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缓慢，新生片甲无光泽。可能与室内饲养阳光

不足、食物中缺少钙、磷等因素有关。由观察结

果还可以看出，雌性玳瑁虽已进入性成熟期，因

仅!只所以生殖问题得不到具体观察。由此可

见，玳瑁的饲料配制、饲养方法以及玳瑁的人工

繁殖等方面的问题有待于进一步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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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营巢生境的分析

王中裕 赵利敏 王 琦
（汉中师范学院生物系 陕西汉中 )&(**!）

摘要：在陕西省洋县境内调查了!(个朱!巢的生境，分!&个属性记载，并做定量统计分析。由模糊聚

类分析法把样点分成了近湿地类型区和远湿地类型区；由主分量分析证明，树型高大、隐蔽度和周围植

被条件好、离居民点较近的马尾松或栓皮栎树是朱!营巢的优选条件。

关键词：朱!；营巢；生境；定量分析

中图分类号：-#.’%!& 文献标识码：/ 文章编号：*&.*+(&$(（&***）*!+&’+*,

朱!（!"##$%"&%"##$%）为国家"级珍贵

保护鸟。自!#’!年被重新发现至今，野生朱!
仅在我国陕西省洋县境内栖息并营巢繁衍［!］。

为了探索朱!的营巢规律，作者于!##)年

#!!*月在洋县对朱!营巢生境及用巢历史做

了调查研究，并对相关的环境因子进行了定量

统计分析。

! 工作地点与方法

!##)年#月&.日至!*月&*日（朱!游

荡期），在洋县随机抽取!(个朱!营巢地为样

点。各样点地名为：!%木家河；&%罗脊梁；(%
老坟山；,%青石坡；.%团山河；$%刘柴；)%桂

峰；’%白火沟；#%时家湾；!*%小邓沟；!!%余家

沟；!&%二道梁；!(%草坝。

对每个样点可能影响朱!营巢的!&个属

性（因素）进行调查。这些属性是：!%巢树所在

地海拔高度；&%巢树所在山坡坡向；(%巢树与

居民点之间距离；,%巢树与湿地之间距离；.%
巢树树种；$%巢树胸径；)%巢树高度；’%巢树

冠层厚度；#%巢距地面高度；!*%巢距树冠顶高

度；!!%巢树周围半径为!*0的圆形面积内，胸

径大于.10树木密度；!&%用巢年数。巢树的

各高（厚）度值均用树木2型测高仪测量。!&
个属性中有!*个是数值型数据，直接用于分

析；剩余巢树树种和巢树所在山坡坡向属性为

文字型数据，经过数值比变换后用于分析。巢

树树种为马尾松和栓皮栎，分别变换为!和&；

巢树所在山坡坡向变换为直角坐标系的角度。

所有数值数据和文字数据的变换值接受以

下分析：!%按模糊聚类分析法计算各样点之间

的欧氏距离，构造出相应的模糊相似矩阵，并绘

制模糊聚类图；&%根据模糊聚类分析结果，剔

除属性值差异过大的木家河与罗脊梁这&个样

点的有关数据，保留其余!!个样点属性值，求

其平均值、标准差和变异系数；(%对所保留的

!!个样点属性值做主分量分析［&，(］，即，顺序进

行数据中心化和正规化转换，计算每样点!&个

属性的相关系数矩阵、其特征值、特征向量、各

属性对各主分量的负荷量、以及原始数据在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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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量坐标系中的坐标值。数据运算在!"#$%&’
计算机上进行。

! 结 果

!"# 模糊聚类分析结果

分析结果（图(）表明，当!)*+&*时，(%个

样点可被聚为,类。很显然，木家河样点与罗

脊梁样点非常相似；其特点是巢树距湿地和居

民点较远、海拔偏高，组成了一个特殊的类型

区，在此称其为远湿地类型区。而其余((个样

点组成了另一类型区，称为近湿地类型区。

图# 朱!营巢生境的模糊聚类图

(+木家河；,+罗脊梁；%+老坟山；-+青石坡；.+团山河；’+刘柴；/+桂峰；&+白火沟；0+时家湾；

(*+小邓沟；((+余家沟；(,+二道梁；(%+草坝

!"! 样点属性平均值、标准差和变异系数

近湿地类型区各样点属性平均值、范围、标

准差和变异系数见表(。以变异系数由小到大

为序排列各属性，可见前’个比较稳定的属性

是：巢树高度、巢树所在地海拔高度、巢距地面

高度、巢树树种、用巢年数和巢树胸径。

表# 近湿地类型区##个样点各属性平均值、标准差和变异系数表

属性 平均值 范围 标准差 变异系数

巢树高度（1） ,-+/ (0"%’ .+% *+,(
巢树所在地海拔高度（1） &.&+, ..*"(,** (&/+, *+,,
巢距地面高度（1） ,*+, (,"%, .+- *+,/
巢树树种! (+- (", *+. *+%/
用巢年数（年） (+& ("- (+* *+.-
巢树胸径（1） *+%/ *+(0"*+/’ *+,* *+..
巢树与湿地之间距离（1） /-+( -*"(.* -,+( *+./
巢树周围半径为(*1的圆面积内树木密度（棵） ,,+. (*"’, (.+* *+’’
巢树与居民点之间距离（1） 0.+* (.",.* ’’+& *+/*
巢位树所在山坡坡向!! ((*+. *",/* 0/+% *+&&
巢距树冠顶高度（1） -+. *"(( %+. *+/&
巢树冠层厚度（1） &+( (+.",* ’+’ *+&(

! 巢树变换值：马尾松树)(，栓皮栎树),。

!!坡向变换值：以直角坐标系为基础，东方)*、南方),/*；((*+.指向西北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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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分量分析结果（表!）

（"）第"主分量：表!结果表明，巢树胸径、

巢树高度和冠层厚度对第"主分量的负荷量依

次为正向最大、次大和第#大，而巢树与居民点

之间距离的负荷量为负向最大。因此，第"主

分量主要反映朱!喜在高大且与居民点距离较

近 的 树 木 上 营 巢 的 特 点，占 总 信 息 量 的

##$%&。

（!）第!主分量：巢距地面高度和巢树周围

半径为"’(的圆面积内树木数量，对第!主分

量的负荷量依次为正向最大和次大，而巢距树

冠顶高度的负荷量为负向最大。因此，第!主

分量主要反映朱!喜在树木相对密集的林中

和树木 高 处 营 巢 的 特 点，占 总 信 息 量 的

!)$!&。

表! 朱!在近湿地类型区营巢生境属性对

前#个主分量的负荷量表

属性
对前#个主分量的负荷量

第" 第! 第#
巢树胸径（(） !$** ’$+" ’$",
巢树高度（(） !$)- ."$’* ."$",
巢树冠层厚度（(） !$)) "$)% .’$#%
巢树树种! !$"# ’$!) "$’’
巢树所在地海拔高度（(） !$’" .’$-* ."$,+
巢距树冠顶高度（(） "$%" ."$-+ ."$+,
用巢年数（年） "$+- "$%+ ’$)+
巢树所在山坡坡向!! "$!- ’$), !$’-
巢距地面高度（(） "$"* !$+* ’$,,
巢树与湿地之间距离（(） ’$’! "$!" ."$-*
巢树周围半径为"’(的圆面积

内树木密度 .’$,’ !$+" ."$,+

巢树与居民点之间距离（(） ."$#) "$%* ."$"*
特征值（!） )’$+ !*$’ "*$*
信息量（&） ##$% !)$! ",$,

!巢树变换值；!!坡向变换值

（#）第#主分量：巢树所在山坡坡向对第#
主分量的负荷量为正向最大，而巢树与湿地之

间距离的负荷量则为负向最大。因此，第#主

分量主要反映植被条件和湿度对朱!营巢的影

响，占总信息量的",$,&。

以上#个 主 分 量 共 反 映 了 总 信 息 量 的

-)$,&。

# 讨 论

本文以模糊聚类的欧氏距法把"#个朱!
营巢生境分成了!个类型区，即由木家河及罗

脊梁营巢生境组成的远湿地类型区和由其余

""个营巢生境组成的近湿地类型区。

近湿地类型区内各生境属性的平均值，表

明朱!在此区内营巢时对诸多属性进行优化选

择的结果，而相应的标准差则表示这种优选结

果的变化范围；两者共同确定了适合于朱!营

巢的生境属性量化区域。变异系数证明，各属

性的相对稳定性有所不同；前,个比较稳定的

属性是：巢树高度、巢树所在地海拔高度、巢距

地面高度、巢树树种、用巢年数和巢树胸径。

现以用巢年数为参比属性（下同），确定其

它属性的变化趋势。经过比较可知：

在第"主分量，巢树胸径、树高和冠层厚这

#个属性的变化趋势与用巢年数的相同（同为

正号），而巢树与居民点之间距离的趋势相反

（负号）。说明用巢年数是随着巢树胸径、树高

和冠层厚属性值的上升及巢树与居民点之间距

离的缩短而上升。

在第!主分量，用巢年数随巢距地面高度

的上升（或巢距树冠顶高距离的缩小）而上升。

巢树周围树木数量的增多是营巢生境植被条件

好转的表现，有助于促进用巢年数上升。

在第#主分量，用巢年数随着坡向值增大、

巢树与湿地之间距离缩短而略微上升。由表"
可知，坡向变换值的均值是""’$+，指向西北

方，是山脉的阴坡。常识说明，阴坡植被因能得

到较多的水分导致其长势一般比阳坡植被好

些。巢树与湿地之间距离缩短时可以引起湿度

上升，在朱!育雏的春夏季尤其如此。由此证

明，朱!在营巢过程中对植被条件的选择结果

是趋优，而对湿度条件的选择结果是趋高。

总之，主分量分析结果反映了朱!选择营

巢生境的基本条件：第"，营巢树高大、径粗、冠

层厚，与居民点的距离趋近；第!，巢距地面高，

巢树隐蔽度和周围植被条件好；第#，通过对坡

向、巢树与湿地间距离的选择而在环境湿度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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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的马尾松和栓皮栎树上营巢。在此需要特别

强调，巢树与居民点距离的缩短有利于用巢年

数上升———这个结果证明当地居民已同朱!和

睦相处，能有效阻止天敌袭击，已发挥了并仍在

发挥着保护这一稀世珍鸟的作用。

致谢 陕西省朱!保护观察站的翟天庆、陈有

平等同志协助工作，并参加野外调查，在此一并

致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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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鳖虫自动分层立体养殖器的研制

马安宁 王慧平
（湖北大学生命科学学院 武汉 $*’’&(）

摘要：相互残食是地鳖虫人工养殖的难点。自动分层立体养殖器可使地鳖虫按龄期大小自动分类饲养。

提高养殖密度，节省养殖空间，减轻劳动强度。

关键词：地鳖虫；自动分类；立体养殖器

中图分类号：,#&#-& 文献标识码：. 文章编号：’(%’+*(&*（(’’’）’!+*!+’*

地鳖虫又名土鳖、地乌龟、土元、盖子虫等

多种别称。它是一味传统的中药材。由于地鳖

虫有不同龄期之间争食、咬食卵鞘，以致相互残

食的习性，所以给人工养殖带来困难。目前，人

工养殖地鳖虫大多采用坑养和池养［!!*］，不仅

空间利用率不高，也不能解决地鳖虫相互残食

以及清除残渣和防病问题。鉴于这种情况，我

们研制了一种“地鳖虫自动分层立体养殖器”，

较好地解决了上述问题。

# 养殖器的结构 自动分层立体养殖器主要

采用木质结构，其主体是“养殖箱”。养殖箱呈

长方形，箱体较长的两侧与底部结合处留有宽

约!/0的缝隙，此处安装有“控制门闸”，起着

调节地鳖虫出口大小的作用。从而使不同大小

的虫体钻出并掉落到下层养殖箱内。控制门闸

的前方，分别装有一块“挡板”，这块挡板有一定

的倾斜度，可使从上层养殖箱出口处钻出的地

鳖虫被挡板挡住，滑入下一层养殖箱中，并可作

为投放饵料的滑板。箱体四角有高约!%/0的

木柱作支架。在箱体较短的两侧分别安装一铁

制的“拉手”，“拉手”可以买到成品。其作用是

便于搬动箱体。养殖器的外形和结构见图!。

! 养殖器的制作 自动分层立体养殖器的箱

体 采 用 厚 约!!!-%/0的 木 质 板 材，制 成 长

&’/0，宽%’/0，高!%/0的“箱体”，底部用三夹

板或五夹板固定；“控制门闸”采用’-%00厚的

薄铁皮制作，裁剪成长度与箱体等长，宽度为

*/0的长条并按图示尺寸开出齿口，称为“齿

片”。每箱四片，每两片齿片组成一个控制门

闸，一片固定在箱体下面留出的长缝隙处，称

“固定齿片”；一片可以左右滑动，称“滑动齿

片”。滑动齿片的右端安装一“勾手”，称“齿片

勾手”，作用是便于用手操作滑动齿片左右滑

动。在两片齿片的中间，安放一片可上下滑动

的，宽约$/0的，与齿片相同厚度的铁片制成

的“闸片”。其作用是调节控制门闸出口的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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