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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食物分布是灵长类行为生态学研究的重要内容之一& 国内对川金丝猴"1"#$(2#3"%4)&*(5%,,+$+#的

食物种类和喜好程度已进行了大量翔实的研究! 但在食物的时空分布方面相对薄弱& 在 "##’ 年 0 月 )

"##0 年 * 月的两年间! 我们对神农架千家坪地区一个川金丝猴群的食物组成做了调查! 同时通过样方

法"每隔 "## G的海拔梯度#研究了该猴群的食物在该地区的分布状况! 以及食物分布海拔的季节性变

化& 结果表明! 该猴群的食源植物至少有 $( 种! 占食物组成的 ((T#U! 而地衣占食物组成的 /0T%U%

该猴群的食物在某些海拔地带具集中分布趋势! 但分布密度总体上不高! 重要食源植物"占食物组成

的 (T#U以上#的乔木胸高断面积和灌木冠部面积所占比例在任何季节分别小于 $"U和小于 $%U! 约

0&U的乔木和 0$U的灌木表面没有地衣覆盖% 食物主要分布在海拔 $ &## )" (## G之间! 可能制约着

该猴群的活动海拔范围% 植物性食物在海拔上的分布呈现明显的季节性差异! 即春季和夏季比秋季和

冬季的分布海拔低! 这很可能引起该猴群活动海拔的季节性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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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物分布是灵长类行为生态学研究的重要
内容之一"X<A4R6FA "##"! h<I@B;J;C<M."##0!
h6O;M;C<M."#$$#& 不同灵长类的主要食物可
能不同! 而不同的食物可能呈不同的分布特
征! 例如! 多数蛛猴 "<C;MDA;I#主要以果实为
食! 果实倾向于斑块状(低密度分布 "+;]M;F
$&&’#! 而多数疣猴 "36M6QDA;I#主要以树叶为
食! 树叶的分布倾向于均匀性和大量存在性

":C<A]6FB $&&$#& 另外! 食物的分布格局及其
时空变化反应了灵长类对其栖息地的利用状
况! 是影响灵长类活动的主要因素之一"\DC<AD
$&0&! ?<A ;C<M."##0! \<CI@B<;C<M."##&#!
例如! 亚马逊森林的倭蛛猴"73%,%&4"+9%C#总
是倾向于在食物分布密度高的区域活动! 食物
分布格局的季节性变化! 使得它们的主要活动
范围也随之呈季节性变动"c<MM<3;"##’#! 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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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 山地灵长类的活动海拔会随食物分布在海
拔上的变化而有所不同"H<IDGDF;C<M.$&*/! 9D
;C<M."##0#&

川金丝猴 "1"#$(2#3"%4)&*(5%,,+$+#是疣猴
类动物的一种! 但与多数疣猴生活在热带或亚
热带地 区不同 "7;AA;CC;C<M.$&&%! ,<C;I
$&&%#! 川金丝猴生活在陕西(甘肃(四川和湖
北等地的高山森林中! 主要活动海拔在 $ ###
)% $## G之间! 生活环境具明显的季节性变
化"g;A ;C<M.$&&0! 9D;C<M."##"! iDF=^<CFD3=
;C<M."#$##! 川金丝猴的食性也相应呈明显的
季节性变化! 植物的花(幼叶(成叶(果实(种子
和叶苞在不同的季节依次成为其主要食物! 同
时其对食源植物具有很强的选择性! 而地衣基
本在全年任何时期都是主要食物"本文出现的
)植物*都是指木本植物! )地衣*都是指枝状
地衣# "9D"##’! X@6;C<M."##*! 任宝平等
"#$#! 9D@ ;C<M."#$/#& 因此! 川金丝猴的食
物分布特征应与多数疣猴不同! 但据我们所
知! 目前还没有针对其食物时空分布特征的系
统研究% 另外! 川金丝猴的植物性食物多以落
叶植物为主"任保平等 "#$##! 因此植物性食
物在海拔上的分布应具明显的季节性变化! 目
前只有在秦岭川金丝猴对植被类型的季节性选
择的研究中间接涉及这一点"9D;C<M."####&
鉴于野外跟踪猴群难度高(调查范围大! 我们
把研究范围限定在湖北神农架千家坪地区活动
的一个川金丝猴猴群上! 调查了该猴群的食物
分布状况以及食物分布海拔的季节性变化! 并
讨论了食物分布对该猴群活动海拔的可能影
响! 因地衣在神农架川金丝猴的食谱中占很大
比例! 又是一类不随季节变化的食源! 本研究
将其单列分析&

;<研究方法

;=;<研究地点和研究对象<湖北川金丝猴具
体分布在神农架国家级自然保护区"$$#j#/k)
$$#j/%kK! /$j""k)/$j/*k5#! 整个保护区因
地形(公路和居民区分为东(西两片! 研究地点
位于西片保护区的最东南端"图 $#! 即千家坪

地区"面积约 ’# =G" #& 研究人员只有在获得
保护区管理局批准的情况下! 才可进入该区
域! 其他任何形式的人类活动在该区域都被严
格禁止& 该区域地势起伏大! 海拔在 $ (## )
" ’’/ G之间& 该区域的植被主要是落叶阔叶
和常绿针叶混交林! 另外! 有些高山草地分布
在较宽阔的山谷和较高海拔的山顶& 该区域气
候呈明显的季节性变化! 位于海拔 $ *## G的
千家 坪 保 护 站 最 低 气 温 在 $ 月 "均 温 约
‘(T(l#! 最高气温在 * 月"均温约 $’T/l#!
雨季在 * )& 月! 年降雨量约 $ 0## GG! 降雪发
生在 $$ )/ 月"9D@ ;C<M."#$/#& 根据当地气
温的变化趋势! 我们定义春季为 / 月 "$ 日 )(
月 /$ 日! 夏季为 ’ 月 $ 日 )0 月 /$ 日! 秋季
为 & 月 $ 日 )$# 月 /$ 日! 冬季为 $$ 月 $ 日 )
/ 月 "# 日&

千家坪是一个猴群的核心活动区域! 该猴
群有时也会到保护区外东南方向的相邻区域活
动! 从 $&&& 年以来! 该猴群一直被研究人员所
跟踪和研究"9D"##’! 9D@ ;C<M."#$/#& 在本
研究中! 我们在猴群经过开阔地或河流或植被
落叶的冬季等有利条件下! 统计了猴群大小和
组成! 该猴群共有""/’ m/0#只个体" $ f0#!
其中包括"$#’ m$"#只成年雄猴("** m$0#只
成年雌猴("/( m$##只青年猴和"$0 m(#只幼
年猴"年龄L性别组定义见 9D"##*#&
;=><数据收集<在 "##’ 年 0 月 )"##0 年 * 月
的两年间"不包括 "##’ 年 $" 月("##* 年 $ )"
月和 "##0 年 " 月#! 跟踪该猴群共 /$* B"每月
’ )"0 B#! 记录其食源植物种类和部位或地
衣& 更具体描述见 9D@ 等""#$/#&

在这期间! 用每隔 "## G的海拔梯度做样
方的方法! 调查了千家坪地区的森林植被和地
衣的分布情况"iDF=^<CFD3= $&&’#& 为尽可能地
代表整个范围内每个海拔梯度的植被状况! 样
方地点的设置遵循以下原则$在海拔 $ (## )
" /## G之间! 首先确定超过每个海拔梯度的山
的座数"如果海拔梯度穿过山顶草地! 则不计
算在内#! 共确定超过海拔 $ (## G($ *## G(
$ &## G各 0 座山! 超过海拔 " $## G有 * 座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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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神农架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千家坪地区地形
!%3=;<?12’"/"3(-/19 ",’12@%-+4%-/%+3 -(2- %+012++"+34%- A-’%"+-BA-’*(2C2&2(D2

超过海拔 " /## G有 ( 座山! 然后在每个海拔
梯度上随机抽取 / 座山! 在每座山的正东面和
正西面的大约中心位置各做一个样方 "水平
$"# G(垂直 $# G#% 超过海拔 " (## G的山有 /

座! 但其中 " 座山在海拔 " (## G及以上是草
地! 因此在另 $ 座山海拔 " (## G山的正东面
和正西面的大约中心位置各取一个样方"水平
$"# G(垂直 $# G#! 因在该海拔的取样较少!

在同座山同海拔的正东面和正西面再各取一个
样方"与上一个样方相隔距离 (## G以上#! 但
由于地形限制! 样方大小为水平 ’# G(垂直
$# G& 共取 /" 个 $"# Gb$# G的样方和 " 个
’# Gb$# G的样方! 取样面积 /T&’ RG"& 定义
乔木为胸径"/# 3G或高度"( G的植物! 灌
木为胸径 e/# 3G和高度 e( G的植物! 所有
藤本划为灌木& 在每个样方内! 记录所有乔木
的胸径(灌木的冠部长度和宽度"用)长 b宽*

估计冠部面积#! 同时记录乔木和灌木为常绿
型还是落叶型! 并且分 ( 个等级估计所有乔木
和灌木表面的地衣覆盖率"# f#U% #U#$
e(U% (U#% e$#U% $#U#& e"#U% ’
""#U#&
;=E<数据处理和分析<计算各种食源植物及
其部位和地衣被取食记录次数的比例"全年和
各季节分别计算#! 用以代表食物组成& 因有
些食源植物种类虽然占食物组成的比例很小!

但在植被组成中占的比重很大! 如中国猕猴桃
"743#$#8#+ 4"#$%$&#&#! 在权衡了各食源植物在
食物组成和植被组成中的比例的基础上! 定义
那些占食物组成"(T#U的植物种类为重要食
源植物! 在下面计算食物分布时! 只计算重要
食源植物& 对每个季节的重要食源植物! 计算
其乔木胸高断面积和灌木冠部面积在各海拔梯
度上所占的比例! 计算公式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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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Df
$
A$

2f$
7D2

$
A"

= f$
7D=

! DDf
$
A$

2f$
!D2

$
A"

= f$
!D=
!!!!"$#

公式中! BD代表重要食源植物的乔木胸高断面
积在 D海拔梯度上所占的比例! 7D代表在 D海
拔梯度上的乔木胸高断面积! DD代表重要食源
植物的灌木冠部面积在 D海拔梯度上所占的比
例! !D代表在 D海拔梯度上的灌木冠部面积!
$$ 代表重要食源植物的种数! $" 代表所有植
物的种数&

如果地衣占食物组成的"(T#U! 计算各
海拔梯度上被地衣覆盖的乔木和灌木个体所占
的比例! 计算公式为$

!!!!BD2f
ED2

<D
!!!!!!!!""#

公式中! BD2代表在 D海拔梯度上地衣覆盖率为
2的乔木"或灌木#个体的比例! ED2代表在 D海
拔梯度上地衣覆盖率为 2的乔木"或灌木#个体
的数目! <D代表在 D海拔梯度上所有乔木"或
灌木#个体的数目&

用 :^;<FG<A 等级相关的方法分析了被地
衣覆盖的乔木"和灌木#的比例与海拔的关系!
显著性水平设为 #T#(! 统计软件为 :E:: $*T#&

><结<果

>=;<食物<在 "# 个月的研究中! 总共有$ %0"
个取食记录! 每月 $’ )&% 个& 共确认食源植
物 $( 种! 占整个食物组成的 ((T#U! 地衣占
食物组成的 /0T%U! 其他食物包括草本(昆虫
和未能确定的食源植物等"表 $#& 更具体的食
性研究结果! 包括各食源植物的不同部位在不
同月份所占的比例! 已发表在 9D@ 等""#$/#&
在 $( 种食源植物中! 有 $ 种是常绿型! 有 $#
种兼具乔木和灌木两种类型& 食源植物在春季
或夏季比秋季或冬季多! 但是在每个季节只有
" )/ 种重要食源植物& 地衣在任何季节都是
重要食物! 占食物组成的比例范围从秋季的
"0T’U到夏季的 %"T&U&
>=><重要食源植物和地衣的分布
>=>=;!食源植物的分布!在整个千家坪地区!

我们共确认 *( 种植物! 其中! 常绿型有 * 种&
重要食源植物的乔木胸高断面积所占比例在任
何季节都较小! 范围从夏季的 %T"U到冬季的
$$T(U"图 " #! 这些乔木主要分布在海拔
$ &## G以上! 春季和夏季在海拔 $ &## )
" $## G之间分布最多! 而秋季和冬季在海拔
" $## )" /## G之间分布最多! 但是它们的胸
高断面积所占比例在这些海拔上仍然不高! 春
季和夏季都在海拔 $ &## G最高! 分别仅为
$#T%U和 &T#U! 秋季在海拔 " /## G最高! 为
"/T0U! 冬季在海拔 " $## G最高! 为 "/T(U&

在整个地区! 重要食源植物的灌木冠部面
积所占比例在任何季节都很小"图 /#& 在春季
最高! 为 $/T&U! 这些灌木主要分布在海拔
$ &## G以上! 在 $ &## )" (## G的各海拔梯度
上分布较均匀! 冠部面积所占比例在海拔
" (## G最高! 为 "*T$U% 在夏季! 重要食源植
物的灌木冠部面积所占比例为 0T&U! 这些灌
木也是主要分布在海拔 $ &## G以上! 在海拔
" $## G分 布 最 多! 冠 部 面 积 所 占 比 例 达
%’T*U% 在秋季和冬季! 重要食源植物的灌木
冠部面积所占的比例极小! 分别为 $T/U和
"T’U! 在任何海拔梯度上这个比例也极小!
秋季小于 "T#U! 冬季小于 %T#U&
>=>=>! 地衣的分布 ! 在整个地区! 只有
$$T$U的乔木上长有地衣! 其中! 地衣覆盖率
是&的乔木最多! 占 *T%U! 地衣覆盖率是’
的乔木只有 #T0U"图 %#& 大多数长有地衣的
乔木分布在 $ &## G以上! 长有地衣的乔木所
占比例随海拔的升高而增加 "*f#T&%! Be
#T#$#! 从海拔 $ (## G的 (T0U增至海拔
" (## G的 "/T#U&

在整个地区! 只有 $0T&U的灌木长有地
衣! 地衣覆盖率是&和’的灌木分别占 *T0U
和 ’T(U"图 (#& 大多数长有地衣的灌木分布
在海拔 " $## G以上! 长有地衣的灌木比例从
低海拔到高海拔也有一个增高的趋势 "*f
#T**! Bf#T#*#! 长有地衣的灌木比例在海拔
$ (## G最低"为 0T*U#! 在海拔 " $## G最高
"为 %(T(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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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神农架千家坪地区川金丝猴群全年和各季节食物组成#F$

?-)B2;<GD2(-BB-+#&2-&"+-B#%2’&",- 3("*/",!"#$%&#’"()*+,%-(../$/ %+@%-+4%-/%+3" 012++"+34%-

!!植物类型$B.落叶% ;.常绿% I.灌木% C.乔木& EM<AC]6FG$ B.+;3DB@6@I% ;.KJ;FOF;;A% I.:RF@Q% C.aF;;.

图 ><神农架千家坪地区川金丝猴群重要食源植物的乔木胸高断面积

在不同海拔上所占的比例
!%3=><?12/("/"(’%"+&",’(22)-&-B-(2- "77*/%2#)9 %H/"(’-+’,""#/B-+’&",

- 3("*/",!"#$%&#’"()*+,%-(../$/ %+@%-+4%-/%+3" 012++"+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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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E<神农架千家坪地区川金丝猴群重要食源植物的灌木冠部面积

在不同海拔上所占的比例
!%3=E<?12/("/"(’%"+&",&1(*)7"D2(-32"77*/%2#)9 %H/"(’-+’,""#/B-+’&",

- 3("*/",!"#$%&#’"()*+,%-(../$/ %+@%-+4%-/%+3" 012++"+34%-

图 I<神农架千家坪地区被地衣覆盖的乔木在不同海拔上所占的比例
!%3=I<?12/("/"(’%"+&",’(22%+#%D%#*-B&B"-#2#)9 ,(*’%7"&2B%712+&

%+@%-+4%-/%+3" 012++"+34%-

E<结论与讨论

在神农架千家坪地区! 记录到川金丝猴的
食源植物有 $( 种! 略少于前人对该猴群的调
查记录""# 种$ 9D"##’#! 这可能是因为在本
研究中有些未能确定的食源植物种类! 也或是
因为本次调查记录不全的缘故"并不是每天都
有记录#! 但 9D""##’#的研究比本研究多出的

食源植物种类占食物组成的比例总和小于
$T(U"每种##T(U#! 因此两个研究的食性结
果基本是一致的! 并且不影响食物分布的研究
结果& 在本研究中! 占食物组成"(T#U的植
物种类较少! 在每个季节仅 " )/ 种! 这些植物
具体是四川樱桃(湖北山楂(三桠乌药(木姜子(
华山松和湖北花楸! 在神农架川金丝猴的保护
管理中应该给予这些植物特别的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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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J<神农架千家坪地区被地衣覆盖的灌木在不同海拔上所占的比例
!%3=J<?12/("/"(’%"+&",&1(*)%+#%D%#*-B&B"-#2#)9 ,(*’%7"&2B%712+&

%+@%-+4%-/%+3" 012++"+34%-

根据前人在本地区和其他地区的研究! 地
衣占食物的比例在其他食物来源短缺的冬季最
高! 秋季次之"9D"##’! X@6;C<M."##*#! 但在
本研究中! 地衣占食物的比例在冬(春和夏这 /
个季节没有明显差异! 几个月份的数据缺失可
能是地衣比例在冬季不太高的原因! 而地衣比
例在秋季不高可能仅仅是因为在本研究期间秋
季的植物性食物 "主要是果实和种子#供应特
别丰富的缘故! 相对地衣! 川金丝猴更偏好果
实和种子"9D"##’#! 其实! 9D""##’#在本地
区的研究就发现! 果实和种子的供应在 "##/
年秋比 "##% 年秋丰富得多! 从而造成果实和
种子占食物的比例在 "##/ 年秋比 "##% 年秋高
得多! 地衣占食物的比例正好相反! 但因地衣
在各个季节都是重要食物! 因此这并不影响我
们对食物分布的研究结果& 另外! 川金丝猴的
食物组成在湖北(四川L甘肃(陕西三个地域之
间有差异! 任宝平等""#$##已对此做了全面总
结! 并认为该物种是一个食性具明显季节性变
化的泛化采食者! 而不是像多数疣猴一样的叶
食性动物! 支持本研究的食性结果! 这可能是
川金丝猴在温带生存的一种适应性表现&

在千家坪地区! 川金丝猴的食物分布有向
某些海拔地带集中的趋势! 即植物性食物向中
海拔地带集中! 地衣向中(高海拔地带集中!
但是! 食物分布密度总体上不高! 基本上是分

散地分布在整个地区! 比如! 重要食源植物的
乔木胸高断面积和灌木冠部面积所占的比例在
任何季节分别 e$"U和 e$%U! 约 0&U的乔木
和 0$U的灌木表面没有地衣覆盖! 即使长有地
衣的乔木和灌木的地衣覆盖率也较低! 覆盖率
""#U的乔木比例仅为 e$U! 灌木比例仅为
e*U& 理论预测! 随着食物密度的降低! 斑
块化分布会越来越明显! 趋向于果实性食物的
分布特征"HR<FA6J$&*’#! 川金丝猴的泛化食
性特点为食物斑块状分布提供了支持! 比如!
果实和种子在某些季节是川金丝猴的主要食物
来源 "9D"##’! X@6;C<M."##*! 任宝平等
"#$#! 9D@ ;C<M."#$/#! 这类食物是呈斑块状
分布的& 这种低密度(斑块状的食物分布! 与
前人对生活在高海拔地区的其他疣猴的研究一
致! 如云南白马雪山格花箐滇金丝猴 "1A
F#%3## "XF@;C;F;C<M."##&#和尼泊尔蓝塘长尾
叶猴 " :%9$(2#3"%4)&%$3%,,)&# " :<>;FI;C<M.
"##0#& 也应该注意到! 同一物种的不同种群
间食物分布特征可能有一定的差异! 比如!
iDF=^<CFD3= "$&&’#对白马雪山吾牙普亚滇金丝
猴的研究发现! 地衣占食物的 0’U! 而占该地
区乔木胸高断面积 ’’U的针叶植物上长有
地衣&

在千家坪地区! 川金丝猴的食物主要分布
在海拔 $ &## )" (## G! 这与我们对该猴群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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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海拔的初步记录是基本一致的! 在两年的研
究中! 该猴群主要在海拔 $ 0(# )" (## G之间
活动! 因此可以说猴群活动的海拔范围与食物
分布的海拔范围息息相关& 该猴群虽然偶尔也
到更低海拔活动! 但我们尚未观察到该猴群到
海拔 $ *## G以下活动! 有些研究认为在山地
生活的灵长类活动的最低海拔通常是由人类干
扰决定的":@ ;C<M.$&&0! 9D;C<M."####! 但
在海拔 $ (## G以上的整个千家坪地区! 所有
人类活动都是被严格禁止的! 即使在千家坪周
围! 海拔 $ "## G以上的所有相邻地区也是如
此! 因此我们认为食物分布格局决定着千家坪
金丝猴群活动的最低海拔& 但在秦岭! 人类活
动的确对川金丝猴的活动有一定的影响! 特别
是春季较多的采药行为"9D;C<M."####& 该猴
群偶尔也到更高海拔活动! 最高至 " ’## G! 在
千家坪! 只有两座山的顶部海拔超过 " ’## G!
而 " ’## G海拔基本就是森林和草地的边缘地
带! 因此可以说该地区的地形制约着川金丝猴
食物分布的最高海拔! 从而决定了猴群活动的
最高海拔&

重要食源植物分布的主要海拔虽然总体上
跨度不大"约 $ &## )" (## G之间#! 但还是有
明显的季节性变化! 大体上来说! 春季和夏季
植物性食物分布的海拔比秋季和冬季低! 这极
有可能对该猴群的活动海拔产生重要影响& 比
如! 9D等""####对秦岭川金丝猴的玉皇庙西
梁群的研究就表明! 猴群在春季到较低的海拔
活动! 主要是因为春季的主要食物嫩叶和叶苞
在低海拔首先出现! 对四川白河和卧龙川金丝
猴的较早研究也发现了类似的情况"胡锦矗等
$&0#! 史东仇等 $&0"#& 对云南滇金丝猴食物
分布海拔的季节性变化及其对活动海拔的影响
研究较多 "iDF=^<CFD3= ;C<M.$&&%! iDF=^<CFD3=
$&&’! W<AO"##/! 刘泽华等 "##%! 9D;C<M.
"##0#! 其中! 对白马雪山格花箐滇金丝猴的
研究发现! 食物分布海拔的季节性变化会引起
猴群活动海拔的季节性变化"9D;C<M."##0#!
该猴群在春季到低海拔采食首先出现的嫩叶!
但在秋季和冬季会到较高海拔活动! 以采食水

果和地衣! 但白马雪山吾牙普亚滇金丝猴全年
都在高海拔活动! 并没有表现出季节性变化!
这是因为它们的主要食物! 即地衣! 占全年食
物 的 0’U! 集 中 分 布 在 高 海 拔 地 区
"iDF=^<CFD3= $&&’#! 丽江金丝厂滇金丝猴的活
动海拔也与其主要食物的分布海拔一致! 即竹
叶! 占全年食物的 (&U "W<AO;C<M."##$!
W<AO"##/#& 对其他一些山地灵长类的研究也
表明! 食物的分布海拔对活动海拔有重要影
响! 包括长尾叶猴" :@OD><G<$&*’#(地中海猕
猴"E+4+4+ &0,=+$)&$ \;RMG<A $&0*#和大猩猩
"G(*#,,+ /(*#,,+$ H<IDGDF;C<M.$&*/#&

值得注意的是! 我们在计算植物性食物的
分布时! 只用了那些占食物组成"(T#U的植
物种类! 这可能给研究结果本身带来一定的偏
差& 另外! 有些占食物组成比例较小的种类可
能对灵长类的生存至关重要! 这可能会影响灵
长类的活动! 例如! 桉树 "H)4+,023)&Î^.#在
肯尼亚卡卡梅加东黑白疣猴"!(,(F)&/)%*%I+#
的食物中占比例极小! 但桉树皮可能含有其他
食物所没有的必需营养或药用成分! 所以东黑
白疣猴会长距离地漫游以采食桉树皮"?<IRDAO
"##$#&
致谢!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任宝平博士提供
宝贵意见! 中国传媒大学教师周一楠协助绘
图! 神农架研究助手孙宜国和李永发协助野外
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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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沅陵发现中华秋沙鸭越冬种群

K%+’2(%+3 L"/*B-’%"+",07-B9M&%#2#N2(3-+&2(0(,1*++2*/3/’*+
$%&7"D2(2#%+O*-+B%+3" P*+-+L("D%+72

"#$# 年 0 月和 "#$$ 年 ’ 月! 我们在黑龙江带岭分别为 " 只中华秋沙鸭"E%*/)&&J)+9+3)&#佩戴了卫星发射器
"$" O! 美国 56FCRIC<F公司生产#& 根据卫星跟踪提供的信息! 我们于 "#$% 年 $ 月在湖南沅陵县境内的沅江支流南

滩河""0j(#T0’&k5! $$#j%0T("$kK#和鸟儿巢水电站库区""0j(#T//"k5! $$#j($T*"0kK#分别发现 / 只"$’( "(#和
$ 只"’ #越冬中华秋沙鸭个体& 同期在沅江五强溪水电站大坝下游""0j%’T%*0k5! $$#j(’T"%"kK#发现中华秋沙

鸭 0 只 " /’( (( #! 在沅江支流凤滩水电站 " "0j%/T"’&k5! $$#j$’T&&$kK# 至高滩水电站 " "0j/*T’/0k5!

$$#j"$T$%*kK#之间约 $/ =G的河段发现 $% 只"’’( 0(#中华秋沙鸭& 上述河段位于湖南五强溪国家湿地公园辖

区! 水体清澈% 两岸多为陡峭山体! 人为干扰较少& 持续的监测表明! 上述越冬中华秋沙鸭的活动地点非常稳定!

并于 / 月下旬至 % 月上旬陆续离境北迁&

中华秋沙鸭是东亚地区特有的濒危水鸟! 我国#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 主要繁殖于俄罗斯西伯利亚东南部和

我国东北地区! 越冬于我国南方和韩国部分地区! 全球种群数量约 " (## )$# ### 只! 然而大部分越冬种群的下落

不为人知"d;;C<M."##"! 何芬奇等 "##’! 7DFB9D];-AC;FA<CD6A<M"#$%#& 本次在沅陵县发现 "’ 只越冬个体表明该地

为中华秋沙鸭的重要越冬地& 另外! 我们使用卫星跟踪以及俄罗斯学者使用彩色标记和光感地理定位"9DORCM;J;M

O;6M63<CD6A#的研究":6M6JD;J<;C<M."#$"! o;AO;C<M."#$/#表明! 湖南省沅江及其支流是中华秋沙鸭在我国小兴安

岭和俄罗斯滨海边疆区两大繁殖种群的重要越冬地! 可能承载着相当数量的越冬种群! 亟需开展系统的调查和相

应的保护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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