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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84小时，占 l3个小时的 6．5弗，而夜间则为 

3．73小时 ，占 11个小时的 33．9％。 可见，白天 

臭胞的话动时间不到 1，lO，而夜间m0有 l，3的 

时间处于活动状态 

Pearson(1947)提出用夜间活动量与 白天 

活动量的比率表示夜行性的程度 (转 g【Mann 

et a1．，l 957)。现以夜间 1 1个小时的活动强度 

总和与 白天 l3个小时 (8 0．68％ 比 1 9．32弗)的 

比率表示，臭鼬的夜行性 指数为 4．2，若以累积 

活动时间的比率 (3．729小时比 0．839小时)来 

表示 ，则为 4．4，两者很接近。这比已知的其他 

照照要高得多 ，如北美短尾魁魁 (BIarina bre． 

vicauda telpoides)为 1．2，而另一亚种(日．b． 

{irtlandi)为 l_08 z73，英国的普 通 憩 鼹 (Sore． 

口， )和小齄睹 ( ．minutus)分别为 1．33 

和 0．88” ，后者夜间活动少于 白天活动。 

由此可见，臭勉是一种明显以夜行性为主 

的动物 ，夜间活动呈双峰型，分别出现在黄昏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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黎明，这是由外界环境因素(主要是光周期)和f 

体内的似昼夜节律所决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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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C一150 1袖珍电子计算机在小哺乳动物 

行为研究中的应用 

窦 丰 浦 
t中国科学院西北高原生物研究昕) 

摘要 本文首次报道了用 SHARP PC一1501 袖珍电子计算机收集小哺乳动物行为学研究数据的 

方法。一是在动物话动观察中，将动物话动的频次、时间和位置等参数直接录人计算机，并将所收集的 

数据进行处理。此外，还可用自行设计的接口电路将计算机与各种播动记录仪相联，组成动物瑶动自动 

记录系统。记录中所用程序均采用 ASIC 语言编制。 

研究小哺乳动物行为，常采用直接观察法 

或利用活动记录仪，需要记录并处理大量数据。 

用录音机、纸带机械记录器记录行为数据 ，可省 

出更多时间、精力用于观察，改善了记录条件 ， 

提高了记录水平。数据处理时，需将记录转换 

成可阅读或计算的形式，精度差、耗时长、效率 

低。 60—70年代 出现的与计算机兼容事件记 

录器大大避免了这些不足 。 但只能用于实 

验室内。观察数据直接在事件记录器上进行纸 

带穿孔记录，再通过纸带阅读机 、电子计算机处 

理。这种半电子化数据记录、处理方式，与当时 

计算机发展和应用水平一致。目前，国外实验室 

本文在周文捞、茭乃昌二位生先指导下完成，特此致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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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出现了破处理机事件记录器，数据的 记录、处 

理达电子化水平。多属专用仪器，一般实验室 

碓于装备。迄今，用于野外自然条件下 ，行为研 

究的电子化数据采集装置国外很少报道，国内 

尚属 空 白。 

我们用常见的 日本 SHARP PC-1 50袖珍 

电子计算机开发成事件记录器，具有国外专用 

仪器 的功能，尤其适于野外应用。 还试验成 

功 PC一1501电子计算机数据采集系统，用于 研 

究野鼠行为。 

一

、 手动或自动记录事件的原理及功能 

动物行为学研究中，一个普遍问题是精确 

记录作为时 间函数的行为格局。很多行为研究 

技术就是限定于研究各种行为的 特 征 及 其 定 

量。 常采用对个体或种群定时测定。本文报道 

的 电子计算机数据记录的设计亦以此 为依 据。 

其功能完全由计算机程序实现。 

(一)数据手动记录原理 程序用 BASIC 

语言编制 (见图 1)。计算机按键分别代表不同 

的行为或动物个体 ，记录数据直接通过键盘输 

入。 利用 PC-I501各型机提供 的 键 人 函 数 

INKEY$编写程序的赋值语句，形式为： 

(字符变量>一INKEY$ 循环执行该语 句， 

则实现多种事件键人。 每次至少可记录 45种 

事件。调用 BASIC语 言中的时间函数 TIME， 

可同时记人事件发生的时 间。数据全部存贮在 

袖珍机内存中。 

(：)主要记录方式 通过入机对话，设置 

按键代表的记录事件及记录参数。主要记录方 

式 ： 

1．记录随机事件 在事件发生时，即按压 

代表该事件的按键一次。如各种行为频次记录。 

2．记录随机事件发生时 间 记 录 方 法 同 

上，只是在按压符号键的同时，程序自动记录该 

事件发生时间。可记录各种行为发生时间。 

3．按设置的时钟程序，记录发生事件 程 

序按设定的时间间隔，定时提示观察者观察并 

等待键人此刻发生的行为。如进行行为抽样测 

定、空同 q用铡定。 

· 3● ’ 

圈 l 事 件记 录程 序框 圈 

(兰)数据处理 记录结束后 ，可利用袖珍 

机本身的功能处理数据，打印数据或绘制图表。 

也可转贮在磁带中保存。 此外，还可 与具 有 

RS一232 C接 口的计算机，如 APPLE、IBM—PC 

联机，将数据传输到这些计算机中进一步处理， 

充分利用微机强大的数据处理能力。这在数据 

处理复杂，无法在袖珍机上进行时是必要的。 

(四)数据自动记录原理 把键盘 按 键 线 

路引出，通过光电耦台与外界相联，制成光电耦 

台键盘接口。当外界有信号时，通过光 电耦台 

产生一个按键信号，如同按压相应按键。因此， 

运行与手动记录同样的程序 (见图 1)，即可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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录外界信号。数据记录、处理方式与手动记录 

的完全相同。 

通过 自制接口，把 PC一1 501袖珍电子计算 

机与活动记录仪相联接，运行程序，即可自动进 

行数据采集和处理，组成适于实验室或野外自 

然条件下研究动物活动的 自动记录系统。 

二 、应 用 举 例 

我们在 中国科学院海北高寒草甸生态系统 

定位站地区 ，用 PC一150l作为事件记录器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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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高原鼠凫进出祸话动记录 

记 录高原鼠兔 (Ockotona curzonia~) 行为格 

局。以及与同位素地下鼠活动探测仪相联组成 

数据采集系统，自动记录高原鼢鼠 (Myospalax 

baile．yi)地下活动，使用表明，操作简便，性能 

可靠。 

(一)动物行为格局观察记录 动 物 行 为 

格 局是行为学的基本研究内容之 一。 抽 样 测 

定 是观察研究行为格局的经典方法。 用这些 

方法测定行为格局，需记录大量重复、单调的数 

据。 如一只高原鼠兔日进出洞在 4月份达 161 

次之多，一般同时观察几只，以秒表作计时器， 

W ork d̂ 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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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高原鼢鼠地下话动记录(包括活动位点， 

到达谈点及离开该点时间) 

在每一个短暂的时间间隔内，还要同时观察每 
一 个的取食及各种地面活动，并分项进行笔记。 

不仅野外工作强度大，而且数据的整理很繁锁， 

花赞的时间常超过收集的时间。改用 PC-I 501 

记录，定时信号由计算机自动发出，观察者只需 

按照计算机提示，按一下代表记录事件的按键 

即可。此外，由于该机内存很大，还可同时记录 

许多有关参数，如天气状况等。 

我们观察测定了高原鼠兔行为格局。观察 

时用 PC—l50l记录高原鼠兔进出洞时间(见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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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不需秒表计时 ，记录本笔记，可以有更多的 

时间进行观察，或记录更多的个体。 

(=)动物活动自动记录系统 高 原鼢 鼠 

终身营地下 生活，是我国北方农牧区主要害鼠 

之一。研究其行为不仅具有理论意义，也有助 

于制定有效的防制对策。我们研制的同位素地 

下鼠活动探测仪，提供了研究鼢鼠行为的有力 

技术和手段。该探测仪由探头系统 ，接收放大 

部分、电子计算机数据记录部分组成。原设计 

采用 TP一801单板计算机进行数据采集。实地 

使用表明，单板机编程困难(使用机器语言)，耗 

电大，而不适台野外使用。 我们用 PC—I 50I代 

替单板机进行数据收集、存贮及处理，性能良 

好，可在各种恶劣环境中进行连续垒自动记录 

(见图 3)。 采用光 电耦台键盘接口自动 输 人， 

因而 BASIC 语言编程即可。 图3为我们记录 

的高原鼢鼠活动的部分数据输出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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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坪大熊猫产仔巢穴的初步观察 

雍 严 格 
(林业部佛坪 自然保护区) 

摘要 本文叙述 I980--1985年在保护区内观察了三处大熊猫产仔 巢穴 ，分 布 在 海 拔 l6o0一 

l800米之间的针阔叶混交林 内，是大熊猫常 年蒲动区。大熊猫利用岩石与地面相接形成的空间石洞中 

建立巢穴。结构有两种类型 ：一是隧道式洞穴 ，隐蔽性好 ；另一种是偏岩洞，外大内小，隐 蔽性差，母熊 

猫则另用华桔竹茎叶圉铺成一“筐”状巢穴，存放幼仟。 隧道式巢穴内的铺垫物全部为枯木断节 。大熊 

猫利用巢穴的时间约半年左右。有两 巢穴曾多次利用过。 

大熊猫 (diluropoda melanoleuca)是一 

种古老的孑遗动物 ，被人们称 为“活化石”。古 

往今来，人们一直把它视为珍贵稀有的异兽。尤 

其是它的野外繁殖问题充满着神秘。它性格孤 

僻，终生游荡地生活在高山密林之中，没有固定 

的巢穴，只有雌性大熊猫在产仔时才利用巢穴。 

为了适合其产仔、哺乳、防御天敌、保护幼仔安 

全 ，巢穴均选择在活动空间大 、食物资源丰富 、 

隐蔽性好的石洞内，人们极不易发现。观察研 

究其产仔巢穴，成为人们关注的问题 ，对学术和 

科学保护这一濒危珍稀动物，也具有重要意义。 

本文将 1980年 4月至 198．~年 11月，先后 

在保护区内发现三处正在哺乳的大熊猫母仔及 

其产仔巢穴的观察研究结果、整理如下。 

一

、 巢穴位置及周围环境 

三处产仔巢穴均分布在紧靠秦 岭 主 脊 南 

坡。其中，1号巢穴位于小东河芋子沟；2号巢 

穴位于龙潭蔡家沟； 3号巢穴位于三关庙流石 

片沟 (图 1)。 ， 

产仔巢穴选择在海拔 l600—1800米 之 间 

的小支梁坡面凹地石洞中，坡向西南。 巢穴入 

·参加野外工作的有薛克明、赵傻武、张崇德，觉高弟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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