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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估计马鹿对饲料植物利用率的一种简便和较为准确的方法， 

长度或干重间存在的相关关系进行计算。这些计算方法可概括为6种： 

(1)100Dp／D·I(2)100(D，一Dt)／(D —Dt)I(3)100(Lb 

W-)／w b’(5)100L p／Lb’(B)100W，／w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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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通过对植物当年枝的直径与 

上述公式中，D，——啃食端直径I D b——当年枝基径；Dt——未被啃食的当年桉顶端(顶芽下 

第一节间，的平均直径；La(Wa)-- 当年桉被啃食岳剩余部分的长度(于重)，L，(w )——根据D，预 

测当年枝的长度(干重)I L (w b)——根据Db预测当年枝的长宦(干荤)。 

本文旨在对这B种方法的准确性进行比较和评价 

1． 材料与方薷 

为评价6种方法的准确性，我们于1990年12月在黑龙江省东方红林业局的青山林场(北纬46。10'～ 

47。12 ，东经132。27 --134。05 )选择马鹿冬季采食 的 7种植物 ‘山杨 (Polsu~us d删id 口nn )、白桦 

(Betula pZatyphylla)，备柳(SaIix$~vida)，紫椴(Ti~a amurensis)、毛棒子 (Corylus mandsh— 

utica)，永曲柳(FrOX~nus mandshuricu)和落叶格 (Larix spp．)，』遘机从30—40株植物 卜剪取当年 

枝 (主枝和删技)50枝，测量其长度，厘 米，，基径(D b J(毫米)、顶径 (D ，(毫米)，和l／4，1／2、s14 

处的直径 (D )(毫米) 将长度-->20厘米的当年枝分为等长的4段，将长度<2o厘米的当年枝分为 

等长的 2段，在70℃烘48小时至恒重，称量每段的干重，精确到0．00l克。 

根据每种植物的每卟当年技1／4，1{2和 3，4处的直径，依上谜 B种方I法估计出利用室的平均值同 

实际利用率的平均值作成对t检验，以评价每种方法的准确性。如果利用率的估计值<0葳>1仰 ， 

则依次取作 0或]00 ，作t检验之前，对利用率数据作反正弦转换。 

为确定筛选出的力法所要求的样本犬小，我们在马鹿冬季取食地 ，随机剪取被马鹿啃食的当年 

枝260根，其中山杨80，白桦64，柳63，紫椴53。测量每根当年枝的啃食端直径(D，)和基径 (D )。 

对260根当年枝编号，用随机数表抽取26个小样本，每个小样木的太小为 10，所要求的样本大小根 据 

样本标准差(sD)随累加样本大小(N)的变化趋势来确定。 

2． 培暴 

对 7种植物当年枝利用率的估计值和实测值列于表 ] 

从表l看出，方法(1)，(3)、(5)对7种植物利用率的估计值同实测值均存在显著差异(P<0．05)。 

方法 (2)对 4种植物(备柳、毛榛子、落叶松，紫椴)利用率的估计值与实测值存在显著差异 (P< 

O·05)，而方法 (4)，(B)担分别对备柳和毛棒子的利用率的估计值同实测值存在显著差异 (P< 

0·05)·因此，方法(4)，(B)对植物利用衷的估计最准确，其次为方法 (2)，方法 (1)、(3)、 

(5)的估计结果最差。 

从准确性祁简便性考虑，我们选择方法(2)、(6)来确定它们所要末的样本大小(图 1)。 

薯辜自蒜科学基金碡肭项目‘末北韩医马鹿和狙营养适应对莆的比较 的一部分。 

车支干I991年lO月I o日收到，1992年12胃14日收劐謦敢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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裹 1 7种植售当年技的 甩宰曲估计值和实涮值 

Table t Actoal and estim ated values of utilization rate of current 

annual g~owth of 7 plan~；species． 

A ctual 
S0ecies (1) (2) (3) (4) (5) (B) 

山橱PopuIus dav~iana 36．1 61．4- 3g．6 l 50． 45．4— 48．3● 3 5 

白桦B " platgphylla 39．7 87．3} 39．3 l 5O． 4 ．e 52．3} 3$．6 

替擤S ix 40．4 72．5 47．8* 48．3* 5】．3‘ 52． 35．5 

Tilia " “ gis 3e．2 83． 27． 5O．8 40．8 52．8● 45．5 

#-~Corylus dshurica 99．5 85． 24．0* {1．1} 45．7 蚰．5- 33．B} 

水■ 梆Fraxi~zus mazzdshurfca 39．5 ?4．g* ％ ．5 51．3} 4 ．1 63．4- “ ．2 

暮斗~Larix spp． 37．8 66．1* 3 0．1 } 50．7 44．5 50．4_ 4J．1 

植魄 甩翠的估计值和实铡僵整异显著(P<o．o5) 

Difference between the actual and the es~imeled value of percent[utilization iB slgni~4cant 

at B<o．05． 

覃加样车太 小 cumuIaⅡvc m  一  ) 

田 1 控用方法f 2)、(B)时’样本标准差(SD)随累加样本大小(N)增加 的变动趋势 

Fig． 】 n e changing trend of standard deviation of sample (SD)with the irlcrea~o 

0f二cumulafive sample size(N)inmeuhod (2)and (8) 

注N0te‘——使用方法L 2 时，样奉标难差的变动趋势 The changing lrend of standard deviation of 

~atTlpie i12 m ethod (2)j⋯ ⋯ ～··使用方 法 (6)时， 样丰标 准 差的变动 趋势 The chang ing  trend of 

standard deviat n o sample in m ethod (6) 

从圈 1看出，使用方法(6)时，样本大小达到 0之前，祥率标准差的变动幅度明最大于方法(2)。 

当样本大小达到50后，两种方法的样本标准差的变动幅度基本相似，但方法(6)的样本标准羞始终大 

于方法(2)。样本大小达到1 00时，两种方浩的样本标准善的变动幅度显著斌小j样本大小达到 200 

时，样本标准差基本稳定 因此，在生境管理中，估计马鹿对植物当年枝利用率的样本大小至少达到 

100，而要满足统计学上的抽样要袁，最少样本大小为200。 

5． 讨论 

对 6种方法的比较说明，尽管方法(1)最简便，但准确性晶差，对 7种植物利用率的估计值始终 

高于实测值 (P<0．05)。同时还发现，基于直径一长度叵虹芰系的方法(3) ‘5)均未能准确地估计 

动物对植物的利用率，其估计值也始终大于实测值。而基于直径一干重回归装系的( )，‘6)能对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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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当年枝的利用率作出准确的估计。 

从表 l的评价结果 看，方法 (4)，(6)的准确性优于方法 (2)。但前两 者 均 基 于直径一千莺的 

回归关系，而且使用方法(4)时，需对啃食后当年枝剩余部分的于重进行测量，这样工作量远大于方 

法 (2)。虽然方法(2)，(6)所要求的样本大小基本相等，但困方法(6)是基于直径一于重的回归关 

系来估计动物对植物 当年枝的利用率，所以使用方法(6)时，样本标准差的被动幅度与 当年枝的直径 

一 干重的 1归关系的好坏 直接相关。植物 当年棱的直径～干重的回归关系受植物的生长阶段 年龄、 

抽样地点的条件和地理位置以及从树冠取样部位等诸多因素的影响，困此使用方怯(6)时，必须要求 

建立特定时期和特定地点的当年枝的直径一于重回归关系，这无疑更增加了调查的工作量。虽然方法 

(2)倪对 3种植物当年枝的利用率作出准确估计，但它对各柳和落叶松的估计值与实测值的差别均小 

于 8 (表 I)，选种差异在生境管理上是可以接受的。以上的比较分析说明，虽然方法(2)不如方 

法 (4)、(6)准确，但它的准确性基本 可以满足生境管理所要求的精度。由于方法(2)简便易行， 

它更适于用来估计马鹿对植物 当年枝的利用率 

关■调 马鹿l当年枝，利用率 

Key words Red deer) Current growthi Utilization rate 

蓐化■ 谢莺■ 马t章 (东北林业大学野生动物系) 

第九届国际熊类学术讨论会简介 
BRlEF INTRODUCT10N OF THE NINTH INTERNAT10NAL BEAR SYMPOSIUM 

第九届国际熊类学术讨论会，分两期分别在两个地区召开。新大陆部分，丁1 992年 2月23—28日 

在美国蒙大拿的密苏 里召开，会期 B天。旧大陆部分，于1992年10月1e一22目在法国格饕诺布尔市召 

开，会期 天 会议均分为 6个 专题进行研讨。新大陆部分专题为：1．熊类管理生物学的主要任务， 

2．公众姿态t熊类与人J 3．国际熊类保护’ 4．种群数量t计量和管理l 5．生态学：熊的生活环 

境， 6．生态学：能类的生物学。旧大陆部分的专题为：1．稀有熊类种群数量的历史与现状，2．熊 

类种群数量的动态平衡一 发生学与统计学参数， 3．熊 的栖 息地与行为} 4．人类与熊类的相互关 

系，5．稀有熊类 的管理学，6．科学技术在熊类种群数量管理上的应用。 

中国馀学良和魏辅文两在代表应大会执委会主席 阿迈德·法雅尔特 的逆请出席了在法国格勒诺布 

尔召开的筻九届国际稀有熊类种群的重建，研究和管理会议 徐学良的论文题目为 中国东北地区黑 

熊的现状与历史 }魏辅文的论文题目为 中国四川卧龙， 王朗自然保护区大熊猫的 VPC数量统计模 

型 。两篱论文均作了大会宣读 这次会议共有20多个国家1 70多人出席。收到：台文100多篇，大会宣 

读 73篇，其余论文在讨：亡会与板报上进行了交流。 

本次熊类学术讨 仑会拄新 ，旧大陆不同地理区域 分 两 次 召开，照顾了熊类研究的系统性和完整 

性。在旧大陆的学术会议中，挑选了部分新大陆学术论文进行交流。本扶会议有如下特点。(1)展现 

了世界熊类研究的最新精华，最先进的研究技术。例如：利用人造卫星和遥感技术结合熊的生境植被 

来研究熊类种群数量的变化}自动监控系统的使用i无发电遥测技术的运用，分子生物学的应用，运 

用GIS电子计算机数据库分析评估景观生态学，确定人类蔷动对生态的影响和对熊类种群存括的作用 

以及 GIS的应用等 (2)展现了某些地区熊类种群发展的新动向，由于保护得 当，过去已经缩小 了的 

熊类分布医， 目前 正在恢复。(3)用人工移置来恢 复 种 群 数量，并在一些国 家取得 了相 当的经验。 

(4)熊圈养技术及公众掌握熊类知识，宣传对熊类保护的作用。 

会后还组织参观了格勒诺布尔自然历史博物馆和法国维尔克斯国家公园。 

拳寞 (黑龙江省博物馆) 

囊■立(~lll师范学院生物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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