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猎物中 2龄 以上成鸡比例偏低主要是过度狩猎 

的结果。 

从晋中的寿阳地区的资料来看，随着狩猎季 

节的推移，猎物中幼鸡的比例有增高的趋势，而 

当年鸡也略有上升 (由39．3 增为 42．6 )，而 

2龄以上成鸡却由 14．8％下降为 8．5 。这 可能 

是 由于狩猎后期成鸡更难于猎取和老年个体的 

自然死亡之故。 

成鸡的比例略有下降。从晋东南的屯留和壶关地 虽然本文仅对雄鸡的年龄组做了划分，但这 

区 1991年 1月上旬和 1990年 12月中旬相 比， 也可为整个种群的年龄结构分析提供参考。 

衰 2 雄鸡的年静蛆成 

采集区域及栖息环境 采集时间 幼体组 成傩 【组 成体 II组 

l 90O Io F旬 18 (50 0) 14 (38．9) 4 <11．1) 

A代县漳沱河河漫滩j棱草草甸 1 990．11．中旬 11(40 7) 13(48．2) 3(11．1) 

1990 11． 上旬 4 (28 6) 8(57．2) 2 (14．3) 

1990 1z． 上旬 18 (40．9) 20 (45．5) 6 (1 3．6) 

B寿阳县黄土丘陵沟壑抄棘、荆条灌丛 l991 1 上旬 7(36 8) l2(63．2) 0( ) 

1991 1 下旬 14 (51·9) ll(4O 7) 2 (7 4) 

c关帝 山森林抄棘灌丛 1990．12．中旬 26(45·6) 25(43 9) 6(1O 5) 

D屯留、壶关 山地油橙林抄棘．黄菩赣灌 1990．12．中旬 24(39·3) 28(45 9) 9(14 8) 

丛 1991 1 上 旬 20(42·6) 23 (48 9) 4 (8 5) 

E期 州市朔 城 区山地 抄棘灌 丛 1991 1 下旬 15(42·9) l6 (45．7) 4 (11 4) 

总计 l57 (42．8) l70 (46．3) 40 (10．9) 

： 括号内为百分比 

(三)体重的比较 作为以肉用为主的狩猎 对于资源的有效利用具有一定意义。狩猎季节各 

雉类，分析其体重的地区差异及季节变化情况， 地雉鸡的体重情况 (见表 3) 

衰 ， 椎鸡的体I比较 悻重单位：kg 

产地 采集时间 雄鸡 雌鸡 } ×100％ 

1990．10 F旬 0 99土0．07 (36，0．74 1．16) 0．73士0．∞ (21，0．68_ 0．82) 73．74 

1 990．11 中旬 1．O8土0．02 (27，0．97一1．1 5) 0．7 5士0 03 (15，O．07—0．97) 70．76 

1990．11． 上旬 1．07土0．03 (14，0．96 1 16) 0．76土0．05 (6-0．66 O 88) 71．03 

1990．12． 上 旬 1． 07土 0 02 (44，仉 94一 1．22) 0．76土 0．03 <7， 0．68 0．90) 71．03 

1991．1．上 旬 l 06±0．01 (1 g．0．96 1．14) 0．75士0 02 (1 0，O．7O一 0．81) 70．76 

1991．1．下旬 1．05土0．03 (27，0．98 1．15) 0．76士0 01 {18t O．70 0．83) 72．38 

C 1990．12． 中旬 1．10土O．04 (57．0．92— 1．26) 0．78土0 02 (20t 0．63 O．90) 70．91 

1990．12 中 旬 l 09土O．O1 (61，0．78— 1．26) 0．81士0．02 (45，0．6 一1．02) 74．3l 

1991．1． 上旬 1．08土O．02 (47，0．9{ 1．27) 0．77土0 O1 (36，O．63— 0．93) 71．30 

E 1991 1． 下旬 1．10土0．O2 (35，1．0l 1．23) 0．7 士0 03 (10．0．7O一0．88) 70．O0 

： 括号 内 为标 车散 和悴重 范 围 

由表 3可见，11月中旬以后 ，各调查区域雄 

鸡的体重基本相近 ，范围是 1．05一1．1Okg，变化 

幅度不超过 0．05kgi雄鸡体重的范围在 0．75— 

0．81kg之间 ，变化幅度不超过 0．06kg。经 t检 

验，各地区雌雄雉鸡的体重均无显著差异 (P> 

0．05) 

狩猎期间体重的季节变化也很小。例如从 

11月上旬一1月下旬，寿阳地区雄和雌鸡平均体 

重的变化幅度分别仅为 0．02和 0．01kg；而 12 

月中旬和 1月上旬相比，屯留和壶关地区雄和雌 

鸡体重的变化幅度低于 0．01和 0．04kg。经 t检 

验，两个时期的差异不显著 (P>o．o5)。然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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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县滹沱河滩 11月中旬雄鸡的平均体重较 10 

月下旬高出 0．09kg，这说明秋末种群中尚有一 

以造成较大的资源损失。因此 ．雉鸡的狩猪始期 

宜在 10月底以后 。 

定数量的幼鸡还未达到成鸡的体重水平 。虽然这 (四)体重与年龄的关系 不同年龄雄鸡的 
一

差异不显著 (P>0．05)．但就大量猎物而言足 体重比较 (见表 4)。 

亵 4 不同年龄雄鸡体重的比较 体重单位：kg 

产地 幼体组 成悻 】组 成体 口组 

A 1．03士O 07(27) 1．08士0 03(27) l 1．11士0 02 (7) 

B 1．04士0．02 (43) 1．07士0．01 (51) 1 1．13士0 01(10) 

C l 05士0．04 (26／ 1 15± o．03 (25) l 1．10± 0．02 (6) 

D 1 04± 0．02 (44) 1 Jl= 0．O1 (51) 】 16± 0．01 (13) 

E 1 07二0 03 (15) 】 l3士 0．03 (16) 1．1O士 0．02 (4) 

*：括 号 内为标 车敦 

由表 4可见，当年鸡的重量均低于成鸡 其 

中屯留和壶关地区当年鸡和 l龄成鸡 的体重具 

有显著差异 (P<0．O1)，其它 4地 区的 t值在 

1．1785—2．0000之间。l龄和 2龄以上成鸡相 

比，关帝山和朔州地区是前者高于后者．但差异 

不显著 (P>0．05) 另外 3地区则是后者高于前 

者 ，其中寿阳、屯留和壶关地区的差异极显著 

(P< 0．01) 

比较不同地区同一年龄组的体重发现 ，当年 

鸡的体重各地区间变化不大 (P均小于 0．05)，l 

龄成鸡仅关帝山显著高于寿阳地区 (P<0．01)． 

其余地区差别不显著 (P>0．05)；2龄以上成鸡 

屯留和壶关地区显著高于除寿阳外 的其余 3地 

区 (P< 0．05)。 

分年龄组分别比较各地不同采集时间雄鸡 

的体重发现．各年龄组的体重均无显著的季节变 

化 (P>O．05)。但 u 月中旬代县滹沱河滩幼鸡 

较 l0月下旬 有较大增长 ．即 由 0．86kg增 为 

1．02kg。这说明幼体雄鸡 的体重增长可持续到 

11月 中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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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PRELIM INARY STUDY oNTHE AGE CoM P0SIT10N 

AND BoDY W EIGHT IN THE RING—NECKED 

PHEAsAN tPHAsIANUs coI￡HIcUs) 

LU Xin 

(Shanxl Institute of Biology，Taiyuan 030006) 

ABSTRACT The Ring—necked Pheasants (Phaslanus colchicus)were shot in fall and winter of 1 990 

— — 1991 in five areas of Shanxi province，China．On the basis of the length．color and shape of thes- 

ptlr．We divided the pheasants into juvenile．adul E I and adult II ageclasses，which respectively ac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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