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兽类学报
,

一

赤狐的活动节律与产仔洞穴的选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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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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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对赤狐 , 、加
, 的产仔洞穴

、

活动节律和巢区大小进行了研究
。

赤狐产仔洞

穴全部为喜马拉雅旱獭 材‘ 之口 , 口 的居住洞
,

一般洞 口 数较多 平均 个
,

分

布子高寒灌丛
,

距千扰因家较远 大于
,

常位于坡中部 影响其选择

的主要因素是隐蔽性和安全性 赤狐的产仔洞穴相对稳定
,

平均利用时间为 年
,

利用时间

的长短与环境条件的稳定性有关 赤狐通常在夜间活动
,

主要是觅食
,

而白天有时成体携幼体

在洞穴附近进行短时间的非觅食活动
,

活动的高峰期为 一 时 雌雄成体共同哺育幼

体
,

活动范围相同而多单独活动 成体赤狐的巢区面积平均为
,

关键词 赤狐 产仔洞穴 , 活动节律 巢区

国外对赤狐 的生态学 已有 比较深入的研究
。 。 等

,

对 赤狐 的洞 穴分 布
、

利 用 以 及 栖息地 进行 过 调 查
、

、 、

和 等采用无线电跟踪技术对

赤狐的活动节律
、

巢区大小和空间分布格局等方面有详细的报道
。

国内对于赤狐的报道

甚少
,

只有贾竟波等 。,

采用雪迹跟踪法对哈尔滨地区赤狐的冬季巢区及洞

穴进行过研究 作者采用雪迹跟踪法
、

无线电遥测法和直接观察法对青藏高原高寒草甸

生态系统中赤狐的栖息地及数量分布
、

活动节律和巢区大小进行了研究
。

研究地 区和方法

本工作于 年 月至 月在中国科学院海北高寒草甸生态系统定位站地区进行
。

该地 区的 自然概况
、

植被类型及啮齿类动物群落结构等方面的资料 已有报道 杨福囤
,

周兴 民等
,

刘季科等
, ,

不再赘述
。

赤狐哺乳期在其居住洞穴附近有各种食物及粪便的残留痕迹
,

很容易以此来判定是

否为产仔洞穴
。

当确定为产仔洞穴后
,

即记录和测量洞穴周围的植被类型
、

洞穴所处的

坡位和方向
、

洞 口 的数量
、

每一主洞入 口处直洞部分的直径和深度
,

以及该地距居民点

的距离 作为干扰距离
。

坡位按坡顶部
、

坡中部 和坡底部 划分
。

根据访问当地有经验的猎人
,

记录了赤狐利用该洞作为产仔洞穴的年限

承蒙樊乃 昌先生审阅文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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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 月 日收到修改稿



研究赤狐的活动节律主要借助于无线电遥测方法 首先
,

采用 弓形钢夹埋于赤狐经

常活动的路线和洞 口 附近
,

仔细进行伪装
,

勿留人工痕迹
。

当动物被捕后带回实验室内

按 的剂量
,

肌肉注射盐酸氯胺酮
,

使动物麻醉 分

钟左右
。

测量体长和体重并记录性别后
,

用频率范围为
·

。 一 ” 的无线电

颈圈 标志
,

颈圈重量约
,

电池寿命一年以上 待动物完全清醒后
,

即

在原捕捉地点释放
。

无线电遥测 小时连续进行
,

每周 天
。

采用美国 一

遥测仪通过固定于 山顶距地面高度为 的 单元天线接收动物的信号
,

根据 ” 三角形

法 ” ,

以信号方向与强弱的变化确定动物的活动位点及活动状态 动物活动时
,

每 分

钟记录一次
,

动物不活动时 分钟记录一次 此外
,

还要用手持天线测定动物每天的栖

息洞穴
。

研究期间共捕捉赤狐 只
,

无线电标记 只 雌雄各 只
。

采用雪迹跟踪法和观察法确定赤狐的活动路线
,

在 万的地图上标出赤狐的活动

点
,

用
“

最小面积法 ” 绘制与计算巢区
, 。

研究期间共观察了 只赤狐的

巢区
。

结果与讨论

产仔洞穴的选择

在研究地区 ,

的面积上约有 只 对 成体赤狐栖息并参与繁殖
,

分散居住

在平滩周围的山丘上
。

赤狐 月中旬开始寻找产仔洞穴
,

并在洞穴周围挖掘一些浅的洞

道
,

供幼体出洞活动后玩耍时用 月底产仔
,

月初幼体开始出洞活动
,

其间
,

如遇干

扰
,

亲体立即搬迁居住洞穴
。

研究期间对 对成体赤狐的产仔洞穴进行了调查 表
。

从

表 中可以看出
,

赤狐的产仔洞穴全部为喜马拉雅旱獭洞
,

这与贾竟波等
、

和 。 等 的研究结果有异
。

在研究区域内
,

没有发现赤狐 自己挖

掘居住洞穴的实例
,

这也许与当地的地质结构及动物群落的组成有关
。

当地土层下的石

块较多
,

增加了挖洞的困难
,

迫使赤狐利用其它动物的洞穴
,

而喜马拉雅旱獭掘洞能力

强
,

洞穴在该地 区分布广
,

洞道深
,

洞径大
,

成为赤狐产仔的理想洞穴
。

表 赤孤的产仔洞穴

编号

坡向
酬
坡位

植被类型

沐
干扰距离

洞 口 数

平均洞 口 直径

入 口 直洞 长度

利用时间

匕

中部

灌丛

西

底部

灌丛

西

中部

灌丛

西

中部

浪丛

西

中部

草甸

东

中部
记

灌丛

西

底部

草甸

。

报道赤狐洞穴的洞 口数最多可达 个
。

我们的调查结果表明
,

赤狐的

产仔洞穴洞 口数最多 个
,

最少 个
,

平均 个
。

等 亦发现赤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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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仔洞穴洞 口数显著高于临时洞穴的洞 口数
,

与我们的结果一致
。

赤狐选择多洞 口 的洞

穴主要是增加安全性
,

当幼体在洞 口 周围活动时
,

若发现异常
,

全部幼体同时可以迅速

进人洞道内 当地赤狐的夭敌除了狼和牧犬外
,

大 瑟 “ 亦捕食幼狐
。

赤狐的产仔洞穴主要分布于灌丛
,

而选择在草甸的数量较少
,

平均

干扰距离均在 以上 等发现赤狐的洞穴大多分布于开阔的草地
,

而在树林中较少
,

其原因是树林阻碍了光照强度
,

减少了幼体在成长过程中的光照时间
,

洞穴的分布数量随着干扰因素增多与加强而减少 在我们的研究地 区
,

赤狐既是珍贵的

毛皮兽又因其经常偷食羔羊而被捕打
,

人为的干扰因素较多
,

动物在灌丛中活动时很难

被发现
,

又不防碍阳光的照射
,

所以赤狐选择干扰距离远而又隐蔽的灌丛中的洞穴作为

繁殖场所
。

赤狐的产仔洞穴主要分布在坡中部 和坡底部
,

在坡顶部没有分布
。

这些地区灌丛广为分布
,

隐蔽与栖息条件较好
。

由于 自然环境和人为干扰的情况有所差

异
,

我们的调查结果与贾竟波等 不同
,

其主要原因是减少干扰因素 另一方面

的因素可能是保暖 在赤狐繁殖期
,

该地区多风
,

温度较低
,

坡顶部的风力明显大于坡

中部和坡底部
,

洞 内温度低
,

不利于产仔及育幼
。

洞穴的坡向资料也表明
,

产仔洞穴多

分布于阳坡
。

赤狐的产仔洞穴相对稳定
,

可连续使用几年
。

表 显示出赤狐产仔洞穴最长可利用

年
,

平均为 年
,

也许在无人为破坏与干扰的情况下
,

可被利用的时间更长
。

发现赤狐的产仔洞穴可被利用 年以上
,

有 的洞穴利用 年左右
。

环境条

件越稳定
,

洞穴被利用的时间就越长
。

赤狐的活动

活动特点 赤狐活动敏捷
,

奔跑速度快
,

其活动场所主要在安静和干扰因素较

小的地方
,

除繁殖期外
,

基本没有固定的居住洞穴
,

甚至常在灌丛中歇息
。

赤狐活动中

有一些 比较固定的路线
,

可以经常看到其休息和粪尿标记的痕迹 雪迹调查结果表明
,

赤

狐在捕食时有挖掘高原黔 鼠 场
、

高原 鼠兔 。二 ‘ 和根

田鼠 。了艺 ‘ 洞道的现象
,

在其雪迹路线的附近有时还可发现狼
、

狗灌 衬七
、

荒漠猫 占
、

免猫
、

高原兔 江
‘户

、

艾虎 材“ 、

香助 以夕衣 等动物的足迹
。

对 只

赤狐在一夜活动中所进入的洞道数进行统计
,

共进入 个洞穴
,

全部为喜马拉雅旱獭洞
。

赤狐除利用废弃旱獭洞外
,

还经常驱赶和占用现有的旱獭洞
,

若一旦离开该洞几天
,

则

立即又被旱獭所占据
。

活动节律 赤狐主要的活动在夜间
,

呈现一次性多相 持续活动

图
。

不同时期赤狐开始和结束活动的时伺略有差异
, 、

和 月的活动时间分别为

一
、

一 和 一 时
,

但三个时期的活动高峰均在 一 时

之间
。

。 指出
,

赤狐在白天和夜间均有活动
,

呈现出多个活动时相
,

而活

动高峰期在黎明和黄 昏
,

白天的活动主要是赤狐不断地更换休息洞穴
。

我们的观察表 明
,

赤狐 白天只是成体携带幼体在居住洞穴周围的非觅食活动
,

而夜间的活动主要是觅食
,

从

黄 昏到黎 明
,

一直表现出很强的活动性
。 、

月
,

虽然幼体开始在地面活动
,

但活动能

力较弱
,

不能跟随成体远距离觅食
,

成体在觅食之前和觅食结束后
,

还要携带幼体一起

活动 月
,

幼体的活动能力接近成体
,

可跟随成体或 自行觅食
,

勿需成体另加关照
,

因

一 一



此赤狐的活动主要是觅食
,

其活动时间集中于夜间

公 雳
月
月
月

’
, 洲怂

、

, 一
,

、

自‘ 、
、、 、

、 一 、 , 奋粉

任︶‘三﹁曰补材﹃哎︵尔﹀宜怡得姐

时间

图 赤狐的活动节律

一 界 一

巢区 雌雄成体共同哺育幼体
,

其巢区互相重叠
,

活动范围相同 图
。

号

雄性成体和 号雌性成体的巢区为 号雄性成体和 号雌性成体的巢区为

成年

七二二二迁 目

图 赤狐在策殖期的巢区

, ,

号雄性成体和 号雌性

成体的活动范围包括了一部分非利用性

的水 域
,

使 其 巢 区 相 对 扩 大 为
,

号雄体和 号雄体巢 区分别 为
,

和
, 。

动物的巢区大小

和 其 身体 的大 小相关 等
,

。

由于 号雄体和 号雄体是 号

和 号动物的幼体
,

身体相对小于成体
,

因此它们的巢区也明显较小
。

曾有研究

表明
,

赤狐的巢区在不同的地 区有极大

的差异
,

最大的为
,

等
,

,

最 小 的 为
, ,

。
。

我们的研究结果表明
,

成体赤狐

的巢 区平均 为
, ,

与

的结果基本一致 平均为 “
, 。

赤狐的巢区大小与种群密度和食

物 的 丰 富度 有 关 贾 竟波 等
,

, , ,

在海北定
。 卜。 。 。 曰 。 抽 、 。 。。

位站地区
,

由于每年大量赤狐被捕杀
,

使

其种群密度较低
,

平均每 , 的面积才有一对赤狐栖息
,

因此赤狐的巢区较大
。

同时

在研究地区
,

啮齿动物的数量分布比较均匀
,

使得各赤狐的巢区大小没有明显的差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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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郊
,

海拔
,

属于浙西丘陵山区
、

亚热带季风型气候
,

气温的季节差异明显
,

雨量也较少
。

植

被 以针阔混交林和人工针叶林为主 而舟山岛位于浙江东部
,

四面环海
,

属海洋性气候
,

植被以人工针

叶林为主
,

全年气候温和
,

雨量充沛 可见两地在气候
、

植被类型上有较大差异
,

从而影响到社 鼠的生

长发育
,

即舟山岛上社鼠的肥满度平均值高于内陆金华北山社鼠的肥满度的平均值

从社鼠年龄组成看
,

金华北山与舟山岛社鼠在幼年组
、

亚成年组的肥满度差异不显著
,

但成

年组 雌
、

老年组 雄 肥满度存在极显著差异
,

这与社鼠的生理和繁殖特点有关 社 鼠的幼鼠以乳

汁为营养
,

在发育中因受母 鼠的护仔保护而对环境依赖性弱 亚成年鼠中缺乏繁殖个体
。

因此地理分布

的不同对这两组影响不大 由于在社鼠中成年鼠和老年鼠成为主要繁殖个体
,

内陆和海岛地理条件不同

所带来的温度
、

雨量
、

植被类型
、

生境的差异可直接作用于社 鼠的生理和繁殖活动
。

如高温引起热能代

谢加强
,

摄食量和次数减少
,

繁殖活动耗能增多等
,

从而反映在两地成年鼠
、

老年鼠肥满度指标上的显

著差异
,

尤其对孕 鼠的影响更大
。

至于成年组 雄 和老年组 雌 肥满度并不表现显著差异
,

这可能

与肥满度在性别上的差异有关
。

两地社鼠的肥满度在季节上有明显差异
,

其中夏季 一 月 雌鼠达显著水平
,

秋季 一

月 雌
、

雄鼠均达极显著水平
,

冬季 一 月 仅雄鼠达到差异显著 春季 一 月 雌
、

雄鼠无

明显差异 两地气候和食物资源的季节性不同是造成上述差异的主要原因 首先从食物资源看
,

舟山岛

除人工针叶林植被外
,

在工作样区内尚有常年种植的蔬菜
,

水稻
、

棉花
、

薯类
、

豆类等经济作物在秋季

也为社鼠提供了丰富的食物 而分布于金华北山的社鼠主要以林中植物果实种子为食
,

其食物丰富程度

远不及海岛 其次
,

从气温季节性变化看
,

舟山岛秋季湿润
、

气温适宜
,

夏季雨量充沛
、

昼夜温差小
,

温度适中
,

适宜社鼠的快速生长发育 而金华北山秋季干燥
、

高温
,

夏季干早
、

炎热
,

对社 鼠的生长发

育不利
,

所以两地社鼠肥满度在秋季
、

夏季呈现较显著的季节性差异
。

春季两地在气候
、

食物资源方面

差异不大
,

因而肥满度不存在明显差异

关键词 社鼠 , 肥满度 , 海岛 内陆沿海

面 艺 ,

高 枫 金华教育学院
,

金华
, 。。

鲍毅新 浙江师范大学生物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