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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蒙古达赉湖自然保护区狼食性的季节性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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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年 ( 月到 !""& 年 # 月在达赉湖自然保护区收集狼（!+$#& ,)1)&）的粪便，采用粪便分析法研究

食性的季节性变化。由于野生有蹄类动物严重匮乏，家畜已成为该地区狼的主要食物：草青期的频率为

($*(+，相对生物量达到 ,$*$+；草枯期的频率为 #(*#+，相对生物量达到 ,%*-+。该地区的家畜主要

有绵羊、山羊、牛和马，狼食性的季节性变化主要与家畜的放牧方式有关。兔类和小型啮齿类动物是狼

次要选择的食物。该地区鸟类资源丰富，是狼较稳定的食物（草青期 #*!+，草枯期 (*-+）。为降低该地

区狼对家畜的捕食，建议管理部门合理控制狼的数量，引入牧羊犬及加强对牛、马的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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狼（!+$#& ,)1)&）在北半球分布广泛，不同

地区狼的食性具有很大差异，因此 ^<MRS5 认为

狼是“机会捕食者”［%］。国外对狼食性的组成、

季节性变化以及对猎物种群动态影响的研究较

多［!］，国内关于狼食性的研究较少［)］。

研究狼食性的方法很多，最有效的方法是

直接观察狼的捕食和捕食痕迹，但在实际工作

中很难应用。现在最常采用的方法是粪便频率

法。此方法虽有不能区分捕食和腐食、高估食

谱中小型动物重要性的缺点，但采用 34<L4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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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直线回归方程模型进行校正后，不失为研究

狼食性比较精确、可行的方法。

狼捕食野生有蹄类，也捕食家畜［!，" # $］。在

既有野生有蹄类也有家畜的地区，狼通常捕食

野生有蹄类；而在野生有蹄类匮乏的地区，狼则

选择其他食物，如：家畜、小型和中型哺乳动物；

也吃水果，并在垃圾中捡吃食物［!，%］。国内现有

的研 究 均 认 为 家 畜 在 狼 食 谱 中 占 重 要 比

重［&，’(］。调查结果显示，该地区被狼捕食的家

畜达到总量的 )*，牧民与狼的冲突很严重。

因此本文探讨了该地区狼食性的季节性变化及

其原因，对减少牧民与狼的冲突及内蒙古草原

生态系统管理提出了建议。

! 研究地区

选取达赉湖水位下降后形成的芦苇丛、沙

丘和湖滨平原交错地带作为研究地区。该地区

位于 ’’$+(!,-).!/ # ’’$+’(,’!."/0 ，-%+!%,’!.)/
# -%+--,!!.$/1；属于中温带大陆性气候，干燥、

少雨多风，年平均气温 (.!2，极端气温在 $ 月

份达 -(2，在 ’ 月份气温下降到 3 -!2。" # &
月是牧草生长期，属于草青期；’( 月至次年 -
月属于草枯期。

达赉湖湖滨平原是重要的畜牧地区，达赉

湖自然保护区成立以前，已有牧民放牧，家畜数

量远多于野生有蹄类黄羊（!"#$%&"% ’())("#*%）

的数量。主要家畜是绵羊，其他还有牛、马、山

羊和骆驼等。近 )( 年来达赉湖自然保护区内

的人口和家畜数量急剧增加，家畜总量已达 4’
万多头（只），过度放牧现象严重。人类活动（主

要是围栏等）对野生黄羊生境的破坏，以及人为

捕杀和偷猎，致使黄羊的种群数量急剧下降。

研究地区内狼的数量年际变化较大：一个狼群

在 )((- 年 $ 月有 ’) 只，到 )((" 年 ) 月只有 "
只（调查数据）。数量变化的主要原因是牧民采

用各种非法方式（铁铗、毒药等）进行捕杀。该

地区其他野生动物还有赤狐（+()&,* -()&,*）、沙

狐（ + 5 $#"*%$）、艾鼬（.(*/,)% ,-,"*0%112）、草兔

（3,&(* $%&,1*2*）、东北兔（ 3 5 0%14*$5("2$(*）、草

原黄鼠（ 62/,))(* 4%("2$(*）、草 原 旱 獭（ .%"0#/%

7#7%$）、五趾跳鼠（ 8))%$/%’% *272"2$%）、三趾跳鼠

（92&(* *%’2//%）、布氏田鼠（. 5 7"%14/2）、长爪沙鼠

（.,"2#1,* (1:(2$()%/(*）、狍（ 6%&",#)(* $%&",#)(*）

等。

" 材料与方法

"#! 狼粪便收集 )((- 年 $ 月到 )((" 年 4
月，利用雪地跟踪和沙地跟踪，在足迹和巢区附

近共收集 -4% 个狼的粪便。把粪便放入硬质信

封内，风干，然后装入塑料袋保存以备分析。该

地区没有牧羊犬、家狗在牧民居住地附近活动，

不存在混淆狼与家狗粪便的问题。

"#" 实验分析 采用 678997 等［’’］的分析方法。

粪便在恒温烘干箱内 %(2干燥 $) :，称重；放

入清水中充分溶解，用捞网（网孔直径 ’ ;;）从

粪便剩余物中分离出毛发、羽毛和牙齿、角、爪

趾等骨骼碎片以及其他大型剩余物，干燥称重。

首先，根据牙齿、角、爪趾等骨骼碎片确定食物

类型；其次，用 ’( 倍放大镜下观察毛发和羽毛

的长度、厚度、形状和颜色，然后在 )(( 倍光学

显微镜下观察毛发鳞片压模片［’)］，对照在研究

地区收集的毛发标本和标准哺乳动物毛发标本

手册［’!］，确定食物类型。鸟类和小型啮齿类没

有鉴定到种。整个鉴定过程由一人独立完成。

采用 ) 个小样本（样本数分别为 %( 和 $(）对鉴

定人进行“盲测”［’’］检验：准确率分别是 &&."*
和 &&.$*。

"#$ 统计分析 由于内容物多于一种的粪样

较多，因而采用相对出现频率 ;< <（ =2 =! =2 ）

’((，统计各食物类型的出现频率，=2 指食物 2
在所有粪便中的出现频次。相对生物量计算采

用 >?@A?B［-］的直线回归方程模型：

> < (.-!& C (.((%? （;) < (.$%）

> 指每个可收集粪便表示的消化猎物生物量

（DE），? 指猎物的活体平均重量（DE）。由于建

立该模型的饲喂实验只有哺乳类食物，因此只

适用 于 哺 乳 类 食 物。采 用 卡 方 列 联 表（ 9:7F
GH8@B? 9IJK7JE?J9LFK@MN?）检验食性组成的季节性

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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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结 果

共分析了 !"# 个粪样，草青期 $%& 个，草枯

期 ’$$ 个。内 容 物 多 于 一 种 的 粪 样 达 到 了

$%(!)。草青期和草枯期的食谱组成没有显著

差异（!
* + &($*!，!" + #，# + ,(%*’）（图 $）。

牛是狼的主要食物（图 *），草青期和草枯期的

相对生物量分别为 &,(’)和 !-(")（表 $）；食

谱中牛的草青期频率最高（’%(!)）（图 $），草

枯期频率仅低于羊。食谱中羊（绵羊和山羊）的

草青期频率（’!(#)）比牛（’%(!)）略低，草枯

期频率则是最高（’’(!)）；食谱中羊的频率全

年几乎没有变 化（图 $）；相 对 生 物 量 分 别 是

$%(#)（草青期）和 $&(*)（草枯期）。食谱中马

的频率明显低于牛和羊的频率（图 $）。食谱中

马的频率全年变化较大，草青期的频率（!(%)）

显著低于草枯期的频率（$*($)）。家畜是狼的

主要食物，草青期的频率为 &!(&)，相对生物

量达到 -!(!)；草枯期的频率为 "&(")，相对

生物量达到 -$(#)。其他野生有蹄类动物低密

度地区也有相似结果（表 *）。兔类和小型啮齿

类动物的全年频率都在 $,)左右，但相对生物

量很小（表 $），在食谱中处于次要地位。两者

草枯期的频率比草青期略高（图 $）。

食谱中鸟类的全年变化不明显（草 青 期

"(*)，草枯期 &(#)）（图 $）。另外，在 % 个粪

样中发现了昆虫，在 % 个粪样中找到了植物种

子，在 ! 个粪样中发现了人类的生活垃圾。

表 " 狼食谱组成的相对生物量

#$%&’ " (’&$)*+’ %*,-$.. ,/ 01’2 *3 4,&/ 5*’).

食物种类

.//0 1234

草青期

56781 9:/;<89 34:</0
草枯期

56781 ;<1=4:<89 34:</0

频次

>?@A4: /B
CD71C

相对

生物量（)）

E4671<F4
A</@7CC

频次

>?@A4: /B
CD71C

相对

生物量（)）

E4671<F4
A</@7CC

羊

G=443 780 H/71
"* $%(# $*! $&(*

牛 I71164 "’ &,(’ #* !-("
马 J/:C4 # #(’ !% *%($
兔类 J7:4 $& ’(* ’- !(,
小型啮齿类

G@766 :/0481C
$’ *(! !* !(*

鸟类 K<:0C $$ L *- L
昆虫 M8C4D1C * L ’ L
植物 56781 $ L ! L
垃圾 H7:A794 $ L ’ L

L 不能采用相对生物量法计算。

L N/8’1 D76D?6714 ;<1= 1=4 @41=/0 /B :4671<F4 A</@7CCO

图 " 狼食谱组成频率的季节性变化

6*78 " 9’$.,3$& +$1*$)*,3. ,/ 4,&/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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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在本研究中没有发现黄羊的残留物。

野生有蹄类动物的匮乏可能提高了狼捕食家畜

的比率，如我国青海和南欧地区（表 &）。

羊（绵羊和山羊）在食谱中的频率几乎没有

变化，是狼主要的稳定食物。在草青期，羊群中

羊羔的高比例，增加了狼的捕食成功率。在该

地区，牧民多次看到狼拖走羊羔。在草枯期，特

别是到晚冬和春季，由于过度放牧导致牧草严

重不足，许多绵羊和山羊由于饥饿而体质严重

下降甚至死亡，牧民对死亡的绵羊和山羊不收

回，而是留在草原上，这个季节狼也吃死亡家畜

的尸体。腐食行为不承担捕食风险，只有搜寻

距离的能量消耗，可以获得较大的能量收益，狼

应倾向于这种腐食行为。草枯期食谱中绵羊和

山羊的频率最高（""#’%），可能主要是狼食用

这些死亡的绵羊和山羊，而不是攻击捕食。

家畜由于驯化而自我保护能力降低，因此

家畜的管理方式是影响狼捕食家畜的一个重要

因素。在达赉湖自然保护区内，对牛和马采取

散放。对大型家畜，北美和欧亚地区都有这种

放牧方式，散放可能增加了家畜被狼捕食的机

会［!(，!)］。 草 青 期 食 谱 中 牛 的 频 率 最 高

（"$#’%），可能由于散放的牛有利于狼的攻击，

而狼相对较少攻击管理很好的绵羊和山羊。在

草枯期夜晚，牧民把牛圈在居住点（蒙古包）周

围，减少了狼攻击牛的机会，食谱中牛的频率下

降（&&#!%）；而马仍然散放，食谱中马的频率增

加（ 从 草 青 期 的 ’#$% 上 升 到 草 枯 期 的

!&#!%）。

该地区散放的牛和马的重量几乎相等，但

食谱中马的频率显著低于牛的频率。原因可能

有以下几点：其一，该地区马比牛的数量少；其

二，马的运动逃避能力远大于牛，狼选择捕食牛

可以获得较大的能量收益率；其三，马的攻击性

大于牛，捕食牛狼受伤的可能性较小。

兔类和小型啮齿类动物在食谱中频率较

低，全年都是次要的选择食物。比高中信等［*］

的研究结果低；也与刘丙万和蒋志刚［)］的研究

结果不同。可能由于近几年该地区家畜数量剧

增，导致草原退化，生态环境恶化，野生动物的

密度降低，狼更多地选择捕食家畜。兔类和啮

齿类动物的草枯期频率略高于草青期，可能由

于在草枯期牧民对家畜的管理增加，狼对家畜

的捕食减少，而更多地选择捕食野生小型猎物。

狼捕食鸟类的记载很少，而且食谱中鸟类

的频率一般很小［!+］。仅格陵兰岛东部鸟类数

量丰富地区，鸟类在狼食谱中的频率位于第

二［!*］。鸟类在本地区是比较稳定的食物，可以

用可获得性和易捕食性两个因素解释。本地区

是亚洲东部鸟类迁徙的重要地区，每年到迁徙

季节有大量鸟类在此地区栖息繁殖。在繁殖和

换毛季节，大型雁鸭类的飞翔和保护能力降低，

容易被狼捕食。

食谱中昆虫和植物的频率很少，可以认为

是偶食食物。狼的粪便中也发现了人类的生活

垃圾，可能是狼在非常饥饿的情况下到牧民居

住地寻找食物时的偶食食物。

我们的研究揭示，该地区狼食性的季节性

变化主要与家畜的放牧方式有关。主要因为该

地区的野生动物资源受到严重破坏，狼主要捕

食家畜，家畜的数量变化导致狼食性的变化。

由于狼攻击家畜，牧民采用各种非法方式捕杀

狼，造成该地区狼的种群数量锐减。狼在草原

生态系统处于重要地位，如果灭绝会对草原生

态系统产生严重后果。对此，我们建议采取以

下措施：第一，政府管理部门采取北美地区的

方法，严格控制狼的种群数量，以减少牧民对狼

的反感情绪；第二，引入传统蒙古牧羊犬对家畜

进行保护；第三，改变大型家畜（马、牛）的放牧

方式，加强对马、牛的管理。以上措施既可减少

狼攻击家畜，也不会产生大的自然生态问题。

致谢 工作得到了达赉湖自然保护区白福春局

长、刘松涛局长及全体工作人员的大力支持，特

别是嘎拉达白辛保护站的桂满全、张友、牧仁、

吉日木图 ’ 位同志的帮助，在此谨致深切谢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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