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紫貂冬季活动范围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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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1991至1993年10～ 12月的三个冬季中, 借助无线电遥测技术对7只紫貂 (4雄, 3雌) 活动

范围进行了研究。结果表明雄性紫貂的活动范围为13103 km 2, 雌性为7118 km 2, 雄性的几乎为

雌性的2倍。活动范围多为长条形, 且多与山脉走向相一致。雄性活动范围的最大距离为5150

km , 雌性为4117 km。雌雄个体间的活动范围有部分重叠现象, 重叠程度为6210%。雄性个体间

几乎无重叠现象。影响活动范围大小的因素主要为动物体型大小、食物丰富度和人为干扰等。

　　关键词　紫貂; 冬季; 活动范围

　　由于适栖生境的不断减少和偷猎的影响, 我国野生紫貂的分布区及种群数量在不断

减少。国内外对紫貂的生物学和保护已有记载 (马逸清等, 1986; 佟煜人等, 1981; M a

Y iqing 等, 1994; Bakeyev 等, 1994) , 本文利用无线电遥测技术对大兴安岭地区紫貂冬

季活动范围及其特征进行研究, 并分析和讨论了对其影响的因素。其目的是为紫貂保护区

的确定、野生种群的恢复和发展提供基础资料。

研究区自然概况

　　研究地区位于大兴安岭山区, 东经119°40′～ 127°22′, 北纬49°20′～ 53°30′。山势不高,

海拔800～ 1 100 m。气候为明显大陆性寒温带季风类型。春秋干燥, 夏季短暖而多雨, 冬季

长而寒冷积雪。年均温在- 217℃～ 513℃之间, 1月均温为- 3518℃, 7月为2415℃, 年温

差达60℃以上。本区植物主要有兴安落叶松 (L a rix gm elin i)、樟子松 (P inus sy lvestris) 、

杜鹃 (R hod od end ron d au ricum )、偃松 (P. p um ila )、白桦 (B etu la p la typ hy lla )、杜香

(L ed um p a lustre) 和越桔 (V accin ium V itis2id aea) 等。动物主要有棕熊 (U rsus a rctos)、

原麝 (M oschus m osch if erus)、雪兔 (L ep us tim id us)、狍子 (Cap reolus cap reolus)、马鹿

(Cervus elap hus) 等 (马逸清, 1989; 周以良, 1991; 周瑞昌等, 1979)。研究地点选于呼

中 (1991年) 和图强 (1992和1993年) 二个区。

研究方法

　　无线电遥测设备是美国生产的 TRX264S 的便携式接收机, 接收频率为1651000～

1651640 M H z。接收天线为铝合金折叠式手持天线。颈圈为美国AVM 公司生产的B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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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 发射频率为1651151～ 1651411 M H z, 重约25 g, 为紫貂体重的3% 左右, 对紫貂的活

动和行为影响不大 (Am laner 等, 1980)。颈圈电池有效期为3个月。

　　活捕工具主要为自制木笼和踩夹。诱饵为花尾榛鸡、雪兔、松鸦等。使用的麻醉剂浓

度为100 m göm l 的氯胺酮, 使用量为雌性成年紫貂0125～ 0135 m l 左右, 雄性成年个体为

0135～ 0140 m l 左右。麻醉时间一般为20～ 45 m in。待紫貂全麻后, 进行常规测量并安上颈

圈。待紫貂恢复正常, 就可释放并进行研究。

　　紫貂活动范围的确定主要为遥测定位法, 将定位点标于1÷5万的地形图上, 此外, 还

借助足迹跟踪对资料进行补充。活动范围大小的测定主要采用最小凸多边形法 (Sou th2
w ood, 1966)。用 KP290N 型的数字求积仪测定面积。活动范围的重叠程度是以两个活动

范围的重叠面积与两个活动范围的平均面积之比表示。

结　　果

　　在1991至1993年的三年中, 我们分别于10～ 12月对7只紫貂进行了无线电遥测定位和

足迹跟踪 (1991年, 1雄, 1雌; 1992年, 2雄, 1雌; 1993年, 1雄, 1雌)。其活动范围见表

1和图1。1991年冬在呼中区的结果表明雌性紫貂的活动范围完全被包括在1号雄性紫貂的

活动范围内。1号雄性的活动范围为17133 km 2, 最长直径为615 km。雌性紫貂为6113

km 2, 最长直径为4 km。二者活动范围的重叠度为5213% (见表2)。1号雄貂的活动范围包

括研究区内的一个主要山体的阳坡及其下的山谷, 雌性紫貂的活动范围主要在此山体的

主峰和山谷阳面的后端。

图1　大兴安岭地区紫貂冬季活动范围示意图

F ig. 1　W inter hom e ranges of sab les in D axinganling M ountains

　　1992年冬季, 在图强区共研究了3只紫貂, 结果为2号雌体的活动范围大小为6198

km 2, 3号雄性的为12115 km 2, 4号雄性的为9113 km 2。3号雌性的活动范围多数在3号雄性

紫貂的活动范围内, 重叠面积占雌性活动范围的85177%。二只雄性没有重叠现象。2号雌

貂活动范围的最大直径为4 km , 3号雄性为5125 km , 而4号雄貂为4 km。2号雌貂主要占

—411—
© 1995-2005 Tsinghua Tongfang Optical Disc Co., Ltd.   All rights reserved.



据了研究区内的南部山体顶部和阳坡及连接的山谷, 3号雄性占据了几乎整个山体和山体

南部的山谷, 研究中发现3号雄貂活动较频繁地区为山谷的底部, 其次为山体的阳坡和坡

顶部, 而在阴坡只是沿坡巡游, 并常用尿等标记领域。4号雄貂的活动范围为北部的整个

山脉和相连的山谷, 并主要活动于山的阳坡和漫圆的山顶部。
表1　1991～ 1993年三个冬季7只紫貂活动范围 (单位: km 2)

T able 1　Hom e ranges of 7 sab les in 3 w in ters from 1991 to 1993 (km 2)

1991 1992 1993
均值

A verage V alue
标准差

SD

雌性
Fem ales

6113 6198 8142 7118±1132 0194

雄性
M ales

17133
12115
9113

13151 13103±3133 2195

表2　紫貂活动范围重叠程度 (% )

T able 2　O ver2lap degree of hom e ranges of sab les (% )

雄性
M ales

雌性
Fem ales 1号

N o11
3号

N o13
5号

N o15

1号 N o11 5213 — —

2号 N o12 — 6215 —

3号 N o13 — — 7112

平均值A verage V alue 6210　　　

　　1993年冬的研究表明, 3号雌性紫貂的活动范围为8142 km 2, 5号雄性的为13151 km 2。

两只貂的活动范围有重叠现象, 重叠面积占雌性的92180%。雌性活动范围的最大直径为

4150 km , 雄性为6175 km。3号雌貂主要在山体的顶部、阳坡及连接的山谷的南缘活动。5

号雄貂几乎占据了整个山体, 并主要活动于阳坡、山顶及山嵴处。

　　3年的结果表明, 雌性紫貂的活动范围平均为7118 km 2, 雄性的为13103 km 2。活动范

围的形状为长条形或近似长条形, 其最大直径的走向与活动范围覆盖主体山脉的走向平

行或相一致。而且最大直径几乎是落在主体山脉的山嵴或阳坡上。

讨　　论

　　佟煜人等 (1981) 的研究发现, 分布于小兴安岭和长白山地区紫貂的活动范围大约

为5～ 10 km 2, 新疆北部的为5～ 10 km 2 (郑生武等, 1994) , 这与本研究结果相似。夏强

辉等 (1990) 对黄鼬的研究结果, 认为它的活动范围大小在不同性别、个体及年度间都

有区别, 这与我们对紫貂研究结果相同。雄性紫貂的活动范围明显大于雌性的, 几乎为雌

性的两倍, 美洲貂 (M . am ericana ) 的研究也证明了这一点 (Bu sk irk 等, 1989)。小型食

肉类的活动范围大小与体型成正相关关系 (L indsted t 等, 1986; Bu sk irk 等, 1989) , 这

对紫貂来说也是如此; 另外从繁殖角度看, 如雄性占据较大空间, 就能与更多雌性个体

的活动范围重叠, 并与其交配繁殖以提高基因遗传交流的概率, L indsted t 等 (1986) 也

得出同样的分析结果。

　　主要食物丰富度对动物的活动范围有很大的影响 (L indsted t 等, 1986; 夏强辉等,

1990)。1993年的雌性紫貂活动范围大于前2年2只雌性个体的, 可能是食物因素所致。头二

年的食性研究证明越桔浆果出现频率较高 (4917% ) , 说明越桔浆果为紫貂主要食物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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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1993年由于春雪的影响使该地区内所有越桔没有结果, 因而雌性个体就可能扩大活动

范围以捕获鼠类和鸟类等。从3年浆果的丰富度看, 1992年比1991年高, 可能是1992年的

2只雄性的活动范围较小的原因。1991年雄性的活动范围最大的另一原因可能是由于在研

究区内的大部分林型主要为过伐林, 缺少大龄松树和倒木等的生境类型; 人为干扰对动

物活动范围影响很大 (Eguch i 等, 1980; 夏强辉等, 1990) , 1991年工作站使用的发电机

产生的油烟和噪音对紫貂也产生了影响, 在定位的同时还进行了紫貂生境评价的抽样工

作, 这些因素在某种程度上也影响着当年紫貂活动范围大小的变化。

　　动物活动范围的重叠多发生于异性个体间, 同性个体尤其是雄性间相斥现象在领域

性动物中是比较普遍的 (Bu sk irk 等, 1989)。紫貂的研究结果也证明了这一点, 即雌雄貂

的活动范围重叠很多, 雄性间几乎没有此现象。

　　另外, 动物活动范围大小与种群密度高底有直接关系 (V an Ho rne, 1983)。据访问调

查得知, 80年末野生紫貂种群密度很高, 连续猎捕使紫貂数量明显下降, 在较低的种群

密度下, 紫貂个体就可以占据较大活动范围, 且雄性间可没有重叠。Bakeyev 等 (1994) 报

道的苏联紫貂活动范围10～ 20 km 的直径, 大于本研究紫貂的活动范围直径 (4～ 6175

km )。

　　紫貂的活动范围的最长直径与山体走向平行, 并覆盖阳坡和山谷, 其原因可能为阳

坡阳光充足温暖, 为小型哺乳动物和鸟类等适栖生境, 同时又是越桔等浆果的生长地, 食

物丰富度较高; 再者在阳坡活动可以减少冬季寒冷西北风的影响, 能降低紫貂的能量消

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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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 INTER HOM E RANGES OF SABL ES (M AR TES Z IB ELL IN A )

IN DAX INGANL ING MOUNTA INS, CH INA

XU L i　J IAN G Zhaow en　M A Y iqing　L I X iaom in
( Institu te of N a tu ra l R esou rces, H arbin, 150040)

Steve W. Bu sk irk
(D ep artm en t of Z oology and P hy siology , U niversity of W y om ing , U. S. A . )

Abstract

　　 In w in ters (O ctober～D ecem ber) from 1991 to 1993, w e conducted a research on

hom e ranges of 7 w ild sab les (4 m ales, 3 fem ales) w ith rad io co lla rs in D ax ingan ling

M oun ta in s, N o rtheast Ch ina. R esearch resu lts ind ica ted tha t average hom e range size of

m ales w as 13103 km 2 (9113～ 17133 km 2) , tha t of fem ales w as 7118 km 2 (6113～ 8142

km 2). M ales had alm o st tw o t im es la rger hom e ranges than tha t of fem ales. T he longest

d iam eter of hom e ranges of m ale sab les w as 5150 km , tha t of fem ales w as 4117 km.

T here w as over2lap of hom e ranges betw een m ale and fem ale. A verage degree of over2
lap w as 6210%. O ver2lap s of hom e ranges hard ly ex isted am ong m ale ind ividua ls. Fac2
to rs affect ing hom e range size m ain ly w ere sab le sexes, abundance of foods , hum an dis2
tu rbance and so on.

　　Key words　Sab le; W in ter; Hom e range

鼠类生态、进化及综合治理国际学术研讨会
　　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拟于1998年10月在北京举办鼠类生态、进化及综合治理国际学术研讨会。会

议研讨内容为:

　　1. 鼠类系统演化与区系; 2. 鼠类生态与行为, 包括鼠类行为、鼠类种群动态、鼠类生理生态及适

应对策、栖息地改变对鼠类的影响; 3. 鼠类危害与综合治理, 包括鼠类监测与评估、鼠类防治技术、鼠

类综合治理。

　　预计会期5天, 国内外代表约300人。研讨形式主要是大会报告、分组报告和墙报。将出版英文论文摘

要集。

　　本次国际研讨会欢迎国内外有关研究、管理和出版新闻等各方面人士参加。并欢迎国内外对此有兴

趣的单位提供赞助和在会议期间进行产品及技术的展示、介绍、应用讨论等。

　　请有意参加本次会议的个人和单位尽快来函来电联系以便使您及时得到有关会议的通知、材料等。

　　联系人: 孟智斌

　　单　位: 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

　　地　址: 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路19号

　　邮　编: 100080

　　电　话: (010) 62554027

　　传　真: (010) 62565689

中国生态学会动物生态专业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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