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狗獾广布于欧亚大陆［=，A］，几乎遍布西欧

各国［@］。在西欧涉及狗獾习性、种群及行为的

文献甚多［?!!］，然而有关食性及捕食对策方面

的文献则较分散。文献中一般认为狗獾是杂食

性的（QG%0[252.1）、随机性的（Q7725-.%01-0V）或

广食性的（I,%,5$801-0V）的捕食者。以45..<［X］

为代表的研究者，在一些研究地区（*V2-8$%/）发

现，狗獾 的 食 物 几 乎 全 部 为 蚯 蚓（C$):,1+$"
4#,,#"4,1"）。然 而，在 亚 洲、西 欧 北 部、特 别 是

斯堪地拉维亚 及 英 国 的 研 究 文 献 并 非 如

此［=，J!>］。相反，在地中海地区的狗獾几乎很

少食蚯蚓［="］。在前苏联，狗獾的食性及生态也

得到广泛研究［==!=@］，其结果也并非如此。

本文查阅了=>>O年以前所有有关狗獾食

性方面的研究文献，对其归纳、总结，有助于认

识狗獾是特食性或为广食性捕食者的争论，同

时还注意到不同地域及不同生境中狗獾的食性

和生态，其目的在于对狗獾食性的生物学特性

进行归纳、比较、分析，从而更加系统、全面地认

·@?·A"""&"（A） 动物学杂志 F30%,1,L2.5%$82;S2282&6



识狗獾的生态学特性。

图! 有关狗獾文献收集地的分布示意图

! 结 果

!"! 资料收集 我们收集了从!"#$!!""$年

间发表的有关狗獾的文献%&余篇。其中包括

前苏联的文献!&余篇。所有文献及研究地区

分布见表!，%和图!。其中表%为有关狗獾食

量的研究结果。食性研究是根据狗獾的粪便分

析、胃内容物以及饲养观察（作者），所有文献涉

及的地理范围在##’##(!)$’*，$’!!#$’+（图

!）。

!"# 狗獾的食性组成 由表!，%可见，狗獾为

杂食性动物。从其粪便或胃内容物检出频次

（,）发现，动物性食物出现频率高，而植物性食

物检出频次为!),!!&&,；食物组成体积百

分比（简称体积比），动物性食物远较植物性高，

前者平均为)&,，后者平均-&,（表%）。仅阿

拉尔湖区，狗獾为单一动物性食物外，其余均为

杂食。

从食物检出频次分析发现（表!），昆虫为

狗獾的主要食物，占所有研究文献的!&&,。

昆虫检出频次为%$,!!&&,，平均为.&,，其

中在俄罗斯西北部昆虫检出频次为!&&,。从

食物组成体积比例来看，昆虫仍为最多，平均为

%$/"-,，仅在克西加和苏格兰两地比例最少，

仅分别为$,和)/&-,；另一个主要动物性食

物为小哺乳动物，占所有样本的"",（表!），小

哺乳动物的检出频次平均为#%/$,，组成体积

比平均为!%/"-,（表%）。

其它主要动物性食物还包括鸟类、爬行和

两栖类，其中在伏尔加的两栖类检出频次最高，

达00,。植物性食物以果实和根、茎检出频次

较高，其中在西欧水果检出频次最高。

食物组成的种类，123435637［!-］曾归纳前苏

联狗獾的食物种类组成为：脊椎动物#%种，无

脊椎动物-!种和植物性食物-)种。我们归纳

现有文献中所列的主要食物种类，其中昆虫主

要有甲虫（!"#$%&’"(899:，)*%*+,-899:，."/
0102$3*899:）外，还有蝗虫、蜂、蝉（40#&($*5,/
6%*$0%,*）、蚂蚁、蜜蜂，半翅目昆虫、蝇及蝶类

等。其食物种类构成具有明显的季节变化。小

哺乳动物主要有鼠科（;<=>?@3）、田鼠科（;>A
6=BC>?@3）、仓鼠科（D=>63C>?@3）、姬鼠、鼢鼠以及

兔等，多以捕食其幼体为主。其它脊椎动物主

要为鸟卵和地栖鸟类，还有蜥、蛙、鱼类等。

植物性食物种类组成主要有植物根、茎、果

实、真菌及农作物玉米、瓜类、马铃薯等，水果有

野生果和种植果樱草、樱桃、梨、苹果、瓜类等。

·--· 动物学杂志 DE>5383FB<=5@4BGHBB4BIJ %&&&$%（%）



表! 欧亚大陆狗獾食性组成检出频次（!）

编号 地点 资料对象 样方数

食 物 组 成

动物 植物
小哺乳

动物
鸟类 爬行类 两栖 鱼 昆虫 蚯蚓 根、茎 水果 其它

文献

" 北方#$%&’(’)*+ ？ , , , ! ! ! ! ! ! ! ! ! !
郑永烈

（"-./）

0
沂沐泗水流域

1+2)*$34)
2’562’)%)7872

粪便／

饲养观察 . .9 :; "< : < "= . 0< ">< 0: / ; 叶晓堤

: ?@A8B)2&+*
粪便／

胃容物 :"0 "== /= 0= " 0 9 = .= ! 0; 0/ <
CAD5*5@+%$7

（"--"）

; (%)E8+ 粪便 ";" ! -. 0: / ; "< = ;; = "- ;; =
CA8D8*F87
（"-9.）

< ?B%+)*8 粪便 :- ! -. ;; < 0: "< = -< = ;; . "=
CA8D8*F87
（"-9.）

9 C@8%A+)G+*
粪便／

胃容物 0=0 ! 0. <: "= "0 ": = /; , , , ,
CD8BH8%$7
（"-/;）

/ I+J@)B)2&+*
粪便／

胃容物 0;. "== "9 "= < : ! = 0/ , ; < =
(’8E)2’87
（"-<.）

. #KL522)+
粪便／

胃容物 /" "== 0/ 90 0< ; ". = "== , = 00 ;
M+*)D$7

（"-/9）

- N+%8D)+
粪便／

胃容物 ;. "== 0- </ 0/ 0 "- = -9 , , , ,
M+*)D$7

（"-/9）

"= O8*)*P%+J
粪便／

胃容物 0: "== 00 /; 00 - "/ = ./ , , , ,
M+*)D$7

（"-/9）

"" I+&+%2&+* 粪便 ::/9 "== 00 ;" < : 00 = .; , , "" ,
Q$%2F’B$%
（"-/;）

"0 R8%$*8@’ 粪便 .-9 ! <; ;= 9 / 0= = 9. ! , , ,
S7+*$7+
（"-90）

": R$D$PJ+ 粪便 ":; "== /. "< ". 0< .. = -/ , , , ,
N+D8FB+)+
（"-</）

"; ?B%+)*8
粪便／

胃容物 ";== "== ;9 "< " , <- = -- , , ! !
N$%*887
（"-9;）

"< N+@+B2&+* 粪便 0." 9. :; 0: = / = = ;9 :- : :/ =
O$A+F’87
（"-/9）

"9 O)&’5+*)+ 粪便 "-< ! ;- /- ; / "" = :9 0. , ": !
T+DJ@)5*+)&8

（"-/=）

"/ C%+DO+B8
粪便／

胃容物 ;:0 ! , 0. , , , = 9. , , , ,
#5%+&J)*$7
（"-/.）

". N+@+B2&+*
粪便／

胃容物 ";; "== "< 0; . :0 = = -; = ! ! !
UD5J2B))
（"-<:）

"- I5%BE8*)+
粪便／

胃容物 ""-. "== ;= :9 9 - 9 = /9 / "9 0= "-
V+D7+*)+@$7
（"-/;）

0= C@8%A+)G+* 粪便 .-9 "== <= := : 00 ": = -/ = , , ,
L5B$72B))
（"-<:）

0" I+J@)B)2&+* ？ :". "== :0 ". / . / = ./ , - " =
W5%P8*2$*
（"-9/）

00 N5)A42’87 ？ "": "== <" </ : - = = -. , , , ,
W5%P8*2$*
（"-9/）

0: I+&+%2&5*
粪便／

胃容物 ;/; "== 0. <; 0 " = = // , , , ,
X’+%B$7
（"-:0）

0; O+&7)+ 粪便 <: ! 0. 0. - . = = .< . = 0. 0
X$22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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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编号 地点 资料对象 样方数

食 物 组 成

动物 植物
小哺乳

动物
鸟类 爬行类 两栖 鱼 昆虫 蚯蚓 根、茎 水果 其它

文献

!" #$%&’()*&()+ 粪便 ,!-. / / - - ! ," . 01 !2 ,. 3" !
4567885

（,11,）

!3
#$%&’()
9:5&8$’)(%;

胃容物 <" ,.. ,.. !0=, . . . / <="3-=" !!=- ,3="30=,
>?@A等

（,1"0）

!0 B7’&C$’%*&()+ 粪便 ,!< ,. 1. " 3 0 . . 0< 3" 0 1. /
D’EEF等

（,1<,）

!< 9G7&)(%; 粪便 !,"1 1-=-,.. !2 ,2=2 "=" / .=-331=,10=" ,-=2 0 .=,
D’EEF等

（,1<,）

!1 HAA$I 粪便 -". "=- 2=" / / / !,=<"-=0 / -=2-2=<
9F5%%$’等

（,1<<）

？表示研究对象不详，.表示无，!表示有，/表示为不清楚

表" 欧亚大陆狗獾食物组成的体积百分比

编号 地 点 资料对象 样方数 动物性 植物性 哺乳动物 鸟类 爬行类 两栖类 昆虫 蚯蚓 根茎 水果 其它 文 献

-. D(8(FA&(% 粪便 3! -! 30 1 2 " . ,2 . . 30 /
J7)78C$%%5F7等

（,10"）

-, 95K$’5( ？ -,< 3< -! ! ! ! ! ! ! ! / /
9&’76(%7L
（,131）

-!
#$%&’()
MEAA5(

粪便 3. 32 -0 . . . . "2 . . / /
N(’(K(AC
B5F5O$’7L
（,101）

--
#$%&’()
MEAA5(

粪便 10 0< !! "- . . - !! . . / /
N(’(K(AC
B5F5O$’7L
（,101）

-2 J7’7%$8C 粪便 <13 <, ,1 ,0 , , - "3 . ! / /
*L(%7L(
（,13!）

-" D5’6585(
粪便／

胃容物 !22／-- 22 "3 1 " . . " " ,3 / /
#C5GC5F5F
（,13<）

-3
#$%&’()
*&()+

粪便 ,!-. / / "" "" "" "" 23="""" ""2-=0 /
4567885

（,11,）

-0
#$%&’()
9:5&$’)(%;

胃容物 <" 20 "- "=2 / / / ,3=2!"=!,2=-!<=<1=<
>?@A等

（,1<0）

-< 9G7&)(%; 粪便 !,"1 0-=10 !3=.- ,!=00 -=.3 / !=" 3=.2"-=<!3=.!.=.3.=,.,
D’EEF等

（,1<,）

-1 HII$I 粪便 -". "2=" ",=3 "=- "=, / / ,-=",3=220=--=2 ,=2
9F5%%$’等

（,1<<）

!#$ 食性的季节及年变化 在前苏联研究文

献中，有关食性季节变化的文献极少［,"!,1］，其

中几乎没有冬季的食性组成，也许与当地冬季

气候过于寒冷有关。仅PE’6$%A7%［,1］提供过冬

季食性的检出频率，其中小哺乳动物占1.Q，

植物性食物为3Q和极少的昆虫，无爬行动物。

比较前苏联不同季节狗獾食性组成频次，在春

季哺乳动物比例最高，爬行类和昆虫在春、夏两

季较多，而植物性食物在秋季组成比例最高（图

!），与前苏联相比，欧洲有关狗獾食性研究的文

献中，比较系统研究食性的季节变化，而且研究

方法也较一致，这就为认识狗獾食性季节变化

提供了宝贵的资料。>E@A等［3］，D’EEF等［!.］，

4567885［,.］及N(’K(’(等［!,］在其文献中分别记

述了狗獾食性的季节变化显著。其中N(’K(’(
在意大利研究了食性组成的季节变化（图-）。

仅456788［,.］分析了狗獾不同年份的不同

食物出现的频次及组成比例变化（图2）。检出

频次和组成体积分别为：昆虫变化在02="Q!
<2=!Q，2!="Q!".=3Q，（,1<2!,1<"），水果

·32· 动物学杂志 #C5%$A$R7E’%()7OS77)76+ !...$%（!）



!"#$%!&"#’%，(’#"%!)’#!%，（$"’(!
$"’!），蚯蚓检出频次$"#*%!(’#$%（$"’)!
$"’!）。蚯蚓组成体积!#)%!*&#$%（$"’(!
$"’)），两栖、鸟类及哺乳动物频次低于)%。

其它食物变化组成体积比低于!%。

图* 前苏联狗獾在不同季节的)种食物检出频次

（引自+,-./，$""!）

!"# 不同性别的食性差异及营养生态位 到

目前为止，仅01-2［&］在对$(’个胃容物分析研

究中注意比较狗獾雌、雄食物组成的不同，两性

食性组成无论检出频次或组成体积比均无差异

（卡方检验，!!3#3!）。

45/65/5等［*3］在 将 狗 獾 与 赤 狐（"#$%&’
(#$%&’）食性的比较研究中，采用0.7892和:8;
59<5指数计算狗獾和赤狐不同季节及全年营

养生态位宽度和重叠度（表(）。从全年营养组

成分析来看，狗獾较赤狐的营养生态位窄。狗

獾与赤狐秋季营养生态位重叠度为最高，:8;
59<5指数为3#"$，最低为春季（3#==），全年二

者营养生态位重叠度为3#’(。两物种当食物

资源缺少和种群数量较高时会发生食物竞争。

!"$ 食性的地理性分异 在归纳文献中的数

据时发现，狗獾食物组成种类无明显的地理分

异特点，其食物组成与栖息的局部环境食物资

源有关。

% 讨 论

狗獾的食性，无论从检出频次或组成比例

分析，动物性食物多于植物性食物，动物性与植

物性食物检出频次，前者为"’%，后者为)*%，

食性 组 成 比 例 前 者 为&3%，后 者 为)3%。

>/??<等［*(］，@.9/A［*(］和B.5C［)］报道英国狗獾

食性中蚯蚓的比例为最高，而在其它地区昆虫

及 哺 乳 动 物 的 比 例 较 大。D9E./2.9［*)］，

F<,,G［*!］报告在斯堪地那维亚及中欧，狗獾主

要以小哺乳动物为食，西班牙主要以兔为食，而

在意大利昆虫的比例则较高［$3］。西欧食物组

成中的蚯蚓为*!%!!3%［!，&］，前苏联研究文

献中，蚯蚓组成比例及检出频次则极少，一方面

是因为早期文献研究无显著检验外，与狗獾分

布的地理位置及气候有关。西欧与前苏联在植

物性食物组成比较上则相似，但各地区植物性

食物的种类差异较大。

>/??<等［**］，>/??<［=，*3］及+,-./等［!］人

认为狗獾为专食蚯蚓的特食动物，而其它文献

则认为狗獾为杂食动物。从生态文献综述可以

看出：狗獾为特食动物的研究地区，主要局限在

西欧北部，而其它诸多文献则认为杂食性动物；

从食性组成的季节变化来看，狗獾也非特食性

动物；从不同地区狗獾食性来比较，我们认为狗

獾是一种广食性的杂食性动物，其食物种类主

要受食物资源及可利用程度所影响。

表& 狗獾与赤狐的季节和年营养生态位宽度

和重叠度（引自45/65/5，$"’!）

季节

营养生态位宽度

0.7892指数

狗獾 赤狐

营养生态位重叠度

:859<5指数

春 "#($ $(#*" 3#==
夏 $3#*= "#$" 3#’’
秋 ’#*$ =#(( 3#"$
冬 $3#$= "#= 3#’&

全年 "#(! $$#*" 3#’(

·=)·*333&$（*） 动物学杂志 HI89.2.J,?/95C,KL,,C,GA



图! 狗獾全年食物组成的检出频次（"）

（引自!"#$"#"，%&&’）

·()· 动物学杂志 *+,-./.012#-"3145113167 8999!#（8）



图! "#$%年&月至"#$’年""月间狗獾食物中昆虫（!）和水果（"）的（(）检出频次（)）和（*）体积比

（引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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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圈养条件下秋冬季水鹿行为时间分配的研究!

王小明 应韶荃
（华东师范大学生命科学学院 上海 9:::89）

夏述忠 金慧宇
（上海野生动物园 上海 9::6R:）

摘要：对秋冬两个季节半圈养条件下水鹿行为的时间分配研究表明：水鹿在秋季时间花费最多的行为是

休息，在冬季时间花费最多的则是站立。,检验的结果显示，与秋季相比，雌雄水鹿在冬季都减少了卧

地休息和反刍的时间，而站立的时间增加。在冬季雌鹿站立的时间多于雄鹿，而雌鹿卧地休息的时间少

于雄鹿。同样，在秋季雌鹿站立的时间极显著多于雄鹿。

关键词：水鹿；行为；时间分配

中图分类号：]7;M̂6 文献标识码：L 文章编号：:9;:_R98R（9:::）:9B;:B:Q

水鹿（B-+%(#(.01"5"+）是我国珍贵的经济

动物，由于数量稀少，是国家的二级保护动物。

水鹿是典型的森林栖息者，出没于南方森林，偶

尔到林缘草地活动，致使进行细致的水鹿行为

研究有很大困难。在国内迄今关于水鹿行为只

有一些零星的报道［6!R］，尚未有水鹿行为方面

的专题研究。我们在677<年6:月和677M年

6月对半圈养条件下的水鹿行为时间分配进行

了研究，期望能从这个角度加深对水鹿行为的

了解，为科学的保护管理这一濒危物种提供基

础资料。研究结果做如下报道。

! 实验现场和研究方法

研究地点在上海市南汇县野生动物园。该

园水鹿全部来自海南省，属海南亚种［Q］。经过

一年多的环境适应，水鹿已成功繁殖。在面积

约为6̂RR,F9的食草动物区内，动物可自由活

动。除 水 鹿 外，该 区 内 还 自 由 放 养 有 马 鹿

（B-+%(#-5*C2(#）、麋 鹿（D5*C2(+(#)*%0)03
*.(#）、梅花鹿（B-+%(#.0CC".）等有蹄动物。

观察分三个阶段进行。

677<年7月98!R:日。此阶段为预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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