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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颈山鹧鸪育雏期栖息地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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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2009 年 4 月 10 日至 6 月 21 日，在高黎贡山赧亢自然公园对环颈山鹧鸪育雏期的栖息地进行了调查。主
成分分析结果显示:育雏期的利用样方 6 个主成分累积贡献率达到 77. 512%，包含了 7 个因子。利用 T －检验和
Mann-Whitney U-检验与对照样方进行对比发现，两者在 6 个因子上表现出显著差异。在育雏期，环颈山鹧鸪偏向
于选择高灌木盖度和封闭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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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bitat Utilization of Commom Hill Partridges in the Brood Perio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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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From April 10th to June 21th，2009，an investigation was conducted on the habitat of commom
hill partridges in the brood period in Nankang Nature Park，Mt． Gaoligong． Principle component analysis
indicated that there were six principle components in the brood period，and their cumulative contribution
reached 77. 512%，including seven factors． By using T-test and Mann-Whitney U-test，and making a con-
trast on used sites in the brood period and random plots，the results showed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in six
factors． In the brood period，commom hill partridges preferred to high shrub coverage and blocking de-
gre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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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颈山鹧鸪( Arborophila torqueola) 隶属于鸡形

目，雉科，山鹧鸪属，分布在喜马拉雅山脉至中国西

部，缅甸及越南东京湾的西北部。指名亚种分布在

西藏南部，滇西亚种在云南西部至怒江以西。在国

内，除了四川山鹧鸪和海南山鹧鸪报道较多以外，其

他种鲜有报道甚至没有研究。
育雏期是雉类生活史中一个十分关键的阶段。

山鹧鸪属的种类相关研究较少，廖文波等( 2007 ) 在

四川对环颈山鹧鸪的栖息地利用做了研究，但专门

针对育雏期的栖息地利用还未见报道。本文希望从

这方面入手，通过收集的第一手资料，丰富该物种的

生物生态学知识。

1 研究地概况

高黎贡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位于云南西部( 24°
56' ～ 26°09'N，98°34' ～ 98°50'E) ，东西宽约 9 km，

南北 长 约 135 km，总 面 积 1 239 km2。 ( 薛 纪 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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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5) 。赧亢片区位于高黎贡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的最南端，地处保山市隆阳区、龙陵县和腾冲县的交

界处，总体气候属于西部型季风气候的暖性湿润型

( 白冰，2008 ) 。自然公园地属赧亢，位于连接高黎

贡山自然保护区与龙陵小黑山自然保护区之间生物

走廊带上，公园内设置了一条长约 3 km 的环形游

道，宽约 1． 5m。游道内及游道外附近的部分区域是

这次研究的主要区域，境内以落叶阔叶的原生林为

主。

2 研究方法

2． 1 栖息地因子及测量方法

利用样方法进行生态因子测量。样方的大小为

10 m ×10 m( 蒋志刚，2002) ，测量的因子有经纬度、
海拔、坡度、坡向、坡位、距道路距离、距水源距离、距
沟谷距离、落叶盖度、枯木数、乔木郁闭度、乔木数

量、乔木高度和乔木胸径，样方的中心点为发现实体

点或者痕迹( 粪便或刨痕) 点。再以该中心划出一

个5 m ×5 m 的灌木样方，测量的因子有灌木盖度和

封闭度，在 10 m ×10 m 样方的四角和中心点划 5 个

1 m ×1 m 草本样方，测量的因子有草本密度和草本

盖度。共 17 个因子。
2． 2 数据处理

对各生境因子先进行单个样本的 Kolmogorov-
Smirnov Test 检验，判断正态性。如果原始数据符合

正态分布，使用独立样本的 t － 检验，否则，则使用

Mann-Whitney U-检验，对利用组和对照组的生境变

量差异性进行分析。另外，进行主成份分析，找出有

显著贡献率的主成分，从而得到重要因子。数据采

用 Mean ± SD 表示，其中 Mean 为算术平均值，SD 为

标准差。所有的数据处理均在 spss17. 0 和 excel 软

件包中进行。

3 结果

3． 1 育雏期各因子的主成分分析

由表 1 可以看出，前 6 个成分的特征值都大于

1，为主成份，贡献率达到 77. 512%。同样的，育雏

期栖息地的信息基本包括在这几项主成份之中，能

够解释在育雏期对栖息地的选择性。提取这 5 个主

成份并计算它们与原始变量的因子转载矩阵。
在表 2 中，6 个主成份中包含了被分析因子当

中的 7 个因子。第 1 主成份中乔木平均胸径因子明

显偏高，贡献率为 22. 834% ; 第 2 主成份中的灌木

封闭度相关系数偏高，贡献率为 15. 102% ; 第 3 主

成份 中 的 乔 木 盖 度 的 相 关 系 数 较 大，贡 献 率 为

12. 701% ; 前 3 个主成份命名为隐蔽条件。第 4 主

成份中的坡度因子和距水源距离偏大，坡度因子负

相关，命名为地形及水源条件，贡献率为 10. 525% ;

第 5 主成份中的落叶盖度因子的相关系数偏高，命

名为食物条件，贡献率为 9. 031% ; 第 6 主成份中坡

向因子相关系数偏高，命名为地形条件，贡献率达

7. 320%。

表 1 环颈山鹧鸪育雏期栖息地选择的特征值表

Tab． 1 The eigenvectors of common hill partridges' habitat
selection in the brood period

成份
Components

特征值
Eigenvalue

贡献率 ( % )
Percent of
variable

累积贡献率 ( % )
Cumulative percent

of variable
1 3． 425 22． 834 22． 834
2 2． 265 15． 102 37． 935
3 1． 905 12． 701 50． 636
4 1． 579 10． 525 61． 161
5 1． 355 9． 031 70． 192
6 1． 098 7． 320 77． 512
7 0． 856 5． 706 83． 218
8 0． 753 5． 019 88． 237
9 0． 515 3． 432 91． 669
10 0． 444 2． 960 94． 629
11 0． 328 2． 190 96． 818
12 0． 215 1． 436 98． 254
13 0． 149 0． 991 99． 245
14 0． 061 0． 408 99． 653
15 0． 052 0． 347 100． 000

表 2 环颈山鹧鸪育雏期栖息地选择中特征向量的转

置矩阵

Tab． 2 Ｒotated matrix of the eigenvectors of common hill
partridges' habitat selection in the brood period

变量
Variable

主成份 PC
1 2 3 4 5 6

坡度 0． 084 0． 126 0． 405 － 0． 668 － 0． 286 0． 242
坡向 － 0． 023 － 0． 261 － 0． 230 0． 162 0． 072 0． 845

距道路距离 0． 444 0． 190 0． 495 － 0． 046 0． 122 － 0． 073
距水源距离 － 0． 456 0． 100 0． 269 0． 625 － 0． 235 0． 080

距沟距离 － 0． 535 0． 316 0． 099 0． 581 － 0． 192 － 0． 068
灌木封闭度 － 0． 244 0． 820 － 0． 296 － 0． 082 － 0． 249 0． 138

灌木盖度 － 0． 263 0． 749 － 0． 424 － 0． 229 － 0． 220 0． 044
草本密度 0． 701 0． 051 － 0． 450 0． 344 0． 023 － 0． 194
草本盖度 0． 696 0． 274 － 0． 343 0． 192 － 0． 006 － 0． 172
乔木盖度 － 0． 441 0． 193 0． 679 0． 154 0． 145 － 0． 125

乔木平均高度 0． 418 0． 451 0． 315 0． 196 － 0． 081 0． 330
乔木平均胸径 0． 824 0． 039 0． 372 0． 189 － 0． 214 0． 106

乔木数量 － 0． 707 － 0． 398 － 0． 246 0． 010 － 0． 045 － 0． 012
落叶盖度 0． 036 0． 229 － 0． 074 0． 163 0． 801 0． 263

枯木数 － 0． 270 0． 521 0． 089 － 0． 195 0． 577 － 0． 1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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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2 与对照样方的比较

对各 独 立 样 本 分 别 进 行 Kolmogorov-Smirnov
Test 检验发现利用样方中仅距道路距离和落叶盖度

两个因子符合正态分布，对照样方中仅落叶盖度符

合正态分布，在数据处理时将符合正态分布的因子

进行 t-检验，不符合正态分布的因子进行 U-检验，

比较两个样方之间各个因子的差异显著性。
由环颈山鹧鸪在育雏期的利用样方和对照样方

进行比较发现( 表 3) ，在距沟距离、灌木封闭度、灌
木盖度、乔木盖度和乔木数量这 5 个因子上表现出

极显著差异; 两者在乔木平均高度这个因子上表现

出显著差异。

表 3 环颈山鹧鸪育雏期利用样方与对照样方的变量比较

Tab． 3 Comparisons of variables between the used sites and random plots of common hill partridges in the brood period

变量 Variable 育雏样地 Mean ± SD 对照样地 Mean ± SD Z 值a t 值b 显著性 Sig．
坡度 20． 63 ± 8． 24 17． 13 ± 10． 83 － 1． 954 0． 051
坡向 145． 67 ± 78． 09 182． 76 ± 96． 43 － 1． 605 0． 108

距道路距离 5． 50 ± 6． 98 7． 73 ± 5． 00 － 1． 424 0． 160
距水源距离 79． 83 ± 46． 62 88． 90 ± 70． 69 － 0． 022 0． 982

距沟距离 65． 17 ± 51． 17 18． 63 ± 23． 70 － 4． 440 0． 000＊＊
灌木封闭度 38． 67 ± 22． 20 95． 03 ± 6． 04 － 6． 681 0． 000＊＊

灌木盖度 52． 33 ± 28． 22 90． 43 ± 7． 19 － 6． 069 0． 000＊＊
草本密度 26． 90 ± 14． 50 47． 03 ± 50． 90 － 1． 242 0． 214
草本盖度 26． 17 ± 14． 84 37． 17 ± 26． 15 － 1． 229 0． 219
乔木盖度 80． 50 ± 10． 12 45． 00 ± 24． 28 － 5． 159 0． 000＊＊

乔木平均高度 6． 98 ± 0． 82 6． 07 ± 2． 02 － 2． 536 0． 011*
乔木平均胸径 43． 09 ± 13． 28 37． 99 ± 16． 36 － 1． 094 0． 274

乔木数量 23． 67 ± 6． 40 10． 20 ± 7． 87 － 5． 192 0． 000＊＊
落叶盖度 87． 20 ± 16． 18 84． 67 ± 20． 88 0． 525 0． 601

枯木数 4． 50 ± 3． 95 2． 53 ± 2． 60 － 1． 851 0． 064
＊＊ P ＜ 0． 01，* 0． 01 ＜ P ＜ 0． 05; a: Mann Whitney U － test; b: 独立样本 t － 检验 Independent samples t － test 。

4 分析与讨论

在鸟类的产卵前期，生境的选择及利用对鸟类

的生 存 和 繁 衍 显 得 至 关 重 要 ( Chamberlain et al，
2000) 。已有研究表明，食物、隐蔽性和水源是野生

动物生境选择的三大要素，直接影响着野生动物对

生境的选择( 宋延龄等，1998 ) 。育雏期间，环颈山

鹧鸪喜欢在乔木胸径、乔木盖度、灌木封闭度以及落

叶盖度偏高，距水源距离较远的地方活动。雉类在

育雏期选择栖息地时，首先必须满足其食物需求，因

为影响雏鸟死亡率的首要因素是食物资源的丰富度

( Hudson P J et al，1988 ) 。雉类雏鸟的生长和羽毛

发育需要充足的食物，尤其是富含蛋白质的无脊椎

动物( Woodward A E et al，1977 ) 。可见，土壤无脊

椎动物的丰富度可作为雉类繁殖期选择取食地的一

个重要指标( 徐基良等，2002 ) 。在乔木盖度高，胸

径大的阔叶林中，地表枯落物盖度高，土壤肥沃和湿

润。这些条件给土壤动物的生存和繁衍提供了良好

的生长环境，所以具有丰富的土壤动物资源。通过

与对照样方的比较发现，在育雏期间灌木层各因子

明显偏高。2009 年 4 月 15 日第一次看见亲鸟带着

幼鸟活动，之后多次遇见亲鸟带着幼鸟活动，被发现

后，便躲在蕨类或者灌丛之中不动声响，代以之前的

快速行走逃离，这可能是在育雏期躲避危险的一种

策略转变，因为雏鸟个体发育还不健全，对于环境的

认知程度也不如成鸟，更适合选择隐蔽来代替逃逸。
因此，选择灌木丰富的地方活动有利于及时隐匿来

躲避危险。乔木层因子也是重要的影响因子，同样

与蛋白性食物的摄取和躲避猛禽天敌直接相关。调

查区域上空经常有猛禽盘旋，笔者曾遇见猛禽从树

林上空经过时，林中树冠上层的雀鸟被惊扰，然后成

群飞走，由于树冠盖度高，未能发现是否捕食。这说

明在当地，环境山鹧鸪存在被捕食压力，因此它们选

择高乔木盖度以削弱甚至是抵消这种风险。廖文波

等的研究发现，环颈山鹧鸪的分布海拔在2 400 m ～
2 900 m，坡向朝东，靠近水源和道路活动，利用样方

乔木盖度、灌木盖度及落叶盖度明显高于对照样方，

主成分分析表明，隐蔽、食物、地形及水源为环颈山

鹧鸪进行生境利用的重要条件( 廖文波等，2007 ) 。
而本次调查发现在育雏期选择离水源点较远的地点

活动，这与上面的结论相悖。在研究区域有几处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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塘，笔者曾多次于不同水塘处看见狗在旁边饮水或

者活动，据说山上经常有人在林子里进行追猎活动，

笔者也曾于调查地看见可疑之人，并在相隔极短的

时间内先后看见人和狗，说明追猎在当地是存在的，

逃避追猎可能是环颈山鹧鸪在育雏期选择远离水源

地活动的原因。
育雏期环颈山鹧鸪选择远离沟谷地带活动，对

人类活动的干扰表现敏感，但是偏向于选择接近道

路的地方活动，这有可能是在育雏期雏鸟对蛋白性

食物的需求量较大，在取食和躲避危害这两者之间，

环颈山鹧鸪做了一个权衡，在尽量保持不暴露自己

的情况下增大取食的机率。另一方面，环颈山鹧鸪

偏向于选择高灌木盖度和封闭度，这对增加取食带

来的危险起到很好的缓冲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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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了一定的影响，因此，竹叶花椒在进入盛产期后，

需要加强土肥水管理，在满足果实生产需要的同时，

兼顾树体的营养生长，并且要进行合理的修剪，及时

更新树木，避免由于果实产量大造成早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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