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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年 ( ’ $ 月，在甘肃省莲花山自然保护区，利用无线电遥测和直接观察，分析了斑尾榛鸡

（1($+&+ &%2%*3(2#）的栖息地选择特征。结果表明，斑尾榛鸡春季栖息地一般在东北坡向，并具有高大乔

木、下层植被盖度较高、灌丛较丰富的特点，这与食物丰富度较高及环境隐蔽性较强有关。栖息地质量

对于配对活动的成功与否有一定影响。分析表明，栖息地内 "*# ’ !*# + 植被水平遮挡度、柳树数量、箭

竹数量是影响斑尾榛鸡春季栖息地选择的关键因子。建议在对斑尾榛鸡栖息地采取保护措施时，不仅

要保护原生乔木，还要加强对灌丛生境的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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斑尾榛鸡（1($+&+ &%2%*3(2#）是我国特产松

鸡科鸟类，国家#级重点保护动物，分布于甘

肃、青海、四川、云南西南部和西藏东部的高山

森林中，被《中国濒危动物红皮书》列为“濒危”

鸟类［%］。%&&# 年以来，孙悦华等在甘肃省莲花

山自然保护区对斑尾榛鸡的种群生态学进行了

较为深入的研究，结果表明该地区斑尾榛鸡种

群稳定，数量密度较大［!］。鸟类栖息地指鸟类

个体、种群或群落在某一生活史阶段所占据的

环境类型，是其各种生命活动的场所［(］。研究

斑尾榛鸡栖息地选择特征，有助于了解其生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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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求，对保护其栖息地、维护其种群发展有重要



意义。!""# 年 # $ % 月，在莲花山自然保护区对

斑尾榛鸡繁殖初期栖息地选择进行了定量研

究，现将结果报道如下。

! 研究地区与方法

研究地区位于甘肃省莲花山自然保护区内

沙河滩保护站，该地区自然概况已有描述［%］。

研究区域内主要生境类型包括云冷杉针叶林和

灌 丛，灌 丛 主 要 以 柳（ !"#$% &’’(）和 箭 竹

（!$&"’(&)$&"’$" &$*$)"）为主，夹杂糙皮桦（+,*(#"
(*$#$-）、忍 冬（ ./&$0,’" &’’(）、%子（ 1/*/&,"-*,’
"0(*$2/#$(-）、小 &（ +,’3,’$- &’’(）和 绣 线 菊

（!4$’"," &’’(），并有少量云冷杉散生。整个灌

丛生境约占研究小区总生境的 )"*。工作区 #
月中上旬气温较低，经常有降雪，地面积雪较

厚。# 月下旬以后天气逐渐好转，晴天增多，气

温逐渐回升，林中积雪开始融化。

采用无线电遥测技术［!］和直接观察法对斑

尾榛鸡进行定位，确定斑尾榛鸡的高密度活动

区域，作为其主要栖息地利用区。本文数据来

自 % 只遥测个体（! 雄 ! 雌，其中 ) 雄 ) 雌成

对）。在成对斑尾榛鸡的高密度活动区域内随

机选取 )" + , )" + 样方；对未标记的配对个

体，采取路遇时以其出现点为中心做 )" + , )"
+ 样方，共得到 !- 个配对样方。在未配对斑尾

榛鸡遥测雄鸟的高密度活动区内选取未配对样

方，对未标记单只雄鸟的栖息地样方选取方法

同上，共得到 )- 个未配对样方。在未见到斑尾

榛鸡活动个体或活动痕迹的活动区邻近区域随

机选取对照样方 )- 个。分别记录海拔、坡向、

坡度、乔木、灌木的种类及数量、植被水平遮挡

度等 !. 个变量（表 )）。

表 ! 斑尾榛鸡栖息地样方与对照样方（!" #$ !" #）比较（%&’’()*+,’-. /）

0&12- ! 34#5&6+74’ 48 9*&6&9,-6+7,+97 1-,:--’ ,*- *&1+,&, 48 3*+’-7- ;64<7- &’= 6&’=4# 7+,-7

变量
栖息地样方（/012 3 45）

（& 6 %"）

对照样方（/012 3 45）

（& 6 )-）
5 6

海拔（+） ! 7%89%- 3 ):97: ! 7#-9%. 3 )-9:8 ; #9!.% "9"")!!
坡度（<） )!9"" 3 %9): -9%. 3 )9-- ; -9":) "9"""!!
距路距离（+） )89.# 3 !!9-) -!9"" 3 :7978 ; "9877 "9#!#
距水距离（+） )#!9-# 3 7:9!) :-9.) 3 #%9)# ; !9:7% "9"".!!
乔木种类 )97" 3 "9%: )9%. 3 "9-! ; !9!!# "9"!:!
乔木数量 )"9.7 3 :97. )!98# 3 #9:" ; )98%- "9"-!
乔木最大胸径（=+） #"9!8 3 89%! !-9:" 3 :9)8 ; !9-.# "9")"!
乔木平均胸径（=+） )#9-7 3 -9%) )#9:) 3 %9"- ; "9)-) "977"
乔木最大高度（+） ).9)8 3 -9%) !"9%" 3 !97. ; )98"- "9"-.
灌木种类 %9.# 3 )9)7 #9)# 3 "98! ; %9)!% "9"""!!
柳树数量 )-97# 3 )"9:# )97. 3 #9#) ; %9%-8 "9"""!!
箭竹数量! "9!- 3 "9!- "9") 3 "9"! ; %9)!# "9"""!!
灌木数量" ):97" 3 89.# )%9## 3 :9-- ; "9:)- "9-#8
灌木最大高度（+） #97# 3 "9.% !9:8 3 "9.% ; %9#-) "9"""!!
草本盖度 "9#. 3 "9#) "9-7 3 "9!. ; !9#:7 "9")7!
" $ "9- + 遮挡度 -97! 3 !9"" !97# 3 )9#- ; %9#88 "9"""!!
"9- $ ) + 遮挡度 :9#: 3 !9!- #9"! 3 )9%! ; %9#": "9"""!!
) $ )9- + 遮挡度 :97! 3 !9%8 !98" 3 )9)# ; %9%7% "9"""!!
)9- $ ! + 遮挡度 .9"! 3 !9-" !98" 3 )9#% ; %9-.. "9"""!!
! $ !9- + 遮挡度 :98. 3 !9-! !9-. 3 )9%- ; %9.%7 "9"""!!
> !9- + 遮挡度 -98) 3 !9!# !9%7 3 )9%. ; %9%.: "9"""!!
雪盖度 "9-- 3 "9#% "9#. 3 "9!. ; )98"8 "9"-:
雪平均厚度（=+） -9#: 3 %9.7 !9"# 3 "9-- ; #9!!7 "9"")!!
木桩数量 -9!- 3 :98. .9". 3 !97% ; !9:8- "9"".!!
木桩平均直径（=+） )"9:7 3 .9!# 798# 3 )977 ; )9!#" "9!)8
倒木数量 "987 3 )9%: )9:. 3 )9"- ; !9-!: "9")!!
倒木平均直径（=+） %977 3 :97# :9%# 3 #9:7 ; )9.%7 "9"7"

!6 ? "9"-，!! 6 ? "9")；!箭竹数量用盖度表示（@A12BCBD EF 1GGEH I1+IEE C& 0J’G0&&0K ID CB& =EL0G）；"指除柳与箭竹外其它灌木

数量（HCMMEH 12K 1GGEH I1+IEE 1G0 0J=MAK0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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植被水平遮挡度的测量采用挡板法，具体

方法如下：制作高 !"# $、宽 %"# $ 的挡板，按 %
& %"# $、%"# & ’ $、%"# & ’"# $、’"# & ! $、! &
!"# $ 划为 # 层，涂以不同颜色标记。将挡板分

别放在 ’% $ ( ’% $ 样方 ) 条边界的中点，观测

者站在样方中心，记录 ) 个方向挡板上每层的

植被遮挡度（遮挡度 * ’%+ 时记为 ’，’%+ &
!%+时记为 !，⋯⋯，,%+ & ’%%+时记为 ’%），

将其平均值作为该层的植被水平遮挡度。!"#
$ 以上植被遮挡度采用目测。

数据统计分析使用 -.-- ’%"% 软件。采用

非参数检验，即 /01123456178 9 67:6（给出值为

;）比较栖息地样方（包括配对样方与未配对样

方）与对照样方之间、配对样方与未配对样方之

间差异的显著性水平。对斑尾榛鸡春季栖息地

特征进行因子分析，提取主成分，确定影响其春

季栖息地利用的主要环境因子。

当统计结果为 ! * %"%# 时，认为差异显

著；! * %"%’ 认为差异极显著；! < %"%# 则差

异不显著。文中数值表达为 /701 = ->，所有检

验均为双尾（!2605?7@）。

! 结 果

!"# 斑尾榛鸡春季栖息地的主要特征 斑尾

榛鸡春季栖息地样方的坡向分布为东北偏北（%
& ))A）#B"#+（ " C !D）；东 北 偏 东（)# & E,A）
!B"#+（" C ’’）；西北偏北（D’# & D#,A）’%+（ "

C )）；东南偏东（,% & ’D)A）#+（" C !）。由此看

出，斑尾榛鸡在春季对坡向有明显的选择性，其

春季栖息地主要位于东北坡向。

比较斑尾榛鸡春季栖息地样方与对照样方

（表 ’），结果表明两者在乔木层植物、灌木层植

物和距水距离等参数上均存在不同程度的差

异。栖息地样方通常距水源较远，乔木、灌木种

类较丰富，乔木最大胸径较大，灌木最大高度较

高，柳树、箭竹数量多，不同高度植被水平遮盖

度较大，草本盖度较小，雪平均厚度较大，倒木、

断桩数量较少。栖息地样方的海拔和坡度大于

对照样方。

!"! 配对样方与未配对样方的比较 !%%D 年

D 月 ’’ 日始见遥测斑尾榛鸡成对活动，整个研

究阶段共观察到斑尾榛鸡成对活动 D) 次，雄鸟

单独活动 !F 次。比较雄鸟配对个体和未配对

个体的栖息地样方（表 !），结果发现，配对个体

栖息地样方中柳树及箭竹数量、% & !"# $ 的植

物水平盖度均显著或极显著大于未配对样方，

柳芽及嫩枝是斑尾榛鸡冬春季的主要食物，因

而配对样方在食物丰富度和隐蔽性方面均优于

未配对样方。

!"$ 斑尾榛鸡春季栖息地的因子分析 对春

季斑尾榛鸡栖息地变量进行了主成分分析（表

D），结果前 B 个因子的特征值都大于 ’，累积贡

献率达到 BF")! +，包含了栖息地变量的大部

分信息。提取前 B 个主成分，结果见表 )。

表 ! 配对（%&）与未配对的斑尾榛鸡（’&）栖息地样方的比较（()**+,-./*01 2）

3)450 ! 6789):.;7* 7< -)4./)/ =-):)=/0:.;/.=; 40/>00* 9).:0? )*?
@*9).:0? 6-.*0;0 A:7@;0

变量
-. 栖息地样方

（/701 = ->）（" C !#）

G. 栖息地样方

（/701 = ->）（" C ’#）
# !

海拔（$） ! E#’"!) = ’F"!B ! E)F")B = ’B",E H !"%D’ %"%)!!

坡度（A） ’!"%% = D"F, ’!"%% = #"%% H %"!D, %"E’’
距路距离（$） ’#"E% = ’#"!# !F"!B = D%"FF H ’"%,’ %"!B#
距水距离（$） ’!B"!% = EF"B! ’)’")% = EB"F! H %"E,E %"DF,
乔木种类 ’"BF = %")) ’"EB = %"#! H %"FD’ %"#!E
乔木数量 ’!"!% = E"%’ E")% = D")E H ’"D)F %"’BE
乔木最大胸径（I$） D%")F = ’’"%% D%"%% = F"!, H %"EF B%"DEF
乔木平均胸径（I$） ’!"%) = #"!D ’F"’) = )"ED H !"##F %"%’’!!

乔木最大高度（$） ’F",) = F"%# ’B"F% = )"!, H %"’)’ %"EE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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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

变量
"# 栖息地样方

（$%&’ ( ")）（! * +,）

-# 栖息地样方

（$%&’ ( ")）（! * !,）
" #

灌木种类 ./0+ ( !/12 ./.1 ( !/31 4 !/2+! 1/150
柳树数量 +1/21 ( 2/5+ 6/,3 ( 2/33 4 3/6.+ 1/111!!
箭竹数量 1/3, ( 1/+, 1/16 ( 1/!. 4 3/215 1/111!!
灌木数量 !6/05 ( !1/6, !./26 ( 6/61 4 1/5,6 1/,!!
灌木最大高度（7） 3/05 ( 1/,+ 3/5+ ( 1/00 4 !/!,0 1/+.5
草本盖度 1/3+ ( 1/+2 1/.6 ( 1/3. 4 !/3+, 1/!2,
1 8 1/, 7 遮挡度 5/.3 ( !/60 ./2! ( !/02 4 +/.+! 1/1!,!
1/, 8 ! 7 遮挡度 6/+, ( !/50 ./26 ( +/3. 4 3/1+, 1/11+!!
! 8 !/, 7 遮挡度 6/2! ( !/0+ ,/!6 ( +/,! 4 3/!.0 1/11+!!
!/, 8 + 7 遮挡度 6/02 ( !/60 ,/.+ ( +/6, 4 +/22! 1/11.!!
+ 8 +/, 7 遮挡度 6/66 ( !/20 ,/53 ( +/0+ 4 +/+56 1/1+3!
9 +/, 7 遮挡度 5/.2 ( !/52 ./0, ( +/6+ 4 !/666 1/165
雪盖度 1/55 ( 1/+2 1/3, ( 1/33 4 +/015 1/11.!!
雪平均厚度（:7） 5/2! ( ./0+ +/03 ( 3/.6 4 3/16+ 1/11+!!
断桩数量 ./31 ( ./.+ 5/63 ( 0/01 4 1/,3, 1/,03
断桩平均直径（:7） !!/+2 ( 5/00 0/50 ( 6/6, 4 !/!3, 1/+,6
倒木数量 1/6+ ( !/+! !/.1 ( !/65 4 !/.13 1/!5!
倒木平均直径（:7） 3/26 ( 5/0. 5/,6 ( 5/,3 4 !/50+ 1/10!

!# ; 1/1,，!! # ; 1/1!

表 ! 斑尾榛鸡春季栖息地主成分分析结果

"#$%& ! ’()*+),#% +-.,-*&*/ #*#%01)1 -* /2& 3#()#$%&1 -4 52)*&1& 6(-71& 1,()*8 2#$)/#/

项目 第一主成分 第二主成分 第三主成分 第四主成分 第五主成分 第六主成分 第七主成分

特征值 2/65 +/2! +/36 !/0, !/51 !/3, !/1+
贡献率（<） 33/6! !1/60 0/!3 6/,1 5/!, ,/+1 3/0.

累计贡献率（<） 33/6! ../,1 ,3/53 5!/!3 56/+2 6+/.2 65/.+

表 9 斑尾榛鸡春季栖息地特征因子分析

"#$%& 9 :#+/-( #*#%01)1 -* /2& +2#(#+/&()1/)+1 -4
52)*&1& 6(-71& 1,()*8 2#$)/#/

主成分 贡献率（<） 高载荷指标 相关系数

一 33/6! 柳树数量 1/5.6
1 8 1/, 7 遮挡度 1/25,
1/, 8 ! 7 遮挡度 1/00!
! 8 !/, 7 遮挡度 1/0+3
!/, 8 + 7 遮挡度 1/03.
+ 8 +/, 7 遮挡度 1/205
9 +/, 7 遮挡度 1/23.

二 !1/60 草本盖度 4 1/551
倒木平均直径 4 1/6+,

雪盖度 1/211
三 0/!3 乔木最大胸径 1/220

断桩平均直径 1/613
乔木最大高度 1/6.6

四 6/,1 海拔 1/236
坡度 1/535

五 5/!, 乔木数量 1/26+
六 ,/+1 距水距离 1/23,
七 3/0. 乔木种类 1/0!+

由表 . 可知，第一主成分中反映了斑尾榛

鸡喜爱在隐蔽度高、柳树较多的地方活动。第

二主成分反映了斑尾榛鸡栖息地地表环境中雪

的盖度、厚度均较大，相应草本植物盖度较小。

第三、五、七主成分均反映了乔木因素对栖息地

选择的影响，栖息地中的乔木较为高大，而且种

类、数量较多，乔木断桩亦较粗。第四主成分反

映地形因素，说明斑尾榛鸡栖息地具有相对较

陡的坡度，且海拔相对较高。第六主成分的距

水距离因子负荷最大，说明斑尾榛鸡春季栖息

地距水源有一定距离。

! 讨 论

鸟类繁殖栖息地的选择主要取决于小尺度

上的植被结构［3，,］。作为繁殖初期，春季斑尾榛

鸡通常选择具有高大云杉、冷杉，下层植被盖度

较高，隐蔽性较强的灌丛作为主要栖息地。柳

树及箭竹数量、1/, 8 +/, 7 植被遮挡度、雪的平

均厚度和盖度无论在栖息地样方与对照样方之

间，还是配对与未配对样方之间，均存在显著差

异，说明它们是影响斑尾榛鸡栖息地选择的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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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因素，主成分分析的结果亦反映了斑尾榛鸡

喜爱在隐蔽度高、柳树较多的地方活动。早春

斑尾榛鸡主要取食柳属类灌丛的鳞芽和嫩枝，

因此食物和环境隐蔽度可能是影响斑尾榛鸡春

季栖息地选择的关键因子。云冷杉针叶树是斑

尾榛鸡冬春季逃避天敌的主要庇护所［!］，本研

究亦表明在斑尾榛鸡春季栖息地中，高大的云

冷杉树必不可少，它们不仅为斑尾榛鸡提供了

夜栖场所，还增加了环境郁闭度，有利于斑尾榛

鸡躲避猛禽类天敌。斑尾榛鸡春季栖息地通常

距水源较远，说明春季水源不是影响栖息地选

择的关键因子。这可能与研究地区春季气候偏

冷、降雪较多有关，野外曾观察到斑尾榛鸡啄食

积雪的情况。

莲花山斑尾榛鸡在繁殖期雄鸟的数量多于

雌鸟，性比为雄鸟占 !"#［$］，春季斑尾榛鸡雄

鸟占据领域，雄鸟之间为争夺配偶存在激烈的

竞争，而雌鸟选择可能是主要的配对方式［%］。

我们的研究表明，配对成功的雄鸟占据的栖息

地在食物丰富度、隐蔽性等方面明显优于未配

对雄鸟的栖息地，说明配对雄鸟领域的栖息地

质量优于未配对雄鸟，并暗示雌鸟倾向于选择

占据栖息地质量较高领域的雄鸟配对，领域栖

息地质量对斑尾榛鸡的繁殖成功与否具有重要

影响。

野生动物的栖息地质量取决于栖息地的食

物丰富度、安全性、竞争物种、种内关系、种间关

系及地理环境条件等多方面因素，适宜的栖息

地是野生动物赖以生存的基本条件［&］。研究表

明，灌丛生境对斑尾榛鸡春季栖息地选择具有

重要意义，其中柳树灌丛不仅是斑尾榛鸡冬春

季的主要食物，而且在增加栖息地隐蔽度方面

起到了重要作用。灌丛生境亦在其他松鸡科鸟

类栖息地选择中发挥重要作用，如 ’()*+,（-../）

在 德 国 阿 尔 匹 斯 山 的 研 究 中 发 现 越 桔

（ !"##$%$&’ ’()*$++&, ）灌 丛 在 松 鸡（ -.*)"/
&)/0"++&,）栖息地选择中起到决定作用［.］。目前

研究区内灌丛保护状况不佳，尤其是箭竹砍伐

现象严重。箭竹对增加斑尾榛鸡栖息地的环境

隐蔽度有重要意义，因此，在保护斑尾榛鸡栖息

地时，不仅要保护好云冷杉等乔木植被，同时要

加强对灌丛生境的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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