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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蒙古东部地区貉食性初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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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2007 年 8~ 10 月、2008 年 3 ~ 7 月在内蒙古达赉湖自然保护区共收集到 130 份貉 ( Nyctereutes

procy onoides )的粪便,采用粪便分析法中的频率法和剩余物相对干重法对其进行分析。貉的食物主要是

鸟类(出现率 39 81% ,剩余物相对干重百分比 52 60% )和啮齿类(出现率 22 69% ,剩余物相对干重百分

比25 85% ) , 其次为昆虫(出现率 26 39% , 剩余物相对干重百分比 13 32% )、植物(出现率 7 41% ,剩余

物相对干重百分比 1 39% )、鱼类 (出现率 2 31% , 剩余物相对干重百分比 5 79% ) 及虾类 (出现率

0 93% ,剩余物相对干重百分比 0 85% ) , 软体动物(出项率 0 46% , 剩余物相对干重百分比 0 20% )极

少,未见到大型有蹄类动物出现。本文还对两种粪便分析法所得的结果进行了比较,发现这两种方法对

貉食物种类的分析评述上无显著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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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Diet composition of Raccoon Dog ( Nyctereutes procyonoides ) was checked by analyzing 130 Raccoon Dog

dung collected from August 2007 to July 2008 in the Dalaihu Nature Reserve, inter Mongolia China. Both percentage

occurrence and percentage of relative weight of remains were measured for analysis. Birds ( 39 81% occurrence vs.

52 60% relativeweight) and rodents ( 22 69% occurrence vs. 25 85% relative weight) were the major food items of

Raccoon Dog . Other food item components were insects ( 26 39% occurrence vs. 13 32% relative weight) , plants

( 7 41% occurrence vs. 1 39% relative weight) , fishes ( 2 31% occurrence vs. 5 79% relative weight) , shrimps

( 0 93% occurrence vs. 0 85% relative weight) , and mollusk ( 0 46% occurrence vs. 0 20% relative weight) .

Ungulates were not found in the dung . The results from both measurements were not difference, both of them can be

used on analysis of food items of Raccoon Do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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貉 ( Nyctereutes procyonoides )起源于亚洲东

部地区,主要分布在西伯利亚、中国、朝鲜、日本

以及越南北部
[ 1, 2]
。貉的食性很杂,主要捕食鼠

类、鱼类等小型动物,此外植物的果实和根茎也

是其食物来源
[ 3]
。分布于内蒙古东部地区的貉

在冬季由于严寒和食物缺乏, 会选择冬眠来抵

御这些不利条件,待天气转暖的时候再出来觅

食
[ 4]
。本研究采用粪便分析法对采集于达赉湖

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北纬 47!45∀50#~ 49!20∀20#,



东经 116!50∀10#~ 118!10∀10#)的 130份貉的粪

便进行分析,确定其食物组成。

1 研究地点与方法

1 1 研究地点 达赉湖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位

于内蒙古自治区东北部, 呼伦贝尔盟西部,保护

区总面积740 000 hm
2
。地形主要以低山丘陵,

冲积平原及沿湖、沿河低洼地为主。主要的植

被类型有典型草原植被、沙生植被、盐生草甸、

沼泽植被、草甸植被等。动物资源包括鸟类、哺

乳类、鱼类、昆虫及软体动物。

1 2 粪样收集 野生状态下, 貉主要在洞穴附

近的固定地点排粪。2007年 8~ 10 月和 2008

年3~ 7月,利用雪地跟踪和沙地跟踪, 在研究

地区寻找到了 8个貉的固定排粪地点。每隔一

周收集粪便一次,利用保鲜袋收集粪便,风干保

存,共收集到 130份貉粪便样品。

1 3 实验分析 利用粪便分析法中的相对频

率法和剩余物相对干重法
[ 5,6]
对貉的食性进行

分析研究。粪便在恒温烘干箱内 80 ∃ 干燥 72

h,称重。在干燥条件下直接用镊子、解剖针等

工具,对粪样进行仔细分离。对不同成分,如兽

毛、鸟羽、骨骼、牙齿、头骨、爪趾、昆虫碎片及植

物种子等进行分类, 鉴别后按种类用电子天平

分别称干重(精确至 0 1 g)。在 10倍放大镜下

观察收集来的毛发和羽毛的长度、厚度、形状及

颜色, 采用胶水制作法制作毛鳞片压膜片
[ 7]
, 然

后在显微镜下对照在本研究地区收集的已知物

种的毛发鳞片对照膜片进行鉴定, 确定食物种

类。鸟类和小型啮齿类未鉴定到种。

1 4 数据统计分析 由于多数粪样都含有两

种以上的食物种类, 因此采用相对出现频率来

统计各种食物类型出现的频率。即各种食物在

每一粪样中只要出现, 其出现频次即算作一次,

汇总后, 各食物出现频次与总频次的百分比作

为各食物的出现频率。在剩余物相对干重法

中,非兽类食物的剩余物干重由直接分离出的

残留物称重获得, 兽类食物的剩余物干重由直

接鉴别分离出的残余物干重、不可区分的兽类

残余物相对干重及兽毛的相对干重之和得来。

对频率法和剩余物相对干重法所得出的食物种

类的序位进行Spearman等级相关性检验。

2 结果与分析

2 1 貉的食谱组成 对 130个粪样利用频率

法和剩余物相对干重法进行分析, 结果见表 1。

鸟类(出现率 39 81% ,剩余物相对干重百分比

52 60% )和啮齿类动物(出现率 22 69%, 剩余

物相对干重百分比 25 85% )构成了貉食物的

主体,昆虫(出现率 26 39% , 剩余物相对干重

百分比 13 32% )、植物(出现率 7 41% , 剩余物

相对干重 百分比 1 39% )、鱼类 ( 出现率

2 31%,剩余物相对干重百分比 5 79%)、虾类

(出现率 0 93%, 剩余物相对干重百分比

0 85%)是貉次要的食物种类, 而软体动物 (出

现率 0 46%, 剩余物相对干重百分比 0 20% )

在食谱中所占比例最小。

表 1 貉的食谱组成

Table 1 Diet composition of Nyctereutes procyonoides

种类

Species

频率法 Frequency of occurrence 剩余物相对干重 Relative weight of remains

出现次数

Occurrence

频率( % )

Frequency

序位

Rank

剩余物相对干重( g)

Relative weight of remains

百分比( % )

Percentage

序位

Rank

鸟类 Birds 86 39 81 1 813 4 52 60 1

啮齿类Rodents 49 22 69 3 399 7 25 85 2

昆虫 Insect s 57 26 39 2 206 0 13 32 3

植物Plants 16 7 41 4 21 5 1 39 5

鱼类Fishes 5 2 31 5 89 5 5 79 4

虾类 Shrimps 2 0 93 6 13 2 0 85 6

软体动物Mollusks 1 0 46 7 3 0 0 20 7

总计Total 216 100 00 1 546 3 100 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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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2 频率法和剩余物相对干重法比较 对采

用频率法和剩余物相对干重法分析得到的貉食

物种类的序位结果进行 Spearman 等级相关性

检验,证明这两种方法对食物种类的分析评述

无显著差异( P = 0 003, n = 7) , 这两种方法的

相关系数为 0 929( P< 0 01, 2 tailed) , 即二者

极显著相关。啮齿类的频率序位低于剩余物相

对干重的序位级别, 昆虫和植物频率序位高于

剩余物相对干重序位级别,这说明频率法容易

低估较大型食物种类,而高估小型食物种类。

两种方法的比较结果说明, 在貉这种杂食

性捕食者的食性分析过程中, 频率法不能很好

地体现各种食物类型在食谱中的相对重要性,

但这种方法简单易行, 并且能清楚地反映出捕

食者吃什么以及吃的次数,一定程度上表明其

喜食程度。剩余物相对干重法可以反映出各种

食物种类在捕食者食谱中的相对重要性, 但由

于捕食者对不同食物有不同的消化率,使得粪

样中剩余物的干重大小不能清晰地反映出捕食

者的食量。

作为一种杂食性动物, 貉对食物有广泛的

选择性。小型啮齿类动物、鸟类、植物和昆虫是

貉食谱中常见的食物类别。此外, 鱼、虾和软体

动物也是貉的食物种类。在欧洲, 貉的主要食

物成分是啮齿类动物、昆虫、两栖动物等, 还发

现貉取食鸟蛋
[ 8]
。而本研究中鸟类、啮齿类以

及昆虫构成了主体, 这是由于达赉湖地区鸟类

和啮齿类动物资源十分丰富, 而两栖动物则非

常稀少,因而造成了食性的差异。我们在貉洞

附近发现了残余的鸟类蛋壳, 尽管未在粪便中

发现蛋壳的残余,但我们认为貉也取食鸟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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