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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白颈长尾雉冬季生境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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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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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 采用野外直接观察法和样方法对江西省官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白颈长尾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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冬季生境进行调查! 运用聚类分析和主成分分析法! 对白颈长尾雉冬季生境选择因子进行了分析% 结

果表明$ 白颈长尾雉越冬期多选择低海拔"

!&++ 5

&! 缓坡'坡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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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乔木盖度适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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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灌木数量偏

高"＞2+

株&! 灌木种类较多"＞-

种&! 草本盖度中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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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草本种类"＞2

种&和草本数量较多"＞!+

株&!

水源距离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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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生境! 偏爱阳坡和阔叶林! 较少选择草本盖度
!2+6

和水源距离较远"＞!3+ 5

&的生境! 避

开陡坡"＞-+$

& 和阴坡的活动% 影响白颈长尾雉冬季生境选择的主要因子为草本种数( 草本数量和海拔高度) 次

要因子为草本盖度( 水源距离( 乔木盖度( 灌木盖度( 灌木种数( 林型( 坡度和坡向* 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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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颈长尾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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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中国特有种! 国家
!

级重点保护动物和世界受胁物种! 主要分布在

长江以南!

!$!"&#!'

的华东和华南地区"

##!

#

! 为地栖性森林鸟类! 飞翔与扩散能力较弱! 躲避天敌能力

较差! 对周围环境的依赖性强! 因此所面临的威胁日趋严重"

&

#

$ 其中! 生境的丧失与片断化已成为白颈

长尾雉最主要胁迫因子"

$

#

$ 许多学者曾对白颈长尾雉开展了多方面的研究! 取得许多成果$ 其生境利用

和选择已进行过一些报道! 但这些研究多针对于某一地区进行研究"

(#)

#

$ 或在受人为干扰影响较大的人

工针叶林中进行"

*#)

#

! 难以全面地反映该雉对生境选择的要求$ 迄今为止! 尚缺乏专门对白颈长尾雉冬

季生境选择的相关报道$ 冬季是一年中觅食最困难的时期! 它们不仅不能获得足够的食物供应! 随着天

气逐渐变凉% 变寒% 食物极度缺乏和天气寒冷迫使动物表现出对不同生境的选择和利用模式! 动物所表

现出的各种行为都与其特定的生境条件相适应"

+

#

$ 因此! 生境选择在该时期显得尤为重要! 直接影响其

存活率"

,"#,,

#

$ 适宜的生境是野生动物赖以生存的基本条件"

,!

#

$ 已有研究表明! 白颈长尾雉以阔叶林为其

最适生境! 针阔混交林等为次适生境"

(

#

$ 官山自然保护区是国内白颈长尾雉最主要集中分布地之一! 植

被群落结构完整! 原生性强! 人为干扰很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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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为此! 我们于
!""+

年
,,

月
#!","

年
!

月在官山国家级

自然保护区对白颈长尾雉冬季生境进行了研究! 为阐述白颈长尾雉不同林型下对生境利用与选择的差异

性! 同时为了解白颈长尾雉在不同地点的生存状况提供科学依据! 以期为白颈长尾雉的保护提供依据$

,

研究地点

江西官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位于江西西北部的宜春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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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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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跨

宜丰% 铜鼓
!

县! 地处九岭山脉西段! 区内最低海拔为
!"" .

! 最高海拔
, $)% .

! 总面积
,, (%%/(

0.

!

$ 该保护区总体上属于中山山地面貌! 属中亚热带温暖湿润气候区! 四季分明! 阳光充足! 无霜期

长! 年均气温为
,1/! %

! 年均降水量
, +(""! ,"" ..

$ 研究区域植被以常绿阔叶林和落叶阔叶林为典

型! 区内还有发育良好针阔混交林% 针叶林% 竹林等植被类型! 保护区森林覆盖率高达
+&/)&

! 地形地

貌复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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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研究方法

!"#

取样方法

采取样线法对白颈长尾雉的活动位点进行调查! 参照官山国家级保护区的地形图和林相图! 根据保

护区的地形% 植被% 水文及土地利用状况等特征! 在研究区内选取不重复样线
1

条! 样线宽为
!( .

$

样线覆盖了白颈长尾雉的所有生境类型$ 每天调查时间为
)

&

""#,"

&

""

!

,1

&

""#,)

&

""

! 至少重复
&

次'样线#,

$ 在样线上发现白颈长尾雉的实体或羽毛作为其活动点! 利用全球卫星定位仪(

234

)定位! 以

它为中心! 设置
,% . ' ,% .

的大样方! 在大样方内的中心及四角取
(

个
, . ( , .

小样方! 对样方内

的生境特征进行记录$ 大样方内记录的项目包括海拔% 坡度% 坡向% 乔木盖度% 乔木种类% 乔木数量%

灌木盖度% 灌木种数% 灌木数量% 距水源距离% 林型等
,,

个特征参数! 小样方内记录的项目为草本盖

度% 草本种类% 草本数量! 取其均值作为该因子在
,% . ( ,% .

大样方中的特征$

各生境的因子变量的测定参照文献"

,$#,(

#! 生境变量的测量及划分如下& (

,

)海拔$ 用全球卫星定

位仪(

234

)直接测定高度$ 可将海拔划分为
!1%% .

和＞1%% .

等
!

个等级$ (

!

)坡度$

567)(

型罗盘仪

记录看到白颈长尾雉实体或痕迹的所在地的坡面倾斜度$ 将坡度分为
!

个等级& 缓坡
!&%!

! 陡坡＞

&%!

$ (

&

)坡向$ 用
567)(

型罗盘仪将其划分
&

种类型& 阳坡
41*/(!-"4!!/(!8

! 半阴半阳坡
'!!/(!-"

41*/(!-

和
4!!/(!8"'1*/(!8

! 阴坡
'1*/(!8"'!!/(!-

$ (

$

)乔木盖度$ 以观察点为中心的
#% . ( #% .

范围内对乔木盖度测量$ 可划分为
&

个等级& ＞*%9

为高!

$%9"*%9

为中!

!$%9

为低$ (

(

)乔木种类$

在
,% . ( ,% .

范围内记录乔木种类! 划分为＞&

种和
!&

种
!

个等级$ (

1

)乔木数量$ 在
,% . ( ,% .

范围内记录乔木数量! 划分为＞,,

株和
!,,

株等
!

个等级$ (

*

)灌木盖度$ 在
,% . ( ,% .

范围内对乔

木盖度测量! 划分为
&

个等级& ＞*%9

为高!

&%9"*%9

为中!

!&%9

为低$ (

)

)灌木种类$ 跟乔木种类

测量和划分标准一样$ (

+

)灌木数量$ 在
,% . ( ,% .

范围内记录灌木数量! 分为＞!%

株和
!!%

株等
!

个等级$ (

,%

)草本盖度$ 在
,% . ( ,% .

范围内分别在其中心和四角取
, . ( , .

的小样方$ 并取其平

均值! 划分
&

个等级& ＞1%9

为高!

!%9"1%9

为中!

!!%9

为低$ (

**

)草本种类$ 测量方法和草本盖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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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 郑艳霞! 官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白颈长尾雉冬季生境选择

相同" 划分为＞#

种和
!$

种等
$

个等级# $

%$

%草本数量& 测量方法同上" 划分＞"&

株和
!"&

株等
$

个

等级& $

"!

%水源距离& 距白颈长尾雉实体或痕迹最近水源的垂直距离" 划分为
!

个级! ＞"'& (

"

'&!

%'& (

"

!'& (

& $

%)

%林型& 根据优势乔木的种类" 分为阔叶林' 针阔混交林' 针叶林等
!

个大类#

对白颈长尾雉冬季生境各种生态因子分析" 根据各因子出现频次的百分比(

!

*

%确定白颈长尾雉在冬

季对不同生态因子的偏爱&

!

*

+

)(各因子出现的次数%

,

(记录到的活动痕迹总数%*

"%&&-

&

!

*

值越大表明

白颈长尾雉对这种生态因子越偏爱&

!"!

数据统计

采用
./.. 0*1 2345*67 "$8&

对有关变量进行统计& 对冬季生境特征的有关变量" 计算各种生态因子

在所调查的样方出现的频次及所占百分比+ 以聚类分析法对样方进行分类" 分析各样方组的重要生态因

子差异情况&

!

结果与分析

#"$

生境选择中各生态因子分布频数

对
!)

个白颈长尾雉活动痕迹周围的生态因子统计发现$表
%

%" 生境选择主要特征为! 海拔
!9&& (

$

:"8$#

%" 坡度在
&!!&$

$

:)8"#

%的缓坡范围内" 水源距离
!"'& (

$

;:8)#

%" 乔木种类＞!

种$

;98'#

%"

乔木数量＞""

株$

;&89#

%" 灌木数量＞$&

株$

9;89#

%" 灌木种类＞!

种 $

<<8$#

%" 草本数量＞"&

株

$

<$8)#

%" 草本种类＞$

种$

;98'#

%的生境中活动& 在坡向上多选择阳坡$

'$8:#

%或半阴半阳$

)"8:#

%" 只

有
$

处白颈长尾雉的活动痕迹在阴坡发现" 对于林型多选择阔叶林$

''8:#

%或针阔混交林$

!'8!#

%中活

动& 初步分析认为! 白颈长尾雉在冬季偏爱低海拔' 缓坡' 乔木盖度和灌木盖度较高' 乔木数量和灌木

数量以及种类较多' 水源距离较近' 林型多选择阔叶林或针阔混交林' 坡向位于阳坡或半阴半阴坡的生

境作为冬季生境& 不喜欢高海拔' 陡坡' 阴坡' 乔木盖度和灌木盖度低' 乔木数量和灌木数量及种类

少' 水源距离远' 草本数量和种类少的生境& 不喜欢在针叶林中活动&

项目 频数

海拔
,( ＞9&& !

!9&& !"

坡度
,

$

$

% ＞!& $

!!& !$

坡向
,

$

$

% 阳坡
"<

半阴半阳
")

阴坡
$

乔木盖度
,- ＞;& :

)&!;& ":

!)& 9

灌木数量
,

株 ＞$& $!

!$& ""

草本种类
,

种 ＞$ $9

!$ <

水源距离
,( ＞"'& ;

'&!"'& "<

!'& :

百分比
,#

<8<

:"8$

'8:

:)8"

'$8:

)"8$

'8:

$98'

''8:

";89

9;89

!$8)

;98'

$!8'

$&89

'$8:

$98'

项目 频数 百分比
,#

乔木种类
,

种 ＞! $9 ;98'

!! < $!8'

乔木数量
,

株 ＞"" $) ;&89

!"" "& $:8)

灌木盖度
,- ＞;& ! <8<

!&!;& "; '&8&

＜!& ") )"8$

灌木种类
,

种 ＞! !& <<8$

!! ) ""8<

草本盖度
,- ＞9& ! <8<

$&!9& "9 );8"

!$& "' ))8"

草本数量
,

株 ＞"& $< <$8)

!"& 9 ";89

林型 阔叶林
": ''8:

针阔混交林
"$ !'8!

针叶林
! <8<

表
$

白颈长尾雉冬季生境各生态因子分布频数

=>?@A % B37C13?DC3*4 01AEDA4FG *0 AF*@*H3F>@ 0>FC*17 >?*DC 634CA1 I>?3C>C *0 "#$%&'()*+ ,--(.'(

#%!

生境选择的聚类分析

在分析各生态因子分布频数的基础上" 用聚类分析法对白颈长尾雉冬季生境样本进行分组" 按组分

析各个生态因子在白颈长尾雉冬季生境选择中的重要性)

%9%%<

*

" 得出白颈长尾雉对冬季生境选择的倾向&

图
%

显示了
!)

个冬季生境样本对于
%)

个生态因子的聚类结果" 在欧氏距离
%&

的水平上将
!)

个样本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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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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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
&

!

'

!

(

!

)

等
$

个类群"

图
#

白颈长尾雉冬季生境选择的聚类分析

*+,-./ # (0-12/. 343051+1 67 8+42/. 93:+232 1/0/;2+64 67 !"#$%&'()* +,,-.&'

&

类共有
<

个样本! 样本号为
$

!

=

!

>

#

'

类共有
#<

个样本! 样本号为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类共有
#<

个样本 ! 样本号为
!<

!

!A

!

#%

!

!#

!

!=

!

A

!

#>

!

#@

!

#A

!

?

!

!!

!

!$

!

!

#

)

类共有
=

个! 样本号为
<

!

<!

!

<$

!

#=

!

@

" 其中
'

类和
(

类共有样本
!>

个! 占总样本的
@>B=!

! 基本反应了白颈长尾雉对生境选择的类型! 它们的共同特征是海拔
!>"" C

!

坡度
!<""

! 乔木盖度
$"D#@%!

! 灌木数量＞!%

株! 灌木种类＞<

种! 草本数量＞#%

株! 水源距离
!

#=% C

! 草本盖度＞!%!

"

&

!

) !

类包含的样本数为
A

个! 占总样本数的
!<B=!

! 这
!

组的共同特征是$

海拔
!>%% C

! 坡度
!<%"

! 灌木种类＞<

种! 草本数量＞#%

株! 水源距离＞#=% C

! 草本盖度
!!%D

"

由此看出草本盖度
!!%D

和水源距离＞#=% C

与
'

和
( !

类明显不同! 由此可知白颈长尾雉对生境的选

择中避免草本盖度
!!%!

! 水源距离＞#=% C

的生境" 在海拔% 坡度% 灌木种数% 草本数量等因子方面

与
'

和
(

类的共同特征一致! 可以作为
'

和
(

类的补充" 除了
'

组外! 其他各组中! 灌木盖度都显示

了较高的频次"

聚类结果分析表明$ 白颈长尾雉冬季生境选择的重要因子是坡度% 海拔% 乔木盖度% 灌木数量% 灌

木种类% 草本数量% 水源距离% 草本盖度等
A

个生态因子" 与各生态因子分布频数的分析结果基本相

似" 而在灌木盖度因子上有差异! 分组频次分析没有显示为各组共有高频次特征"

!"!

生境选择的主成分分析

对所有样本
#$

个生态因子的主成分分析见表
!

" 由于前
=

个主成分的特征值均大于
#

! 其累积贡献

率达
@%B?!

" 表明前
=

个主成分基本包含了这
#$

个生态因子所具有的信息" 因此取前
=

个主成分进行

分析"

由表
!

可知$ 第
#

主成分的特征值为
!BAA<

! 贡献率达到
!!B#@=!

" 其中相关系数绝对值较大的为

草本种数% 草本数量和海拔! 其特征值分别为
%B>$@

!

%B@<=

和
%B>A#

! 反映了白颈长尾雉对生境食物有

很高的要求"

在第
!

个主成分中载荷系数绝对值较大的是草本盖度和水源距离! 其特征值分别为
$%B>=?

和
%B@A%

#

第
<

个主成分载荷系数绝对值较大的是乔木盖度和灌木盖度! 其特征值分别都为
%B@?%

# 第
$

个主成分

载荷系数绝对值较大的是灌木种数和林型! 其特征值分别为
%BA%A

和
%B@#<

# 第
=

主成分载荷系数绝对

值较大的是坡度和坡向! 其特征值分别为
$%B@%?

和
%B?$=

" 该结果与各生态因子分布频次分析的结果基

本一致! 在支持聚类分组分析结果的基础上! 进一步明确了灌木盖度对生境选择的作用"

$

讨论

决定动物的生境选择因素是复杂的! 包括要考虑生境本身特性! 动物本身特性! 食物有效性! 捕食

欧
式
距
离

欧
氏
距
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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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

变量
主成分

" # ! $ %

乔木盖度
&'&() &'#%# &'*+& &',-& &'&$(

乔木种类
&',$- &'-$$ &'&!& &'&!- &'-&+

乔木数量
&'%$, !&',+* !&'!*) &'!,, !&'-$%

灌木盖度
&'&,- &'$!- &'*+& &'&(- !&'&&-

灌木种数
&'%,+ &'%-& &',*) &')&) &'!!(

灌木数量
&',&( &'$&! &'!-- &',!- !&'&*)

草本盖度
&'-%% !&'(%+ &',** &'%&+ !&'&(+

草本种数
&'($* &'&$+ &'$$) &'&+, &',%(

草本数量
&'*!% &',,) !&'&-( &'!)! !&',,(

水源距离
&'&+! &'*)& !&',%! &',%! &',&!

林型
&',*( &'&-& !&'-,, &'*,! !&',!(

海拔
&'(), &',%+ !&'!,% .&'$(, &',$+

坡度
&'&+, !&'&-- !&',&$ &'%-& !&'*&+

坡向
.&'&&% &'&%) !&'&!% .&'&,) &'+$%

特征值
-'))! -'-++ ,'*)& ,'--- ,'&$&

贡献率
/0 --',*% ,*'()- ,!'(+- +'$&, *'++)

累积贡献率
/0 --',*% !+')%* %!'%$+ (-'+%& *&'+$)

表
!

各生态因子主成分分析结果

12345 - 6789:8;24 :<=;<959>? <@ "$ 5:<4<A8:24 @2:><7? @<7 !"#$%&'()* +,,-.&' ?545:>8<9

和竞争等因素!

"+

"

# 白颈长尾雉是典型的地栖性森林鸟类$ 主食木本植物果实%种子&' 草本植物的茎叶'

苔藓和蕨类等植物性食物( 所以与食物和隐蔽程度有关的植被和地形因子成了影响白颈长尾雉生境选择

的主要因子)

"#$

地形因素

地形因子主要包括坡度' 海拔和水源距离等# 白颈长尾雉选择的坡度较缓*

!!&"

&( 由于较大的坡

度不利于白颈长尾雉的活动所致) 在坡向方面( 大多偏向阳坡( 避免阴坡) 与其他雉类冬季生境选择的

研究报道一致!

-&!--

"

( 在于研究区域的南向和北向之间所存在的差异( 朝南的山坡相对比较温暖( 并且地

面也相对干燥( 这对于白颈长尾雉抵御较为寒冷的冬季( 以及在落叶层里寻找落果和小型节肢动物等食

物比较有利) 由表
"

可知+ 冬季大约
+"'-#

的白颈长尾雉在低于
(&& =

的海拔活动( 其平均海拔高度为

%&! =

( 与徐言朋等!

-!

"对江西省官山白颈长尾雉活动区海拔高度季节变化中冬季海拔平均高度研究相似)

这是因为气温在低海拔比在高海拔要高( 利于白颈长尾雉抵御冬季寒冷( 而且海拔较低的地方食物丰富

度也高) 但在浙江省开化县水坞山区和浙江省泰顺县乌岩岭的白颈长尾雉海拔高度的研究结果不一( 这

与所栖息的地区环境差异有关( 水坞山区海拔高度较低*

-&&B(&& =

&

!

%!(

"

( 而浙江省泰顺县乌岩岭的海拔

区域虽然较高( 但由于低海拔区域干扰较大( 高海拔区域干扰相对较小( 所以( 白颈长尾雉主要栖居在

, &&&B, -&& =

的区域!

-$

"

)

同时白颈长尾雉越冬期生境选择中对水源的距离较近*

!,%& =

&) 水源是野生动物生境选择的三大

要素之一( 直接影响着野生动物对生境的选择!

-%

"

) 本研究显示+ 水源距离在第
-

成分中载荷量相对较

大( 在白颈长尾雉冬季生境选择中有着重要的作用) 我们在野外的调查发现( 白颈长尾雉多在溪流附近

的生境中活动( 可能与官山自然保护区冬季干旱少雨有关!

-(

"

( 水源距离太远又会增加人为影响的程度)

"%!

植被因素

植被主要包括乔木盖度, 灌木盖度' 草本盖度' 草本种类' 草本数量等生态因子- 草本种类' 草本

数量为白颈长尾雉提供食物来源# 有报道认为+ 鸡形目鸟类一般喜欢选择食物较为丰富的区域活动!

-*!-+

"

(

食物是影响鸟类生境利用的重要因素!

!&

"

# 主成分表明+ 草本种类和数量在第
,

主成分中载荷量相对较

大# 因此( 在冬季白颈长尾雉生境选择中( 食物因素是其冬季生境选择最主要的因素( 这与石鸡

/,0(&.1-* (2)341

研究结果一致!

--

"

( 隐蔽条件则是影响白颈长尾雉夜栖息地选择的最主要因子!

*

"

# 白颈长

郑艳霞+ 官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白颈长尾雉冬季生境选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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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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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

尾雉冬季生境选择中! 灌木层因子的作用大于草本层因子"

&

#

$ 这可能是研究地点的林型几乎为人工杉木

!"#$%$&'()*( +($,-.+(/(

林% 而研究显示针叶树种不能为白颈长尾雉提供食物! 只是在提供隐蔽条件方

面起一定作用& 因此! 作为白颈长尾雉生境的针叶林其植被灌木层发育良好! 并且有较多种类的阔叶灌

木树种构成灌木层"

'#

#

& 本研究发现' 在冬季! 过高盖度的生境对白颈长尾雉是不利的& 相反! 太低的盖

度对隐蔽程度要求较高的白颈长尾雉也是不利的& 随着盖度逐渐升高! 林下灌草层变得稀疏! 且盖度越

高! 林下小生境的温度就越低"

'!

#

! 白颈长尾雉便会逐渐退出这个生境& 因而在冬季! 白颈长尾雉多选择

乔木盖度适中(

$%(!)%(

)% 灌木盖度适中*

'%"!)%"

)% 草本盖度中等*

!%"!&%"

)% 较多草本种类*＞!

种)和数量*＞#%

种)的生境+ 因此% 有一定乔木盖度, 灌木盖度, 草本盖度, 草本数量和种类的生境能

给白颈长尾雉提供良好的食物来源% 并且可以增加其栖息生境的隐蔽度% 还可以防止天敌的侵害% 有利

于行动和躲避天敌+ 在林型上% 主要选择在阔叶林和针阔混交林% 偏向于阔叶林% 避免针叶林中的活

动% 一是白颈长尾雉为地栖性鸟类% 阔叶林, 针阔混交林下生境均比较开阔% 适宜其活动+ 二是阔叶林

和针阔混交林隐蔽性高% 在冬季食物资源相对短缺% 白颈长尾雉要增加活动量来寻求获取食物% 丰富的

食物来源提供了白颈长尾雉日常所需+ 这就要求白颈长尾雉对其生境的隐蔽性要高+ 研究显示' 白颈长

尾雉冬季主要在食物更为丰富的阔叶林中生活"

!$

#

+ 三是可能与官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植被类型有关% 植

被以常绿阔叶林和落叶阔叶林为典型% 针叶林在官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主要分布在海拔
*%%!# #%% +

+

而且面积比例小"

#'

#

+ 白颈长尾雉能对不同的环境因子做出选择% 表明它能够识别生境中微环境的变化+

!"#

保护建议

为了维持江西省官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白颈长尾雉种群的长期稳定和发展% 在保护工作中% 应针对

生境关键因子进行相应管理% 加强对生境的保护与科学管理% 制定切实可行的保护计划+

!

首先% 应采

取措施保护好白颈长尾雉现存的适宜生境% 应注意控制好保护区内阔叶林和针阔混交林的生长+

"

水源

是白颈长尾雉冬季生境选择的重要因子之一+ 官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冬季干旱少雨"

!&

#

% 应加强对水源的

管理% 重点加强中低海拔及阔叶林和针阔混交林周边水源管理+

#

减少人为干扰+ 调查发现% 冬季农户

进山采集野生食用菌和冬笋活动% 冬季白颈长尾雉主要在
&%% +

以下活动% 农户采集行为干扰了该雉的

正常觅食+ 因此% 应加大野生动物保护宣传% 增强当地人的保护意识+

$

应对白颈长尾雉的生境选择特

征进行长期研究% 以综合分析白颈长尾雉生境选择年际变化% 为白颈长尾雉保护提供科学的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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