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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坪自然保护区食竹鸟兽种类的初步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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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 !""$ 年采用检查死亡个体的胃或嗉囊内容物、新鲜粪便和在野外直接观察动物采食的 & 种

方法，在陕西佛坪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对食竹的鸟兽种类进行了初步调查。巴山木竹和秦岭箭竹是大熊

猫采食的主要食物资源。除大熊猫外，采食这两种竹的鸟兽有 &) 种，隶属 # 目 %$ 科，其中鸟类 * 种，兽

类 !* 种。大量采食、中等采食和少量采食竹类的物种分别为 % 种、+ 种和 && 种，所占比例分别为 !,#-、

%!,)-和 )$,#-。&* 种鸟兽均采食竹笋，其中 &! 种只采食竹笋。黑熊和野猪是食竹笋量比较大的大型

兽类，羚牛、鬣羚和斑羚 & 种牛科动物全年都采食竹类，其中以羚牛对竹叶的采食量最大。这些食竹鸟

兽一方面直接与大熊猫竞争食物资源，特别是竹笋，另外也会间接地影响大熊猫对竹类的利用。

关键词：大熊猫；食物资源；食竹种类；佛坪自然保护区

中图分类号：.*+) 文献标识码：/ 文章编号："!+"0&!#&（!""#）"&0&%0"#

基金项目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项目（123&"!&"")"，&"!"""&&）；

! 通讯作者，405678：92:;<8= 72>3 6?3 ?:；

第一作者介绍 巩会生，男，工程师；研究方向：脊椎动物生态与保护。

收稿日期：!""+0%"0%&，修回日期：!""#0"&0!$

!"#$%#& ’( )%*+& ,-+ .,//,0& 1##+%-2 ’- ),/3’’
%- 1’"%-2 4,5%’-,0 4,56*# 7#&#*8#

@A1@ BC70DEF:;! G41@ GE70@62" @/A HCF0I7:# JK/1@ .70BC7! DA1@ L6:0J7:;"
（! 1(2#$/ 3+4#($+, 3+4)*% 5%&%*6%，1(2#$/ (!&$""；" 7$&4#4)4% (- .((,(/0，!"#$%&% 89+:%;0 (- <9#%$9%&，=%#>#$/ %""")"；

# <"++$?# 7$&4#4)4% (- .((,(/0，@#M+$ (%""&!，!"#$+）

93&5*,$5：DNF?7F9 2O P7QR9 6:R 5655689 OFFR7:; 2: P65P22 SFQF 6??C5C86T7UF8< 9CQUF<FR P< ?EF?V7:; ?2:TF:T9 2O
9T256?E 2Q ?Q6S 2O RF6R 6:75689，FW657:7:; OQF9E RFXF?T72: 6:R R7QF?T 2P9FQU7:; 2: 6:75689 7: Y2N7:; 16T72:68 16TCQF
ZF9FQUF，DE66:W7，[E7:6，RCQ7:; %**% \ !""$, ]2T68 2O # P65P22 9NF?7F9 2??CQ 7: TEF 9TCR< 6QF6，E2SFUFQ，2:8< TS2 2O
TEF5，=+&"+$#+ -+*/%&## 6:R 1+*/%&#+ A#$,#$/%$&#&，6QF 69 Q7?E O22R 7TF59 O2Q TEF @76:T ^6:R6（ 8#,)*(2(:+
;%,+$(,%)9+）3 IF97RF N6:R6，&) 9NF?7F9 7:?8CR7:; * P7QR9 6:R !* 5655689 SFQF O2C:R OFFR7:; 2: TEF TS2 P65P229，
652:; 2O SE7?E，&! 9NF?7F9 OFR 2: P65P22 9E22T，TEF QF9T # 9NF?7F9 6TF P2TE 2O P65P22 9E22T 6:R 8F6UF93 I86?V IF6Q

（B*&)& 4"#C%4+$)&）6:R _78R ^7;（<)& &9*(-+）6QF TEF 86Q;F 5655689 TE6T OFR 2: QF692:6P8F U28C5F 2O P65P22 9E22T 3
@28RF: ]6V7:（ =):(*9+& 4+?#9(,(* C%:-(*:#），DFQ2S（ !+2*#9(*$#& &);+4*+%$&#&）6:R @2Q68（ 3+%;(*"%:)& /(*+,）
?2:9C5FR ‘C7TF U28C5F9 2O P65P22 8F6UF9 <F6Q8<，F9NF?768 7: 9NQ7:;，F6Q8< 9C55FQ 6:R S7:TFQ 3 ]EF 86Q;F 5655689 OFR
2: P65P22 ?2C8R NQ2RC?F P2TE R7QF?T 6:R 7:R7QF?T 7:O8CF:?F9 2: ;76:T N6:R63 ]EF< 57;ET R7QF?T8< ?25NFTF O2Q O22R
QF92CQ?F F9NF?7688< 7: TEF O22R 8757TFR 9F692:，2Q TEF< ?2C8R 7:TFQOFQF 7: TEF 6??F99 2O ;76:T N6:R6 T2 TEF7Q O22R P<
8F6U7:; OFFR7:; TQ6?F3
:#; <’*+&：@76:T ^6:R6（8#,)*(2(:+ ;%,+$(,%)9+）；Y22R QF92CQ?F；I7QR9 6:R 5655689 OFFR7:; 2: P65P22；Y2N7:;

""""""""""""""""""""""""""""""""""""""""""""""""""""""""""

16T72:68 16TCQF ZF9FQUF



自 !" 世纪 #" 年代初，郑光美［$］证实秦岭

南麓有大熊猫（ !"#$%&’&() *+#),&#+$-)）分布后，

许多科研工作者对秦岭大熊猫的分布、种群数

量、栖息地、食物、行为生态及遗传多样性等方

面做了大量的研究工作［! % $"］。经过漫长时期的

历史演化，隶属食肉目的大熊猫已特化成为以

竹类为主要食物的物种。虽然其采食的竹类达

&" 余种，但在每个山系仅以 ! % & 种为主 食

竹［$$］，巴山木竹和秦岭箭竹是秦岭大熊猫的主

要食物［#，$!］。

除大熊猫外，竹类也是许多同域分布野生

动物 种 类 的 食 物 组 成 部 分，如 红 腹 锦 鸡［$’］

（./%01&#&’/$1 ’"-2$1）、羚牛［$(］（3$(&%-)1 2)4"-&#&%
5+(6&%("）、鬣羚［$&］（.)’%"-&%,"1 1$*)2%)+,1"1）都采

食竹类。这些物种对竹类的利用，可能会成为

大熊猫食物资源的潜在竞争者，在一定的季节

或时间段中对大熊猫的生存状况产生一定的影

响。目前除魏辅文等［$#］和 )*+ 等［$,，$-］对四川

大熊猫和小熊猫（!"#$%$1 6$#7+,1）在栖息地和食

物资源方面的竞争共存关系进行了研究外，尚

未见到其他相关的报道。我们在佛坪自然保护

区进行秦岭羚牛、鬣羚和红腹锦鸡的行为生态

研究的同时，对当地的取食竹类的鸟类和兽类

作了初步调查，现将结果报道如下。

! 研究地区与方法

调查研究仅限于陕西佛坪国家级自然保护

区境内（$",.("/ % $",.&&/0，’’.’!/ % ’’.(’/1）。

区内地形呈“2”形，西北高而东南低，最高点鲁

班寨 ! 3"( 4，最低点泡桐沟 3-" 4，相对高差

$ 3!( 4。本区温和湿润，雨量充沛，夏无酷暑，

冬无严寒，平均气温 $$5&6，极端高温 ’,6，最

低气温零下 $!536，年均降雨量 3&" % $ !""
44，雨天多集中在 #、,、-、3 月。降雪始于 $"
月，终于翌年 ( 月［$3］。

该区为暖温带和北亚热带 ! 个类型植被区

系的接壤地带，植被组成分 ’ 个带型，即海拔

3-" % ! """ 4 的中低山落叶阔叶林 带，海 拔

! """ % ! &"" 4 的中山落叶阔叶小叶林带和海

拔 ! &"" % ! 3(" 4 的亚高山针叶林带。植被呈

现出多样性特点和垂直分布规律，落叶阔叶林

是本区的主要植被景观，并分布于海拔 $ """ %
! ("" 4之 间，针 阔 叶 林 分 布 于 海 拔 $ ,"" %
! -"" 4之间，亚高山针叶林分布海拔 ! ("" %
! 3"" 4，海拔 ! -"" 4 以上为高山灌丛和草甸。

区 内 共 分 布 # 种 竹 子：金 竹（ 8/0##&12)-/01
1$#’$%+)）和水竹（8 7 /)2+%&-)()）零星分布于海拔

$ !"" 4 左 右 的 地 区；龙 头 竹（ 9)%7+1")
(%)-&-+’/)#)）零星分布于海拔 $ ’"" 4 以下的山

坡；巴 山 木 竹（ 3)1/),") 6)%7+1""）遍 布 于 海 拔

$ -"" 4以下的中山区地，分布面积大；秦岭木

竹（3 7 )%"12)2)）在保护区内仅见于三官庙地区

于海 拔 $ !"" 4 左 右 的 阳 坡，分 布 面 积 不 足

$ 84!；秦 岭 箭 竹（ 9 7 :",#",7+,1"1）遍 布 于 海 拔

$ -"" 4以上的中高山地区，为林下的主要灌木

层，在保护区境内的秦岭主山脊（光头山和黄桶

梁）的两侧，呈纯竹林分布。除巴山木竹和秦岭

箭竹外，保护区内其他竹类的分布区非常局限，

数量很少。

工作地点主要选在属佛坪自然保护区核心

区的西河、三官庙、三仙峰、光头山和黄桶梁等

地。这些区域都在海拔 $ ’"" 4 以上，是大熊

猫的主要分布区［-］。大熊猫的主要食物巴山木

竹和秦岭箭竹分布其中［#，$!］。

采用的调查方法包括：!用望远镜直接观

察正在采食巴山木竹或秦岭箭竹的鸟类和兽

类，记录采食动物的种类，及其采食竹类的部位

与采食时间；" 对自然死亡的中大型动物个体

进行胃检，获取鸟类标本进行嗉囊检。巴山木

竹和秦岭箭竹的竹叶宽度差别明显，二者的形

态在大型草食动物的瘤胃中很容易分辨；根据

鸟类分布海拔范围内竹子种类的分布确定鸟类

嗉囊内竹子的种类和部位；# 依据 , 日内的粪

便的形状判别究竟是黑熊（;%1$1 2/"5+2),$1）还

是野猪（<$1 1-%&6)）采食了竹笋；$ 小型哺乳动

物的活动范围非常小，以被捕捉个体所在地的

竹子种类视为其胃中的竹子种类。

以每种动物采食竹类的频次、部位、采食季

节对数据进行整理；根据大型草食动物的瘤胃、

小型哺乳动物的胃和鸟类嗉囊内容物中的竹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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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见程度、黑熊和野猪粪便中竹笋的含量，把各

类动物对竹类的采食划分为 ! 个采食等级：少

量（需要仔细辨别）、中等（可见）和大量采食（明

显可见）。"##" $ %&&’ 年间野外共观察记录到

采食巴山木竹或秦岭箭竹的竹笋与竹叶的鸟兽

" !%( 次（鸟 ’)# 次、小型兽 *! 次、大型兽 )+!
次），解剖动物 !(! 次（鸟 *% 次、小型兽 "+" 次、

大型兽 ""& 次），记录到黑熊和野猪采食竹笋的

粪便分别为 !% 堆次和 #% 堆次。

! 调查结果

!"# 食竹动物种类及其采食特征 记录到以

竹类为食物成分的鸟兽共有 !+ 种。其中鸟类

# 种，隶属鸡形目雉科和雀形目鸦科；兽类 !&
种，隶属 ’ 目 "% 科，其中啮齿目动物多达 %&
种、兔形目动物 % 种、食肉目动物 ’ 种、偶蹄目

动物 ’ 种（表 "）。在 !+ 种鸟兽中，对竹类中等

采 食 的 有 红 腹 锦 鸡、黑 熊、野 猪、斑 羚

（!"#$%&’#()* +%&",）和鬣羚 ( 种动物，大量采食

的只有羚牛 " 种，其余 !% 种动物少量采食，所

占比例分别为 "!,%-、%,*-和 +’,%-（表 "）。

羚牛不仅大量采食竹叶，而且竹类成为其全年

重要的食物成分，尤其在春季和冬季对巴山木

竹竹叶采食量较大。巴山木竹的叶子也是大熊

猫春季和冬季的主要食物资源。因此，在食物

短缺的季节中，羚牛很可能会成为大熊猫食物

资源的有力竞争者。

在中等采食竹类的动物中，黑熊和野猪主

要是采食营养好、易于吸收的竹笋。它们将竹

笋拔出来或者拱出来，损坏竹类资源并影响竹

子更新。其余 !% 种鸟类和小型兽类也主要采

食竹笋，但采食量相对较小。其中的秦岭鼢鼠

（-.%*/","0 &)1#*2#3*）因营地下生活，可能会影

响竹类的生存和繁衍。

血雉和藏鼠兔（42’%5%3" 5’67#5"3"）分布于

高海拔区域，仅有秦岭箭竹可供其采食；同时采

食两种竹子的有 "* 种；其余 %" 种鸟兽只采食

巴山木竹。除了红腹锦鸡、斑羚、鬣羚和羚牛 ’
种全年都采食竹类外，其他的多数动物种类只

在特定的季节采食刚发芽的竹笋（表 %）。

表 # 佛坪自然保护区内竞争大熊猫食物的动物种类及竞争的食物部位

$%&’( # )*+,%’ -.(/+(- /0,.(1+*2 3004- 03 5+%*1 6%*4% %*4 /0,.(1+1+7( .%81- 03 19( 3004 +* 19( :0.+*2 ;%1<8( =(-(87(

动物种类

./0123 4567064

采食

等级

82/9

巴山木竹 8"*’"36" 1"&+#*66 秦岭箭竹 9"&+#*6" :63,63+#3*6*
竹笋

:;
竹叶

:21<== 362>
竹笋

:;
竹叶

:21<== 362>

夏初

?;
春季

;5@0/A
夏季

;B116@
秋季

.BCB1/
冬季

D0/C6@
夏季

;B116@
春季

;5@0/A
夏季

;B116@
秋季

.BCB1/
冬季

D0/C6@
鸟纲 .E?;
鸡形目 F.GGHIJ8K?;
雉科 LM2402/0N26

灰胸竹鸡 8"$7)*62%," 5’%&"262" ! O
红腹锦鸡 ;’&.*%,%/’)* /625)* !! OO OOOO O OOO OOOO O
血雉 <5’"+636* 2&)#35)* ! OO
雉鸡 =’"*6"3)* 2%,2’62)* ! O
勺鸡 =)2&"*6" $"2&%,%/’" ! O
红腹角雉 >&"+%/"3 5#$$632?66 ! OO

雀形目 L.;;?8HIJ8K?;
鸦科 P=@Q0N26

松鸦 @"&&),)* +,"3("&6)* ! OO OO
红嘴蓝鹊 A&%26**" #&.5’&%&’.32’" ! OO
星鸦 !)261&"+" 2"&.%2"5"25#* ! OO OO

哺乳纲 K.KK.GH.
啮齿目 8JR?STH.
松鼠科 ;70B@0N26

珀氏长吻松鼠 B&#$%$.* /#&3.6 ! O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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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

动物种类

"#$%&’ ()*+$*(

采食

等级

,&#-

巴山木竹 !"#$"%&" ’"()*#&& 秦岭箭竹 +"()*#&" ,&%-&%)*%#&#
竹笋

./
竹叶

.&%011 ’*&2
竹笋

./
竹叶

.&%011 ’*&2

夏初

3/
春季

/)4$#5
夏季

/6%%*4
秋季

"676%#
冬季

8$#7*4
夏季

/6%%*4
春季

/)4$#5
夏季

/6%%*4
秋季

"676%#
冬季

8$#7*4
岩松鼠 ./&0(12"3&"# 4"5&4&"%0# ! 99
花鼠 6"3&"# #&7&(&/0# ! 9 99
隐纹花松鼠 6"3&18# #9&%$1*& ! 9 9
复齿鼯鼠 6(1)182*(0# :"%2$&8*# ! 9

仓鼠科 :4$+*7$;&* 9
大仓鼠 6#/$*(#;&" 2(&21% < ! 99
秦岭鼢鼠 <=1#8"-": (0’*#/*%# ! 9 99
黑腹绒鼠 >12$*%13=# 3*-"%1)"#2*( !
洮州绒鼠 ?"(=13=# *5" ! 9 9
苛岚绒鼠 ? = &%*@ ! 9 9

鼠科 >64$;&* 99
中华姬鼠 A814*30# 4("/1 ! 99 9
大林姬鼠 A = 8*%&%#0-"* ! 99 99
高山姬鼠 A = /$*5(&*(& ! 9 99
针毛鼠 B&5&5*%2*( ’0-5*#/*%# ! 99
社鼠 B = /1%’0/&"%0# !
安氏白腹鼠 B = "%4*(#1%& ! 99
褐家鼠 C"220# %1(5*)&/0# !

竹鼠科 ,?$@1%A$;&* 9 9
中华竹鼠 C$&@13=# #&%*%#&# ! 9 9

豪猪科 BA(74$+$;&*
豪猪 D=#2(&: 7("/$=0(" !

兔形目 C"DE>E,FB"
鼠兔科 E+?171#$;&*

藏鼠兔 E/$121%" 2$&7*2"%" ! 99
兔科 C*)14$;&*

草兔 F*80# /"8*%#&# ! 9
食肉目 :",GHIE,"
熊科 J4($;&*

黑熊 G(#0# 2$&7*2"%0# !! 9999 9
鼬科 >6(7*’$;&*

鼬獾 <*-1)"-* 31#/$"2" ! 9
猪獾 A(/21%=: /1--"(&# ! 9

灵猫科 I$K*44$;&*
果子狸 H")03" -"(5"2" ! 9

偶蹄目 ",LHEM":LNC"
猪科 /6$;&*

野猪 .0# #/(1’" !! 9999
牛科 .1K$;&*

斑羚 B"*31($*40# )1("- !! 9 9 9 99 9 9 9 9 99
鬣羚 ?"8(&/1(%&# #03"2("*%#&# !! 9 99 9 9 999 9 9 9 99
羚牛 !041(/"# 2":&/1-1( !!! 99 9999 9 99 9999 9 99 9999 99 9999

“!”、“!!”、“!!!”分别表示“少量”、“中等”、“大量”O 个采食等级；“ 9 ”、“ 99 ”、“ 999 ”、“ 9999 ”表示采食频次，分别为"P 次、Q

R OS 次、O! R QS 次和#Q! 次；./：.&%011 (?117；3/：3&4’A (6%%*4 =

< 据古远等［T!］TSSP 年对甘肃仓鼠的陕南亚种的分类地位的研究，本文将其并入大仓鼠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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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 不同季节竞争大熊猫食物的动物种数

"#$%& ! "’& ()*$&+ ,- #(.*#% /0&1.&/ 1,*0&2.(3 -,,4/
,- 5.#(2 6#(4# .( &#1’ /&#/,(

巴山木竹

!"#$"%&" ’"()*#&&
秦岭箭竹

+"()*#&" ,&%-&%)*%#&#
竹笋 !" 竹叶 !# 竹笋 !" 竹叶 !#

春季 "$%&’( ) * ) +
夏季 ",--.% +/ + 0/ +
秋季 1,2,-’ ) 3 ) +
冬季 4&’2.% ) / ) +

全年 5’2&%. 6.7% ) / ) +

!"：!7-899 :;992；!#：!7-899 <.7=

!7! 食竹种类分布的海拔范围与对竹类需求

的季节性变化 采食巴山木竹和秦岭箭竹的竹

笋与竹叶的鸟兽主要分布于海拔 > 3?? - 以下

的西河和三官庙地区，常见种有红腹锦鸡、红嘴

蓝鹊、珀氏长吻松鼠、岩松鼠、隐纹花松鼠、社

鼠、针毛鼠、中华竹鼠、野猪、黑熊、鬣羚和羚牛

等。在海拔 > *?? - 以上的三仙峰、光头山和

黄桶梁一带采食秦岭箭竹的物种有常年居留在

高山地区的藏鼠兔和血雉。此外，随物候的季

节变化，夏季大熊猫迁至高山地带活动觅食，斑

羚和羚牛也集中迁往高山地区活动并采食秦岭

箭竹竹笋与竹叶。0? 月至翌年 + 月高山地区

气候寒冷，大熊猫迁移至中低山地区活动，许多

鸟类及中大型兽类也迁移到中低山地带，常见

的动物有羚牛、鬣羚、斑羚和星鸦。

物候变化导致的食物资源可利用性的变

化，影响着食竹鸟兽对竹类采食的强度。每年

3 月底，巴山木竹竹笋在低山地区的河岸和沟

谷地带萌发出土，但林下灌木层和大部分草本

植物还没有萌发。此时可供植食性和杂食性动

物采食的食物非常贫乏，因此，选择采食巴山木

竹竹笋的动物种类较多；* 月份以后，随气温转

暖植物萌发出嫩芽和生长出嫩枝叶，昆虫也开

始活动，植食性和杂食性动物的食物资源多了

起来，同时巴山木竹竹笋也逐渐长大成竹，除采

食竹叶的种类外，其他种类很少采食竹类。

8 讨 论

食竹鸟兽对大熊猫食物资源的影响有直接

和间接两个方面。直接影响是由于它们采食竹

子而与大熊猫竞争食物资源；间接影响是它们

的活动妨碍或干扰了大熊猫对食物资源的有效

利用。野外观察发现大熊猫采食巴山木竹的竹

笋和竹叶时，具有一定的选择性。大熊猫不再

采食被其他动物踩倒或采食后留下的笋桩、以

及被其他动物采食过的竹枝叶；也不利用虫蛀

和零散分布的竹笋和竹叶。因此，虽然调查记

录到的 +@ 种鸟兽中大部分种类采食竹类的量

并不大，但它们的活动会对大熊猫的采食活动

产生影响。例如，红腹锦鸡在冬春季节主要以

巴山竹竹叶为主食。虽然其采食量远远少于大

熊猫的食量，但它采食过的地带再没有见到过

大熊猫采食的痕迹，尽管 > 个物种的越冬区是

重叠的。

食竹鸟兽与大熊猫食物的竞争主要发生在

对竹笋资源的竞争，尤其是在食物短缺的初春。

+@ 种食竹的鸟兽中都采食竹笋，其中只采食竹

笋的有 +> 种，占 @3A>B（表 0）。与大熊猫竞争

竹笋的大型兽类主要有黑熊和野猪两种，其中

野猪的影响更大。野猪不仅数量比黑熊多，而

且它们将竹笋拱出地表影响竹子的更新。小型

兽类采食竹笋给大熊猫种群带来的影响也不容

忽视。保 护 区 内 森 林 中 分 布 的 >> 种 啮 齿

类［0C，>?］中，有 0C 种采食竹笋。它们采食的量虽

少，但由于密度大，消耗竹笋的总量也比较可

观。此外，当地村民采笋食用，也会消耗大熊猫

夏初的食物。据调查统计，在巴山木竹竹笋丰

收的年份，当地村民采笋量高达 + ??? D( 以上。

有蹄类动物采食竹叶，也是与大熊猫竞争

食物资源的物种。在保护区采食竹叶的大型兽

类有羚牛、鬣羚和斑羚 + 种牛科动物。羚牛全

年采食的植物多达 0/0 种，但竹叶在其春季、夏

季和冬季的食物组成中占了重要的份额［03］。

鬣羚采食的植物也多达 0>0 种，但巴山木竹和

秦岭箭竹的枝叶出现在其一年四季的食谱中。

在死亡鬣羚个体的瘤胃中，食物含量以巴山木

竹和 秦 岭 箭 竹 的 比 例 最 多，占 食 物 总 量 的

@?B［0*］。有关斑羚食物的资料较少，但观察发

现它在 3 个季节均采食竹笋和竹叶。

本次对采食竹类的鸟兽种类的调查，仅限

·*+·+ 期 巩会生等：佛坪自然保护区食竹鸟兽种类的初步调查



于在进行羚牛、鬣羚和红腹锦鸡食性研究的同

时收集的资料，没有进行专门研究。但其结果

基本反映了区内与大熊猫竞争食物的动物种

类。随着今后研究的深入，可能还会添加新的

大熊猫食物竞争种类，如燕雀科（!"#$%#&&#’()）、

鸦科（*+",#’()）和山雀科（-("#’()）的物种到名

录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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