ofwar

犬对测试物品均都能快速、持续追逐并积极衔取,在拔河游
戏中能紧咬物品不松口
Thepuppycanbittheobjectsquickly,chaseactivelyandcon-
tinuously,andbittheobjectstightlywithoutrelease

A 3

犬对测试物品能进行选择性短时追逐,能衔取,在拔河游戏
中能咬住物品但会松口
Thepuppycanbittheobjects,chasetemporarily,bittheob-
jectsbutmayrelease

B 2

犬对测试物品衔取不高,衔取呈现偶然性
Thepuppyshowslittleattentiontotheobjectsandmaybitit
occasionally

C 1

2 结果与分析

2.1 3品种幼犬警用行为指标考评及整体比较

2.1.1 考核结果分布与分析 从表3可以看出,
在各行为指标等级评分中,A级较少,B级次之,

C级最多;马里努阿犬3项指标A级较多,昆明

犬次之,德国牧羊犬均为0;3个犬种幼犬的警用

行为指标大多数分布于C级。结合实际工作发

现,254头幼犬中符合教学训练要求的受训犬不

到50%,说明3品种犬警用行为指标离目前教学

训练的要求还存在较大差距。

表3 3品种幼犬警用行为考核指标等级分布

Table3 Assessmentdistributionofpolicebehaviouraltraitsofthreebreedsofpuppies

行为指标
Behaviouraltrait

等级评分
Rating

德国牧羊犬
Germanshepherddog

数量
Number

百分比/%
Percentage

昆明犬
Kunmingdog

数量
Number

百分比/%
Percentage

马里努阿犬
Belgianmalinois

数量
Number

百分比/%
Percentage

胆量Courage A 0 0.00 5 5.10 20 16.39
B 13 38.24 24 24.49 43 35.25
C 21 61.76 69 70.41 59 48.36

兴奋性Excitement A 0 0.00 5 5.10 20 16.39
B 14 41.18 41 41.84 47 38.52
C 20 58.82 52 53.06 55 45.08

衔取 Retrievalindex A 0 0.00 4 4.08 11 9.02
B 20 58.82 28 28.57 44 36.07
C 14 41.18 66 67.35 67 54.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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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2 综合评定结果分析 从表4可以看出,3
品种幼犬中,综合评定为优秀的犬占9.45%;不
合格的犬占55.90%。马里努阿犬合格以上为

51.65%,昆明犬总体合格率较低,为35.71%,德
国牧羊犬合格率为41.18%。说明3品种犬幼犬

的整体素质不高,通过改变培训手段及方法,才有

可能提高幼犬的警用性能。

2.2 3品种犬警用行为对比分析

2.2.1 幼犬警用行为指标比较 由表5可以看

出,马里努阿犬各指标均高于德国牧羊犬和昆明

犬,昆明犬兴奋性指标略高于德国牧羊犬,胆量和

衔取指标低于德国牧羊犬,但差异均不显著。表

明马里努阿幼犬经过培训后,3项警用行为指标

相比昆明犬幼犬和德国牧羊犬幼犬具有一定

优势。

2.2.2 公犬间警用行为指标比较 3品种公幼

犬警用行为指标对比分析结果(表6)表明,马里

努阿犬均高于德国牧羊犬和昆明犬,且在衔取指

标与其他品种差异显著(P<0.05);昆明犬的胆

量和兴奋性略高于德国牧羊犬,衔取指标低于德

国牧羊犬。

表4 3品种幼犬警用行为综合考核结果分布表

Table4 Comprehensiveassessmentdistributionofpolicebehaviouraltraitsinthreebreedsofpuppies

品种
Breed

优秀 Good

AAA AA %

合格 Qualified

BBB BB %

不合格 Unqualified

CCC CC %

德国牧羊犬 Germanshepherddog 0 0 - 12 2 - 19 1 -

昆明犬 Kunmingdog 3 2 - 11 19 - 44 19 -

马里努阿犬Belgianmalinois 9 10 - 31 13 - 48 11 -

合计 Total 24 9.45 88 34.65 142 55.90

表5 3品种犬不同警用行为指标

Table5 Comparisonofdifferentpolicebehaviouraltraitsamongthreebreedsofpuppies
指标
Index

德国牧羊犬
Germanshepherddog

昆明犬
Kunmingdog

马里努阿犬
Belgianmalinois

胆量Courage 1.41±0.50ab 1.37±0.56b 1.54±0.66a

兴奋性Excitement 1.41±0.50b 1.52±0.60ab 1.71±0.73a

衔取 Retrievalindex 1.38±0.49b 1.35±0.58b 1.68±0.74a

注:同行不同小写字母表示差异显著(P<0.05),下同。

Note:Withinthesamerows,valueswithdifferentlowercaseletterindicatesignificantdifference(P<0.05),thesamebelow.

表6 3品种公幼犬的警用行为指标

Table6 Policebehaviouraltraitsamongthreebreedsofmalepuppies
指标
Index

德国牧羊犬
Germanshepherddog

昆明犬
Kunmingdog

马里努阿犬
Belgianmalinois

胆量Courage 1.33±0.49a 1.39±0.49a 1.59±0.65a

兴奋性Excitement 1.33±0.49b 1.51±0.51ab 1.76±0.77a

衔取 Retrievalindex 1.33±0.49b 1.27±0.45b 1.78±0.77a

2.2.3 母犬间警用行为指标比较 3品种母幼

犬的警用行为指标对比分析结果(表7)表明,马
里努阿犬均高于德国牧羊犬和昆明犬,昆明犬兴

奋性略高于德国牧羊犬,另两项指标低于德国牧

羊犬,但差异均不显著。
结合表5和表6可以看出,3品种幼犬警用

行为指标存在的显著差异主要源自各品种间公犬

的差异。

2.2.4 本品种内公母犬间警用行为指标比较 
由德国牧羊犬公母犬警用行为指标对比分析结果

(表8)可以看出,母幼犬在胆量、兴奋性和衔取方

面的警用行为指标均高于公幼犬,但差异均不显

著(P>0.05)。
由昆明犬公母幼犬警用行为指标对比分析结

果(表9)可以看出,母幼犬的衔取和兴奋性指标

均高于公犬,但胆量指标公犬高于母犬,差异均不

显著(P>0.05)。
由马里努阿犬公母幼犬警用行为指标对比分

析结果(表10)可以看出,公幼犬的3项指标均高

于母犬,但差异均不显著(P>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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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合表8和表9可以看出,3品种公母幼犬

的警用行为指标各有高低,但差异均不显著,说明

公母犬都适合作为受训犬进行训练,从警用素质

而言,无需考虑性别对训练结果的影响。
表7 3品种母幼犬的警用行为指标

Table7 Policebehaviouraltraitsamongthreebreedsoffemalepuppies
指标
Index

德国牧羊犬
Germanshepherddog

昆明犬
Kunmingdog

马里努阿犬
Belgianmalinois

胆量Courage 1.47±0.51a 1.35±0.61a 1.50±0.67a

兴奋性Excitement 1.47±0.51a 1.53±0.66a 1.67±0.71a

衔取 Retrievalindex 1.42±0.51a 1.40±0.65a 1.59±0.71a

表8 德国牧羊犬公、母犬警用行为

Table8 Policebehaviouraltraitsbetweenmale

andfemaleGermanshepherddogs

指标
Index

公
Male

母
Female

胆量Courage 1.33±0.49a 1.47±0.51a

兴奋性Excitement 1.33±0.49a 1.47±0.51a

衔取 Retrievalindex 1.33±0.49a 1.42±0.51a

表9 昆明犬公、母犬的警用行为

Table9 Policebehaviouraltraitsbetween

maleandfemaleKunmingdogs

指标
Index

公
Male

母
Female

胆量Courage 1.39±0.49a 1.35±0.61a

兴奋性Excitement 1.51±0.51a 1.53±0.66a

衔取 Retrievalindex 1.27±0.45a 1.40±0.65a

表10 马里努阿犬公、母犬的警用行为

Table10 Policebehaviouraltraitsbetweenmaleand

femaleBelgianmalinoisdogs

指标
Index

公
Male

母
Female

胆量Courage 1.59±0.65a 1.50±0.67a

兴奋性Excitement 1.76±0.77a 1.67±0.71a

衔取 Retrievalindex 1.78±0.77a 1.59±0.71a

3 讨 论

3.1 品种因素对幼犬警用行为指标的影响

德国牧羊犬、昆明犬和马里努阿犬在中国现

有的中大型工作犬中占有很大比重。每个中大型

品种工作犬都有比较明显的品种特点,特别是对

于生理、心理发育期的幼犬来说,品种特征更为明

显[9]。从本研究结果可以看出,3品种幼犬间的

警用指标存在差异,其中,马里努阿犬幼犬的3项

警用行为指标具有一定优势;从训练阶段的行为

表现看,昆明犬和德国牧羊犬的部分心理和行为

特征相比马里努阿犬成熟较晚;相对于其他两个

犬种,昆明犬对主人的依恋性更强,而德国牧羊犬

在早期的衔取表现相对较弱。因此可知,品种特

性可能是导致同期不同品种间警用行为差异的主

要原因之一。

3.2 性别因素对幼犬警用行为指标的影响

本研究从性别角度比较了3品种幼犬的3项

指标,发现警用行为指标的差异主要源于各品种

公幼犬间的差异,特别是马里努阿公幼犬,其3
项警用行为指标均高于其他两个犬种的公幼犬,
究其原因可能包括:一是马里努阿公犬警用素质

较好,二是目前的培训手段和方法更适合于马里

努阿公犬。
在同一品种内,通过对公、母幼犬的3项指

标进行比较,发现3品种内公母幼犬间的警用行

为指标差异均不显著,说明性别对品种间警用行

为的遗传影响不明显,在选择受训犬时无需过多

考量性别因素。

3.3 3品种犬警用行为指标整体评定结果与受

训犬警用素质需求的关系

本研究结果表明,警用行为测试结果达到A
级的较少,达到B级的次之,处于C级的最多。
从表5也可以看出,3品种犬的3项警用行为指

标测试结果中,平均分数最高的为马里努阿犬的

兴奋性指标(1.71),但仍远低于A级犬3分的标

准。说明通过该阶段的培训,3品种幼犬与目前

教学训练对受训犬各警用行为指标的要求还存在

较大差距。究其原因,一方面可能是现有的培训

模式及技术手段不足以激发幼犬的警用性能。在

测试中体能素质好的幼犬,警用性能表现也较为

突出,这与徐虎等[9]通过运动前后的 HRV来评

估昆明犬的工作表现中的结论基本一致。另一方

面可能是训养人员对本研究中的“幼犬考核标准

及评分表”和“综合评定方法”掌握不够,导致幼犬

日常训练细节与实战需求不匹配。
因此,下一步可以通过改变培训手段、制定与

品种特性契合的培训手段来提升幼犬警用性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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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进行幼犬专业化训养的同时,还需要通过对幼

犬的行为观察,进行适当的定向培养[10-11],对德国

牧羊犬而言,亟需加强公幼犬在衔取、胆量和兴奋

性等方面的专项培训;对昆明犬而言,需特别加强

公幼犬衔取和兴奋性的专项培训,母幼犬胆量的

专项培训。所有的幼犬都需要增强体能,这对提

高犬整体合格率和优秀率有着关键作用。

3.4 考核指标与各品种警用行为指标的关联性

在3项警用行为指标中,胆量对兴奋性和衔

取有明显的影响,胆量测试结果为 A或B的犬

只,其兴奋性和衔取测试结果通常也为 A或B;
胆量测试结果为C的犬只,其兴奋性和衔取测试

结果很少能达到 A 或B。因此,在幼犬培训期

间,应扩展提升胆量培训的内容和场景,增加胆量

培训的时间;此外,对在遗传上存在胆量缺陷的幼

犬应及时淘汰,以降低训养成本。本研究中的考

核标准还需在工作中不断修正,尽可能兼顾工作

实际及考核评价的可操作性,对考评内容及等级

划分还需进一步细化和定量,这将在下一步研究

工作中逐步完善。

4 结 论

3品种犬警用素质的综合评定为合格犬以上

的犬总体优秀率不高,幼犬的基本素质还需进一

步提升;公犬警用行为指标的差异是各品种间警

用行为指标存在差异的主要因素;在选择受训犬

时,无需过多考虑性别对训练的影响。本研究中

的“幼犬考核标准及评分表”、“综合评定方法”及
测试结果,对考评选择受训犬具有一定的指导意

义,对改进各品种犬的训练模式及手段有一定的

促进作用,对各品种犬种犬群建设提供一定的科

学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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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rossAnalysisofPoliceBehaviouralTraits
amongThreeBreedsofWorkingDog

FANGShaoqin,XUHu,LILiguang,LIJudong,CHENChaoandLIJie
(KunmingPoliceDogBase,MinistryofPublicSecurity,Kunming 650204,China)

Abstract Crossanalysisofpolicebehaviouraltraitsamongthreebreedsofworkingdogswasconduct-
edforprovidingdataandtheorysupportforfurtherresearchinworkingdog’sbreedingcharacteris-
tics,andforrevisingthetrainingdog’sassessmentcriteriaandbuildingthebreedgroupefficiently.
254puppieswerechosenrandomlyfromthreebreeds,includingGermanshepherd,Kunmingdogand
Belgianmalinois,thecourage,excitementandretrieveindexweretested.Thedatawereanalyzed
amongbreedsandsexuality.TheresultssuggestedthatmostpuppiestestswereC,andafewwereA
andB.Theretrieveindexeswerenotsohigh,itwas41.18%inGermanshepherd,51.65%inKun-
mingdogand35.71%inBelgianmalinois.TheanalysisamongthebreedsshowedthattheBelgian
malinois’retrieveindexweresignificantdifferentfromtheGermanshepherds’andtheKunming
dogs’,theBelgianmalinois’excitementweresignificantdifferentfromtheGermanshepherds’,and
theBelgianmalinois’courageweresignificantdifferentfromKunmingdogs’.Theanalysisbetween
thesexualityshowedthesametendencytothebreedsthattheBelgianmalinois’retrieveindexwere
significantdifferentfromtheGermanshepherds’andtheKunmingdogs’,theBelgianmalinois’ex-
citementweresignificantdifferentfromtheGermanshepherds’,andtheBelgianmalinois’courage
weresignificantdifferentfromKunmingdogs’.Whilethedifferenceswerenotsignificantamongfe-
maledogs.Theindexeswerenotsignificantdifferentbetweenmaleandfemaleinthesamebreed.
Theresultssuggestedthatpuppies’policebehaviouraltraitscanbeimprovedbychangingthetraining
techniques,themaleisthemainfactorforthebreeddifference,andmaleorfemalehasnosignificant
differenceintraininginthesamebreed.
Keywords Germanshepherd;Kunmingdog;Belgianmalinois;Puppies;Policebehaviouraltrai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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