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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黎贡山冬季白尾梢虹雉运动方式和生境偏好的初步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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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及 "%%) 年 ! 月，两次对高黎贡山大脑子白尾梢虹雉（!"#$"#$"%&’ ’()*+,%-）的运动方式和活动

痕迹做了直接观察或样带 *样方取样。该鸟滑翔是下行的主要运动方式，上行全为行走；所发现的 ) 个夜宿地

均位于坡度大、郁闭度高的近沟谷地带；冬季向低海拔迁移，与降雪有关，使得近沟谷带成为密集利用带。这

样的运动和生境利用方式，显然是能耗最小化和觅食效率最大化的行为适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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冬季对于雉类是严峻的考验。主要问题是食物

短缺和低温，同时植物凋谢，积雪覆盖，隐蔽条件

差，更易遭到天敌的捕杀，以及白昼变短等。因而

冬季雉类生态研究受到许多研究者的关注，如对冬

季群体移动、栖息地选择、夜宿地选择、集群行为

等方面的研究（S4K6H 27 9A，!,,!；R>AA T U4B2?7J
<46，!,((）。白尾梢虹雉（ !"#$"#$"%&’ ’()*+,%-）是

一种典型的高山雉类，数量稀少。对该物种在野外

的生存状态了解甚少。R2（!,,!）对其习性进行了

观察，认为一些地方的白尾梢虹雉群体具有季节性

垂直迁移特性，而另一地的群体却没有。原因主要

是由于生境和地势的差异，如云南碧罗雪山的个体

有这种现象，而高黎贡山的个体在冬季基本上处于

夏季所在的高度。P1>（!,,,）对生境利用进行了

研究，提出白尾梢虹雉雄鸟在海拔 ) )%% V ) #%% 3
处存在垂直迁移的日活动规律，其中 ) &%% V ) $%%
3 是春季的密集利用带。而对白尾梢虹雉的越冬习

性尚无文献提及。

在温带地区对环颈雉的研究表明，气温低、能

量损失大的时候，雉类会采取“消极的能量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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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策，即减少活动以节约能量，气候特别恶劣的时

候甚至完全不取食（!"#$% & ’"($，)*+,）。然而高

山环境长久的低温和积雪覆盖迫使雉类必须进行取

食活动才能维持生存，这种情况下白尾梢虹雉将采

取何种适应性对策是本工作拟解决的主要问题。

! 方 法

! "! 研究地点

研究区域位于高黎贡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腾

冲县境内主峰大脑子西坡茨竹河流域（-./,)0 1 -./
,-02，*3/,,0 1 *3/,405），海拔高度在 - .66 1 7 466
8。地形复杂，坡陡谷深，平均坡度达 7+ 9,/。茨

竹河为陇川江的一条支流，河床为石质。森林上缘

可至 7 )66 8，与高山箭竹混杂生长。该区域的竹

林仅有矩鞘箭竹（!"#$%&’" (#)’*+,"-"）和云龙箭竹

（! 9 ."./’0%#"）两种（:;$，)**.），7 -.6 1 7 7.6 8
为两者的过渡带，7 7.6 8 以上为短鞘箭竹林的单

优群落，林下几乎无灌丛。该区域内有不少流石滩

和干沙沟。

野外工作从 -66) 年 )- 月 -, 日 1 -66- 年 ) 月

)* 日、-66- 年 )- 月 -3 日 1 -667 年 ) 月 )3 日，有

效工作日为 ,, <。-66) 1 -66- 冬季研究期间，-66-
年 ) 月 * 日下大雪，积雪厚度达 .6 1 46 =8，此前

该区域内无积雪；-66- 1 -667 冬季开始研究前，

该区域已有积雪，-667 年 ) 月 . 日再次降雪，积雪

达 76 1 ,6 =8。

在研究区域内还有血雉（ 1-2"$’3’& *#+%3-+&）和

红腹角雉（4#"$(."3 -%55’3*6’’）两种雉类。冬季

血雉群体一般 )6 1 76 只，活动范围大，和白尾梢

虹雉的活动区域重叠较大。但两者的活动痕迹极易

区分：白尾梢虹雉的粪便颗粒大，形状较规则，一

般有 - 1 , 个螺旋，颜色偏褐，白色尿酸结晶成大

块附着于螺旋较粗的一端；血雉的粪便呈细圆柱

状，无螺旋，颜色偏绿，且因为血雉在冬季常结成

大群（>"?@，)**."），故而粪便排放集中，在数平

方米的范围内常有几十粒血雉粪便。红腹角雉在云

南省主要栖息于山地冷杉、杜鹃林及苔藓林中，冬

季随 雪 线 的 下 降 而 迁 至 海 拔 较 低 的 地 带 活 动

（>"?@，)**.A），我们在研究地点发现红腹角雉主

要 在- *66 8以下的常绿林中活动，未见在海拔

7 666 8 以上活动，与白尾梢虹雉的活动范围重叠

小，且红腹角雉的粪便较白尾梢虹雉的小、不规

则，容易区分。白尾梢虹雉的足迹较另 - 种雉大

（BCD，)***），也易辨认。当足迹不好判断时，检

查附近的粪便以确定是否白尾梢虹雉。

! "# 观察方法

) 9- 9 ) 直接观察 通过 -66) 年春季的观察研究得

知，茨竹河流域有白尾梢虹雉分布，故以茨竹河为

主要观察路线，顺河寻找直至发现白尾梢虹雉作直

接观察对象。选视野开阔点于早晚定点观察，从早

晚飞行路线推测其夜宿位置，随后至该处证实、记

录夜宿点的环境特点。

个体观察记录内容为运动方式（飞行和行走）

及运动方向（上行和下行）。

) 9- 9 - 活动痕迹取样 据 >"?@（)**.=）记载，白

尾梢虹雉栖息地的海拔高度为 - .66 1 , -66 8。鉴

于研究区域附近的高黎贡山主山脊平均不到 7 +66
8，因此于 -66) 年春季在海拔 - .66 1 7 466 8 处，

每 )66 8 海拔高度内设一条长 ) .66 8、宽 ) 8、大

致平行的样带，共 )) 条。

因为白尾梢虹雉粪便易辨认且存留时间长，所

以选择粪便作为样带上的取样对象，以粪粒数目作

为栖息地利用强度的指标。冬季开始研究前，一次

性去除样带上的粪便，累积（-6 E )）< 后对其粪便

取样，具体取样时 间 为 -66- 年 ) 月 )4 1 )* 日、

-667 年 ) 月 )4 1 )3 日。

在白尾梢虹雉活动频繁的 )66 8 海拔范围内将

山坡划为 . 带，-66- 冬季选择 7 766 1 7 ,66 8，

-667 冬季选择 - *66 1 7 666 8。鉴于这 - 个海拔带

从山谷到山脊的平均宽度为 ,66 1 .66 8，因而将沟

谷两侧各 .6 8 划为沟谷带；距沟谷 .6 1 ).6 8 划

为近沟谷带；山脊两侧 .6 8 视为山脊带；距山脊

.6 1 ).6 8 为近山脊带；近山脊带和近沟谷带之间

为中间带。

在所选海拔带内每隔 -6 8 设 ) 条跨越 . 个带

的路线，共 . 条。手持 !FB 接收机沿路线行进，在

每个带的中点处，离开路线向左右各走 .6 步设 )
个 )6 G )6 8- 的样方，每条路线上设 )6 个样方，.
条路线上共 .6 个。

样方内的取样对象为粪便和足迹。开始研究前

一次性去除 .6 个样方中所有白尾梢虹雉的陈旧粪

便，积累 ). < 后对新增的粪便取样，具体取样时间

为 -66- 年 ) 月 )7 1 ), 日、-667 年 ) 月 ), 1 ). 日。

下雪后，统计 . 天内样方中新增的足迹，取样时间

为 -66- 年 ) 月 ). 日、-667 年 ) 月 )) 日，每个冬

季对粪便和足迹各统计 ) 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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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结 果

! "# 群体及位置

!""! 年 # 月在茨竹河流域及其附近发现 ! 雄 $
雌的白尾梢虹雉越冬集群，由 # 雄 # 雌和 # 雄 ! 雌

! 个家族群组成。!""! 年 $ % & 月观察到其中的 #
雄 ! 雌家族群于该年 ’ 月繁殖 $ 只幼鸟，增为 &
只。两个冬季研究期间，白尾梢虹雉都在高黎贡山

西坡活动，集中在茨竹河主河及两侧山坡，坡向总

体朝南，为阳坡。

! "! 运动方式

白尾梢虹雉远距离位置移动主要有飞行和地面

行走两种方式。在所观察到的 ## 次飞行中，( 次

是傍晚从上而下滑翔飞行至夜宿地附近，$ 次是清

晨从夜宿地到低处；未见向上飞行的情况。雪后，

共发现 #) 条足迹链，共 !’" 个足迹，其中 * 条足

迹链的总体方向朝上，另有 + 条向下，止于水沟

边，但水沟的另一侧都能找到与之衔接的朝上的足

迹链。

! "$ 生境偏好

! ,$ , # 垂直迁移 在 !""! 冬季研究期间，下雪前

见到的白尾梢虹雉活动痕迹的最高点为 $ ’+) -，

最低点为 $ #+" -，在 $ #"" - 以下未见到个体或痕

迹；而雪后在 $ #"" - 以下见到白尾梢虹雉 & 只次，

其中雌鸟 ’ 只次，最低点为 $ """ -。

## 条样带上的白尾梢虹雉粪粒数目无差异（ !
. " ,"#(，" / " ,"’）。!""$ 冬季的群体明显比 !""!
冬季群体所处海拔偏低，粪粒分布的峰值带相差约

+"" -（图 #）。

! ,$ , ! 夜宿地 夜宿地多位于沟谷两侧地形陡峭

的地方，岩石边或低矮的枝条上最为常见，坡度

大、郁闭度高为其特征（表 #）。!""! 冬季找到 !
个（表 #：0、1）：!""! 年 # 月 ! % $ 日，共观察到

’ 只次于 1 点夜宿，!""! 年 # 月 ’ % & 日观察到 &
只次于 0 点夜宿。!""$ 冬季找到 # 个夜宿点（表

#2），!""$ 年 # 月 #! 日观察到 ! 只次于 2 点夜宿。

! ,$ , $ 坡面利用 近沟谷带是白尾梢虹雉活动最

频繁的地带，山脊带未见活动（表 !）。

表 # 白尾梢虹雉冬季夜宿点特征

%&’() # *+&,&-.),/ 01 /())2345 /3.)/ 34 6-(&.),7/ 804&( 34 934.),
地点 34567849 0 1 2

地理坐标 :;4<=6>?856@ 544=A8967;B !’C+#D#( ,*EF !’C+#D+* ,+EF !’C+#D!# ,)EF

*(C++D+) ,"EG *(C++D+* ,"EG *(C++D++ ,&EG

海拔 0@787HA;（-） $ $!* $ $)! ! *’&

距谷底距离 I8B7695; J=4- K6@@;L（-） #" $" )"

坡向（正北 . "C）M=8;9767849 4J B@4>;（C） #)’（南） !))（西） !&#（西）

坡度 :=6A; 4J B@4>;（C） ’" +) ,( +& ,(

郁闭度 2694>L A;9B87L（N） &" *" 以上 ("

植被类型 O;<;767849 矮化的箭竹林 箭竹林 阔叶林

基底特征 :=4H9A 5?6=657;= 直立突兀的岩石，表面

凹凸不平，覆以苔藓

悬崖 下 方 水 平 伸 出 的 石 头，

长满苔藓并夹杂枯黄柔软杂

草

无草本生长，落叶层厚。仅有

少量灌丛枯枝横向生长，距地

高度 !" 5-，局部主枝光滑

表 ! 白尾梢虹雉冬季活动痕迹在坡面上的分布

%&’() ! :3/.,3’;.304 01 6-(&.),7/ 804&(7/ .,&-)/ 04 .+) /(02) +&’3.&. 34 934.),
累积天数

2H-H@67; A6L
取样日期

P6->@89< A67;
沟谷带

O6@@;L
近沟谷带

F;6= K6@@;L
中间带

Q8AA@;
近山脊带

F;6= =8A<;
山脊带

R8A<;
年间差异（ !）

099H6@ A8JJ;=;95;

粪便 S;5;B #’ !""! T "# T #$ % #+ #" #* #+ # "
" ,$(9B

!""$ T "# T #+ % #’ ## !! !" ! "

足迹 S447>=897B ’ !""! T "# T #’ !! +" $" & "
" ,$’9B

!""$ T "# T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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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 高黎贡山白尾梢虹雉冬季粪粒的海拔分布

"#$ %! &’(#()*#+,’ *#-(.#/)(#0+ 01 1232- 01 43’,(2.5- 60+,’ ,( 6( 7 8,0’#$0+$-9,+ #+ :#+(2.

! 讨 论

白尾梢虹雉清晨从夜宿地起飞滑翔至低海拔地

带，白 日 觅 食 及 活 动 的 总 体 方 向 朝 上， 与 49#
（!;;;）观察白尾梢虹雉日活动（!<：<< = !>：<<）

具向上迁移的现象相似；黄昏时一般已经移动到比

夜宿地海拔高的地点，回夜宿地也是向下飞行。这

种现象同样见于暗腹雪鸡（?),+$ @ A#)，!;;!）和

绿尾虹雉（?2 @ B)#，!;;!）。

因为未进行个体标记，尚不清楚白尾梢虹雉连

续多长时间在同一个夜宿点过夜，也难以说明白日

活动的个体离开夜宿地的平均距离和最远距离，但

C 个夜宿点的海拔表明白尾梢虹雉夜宿于活动最频

繁的地段。滑翔是雉类长距离移动最为节省能量的

运动方式，集中在夜宿地周围活动，势必节省往返

于夜宿地和取食地的距离。这样的运动和活动方

式，显然是使能耗最小化的行为适应。

白尾梢虹雉坡面利用研究表明近沟谷带是其活

动最为频繁的地段。原因可能是：沟谷带虽有水

流，但河床以石质或砂质为主，冬季草本极少，且

河两侧十分陡峭，不适于觅食；其余各带虽草本覆

盖相当，但受水源限制，故而形成越靠近山脊活动

越少的格局。

从活动地点和夜宿地的位置来看，白尾梢虹雉

冬季集中在避风、昼夜温差变化小的沟谷及两侧活

动及夜宿，这也是减少体表散热、节省能量消耗的

一种策略，这与绿尾虹雉冬季多选阳坡突起的石崖

下或小面积的 山 坳 内 为 其 栖 居 场 所（?2 @ B)#，
!;;!）相似。

?2 @ A)（!;DE）提出，雉类的垂直迁徙研究

不但应考虑其不同季节的分布下线，同时应考虑其

分布上线及其群体中的个体在整个垂直剖面的不同

高度上的相对密度。在 F<<F 冬季下雪前，白尾梢

虹雉分布海拔与春季（49#，!;;;）相当，但雪后分

布下线下移 !G< H，活动密集带（C C<< = C G<< H）

也下降 !<< H，表明下雪可促使群体向低海拔移动。

F<<F 冬季研究中后期才有降雪，研究前期天气晴

朗，白尾梢虹雉还主要集中在高海拔带活动；而

F<<F 年 !! 月中旬，即 F<<C 冬季开始研究前就已降

大雪，F<<C 年 ! 月研究期间白尾梢虹雉主要集中在

低海拔带活动，与低处集雪薄，方便觅食或许有

关。这与暗腹雪鸡（B9,+$ 2( ,’，!;;G）相同，但

与白马鸡（82H,I#,3)0 2( ,’，!;;;）、血雉（J,+$，

!;;E,）具有的季节性垂直迁移习性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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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物学研究》简讯

《动物学研究》2XXF 年收稿 262 篇，发表 >4 篇。年平均发表周期 2FF 天（比 2XX2 年减少 2 天）。在

《2XX2 年版中国科技期刊引证报告》中，本刊影响因子为 X ‘EE>（比上一年增加 X ‘3FX），在 EF 种生物类科

技期刊中排在第 33 位。

《动物学研究》期刊网站（)AA_： a a CCC ‘ T#L ‘ &" ‘ "% a L**/$0）现已有 37>7 b 2XXF 年发表的 3 2Y> 篇全文

.N9 文件，3 2FY 条中、英文题目摘要，欢迎上网浏览下载、检索查询。

本刊编辑部已与图书网络中心合并，成立了信息中心。这为拓宽办刊思路，整合资源，及时更新和改

版期刊网站，提供读者更多的信息搭建了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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