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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后河自然保护区果子狸食物组成初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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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2005年 4~ 10 月在湖北后河自然保护区,采集果子狸( Paguma larvata)粪便,应用频次法进行分析,

再结合胃内容物分析,同时根据采食痕迹, 对该物种春、夏和秋季的食物组成进行了研究。结果表明, 果

子狸食物组分以水果类植物( 37 5%)、节肢动物( 25 2% )为主,其次为非水果类植物( 9 9% )和小型哺乳

动物( 7 1% )等。果子狸食物组成在不同的季节间有一定差异。春季, 果子狸食物组成中以节肢动物

( 35 6% )为主, 其次是非水果类植物 ( 26 7% )和小型哺乳动物 ( 15 6% ) , 另外还有少量的软体动物

( 4 4% )和水果类植物( 8 9%) ; 夏季,果子狸食物组成转为以水果类植物( 39 8% )和节肢动物( 29 2% )

为主 ,此外还有少量非水果类植物( 2 7% )和小型哺乳动物( 5 3% ) ,以及少量鸟类( 0 9% ) ;秋季,果子狸

食物组分中含有大量的水果类植物( 63 9% ) , 其他食物类别比例很小, 包括鸟类( 1 0% )、小型哺乳动物

( 0 6% )和爬行动物( 0 4%)等。食物多样性指数显示, 随着季节变化,果子狸食物多样性逐渐下降,小型

哺乳动物和非水果类植物在其食性组成中逐渐下降, 而水果类植物则转为最主要食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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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e observed the diet component of Masked Palm Civets( Paguma larvata ) by checking the content of

stomach, feeding site and feces from Apr 2005 to Oct 2005, in Houhe Nature Reserve, Hubei Province, China.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major diet components are fruit vegetation ( 37 5% ) and Arthropoda ( 25 2% ) , and non fruit

vegetation ( 9 9% ) and small mammals ( 7 1% ) are also formed a relatively higher proportion in the food items.

There is a seasonal difference in the diet composition, in spring, the food items include Arthropoda ( 35 6% ) , non

fruit vegetation ( 26 7% ) , small mammals ( 15 6% ) , mollusca ( 4 4% ) and fruit vegetation ( 8 9%) . Masked

Palm Civets feed on more fruit vegetation ( 39 8% ) and Arthropoda ( 29 2% ) in summer, and non fruit vegetation

( 2 7% ) , small mammals ( 5 3% ) and birds ( 0 9% ) are a small proportion in their diet. In autumn, fruit

vegetation ( 63 9% ) forms the most component in their diet, the remainder items are birds ( 1 0% ) , small mammals

( 0 6% ) and Reptilia ( 0 4% ) . Food diversity index is decreased from spring to autumn as food items of non fruit

vegetation reduce and fruit vegetation items increase.



Key words: Masked Palm Civets ( Paguma larvata) ; Food item; Diet component

果子狸 ( Paguma larvata ) , 又名花面狸, 隶

属于灵猫科( Viverridae)花面狸属( Paguma ) , 主

要分布于热带和亚热带地区
[ 1, 2]
。有关果子狸

的研究很少, 蒋志刚等认为相关文献主要集中

在人工饲养繁殖、疾病防治,少部分涉及到果子

狸的基础生物学
[ 3]
。其他有关果子狸的描述零

散见于中国动物志、地方动物志和动物检索名

录等动物学著作。关于果子狸食物组成的研究

在曾丽华对果子狸生活片段的研究中提及
[ 4]

,

盛和林等和罗蓉等报道, 果子狸主食各种植物

的果实, 也捕食鼠类、蛙、蛇等小动物
[ 5, 6]
。我

们对湖北后河保护区野生果子狸的食性进行了

研究,将为全面了解该物种在生活史中采用的

取食对策, 同时为科学管理及利用野生果子狸

资源提供理论基础。

1 研究地区自然概况

湖北后河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110∃29%25&~

110∃40%45&E, 30∃2%45&~ 30∃8%40&N)位于湖北省

西南部,属湖北省与湖南省交界武陵山东段的

余脉。保护区内地层为沉积岩, 河流属长江流

域的澧水水系。该保护区四季分明, 地处中亚

热带与北亚热带的过渡带, 暴雨甚多。保护区

内有维管植物 193 科 817属 2 087种; 兽类 23

科57属 87种;鸟类 13目 33 科 125种; 两栖动

物2目 8科 24种; 爬行动物 2目 9科 38种
[ 7]
。

研究地区果子狸曾经广泛分布, 2003年医学界

专家认为人类通过食用果子狸而感染严重急性

呼吸道综合症( SARS) , 果子狸遭到大规模的灭

杀,目前数量稀少。

2 研究方法

2005年4~ 10月, 通过对后河保护区 3 只

果子狸进行野外无线电跟踪, 确定果子狸主要

活动范围, 并结合样线调查法对果子狸的新鲜

粪便进行辨别及收集。调查过程中采用随机布

样法,共布设样线72条(春 n= 17、夏 n= 31、秋

n = 24)。共收集果子狸粪便 274份(春 n= 11、

夏 n= 34、秋 n= 229) ,死亡个体3只,采食痕迹

35处。根据果子狸在生境中的采食痕迹,结合

相关文献报道
[ 1]

,初步确定果子狸的主要食物,

并从其野外活动区及标本室采集动植物样本供

实验室对照分析。

在实验室内,将粪样置于烘箱中烘干 72 h,

将干燥粪样浸泡至柔软,用网眼为0 5 mm 的筛

网滤去其中的可溶物和微小碎片,将剩余物在

解剖镜下用镊子、解剖针等工具按动物性、植物

性和其他残渣进行分类。将所有粪便样本分开

进行分析,鉴定的食物种类在每份样本中只记

数 1次,最后统计 274份样本中不同食物类别

出现的频次。植物碎片参照吴建平等的方法,

将植物性食物鉴别到种
[ 8]

;动物碎片(骨骼、毛

发、鳞片、蛋壳等)主要根据其特征、颜色与对照

样本比较,同时在有多年野外工作经验的专家

帮助下进行鉴别, 动物性食物鉴别到科。胃内

容物分析方法同上。在统计过程中根据食物的

特征,将食物分为水果植物、非水果植物、小型

哺乳动物、鸟类、爬行动物、软体动物、节肢动物

和其他等共 8种。在检验过程中, 按上面 8个

类别进行分类统计,食物类别出现一次记为 1,

依次累加,最后将统计结果进行汇总,按频次法

进行比较分析, 确定不同食物类别出现的频率

百分比。根据气温变化特点,参照∋湖北后河自

然保护区科学考察报告(,将调查时间划分为春

季( 3~ 5 月) , 夏季 ( 6 ~ 8 月) 和秋季 ( 9~ 11

月)
[ 7]

,将分析结果进行不同季节间的比较。

应用 Shannon Weiner 指数计算研究地区果

子狸的食物多样性
[ 9]

, H = - )
S

i= 1

P i logP i , 其

中, S 为物种数目, Pi 为属于 i 物种的个体在全

部个体中的比例,H 为物种的多样性指数。

3 结 果

3 1 食物组成 分析结果表明, 果子狸食物以

水果类植物( 37 5%) 和节肢动物 ( 25 2% )为

主, 非水果类植物 ( 9 9%) 及小型哺乳动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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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1% )也为果子狸食物中重要的组成成分, 此

外还有少量的爬行动物( 0 1% )和鸟类( 0 6% )

等。果子狸春季食物组成中, 以节肢动物

(35 6%)为主, 其次是非水果类植物( 26 7% )

及小型哺乳动物( 15 6%) ,软体动物( 4 4%)和

水果类植物( 8 9%)含量较少; 果子狸夏季食物

组成以水果类植物( 39 8%)为主,同时, 节肢动

物亦占有很大比例, 达到 29 2%, 此外还有少

量非水果类植物 ( 2 7% ) 和小型哺乳动物

( 5 3%) ,以及少量鸟类( 0 9% ) ;秋季果子狸食

物组成中以水果类植物( 63 9%)为最主要组成

成分,超过所有食物组分的一半,而其他食物类

别比例较小,包括鸟类( 1 0% )、小型哺乳动物

( 0 6%)和爬行动物( 0 4%)等(表 1)。

表 1 果子狸的不同季节食性汇总

Table 1 Seasonal Diet component of Masked Palm Civet

食物类目 Food Items
春季 Spring ( n= 11) 夏季 Summer ( n= 34) 秋季 Autumn ( n= 229)

F P S F P S F P S

小型哺乳动物 Small mammals 7 15 6 3 6 5 3 4 3 0 6 4

鸟类 Aves 1 0 9 6 5 1 0 3

爬行动物 Reptilia 2 0 4 5

软体动物 Mollusca 2 4 4 6

节肢动物 Arthropoda 8 35 6 1 17 29 2 2 10 9

非水果类植物 Non fruit vegetat ion 12 26 7 2 3 2 7 5 2 0 4 5

树叶 Leaf 6 13 3 1 0 9 1 0 2

树皮 Bark 6 13 4 2 1 8 1 0 2

水果类植物Fruit vegetat ion 4 8 9 4 45 39 8 1 335 63 9 1

蔷薇科 Rosaceae 3 2 7 10 1 9

葡萄科 Vitaceae 16 14 2 6 1 1

冬青科 Aquifol iaceae 20 3 8

猕猴桃科 Actinidiaceae 20 3 8

山茱萸科 Cornaceae 1 0 9 124 23 7

大血藤科 Sargentodoxaceae 3 0 6

木通科 Lardizabalaceae 28 5 3

柿树科 Ebenaceae 1 0 2

未知种 Unidentified 4 8 9 4 25 22 1 3 120 22 9 2

F. 食物类目出现的频次(次) ; P. 食物类目的频率百分比( % ) ; S. 食物类目的排序。

F. The frequency of food item found in feces samples; P. The percentage of food item; S . The importance of food item.

果子狸胃内容物分析结果表明,在不同的

季节( 4月、6月和 8月)里, 果子狸食物组成中

有节肢动物和软体动物。其中一些田螺类已经

被部分消化,无法鉴别。此外,还有少量鼠类和

植物。

3 2 果子狸食物的季节性变动 随着季节的

变化,果子狸食物组分中小型哺乳动物、节肢动

物和非水果类植物的出现频率逐渐下降, 而水

果类植物的出现频率则急剧上升。软体动物只

在春季才发现, 鸟类只在夏季和秋季才发现, 爬

行动物仅在秋季才发现。

3 3 食物多样性 根据计算, 后河保护区果子

狸食物多样性指数分别为: 春季 0 69, 夏季

0 59,秋季 0 43。食物多样性指数显示, 随着季

节变化,果子狸食物多样性逐渐下降。

4 讨 论

食物是动物生存和繁殖所需营养的来源,

动物食性的研究是行为生态学中较为活跃的领

域
[8]
。动物的食性及其取食量受环境和动物本

身等多种因素的共同影响
[ 10]
。岳惠群报道果

子狸食性较杂, 以野果为主, 还有青草、植物嫩

叶及小型动物, 有时亦食青蛙、蚯蚓、鸟和昆虫

等
[11]
。本研究结果与上述内容大体相近,但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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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不同。本研究中, 果子狸食物组分中有很多

节肢动物(其中以昆虫为主) , 在春、夏季含量较

高,但秋季则明显下降。小型哺乳动物随季节

变化呈下降趋势。水果类食物则逐渐增多, 在

夏季为 39 8% , 而秋季已经达到 63 9%。可

见,水果类食物作为果子狸的主要食物,在其生

态需求和适应过程中起到不可替代的作用。

此外,果子狸食物组分中还有少量的鸟类、

爬行动物和软体动物。果子狸对野生植物的果

实存在很大偏爱性, 而食性的综合组成则受食

物可获得性、喜好性等多种因素的影响。啮齿

动物也是果子狸食物中重要组成部分,但研究

地区植被茂密,果子狸在捕捉鼠类过程中可能

消耗很多能量,因此啮齿动物在其食物中含量

较低,而是以大量的非水果类植物和节肢动物

作为补充。食物分布的时空异质性成为了动物

觅食和食物组成比例不同的基础
[12]

, 食物的质

量和可利用性的季节性变动对果子狸取食都是

潜在的限制因素, 所以随着季节不同, 气候不

同,植被类型的不同,果子狸的食物组成及其比

例也不尽相同。果子狸在冬季有冬眠的习性

(半冬眠) ,对食物需求不强,在温暖的时间出来

活动
[ 13]
。果子狸在秋季对食物需求量很大, 一

方面是满足营养的需求, 另一方面则是储存较

多的脂肪,以度过食物缺乏的冬季。

当生境中食物匮乏且不稳定时, 动物往往

趋向于广食性
[ 14]
。本研究中, 随着季节的变

化,果子狸食物多样性指数逐渐降低。笔者分

析,主要原因为春季食物资源相对匮乏,尽管果

子狸喜好的食物为野果, 但生境中该类食物的

供应量往往不能满足其能量需求。陈化鹏等认

为动物采食替代性食物是在不利食物条件下被

迫采取的取食对策
[ 15]
。因此果子狸在春季以

大量的非水果类植物、节肢动物和小型哺乳动

物作为替代食物,同时还捕食少量的软体动物,

可见春季果子狸的食性趋向于广食性 ( H =

0 69)。夏季, 各种食物资源不断丰富, 果子狸

主要食物由非水果类转为水果类, 节肢动物在

其食物组分中依然占有很高比例, 但小型哺乳

动物及非水果类植物的重要性则明显下降( H

= 0 59)。秋季, 生境中各种植物果实成熟, 食

物多样性上升, 果子狸食性逐渐由广食性向狭

食性转变( H = 0 43)。食物组分中, 水果类植

物超过 60% , 其他食物类别比例微小。可见,

尽管果子狸对野果等食物存在偏爱性, 但生境

中食物资源丰富度明显影响了果子狸的食物组

成。

通过粪便进行食性分析具有不确定性, 果

子狸粪样中出现的食物残留物不能准确地代表

该食物类别在果子狸生活史的重要性, Weaver

认为应用频次法可能会过高地估计小型食物组

分的重要性
[ 16]

,本研究中啮齿类和昆虫食物在

粪便中的的残留碎片在频次法中的百分比可能

偏高。利用粪便分析法进行动物食性的相关研

究还有待于进一步完善和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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