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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西黑颈长尾雉对夜宿地的选择

蒋爱伍，周 放"，陆 舟，韩小静，孙仁杰，李相林
（广西大学动物科技学院 广西 南宁 !"###!）

摘要：$##" 年 %$ 月、$##& 年 ! 月和 %$ 月、$##! 年 & 月，通过野外调查及设置样方的方法对广西金钟山鸟
类保护区黑颈长尾雉的夜宿地选择进行了研究。共记录到 %$ 个夜宿地，以夜宿树为中心做一个 %# ’ ( %# ’ 和
! 个 % ’ ( % ’ 的样方，记录夜宿树特征（种类、胸径、栖枝高度、栖枝直径、栖枝上方盖度），测量每个样方
的 %% 个生境因子（海拔、林型、坡向、坡度、乔木层盖度、灌木层盖度、草本层盖度、距水源距离、距林缘距
离、距道路距离和乔木密度）；并随机设 %# 个对照点，测量相同的生境因子。结果表明，黑颈长尾雉夜宿地主
要位于阔叶林中，一般，夜间在乔木上休息，一树栖息一只，也有 $—" 只同宿一树。黑颈长尾雉选择有一定
坡度、林下灌木和草本较少以及在森林内部远离林缘并且乔木密度较大的地方作为夜宿地，其夜栖树主要为生
境内的中等大小的阔叶树，栖枝直径约为 $ )!—& *’，栖处高度为 $—! ’，黑颈长尾雉夜宿地的选择与距水源
距离的远近无关。影响黑颈长尾雉夜宿地选择的因素依次为：位置及林下植被、栖枝、天气。影响黑颈长尾雉
夜宿地选择的最终原因可能是安全、舒适和栖息地转换的方便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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夜宿地或夜栖地（!""#$%#&$’）是动物用来夜间

休息的场所，夜宿地质量的好坏关系到动物夜间的

安全（(&)* ’$ +,，-..-；/,0"!’ ’$ +,，-..1；/2’%
,2) ’$ +,，-..1）。因此，夜宿地的研究一直是濒危

动物研究的重点内容之一。很多鸡形目鸟类经常夜

间在树上栖息，国内对褐马鸡（3&4 ’$ +,，5678）、

白冠长尾雉（94) ’$ +,，-..-）、白颈长尾雉（(&)*
’$ +,，-..-）和白马鸡（:&+ ’$ +,，-..;）等的夜宿

行为及宿地选择的研究也表明：夜宿地是鸡形目鸟

类重要栖息地之一，鸡形目鸟类对夜宿地有明显的

选择性。

黑颈长尾雉（ !"#$%&’()* +)$’%,）是我国国家

!级保护动物，在国内分布于云南和广西两省。在

广西仅见于西林、隆林、田林、凌云、乐业等县；

在国外分布于泰国、缅甸和印度，目前数量已十分

稀少（<+)，566=；3& ’$ +,，5667；>?’)* @ A+)*，

5667）。黑颈长尾雉夜间在树上休息，目前对黑颈

长尾雉夜宿地仅有简单记述（3&4 ’$ +,，5665），尚

未对黑颈长尾雉的夜宿地选择进行专门研究。为

此，我们对黑颈长尾雉的夜宿地选择进行了研究。

! 研究地点和方法

研究地区位于云贵高原南缘———广西隆林县的

金钟山鸟类自然保护区。地处北纬 -1BC8D—-1B1;D，
东经 5.1B18D—5.;B，海拔 8=.—5 757 0。保护区处

于南亚热带西部，具有干湿季明显的气候特点，年

平均气温 57 EC F，年降水量为 5 -.. 00。地带性

植被为季风常绿阔叶林。海拔 5 -.. 0 以上为山地

常绿阔叶林，乔木树种主要有高山栲（-%*&%./0*’*
1,2%3%"’）、 大 叶 栎 （ -%*&%./0*’* 4’**% ）、 光 叶 柯

（5’&+/(%#0)* +%.(,’）等；在海拔 7;.—5 -.. 0，乔

木树种以细叶云南松（6’.)* ")..%.,.*’*）占优势

或与栓皮栎（7),#()* 3%#’%8’2’*）、麻栎（7),#()* %9
()&’**’$%）、白栎（7),#()* 4%8#’）等组成针阔混交

林；7;. 0 以下为细叶云南松林。

我们于 -..C 年 5- 月、-..1 年 ; 月和 5- 月、

-..; 年 1 月对黑颈长尾雉的夜宿地选择进行了研

究，主要通过 C 种方法确定的黑颈长尾雉夜宿地：

（5）观察法：根据夜栖树下粪便数量和新鲜程度确

定夜宿地位置及时间；（-）守候寻找法：在估计有

黑颈长尾雉夜宿的地区进行守候，根据黑颈长尾雉

上树时拍翅膀发出“扑、扑、扑”声来大致确定上

树的位置，待上树后再搜寻其选择的栖树；（C）访

问法：访问当地有经验的老猎人，由他们提供近期

观察到的黑颈长尾雉夜宿点，环境已被破坏的只记

录栖息的树种、时间和夜栖鸟数量，对其他物理特

征不进行测量。夜宿地确定以后，对夜宿地进行标

记，待白天再对夜宿地的特征进行测量。将夜宿地

所在的位置分为上坡、中坡、下坡。以夜宿树为中

心做一个 5. 0 G 5. 0 和 ; 个 5 0 G 5 0 的样方。将

垂直盖度分为栖枝上方盖度、乔木层盖度、乔木密

度、灌木层盖度、草本层盖度，用自制的盖度布测

定各层盖度。将 ; 个小样方所测得的平均值作为夜

宿地分析参数。用直尺、米尺和自制标杆测量夜栖

树胸径、栖枝高度、栖枝直径。以罗盘和指北针测

量夜宿地坡向和栖枝方向（自正北记起向西），水

平仪和测角仪测量坡度。用海拔仪测量夜宿地的海

拔高度，用全球定位系统（HI9）测量夜宿地到最

近水源、道路和林缘的距离，当 HI9 信号较差时，

则采用步行测量法；并记录夜栖树的种类（!""#$
$!’’ #J’K&’#），和夜宿地林型，共调查 5- 个样方；

并在夜宿树随机方向、距夜宿树 5.. 0 的距离处，

设 5. 个对照样方；采用与夜宿地样方相同的方法

测定相关特征参数。

所有调查数据用 9J## L"! M&)N"M# 5- E. 软件包

进行分析，采用多因子方差分析检验夜宿地与非夜

宿地的栖息地特征差异；并根据方差分析结果，选

择夜宿地与非夜宿地存在显著或极显著差异的生境

因子与夜宿树因子（栖枝高度、栖枝方向、栖枝直

径、栖树胸径、栖枝上方盖度）等数据用 9J## 软

件自带程序进行标准化，然后对影响黑颈长尾雉夜

宿地选择的主要因子进行主成分分析。

" 结果与分析

" #! 夜宿行为

黑颈长尾雉一般在天黑前上树休息，天将亮时

下树觅食、活动。上下树都不会鸣叫，偶有拍翅膀

的声音。黑颈长尾雉一般一只栖一树，但也有 -—

C 只同栖于一树。冬天时雉群会在同一片林子里休

息，但相互之间往往相隔一定距离。在雌鸟孵卵的

季节，雄鸟选择在巢附近的位置夜宿。

" #" 夜栖地的特点

-..C 年 5- 月—-..; 年 1 月，在金钟山鸟类自

然保护区共发现 5- 个夜宿地点，夜宿地的特征见

表 5。在 5- 处黑颈长尾雉夜宿地中，其中 6 处位于

阔叶林中，占 =;O；- 处位于细叶云南松林中，占

.;- 动 物 学 研 究 -= 卷



!"#；一 处 位 于 杉 木 与 阔 叶 树 的 混 交 林 中，占

$#。黑颈长尾雉选择的栖树共有 % 种，均为阔叶

树种。其中油桐是落叶树，有 & 个夜宿点以油桐为

夜栖 树，占 !% ’"#；大 叶 栎、粗 糠 柴、密 花 树、

毛杨梅和岗柃是常绿树种，有 !( 个夜宿点以这 )

种树为夜栖树，占 $* ’*#。这反映黑颈长尾雉多

选择阔叶林为夜宿地，选择阔叶树种作为夜栖树。

黑颈长尾雉选择的夜栖树一般为栖息地内中等大小

的 乔木，栖枝直径为& ’)—+ ,-，栖枝高度为&—) -。

栖处上方盖度大，并显著大于整个乔木层盖度。

表 ! 广西黑颈长尾雉夜宿地特征

"#$ % ! &’#(#)*+(,-*,)- ./ (..-*0-,*+- 1-+2 $3 4(- 516+7- 8’+#-#9* ,9 :1#9;<,

生境因子 ./012/2 3/4/-5254
夜宿地编号 67-054 89 488:2;:125

! & * + ) %
栖息季节 <5/:8= > > ? < > <
数量（只）67-054（1=@ A） ! ! * ! & &
夜栖树种 B88:2 2455 :35,15: CD CD EF B6 CG GH
林型 E5I52/218= 2J35 6 6 K K K K
海拔高度 GL5M/218=（-） ! !"( ! !)$ ! !N( ! &!% ! ($) ! ("%
坡向 <L835 8415=2/218=（O） *( +( !$( &!( !$( &!(
坡度 <L835 @5I455（O） *( *) !) !( +( +(
栖枝高度 B88:21=I P51IP2（-） * ’) + + & ’) + +
栖枝方向 B88:2 @145,218=（O） **( **( *( %( !)( !)(
栖枝直径 B88:2 @1/-5254（,-） * & ’) + * + +
栖树胸径 Q455 @1/-5254 /2 045/:2 P51IP2（,-） !! !! " ) " !&
栖枝上方盖度 R3354 ,8M54（#） $) $) !(( "( N( N)
乔木层盖度 >4084 ,8M54（#） %( )( %( )( "( %(
灌木层盖度 <P470 ,8M54（#） &) *) &( *( ) +(
草本层盖度 .540 ,8M54（#） !( !( &( !( &( !(
距水源距离 S1:2/=,5 28 T/254 :874,5（-） & ((( ! $(( $(( $(( )(( )((
距最近林缘距离 S1:2/=,5 28 9845:2 5@I5（-） )( "( &( )( &( &((
距道路距离 S1:2/=,5 28 48/@（-） !)( !)( *( )( )( *((
乔木密度 Q455 @5=:12J（1=@ A U !(( -&）

!!!!!!!!!!!!!!!!!!!!!!!!!!!!!!!!!!!!!!!!!!!!!!!!!!!!!!!!!!!
!" !N &% !$ &( !$

生境因子 ./012/2 3/4/-5254
夜宿地编号 67-054 89 488:2;:125

" $ N !( !! !&
栖息季节 <5/:8= < ? < < < <
数量（只）67-054（1=@ A） ! ! R=,L5/4 & ! !
夜栖树种 B88:2 2455 :35,15: EF VF B6 VF GH GH
林型 E5I52/218= 2J35 K VK K K K K
海拔高度 GL5M/218=（-） ! &"( ! )+! ! (&$ ! (() ! !"% ! &)N
坡向 <L835 8415=2/218=（O） !)( !(( *( *( !$( !"(
坡度 <L835 @5I455（O） +( &( &) ) *) +(
栖枝高度 B88:21=I P51IP2（-） & * ) ) * ’) +
栖枝方向 B88:2 @145,218=（O） )( !%( !&( !&( !)( !"(
栖枝直径 B88:2 @1/-5254（,-） * & * * * *
栖树胸径 Q455 @1/-5254 /2 045/:2 P51IP2（,-） % % " " % $
栖枝上方盖度 R3354 ,8M54（#） $( N( N) N( N) $(
乔木层盖度 >4084 ,8M54（#） $) "( "( "( )( +(
灌木层盖度 <P470 ,8M54（#） &) ) *) +( &( &(
草本层盖度 .540 ,8M54（#） &( ) ) ) *) *(
距水源距离 S1:2/=,5 28 T/254 :874,5（-） ! ((( +(( &(( &)( &(( ! (((
距最近林缘距离 S1:2/=,5 28 9845:2 5@I5（-） &( *( +( *(( *( &(
距道路距离 S1:2/=,5 28 48/@（-） %( )( )(( !( ( *(
乔木密度 Q455 @5=:12J（1=@ A U !(( -&） !N )% !) !% &$ &%
<：春季（<341=I）；>：秋季（>727-=）；?：冬季（?1=254）；CD：粗糠柴（!"##$%&’ ()*#*((*+,+’*’）；EF：油桐（-,.+*/*" 0$.1**）；

B6：密花树（2"("+," +,.**0$#*"）；CG：毛杨梅（!3.*/" ,’/&#,+%"）；VF：大叶栎（4"’%"+$(’*’ 0*’’"）；GH：岗柃（5&.3" 6.&00**）；

6：针叶林（V8=1954 9845:2）；VK：针阔混交林（V8=1954 /=@ 048/@;L5/9 -1W5@ 9845:2）；K：阔叶林（K48/@;L5/M5@ 984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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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颈长尾雉夜宿地一般在坡的中、上部。对夜

宿地与对照地的特征进行方差分析（表 !），发现夜

宿地与对照地在坡度、灌木层盖度、草本层盖度、

距最近林缘距离和乔木密度存在显著或极显著性差

异。这表明黑颈长尾雉一般选择有一定坡度、下层

灌木和草本较少，以及在森林内部远离林缘、乔木

密度较大的地方作为夜宿地。其夜宿地的选择与水

源距离的远近无关。

! "# 影响黑颈长尾雉夜栖地选择的主要生态因子

主成分分析结果表明，前 " 个因子的特征值均

大于 #，累积贡献率达 $% &!’(，包含了夜宿地变

量的大部分信息，可以较好地反应黑颈长尾雉的夜

宿地特征。因此提取这 " 个因子，并计算它们与原

始变量的因子负荷，结果见表 %。

由表 % 中得知，在第一主成分中，灌木层盖度

负荷最大，其次为距林缘距离，反映了黑颈长尾雉

喜爱在灌木盖度较小，在森林内部远离林缘的地方

夜宿；第二主成分中，坡度负荷最大，其次为草本

层盖度，表明黑颈长尾雉喜爱选择有一定坡度，草

本层盖度较小的地方夜宿；第一和第二主成分主要

反映夜宿地的位置和林下植被状况，可以定义为位

置及林下植被因素；第三主成分中，栖枝方向和栖

枝直径负荷最大，这反映了黑颈长尾雉在选择夜宿

地时对栖枝的要求，可以把第三主成分定义为栖枝

因素；第四主成分中，栖枝上方盖度和乔木密度负

荷最大，这反映了黑颈长尾雉喜欢选择在栖处上方

盖度较高，而且附近乔木密度较大的地方夜宿，这

两个因子主要和夜栖地遮风避雨有关，可以把第四

主成分定义为气象影响因素。

表 ! 夜宿地与非夜宿地生态因子比较

$%& ’ ! ()*+%,-.)/ )0 12)3)4-2%3 0%25),. &15611/ ,)).5 %/7 /)/8,)).5 .-51.

生境因子 )*+,-*- .*/-01
参数夜宿地

2003-,45 3,-6
平均值 76*4

对照地 804-109 3,-6
! 值

显著性

:,54,.,/*4/6
海拔高度 ;96<*-,04（=） # #$# &#> # #>> &?@ @ &@@% @ &’??
坡向 :90A6 01,64-*-,04（B） #!? &$% #>@ &@@ # &"$’ @ &!%>
坡度 :90A6 C65166（B） !> &’# #" &@@ $ &"@$ @ &@@’!!

乔木层盖度 8*40AD /0<61（(） E# &!? ?$ &?@ @ &#>> @ &E>$
灌木层盖度 :F1G+ /0<61（(） !? &@@ ?# &@@ #% &@>? @ &@@!!!

草本层盖度 )61+ /0<61（(） #? &@@ %> &@@ #% &E>’ @ &@@#!!

距水源距离 H,3-*4/6 -0 I*-61 30G1/6（=） >$> &?@ $@% &@@ @ &@@" @ &’?%
距林缘距离 H,3-*4/6 -0 .0163- 6C56（=） >@ &$% #@ &%@ " &E’’ @ &@"!!

距道路距离 H,3-*4/6 -0 10*C（=） ##? &@@ ’% &@@ @ &##E @ &>%E
乔木密度 J166 C643,-D（ K #@@ =!） !% &#> #% &’@ " &>%? @ &@"!!
! " L @ &@?，!! " L @ &@# M

表 # 广西黑颈长尾雉夜宿地 9: 个生态因子对前 ; 个主成分的负荷量

$%& ’ # ()/5,-&<5-)/ 5) 5=1 0)<, +,-/2-+%3 2)*+)/1/5. &> 9? +%,%*151,.

生境因子 )*+,-*- .*/-013
主成分 80=A0464-

# ! % "
坡度 :90A6 C65166（B） N @ &#"’ @ &$’’ N @ &@$" N @ &##>
栖枝高度 2003- F6,5F-（=） @ &E’> @ &@"% N @ &!"$ @ &"E!
栖枝方向 2003- C,16/-,04（B） @ &!’" @ &"$# N @ &>"# N @ &!#"
栖枝直径 2003- C,*=6-61（/=） @ &!$! @ &?# N @ &>>$ N @ &#E"
栖树胸径 J166 C,*=6-61 *- +16*3- F6,5F-（/=） @ &E?# @ &%?> N @ &%?’ N @ &@$!
栖枝上方盖度 OAA61 /0<61（(） @ &!$? @ &#$E @ &"’@ @ &>%$
灌木层盖度 :F1G+ /0<61（(） @ &$#! N @ &#$# N @ &@>" N @ &%$E
草本层盖度 )61+ /0<61（(） N @ &"$> @ &?"E N @ &"@# N @ &#?"
距林缘距离 H,3-*4/6 -0 .0163- 6C56（=） @ &>>E N @ &%"> @ &@%E @ &@!E
乔木密度 J166 C643,-D（,4C M K #@@ =!） N @ &E!? N @ &#$E N @ &!#? @ &E"!
特征值 J0-*9 % &@E’ ! &@!# # &$# # &""
信息量 P61/64- 0. <*1,*+96（(） %@ &E> !@ &!# #$ &@? #" &%E
累计信息量 8G=G9*-,<6 A61/64-（(） %@ &E> ?@ &$$ E$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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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讨 论

黑颈长尾雉对夜宿地的选择与其他长尾雉较相

似，如白颈长尾雉（!"#$ %& ’(，)**)）、白冠长尾

雉（+,# %& ’(，)**)）；但是在夜栖树的选择中，黑

颈长尾雉主要选择阔叶树作为夜栖树，而白颈长尾

雉主要选择马尾松和杉木（!"##$#%&’($’ )’#*+,)’-
.’）作为夜栖树，白冠长尾雉主要选择柳杉和杉木

作为夜栖树。在研究中发现，黑颈长尾雉选择夜栖

树时会有意识地回避针叶树，如在我们研究的第 -、

)、. 号夜宿地中，夜宿地附近主要乔木是细叶云南

松和杉木，但是黑颈长尾雉并没有选择细叶云南松

和杉木，而是选择粗糠柴和大叶栎作为夜栖树。这

可能是阔叶树比针叶树更适宜于夜栖的缘故。另

外，黑颈长尾雉选择夜宿地时，与水源距离的远近

关系不明显。这是因为在金钟山地区，有旱、湿季

之分，黑颈长尾雉生活的地区经常缺少水源，黑颈

长尾雉在旱季水源缺乏时常啄食含水量较多的嫩叶

芽、肾蕨的地下球根（/", %& ’(，-00-），据我们观

察黑颈长尾雉也经常取食浆果。黑颈长尾雉形成了

主要以食物水和露水满足体内水需要的生理特点。

夜宿地是动物栖息地的重要组成部分，给动物

提供了交配和育雏的场所，具有防冷防热以及避免

被天敌捕食作用（1(234% %& ’(，)**5；6,773 %& ’(，
)**5）。夜宿方式及夜宿地质量在很大程度关系到

动物在夜间的安危（1(234% %& ’(，)**5；18%(8# %&
’(，)**5；!"#$ %& ’(，)**)）。因此，在选择夜宿地

时，首要因素是安全和舒适。黑颈长尾雉选择在乔

木密度较大，栖处上方盖度非常大的地方作为夜宿

地，正是满足遮风避雨的要求，有利于其夜宿时的

舒适。黑颈长尾雉在夜宿时主要的不安全因素应该

是来自栖息下方。因此，黑颈长尾雉选择夜栖地

时，会选择林下较为空旷，但又有一定的灌丛、草

丛的地方作为夜宿处，这样的环境可能便于发现天

敌，而且一旦发现天敌时也有利于逃跑；同时，这

样的林下环境在黑颈长尾雉上、下夜宿树时有利于

隐蔽，显然比完全空旷的林下安全。我们认为：黑

颈长尾雉在选择夜宿地时，除了会考虑到夜宿时安

全外，还应考虑到栖息地转换时，如从夜宿地换到

采食地，从夜宿地转换到营巢地的安全因素。所以

黑颈长尾雉的夜宿地一般选择在取食地附近。如黑

颈长尾雉在春季主要以岗柃的果实为食，我们发现

的第 9、--、-) 号夜宿地就在取食地附近，并选择

岗柃作为夜栖树。另外，据有经验的猎民反映：在

雌鸟孵卵期间，雄性黑颈长尾雉则在营巢地附近夜

宿。褐 马 鸡 也 会 在 觅 食 地 或 巢 附 近 选 择 夜 宿 地

（/", %& ’(，-0.9），因此栖息地转换的方便程度可

能也是黑颈长尾雉在进行夜宿地选择时考虑的重要

因素之一。

黑颈长尾雉这种夜宿地选择方式在对付自然界

天敌，如食肉类动物是相当有用的。但是这种选择

夜宿地的方式却恰好被猎人所利用。待黑颈长尾雉

进入夜宿地后再进行猎取是当地的主要狩猎方式。

因为黑颈长尾雉在夜宿时，只要不碰到它栖息的

树，基本上不会逃跑。在猎枪被没收以后，一些有

经验的猎民甚至在竹杆上绑上铁丝或尼龙绳，待黑

颈长尾雉进入夜宿地后进行套取。偷猎已成为黑颈

长尾雉趋于濒危的一个主要原因。另外，黑颈长尾

雉虽然经常在杉木林中觅食，却主要选择阔叶林或

针、阔叶混交林为其夜宿地。尽管有当地群众反

映，黑颈长尾雉偶尔也在细叶云南松和杉木上过

夜，但次数较少。因此在一些人工林适当保留些阔

叶树种，最好能在人工林中保留部分阔叶林或针、

阔叶混交林，这对保护黑颈长尾雉会十分有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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