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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果简介
·

斑尾棒鸡生态学及保护生物学研究

孙悦华

( 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
,

北京 10( X〕8 0)

〔关键词 ] 斑尾棒鸡
,

行为学
,

种群生物学
,

栖息地碎分化
,

景观生态学
,

保护生物学
,

无线电遥测

斑尾棒鸡 ( oB ~
a

郡
e

orz
w i) 是我国特产松鸡科

鸟类 (图 1 )
,

国家 I 级保护动物
,

分布于甘肃
、

青海
、

四川
、

云南西南部和西藏东部 的高山森林中
。

由于

长期 的森林砍伐及某些地 区的过度猎杀
,

种群数量

及分布范围严重减小
,

被 中国濒危动物红皮书列为
“

濒危
”

鸟类 [`
,

2 :
。

分析了莲花 山 自然保护 区斑尾 棒鸡 研究 种群的发

展
,

同时研究了斑尾 棒鸡巢址选择
、

孵卵节律
、

冬季

社群行为等
。

19 99 年
,

我们开始利用卫星遥感技术

研究整个莲花山区斑尾棒鸡种群栖息地碎分化状态

下的景观生态学
,

并提出保护对策
。

本项 目被纳人

国家 自然科 学基 金 委员 会 与德 意 志研 究联 合会

( D FG )的合作协议
,

在研究 中同时得到德意志研究

联合会 的资助
。

斑尾棒鸡社群行为研究

图 1 分布于我国西部地区的斑尾棒鸡

199 5 年 1月
,

我们在甘肃省莲花山 自然保护区

建立野外工作站
,

开始斑尾棒鸡生态学及行为学研

究
。

研究中采用无线电遥测技术
,

6 年间遥测个体

数超过 70 只
,

遥测时间最长个体达到 5 年
,

为 中国

最大规模的野生动物无线 电遥测研究
。

我们不仅确

立 了斑尾棒鸡的生存率
、

繁殖成功率
、

繁殖力及幼鸟

成活率等重要 的种群生态学 指标
,

并通过数学模型

1
.

1 领域与栖息地的研究

斑尾棒鸡雄鸟春季开始 占据领域
,

成年雄鸟通

常继续 占据原有领域
。

由于莲花山斑尾棒鸡种群雄

鸟数量大于雌鸟
,

雄鸟在繁殖期存在竞争川
。

雄 鸟

领域的质量不 同
,

初步结果表明占据高质量领域 的

雄鸟获得配偶 的机率较高
,

领域 的质量与领域内的

食物资源
,

遮盖度
、

栖地类型 的多样性
、

流水沟及领

域周边环境有关
。

我们估计当年雄鸟难以 占据适宜

领域
,

繁殖机会小
。

1
.

2 冬季社群行为的研究

斑尾棒鸡冬季存在集群行为
。

研究表明食物聚

集
,

共同防御天敌是斑尾棒鸡冬季集群的主要原因
,

绝大多数当年雄鸟及雌鸟冬季集群
,

莲花山观察到

的最大集群数量为 14 只
。

成年雄鸟冬季社群行为

较为复杂
,

有些个体参加到集群中
,

另一些个体继续

留在领域 中
。

1
.

3 性炫耀行为及婚配制度的研究

斑尾 棒 鸡 的 炫 耀 行 为 与 同属 的花 尾 棒 鸡

( oB ~
bo asn 她 )和披肩鸡 ( oB asn

a
阴必

e趾us )显著不

同
。

研究表明斑尾棒鸡的行为特点不仅在同属的 3

国家 自然科学基金资助项 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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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物种中
,

而 目
.

在松鸡科 鸟类 中均属于较为原始的

类型
}

我们在野外多次观察到斑尾棒鸡 的交配行

为
,

记录到请求交配的下 卧摇头行 为
。

斑尾棒鸡婚

配制度以 单配制为主
,

在配对期雄 鸟对雌鸟有保护

作 用
、

2 斑尾棒鸡种群生态学和繁殖生物学研究

2
.

1 斑尾棒鸡的种群密度和生存率

莲花 山 春季繁 殖 期 斑 尾棒 鸡 的种 群 密 度 为

! 7
.

2 士 0
.

64 只 / k m Z ,

雄鸟的数量大于雌鸟
,

性 比约为

1
:
1

.

5
、

根据 19 95 年至 20 0 0 年对 31 只雄鸟和 39 只

雌鸟的无线电遥测研究
,

斑尾棒鸡在莲花山种群雄

鸟的生存率为 0
.

661
士 0

.

0 84
,

雌鸟的生存率为 0
.

6 06

士 0
·

07 3
,

两者没有显著差异
。

2
.

2 斑尾棒鸡的巢址选择

通过对 19 95 一 20 00 年 55 个巢址 的分析
,

斑尾

棒鸡的巢址 儿乎全部选择在针 叶林和针 阔混交林

中
,

而 }l 儿乎全部在树的基部
。

这种选择性要强于

同属的花尾棒鸡
。

2
.

3 斑尾棒鸡的孵卵节律

研究中采用温度 自动监测技术
,

19 99 年和 2 00 0

年共对 11 个巢 的孵卵过程进行了温度监测
。

研究

表明斑尾棒鸡母 鸟的产卵间隔为 2 天
,

这在整个松

鸡科 鸟类中是独一 无二的
。

斑尾棒鸡母鸟孵卵期每

大外 出取食 4一 7 次
,

个体间存在差异
。

斑尾棒鸡的

孵卵 竹律与环境温度的变化显著相关
。

这是在中国

首次采用温度 自动监测技术研究鸟类的孵卵行为
。

2
.

4 斑尾棒鸡 的繁殖成功率

根据对 55 只次雌鸟繁殖记录
,

斑尾棒鸡的窝卵

数为 6
.

07 士 0
.

13
,

其 中包括再次筑巢繁殖的情况
;
从

26 只遥测雌鸟首 次繁殖 的记 录
,

窝卵数为 6
.

19 士

0
.

16 ( 5
一 8 )

。

斑尾棒鸡 的孵化率为 93 % ( n = 20 6 )
。

从 54 巢的繁殖数据
,

斑尾棒鸡繁殖成功率为 63 %
,

平均每只雌鸟一个繁殖季产出幼鸟 3
.

62
土 0

.

41 只
。

分析 20 只雌鸟繁殖失败的原因
,

发现由于保护

区内人为活动破坏造成的失败 占 35 %
,

成 为大于天

敌影响的最主要原 因
,

就此我们告诫 了保护区 的管

理机构
,

切实防止 当地山 民进人保护区核心区
,

减少

其对斑尾棒鸡繁殖 的影响
。

斑尾棒鸡的幼鸟存活率低
,

通过对 24 只遥测雌

鸟的 133 只幼鸟 的追踪
,

我们发现幼鸟存活率仅 为

0
.

17 4 士 0 03 6
。

它是研究地区斑尾棒鸡种群分析呈

现下降趋势 ( 10 % )的主要原因
。

2
.

5 斑尾棒鸡的家族群运动和幼鸟扩散

一般情况下
,

孵化后斑尾棒鸡母鸟带领幼鸟离

开春季活动区
,

雄鸟不参与育雏行 为
(。

斑尾棒鸡的

家族群可以在次生林中生存
。

秋季斑尾棒鸡家族群

分散
,

幼鸟中雌鸟在冬季可扩散到 1
.

s k m 以外的次

生林 中
,

但来年的繁殖地与其出生地的距离 为 0
.

61

k m (
n 二 3 )

。

3 斑尾棒鸡在栖息 地碎分化条件下的景观

生态学研究

斑尾棒鸡作为一种高 山鸟类
,

在 甘肃南部生活

在海拔 2 6 00 一 3 5 00 m 的原始针叶林和针 阔混交林

中
,

由于低海拔地区的毁林开荒
、

林业采伐
、

放牧
、

村

镇建设等人类活动的扩展
,

使斑尾棒鸡的生存现状

出现严重的栖息地隔离及碎分化
,

在许多地方 面临

灭绝的危 险
。

19 99 年 开始
,

我们 利用 卫 星遥感技

术
,

研究莲花山 区斑尾棒鸡 的栖息地隔离和栖息地

碎分化的状态
,

以及斑尾棒鸡 的生存状况
,

1H] 时提出

保护对策
。

通过对甘肃省康乐县
、

卓尼县和临潭 县莲花 山

区卫星影像资料
、

地形图和林相图的综合分析
,

表明

这一地区斑尾棒鸡的栖息地处 于孤立 和碎分化状

态
,

与最近 的相邻栖 息地之 间的直线 距离 达到 30

k m 以上
。

在莲花山 自然保护区外 的冶力关林场
,

由于近

30 年的森林采伐
,

斑尾棒鸡栖息地受 到严重破坏

但调查表明许多地区仍有斑尾棒鸡生存
,

但数量较

低
。

在保护区和冶力关林场之间 目前仅存在一条狭

窄的森林连接带
,

该 区域在 20 多年前 经过森林择

伐
,

对这一区域森林的保护
,

对莲花山区整个斑尾棒

鸡种群意义重大
。

我们 向林业部 门建议扩大莲花山

自然保护区的范围
,

最终使莲花 山 区全部斑尾棒鸡

栖息地得到有效保护川
。

莲花 山区的斑尾棒鸡种群 目前呈现明显的异质

种群 ( me taP op ul at ion )特征
,

进一步 的研究我们将结

合异质种群
、

最小生存种群等理论
,

分析斑尾棒鸡的

生存能力
,

预测莲花山区斑尾棒鸡种群生存
、

发展的

未来
,

并提出具体的保护对策
。

西北地区干旱少雨
,

作为斑尾棒鸡原始栖息地

的云冷杉针叶林
,

其破坏是很难恢复的
。

除了对斑

尾棒鸡具有重要意义的原始针叶林
,

当地的草坡
、

杂

木林及砍伐后形成 的针阔混交林
、

次生林构成界限

明显的景观介质
,

我们将在今后 的研究 中进一步分

析各景观介质在不同季节对斑尾棒鸡生存
、

繁殖
、

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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散的作用和意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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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监督委员会

通报批评两起抄袭他人科研论文的行为

协
~

一

近 日
,

国家 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监督委员会相

继发出两起抄袭他人科研论文的通报
。

通报指出
,

南京建筑工程学院教师李某在东南

大学进修期间
,

与东南大学教师夏某联名在 《吉林化

工学 院学报》 19 99 年第 4 期发表了一篇题 为
“

数据

库中判别式规则的 自动发现
”

的论文
。

经调查核实
,

该篇论文 的主要 内容抄袭 aT
e 一

w an R yu 和 C h isr t

hon
F

.

E i e k 在 C o

nfe er n e e o n A u to m at e d 玩 a m in g a n d D i s
-

e o v e 巧 上公开宣读并发表的文章
“ A u t o m at e d di s e o v e巧

Of d is e ir 而 n an t ur l e s fo r a g or u p o f o bj e e t s i n d at ab a s e s ” 。

论文第一作者李某是该论 文的执笔人
,

负有主要责

任 ;第二作者夏某为国家 自然科学基金项 目负责人
,

他署名并同意该论文标注 国家 自然科学基金资助
,

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

通报指出
,

内蒙古工业大学教师刘某于 19 95 年

申请国家 自然科学基金项 目并获得 资助
,

郧某 为该

项 目课题组成员
,

陈某为该校教师
,

上述 3人署名在

《内蒙古工业大学学报》 19 99 年第 2 期发表了 1 篇题

为
“
C E 环境下产品设计与工艺设计集成方法 的研

究
”

的论文
。

该论文的主要 内容抄袭 了天津大学吴

会林 19% 年撰写的博士论文
“

机械产品类型设计理

论与方法 的研究工程应用
”

中的第 2 部分 的内容
。

郧某作为抄袭论文的第一作者
,

是论文绝大部分 内

容的执笔人
,

负有主要责任 ;第三作者刘某作为国家

自然科学基金项 目的负责人
,

对该论文未加审阅即

署名并同意该论文标注国家 自然科学基金资助
,

负

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

对此
,

内蒙古工业大学 进行 了

认真调查和严肃处理
。

通报指 出
,

上述 5 人抄袭他人文章以 自己 的名

义发表
,

并且标注国家 自然科学基金资助
,

违背 了科

学道德
,

对科学基金声誉造成 了不 良影响
。

通报指出
,

根据 国家 自然科学基金项 目管理有

关规定
,

经国家 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监督委员会办

公会议研究
,

决定给予南京建筑工程学院教师李某

和东 南 大 学 教 师 夏 某通 报 批 评
,

取 消他 们 3 年

( 2 00 2一 2 004 年 )的国家 自然科学基金 申请资格 ;决

定对内蒙古工业大学郧某
、

陈某 和刘某 3 人通报批

评
,

取消他们 2 年 ( 2 00 2一 2 0 03 年 ) 的国家 自然科学

基金 申请资格
。

(本刊编辑部 供稿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