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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疆生地所科研人员在北山羊警戒行为研究中获进展

　　警戒是动物对捕食风险或潜在捕食风险的一种行为反应，是动物发现捕食者、降低捕食风险，提高生存几率

的重要行为。通过集群，动物能够提高警戒成效，群中个体可以减少其自身的警戒时间，从而将更多时间用于采

食等其它重要行为，这种现象被归结为“群体效应”。不同性别、不同年龄的个体在面对相同捕食风险时具有不

同的行为反应，甚至同一个体在不同生活史阶段或集群类型中的警戒水平也会发生变化。 

　　中国科学院新疆生态与地理研究所杨维康研究员团队，以新疆天山中部濒危有蹄类动物北山羊为研究对象，

研究了性别、年龄和集群大小等因素对北山羊警戒行为的影响机制。 

　　研究表明，北山羊的警戒行为受内外因素的综合影响。从个体角度来看，发情期雄羊花费大量的时间用于发

情相关行为，导致其警惕性高于雌羊，但是在发情期外，由于雌羊的体型明显小于雄羊，导致其面临更高的捕食

风险，因此雌羊更加警戒。随着雄羊年龄增加，其警戒效率逐渐提高，“无效警戒”减少，警戒水平也随之降

低。从群体的角度来看，由于生活在大群中可以获得更多的反捕食优势，在不降低群体警戒水平的前提下，大群

中北山羊个体的警戒水平明显降低，验证了“群体效应”假说。在不同集群类型中，雄性群中个体体型相似，导

致捕食者容易产生混淆效应而无法快速锁定目标，导致雄性群中个体面临的捕食风险低于混合群和雌幼群中个

体。 

　　此外，北山羊栖息地可采食植物的生物量随季节更替而改变，北山羊通过权衡采食和警戒行为，始终保证其

在植物生长期的夏季和植物枯萎期的冬季投入于警戒的时间未发生改变，这是栖息于高捕食和高扰动环境中动物

的行为调节。 

　　上述研究结果有助于解析动物在应对潜在捕食危险、权衡警戒与其它行为时间分配的机制，对阐明其环境适

应策略具有重要意义。 

　　相关研究结果以“Vigilance behaviour in Siberian ibex (Capra sibirica): Effect of group size,

group type, sex and age”为题发表在Behavioural Processes上。 

　　文章链接https://doi.org/10.1016/j.beproc.2019.104021

(https://doi.org/10.1016/j.beproc.2019.104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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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雄性群中正在警戒的个体（上） 

　　

 

　　群大小对北山羊警戒行为时间比例（A）和警戒频率（B）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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