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扎龙湿地野生与散养白枕鹤繁殖前期

觅食生境选择对比分析

邹红菲 吴庆明 牛茂刚
（东北林业大学野生动物资源学院 哈尔滨 &#""$"）

摘要：为了探讨野生与散养白枕鹤（1*)& 2#3#(）觅食生境选择的异同，!""$ 年春季，通过定点观察法、样方

法、因子测定法对扎龙湿地二者繁殖前期的觅食生境选择作了对比研究。结果表明，繁殖前期，野生白

枕鹤繁殖对觅食生境选择具有严格要求，倾向于选择人为活动较少（&’() *+）、靠近明水面（!&’" +）、剩

余苇丛隐蔽度较高的苔草沼泽生境中觅食；散养白枕鹤对生境类型的要求不高，倾向于选择距人为活动

区域较近（"’,! *+）的生境觅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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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黑龙江扎龙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内既

有野生白枕鹤（1*)& 2#3#(）繁殖，又有散养白枕

鹤繁殖。野生白枕鹤指生活的整个周期完全在

野外环境中进行。散养鹤是介于笼养鹤和野生

鹤之间由笼养向野生过渡的一种类型，其大多

数时间栖息于野外环境中，采用固定地点人工

投喂和野外主动选择相结合的方法补充食物和

水，冬季不迁徙。扎龙保护区自 &./" 年起开始

尝试散养白枕鹤的饲养及野化管理。&... %
!""& 年扎龙湿地连续干旱，!""& 年 ) 月 &! 日，

扎龙湿地首次补水 , #"" 万 +,；同年 / % &" 月

及 !""! 年 , 月发生大火；!""! 年 $ 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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护区再次注水 ! 亿 "!；同年 # 月 $% 日，扎龙湿

地应急调水工程完工，每年可向湿地补水 $&!
亿 "!［$，’］。这些变化使扎龙生境质量处于一种

不稳定的波动状态。在这种特殊生态环境条件

下，对扎龙湿地野生和散养白枕鹤繁殖前期觅

食生境选择进行对比研究，有助于探讨二者对

这些变化所采取的生态适应对策，便于保护区

制定相应的保护政策，利于扎龙湿地生境的有

效管理和白枕鹤的就地保护。鸟类繁殖期觅食

生境选择是鸟类生态学研究中的热点，国内自

$((( 年才有少量的专题研究［! ) *］，这种特殊生

态环境条件下的定量研究国内未见报道。

! 研究地区概况

扎龙保护区总面积 ’ $%% +"’，地理坐标为

,-.#’/ ) ,*.!’/0，$’!.,*/ ) $’,.!*/1，属大陆性

半干旱季 风 气 候 区。全 区 平 均 海 拔 $,,&% "
（$!#&% ) $*2&% "）。植被类型以芦苇沼泽面积

最大，总盖度 2%3 ) (%3，形成芦苇单优势植

物群落，还有少量的苔草沼泽、漂筏苔草沼泽及

草甸 草 原 等。区 内 有 鸟 类 $- 目 ,2 科 ’-#
种［2 ) $%］，以 大 型 涉 禽 和 游 禽 如 丹 顶 鹤（ !"#$
%&’()*)$+$）、白枕鹤、鹭类、雁鸭类等为特色。

" 研究方法

繁殖期，野生白枕鹤定义为迁来至孵化间

的时间段，散养白枕鹤定义为春季发情至孵化

间的时间段。

’%%, 年 ! 月 ’% 日起，白枕鹤陆续从南方迁

回。! ) , 月，在保护区内的两个固定地点每天

分别用 $’ 倍变焦双筒、,% 倍变焦双筒和 -% 倍

变焦单筒望远镜搜寻白枕鹤繁殖对，观察其觅

食活动，同时参照脚环标记并辅以行为特征和

迁徙观察来区分野生（! 对）和散养白枕鹤（!
对）；通过参照物初步确定白枕鹤繁殖对的觅食

区域，再通过激光测距仪和 ’% 倍、-% 倍望远镜

地面确定白枕鹤繁殖对的觅食区域。在确定的

觅食区域内，随机选取一点 4，过 4 点作任意的

两条垂线，距离 4 点 # "、$% "、$# "、’% "、’# "
处分别设 $ " 5 $ " 样方 $ 个，用英文字母 678

和阿拉伯数字进行标记，用 9:; 实地定位，测

量记录各种生境因子，主要包括，（$）植被类型：

沼泽（芦苇沼泽、苔草沼泽、漂筏苔草沼泽）、草

甸、草原草甸、农田、水生植被、火烧地；（’）植被

高度（<"）：植被的平均自然高度；（!）植被密度

（株 = "’）：植被的平均密度；（,）植被盖度（3）：

以植被的基面积盖度为主；（#）水深（<"）：样方

处水的平均自然深度；（-）明水面的距离（"）和

面积（"’）：样方到面积大于 $ "’ 的且距离最近

的明水面距离和面积；（*）剩余苇丛距离（"）、

面积（"’）、密度（株>"’）和高度（<"）：距离样方

最近的剩余苇丛距离［$］、面积、密度、平均自然

高度；（2）距人为活动频繁地的距离（+"）：到样

方距离最近的人为活动频繁地（如居民点、公

路、保护区局址等）的距离；（(）距人为活动不频

繁地的距离（+"）：到样方距离最近的人为活动

不频繁地（如看鱼窝棚、堤坝、人工沟渠、大车道

等）的距离；（$%）火烧地距离（+"）、面积（"’）：到

样方距离在 ’&# +" 以内的火烧地距离、面积。

外业数据收集过程中，由于散养白枕鹤的

护域行为和减少对其的人为干扰，再加上所穿

的水衩漏水，水寒，影响了部分数据的完整收

集。调查过程中共取实际样方数 $’% 个，经筛

选有效样方为 2( 个。用频次法和百分数法、

;:;; $’&% 中 的 ,?检 验（ @ABCDCABCAE?;F"DGCH ,
ICHE）对数据进行处理。

# 结 果

#$! 白枕鹤的数量 在保护区管理局周围以

局址为中心，东到唐土岗子、东南到赵凯、南到

吐木可、西南到肯可、西北到扎龙村、北到老毛

窝棚内繁殖停留和迁徙停歇的白枕鹤有 $# 只，

繁殖对 - 对。

#$" 野生与散养白枕鹤繁殖前期觅食生境类

型比较 调查结果表明，繁殖前期，野生白枕鹤

倾向于选择苔草沼泽生境觅食，散养白枕鹤无

显著选择性（表 $）。

#$# 野生与散养白枕鹤繁殖前期觅食微生境

选择比较 繁殖前期，野生与散养白枕鹤觅食

生 境各生态因子（表’）之间差异的显著性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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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 野生与散养白枕鹤繁殖前期觅食生境类型调查表

"#$%& ! "’& (&&)*+, ’#$*-#- -./&0 1( -’& 2*%)
#+) 0&3*4)13&0-*5 6’*-&4+#/&) 78#+& )98*+,

-’& /8&4$8&&)*+, /&8*1)

群体类型 !"#$%& ’(%) *+ *, -. -/ *0 -1

生境类型 2345’3’ ’(%)!! 36 47 46 6 4 6

*：野生；-：散养；3：农田；4：芦苇沼泽；6：苔草沼泽；7：火烧地；

!!! 8 !9:9+

结果表明：在植被类型、植被密度、植被盖度、植

被高度、水深、明水面距离、明水面面积、剩余苇

丛面积、剩余苇丛距离、剩余苇丛高度、剩余苇

丛密度、火烧地距离、人为活动频繁地距离方面

二者之间具有极显著的差异（ ! 8 !9:9+）；在火烧

地面积（ ! 8 !9:90 ）方面二者之间具有显著的差

异；人为活动不频繁地距离二者之间没有显著

差异（表 +，.）。

繁殖前期，野生与散养白枕鹤觅食生境各

生态因子分布频次结果（表 ,，.）比较表明，在

植被密度、植被高度、水深、明水面距离、明水面

面积、剩余苇丛面积、剩余苇丛距离、剩余苇丛

高度、火烧地距离、人为活动频繁地距离等觅食

地特征方面存在着显著的选择差异，在植被盖

度、剩余苇丛密度、火烧地面积、人为活动不频

繁地距离特征方面的选择性差异不显著。

表 : 野生与散养白枕鹤繁殖前期觅食生境各生态因子数量化统计（"" ; #$）

"#$%& : "’& <9#+-*-#-*=& 0-#-*0-*5 1( -’& &51%1,*5#% (#5-180 (18 -’& (&&)*+, ’#$*-#- 1+ -’& 2*%) #+) 0&3*4)13&0-*5
6’*-&4+#/&) 78#+& )98*+, -’& /8&4$8&&)*+, /&8*1)

生态因子

;6#<#=563< >36’#"
野生白枕鹤（% ? 0,）

*5<7 *@5’)AB3%)7 C"3B)
散养白枕鹤（% ? .D）

-)E5A7#E)&’56 *@5’)AB3%)7 C"3B)
植被密度（株FE,）

G<3B’ 7)B&5’(
/ /,H:H I /DJ:D（H 099:9，.99:9） + 901:H I +9/:J（, 199:9，.99:9）

植被盖度（K）

L)=)’3’5#B 6#M)"3=)
9:+H0 I 9:9+.（9:.D9，9:9D9） 9:/99 I 9:9.9（9:D1J，9:+..）

植被高度（6E）

L)=)’3’5#B @)5=@’
D:9 I 9:/（+0:9，,:9） +D:D I +:9（,H:9，J:9）

水深（6E）

*3’)" 7)%’@
,:1 I 9:,（1:9，+:9） 1:0 I 9:1（+.:9，+:9）

明水面距离（E）

N5&’3B6) ’# #%)B O3’)"
,+:9 I 9:D（,J:9，+1:9） .H:J I +:J（00:9，,1:9）

明水面面积（E,）

-5P) #> #%)B O3’)"
+D/:J I D:1（,D9:9，+/9:9） ./+:/ I +/:/（/19:9，,/9:9）

苇丛面积（E,）

-5P) #> ")&57$3< "))7 6<$&’)"
..1:9 I ++:D（/.9:9，,,9:9） +J9:0 I /:1（,+9:9，+09:9）

苇丛密度（株FE,）

Q)&57$3< "))7 6<$&’)" 7)B&5’(
,,+:. I ++:/（.,9:9，+..:9） +9J:+ I /:0（+.9:9，D9:9）

苇丛高度（6E）

2)5=@’ #> ")&57$3< "))7 6<$&’)"
++9:, I .:+（+/0:9，HH:9） +00:/ I ,:9（+D.:9，+/D:9）

苇丛距离（E）

N5&’3B6) ’# ")&57$3< "))7 6<$&’)"
,/:/ I ,:0（01:9，+.:9） ..:H I +:,（/9:9，,.:9）

火烧地距离（RE）

N5&’3B6) ’# 4$"B)7 P#B)
+:.9 I 9:+/（,:09，9:99） ,:/9 I 9:9,（,:09，,:,.）

火烧地面积（E,）

-5P) #> 4$"B)7 3")3
, .,0:9 I ,10:/（. J99，9） + ,1/:J I .99:+（. J99，9）

人为活动不频繁地距离（RE）

N5&’3B6) ’# <)&&)" @$E3B 75&’$"43B6) P#B)
9:+J I 9:9,（9:.D，9:90） 9:,9 I 9:9+（9:,J，9:+.）

人为活动频繁地距离（RE）

N5&’3B6) ’# @$E3B 75&’$"43B6) P#B)
+:D9 I 9:++（,:0J，9:DH） 9:.9 I 9:9,（9:/H，9:+0）

括号内的数据表示范围。S@) 73’3 5B %3")B’@)&)& 3") "3B=)&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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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 野生与散养白枕鹤繁殖前期觅食生境各生态因子分布频次统计

"#$%& ! "’& ()*+,)$-+)./ 0,&1-&/2& .0 +’& &2.%.3)2#% 0#2+.,* 0., +’& 0&&()/3 ’#$)+#+
./ +’& 4)%( #/( *&5)6(.5&*+)2 7’)+&6/#8&( 9,#/& (-,)/3 +’& 8,&6$,&&()/3 8&,).(

生态因子

!"#$#%&"’$ (’")#*
取值区间

+’$,- &.)-*/’$

野生白枕鹤（! 0 12）

3&$4 35&)-6.’7-4 8*’.-
散养白枕鹤（! 0 9:）

;-<&64#<-=)&" 35&)-6.’7-4 8*’.-
频次

>*-?,-."-
所占比例（@）

A*#7#*)&#.
频次

>*-?,-."-
所占比例（@）

A*#7#*)&#.

植被密度（BCC 株D<2）!!

A$’.) 4-.=&)E

［C，BC）

［BC，2C］

2C 以上

B9
9
9F

21GCC
1G::
FHG29

2F
:
I

:CG2:
BJGH2
BCGJB

植被盖度（@）!!

+-%-)’)&#. "#/-*’%-

［C，1］

（1，9C）

［9C，BCC］

12
C
C

BCC
C
C

9:
C
C

BCC
C
C

植被高度（"<）!!

+-%-)’)&#. 5-&%5)

［C，BF］

（BF，2C）

2C 以上

12
C
C

BCC
C
C

B:
J
B2

I1GH1
2BGF2
92GI9

水深（"<）!!

3’)-* 4-7)5

［C，J］

（J，BF）

BF 以上

12
C
C

BCC
C
C

2:
BC
C

:2GH:
2:GC9
C

明水面距离（<）!!

K&=)’."- )# #7-. L’)-*

［C，1C］

（1C，BCC）

BCC 以上

12
C
C

BCC
C
C

2F
BB
C

:CG2:
2HG:9
C

明水面面积（<2）!!

;&M- #( #7-. L’)-*

［C，2CC］

（2CC，1CC）

1CC 以上

9H
B9
C

:1
21
C

C
9:
C

C
BCC
C

苇丛面积（<2）!!

;&M- #( *-=&4,’$ *--4 "$,=)-*
［C，2CC］

（2CC，1CC）

C
12
C

C
BCC
C

B2
21
C

92GI9
F:G1:
C

苇丛密度（株D<2）!!

N-=&4,’$ *--4 "$,=)-* 4-.=&)E

［C，1CC］

（1CC，B CCC）

B CCC 以上

12
C
C

BCC
C
C

9:
C
C

BCC
C
C

苇丛高度（"<）!!

O-&%5) #( *-=&4,’$ *--4 "$,=)-*

［C，BCC］

（BCC，BFC）

BFC 以上

2B
9B
C

ICG9J
1HGF2
C

C
21
C

C
F:G1:
92GI9

苇丛距离（<）!!

K&=)’."- )# *-=&4,’$ *--4 "$,=)-*

［C，2C］

（2C，1C）

1C 以上

9H
C
B9

:1
C
21

C
9:
C

C
BCC
C

火烧地距离（P<）!!

K&=)’."- )# Q,*.-4 M#.-

［C，CG1］

（CG1，BGC）

［BGC，BG1］

［BG1，2G1］

B9
BJ
C
2B

21
9IGF2
C

ICG9J

C
C
C
9:

C
C
C
BCC

火烧地面积（<2）!

;&M- #( Q,*.-4 ’*-’

［C，1CC］

（1CC，B 1CC）

B 1CC

2B
C
9B

ICG9J
C

1HG2

21
C
B2

F:G1:
C

92GI9

人为活动不频繁地距离（P<）

K&=)’."- )# $-==-* 5,<’. 4&=),*Q’."- M#.-

［C，CG2］

（CG2，CGI）

CGI 以上

9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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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1HGF2
ICG9J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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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F
C

2HG:9
:CG2:
C

人为活动频繁地距离（P<）!!

K&=)’."- )# 5,<’. 4&=),*Q’."- M#.-

［C，CG1］

（CG1，BGC）

［BGC，2GC］

2GC 以上

C
2B
C
9B

C
ICG9J
C

1HGF2

9:
C
C
C

BCC
C
C
C

!!" R )CGCB，! " R "CGC1，植被类型的显著性检验结果见表 B。

S5- *-=,$) #( =&%.&(&"’.) )-=) #. /-%-)’)&#. )E7- =-- )’Q$- B T

·JI· 动物学杂志 #$%!&’& ()*+!,- ). /))-)01 IC 卷



! 讨 论

繁殖前期，野生与散养白枕鹤的觅食生境

选择存在着一定的异同。

从生境类型来看，野生白枕鹤倾向于选择

苔草沼泽，散养白枕鹤不明显，既有农田和火烧

地、又有苔草沼泽和芦苇沼泽。野生白枕鹤距

离人为活动频繁地的距离（!"#$ %&）远大于散

养白枕鹤（’"() %&）。可能的解释是，散养白枕

鹤由于对人的敏感度下降，觅食生境选择时就

近选择，选择的标准以能够提供有效食物能量

为主，而与生境类型无关；而野生白枕鹤对人为

活动比较敏感［* + #］，只能选择人为活动干扰较

少的区域，至于为何倾向于苔草沼泽，笔者在调

查时发现：这个季节苔草沼泽中，表层土质因直

接暴露于阳光下温度较高且疏松湿润，土壤表

层中的各种植被嫩芽已萌发，土壤深层中有一

些休眠的土壤动物。这种生境可使野生白枕鹤

以最少的能量消耗获取食物。如此的生境选

择，必 然 会 出 现 野 生 白 枕 鹤 的 植 被 密 度

（* *), 株-&)）高于散养白枕鹤（! ’.$ 株-&)），而

植被盖度、植被高度、水深皆小于散养白枕鹤。

关于明水面，野生白枕鹤所选择的明水面

面积（!$. &)）小于散养白枕鹤（(*! &) ）。在调

查中发现：散养白枕鹤由于距人为活动区域的

距离较近，常到人为活动区域中面积较大的冰

面上取水，人为活动区域有食物投喂点，导致其

对觅食地距离的要求不是很高。而野生白枕鹤

由于选择在苔草沼泽中觅食，苔草沼泽中水很

少，而野外大的明水面不多，必然会出现明水面

面积小于散养白枕鹤的现象；同时野生白枕鹤

为了节省能量，只能在距离明水面较近的苔草

沼泽中觅食，也反映出野生白枕鹤在繁殖前期

觅食生境选择时尽量以最少的能量消耗来获取

最大的食物能量。

在剩余苇丛方面，野生白枕鹤的苇丛面积、

苇丛密度都远高于散养白枕鹤，苇丛距离、苇丛

高度都小于散养白枕鹤。调查中发现：这个时

期的剩余苇丛对白枕鹤觅食来说主要起到隐蔽

作用。结果也表明野生白枕鹤觅食点的苇丛能

够起到很好的隐蔽作用，!!’ /& 的苇丛高度高

于白枕鹤低头觅食时的高度，低于白枕鹤抬头

警戒时的高度；而 !.. /& 的高度不利于散养白

枕鹤警戒；从苇丛面积、苇丛密度、苇丛距离，也

可以看出野生白枕鹤觅食处的苇丛所起的隐蔽

作用要大于散养白枕鹤。

火烧地，近年来扎龙保护区村民火烧的频

次较以前［!，)］大大减少，在本次调查过程中，发

现 * 个火烧地。距离人为活动频繁地近的火烧

地被区内的管护人员及时扑灭，过火面积较小；

而距离较远的火烧地，由于距离的原因，扑灭较

晚，过火面积较大。出现了野生白枕鹤的火烧

地面积大于散养白枕鹤，而火烧地距离小于散

养白枕鹤。但二者距离火烧地都在 !"’’ %& 以

上。

人为活动不频繁地，野生与散养白枕鹤没

有呈现出明显的差异。本文调查过程中遇到的

人为活动不频繁地主要是车痕不明显的季节性

大车道，并不是沙石路或打渔窝棚，因此不能下

定论。只能认为，在繁殖前期，带有季节性或不

明显人为痕迹的人为活动不频繁地对野生和散

养白枕鹤的觅食地选择没有影响。

基于上述研究结果，对扎龙保护区未来白

枕鹤及生境的有效管理提出以下三点建议：首

先，加强湿地水的管理，注重保护保存苔草沼泽

和芦苇沼泽湿地的面积及质量；其次，研究改进

芦苇的收割方式，确保剩余苇丛的有效存在；第

三，在白枕鹤的繁殖前期尽量减少人为活动的

干扰。

致谢 本论文的外业工作得到扎龙保护区的鼎

立相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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塔里木野猫"

蒋 卫 廖力夫 阿不里米提 乌秀巴特
（新疆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乌鲁木齐 ,$)))#）

"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项目（-.’$)(&)!#)）

#))( 年 !# 月作者在新疆喀什地区巴楚县境内叶尔羌河段中游从事动物病调查时，获 ( 只被当地居民猎杀的

野生猫科动物，经鉴定为我国二级保护动物野猫（!"#$% %$#&"%’($% ）（见封 ( 图片）。

其体背及全身毛色沙黄，头顶和背部略带褐黄色，毛基淡灰色。喉部、前胸、嘴四周和鼻前段为白色，眼上缘从眼

角至眼中部为白色。从背部至胫部有明显的 !) % #) // 黑色斑点，呈有规则的纵行排列；背部至尾基部有 $ 条纵行斑

点排列，其两侧面各有 + 条纵行排列的斑点。耳背棕黄色，耳内具稀疏白色长毛，耳背尖有一簇黑棕色短毛。颊部有

两条黑棕色纵纹。腹部沙黄色。四肢毛色同体侧，无斑点。尾毛似体背，尾近中部至尾基具不明显的黑斑，中部至尾

尖 & 条环形纹和一黑色尾尖，其中近尾尖的 # 条为完全环形黑斑，其余为半环形的黑斑（即尾腹面无黑斑）。

其衡量度如下（体重：0，量度：//）。

外形

采集号 性别 体重 体长 尾长 后足长 耳长 成幼

)! # ! !)) (!) !") !!) (+ 亚成体

)# # # +)) (&) #+) !#+ 成体

)$ # 成体

)( $ $ ))) +() #*) !$# (* 成体

头骨

采集号 性别 颅全长 颅基长 腭长 颅高 颅宽 鼻骨长 眶间宽 颧宽 听泡长 听泡宽 上齿列长 下齿列长

)! #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 #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 #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 $ #!1!) !(1() $#1+# $!1(&

本种广布于欧亚大陆，据高耀亭等报道，我国境内野猫为 !"#$% %$#&"%’($% )(*+’" 亚种。分布于我国新疆、宁夏和甘

肃境内。作者通过在塔里木盆地多年调查认为，在新疆，野猫仅分布于河流沿岸的胡杨林区，因该地区植被比盆地

其他区域略好，动物种类相对多，所需食物塔里木兔和子午沙鼠数量亦较多。现已知分布点为喀什地区的巴楚、莎

车和麦盖提，阿克苏地区的阿瓦提和沙雅，和田地区的墨玉和于田，库尔勒地区的轮台、尉犁、若羌和且末。

本次采获地位于新疆巴楚县叶尔羌河地段的县林场，有近 * ))) 2/# 的胡杨林，为县级保护区。海拔 ! )*+ %
! ),+ /，植被除胡杨外，有红柳、骆驼刺等，同一生境的动物有马鹿、赤狐、塔里木兔、子午沙鼠、短耳沙鼠、毛脚跳

鼠、长耳跳鼠和三趾心颅跳鼠。其保护区位于塔克拉玛干沙漠边缘，周围被沙包所包围，河岸和沙包间被开垦为农

田，以棉花和小麦等为主。田间和地边有数量密集子午沙鼠的分布，胡杨林和沙漠地带鼠类数量甚少，捕获率在

(3以下。塔里木兔的密度相对较高，!# 月份用足迹法调查密度平均为 &) % *) 足迹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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