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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古野驴昼间行为的时间分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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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年 * 月至 !""( 年 ( 月，研究了内蒙古中部中蒙边境地区蒙古野驴（122)& "%3#($)& "%3#($)&）的

昼间行为及时间分配，并建立了蒙古野驴的昼间行为谱。统计分析表明，蒙古野驴用于取食的时间最

多，平均超过 %"+，其次是站立。蒙古野驴在冬春季节（&& 月至次年 $ 月）取食时间明显长于夏秋季（% ’
&" 月）。蒙古野驴一天中 #："" ’ &"："" 时和 &(："" ’ &)："" 时为取食高峰期，&&："" ’ &$："" 时为其站立和

休息高峰，蒙古野驴的其他行为没有明显的高峰期。雌雄蒙古野驴昼间行为时间分配的统计分析表明，

取食、运动、卧息和站立凝视无显著的性别差异，而争斗和其他行为两性的差异显著。蒙古野驴昼间用

于取食的时间最长，冬春季取食时间（%*,-%+）多于夏秋季（$),-!+）。冬春季，蒙古野驴减少了运动和

站立的时间，用于卧息的时间略有增加，中午前后两个取食高峰的间隔时间明显短于夏秋季。蒙古野驴

通常在草原的开阔区域取食和移动，在背风和较为隐蔽处卧息。作者进行野外观察时，蒙古野驴对观察

者表现出高度的警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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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古野驴（12))& "%3#($)& "%3#($)&）属马科

（Z]48I7;）马属（12))&），在国际自然和自然资源

保护保护联盟（29^=）出版的红色名录中列为

数据缺乏（::），&--) 年中国濒危动物红皮书列

为濒 危（Z）物 种，国 家 一 级 重 点 保 护 野 生 动

物［&］。主要见于亚洲中部海拔 )"" ’ ! %"" J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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荒漠和半荒漠草原，曾经广泛分布于蒙古高原



的典型草原和荒漠草原地区［!］，是开阔景观环

境中的代表性物种，近几十年来，蒙古野驴的分

布范围明显缩小，数量呈快速下降趋势。

蒙古野驴在我国境内主要分布于新疆东部

和北部及卡拉麦里山有蹄类自然保护区，以及

内蒙古自治区境内西起额济纳旗东至二连浩特

市沿中蒙边境地区［"］。楚国忠等 #$%& 年 ’ 月

在国内的主要分布区之一新疆卡拉麦里山有蹄

类自然保护区，进行了栖息地和种群数量调

查［(］；高行宜等 #$%) 年［&］及谷景和 #$%$ 年［)］分

别对该地区蒙古野驴的分布数量进行了调查。

在内蒙古分布区，李春旺等于 !*** 年 $ 月针对

!*** 年 ’ 月中旬至 % 月上旬，自蒙古国进入我

国内蒙古自治区巴彦淖尔盟乌拉特中旗和乌拉

特后旗境内的大批蒙古野驴，进行了数量、分布

和保护情况等考察［’］。

到目前为止，有关蒙古野驴的研究，国内只

有局部区域的分布和数量调查，没有全国性调

查资料；国际上仅限于种群分布、数量及群体结

构和领域行为的描述等方面［%］。由于蒙古野驴

体型大，运动速度快，活动范围广，对人类的警

惕性高，加上生活于开阔草原，其行为不易观

察，有关蒙古野驴的行为研究未见报道。我们

于 !**& 年 " 月至 !**) 年 ) 月间在内蒙古自治

区包头市达尔罕茂明安联合旗中蒙边境地区，

观察研究了蒙古野驴昼间行为的时间分配。

! 研究地点及研究对象

研究地点位于内蒙古自治区包头市达尔罕

茂明安联合旗中蒙边境地区（北纬 (#+&*, - (!+
!’,，东经 #*)+#&, - #*%+**,）。研究区域地处北

半球中纬度地区，欧亚大陆东部腹地，蒙古高原

南部，海拔在 # *** - # &** . 之间；受北温带气

候和北冰洋冷空气的影响，属中温带大陆性干

旱气候。冬季寒冷漫长；夏季酷热短暂，日照

长，昼夜温差大；春季干旱少雨，秋季温凉。属

于干旱、半干旱荒漠和山地景观。研究地区植

被自西向东为小乔木荒漠向丛生矮禾草、矮半

灌木草原过渡的植被类型。该地区西部优势植

物 有 梭 梭（ !"#$%&#$’ "(()*’)+$’ ）、白 刺

（,-.+"+-" ."/0.$+0(）、盐爪爪（1"#-)-0( 2$#-".0(）

和沙蒿（ 3+.*(-4-" "+*’"+-"）等，中部至东部则以

柠 条（ 5"+"/"’"6$+47-’46-- ）、沙 生 针 茅（ 8.-9"
/#"+*$4"）、蒙古葱（ 3##-0( ($’/$#-:0(）和芨芨草

（3:7’".7*+0( 49#*’)*’4）等为优势物种。草原围

栏已将当地的草原完全分割成以家庭为单位的

小块草原，蒙古野驴常常与牧民的牛羊在同一

草原围栏中取食。草原围栏对蒙古野驴具有一

定影响，但草原围栏的高度不能完全阻隔蒙古

野驴的日常活动，在野外观察时，发现野驴常常

跨越草原围栏活动。

研究对象是一个蒙古野驴家族群，长期在

一个水源点（北纬 (!+#),*%/，东经 #*’+*$,!)/）周

围活动，该水源地表长年有积水，是蒙古野驴的

主要饮用水源，同时也是当地家畜的饮用水源。

据当地牧民讲，这个蒙古野驴家族群自 !**! 年

) - % 月间开始一直在这一地区出现，开始有 &
头野驴（# 雄、" 雌、# 幼），之后有个体死亡，也

有幼体出生，现在该家族群由 % 头野驴（( 雄、(
雌）组成。由于观察对象仅为 % 头个体，依据体

型、体态、大小、成幼、体毛色泽和尾端毛长度可

以识别个体。

" 研究方法

在 !**& 年 " 月到 !**) 年 ) 月期间，对蒙古

野驴野外观察分为两个阶段。

第一阶段（!**& 年 "、( 月）为预观察期，每

月观察 ’ 0，共 #( 0。观察者在野外寻找和识别

蒙古野驴个体，熟悉野驴活动区域环境。预观

察期构建了蒙古野驴的主要昼间行为谱。

第二阶段（!**& 年 & 月至 !**) 年 ) 月），每

月观察 ’ - #* 0 时间，平均每天观察蒙古野驴

#*1& 2。每月开始观察的第一天和第二天用于

野外寻找、确定观察对象、区分行为类别和个体

识别，不作观察记录。另外，由于当地自然气候

条件差，春季大风、发生沙尘暴时，冬季风雪时

均无法进行观察，恶劣气候条件下蒙古野驴的

行为没有列入观察记录，实际累计观察记录时

间 $%" 2。所获数据的统计分析借 助 34536
!**" 和 7877 #"1* 软件完成，对蒙古野驴昼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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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为的时间分配用 !!检验法进行差异显著性检

验，显著性水平设置为!" #$#%。

在野外观察时，根据当地的日照长度和气

候特点，冬春季（&& 月至次年 ’ 月）日照时间

短，每天 (：## ) &*：## 时为观察时间；夏秋季（%
) &# 月）日照时间长，当地气候也较为适宜野

外观察，观察时间为 *：+# ) &,：+# 时。对蒙古

野驴的跟踪观察，是在不惊扰蒙古野驴的前提

下，尽可能地接近它们，观察时观察者与目标蒙

古野驴相距 -## ) %## .，尽可能在视野开阔又

有隐蔽条件的地方进行观察。野外观察时使用

/01234/56 *# 倍单筒望远镜，采用目标动物

取样法观察个体行为的时间分配，随机取样法

记录行为频次和持续的时间［,］。为观察晨昏时

分蒙古野驴行为的时间分配，夏季不定期地安

排从 ’：## 时开始观察或直到天黑 -&：## 时结

束观察。

! 研究结果

!"# 蒙古野驴行为谱 在预观察期间，建立了

蒙古野驴行为谱，分为取食、运动、站立凝视、卧

息、争斗和其他共 * 种［,］。

取食行为（ 7889:;<）：指蒙古野驴啃食植物

时，切割、咀嚼、湿润、吞咽食物的过程。蒙古野

驴取食时很机警，每隔 +# ) %# = 便抬头一次，一

边咀嚼、吞咽，一边环视四周。以观望、嗅闻和

静听的方式处于警戒状态，若感觉有异常情况，

如有人或车辆出现，会突然停止取食，以头颈高

举、目光直视、耳向前竖立、频繁转动、尾紧收、

身体作逃窜闪躲的姿态，以示警群体中的同伴。

运动行为（.>?:;<）：包括走动（@ABC:;<）、慢

跑（DE>DD:;<）、奔跑（ EF;;:;<）以及个体间的追逐

（GHA=:;<）等方式的移动行为。

站立和凝视行为（=DA;9:;< A;9 <AI:;<）指蒙

古野驴站立时静止不动并向周围观望，静止站

立可持续较长时间，有时长达数十分钟，可能是

蒙古野驴的一种休息方式。野外观察发现风雪

和沙尘暴发生时，蒙古野驴头迎着风向站立，夏

季中午酷热站立时头指向太阳。站立时伴随有

警戒、观望现象。

卧息行为（J899:;<）：蒙古野驴一天中卧息

时间较短。昼间，蒙古野驴一般选择地势较平

的地方；夜晚在低凹地点卧息。其卧姿有两种，

一种是四肢盘于身体下静卧，另一种是四肢伸

直，身体向一侧躺卧。

争斗行为（G>.JAD:;<）：指蒙古野驴群体中

雄性个体间嘶咬、刨扒和踢，相互攻击的现象。

蒙古野驴争斗时常常造成个体受伤，严重时导

致个体死亡。在观察期间发现两头雄性野驴多

次争 斗，导 致 一 头 野 驴 臀 部 大 面 积 创 伤，于

-##% 年 K 月死亡。据当地牧民讲，死亡者是这

个野驴家族群进入该地区后出生的 + 岁个体，

据观察，与之争斗的另一头野驴是这个家族群

的头驴。

其 他 行 为（ >DH8E J8HA?:>E= ）：指 搔 痒

（=GEADGH:;<）、修 饰（ <E>>.:;<）、排 遗（9878GAD:;<
A;9 FE:;AD:;<）、打滚（@ABB>@）、饮水（9E:;C）以及幼

体的玩耍行为（LBAM）等。由于这些行为发生的

次数很少，合并在一起记录。

!"$ 昼间行为的日均时间分配 取食是蒙古

野驴昼间最主要的行为，为占昼间行为时间的

%&$’+N；其余各类昼间行为的时间分配依次为

站立（-’$K’N）、运动（&’$,KN）、其他（’$%KN）

和卧息（’$&’N），占用时间最少的是争斗行为，

仅为昼间观察时间的 #$-N，而且只发生在雄

性个体之间。蒙古野驴昼间的行为活动具有一

定的规律性，在 K：## ) &#：## 时和 &*：## ) &(：

## 时有 - 个明显的取食高峰。在上午取食高

峰结束后，蒙古野驴进入休息状态，直到下午的

取食行为开始后结束。站立和卧息高峰在中午

&&：## ) &’：## 时出现，其他行为没有明显的高

峰（图 &，-）。

!"! 性别差异 雌雄蒙古野驴的行为时间分

配基本一致，两性均将最多的时间用于取食，从

每天平均时间分配统计结果的比较来看，雌性

个体取食的时间略多于雄性个体［!（%$%+ O
-$#%）H；"（%$-* O &$(K）H］；站立的时间，雌性

（-$’, O #$(’）H，略少于雄性（-$K# O #$,&）H，雌

性站立开始的时间较雄性早，结束的时间较雌

性晚；用于运动的时间，雌性（&$%* O &$-+）H 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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雄性（!"#$ % &"’(）) 相近；雌性用于卧息的时

间多于雄性［!（&"#( % !"&*）)；"（&"(( % *"(!）

)］。用 !+检验法检验雌雄蒙古野驴昼间各种行

为时 间 分 配 的 差 异，发 现 雌 雄 的 取 食（ " ,

&"-*#）、运动（" , &"$’*）、卧息（" , &"!-.）和站

立凝视（" , &"-#-）行为不存在显著差异，争斗

（" , &"&!*）和其他（" , &"&/*）行为存在显著

差异（表 !）。

图 ! 冬春季（!! 月至次年 " 月）蒙古野驴行为时间分配

#$%&! ’()*+$,- .$/( 012%(. ,3 !"##$ %&’()*#$ %&’()*#$ $4 5$4.(- *42 67-$4%（8,+(/0(- ., 4(9. :7-$;）
01雌性 234053；61雄性 70531

图 < 夏秋季（= 至 !> 月）蒙古野驴行为时间分配

#$%&< ’()*+$,- .$/( 012%(. ,3 !"##$ %&’()*#$ %&’()*#$ $4 61//(- *42 :1.1/4（?*@ ., AB.,0(-）
01雌性 234053；61雄性 70531

CD" 季节变化 比较蒙古野驴夏秋季与冬春

季昼间行为的平均分配发现（表 !），每日雌雄

个体行为规律表现大体一致，冬春季用于取食

的时间（#(".#8）多于夏秋季（/$".*8）。在冬

春季，上午的高峰时间推后，下午的高峰时间提

前，两个取食高峰的间隔明显缩短。中午 !!：

&& 9 !/：&& 为蒙古野驴站立、卧息和其他行为发

生的高峰期，没有明显的季节性变化。与夏秋

季相比，在冬春季雌雄蒙古野驴都减少了运动

和站立的时间，但卧息的时间略有增加。用 !+
检验法检验雌雄蒙古野驴昼间各种行为的季节

差异发现，在冬春季，雌雄昼间全部 ’ 种行为无

显著的差异；在夏秋季，取食（" , &"’((）、运动

（" , &"/(.）、站立凝视（" , &"$&/）和其他（" ,
&"&’(）行为不存在显著差异，卧息（" , &"&/.）

和争斗（" , &"&!#）行为存在显著差异（表 !）。

·/#· 动物学杂志 #$%&’(’ )*+,&-. */ 0**.*12 /* 卷



表 ! 蒙古野驴行为的日平均时间分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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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时间分配与采食条件和身体状况有

关。分析长期连续观察的行为模式有助于评价

蒙古野驴的一般生活环境，特别是个体的营养

状况，并有助于发现环境胁迫。!"(,"( 等利用

戴有活动感应器的无线电颈圈跟踪观察了 ?;
匹普氏野马（" G #$%&’ (%)$*+,’-..）在动物园和 @@
#6; 围栏中的全年活动时间分配［?>］，发现普氏

野马多在昼间活动。普氏野马采食时间，在夏

季最 短（@>.），春 季 最 长（D;.），年 平 均 为

:;.。普氏野马冬季的活动水平低，而夏天的

采食时间最短。!’H0 报道了普氏野马野放到

蒙古 IF-+$&1 JF(FF 草原保护区之前两周和野放

后两周的 ;@ # 活动时间分配［??］。雄性野马在

野放前后大约 @=.的时间用于采食，D.的时

间站立，:.的时间侧卧休息。最大的变化是，

雄性野马活动的时间增加大约 @ 倍，而站立休

息的时间下降了一半。午间，当气温上升时，雄

性较晨昏时段减少了采食，增加站立休息的时

间。!’H0 和 !$10& 在两年后发现，那些野放的

雄性野马的运动时间仍比圈养的野马长［?;］。

3’F(&- 等最近报道了在蒙古西南戈壁地区野放

的普氏野马活动时间分配、行为的同步性和身

体状况，他们发现普氏野马野放后采食时间较

长，然后，逐渐下降。群体成员的行为同步性较

高，新成员的加入和原来群体成员的离开并不

影响群体的同步性［?B］。由于这些野马在野放

前在戈壁地区的围栏中放养了一年，经过一年

的适应，野马野放后没有应激期。

从昼间行为时间分配来看，雌雄蒙古野驴

一天中超过 :>.的时间在取食，可能与当地自

然环境为蒙古高原南部干旱半荒漠草原区，植

物生长期短，植被覆盖度低，初级生产量低，蒙

古野驴食源植物丰富度低、密度小、取食难度

大、耗时多有关。蒙古野驴在冬春季取食时间

长于夏秋季，可能与食物的丰富程度有关，蒙古

野驴的栖息环境为荒漠和半荒漠草原，在春季，

食物的丰富程度是一年中最低的时期，此时动

物取食难度加大，自然会增加取食时间。在冬

春季，每日的两个取食高峰间隔缩短，与日照长

度的变化相一致，再加上取食时间延长，动物在

一天当中用于取食的时间所占的比重显著增

加，分配在其他行为方面的时间减少。

尽管 K)&1,") 报 道 蒙 古 野 驴 的 群 体 不 稳

定［?@］，我们观察的蒙古野驴家族群相对稳定。

这大概是因为前一群蒙古野驴已经与大群体隔

离［?@］。通常认为，动物行为的性别差异是由于

基因和环境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雄性动物体

内基因是其争斗行为的内在基础，在个体发育

过程中，蒙古野驴族群中的头驴对亚成体从不

友好到攻击，促使雄性幼年动物身体内部发生

生理变化，进而形成外在的行为表现。在蒙古

野驴族群中，惟一的成年雄性个体是族群的头

驴，族群的警戒、报警、防御和逃跑均与其密切

相关，再加上雄性个体间争斗行为所用的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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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雄性个体分配在运动、争斗行为的时间明

显多于雌性动物，用在其他方面的时间少于雌

性动物的主要原因。我们的观察发现蒙古野驴

攻击性与社会序位有关。!"#$# 和 %"&’())*+#,-.
也在野马（! / "#$#%%&’）中发现社会序位与攻击

性的关系，社会序位高的个体会攻击社会序位

低的个体［01］。由于本研究观察的是一个蒙古

野驴的家族，优势雄性与群中的年青个体有血

缘关系，为了回避近交，优势雄性将群体中即将

成年的雄性驱除。在冬季严寒、春季沙尘暴发

生及夏季中午酷热的时期，蒙古野驴站立的行

为方式不同于正常情况下同一时间段。风雪和

沙尘暴发生时，头迎着风向站立，从现象分析，

这种方式可使动物体表毛被方向与风向一致，

风阻最小。在风雪和沙尘暴发生时，站立比卧

地方式被雪和沙子埋掉的危险性小。夏季中午

酷热时采用站立方式，可能与荒漠和半荒漠环

境地表温度高有关，站立时动物头指向太阳方

向的原因还有待于进一研究分析。这与国内学

者对普氏原羚（()*"#+)# +),-.#%’/00）［02］及国外学

者对黑斑羚（1-+2"-)*’ 3-%#3+&’）［03］和苏格兰马

鹿（4-)5&’ -%#+6&’）［04］行为研究得出的采用卧息

方式的结论完全不同。

动物的行为时间分配和活动节律可以认为

是其栖息地食物的可利用程度、自然生态环境

特征及物种的行为学特征的间接反应［5］，蒙古

野驴在自然环境条件下的昼间行为时间分配及

活动节律的性别差异和季节性变化，可为现存

蒙古野驴的保护和人工种群的建立提供参考依

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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