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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西大岗山年珠林场白颈长尾难和

白鹃的秋季食物组成
’

彭长根 楚国忠 郭晶华

摘要 1 9 9 2 年 H 月和 1 9 9 3 年 10 月
,

在江西大岗山年珠实验林场分析了 3 只 白颈长尾雄

(勿
r m a tic u s ellio ti )和 5 只白鹏(乙妒h u

ra
n 夕c the m e

ra fo k ie n s is )嗦曦和 胃内的食物组 成
。

植物性食

物共 17 科 25 种
,

包括果实
、

种子和叶片
,

壳斗科和樟科种类最多(各 4 种 )
,

其次是禾本科 (3 种 )
,

植

物性食物在数量上占绝对优势
。

白颈长尾难的重要食物种类有
:

苦储和青冈的种子
,

竹根七的叶片

及节肢动物
;
白鹏的重要食物种类有

:

苦储和樟树的种子
,

毛药红淡
、

山黄皮
、

软条七蔷薇
、

推木的种

子和果实
,

淡竹叶的种子 以及黄脊竹蝗等
。

关键词 白颈长尾堆
、

白鹏
、

食物组成
、

江西大岗山年珠林场

1 9 9 2 年 1 1 月 1 7
、

1 8 日和 1 9 9 3 年 10 月 1 0
、

1 1
、

2 1 日
,

在大岗山地区年珠实验林场先后收

集到 3 只白颈长尾难 (Sy
r m a t ie u s e llio t i (S w in ho e )和 5 只白鹏 (Lo Phu ra 叮

c th e m era fo k ie n s is

D el ac ou
r )标本

。

它们分别属于国家一
、

二级重点保护鸟类
,

是亚热带常绿阔叶林和针阔混交林

内的留鸟
。

有关白颈长尾难的食物分析报道很少 〔’〕
,

白鹃食物的定性和定量分析〔’一 ’〕在江西地

区也较少
。

因此
,

本研究定量分析了白颈长尾难
、

白鹏嗦嚷和肌胃的食物组成
,

这对于了解它们

的食物需要
,

与森林环境条件的关系
,

以及栖息地经营管理等许多方面具有一定意义
。

1 自然地理条件

年珠林场 (2 7
O

3 5’ N
,

1 1 4
“

3 4 ‘ E )位于江西省分宜市大岗山主峰 以南
,

低山丘陵地貌
,

海拔

高度 2 2 0 ~ 1 0 92 m
。

成土母质为千枚岩
,

土壤为红黄壤
。

年平均气温 16
.

8 ℃
,

年平均降水量

1 95 0
.

9 m nT
,

多集中在 3 一 6 月
,

无霜期 25 2 d
。

主要植被类型为常绿阔叶林
、

落叶阔叶林
、

混交

林 (杉阔
、

杉竹
、

杉竹阔混交等 )
、

毛竹林 (p 勺llo s ta e
勺

5 P u b e sc e n : M a z el e x H
.

d e L e ha ie )
、

杉木

林 (C u n n in沙
a m ia la n c e of a ta (L a m b

.

)H o o k
.

及灌丛 (丘陵灌丛与山顶灌丛 )
,

为天然次生林或

人工林
。

常绿阔叶林的代表种有樟树 (C i, : n a m o , : u m c o

呻h o ra (L
.

)p
r e s l)大 叶锥栗 (ca

s ta n e a

h e n 即i (S k a n )
、

钩拷 (Ca
st n OP

s is t ibe ra , , a H a n e e )
、

甜储 (C
.

卿re i e ha m p
.

e x B e n th
.

)
、

苦储 (C
.

s c le rOP勿11卿lla (L in d l
.

) Se h o t t ky )
、

木 荷 (S c h im a :
妙

erb a G a r d n
.

e t Ch a m p )
、

刨 花 楠

(材口e hilu s Pa u h o i K a n e hir a )等
。

1 99 4 一 0 2一 0 4 收稿
。

彭长根助理研究员
,

郭晶华 (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亚热带林业实验中心 江西分宜 3 3 6 6 0 0) ;楚 国忠 (中国林业科学研

究院森林保护研究所 )
。

,
1 9 9 1 ~ 1 9 9 4 年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和中国林科院科学技术发展基金 资助 项 目

。

工作中得到中国林科院亚热带林业实

验中心和年珠林场的大力支持
,

曾国民
、

刘小云
、

刘 三仔同志参加野外工作
,

一并表示深切谢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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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工作方法

标本于 20 时左右采集
,

此时嗦嚷容物的重量约占嗦嚷和 胃容物总重量的 50 % (表 1 )
。

先

剖胃收集食物
,

酒精浸泡后鉴定种类
,

用扭力天平分类称重
。

恒温干燥 48 h 后再用分析天平称

重
,

以便为进一步研究食物能量及此鸟种在森 表 l 酒精浸泡前的食物重里

林生态系统能流转换中的作用提供资料
。

将嗦嚷和肌胃的内容物分为三类
:
(1) 明

显可鉴别的食物颗粒
,

主要是嗦嚷内容物和肌

胃内不易消化的食物部分
; (2) 砂粒

; (3) 鉴别

后的剩余物
,

主要是肌 胃内不成形的动
、

植物

碎沫
。

计算各种食物 比率时不包括后两类
。

根

据相对食块数量
、

食块重量
、

出现频次
,

计算各

类植物性食物的重要性值
。

计算方法是
:

(1 9 9 2一 1 1 )

种 类
标本号

白颈长尾难

2 16 2 1 7 2 1 8 赞 平均

嗦吸容物重量(g ) 3.

占总重量 比率 (% ) 1 7.

胃容物重量(g ) 17.

占总重量 比率 (写) 82.

嗦峨和 胃容物

总重量 (g ) 20
.

6 2 1
.

5 1 6
.

2 2 6
.

0

3 5 8
.

4 5 2
.

3 6 2
.

1 4 7

2 1 5
.

3 1 4
.

8 1 5
.

9

7 4 1
.

6 4 7
.

7 3 7
。

9 5 2

3 6
.

8 3 1
.

0 4 1

相对数量一 (该种食物的总数量 /数量最多的食物数量) x 100

相对重量一 (该种食物的总重量 /重量最大的食物重量 ) x 100

相对频次一 (含有该种食物的样本数 / 样本总数 ) x 1 00

3 结果与分析

3
.

1 白鹤的食物

3
.

1
.

1 食物组成 明显可鉴别的食物颗粒 中
,

植物性食物共 15 科 21 种
。

壳斗科 (Fag ac ea e )

和樟科 (L a u r a e e a e )种类最多 (各为 4 种 )
,

其次蝶形花科 (Pa p ilio n a e e a e )(2 种 )
,

几乎全是果实

和种子
。

动物性食物以昆虫为主
,

还有少量小型无脊椎动物 (蜗牛和蚂蝗 )
。

不同个体之间
,

食物种类和各类食物多少有差异
,

但是
,

总的食物组成特征相似 (表 2 )
。

无

论食块数量还是食物重量
,

都是植物性食物占绝对优势
。

以食块数量计
,

植物性食块比率为

8 5% ~ 9 8 %
,

平均 94 % ;
动物性食块比率为 2 %一 15 %

,

平均 6写
。

以食物重量计
,

植物性食物

比率为 54 % ~ 99 %
,

平均 84 % ;
动物性食物比率为 1 % ~ 46 %

,

平均 16 %
。

干物重的 比率略有

变化
,

植物性食物 占 91 %
,

动物性食物占 9 %
。

5 只白鹏之 中有 4 只取食苦储及其它壳斗科植物种子
,

有 3 只取食黄脊竹蝗 (Ce ra ‘ri :

k i。n gs u w a lk e r )的成虫或卵鞘
。

壳斗科植物种子个体大
,

少数个体即可有较大的重量比率
。

其

中一样本 (N O
.

5 2 1 )
,

拣出完整的苦储种子 25 粒
、

碎块 巧 粒
,

从另一样本中 (N O
.

2 1 9) 拣出完

整的苦储种子 17 粒
。

5 只样本中
,

壳斗科总食块数为 71
,

重 65
.

72 9
,

占食物总重量的 48 %
,

可

见
,

仍是壳斗科种类占有较大比例 [3.
5

,

“]
。

3
.

1
.

2 各 类食物和 重要性值 (Iv ) 由于每类食块的数量
、

大小
、

出现频次不相 同
,

任何单项

指标都难以表示每类食物的重要性
。

根据数量
、

重量
、

频次的相对值计算出重要性值 (最大值 -

3 0 0 )
,

则可定量比较每类食物的重要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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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白鹅的食物组成 (年株林场 )

N o
.

2 1 9
,

早

食块 湿重

数量 (g )

N o
.

5 1 5
,

早

食块 湿重

数量 (g )

N o
.

5 1 6
,

早

食块 湿重

数量 (g )

N o
.

5 20
,

舍 N o
.

5 2 1
,

含

食物种类 食块

数量

湿重

(g )

0
.

5 1

食块

数量

湿重

(g )

2 7
。

0 0

1
.

0 9

食块

数量

Z卜

口

湿重

(g )

计

干重

(g )

苦储

青冈

袍栋

稠
乌药

樟树

毛叶木姜子

黄肉楠属

山蚂 蝗

小槐花

软条七蔷薇

油茶

推木

光叶山矾

拐枣

毛药红淡

山黄皮

称猴桃

薯祯

油桐

淡竹叶

植物性食物小计

黄脊竹蝗

广腹蝗螂

鳞翅 目蛹

蜗牛

蚂蝗

其它

动物性食物小计

动植物性食物合计

砂粒

剩余物

总计

1 7 2 4
.

9 6 4 3
.

9 9

1 1
.

6 8

4

:
2 2

.

17

6 3

2

2

4 4
.

3 2

3 9 8
.

5 1

1 8 0
.

8 9

2 4 2
.

2 0

1 1 0
.

3 6

0
.

4 3

3
.

0 6

1
.

0 0

0
.

4 2

5
.

0 3

2
.

14

0
.

7 9

2
.

8 2

1
.

3 2

0
.

5 7

4

1
.

8 5 2 6

3 9

18

24

0
.

9 7 32

0
.

3 5 6

9
.

0 6 45

2
.

0 6 5

1
.

6 9 6 6

0
.

3 3 7

2 1

6 2

54

2

2

2

5 6
.

4 6

2
.

7 7

2
.

1 7

4
.

3 2

1
.

8 5

8
.

5 1

0
.

8 9

2
.

2 0

0
。

9 7

0
.

3 5

9
.

0 6

3
.

2 3

2
.

0 5

0
.

3 3

2
.

5 7

3
.

8 5

3
.

8 2

1
.

3 2

0
.

9 9

5
.

0 3

3
.

5 4

1 16
.

2 8

3 0
.

7 0 9 2

1
.

4 2 5 3

1
.

1 8 8 6

1
.

5 1 9 1

0
.

8 6 9 7

4
.

1 5 1 2

0
.

3 0 2 7

1
.

4 9 6 0

0
.

3 6 5 3

0
.

1 5 6 3

1
.

9 2 1 6

2
.

0 1 0 8

1
.

4 8 5 5

0
.

1 4 5 3

1
.

2 5 1 2

2
.

2 9 0 7

1
.

2 0 5 8

0
.

3 2 0 6

0
.

4 6 2 9

4
.

0 0 6 9

1
.

0 2 9 2

5 8
。

3 1 3 9

重要

性值

2 5 7 二

4 8

2 7

3 4

6 2
.

94
‘

4 9

6 0

6 0

3 0

1 0 4
’

5 3
“

1 4 4
“ .

3 l

7 7
.

1 4 1
’

1 2 9 ”

2 5

4 5

3 2

1 2 6 二

,目一匕亡J
‘任亡J�了,口J,亡」

,�O�9自

��,且

119�

一 3
.

5 4

4 7 2 7
.

8 9 50 2 2
,

2 7 9 1 13
.

3 8 8
.

3 4 21 6 4 4
.

4 4 8 2

.

⋯
0nJ,J
‘任亡Jl人111�Jg曰月比

‘,妇rJ一匕
.任夕�仁JO�2口O�OJ�b�111OR�巧」

.

⋯⋯
9�匕J001二0

,.人110自
2 0

.

1 1 15 1 1
。

1 2

2
。

1 7

0
.

7 2

0
。

0 3 0
.

1 2

,�Q口1
1门了

no,‘

‘任,目,�,
‘,五,目�bC介JC

0
.

3 3

0
.

3 3 4 0
.

8 6 1 6 1 1

1
.

0 9

3
.

2 6

1
.

7 3 18

3
.

4 7 2

1

2

2

0
。

5 0 6

5
.

7 0 3 1

3
.

1 7 8 5

1
.

5 0 1 3

0
.

3 8 8 7

0
。

0 6 9 7

0
.

3 2 6 3

0
.

3 6 1 6

5
.

8 2 6 1

1 1
.

6 0 2 20 5 0
.

1 0 5 1 3 1 37
.

6 7 6 4
.

1 4 0 0

3
.

8 2 8 1 10
.

3 0 1 5 4 17
.

7 2 1 7
.

0 8 4 4

2 3
.

4 1 17
.

0 4 1 2 4
.

5 2 4 0
.

5 5 8 0

3 8
.

8 3 7 7
.

4 4 2 7 9
.

9 1 1 2 1
.

7 8 2 4

.

⋯
J, ,�J
.11口�汽J一b5 1 2 8

.

2 2 54

1 9 1
.

3 3 1

2 0
.

2 3

4 9
.

7 8

‘

::
口Jl�J月了已」1人,�左

压QU

:
自
.

勺JOQ�9一,�八乙rd

, ,

重要的食物种类
, ,

比较重要的食物种类
。

本次分析
,

最大样本数一 5
,

最大的食物重量一 56
.

46 (苦储 )
,

最多的食物数量一 6 6 (胜木 )
。

淡竹叶 (乙妒hat hl’eu m g ra cl’le Bro n g n) 碎片较多
,

没有具体计数
,

视为最多的食块数量
。

各类植

物性食物的重要性值见表 2
。

根据重要性值
,

人为划分出三个等级
: ( l) 重要的食物种类 ( 2 7 5妻

I v ) 1 0 4 )有
:

苦储
、

继木 (肠rOP
e ra lu m 认 i n e n s己 ( R

.

B r
.

) O liv
.

)
、

毛药红淡 (A d i n a n d ra m e lle tt ii

(H o o k
.

e t A r n
.

)Be
n t h )

、

山黄皮 ( R a n d ia : oc h i n c h i n e n si : (L o u r
.

)M e r r
.

〕
、

淡竹叶
、

黄脊竹蝗
、

软

条 七蔷薇 ( R o sa h e n ry i Bo
u le n g e r ) 等

; ( 2 ) 比较重要的种类 ( 9 4 ) IV 》 5 1 )有
:

樟树 (Ci , n a m o-

m u m c a

mP h o ra (L
.

) p r e s l
.

〕
、

拐枣 (H o v e n i a d u lc i s T hu n b
.

)
、

乌药〔L i n d e ra a g g re 卯ta (Sim s )

K o s t e r m 〕
、

黄肉楠属 (A e ti n od
a Ph n a sP

.

) 1 种
、

山蚂蝗〔D
e sm o d i u m ra c e m o s u m ( T h u n b

.

) D C〕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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油茶 (Ca m elll.a o le if6 ra A b e l
.

)以及广腹蝗螂 (H ie r o d u la p a ta lll’fe ra S e r v ille ) ; (3 )其余 (IV <

50 )为一般食物种类
。

3
.

1
.

3 食物种类与森林环境 分析 21 种植物的生活型
,

其中
,

常绿阔叶乔木有 4 种
:

苦储
、

青

冈(q
c lo ba la n

oP
sis g la u c a (T hu n b

.

) O v e r s t〕
、

稠〔L ithoc a rP u s g la be r (T hu n b
.

) N a k a i〕
、

樟树
;

落叶乔木和小乔木 有 5 种
:

毛 叶木 姜子 (L its e a m oll is H e m s l)
、

拐枣
、

袍栋 (Q啥Z口 n d u life ra

H em sl)
、

油桐 (V e rn ic ia fo
r d ii (H e m s l

.

) A ir y 一 S ha w 〕和 光 叶 山矾 (匆mp loco
s la n c句与lia

M er r
.

e x Li ) ;
灌木有 8 种

:

乌药
、

黄肉楠属 的植物
、

山蚂蛾
、

油茶
、

小槐花 (De
sm od iu m ca “

da
-

t u m (T h u n b
.

)D C
.

〕月J!木
、

毛 药 红 淡
、

山黄皮 等
;
木 质 藤本有 称 猴 桃 (A c tin id ia : h in e n sis

Pl a n c h
.

)
、

软条七蔷薇
;
草质攀援藤本有薯菠 (D io sco re a oP Po

sit
a

.

T h u n b
.

) ; 草本有禾本科的淡

竹叶
。

可以看 出
,

白鹏取食多种生活型植物的果实和种子
,

年珠林场诸多植被类型中
,

常绿阔叶

林为白鹏提 洪重要的食物
。

3
.

2 白颈长尾雄的食物

分 析 3 只 白颈 长 尾 难 的食物 样 本
,

植 物 性食物 含 6 科 8 种
,

即壳 斗 科 和 禾 本 科

(G r am in e a e )各 为 2 种
,

樟 科
、

金缕 梅科 (H a m a m e lid a c e a e )
、

百合科 (L ilia e e a e )和 鳞毛 藏科

(D ry o Pt e r id a ce a e )各 1 种
,

包括种子和叶片
。

只 1 样本有动物性食物 (水坑中 1 种不知名的节

肢动物 )
,

且数量较多
。

总的食物组成 (表 3) 仍是植物性食物在重量上占绝对优势 (平均 70 % )
。

干物重的比率与白鹏食物组成相似
,

植物性食物 占 90 %
,

动物性食物占 10 %
。

根据重要性值
,

除节肢动物外
,

依次是青冈和苦储的种子
、

竹根七 (D isP 研
‘

妒sl’s fu sc oP ict
a H a nc e )叶片

;其它食

物 种类 有 中华复 叶耳 威 (月ra c h n io d e : ‘k1’n e n s i: (R o s
.

) C h in g 〕叶片
、

棕 叶狗尾 草 〔S
eta 八a

Pa lm ifo lia (K o e n ig ) S ta p f〕种子
、

河八王〔N
a re n g a Po rP 勺roc

o m a (H a n e e e x T r in ) Bo
r 〕叶片

、

樟树和桃木的种子
。

青冈
、

苦储
、

樟树都是常绿阔叶林的主要成分
,

可见
,

常绿阔叶林为白颈长

尾难提供重要的食物
。

表 3 白颈长尾雄的食物组成 (年珠林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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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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