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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年 ’’ 月至 !""% 年 $ 月，采用食团分析法对北京市区内天坛生物制药厂和国子监公园内栖息

越冬的长耳+（ 1&#( (2)&）的食物组成进行了分析。发现天坛生物制药厂长耳+的食物中啮齿类占

$’*"+，翼手类占 !,*%+，鸟类占 !,*)+，食虫类占 "*!+；国子监长耳+的食物组成中翼手类占 %)*(+，

啮齿类占 !’*%+，鸟 类 占 !$*#+。翼 手 目 主 要 种 类 有 山 蝠（ 3042+,)& $(42),+）和 普 通 伏 翼（ 5#6#&2*%,,)&
+7*+8)&）等。长耳+三类主要食物所占比例的逐月变化显示，翼手类所占百分比不断上升，啮齿类所占

比例先上升而到翌年 ’、! 月开始下降，鸟类所占百分比一直在下降。蝙蝠大量出现于温带冬季+类的

食物中属首次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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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目（?DG494E6GL=J）鸟类位于生态系统物

质、能量流动的顶端，其种类、数量、生存和繁殖

状况可反映其分布地区的环境质量。北京地区

分布有鸱+科 ’ 科 ’" 种，占我国+形目种类的

)!+［’，!］。对北京地区此类猛禽的生态研究以

往只在一些鸟类普查中涉及［)］

""""""""""""""""""""""""""""""""""""""""""""""""""""""""""

，没有进行过专



项研究，相关生态学资料较为缺乏。以往一般

认为长耳+（!"#$ $%&"）以鼠类为食［!］，但在 "##$
年对北京地区鸟类多样性的调查中偶然发现越

冬长耳+的食团中有大量翼手目动物骨骼，鉴

于这种现象在北京地区尚属首次发现，特做如

下报道，为加强对长耳+的保护提供资料。

! 研究地点及方法

越冬期食性研究选取长耳+在北京市内的

两个集中越冬地，一处位于北京天坛生物制品

股份有限公司生产厂区，厂内空地面积较大，长

耳+一般栖息于圆柏（ ’()#*( +,#*-*"#"）上，每年

冬季大约有 "# % $# 只长耳+在此过冬；另一处

位于国子监公园（首都博物馆），面积较小，且有

游人，长耳+也栖息于圆柏上，每年冬季大约有

&# 只长耳+在此过冬。

调查于 "##! 年 && 月至 "##’ 年 ! 月进行。

每月去两个地点各一次，将能够采集到的食团

全部予以收集，各取其中完整的 $# % ’# 份进行

分析。食物构成采用食团内容物分析法［’ % (］，

食团中的小型哺乳类（食虫目、翼手目和啮齿

目）动物以头骨为分类标准，结合已有标本比

对，种的鉴定依据《北京脊椎动物检索表》和《北

京兽类志》［&，)］。鸟类以羽毛颜色、头骨与喙形

及其颜色为分类标准，鉴定依据《北京脊椎动物

检索表》［&］，一般只区分为麻雀和其他鸟两大

类。以获得上颌的对数判断进食小型哺乳类的

个体数，以未消化的鸟喙数或头骨数确定捕食

鸟类的数量，以食物种类的出现频率为分析指

标。

" 结 果

天坛生物制药厂长耳+食团共分析 "##
份。样 品 中 检 测 到 食 虫 目 小 麝,（ ./$+#0&/(
"&(1-$2-*"）& 种；啮齿目 * 种，即褐家鼠（ 3(%%&"
*$/1-4#+&"）、社鼠（5#1#1-*%-/ +$*6&+#(*&"）、小家鼠

（7&" 8&"+&2&"）、黑线姬鼠（ !9$0-8&" (4/(/#&"）、

大林姬鼠（ ! + 9-*#*"&2(-）和大仓鼠（ :"+,-/";#(
%/#%$*）；翼手目 $ 种，棕蝠（<9%-"#+&" "-/$%#*&"）、山

蝠（ 5=+%(2&" *$+%&2(）和 普 通 伏 翼（ >#9#"%/-22&"

()/(8&"）；鸟 类 中 仅 确 定 有 雀 形 目 的 麻 雀

（>(""-/ 8$*%(*&"），其余无法鉴定种类。在食物

组成中，食虫类占 #,"-，啮齿类占 !&,#-，翼

手类占 ".,’-，鸟类占 ".,$-。主要食物为麻

雀、普通伏翼、小家鼠，三者分别占到总数的

"),"-、"),#-、"&,&-，其次为褐家鼠、黑线姬

鼠，占总数的 &&,*-和 *,’-。

越冬长耳+的食物组成在不同月份有明显

变化（图 &）。

图 ! 不同月份天坛生物制药厂内

越冬长耳!的食物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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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 不同月份国子监内越冬长耳!的食物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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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子监公园共分析食团 &## 份，检测到啮

齿目 ! 种，即褐家鼠、小家鼠、黑线姬鼠、大仓

鼠；翼 手 目 ! 种，为 棕 蝠、山 蝠、东 方 蝙 蝠

（?-"9-/%#2#$ "&9-/(*"）和普通伏翼；鸟类中可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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雀形目麻雀。在总的食物组成中，啮齿 类 占

!"#$%，翼手类占 $&#’%，鸟类占 !(#)%。主要

食物为普通伏翼、麻雀，两者分别占到总数的

&$#(%、!&#&%。

该地区越冬长耳+食物组成同样也随时间

变化（图 !）。

! 讨 论

通过对比两个采样点发现，国子监公园的

长耳+以翼手目动物为主要食物来源，天坛生

物制药厂长耳+的食物组成中啮齿类、翼手类

和鸟类的组成比较平衡，这一食性构成的差别

可能与两地区的生存环境有关。长耳+食物中

两种主要蝙蝠（山蝠和普通伏翼）均有冬眠的习

性［’］，国子监位于市中心，周围古建筑和民居较

多，有利于蝙蝠冬眠时藏身，同时市内灭鼠工作

开展得较好，降低了鼠类的相对密度，因此长耳

+可以依赖翼手目动物为其主要食物来源。天

坛生物制药厂位于朝阳区东部，接近城乡结合

部，有农田和一些未开垦的空地，适于鼠类栖息

繁殖，增加了长耳+的食物来源，从而使食物组

成较为均衡。值得注意的是，对于在两地区越

冬的长耳+来说，麻雀都是比较重要的食物来

源之一。

调查期间观察到长耳+在两研究地点均为

"* 月中下旬迁来，第二年 (、$ 月离开，这与国

内相关文献记录吻合［+］。从 "" 月至次年 ( 月

每月食物构成变化来看，天坛制药厂长耳+食

物组成中鸟类所占比例一直都在下降，啮齿类

所占比例起初上升，直至 ! 月才开始下降，而此

时捕食蝙蝠量则相应地提高了（图 "），造成这

种变化的可能原因是鸟类（主要为麻雀）在初冬

长耳+刚刚迁来的时候，是一种比较容易获得

的食物资源［+］，在麻雀资源逐步被消耗的时候，

长耳+对啮齿目动物的捕食压力逐步加大，!
月达到最高峰，之后由于啮齿类动物冬季自然

死亡和捕食作用导致数量减少，长耳+转为寻

找冬眠的蝙蝠以补充食物的不足。鸟类在国子

监公园长耳+食物组成中所占比例一直都在下

降（图 !），同时，翼手类所占比例不断上升，而

鼠类所占比例一直维持在一个相对较低的水

平。总的来看，麻雀作为越冬长耳+食物资源

的作用主要体现在初冬，而鼠类、翼手类则是 "
月至 & 月期间长耳+的关键食物资源。

在国外+形目鸟类食性研究中，发现斑眉

林+（!"#$% &$’#()$&*+"+）的秋季食物中有大量蝙

蝠［$］，其他+类如斑林+（! , (,,$-*&"+)$.）、美洲

雕+（ /01( 2$#’$&$+&0. ）、棕 鸺-（ 3)+0,$-$04
1#+.$)$+&04）、仓+（ 56"( +)1+）、东美角+（7"0.
+.$(）等+类也都有捕食蝙蝠的记录［"* - "&］。长

耳+捕 食 蝙 蝠 只 有 ./0123 在 "+&’ 年 报 道

过［"(］，之 后 美 洲 和 欧 洲 的 研 究 都 未 再 有 报

道［"$ - !!］。423/5 和 6789/ 在对长耳+的研究进

行系统总结时都未提到有大量捕食蝙蝠的特

性［"&，!&］。

在山西芦芽山自然保护区越冬的长耳+食

物成分以啮齿动物（主要为森林鼠类）为主，鸟

类为辅［!(］，山东德州地区长耳+越冬期主食鼠

类，少部分是雀类和昆虫［:］，河北保定市长耳+
越冬期食物的 +"#*%为鼠类，在 " *** 多份食

团中仅分析出一只蝙蝠［)，+，!$，!:］，这也是目前国

内仅有的长耳+捕食蝙蝠的报道。从本文的研

究结果可以看出，天坛生物制药厂与国子监公

园越冬长耳+食性不同于以上地区，鼠类在其

主要食物来源中都不占绝对优势，天坛生物制

药厂越冬长耳+食物成分中啮齿类、翼手类、鸟

类的比例较为平均，而国子监越冬长耳+食物

中鼠类只占到 !"#$%，不及鸟类的 !(#)%，更

不及翼手类的 $&#’%。对于越冬长耳+是如

何捕捉到冬眠状态的蝙蝠还需要进一步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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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用计量单位符号及规范化介绍

!计量单位符号

公顷（%C/），公里（UC），平方公里（UC/），平方米（C/ ），米（C），毫米（CC），微米（"C），升（Q），毫升（C+），微升

（"+），千克（UK），克（K），毫克（CK），微克（"K），秒（>），分（C&"），时（%），天（#），摩尔浓度（C=+\Q），旋转速度（9\C&"），原子

质量（M），赫兹（VB），千伏（U]），国际单位（ZX）。

常见废弃单位符号：道尔顿（I），克分子浓度（;），当量浓度（?），旋转速度（9DC）。

#数字用法

!^ 世纪、年代、年、月、日、时刻使用阿拉伯数字表示，年份要写全。

F^ 凡处在计量单位和计数单位前的数字，包括 . 以下的个位数字，使用阿拉伯数字。

H^ 序号和编号用阿拉伯数字。

#^ 阿拉伯数字多位数不能拆开移行。

$ 数学公式

!^ 重要公式、长式居中排，简单的、叙述性的式子串文排。

F^ 数学公式中运算符号、缩写号、特殊函数符号用正体，字母表示的函数和一般函数用斜体。

·00·/ 期 李晓京等：北京市区越冬长耳+的食性分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