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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疆托木尔峰自然保护区冬季北山羊

昼间活动节律与时间分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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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科学院新疆生态与地理研究所 乌鲁木齐 )&""%%）

摘要：!""* 年 %" ( %! 月，在新疆托木尔峰自然保护区用直接观察法对 %’& 头次北山羊（!+1*+ #2%3）的活

动节律和时间分配进行了观察。结果表明，北山羊群冬季的活动规律性较强，呈现双峰型，! 个高峰时

段为 ")+"" ( ")+&" 时和 %#+&" ( %,+"" 时前后，活动频率分别为 ’)-#.和 ’&-&.。同时发现冬季其 #%.
的活动时间用于采食，用于移动和站立的时间分别为 %’.和 %*.。这种活动节律可能与光照以及人类

放牧干扰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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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山羊（!+1*+ #2%3）属国家一级保护动物，

分布于中亚高山地区，在我国主要分布在天山、

阿勒泰山、帕米尔以及青藏高原等地区。国内

对北山羊的研究报道十分有限，主要涉及其分

布区域的调查［% ( $］，还没有相关行为生态学的

报道。冬季由于食物匮乏，是北山羊一年中生

存条件最差的季节，研究此时的北山羊活动规

律，对其保护有重要意义。!""* 年 %" ( %! 月作

者在新疆托木尔峰自然保护区对北山羊的活动

节律及活动时间分配进行了观察，结果报道如

下。

A 研究地区概况

托木尔峰自然保护区位于新疆阿克苏地区

温宿县境内，地理位置东经 )"^",_ ( )"^*!_，北

纬 $%^$"_ ( $!^"!_，东西长约 ," UG，南北宽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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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区域平均海拔约 # $$$ "，其中 % $$$
" 以上的高峰有 &’ 座，位于中国吉尔吉斯斯坦

边界的托木尔峰更是天山山脉的最高峰。托木

尔峰自然保护区地处亚洲中部远离海洋，气候

干旱，受其高大山体的影响，托木尔峰地区气温

和降水垂直变化显著并且南北坡差异明显。南

坡属于半干旱气候类型，年降水量约在 ($$ ""
左右；北坡降水较多，属于半湿润类型气候，年

降水量达 %$$ ) *$$ ""。托木尔峰自然保护区

是典型的亚洲荒漠植被结构，南坡与北坡植被

类型差异较大。南坡有荒漠带、山地草原带、高

山草甸带，植物区系贫乏，局部的半阴坡有森

林；在北坡，植被类型有山地草原带、山地草甸

带、山地森林带及高山地衣带，各种植被带发育

良好［’］。

! 研究方法

调查自 +$$’ 年 &$ 月 +& 日始至 &+ 月 +# 日

止，共计 %# ,，累计记录 **-( .。根据北山羊主

要在山谷两侧的山坡上活动这一特点，选择在

视野开阔的河谷定点对两侧山坡上北山羊进行

观察，调查区域面积 ’$ !"+。全天观察时间从

*/$$ ) &0 / ($ 时。用扫描取样法记录观察区内

北山羊的数量、行为，每 &$ "12 记录一次，确定

其全天活动节律。用目标取样法记录北山羊个

体在全天不同时段的行为时间分配，同样取样

间隔时间为 &$ "12［% ) 0］。

观察中根据前人［3，&$］研究羊亚科动物时对

行为类型的划分，将北山羊行为分为 ’ 类：!卧

息（腹部、背部或体侧接触基底，眼睛睁开或闭

上）；"移动（通过四肢使身体向前运动的过程，

包括走动和跑动）；#站立（四肢接触基底，并支

撑身体，保持静止不动的状态）；$取食（上下唇

协同动作，对食物进行切割、咀嚼、湿润、吞咽等

的过程，包括反刍行为）；%其他行为（包括挠

痒、追逐、打斗、摆头和哺乳等行为）。数据处理

时，将取食、移动、站立和其他行为视为活动行

为，卧息视为不活动行为。根据毛色、体形和羊

角形状区分北山羊雌雄个体和幼体［&&，&+］。

" 结 果

"#$ 活动节律 对 &3( 只北山羊进行了 **-(
. 的昼间观察，结果显示，冬季北山羊的白昼活

动规律呈现双峰型（图 &）。

图 $ 北山羊冬季昼间活动节律

清晨，北山羊群从夜间栖息地向采食地点

移动，形成了第 & 个活动高峰，并在 $0：$$ ) $0 /
($ 时达到最高峰 30-%4；在 && / $$ ) &# / ($ 期

间，受光照、气温等因素影响北山羊部分个体转

入休息状态，活动个体占总群体的比率降至

%’4左右；在此以后，北山羊活动频率又逐渐回

升，并在 &% / ($ ) &* / $$ 时达到最高峰 3(-(4，

形成昼间活动的第 + 个高峰。

"#! 活动行为的时间分配 对 #+ 只北山羊进

行了目标取样观察，结果表明，冬季北山羊群活

动以取食为主，约占 %&4，而移动和站立次之，分

别占到 &34和 &’4，其他行为仅占 ’4（图 +）。

从各类行为的活动节律来看，取食活动在早晚频

率较高，午间较低；移动和站立昼间波动不大，只

在黄昏时移动的频率有显著升高（图 (）。

图 ! 北山羊冬季昼间主要活动行为时间分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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