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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肃白水江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土壤

肉鞭虫物种多样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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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年 ! 月 ’ !"") 年 * 月，用“非淹没培养皿法”和活体观察法对甘肃白水江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土壤肉鞭虫的物种多样性进行了研究。共鉴定到肉鞭类原生动物 %$ 种，其中包括 ! 个未定名种和 !( 个

国内土壤肉鞭虫新纪录种，隶属于 ! 亚门 * 纲 &( 目 (! 科 $+ 属。鞭毛亚门以动基体目的物种占优势，肉

足亚门以变形目的物种占优势。研究结果表明，保护区土壤肉鞭虫物种丰富，特有和稀有物种较多，物

种组成具有独特性。分析了保护区土壤肉鞭虫物种多样性与自然环境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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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壤肉鞭虫作为土壤生态系统微型生物

群落（Q3HL<R3<N; H<QQ943NO）的重要组成部分，和

土壤微生物一样，在土壤生态系统的物质循环

和能量流动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此外，由于土

壤肉鞭虫具有对环境变化十分敏感的特点，因

而可以用土壤肉鞭虫的环境效应参数来评价、

监测和预报土壤环境的变化。土壤肉鞭虫还可

通过生存竞争作用、直接摄食作用和分泌作用

对某些土壤有害细菌和真菌进行生物学控制。

白水江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成立于 &+#%

!!!!!!!!!!!!!!!!!!!!!!!!!!!!!!!!!!!!!!!!!!!!!!!!!!!!!!!!!!

年。



多年来，保护区高等植物、昆虫、蜘蛛及脊椎动

物各类群的生物多样性研究工作已做过不少，

但微型生物多样性的研究工作尚属空白。!""#
年 ! 月至 !""$ 年 % 月，作者对保护区土壤肉鞭

虫的物种多样性进行了研究，旨在比较系统地

了解白水江自然保护区土壤肉鞭虫的物种多样

性特点，为保护区的可持续发展提供微型生物

多样性资料，也为我国土壤原生动物的生物多

样性研究积累基础资料。

! 保护区概况

白水江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地处甘肃省最南

端，地理坐标为东经 &"#’&$( ) &"%’!*(，北纬 +!’
&$( ) ++’&%(，总面积 !!+ $*& ,-!。保护区的主

体位于岷山山系的东端、摩天岭北坡，地势西北

高、东 南 低，最 低 处 海 拔 %.% -，最 高 处 海 拔

# "*! -，大部分地区海拔 & %"" ) + &"" -。

保护区的气候属于北亚热带山地气候，太

阳年辐射总量 # /"" ) % """ 012-!，日照时间约

& /"" ,，年平均气温 &% 3 $4。降水量在河谷区

为 #$" ) /#" --，在高山区为 & &"" ) & !"" --。

保护区的土壤以山地森林土壤为主。

" 研究方法

"#! 样点设置和采样 在保护区内依据生境

类型设置 &* 个样区，每个样区再根据小生境设

置采样点（图 &）。在每个样点面积约 #"" -! 的

范围内，用 &% -5 圆筒形采样器依棋盘式采样

法采集 " ) % 6- 土壤层土样 !% 个并进行相关

记录［&］。

图 ! 白水江自然保护区土壤肉鞭虫采样点

$%&’ ! ()*+,%-& .%/0. 12 .1%, )*103)0 )-4 2,)&0,,)/0. %- /50 6)/%1-), 6)/780 90.08:0 12 ;)%.57%<%)-&
&7 堡子坪；!7 邱家坝；+7 铁楼寨；#7 上丹；%7 丹堡；$7 大岭梁；*7 攀葛河；/7 七信沟；.7 关头；&"7 柏元；&&7 旧香坪；&!7 黑

阴沟；&+7 碧峰沟白果；&#7 石龙沟；&%7 中庙；&$7 三仓楚家坝；&*7 盘底铁炉沟。

&7 89:;<;=>；!7 ?;9@;ABA；+7 C;D5E9:,A;；#7 F,A=>GA=；%7 HA=B9；$7 HA5;=>5;A=>；*7 IA=>D,D；/7 ?;J;=>E9；.7 K9A=LE9；&"7 8EM9A=；&&7

1;9J;A=><;=>；&!7 ND;M;=>E9；&+7 8;OD=>>E9BA;>9E；&#7 F,;5E=>>E9；&%7P,E=>-;AE；&$7 FA=6A=>6,9@;ABA；&*7 IA=G;L;D59>E97

"#" 室内工作方法

"#"#! 样品预处理 土样带回实验室后，倒入

白瓷盘中，自然风干。此过程需防止外界空气

中的肉鞭虫包囊进入土样中。

"#"#" 培养和鉴定 鞭毛虫的培养：每份风干

土样取 &" ) %" > 于培养皿中，用“非淹没培养

皿法”（=E=QO5EEGDG <DLR; G;S, -DL,EG）［!］于光照培

养箱中在 !%4 左右的温度下培养。每份土样

重复培养若干次，直到未出现新见物种为止。

肉足虫采用 ! 种方法进行培养：（&）同鞭

毛虫的培养；（!）同沈韫芬［+］方法。

培养后第 # G 开始镜检，物种鉴定采用活

体观察法，鉴定参考资料见参考文献［# ) !/］。

"#"#= 物种相似性系数计算 用 1A66ARG 相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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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系数公式 ! ! " "# # $ $ " 计算物种相似性系

数（%&’(()%)’*+ &( ,)-)./0)+1 &( ,2’%)’,），式中，! 为

相似性系数，#、$、" 分别为 / 地物种数、3 地物

种数和 /、3 两地共有物种数。 ! 值在 4 5 4678
范围内为极不相似，在 4678 5 468 范围内为中

等不相似，在 468 5 4698 范围内为中等相似，在

4698 5 :64 范围内为极为相似。

! 结 果

在白水江自然保护区土壤中共鉴定到肉鞭

虫 ;< 种，隶属于 7 亚门 8 纲 := 目 =7 科 <> 属

（表 :）。其中，鞭毛亚门（?/,+)@&2A&0/）和肉足

亚门（B/0%&C)*/）各 <7 种。在鞭毛亚门中，植鞭

纲（DA1+&-/,+)@&2A&0’/）:; 种，占保护区鞭毛虫

物种总数的 <76;EF；动鞭纲（G&&-/,+)@&2A&0’/）

7< 种，占 896:<F。 肉 足 亚 门 中，叶 足 纲

（H&3&,’/）=< 种，占保护区肉足虫物种总数的

;46>8F；丝足纲（I).&,’/）= 种，占 96:<F；太阳

纲（J’.)&K&’/）8 种，占 ::6>:F。

从目 级 水 平 看，鞭 毛 亚 门 中，动 基 体 目

（L)*’+&2./,+)C/）的物种所占比重最大，计有 :9
种，占保护区鞭毛虫物种总数的 <46<;F；眼虫

目（MN@.’*)C/）次之，计有 :4 种，占 7=6;:F；金

滴目（OA01,&-&*/C)C/）、泥生目（D’.&3)&*+)C/）、隐

滴目（O012+&-&*/C)C/）和团虫目（P&.Q&%)C/）各有

8 种、= 种、7 种和 : 种，分别占 ::6>:F、96:<F、

<69EF 和 76=;F；此外，目、科级水平分类地位

未定的鞭毛虫物种有 < 种，占 >687F。

肉足亚门中，变形目（R-&’3)C/）的物种所

占比重最大，计有 7: 种，占保护区肉足虫物种

总数的 84F；表壳目（R0%’..)*)C/）次之，计有 :4
种，占 7=6;:F。裂芡目（B%A)K&210’*)C/）和网足

目（S0&-))C/）各有 = 种，分别占 96:<F；太阳目

（R%+)*&2A01)C/）和 中 阳 目（O’*+0&A’.)C/）各 有 7
种，分 别 占 <69EF；结 球 目（T’,-&+A&0/%)C/）:
种，占 76=;F。

鉴定到的 ;< 种肉鞭虫中，计有 7 个未定名

种和 7= 个国内土壤肉鞭虫新纪录种（表 :）。

表 " 白水江自然保护区土壤肉鞭虫物种

#$%&’ " ()’*+’, -. ,-+& $/-’%$’ $01 .&$2’&&$3’, +0 34’ 5$3+-0$& 5$367’ 8’,’79’ -. :$+,46+;+$

!!

02

原生动物亚界 D0&+&K&/ 袋鞭科!! D’0/*’-/%)C/’
肉鞭门 B/0%&-/,+)@&2A&0/ 袋鞭虫属!! %&’#(&)#
鞭毛亚门 ?/,+)@&2A&0/ 三角袋鞭虫 % 6 *’+",-.,-’/)!! "
植鞭纲 DA1+&-/,+)@&2A&0’/ 异丝虫属!! 0&*&’-(&)#
隐滴目 O012+&-&*/C)C/ 多形异丝虫 0 6!! .-12)-’.,/)

环滴科 S&*)&-&*/C)C/’ 扭曲异丝虫 0 6 *-’*/)!! "
环滴虫属 3-(+-)-(#4 盘形异丝虫 0 6!! 5+4"-)-’.,/)
平截环滴虫 3 6 *’/("#*# 楔滴科!! B2A’*&-&*/C)C/’

隐滴科 O012+&-&*/C)C/’ 沟滴虫属!! %&*#1-)-(#4
隐滴虫属 6’2.*-)-(#4 中沟沟滴虫 % 6!! )&5+-"#(&11#*#
卵形隐滴虫 6 6 -7#*# 异鞭虫属!! 8(+4-(&)#

团虫目 P&.Q&%)C/ 广卵异鞭虫 8 6 .’-49&-$+/)!! "
衣滴科 OA./-1C&-&*/C)C/’ 右旋异鞭虫 8 6 5&:+-*#:/)!! "

绿梭虫属 6,1-’-9-(+/) 金滴目!! OA01,&-&*/C)C/
长绿梭虫 6 6 &1-(9#*/)" 棕鞭科!! U%A0&-&*/C)C/’

眼虫目 MN@.’*)C/ 泡虫属!! ;./)&11#
双鞭科 MN+0’2+))C/’ 点泡虫 ; 6 9/**/1#!! "

双鞭虫属 </*’&.*+# 小泡虫 ; 6!! )+(+)#
绿双鞭虫 < 6 7+’+5+4 " 延长泡虫 ; 6 &1-(9#*#!! "

眼虫科 MN@.’*)C/’ 屋滴虫属!! =+>-)-(#4
漂眼虫属 84*#4+# 气球屋滴虫 = 6!! *&’)-
漂眼虫属一种 8 6 ,26 # 吻屋滴虫 = 6 ’-4*’#*#!! "
尾漂眼虫 8 6 >1&$4+ 动鞭纲 G&&-/,+)@&2A&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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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

!

泥生目 "#$%&’%()’*+ 柏马氏虫 ! ,!! "#$%&’’(
鞭变形科 -+.)’/+0%#&’*+# 裴氏马氏虫 ! ,!! $&)(%*+

鞭变形虫属 !(’,+-(./&0( 双角马氏虫 ! , 0+"/%)+1%/)’!! "
蛞蝓鞭变形虫 ! , 2+.(3 杆变科!! 1#2’$$’3#4’*+#
小鞭虫属 !(’,+-&22( 钻变虫属!! 45052(./&0(
裴氏小鞭虫 ! , $&)(%*+" 剑钻变虫 4 , ’($6+%+)(!! "
易变小鞭虫 ! , "/..5,()’ 颤变虫属!! 7’"+22/’+-)5.

动基体目 5’(#)%6$+.)’*+ 象鼻颤变虫 7 , $%/0/’"+*+5.!! "
波豆科 7%*%(’*+# 哈氏科!! 8+4)0+((#$$’*+#

波豆虫属 8/*/ 囊变虫属!! 4(""(./&0(
鼻波豆虫 8 , %/’,%(,5’" 蛞蝓囊变虫 4 ,!! 2+.(3
侧扁波豆虫 8 , "/.$%&’’5’ 瓦可拉囊变虫 4 ,!! 9(:522(
纺锤形波豆虫 8 , 15’+1/%.+’" 珊瑚囊变虫 4 , -/%-/)+(!! "
钩刺波豆虫 8 , 5)"+)(,5’ 卡变虫属!! ;(’6+(
可变波豆虫 8 , <(%+(0+2+’ 蛞蝓状卡变虫 ; ,!! 2+.("/+*&’
梨形波豆虫 8 , &*(3 蒲变科!! 1+((#$$’*+#
卵形波豆虫 8 , /<(,5’ 蒲变虫属!! =())&22(
慢行波豆虫 8 , %&$&)’ 平足蒲变虫 = ,!! $2(,#$/*+(
球形波豆虫 8 , -2/0/’5’ 奇异蒲变虫 = ,!! .+%/+*&’
软波豆虫 8 , 2&)’ 盘变虫属!! >+’"(./&0(
三角波豆虫 8 , ,%+()-52(%+’ 点滴盘变虫 > ,!! -5,,52(
尾波豆虫 8 , "(5*(,5’ 扇变科!! 9$+&#$$:$’*+#
小波豆虫 8 , .+)+.5’ 罗氏虫属!! ?/’"525’
易变波豆虫 8 , .5,(0+2+’ 直罗氏虫 ? ,!! +,6("5’
窄波豆虫 8 , ()-5’,5’ 晶盘科!! 8;+$%*’.<’*+#
吻滴虫属 ?6#)"6/./)(’ 焰变虫属!! @2(.&22(
鼻吻滴虫 ? , )(’5,( 枸橼焰变虫 @ , "+,%&)’+’!! "
侧滴虫属 A2&5%/./)(’ 甲变科!! =>#<+0%#&’*+#
跳侧滴虫 A , B("52()’ 甲变虫属!! C6&"(./&0(

动鞭纲分类地位未定属 ?#(#4+ %3 :(<#4)+’( )+2%(%0’< 四线甲变虫 C ,!! D5(*%+2+)&(,(
6%.’)’%( %3 @%%0+.)’/%6>%4#+ 匀变虫属!! 4($$+)+(
双鞭滴虫属 E.$6+./)(’ 双核匀变虫 4 ,!! *+$2/+*&(
球双鞭滴虫 E , -2/0/’( 刺变科!! A<>’(+0%#&’*+#
尾滴虫属 ;&%"/./)(’ 刺变虫属!! F"6+)(./&0(
活泼尾滴虫 ; , (-+2+’ 树刺变虫 F ,!! ’+2<&’,%+’
卵形尾滴虫 ; , /<(,5’ 裂芡目!! B<>’C%6;4#(’*+
叶鞭虫属 A6#22/.+,5’ 简变科!! 1+>$D+063’’*+#
波动叶鞭虫 A E 5)*52()’ 简变虫属!! =(62:(.$1+(

肉足亚门 B+4<%*’(+ 哈氏简变虫 = , 6(%,.())+!! "
叶足纲 F%&%.#+ 简变虫属一种 = , .6,!! #
变形目 G0%#&’*+ 简简变虫 = ,!! <(62:(.$1+(

变形科 G0%#&’*+# 表壳目!! G4<#$$’(’*+
变形虫属 E./&0( 表壳科!! G4<#$$’*+#
大变形虫 E , $%/,&5’ 表壳虫属!! E%"&22(
毛变形虫属 C%+"6(./&0( 弯凸表壳虫 E ,!! -+00/’(
绒毛变形虫 C , <+22/’( 三角嘴科!! =4’/(%6;2’*+#
后卓变虫属 !&,("6(/’ 三角嘴虫属!! C%+-)/$#3+’
盘状后卓变虫 ! , *+’"/+*&’ 小匣三角嘴虫 C ,!! (%"52(
微小后卓变虫 ! , *+.+)5,+<5. " 法帽科!! ">4;/+(#$$’*+#

拟变形科 "+4+0%#&’*+# 法帽虫属!! A6%#-()&22(
马氏虫属 !(#/%&22( 半球法帽虫 A , 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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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

!
尖足法帽虫 ! " "#$%&%’(" 三足虫属!! )$(*+,"

砂壳科 #$%%&’($$)*+ 斜口三足虫 ) "!! +*#-+./0
砂壳虫属 1(22.34(" 太阳纲!! ,+&$-.-+*
褐砂壳虫 1 " "5+.."*" 太阳目!! /01$2-3456$)*
尖顶砂壳虫 1 " "#3,(*"6" " 太阳科!! /01$2-3456$)*+
球形砂壳虫 1 " 4.%73.%0" 太阳虫属!! 8#6(*%&-$/0

梨壳科 7+8+&$)*+ 放射太阳虫 8 "!! 0%.
梨壳虫属 9+7+." 光球虫属!! 8#6(*%0&-"+$(3,
齿口梨壳虫 9 " ’+*6(06%," 轴丝光球虫 8 "!! +(#--%$*(
颈梨壳虫 9 " #%.."$(0 中阳目!! 9+215-4+&$)*

螺足科 9-04&$-3-)$$)*+ 刺日科!! :*34$)$-3456$)*+
螺足虫属 :%#-.(%&%’(3, 刺日虫属!! ;"&-(’(%&-$/0
双缘螺足虫 : " 7(.(,7%03, " 绿刺日虫 ; " 5($(’(0!! "

丝足纲 ;$&-<+* 刺胞科!! /0*214-06<1$)*+
网足目 =5->$$)* 刺胞虫属!! 8#"*6-%#/06(0

曲颈科 9634-)+5$$)*+ 全棘刺胞虫 8 "!! &"*6%&%’"
曲颈虫属 :/&-%’+$(" 结球目!! #+<>-14-5*0$)*
坛曲颈虫 : " ",&3.." 孔锤科!! 9&*145’&$2$)*+

鳞壳科 ?’(&634$)*+ 孔锤虫属!! :."6-$3.(*"
鳞壳虫属 <34./&-" 华丽孔锤虫 : " +.+4"*0!! "
矛状鳞壳虫 < " ."+5(0

# 未定名种；" 国内土壤肉鞭虫新纪录种。# ’2@2-A2 <3+0$+<；" 2+A 5+0-5)< -% <-$& *>-+8*+ *2) %&*(+&&*1+< $2 94$2*"

! 讨 论

!"# 保护区土壤肉鞭虫物种多样性特征

!"#"# 物种丰富 通过与中国 B 个典型地带 C
个采样区———海南尖峰岭、云南西双版纳、湖南

衡山、浙江西天目山、湖北神农架、湖北武昌珞

珈山、北京小龙门、吉林长白山和青海海北土壤

肉鞭虫物种多样性的研究结果［DE，DF G DH］以及甘

肃麦积山风景名胜区土壤肉鞭虫物种多样性的

研究结果（待报道）进行比较可以看出，白水江

自然保护区土壤肉鞭虫物种除了比麦积山风景

名胜区的略少外，比我国以上其他各地的都丰

富（图 D）。

!"#"$ 特有和稀有物种较多 在所鉴定到的

IJ 种肉鞭虫中，未定名种和国内土壤新纪录种

总计占肉鞭虫物种总数的 DC"HKL，表明保护

区土壤肉鞭虫群落中存在着较多的特有和稀有

物种。

!"#"% 物种组成具有独特性 表 D 给出的是

根据 M*00*5) 相似性系数公式计算得到的白水

江自然保护区与湖北神农架、海南尖峰岭、青海

海北、湖北武昌珞珈山、吉林长白山、北京小龙

门、云南西双版纳、浙江西天目山、湖南衡山及

甘肃麦积山风景名胜区土壤肉鞭虫物种的相似

性系数。可以看出，保护区土壤肉鞭虫的物种

除了与麦积山风景名胜区和衡山的为中等不相

似外，与我国其他地区的均为极不相似，表明保

护区土壤肉鞭虫的物种组成具有独特性。

一般认为，马氏虫属（="/%$+.."）的种类在

土壤中没有分布，因为它们不能形成包囊［DC］。

但在白水江自然保护区土壤中鉴定到了马氏虫

属的 F 个种———柏马氏虫（= " #/&$+00"）、裴氏

马氏 虫（ = " &+*"$’( ）和 双 角 马 氏 虫（ = "
7(#%$*(2$%*0）。土壤原生动物在生理学上的适应

性除 形 成 包 囊 之 外，还 有 一 种 处 于 间 生 态

（*2*8$-<$<）的适应现象［DC］，马氏虫属的种类虽

然不能形成包囊，但很有可能存在间生态适应

现象，因而也能在土壤中生存。这方面的问题

还有待于进一步研究。

!"$ 物种多样性与保护区自然环境的关系

环境的复杂性和特殊性是生物多样性的基础。

白水江自然保护区自然环境的复杂性和特殊性

·BI·J 期 宁应之等：甘肃白水江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土壤肉鞭虫物种多样性



图 ! 全国各地土壤肉鞭虫物种数

"#$% ! &’()*+ ,- ./*0#*. ,- .,#1 2(,*)2* 234 -12$*1125*. #3 62+#,’. 2+*2. ,- 78#32
!"#$ 甘肃麦积山风景名胜区；%#"$ 甘肃白水江自然保护区；&#$ 湖南衡山；’(!#$ 浙江西天目山；)%#$ 吉林长白山；’*!$ 北

京小龙门；’#%+$ 云南西双版纳；,&&%$ 青海海北；"-*$ 海南尖峰岭；*"#$ 湖北珞珈山；#+"$ 湖北神农架。

!"#$ ./0 #10231 #45.6 728 &36.5931 #3.06 5: !73;36/72，<726=；%#"$ ./0 +7.3527> +7.=90 ?0609@0 5: %736/=3;372A，<726=；&#$ &02A6/72，&=272；

’(!#$ ’3.372B=6/72，C/0;372A；)%#$ )/72AD736/72，"3>32；’*!$ ’375>52AB02，%03;32A；’#%+$ ’36/=72AD7227，E=2272；,&&%$ &73D03，

,32A/73；"-*$ "372:02A>32A，&73272；*"#$ *=5;376/72，&=D03；#+"$ #/02252A;37，&=D03$

表 ! 白水江自然保护区与中国其他地区土壤肉鞭虫物种相似性系数

92)1* ! 7,*--#0#*35 ,- .#(#12+#5: )*5;**3 58* ./*0#*. ,- .,#1 2(,*)2* 234 -12$*1125*. #3 58* &25#,321
&25’+* <*.*+6* ,- =2#.8’#>#23$ 234 #3 ,58*+ 2+*2. ,- 78#32

采样地区

#7B4>32A 79076
物种数

+=BD09 5: 6401306

与白水江自然保护区共有的物种数

+=BD09 5: 15BB52 6401306 F3./ ./0 +7.3527>
+7.=90 ?0609@0 5: %736/=3;372A

相似性系数

)50::31302. 5:
63B3>793.G

湖北神农架

#/02252A;37，&=D03
HI J K$KJL

海南尖峰岭

"372:02A>32A，&73272
HM LL K$LKJ

青海海北

&73D03，,32A/73
NN LH K$LLI

湖北武昌珞珈山

*=5;376/72，&=D03
HM LI K$LIN

吉林长白山

)/72AD736/72，"3>32
OK LP K$LIO

北京小龙门

’375>52AB02，%03;32A
IP LP K$LIJ

云南西双版纳

’36/=72AD7227，E=2272
IH LM K$LQP

浙江西天目山

’3.372B=6/72，C/0;372A
OL HL K$LMI

湖南衡山

&02A6/72，&=272
OI HM K$HOO

甘肃麦积山风景名胜区

(/0 #10231 #45.6 728 &36.5931 #3.06
5: !73;36/72，<726=

JK IH K$NL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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孕育了丰富而独特的土壤肉鞭虫物种多样性。

保护区地形地貌复杂，复杂的地形地貌导

致陆地生态环境复杂而特殊，从而导致土壤肉

鞭虫物种多样性丰富而独特。保护区气候属于

北亚热带山地气候，气候温暖湿润，雨量充沛，

是甘肃省热量、水分条件及其组合最佳的地区，

优越的气候条件孕育了丰富的土壤肉鞭虫物种

多样性。保护区地处北亚热带和暖温带过渡地

带，属于典型的生物群落交错区，边缘效应使得

保护区土壤肉鞭虫物种多样性丰富并具有独特

性。保护区植被类型复杂，有常绿阔叶林、常绿

落叶阔叶混交林、落叶阔叶林、针阔混交林、亚

高山针叶林、高山灌丛草甸等植被类型，森林覆

盖率高达 !"#$%&，复杂的植被类型和高的森

林覆盖率无疑为土壤肉鞭虫物种多样性的发展

提供了良好条件。保护区的土壤以山地森林土

壤为主，有山地黄棕壤、山地棕壤、山地暗棕壤、

亚高山草甸土、高山草甸土等类型，属酸性土

壤，’( 在 )#$ * +#, 范围内，土壤肉鞭虫，尤其

是肉足虫物种多偏好于在酸性土壤环境中生

存。

致谢 白水江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为采样

工作提供了方便，在此深表谢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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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君山自然保护区四川山鹧鸪繁殖巢址记述"

四川山鹧鸪（,"-#"#./’*0 "12’.%3)1&）是中国特产珍稀鸟类，国家!级重点保护动物，被列为全球濒危物种。

四川山鹧鸪分布范围极其狭窄，仅存于四川南部及云南东北部海拔 % --- * ! !-- > 处的低山亚热带阔叶林中。

四川山鹧鸪繁殖资料仅在 !- 世纪 &- 年代有过 ! 例记录（李桂垣，%&&!），之后未见报道。

!--) 年 , 月 ’ 日，在四川省屏山县老君山自然保护区老君寨附近发现一个四川山鹧鸪巢。巢址生境为常绿阔

叶林林缘灌丛，为原始常绿阔叶林被砍伐后，林下竹类迅速生长形成，主要灌丛种类为石竹（405-1&0 188#）。该巢

筑在林缘灌丛地带的地面上，距小路约 % >，巢上方郁闭度约为 -D&，巢址海拔高度为 % ’’+ >，EF6 为北纬 !’G"%H"%#
,I，东经 %-(G,&H!-D,I。巢为球形，以枯竹叶和少量细枯枝编织而成，侧面开口，巢口径为 %-D( @> J %+D, @>，巢深为

%+D’ @>，巢高约为 %’D’ @>。发现时巢口附近有大量四川山鹧鸪雄鸟羽毛，推测雄鸟在巢附近被捕食，连续观察 ( =
后发现雌鸟已弃巢。巢内有 , 枚卵，卵壳纯白色，大小分别为 "%D" >> J (!D- >>、"!D! >> J ((D! >>、"(D- >> J
(!D( >>、"(D( >>J ("D! >> 和 "-D’ >>J (!D( >>，卵的重量分别为 !-D" A、!(D+ A、!!D- A、!(D! A 和 !%D% A。

经检验，, 枚卵胚胎发育阶段相似，肌肉、脚、爪、翅和喙等外部器官出现，头大，全身粉色并被有黑色绒毛，推

测已进入孵卵后期。以往报道四川山鹧鸪筑巢于原始阔叶林地面，且常紧靠枯树根部，而此巢在林缘灌丛地带，推

测四川山鹧鸪对灌丛生境具有一定的适应能力。

$ %&’() *’)+ ’, )&+ *+-) ’. )&+ %/0&12, 32()(/45+
2) 62’71,-&2, *2)1(+ 8+-+(9+，%/0&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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