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桃红岭自然保护区梅花鹿对春季栖息地的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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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年 ’ & ) 月在江西桃红岭自然保护区对华南梅花鹿（!%*1)& $#22($ 3(2&4"#）春季栖息地的利用

进行了初步研究。选择 %" 类生态因子，并设置 !)# 个 %" * + %" * 样方。选择指数的结果表明，梅花鹿

喜欢灌丛和灌草丛、郁闭度较低、灌木盖度较小、食物丰富度高、半阴半阳及向阳、中坡位、坡度平缓、水

源距离较近、人为干扰距离 , -"" * 和海拔高度在 ’"" & $)" * 的环境。并对目前桃红岭梅花鹿栖息地

存在的一些问题进行了初步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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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花鹿（!%*1)& $#22($）属于国家一级重点

保护动物和世界濒危物种［%，!］。徐宏发报道华

南梅花鹿（! ^ $ ^ 3(2&4"#）可能是我国现存梅花

鹿亚种中最濒危的物种，由于目前缺乏对其生

态生物学的研究，对该种群尚无有效的保护措

施［’］。经 @5IG10IIK5H=IG 的研究表明，找出和动物

出现相关的栖息地因子，可以作为后继研究的

基础及保护管理的依据［$］。因此深入研究华南

梅花鹿栖息地的特征，对于保护该亚种的栖息

地、进而维护其种群发展具有重要意义［)］。作

者于 !"") 年 ’ & ) 月在江西桃红岭自然保护区

对华南梅花鹿春季栖息地的利用进行了详细调

查，现将结果报道如下。

? 自然概况

桃红岭自然保护区（F !/d$!e & !/d)’e，‘
%%#d’!e & %%#d$’e）位于长江中下游南岸，江西省

最北沿彭泽县的中部。总面积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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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



中核心区 ! "#$ %&!。地貌为平缓起伏的低山

丘陵，海拔多在 ’$$ ( )$$ &。气候属亚热带季

风类型，全年季节变化明显，年降水 ’ *$$ &&
左右，其中 + ( " 月为雨季，降水量约占全年的

一半以上，年平均气温 ’",) -。

植被类型主要为灌丛和灌草丛，另有部分

次生阔叶杂木林和人工针叶林（杉木林和马尾

松林）。根据《中国植被》［"］定义，灌丛是指以灌

木占优势所组成的植被类型。保护区内的灌丛

大多是由于阔叶林被反复砍伐或火烧后萌生所

形成的次生植被，群落高度一般在 * ( + &，这

是目前保护区内面积最大的现状植被。灌草丛

是指以中生或旱中生多年生草本植物为主要建

群种，但其中散生灌木的植物群落。江西各地

的“草山”、“草坡”都属于这一类型。

保护 区 内 的 珍 稀 兽 类 除 梅 花 鹿（ !"#$%&
’())*’）外，其他较常见种类还有鬣羚（!+)#(,*#’(&
&%-+.#+"’&(&）、獐（/01#*)*."& (’"#-(&）、金猫（2"3(&
."--(’,4(）、大 灵 猫（ 5($"##+ 6(7".8+ ）、小 灵 猫

（5($"##(,%3+ (’1(,+）、豺（!%*’ +3)(’%&）以及穿山

甲（ 9+’(& )"’.+1+,.03+）等，并 偶 有 豹（ :+’.8"#+
)+#1%&）、云豹（;"*<"3(& ’"7%3*&+）出没。

! 研究方法

!"# 外业调查方法 主要采用样方法进行调

查，样方的设定根据栖息地的植被类型进行。

本次调查选择在以下 + 种植被类型中开展工

作，即人工针叶林、阔叶林、灌丛和灌草丛。样

方数的设定依据各植被类型面积的大小而定。

植被类型面积的测定根据保护区的植被地形

图，并结合实地踏查而定。样方的具体设定方

法如下，即在保护区各植被类型中沿能够通行

的沟谷和山脊布置观察线，然后在样线上按水

平距离每隔 ’$$ & 机械布点的方法设置 ’$ & .
’$ & 的大样方，并设置以下 + 个独立样方，即

在其四角布设 + 个 ! & . ! & 小样方。记录样

方的植被型、郁闭度、灌木盖度、食物丰富度、坡

向、坡度、坡位、水源距离、人为干扰距离及海拔

高度等 ’$ 类生态因子。参照马继飞、常弘、张

明海等的测定方法［# ( /］，并根据动物对栖息地

利用的实际情况，各生态因子的测定方法如下。

植被型：以植被的生长型外貌或以优势种

命名。

郁闭度：林冠的投影面积与林地面积之比。

整个大样方的郁闭度共分为 ) 级，即 !$0 以

下、!$0 ( +$0、+$0 ( "$0、"$0 ( 1$0 和

1$0以上。

灌木盖度：从 + 个 ! & . ! & 小样方中测得

的灌木平均覆盖率，分为 ) 级，即 !$0 以下、

!$0 ( +$0、+$0 ( "$0、"$0 ( 1$0和 1$0以

上。

食物丰富度：测定 + 个 ! & . ! & 小样方中

梅花鹿主要采食食物的平均覆盖率，将食物丰

富度分为 * 级，即低（*$0 以 下）、中（*$0 (
#$0）、高（#$0以上）。

坡向：整个大样方所处地的坡向。分为 *
级，即阴坡（测定标准为 2"#,)34 ( 2!!,)35）、

半阴半阳坡（测定标准为 2!!,)35 ( 6"#,)3 5
和 6!!,)3 4 ( 2"#,)3 4）和阳坡（测定标准为

6"#,)3 5 ( 6!!,)3 4）。

坡度：整个大样方所处地的坡度。分为 !
级，即平缓坡（坡度!!)3）、陡坡（坡度 7 !)3）。

坡位：整个大样方所处地的坡位。分为 *
级，即下坡位（山谷和坡下部）、中坡位（山腰和

坡中部）、上坡位（山岗和坡上部）。

水源距离：水源主要指水库、山泉和小溪。

估测大样方到水源的水平距离。分为 * 级，即

近（!’$$ &）、中（’$$ ( )$$ &）、远（")$$ &）。

人为干扰距离：以离居民点、林地作业点、

公路等干扰源的水平距离确定。分为 ! 级，即

!1$$ & 和 7 1$$ &。

海拔高度：整个大样方所处地的海拔。分

为 * 级，即 *$$ & 以下、*$$ ( +)$ &、+)$ & 以

上。

!"! 业内数据处理及方法 梅花鹿对栖息地

利用的时间越长，在栖息地内留下的粪便、食

迹、足迹和卧迹等活动的痕迹就越多，因而可以

用梅花鹿的粪便、食迹、足迹和卧迹等新鲜活动

的痕迹作为间接指标来判定梅花鹿有无使用栖

息地的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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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用 !"#$%&’(%) 选择指数（!" ）和 *+",-" 选

择指数（#" ）作为衡量梅花鹿对不同生境喜好程

度 的 指 标［./］。 其 计 算 方 法 如 下： !" 0

（ $" 1 %" ）1!（ $" 1 %" ）；#" 0（!" 2 .1&）1（!" 3

.1&）。其中 !" 和 #" 为选择指数，" 为特征值，&
为具体生态因子的特征值项目总数，%" 为环境

中具 " 特征的样方数，$" 为梅花鹿所选择具有 "
特征的样方数。#" 值介于 2 .与 3 .之间。若 #"

0 2 . 表示不选择；#" 4 / 表示不喜欢；#" 0 /
为随机选择；#" 5 / 表示喜欢；#" 0 3 . 表示特

别喜欢。

! 结果与讨论

本次调查共设置 678 个 ./ 9 : ./ 9 样方，

其中有 .6/ 个样方被选择。梅花鹿对不同栖息

地特征的选择指数见表 .。由表 . 可知，梅花

鹿喜欢灌丛和灌草丛、郁闭度较低、灌木盖度较

小、食物丰富度高、半阴半阳及向阳、中坡位、坡

度平缓、水源距离较近、人为干扰距离 5 ;// 9
和海拔高度在 <// = >7/ 9 的环境。

冬季是梅花鹿全年食物最匮乏的阶段，梅

花鹿在冬季机体消耗非常大。随着春季到来，

梅花鹿要进行妊娠、产仔和生茸等许多生理活

动，对能量的需求极高。因此，食物因素成为影

响春季梅花鹿对栖息地利用的首要生态因子。

由于梅花鹿喜食灌木的幼嫩枝叶和刚萌发出来

的草本植物，因此灌丛和灌草丛栖息地是梅花

鹿选择的两种主要林型。梅花鹿对阔叶林和人

工针叶林利用甚少，其林下往往仅是梅花鹿经

过的区域，很少观察到梅花鹿在此取食或较长

时间的停留［..］。郁闭度不仅反映了动物对隐

蔽条件的要求，还间接影响林下植被的生长情

况。为了获得充足的食物资源，梅花鹿一般多

选择在较低郁闭度的环境中采食，而在高郁闭

度的环境下隐蔽。

野生偶蹄类动物的一个显著特征是对人类

和捕食者的天然警觉和畏惧［.6］，因此，梅花鹿

主要生活在离人的干扰大于 ;// 9 的环境，这

种现象也见于其他鹿类动物，如马鹿（ ’($)*+

表 " 春季梅花鹿对栖息地的选择指数

#$%&’ " #(’ )*+’, -. /01)*2 ($%)3$3
/’&’43)-* %5 6)7$ 8’’1

变量 !"&-"?’%@ " %" $" !" #"

植被型

!%)%A"A-(# ABC%

针叶林 <; .> /D6. 2 /D/E
阔叶林 7< .. /D.6 2 /D<7

灌丛 ./< 77 /D</ /D/E
灌草丛 86 >/ /D<F /D.E

郁闭度（G）

H"#(CB

/ = 6/ 7; <F /D6E /D.;
6/ = >/ >. 6> /D68 /D.<
>/ = 8/ <7 ./ /D.< 2 /D6.
8/ = ;/ <; E /D.. 2 /D6E
;/ = .// ;> >/ /D6. /D/6

灌木盖度（G）

*I&J? (,%&@

/ = 6/ ;7 78 /D</ /D6/
6/ = >/ >< 6E /D</ /D6/
>/ = 8/ >F .; /D.F 2 /D/;
8/ = ;/ <E .. /D.< 2 /D6.
;/ = .// >6 8 /D./ 2 /D<<

食物丰富度（G）

K(($ "?J#$"#+%

"</ F6 .; /D.F 2 /D<6
</ = F/ .<8 88 /D<< /D//
#F/ >; <8 /D7/ /D6/

坡向

L@C%+A

阴坡 F> 66 /D66 2 /D6/
半阴半阳坡 .6; F6 /D>6 /D.6

阳坡 7> 68 /D<8 /D/>

坡位

*’(C% C(@-A-(#

下坡位 ;E .7 /D.< 2 /D><
中坡位 ./6 ;8 /D87 /D<<
上坡位 87 .E /D66 2 /D6/

坡度（M）
*’(C% $%)&%%

平缓坡 6/6 ./6 /D8/ /D/E
陡坡 7> .; /D>/ 2 /D..

水源距离（9）

N-@A"#+% O&(9
P"A%& @(J&+%

人为干扰距离（9）

QJ9"# $-@AJ&?"#+%

海拔高度（9）

R’%,"A-(#

".// 8/ 6E /D<7 /D/<
.// = >// ..; 8> /D>/ /D./
#>// F; 6F /D67 2 /D.>
";// 7/ ; /D6< 2 /D<F
5 ;// 6/8 ..6 /DFF /D.F
"<// 78 .6 /D.; 2 /D6E

<// = >7/ .6/ E6 /D87 /D<<
#>7/ ;/ .8 /D.F 2 /D<6

(,-%.*+）［;，E］、水鹿（’ S *&"/0,0$）［.<］等。海拔高度

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动物对栖息生境安全性及

食物丰富度的要求，合适的海拔有利于春季植

被萌发和减缓人类频繁活动的干扰。因此，梅

花鹿多选择在海拔 <// = >7/ 9 的环境中栖息。

水源因素对梅花鹿的分布也十分重要。桃红岭

梅花鹿的饮用水源主要有水库、山泉和小溪。

早春梅花鹿较多利用水库，而后随着雨季来临，

梅花鹿更多利用的是山泉和小溪。吴海龙报道

宁国市万家乡梅花鹿主要集中在海拔较高、草

被及 水 源 均 理 想 的 几 个 峰 岭 周 围 的 山 谷 之

·68· 动物学杂志 ’."&(+( 10*$&-, 02 300,045 >. 卷



间［!"］。梅花鹿较多选择在较平缓的坡面活动，

这样有利于减少能量消耗。

在桃红岭自然保护区，坡位反映的是气候、

人为干扰和食物等因子的特征，因而成为影响

春季梅花鹿对栖息地利用的重要生态因子。春

季梅花鹿更多喜好中坡位的环境。灌木可为梅

花鹿提供一定的隐蔽条件和食物资源，杨月伟

等认为灌丛对梅花鹿的生存具有重要作用［#］。

此次调查发现，较小的灌木盖度有利于梅花鹿

的自由活动而被选择；反之，则不然。

桃红岭梅花鹿较多选择半阴半阳及向阳的

环境。郭延蜀在研究中发现，四川梅花鹿对栖

息地坡向的选择不明显，只要有适当的植被组

合配置及水源，无论阴坡或阳坡均有较多的活

动［!!］；张明海、常弘认为坡向在东北马鹿选择

生境时起关键作用［$，%］；而井冈山水鹿对坡向喜

好并不显著［!&］；阿拉斯加南部地区驼鹿（ !"#$%
&"#$%）对坡向表现出无明显的选择性［!#］。

桃红岭的主要植被是灌丛和灌草丛，山势

平缓，水源便利，是野生梅花鹿栖息的理想场

所。通过实地调查，并结合访问和查阅相关的

文献［&，!"，!’］，发现有一些问题值得重点关注：（!）

由于植被自然演替，梅花鹿适宜生境的面积已

呈逐年减少之势；（(）人为活动干扰情况依然严

重。每年的 " ) # 月份，当地群众蜂拥上山采

茶，此时正值梅花鹿的产仔期，对梅花鹿的干扰

非常大。其次是在秋末至春初的农闲季节，上

山砍柴的村民几乎走遍保护区的每一个角落。

（&）附近居民有把牛赶上山去散放的习惯，长期

大量的放牧导致许多地方牧草退化，有刺的灌

丛得到迅猛发展，影响了梅花鹿的栖息和采食；

（"）保护区内的野猪泛滥也可能会对梅花鹿的

种群发展产生不利影响。调查发现野猪爱拱食

多种梅花鹿喜食植物的根茎，如葛藤等，这对草

场的破坏也非常严重，从而直接或间接地减少

了梅花鹿的食物资源量。

致谢 本次外业调查过程中得到桃红岭自然保

护区梅花鹿管理局及桃红岭生态观测站的大力

支持和热忱帮助，在此一并致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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