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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 年 / (C 月在云南省楚雄市紫溪山省级自然保护区采用所有事件取样法 "3551*;;>DDE6;E

DE;*D?46:#!对巨"1#22+ 3+/$+#觅食树种’觅食树干大小和觅食部位选择进行了观察& 采用中心象限法

"F*46G1H>3DGEDGE;864H>E#对研究区域的植物重要值进行了测定!用以计算觅食树种的选择系数& 结果表

明$巨对觅食树种具有明显的选择性!主要选择在云南松 "4#$)&0)$$+$%$&#&#觅食!觅食时间占

.&I%’J!觅食次数占 .’IC%J!两者均极显著多于其他树种"4K#I#$#!选择系数为 %/IB.%巨对云南

松的树干大小也有选择性!主要在胸径大于 $C ;2的大树"云南松中’成林#觅食!觅食次数占 .CI’#J%

在云南松的树干’枯树枝’活树枝和针叶丛 % 个部位中!巨偏爱在树干觅食!觅食时间占 ’$I/"J!觅食

次数占 C&I#"J!两者同样极显著多于其他部位"4K#I#$#& 食物种类及丰富度’种间竞争和巨自身

的形态特征等可能是影响巨对觅食树种’觅食树干大小和觅食部位选择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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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D3:46:GDEE1=FE;4E=% VD>6_ =4@E% ]*=4G4*6=*WWEE?46:GDEE

! ! 巨  " 1#22+ 3+/$+ # 隶 属 于 雀 形 目
"]3==ED4W*D2E=# 科"X4GG4?3E# 属!国外分布
于缅甸和泰国!国内主要分布于云南!四川和贵
州局部也有分布 *$+ & 巨分布范围狭窄!栖息
生境丧失!种群数量下降明显!已被 Ua\)列为
易危"Z>56ED3Y5E!ba#物种 *"+ & 有关巨的生
态习性研究极少!文献资料多见于 ,云南鸟类
志- *$+等鸟类志书!数据多是过去区系调查所
收集& 近年来!仅有 \83D*6G8*6:等人在泰国对
巨的觅食及繁殖行为进行了研究 */+ & 我国
云南是巨的重要分布区!但目前国内尚未见
有关巨的系统研究报道& 笔者在以往的野外
工作 中! 主 要 在 较 高 大 的 云 南 松 " 4#$)&
0)$$+$%$&#&#林观察到巨栖息活动!而极少在
云南松幼林或其他树种的森林内观察到巨!
据此推测!巨偏好在云南松中’成林觅食栖
息!为验证此推测!笔者在云南中部地区的紫溪
山自然保护区对巨春季觅食行为进行了研
究!现将结果报道如下&

?@研究区域自然概况

紫溪山省级自然保护区位于云南省楚雄彝
族自治州楚雄市西南约 "B _2处!地理坐标为
0$#$c""d($#$c"’d和 )"%cCBd("%c#%d!面积
$’# _2"!海拔 $ .C# (" C#" 2!年均降水量为
.## 22!年均气温 $"I$ ($%I.e *%+ & 保护区内
以云南松为优势种的云南松林和以壳斗科
" 3̂:3;E3E#树种为建群种的常绿阔叶林是主要
的森林类型& 常绿阔叶林主要分布于山谷地
带!而云南松林主要分布于山坡和山脊地带&
本文的研究区域位于保护区西南部!有云南松
林!常绿阔叶林和华山松 "4A-%$B%,#+$+#人工
林!/ 种林型斑块边缘明显!镶嵌分布& 研究区
域内云南松林内夹生少量蒙自桤 "C,")&$%D+E
,%$&#&#’元江栲"!+&2+$(D&#&(*2"+6+$2"+#等树种!
林下多为昆明小檗"=%*F%*#&G)$3#$/%$&#&#’荚蒾
"H#F)*$)3I#+,2+2)3#等植物组成的灌丛%林下草
本层由紫茎泽兰"J)D+2(*#)3+I%$(D"(*)3#’禾本

科"OD3246E3E#和唇形科"f3Y43G3E#等植物组成&

A@研究方法

AB?@样线设置!利用林间小路布设样线!使用
RgSa,[1"%$ O]X 测量样线长度& 在云南松
林内布设 / 条样线!样线长度分别为 /I"% _2’
"ICB _2和 /I"C _2%常绿阔叶林内布设 " 条样
线!样线长度分别为 /IC’ _2和 /I$% _2%华山
松人工林布设 $ 条样线!长度为 "I$# _2&
ABA@觅食行为观察@采用所有事件取样法
"3551*;;>DDE6;EDE;*D?46:# *C+对巨觅食行为进
行观察& "#$# 年 / 月 % (B 日进行了 C ? 的预
观察!以熟悉巨的觅食行为%"#$# 年 / 月. 日
至 C 月 " 日!进行了为期 CC ? 的正式观察& 观
察时沿样线行走寻找巨!发现目标时!如果个
体数量多于 $ 个!选择距离最近的个体作为观
察目标& 使用北辰 B h%" 双筒望远镜进行跟踪
观察!采用 fM2*=b/ 录音器录音记录观察数
据!观察数据包括$觅食树种’觅食部位"树干’
枯树枝’活树枝和针叶丛#!及各树种’各部位
的觅食时间和觅食次数& 因巨行为变化快!
觅食时间以.秒/为单位& 从巨进入某一树
种或某一部位觅食至其离开这一树种或部位记
为在相应树种或部位觅食 $ 次& 跟踪观察至目
标飞离消失!目标消失后继续沿样线行走!寻找
下一只观察目标!一条样线结束则换到另一条&
观察的同时使用图钉和纸卡标记目标觅食过的
树!C 月 / (C 日对已标记的树进行胸径测量!
按树干胸径大小!将树干胸径大于 $C ;2的划
为大树!胸径小于或等于 $C ;2的划为小树!统
计巨在大树和小树上的觅食次数&
ABC@树种重要值测定@采用中点象限法"F*46G1
H>3DGEDGE;864H>E#*’+ 对植物重要值进行测定&
研究区内 / 种林型呈斑块状分布!使用 RgSa,
[1"%$ O]X 采集各林型斑块边缘的拐点地理坐
标!将坐标数据输入 O**:5E03DG8 ]5>=软件!获
得各林型斑块面积数据& 共测定了 /’% 个拐
点!获得云南松林’常绿阔叶林和华山松人工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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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面积数据并计算面积比为 "&i&i/!依据 / 种
林型斑块的面积比!确定云南松林’阔叶林和华
山松人工林的取样数分别为 B$’"$ 和 . 个!共
$$$ 个& 分别在 / 种林型斑块内沿样线每隔
$# 2取一个样点!直至取足相应数量!以样点
为交点!使用指北针取东1西’南1北两个方向垂
直相交的两条直线!建立 % 个象限!记录每个象
限中距离样点最近的一棵树的树种"胸径不小
于 /I/ ;2#!并测量其胸径及与样点的距离&
常绿阔叶林林下有大量灌木!为避免林下灌木
被过多取样!规定阔叶林内被取样树的胸径不
小于 $# ;2& 某些树种外形相似度很高!营养
体难以鉴定到种!本文将这些树种鉴定到科!记
录为类!如某树属于山矾科" X<2F5*;3;E3E#!记
录为山矾类&
ABD@数据处理@树种重要值 j相对密度 k相
对频度 k相对优势度!具体运算步骤参考盛和
林等 *&+的介绍&

个体数量多的树种!客观上为鸟类提供了
更多的利用机会!为消除树种自身数量对树种
偏好的影响!本文使用树种选择系数 *B l.+说明
巨对觅食树种的偏爱程度!树种选择系数数
值越大说明巨越喜欢在相应树种上觅食& 树
种选择系数 j"觅食时间百分比 l树种重要值
百分比# h$##&

为说明巨在云南松不同部位间觅食效率
的差异!本文建立觅食效率公式!数值越小!成
功觅食一次所需的时间越少!觅食效率越高%反
之!觅食效率越低& 觅食效率 j觅食时间m觅食
成功次数&

采用 -*52*:*D*Z1X242*Z检验法对数据是
否符合正态分布进行检验!对符合正态分布的
数据使用单因素方差分析"M)gbM#!对不符合
正态分布的数据采用非参数 D̂4E236 检验& 数
据分析和图表生成分别使用 X]XX $.I# 和
[4;D*=*WG07;E5"#$# 软件完成&

C@结@果

CB?@各树种重要值@共获得 $% 个树种或种类
的重要值!其中以云南松的重要值最高!其次是

蒙自桤!壳斗类和华山松分列第 /’% 位"图 $#&

图 ?@巨觅食生境中各树种重要值
E’4F?@GH%,"/.+&#9.I1#(,*/"##(%#&’#(’+-’.+/

01/2./&2"(*,".4’+4 2.;’/./
云南松$ 4#$)&0)$$+$%$&#&% 蒙自桤$ C,")&$%D+,%$&#&% 华山松$

4A-%$B%,#+$+% 壳 斗 类$ 3̂:3;E3EF536G=% 山 胡 椒$ 7#$I%*+

/,+)6+% 山茶类$ V8E3;E3EF536G=% 杜鹃类$ 0D4;3;E3EF536G=% 山

矾类$ X<2F5*;3;E3EF536G=% 柳杉$ !*0D2(3%*#+ -(*2)$%% 杉松$

;%2%,%%*#+ %:%,0$#+$+% 野核桃$ ’)/,+$&6+2"+0%$&#&% 冬青类$

MH>4W*543;E3EF536G=% 杨梅$ <0*#6+ %&6),%$2+% 蔷薇类$ f*=3;E3E

F536G=&
@

CBA@觅食树种选择@观察到巨共在 C 个树
种觅食!记录到觅食时间共 C$ "B" =!觅食次数
共 ’’C 次& 其中巨在云南松上的觅食时间占
.&I%’J!极显著大于在其他树种的觅食时间
"!" j$.BIBB"! 4j#I### K#I#$#%觅食次数占
.’IC%J!同样极显著大于在其他树种的觅食次
数"!" j"$$I%#"! 4j#I### K#I#$#!各树种觅
食时间和觅食次数百分比见表 $& 巨对云南
松的觅食选择系数为 %/IB.!远大于其他树种
"图 "#& 数据表明巨对觅食树种选择性很
强!偏爱云南松&

因巨主要在云南松上觅食!觅食时间占
.&I%’J!故本文只对云南松的觅食树干大小和
觅食部位选择做进一步分析&
CBC@觅食树干大小选择@共标记巨觅食的
云南松 ’$% 棵!其中胸径大于 $C ;2的云南松
大树 CB& 棵!占总数的 .CI’#J%胸径小于或等
于 $C ;2的云南松小树 "& 棵!仅占 %I%#J& 数
据说明巨偏好在胸径大于 $C ;2的云南松大
树觅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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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巨在各不同树种间觅食时间及觅食次数百分比
!.;I#?@)#"&#+/.4#,**,".4’+4 /’H#.+3/’H#(,**,".4’+4 /"##J(%#&’#(

云南松
4#$)&0)$$+$%$&#&

蒙自桤
C,")&$%D+,%$&#&

华山松
4A-%$B%,#+$+

壳斗类
3̂:3;E3EF536G=

杉松
;%2%,%%*#+ %:%,0$#+$+

觅食时间 *̂D3:46:G42E"J# .&I%’ $I’’ #I’. #I$$ #I#B

觅食次数 *̂D3:46:G42E="J# .’IC% "I"’ #I.# #I$C #I$C

图 A@巨对不同树种的觅食选择系数
E’4FA@!"##J(%#&’#(%"#*#"#+&#*,"-’.+/01/2./&2
云南松$ 4#$)&0)$$+$%$&#&% 蒙自桤$ C,")&$%D+,%$&#&% 华山

松$ 4A-%$B%,#+$+% 壳斗类$ 3̂:3;E3EF536G=% 山胡椒$ 7#$I%*+

/,+)6+% 山茶类$ V8E3;E3EF536G=% 杜鹃类$ 0D4;3;E3EF536G=%

山矾类$ X<2F5*;3;E3EF536G=% 柳杉$ !*0D2(3%*#+ -(*2)$%% 杉

松$ ;%2%,%%*#+ %:%,0$#+$+% 野核桃$ ’)/,+$&6+2"+0%$&#&% 冬青

类$ MH>4W*543;E3EF536G=% 杨梅$ <0*#6+ %&6),%$2+% 蔷薇类$

f*=3;E3EF536G=+
!

CBD@觅食部位偏好@记录到巨在云南松
% 个部位的觅食时间共 %. .&& =!觅食次数共
$ $// 次!其 中 巨  在 树 干 的 觅 食 时 间 占
’$I/"J!极显著大于其他部位的觅食时间
"!" j.BI’$’! 4j#I### K#I#$#%觅食次数占
C&I#"J!同样极显著大于其他部位的觅食次数
"!" j$$#IC/’! 4j#I### K#I#$#!各部位的觅
!!

食时间及觅食次数百分比见表 "& 数据表明巨
偏好在树干觅食& 各部位的觅食效率以枯树
枝的 /.’ =m次最高!但其与树干的 %#C =m次相
差不大!而两者均远大于活树枝"表 "#&

D@讨@论

DB?@觅食树种及树干大小选择@研究结果
表明!巨对觅食树种具有选择性!强烈偏好
在云南松上觅食%蒙自桤的重要值仅次于云
南松!但其觅食选择系数最小 "图 " # !说明巨
最不偏好在蒙自桤觅食%壳斗类和华山松
的重要值分列第 /’% 位!而巨对这 " 种树的
觅食选择系数也很低"图 "# !说明巨也不偏
好在此 " 种树觅食& 在泰国!巨觅食偏爱卡
西亚松"4AG%&#0+# */+ !卡西亚松是思茅松"4A
G"+&0+#的变种!而思茅松与云南松是相似度
很高’外形上也难以区分的近源种 *$#+ !说明在
泰国和云南紫溪山!巨所选择的觅食树种
相似度很高& 按照 ,森林资源规划设计调查
主要技术规定-的年龄分段标准!"$ 3以上的
云南松林为中’成林 *$$+ !研究区内树干胸径大
于 $C ;2的云南松树龄基本大于 "$ 3!属于中
龄树或成熟树!由此得知!巨偏好在胸径大
于 $C ;2的云南松大树觅食!即偏好在云南松
中’成林觅食&

表 A@巨在云南松各部位的觅食时间#觅食次数百分比及觅食效率
!.;I#A@)#"&#+/.4#,**,".4’+4 /’H#.+3/’H#($ *,".4’+4 #**’&’#+&= ,*81++.+)’+#"(D %,(’/’,+(

树干 [346 GD>6_ 枯树枝 XG4;_ 活树枝 ‘D36;8 针叶丛 )EE?5E15E3ZE=

觅食时间 *̂D3:46:G42E"J# ’$I/" $%I.. ""IB& #I%$

觅食次数 *̂D3:46:G42E="J# C&I#" "$I&$ "#IB/ #I%%

觅食效率 *̂D3:46:EWW4;4E6;<"=m次# %#C /.’ $ .$/ l

!!. l/指巨未在针叶丛成功获取食物!故不存在觅食效率&

. l/ $ O436G)>G83G;8 6EZED:*GW**?=WD*2G8E6EE?5E15E3ZE=+V8EDE(=6*W*D3:46:EWW4;4E6;<*6 G8E6EE?5E15E3Z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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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研究结果表明!与树皮深裂程度低’缝
隙少的树种相比!树皮深裂程度高’缝隙多的树
种昆 虫 多 样 性 更 高 *$"+ ! 昆 虫 丰 富 度 也 更
高 *$/ l$%+ !相对于研究区内的云南松小树和其他
树种!云南松大树树皮的深裂程度更高!缝隙更
多!且容易被啄开!其昆虫丰富度和可利用性可
能高于云南松小树及其他树种& 已有研究结果
表明!食物丰富度和可利用性是影响鸟类对觅
食树种选择的因素 *$C+ !据此分析!云南松大树
树皮深裂程度高!昆虫多!容易被获取!可能是
巨觅食偏爱云南松大树的主要原因& 刘多等
对 & 种鸟类的树种利用进行了研究 *$’+ !结果表
明树皮深裂程度是影响鸟类树种选择的因素!
本文的分析结果与其相一致! n3;_=*6’VD3Z4=和
-45832 对 其 他 鸟 类 的 研 究 也 有 类 似
结果 *$/ l$%!$&+ &
DBA@觅食部位偏好@在云南松树干’枯树枝’
活树枝和针叶丛 % 个部位中!巨偏好在树干
觅食& 树干与活树枝相比!巨在树干上的觅
食效率远高于活树枝!在活树枝上成功觅食一
次需要 $ .$/ =!而在树干只需 %#C ="表 "#!前
者是后者的 %I& 倍!觅食效率高可能是巨偏
爱在树干觅食的原因之一& 树干与枯树枝相
比!两者的觅食效率基本相等!相差仅 . =!研究
区域内 滇  " 1I0)$$+$%$&#&# 和 栗 臀  " 1A
$+/+%$&#&#与巨的形态和生态习性相似!同是
攀爬食虫鸟!三者是相互竞争者& 在觅食效率
基本相等的条件下!巨同样偏爱在树干觅食!
原因可能是种间竞争引发了觅食部位分化&
XG>D236 的研究也表明!" 种或多种鸟类利用相
同资源时!它们会改变觅食策略!如在不同部位
觅食等以实现觅食生态位分化 *$B+ & 树干与针
叶丛相比!巨在针叶丛的觅食时间仅占
#I%$J!觅食次数也只占 #I%%J"表 "#!说明巨
基本不在针叶丛觅食!原因可能与形态特征
有关!巨体型和体重较大!不适合在细小的针
叶部位觅食%史胜利等对云南松的害虫种类调
查结果显示!云南松树干与针叶丛的昆虫种类
不同 *$.+ !说明巨在树干和针叶丛觅食的食物
种类不同!对食物种类有选择性可能也是巨

觅食偏爱树干的原因& 相关研究结果也表明!
鸟类自身形态特征对不同树种食物种类和食物
丰富度的适应可能也是觅食树种选择的原
因 *B l.!"# l"$+ & 综合分析!觅食效率’种间竞争’

自身形态特征和食物种类等可能是影响巨对
觅食部位有偏好的原因&
DBC@保护建议@结合觅食树种’觅食树干大小
和觅食部位选择的结果得知!巨偏好在云南
松中’成林的树干觅食!而极少在云南松幼林或
其他树种的森林觅食!验证了本文的推测& 这
一习性使得巨的分布’生存与繁衍均与云南
松中’成林关系密切!但是!目前因成片种植的
桉树"J)6+,0D2)&2%*%2#6(*$#&#林占据了原有的云
南松林!国有林场和国有林地也因采伐及林地
更新等!导致云南松中’成林面积不断缩小& 当
前巨种群数量下降!对巨的保护和种群恢
复!应该注重对云南松中’成林进行保护!在自
然保护区’国有林场或国有林区!有意保留一定
面积的云南松中’成林作为巨栖息生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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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开远发现小杓鹬

"#$" 年 . 月 B 日!在云南省红河州开远市三角海水库""/c/Cd"&I’$q)! $#/c$Bd$’I#.q0!海拔
$ /## 2#进行鸟类调查时!于湖边退水草地中发现 $ 只小杓鹬"?)3%$#)&3#$)2)&#在约 C# 只灰头
麦鸡"H+$%,,)&6#$%*%)&#和近 ’# 只牛背鹭"=)F),6)&#F#&#组成的混合群中一起觅食& 作者对小杓鹬
进行了观察和拍摄!观察拍摄距离约 $# 2!观察 "# 246 后!该鸟飞至远处的草地&

该鸟体型大小与灰头麦鸡相近!体长近 /# ;2!但较纤瘦& 头颈部至胸部密布灰褐色短纵纹!
背部及翼上覆羽密布灰褐色和白色点斑!腹部至尾下为白色略沾皮黄& 眉纹较粗!前段浅皮黄色!
后段近白色%头顶褐色并有一条白色贯顶纹!过眼纹褐色& 喙呈黑褐色!下喙基部粉红!略下弯!长
度约占头喙长的 $m"!显著小于大杓鹬"?A3+I+/+&6+*#%$&#&#’白腰杓鹬"?A+*K)+2+#和中杓鹬"?A
D"+%(D)&#& 脚较长!浅蓝灰色& 飞行时!可见其腰部并非白色!不同于中杓鹬和白腰杓鹬&

小杓鹬主要繁殖于东北亚!越冬区主要在澳大利亚"约翰)马敬能等 "####& 该种在国内较罕
见!是国家#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迁徙时可见于东北’华北’华东’华南’新疆和青藏高原等地区&
经查阅,中国鸟类分类与分布名录-"郑光美 "#$$#’,云南鸟类志"上卷#- "杨岚 等 $..%#等著作
及相关网络数据库!云南省尚未有小杓鹬分布的报道!此次观察为该种在云南省的首次记录& 由于
此次仅观察到 $ 只且是与其他种混群!初步推测小杓鹬在云南可能为迷鸟!其居留类型还有待进一
步研究证实&

李!飏
云南省开远市第一中学!开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