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奇和哲蚌寺，云南省会泽县的野马林场，贵州省 

的普安县，四J1【省的南充县，有关资料都记录了 

历史上有黑颈鹤，而今，这些地区有的成了人类 

生活的闹市，有的则变成了农田，有的则因大量 

农药的施放使环境遭受破坏无法生息而远走他 

乡。在西藏、云南和四J】【考察期间，我们还见到 

听到当地汉族居民恣意猎杀、检蛋破坏黑颈鹤 

生息繁衍 的现象 十分严重。 

3．对于黑颈鹤的保护宣传工作仅限于大中 

城市和自然保护区，没有深入到所有黑颈鹤栖 

息的边远地区。保护区在实施保护措施并非得 

力，处理不好保护区与周围农民和牧民的关系 ， 

导致有保护区而没有行之有效 的保 护 管 理 办 

法。如贵州草海，1 982—1 984年在此越冬的黑 

颈鹤多达 300只以上，使之成为我国黑颈鹤数 

量最大最集中的越冬地。但是到了 1985年，湖 

泊周围的农民将耕地扩大到已复苏的湿地，相 

应减少了黑颈鹤的越冬栖息面积，这样近两年 

到草海越冬的黑颈鹤只有 223只左右，比高峰 

年减少了近百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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颈 长 尾 雉 

丁 平 诸 葛 阳 
(杭 州 大 学 生 物 系) 

摘要 白颈长尾雉分布于长江以南、北纬 2}一3l。的华东和华南地区，多栖于海拔3o0—8oo米的 

山谷林地内 ，以阔叶林和混交林为其 最适栖息地。 

白颈长尾雉通常 3—4只威小群活动 ，其 活动以早晚为主，井形成两 个 日瑶动高峰。 当然谈雉的话 

动受到气候条件、食物基地、季节变化和人类活动等因素影响。 

由于 滥捕乱猎稀栖息地的破坏，白颈长尾雉的数量 十分稀少，已处于濒危状态。 

白颈长尾雉 (Syrma~icus ellioti)俗称横 

纹背鸡，该雉喜地面活动，故又名地鸡，它属于 

我国特产珍稀雉类，同时也是名贵的观赏鸟类。 

由于长期的盲 目猎捕稻森林破坏，致使该雉的 

数量逐年减少， 目前设准 已被列为国家一类保 

护动物。 

早在 1 872年 Swinhoe在我国的浙江和安 

徽南部发现 白颈长尾难。接着 David(1873)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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斑 福建北部发现该雉，次年他首次将话体白颈 

长尾雉带到巴黎博物 动 物 匿 进 行 人 工 饲 养。 

】879年 Jamrach将一对白颈长尾雉§【入欧洲， 

并于 】880年在巴黎第一次人工繁殖成功。1 882 

年 Jamrach再次从我国引入 4只雄雉 和 6只 

雌雉，并且很快就建起白颈长尾雉的人工种群， 

个体不断增加。但经过第二次世界大战，白颈 

长尾雉在欧洲的数量已经非常稀少。而在欧美 

和国内许多动物园都有饲养和繁殖的记录。 

尽管 白颈长尾雉的发现和人工饲养繁殖已 

有 1 O0多年的历史，但人们对它的生态 习性了 

解甚少，对其野外的生态学研究尚未有过全面 

系统的工作。因此开展对白颈长尾雉的研究很 

有 必要，并可为该雉的保护提供科学依据，对于 

恢 复和发展种群，拯救濒危物种具有重要意义。 

l983一】986年怍者曾对 白颈长 尾 雉 的 生 

态进行了近三年的研究，现结合国内外有关资 

料就白颈长尾雉的有关生态学 问冠作一简单概 

述 。 

一

、 分 布 

白颈长尾雉分布于长江 以南 ， 北 纬 24— 

31。的华东和华南地区 ，在江西、安徽南部 、浙 

江 、福建、广东和广西等地均有分布。其中皖、 

渐 、赣三省的主要产地有歙县 、太平、旌德 、祁 

门、石台、绩溪 、宁国 、贵池、临安 、淳安 、开化 、龙 

游、衢县、丽水 、遂 昌 ．龙泉、云和、景宁 、泰顺 、天 

台、余姚、奉化 、武宁 、梅岭(南昌市郊)和井岗山 

等地。 

1500米左右的高山地带。 

二、栖 息 环 境 

白颈长尾雉可以多种环境作为其 栖 息 地， 

而且不同的垂直分布带白颈长尾雉所俩息的环 

境也不相同。 

根据李炳华 (I985)在皖南地区的 研 究 表 

胡 ，白颈长尾雉的常年栖居环境按照垂直分布 

· 4● · 

带可 分 为三 种 类型。1．山地 灌丛 ：海拔在 300⋯ 

500米之间，该地带地势平缓、环境复杂 、其植 

被主要以灌丛为主，同时 间有少量的乔木和竹 

林，地被层具宣苔藓 ．蕨类以及禾本科植被等， 

一 般冬季和早春 ，该雉主要在 此生境内栖息和 

活动。2阔叶林、混交林和针叶林带：海拔约 

500—1000米 ，该地带食物丰富、活动范围广，加 

之具有良好的郁闭度和灌木层，为繁殖提供了 

极为有利的条件。3．高山林带：海拔在 1O00— 

1500米左右，此处是 白颈长尾雉秋季觅食的主 

要场地。 白颈长尾雉常年多在上述三种生境中 

活动，随季节和食物的变化，该雉出现明显的季 

节性垂直迁移。 

但是 ，作者在浙江西部山区的调查表明，该 

雉在某些地区不存在明显的季节性垂 直 迂 徙。 

同时还发现尽管阔叶林 、针阔混交林 、针叶林 、 

竹林等不同的植被类型均可作为白颈长尾雉的 

栖息地 、然而该雉对不同的林相适宜性存在差 

异。 

怍为白颈长尾雉重要活动场所的阔叶林和 

混交林 ，它含有丰富的食物资源和适宜的栖止 

点，是白颈长尾雉的主要食物基地和夜宿地，也 

是该雉繁殖和栖息的理想场所。针叶林和竹林 

具有良好的隐蔽条件，可作为该雉的活动地，只 

有在林内具有能提供丰富食物的灌木，草丛等 

地被层的存在 ，才可作为该雉的栖息地。因此 

阔叶林和混交林是白颈长尾雉的最适栖 息 地， 

而针叶林和竹林等为次适栖息地。 目前由于阔 

叶林和混交林受人为影响，其数量稻面积 日益 

减少，白颈长尾雉愈来愈难以获得这种优越的 

生境，使其逐步地转移至针叶林等其他类型的 

次要生境中去，并且逐渐地适应于在该生境内 

栖息和繁殖。 

白颈长尾雉不仅对栖 息地的植被类型具有 

一 定的要求，而且其栖 息地一般还具备下列特 

征：1．群落乔木层盖度较大 ，一般应在 9o形 左 

右；不能低于 5O％；2．具有良好的隐蔽 条件和 

夜宿地；3．具有不同类型的食物基地和丰富的 

食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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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活 动 习 性 

白颈长尾雉性情机警，感觉灵敏 ，性怯懦、 

不善呜叫，通常 3—4只成小群活动，也有 5—8 

只群居性活动 ，但很少超过 10只，井以早晚活 

动为主而 形成 白颈长尾雉的两个 日活动高峰。 

春季，清晨光照度达到 20 Lux左右时 ，该 

雉从夜宿树上落下，进入附近的食物基地取食。 

根据我们的观察，白颈长尾雉在某些地区具有 

下田取食的习性。当然作为食物基地的农田除 

了其本身具有丰富的食物如紫云英等以外，在 

其周围还必须具有 良好的隐蔽地，并且离夜宿 

地较近。此时的取食活动形成了白颈长尾雉的 

第一次活动高峰。然后进行游荡活动，同时伴 

随一定的取食活动。中午，该雉选择适宜的场 

所休息。下午，其活动强度逐渐增加，到傍晚又 

进行一次较强的取食活动，形成第二次活动高 

峰。当光照度低于 110 Lux左右时，该雉进人 

夜宿地上树休息，逐渐停止一天的活动。 

除繁殖期外，白颈长尾雉均在 树上栖宿过 

夜。雄雉一般单独在树上栖宿，雌雉刚几只群 

宿于一棵树上，但也有雌雄同宿一树的。栖宿 

时公母相l距 5一l 5米，离地高度约 2—3米 ，多 

栖于水平横枝上，只要稍稍碰撞树即可惊动而 

飞逃 ，当晚便不再飞回原树过夜。 

当然，白颈长尾雉的活动，受到多方面 因素 

的影响，其中包括气候条件、食物基地 、季节变 

化以及人类活动等各种因素。气候和季节的不 

同，日夜长短的变化和食物的变化，白颈长尾雉 

的始止活动时间、活动范围等均会发 生相应变 

化 。 

天气晴朗，该雉的活动起始时间较早 ，停止 

活动的时间延迟，阴雨天气情况恰好相反，这种 

条件下，其活动范围较小且较固定，晴天刚范围 

明显扩大。 

冬季、白颈长尾雉主要栖居在低山南坡地 

带 ，由于该季节食物较缺少，白颈长尾雉获得食 

物所 需的时间较长，白天大部分时间都用于觅 

食活动，因此其 日活动高峰不甚明显。早晚始止 

活动的时间也相应延迟和提早。春季，随着天 

气逐渐变暖和自是的延长，白颈长尾雉开始离 

开低山而向山上迁移，此时食物多。来源广，因 

此它的活动范围较广，相对的始止活动时间也 

随之提前和推迟，并且逐步形成较明显的活动 

高峰。夏季，昼长夜短 ；加之天气炎热，该雉的 

日活动高峰更加明显，而且始止活动时间进一 

步提早和推迟，用于中午休息的时 闾较长。而 

秋天的日活动情况介于冬夏季两者之间，不过 

此时滚雉可能上迁至高山林带活动。 

四、濒危状态及原因分析 

尽管 白颈长尾雉在许多地区均有分布，但 

其数量却极为稀少。 1984年夏冬两季 作 者 以 

浙江省开化县 5个不同地点共计约 145公 顷面 

积的白颈长尾雉典型生境为样地进行种群密度 

统计，其相对密度分别为 O．035只／公 顷和 O．069" 

只／公顷。可见白颈长尾雉数量稀少 ，处于濒危 

状态。 

造成 白颈长尾雉现状的原因很多，主要有 

以下二个 方面 。 

1．狩猎 狩猎是导致数量 减 少 的 重 要 原 

因。长期的乱捕滥猎 ，可以导致野生动物资源 

的枯竭。据浙江省开化县收购部门统计，胄关 

单位每年冬季都要收购大量的野睬。就历年来 

仅华埠～地 白颈长尾雉活体的收购情 况 分 析， 

1 978年收 购 14只、1 979年 11只、1 980年 6 

只、1 981年 5只、1982年 2只、1983年 3只 

1 984年 4其，其数量正在逐年下降。尽管现在 

活体白颈长尾雉的收购价已在 I 978年 的价 格 

基础上提高了五倍，可收购量远不 能恢复到原 

有的水平，说明该地已经出现 白颈长尾雉资源 

危机的趋势。 

2．栖息地破坏 栖 息地的破环是导致数量 

减少的最主要原因。以开化县的小北垅山区为 

例，该山区原来约有 2000多亩山地具有良好植 

被，自 1 981年开始营造杉木林至今已全部造林 

完毕。 由于采用刀耕火种式的全垦造林，在短 

短的几年时间内原来该地有较多的白颈长 尾雉 

现已不复存在。更为严重的是目前这种全垦造 

林，烧山垦植的落后营林方式在该县以致更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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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花 围内仍相 当普遍。 如不及时改变这种状况， 

该雉及其他珍贵动植物之命运令人担忧，同时 

又会造成水土流失，破坏自然生态平衡。 

鉴于上述原因，必须立即采取有效的措施 

加 以保护，建议： 

I．改变落后的营林方式 ，应以营造针阔混 

交林为主。控制森林砍伐的范围和速度，造成 

白颈长 尾雉栖息地过渡的条件，达到既可营林 

抚育又能使该雉得以生存。 

2．制止乱捕滥猎 、除少量科研和展览需要 

外，立禁止和控制进行营业性收购。 

3．加强研究 ，在进行全面系统的调查基础 

上，成立专项保护区。并可进行大量人工饲养 

和繁殖，以满足科研和展出需要。 

4．保护珍稀濒危动物要进行广泛的宣传和 

教育、奖惩分明，以促进资源的发展。 

只要切实加强研究，同时进行台理的管理、 

保护和利用，白颈长尾雉的前景是乐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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