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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历山保护区盎鹏种群密度统计衰(1988--1991年) 

车速 遇见只教 只，mk 地 点 调查时数 (km／时) 十一 十二月 二 胃 三 月 每月 每次 
调查次数 

兜 垛 2 20一j0 I 6 7 9 23 O
．O3 (2oo) (230) (1 70) (23O) (83D) 

舜 王 坪 1 25—4O 4 ， B 9 26 O
．03 (260) (23O) (2BO) (23o) (1000) 

莉家蕖 20—40 3 j ， 5 1‘ 0
．02 (180) (164) 001) (261) (91 

锯 齿山 l 20—30 2 5 { { 15 0
． 02 (I9o) (17o) (170) (2l0) (̈ 0) 

皇站曼 1 1，一20 1 窜 1 1 l0 0
．02 (150) (1 6) (150) (150) (6O6) 

关 庙 1 15—25 3 5 2 2 12 0
．02 (15吣 (180) (160) (165) (6，5) 

膏座掌 l 25—3O { 7 8 3 22 0
．03 (z2o) (220) (2zo) (2zo) (8BO) 

老 漂山 1 1，一25 3 B { l’ 0
． 03 (17o) (1如) (195] (1BO) (695] 

云 蓑山 1 35——40 10 I6 l0 { 40 0
． 自3 (3oo) (29o) 0oo) (310) (120D) 

台 计 l8 I 90—2B0 31 5B 5j ll I8j 0
．23 (1820) (1790) (t946) (1963) (7s m’) 

均 值 2 21—31 3．44 6．44 ，．B9 {．56 20．3j 0
．03 (202] (199) (216) (218) 【835) 

括号内外分别表示 公里散和遇见只数。 

(4)环境偏僻，人畜干扰极少； 

(5)隐蔽良好，出入无险，距觅食地近。 

3．1．2 觅食地 觅食地相距营巢地 少 则 几 公 

里 多则几十公里，其生境特征为： 

(1)林灌稀疏，覆盖率低； 

(2)向阳缓坡，野鸡野兔较多； 

(3)草原革甸，攫捕食物便利； 

(4)沟谷河边，易攫水禽； 

(5)沙滩干谷，开阔畅通等 

3．1_3 短暂停息地 金鹏在 曰间活动具有短暂 

停息的习性 ，且短暂停息地亦较多，其中包括： 

高大树顶，悬崖峭壁顶部，山涧巨石上，山脊制 

高点，高大电杆顶端，除此之外，还有路边、桥 

头、里程碑上、干枯倒木、木材堆上、独立建筑物 

上，但更多的则是扭多种高大的树冠上。 

3．1．4 夜宿地 调查表明，金鹏的夜宿地无论 

是在繁殖期与非繁殖期，选定在营巢地附近的 

石质山体而 陡峭的平台或凹处，有时夜宿于深 

山老林向阳缓坡背风的高大树冠侧枝。通常距 

居民区较远。 

3．2 种群密度 历山国家级自然保护 区 金 鹛 

种群密度调查结果列人表 l。 

由表 l看出，通过四年(1988一l991)调查， 

发现本区金鹏的种群密度，每公里 遇 见 数 为 

O．O3其，各区间数量配置通 过 测 验，P> 

0 O5，差异不显著。 应通过一切保护措施加强 

保护。 

曩谢 本文承蒙山西省生物研究所刘焕金副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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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吉保海、金忠祥、宁建友等同志参加部分野 

外工作，一井致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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