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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海省天峻地区藏原羚的食性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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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动物生态与保护生物学重点实验室,北京  100080 )

(2 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北京  100049 )
摘要:2005 ～ 2006 年草青期和草枯期我们在青海省天峻地区随机收集了藏原羚的粪样,并利用粪便显微分析法
对藏原羚的食性进行了研究。结果表明,藏原羚采食共计 16 科 34 属 43 种植物,其中草青期采食 16 科 33 属 42
种,草枯期 12 科 22 属 30 种。豆科植物是藏原羚采食的主要类群,禾本科、菊科、蔷薇科和莎草科其次,豆科、
禾本科、菊科、蔷薇科和莎草科等五科植物占藏原羚采食总量的 90%左右。不同物候期,藏原羚的食性变化明
显,豆科、蔷薇科在草枯期所占的比例显著低于草青期,而禾本科、菊科和莎草科所占比例则显著高于草青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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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et analysis for Tibetan gazelle (Procapra picticaudata)in Tianjun area,
Qinghai province,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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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A systematic study of the diet of Tibetan gazelles (Procapra picticaudata)was completed by microscopic fecal
analysis from 2005 and 2006 in Tanjun area,Qinghai province,China. We identified 43 plant species in the fecal samples
of Tibetan gazelles in the experiments,representing 34 genera and 16 families. The gazelle grazed on 42 species represen-
ting 33 genera and 16 families during the green-plant period but only foraged on 30 species from 22 genera and 12 families
during the withered-plant period . Leguminosae were the largest part of the diet,comprising 52 7% ,of the diet of Tibetan
gazelle during the green-plant period and 38 5% during withered-plant period . Besides Leguminosae,four other families,
the Gramineae,Compositae,Rosaceae and Cyperaceae,were mainly foraged by Tibetan gazelle. Food from the above five
families made up about 90% of the diet of Tibetan gazelle. Diet compositions of Tibetan gazelle changed greatly from the
green-plant period to the withered-plant period . Proportions of Leguminosae and Rosaceae decreased significantly while pro-
portions of Gramineae,Compositae and Cyperaceae increased significant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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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藏原羚 (Procapra picticaudata)属于羚羊亚科
原羚属,为我国特有野生动物,主要分布在青藏高
原地区 (尹秉高和刘务林,1993)。藏原羚分布虽然
较广,但其种群密度低,而且在最近几十年中其种
群数量不断减少,已被列为国家二级重点保护野生
动物 (刘永生,1988;Schaller,1998)。关于藏原羚
的研究目前仅局限于种群分布及数量 (刘永生,
1988;Schaller,1998;鲁庆彬和王小明,2004a)、

生境选择 (张洪茂和胡锦矗,2002;鲁庆彬等,
2004)、行为节律 (鲁庆彬和王小明,2004b;鲁庆
彬等,2004)、集群 (谷景和,1987;鲁庆彬和王小
明,2004b;连新明等,2004)等方面,而对食性的
分析仅在鲁庆彬等 (2004)的研究中有简单报道。
因此,我们在 2005 ～ 2006 年采集了青海省天峻地区
藏原羚的粪样,利用植物细胞显微分析对藏原羚草
青期和草枯期的食性进行了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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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研究地点和方法
1  1  研究地点

天峻县位于青海省东北部,祁连山南麓,青海
湖西北,隶属于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是环青海
湖八大牧业县之一。地理位置介于东经 96°49 ′42″
～ 99°41′48″之间,北纬 36°53′ ～ 48°39 ′12″之间,
全县面积为2 57 × 10 5 km2 ,人口 1 8 万,其中藏
族占 85% 。天峻县海拔2 850 ～ 5 826 8 m,相对高
差 近 3 000 m。全 年 无 明 显 无 霜 期,年 均 温
-  5℃ ,年降 量36 mm。布哈河 境内最大

河流,也 青海湖水 供给最大 河流,年径流量
达10 96 × 10 9 m3 。天峻县属高原寒带气候,境内
植被多为高寒草甸,建群种有矮嵩草 (Kobresia
humilis)、针茅 (Stipa spp )等。高原地区一年中
四季不分明,但具有明显的物候期,6 至 9 月为草
青期,在此期间,气候温暖湿润,降水较多,植物
处于生长期,地上生物量丰富;10 月至次年 5 月
为草枯期,气候寒冷干燥,降水很少,植物处于枯
黄期,地上生物量较低。
1  2  研究方法

我们按照物候期分别于草青期 (2005 年 6 ～ 9
月)和草枯期 (2004 年 11 月至 2005 年 1 月、
2005 年 12 月)随机收集了天峻县藏原羚的粪样。
粪样的收集方式为:在藏原羚刚刚活动离开后,随
机收集新鲜的粪样,每次收集样品数不多于 3 个,
每个物候期的总样品数均大于 30 个。收集样品在
实验室 60℃烘箱中烘干24 h,保存。同时于草青
期采集当地常见植物的地上部分,建立当地植物的
细胞显微结构对照。

粪样分析在 2006 年 4 ～ 5月进行。具体方法参
考 William (1969)及陈化鹏和肖前柱 (1989)的
方法,每个粪样取两个粪粒,构成一个混合粪样。
研 磨 后 依 次 通 过 直 径 为 0 5 mm、 0 25 mm、
0  075 mm的网筛,取 0 075 mm网筛上的样品约
0  2 g,用 10% NaClO 溶液 5 ～ 10 ml漂白1 h,之后
用自来水冲洗约3 min,取筛上物在显微镜下 100
倍进行观察。每个样品做 10 个样片,每个样片观
察 50 个视野。对照当地植物地上部分的标准显微
结构,判断粪样的组成。

利用 Shannon-Wiener 指数 H′、均匀度指数 J、
生态位宽度指数 B 分析藏原羚草青期与草枯期的
食物组成多样性,具体公式 Shannon-Wiener 指数如
下:

H′ = ∑S
i = 1 (P i) (log2 P i)

Pielou 均匀性指数:
J′ = H ′ / H m a x

食物生态位宽度指数:
B = 1 / ∑P i 2

其中:Pi 代表某植物的碎片数在所有植物碎片总
数中的比例,H m ax = lnS,S为粪样中发现的植物种
数。

豆科、禾本科、菊科、蔷薇科和莎草科等的季
节变化采用配对 t 检验 (Paired samples t-test)。文
中所用数据均以均值 ±标准差表示。
2 结果
2 1  食物种类

我们采集了青海省天峻县藏原羚分布区的植物

17 科 39 属 55 种,并建立了当地植物的细胞显微
结构检索表。利用粪便显微分析从藏原羚的粪样中
共发现了 16 科 34 属 43 种植物,其中草青期 16 科
33 属 42 种,草枯期 12 科 22 属 30 种。豆科是藏原
羚食物的主要构成,草青期其比例占到可识别植物
碎片的 52 7% ,草枯期也达到了 38 5% 。禾本科、
菊科、蔷薇科以及莎草科其次,以上五科植物占藏
原羚采食总量的 90%左右 (图 1)。

图 1  藏原羚的食物组成
Fig 1  Food composition of Tibetan gazelle

2 2  食性的季节变化
藏原羚采食的 5 个科主要植物在草青期和草枯

期所占的比例差异达到了显著水平 (配对 t 检验,
禾本科,df = 9,P = 0 037;其他 4 个科,df = 9,
P < 0  001)。由图 1 可见,豆科和蔷薇科在草枯期
所占比例均显著下降,而禾本科、菊科和莎草科所

56



兽  类  学 报 27 卷

占比例均显著上升。
对比草青期和草枯期藏原羚主要采食的植物物

种可以发现 (表 1),菊科的阿尔泰狗娃花 (Heter-
opappus altaicus) 由 草 青 期 的 3 09% 上 升 到

13 66% ,采食序位也由第 10 位上升为第 1 位,矮
丛风毛菊 (Saussurea eopygmaea)的采食比例由
1  11%上升到 7 52% ,序位由第 17 位上升为第 4

位。禾本科的早熟禾 (Poa spp )和紫花针茅
(Stipa purpurea)序位上升不明显,但所占的比例
却上升了近 2 倍。虽然豆科的 5 种主要采食对象序
位没有显著下降,但所占的采食比例均有所降低。

从食物多样性及生态位宽度来看,草青期除均
匀度指数 J’低于草枯期外,其余均高于草枯期
(表 2)。

表 1  藏原羚采食主要食物的季节变化
Table 1  Seasonal changes of main food of Tibetan gaxelle

草青期 Green plant period 草枯期 Withered pl ant period
比例 Percentage % 序位 Rank 比例 Percentage % 序位 Rank

多花黄芪 A stragalus floridus 13  31 ± 3 22 1 12  10 ± 3 94 2
披针叶黄华 Thermopsi s lanceolata 8  80 ± 3  28 5 8  01 ± 2 49 3
镰形棘豆 Oxyt ropis falcata 9  68 ± 3  19 3 6  76 ± 2 67 5
多枝黄芪 A stragalus polycladus 9  02 ± 3  06 4 6  61 ± 2 12 6
黄花棘豆 Oxyt ropis ochrocepha 10  01 ± 2 35 2 5  39 ± 2 70 10
早熟禾 Poa spp 2  42 ± 0  87 12 5  84 ± 2 87 9
紫花针茅 Stipa purpurea 2  75 ± 1  19 11 5  87 ± 1 65 8
火绒草 Leontopodium spp 4  50 ± 1  93 8 2  69 ± 1 46 13
阿尔泰狗娃花 Heteropappus altaicus 3  09 ± 1  59 10 13  66 ± 4 23 1
矮丛风毛菊 Saussurea eopygmaea 1  11 ± 1  12 17 7  52 ± 2 16 4
二裂委陵菜 Pot entilla bifurca 4  73 ± 1  77 7 0  11 ± 0 35 29
矮嵩草 Kobresia humilis 3  25 ± 2  14 9 6  44 ± 2 01 7
龙胆 Gentiana spp 4  76 ± 1  79 6 0  91 ± 1 12 19

表 2  藏原羚食物多样性指数及生态位宽度的季节变化
Table 2  Seasonal changes of food diversity index and niche breadth

     of Tibetan gazelle
草青期

Green plant period
草枯期

Withered plant period
食物种类 Species 42 30

H’ 3  01 2  87
Hma x 3  74 3  40
J’ 0  80 0  84
B 14  37 13 96

3 讨论
鲁庆彬等 (2004)对藏原羚的食性曾做过简

单报道,藏原羚主要采食豆科棘豆属、菊科火绒草
属以及莎草科嵩草属植物,藏原羚对这三科植物的
采食占其总食量的 80% 以上。我们的研究结果与
他们的报道相近,但也有不同之处。莎草科虽然也
是藏原羚采食的重要食物,但其在食物中所占的比
例在草枯期不足 10% ;取而代之的是禾本科植物,
无论在草枯期还是草青期,其比例均高于 10% ,
为藏原羚采食的第三大科植物。两地藏原羚的食性
差异可能与两地的植物多样性组成相关。此外,天
峻的藏原羚还采食其他 12 科 19 种植物,可见藏原

羚营养生态位较宽,属广食性物种。
有蹄类动物的采食对策包括对食物种类、采食

时间和采食地的选择 (Nagy,1987,1994;孙儒
泳,2001;刘丙万和蒋志刚,2002),而这种对策
的形成是长期进化、适应环境的结果 (Krebs and
Davies,1993;蒋志刚,2004)。藏原羚在不同的
物候期对采食植物种类的选择也是对高寒环境的适

应。草青期,食物资源丰富,藏原羚主要采食豆科
植物,其比例占总量的一半以上;而草枯期,食物
资源相对匮乏,豆科植物所占的比例下降,而禾本
科、菊科的比例上升,这就造成了两个季节的采食
格局的差异。对比两个季节,我们还发现,草青期
的食物物种数、多样性指数、生态位宽度指数均高
于草枯期,但均匀度指数草青期却低于草枯期,造
成这个差异的原因也是因为草青期豆科所占的比例

太高,而到了草枯期,豆科比例的下降使其他各科
植物所占的比例变得相对均一。

此外,我们对当地家畜的食性也进行了分析,
初步结果表明绵羊主要采食禾本科植物,比例占到
了 50%以上,因此,虽然家羊采食植物的种类和
藏原羚接近,但主要采食对象不同,这种营养生态
位的分离说明在食物资源丰富的条件下,家羊与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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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羚可以共存。Liu 和 Jiang (2004)曾报道了藏
原羚的近亲普氏原羚 (Procapra przewalskii)与藏
系绵羊之间存在潜在的食性竞争,但我们的研究结
果与此并不相符。原因可能是由于上述研究在青海
湖湖东地区开展,该地区为沙漠与草原的交界地,
食物资源并不丰富,另外当地绝大多数草场被围栏
圈占,留给普氏原羚的采食和活动空间仅局限在沙
漠和草地边缘地带,这就造成了普氏原羚不得不采
食大量的禾本科植物;而天峻地区为高山草甸生
境,食物资源丰富,且围栏很少,家畜数量有限。
因此,家畜与藏原羚可能并不存在激烈的食物竞
争。只要控制好当地家畜的规模,保证有相对丰富
的食物资源,那么,便可减弱或避免藏原羚和家畜
的食物竞争,有利于藏原羚的种群生存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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