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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 !""$ 年采用检查自然死亡个体的胃内容物和在野外直接观察鬣羚（!+1*#2(*$#& &)3+4*+%$&#&）
采食植物种类中的两种方法，在陕西佛坪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对鬣羚的食性进行了研究。在 +( 只死亡鬣

羚的胃内容物和 $) 个采食地中共记录到鬣羚采食的植物 ’!’ 种，其中木本植物 *! 种，占食物种类的

&",；草本 +( 种（包括 ! 种竹子），占 +’,；其余 ’’ 种分别为藤本 + 种、苔藓和蕨类 & 种、菌类 ! 种，占

),。鬣羚在夏季采食的植物种类最多，有 )! 种；冬季采食的只有 $+ 种。植物的嫩枝和树叶是鬣羚的主

要食物。在研究地区中，鬣羚和羚牛食物重叠比例超过 +",，冬季重叠的比例高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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鬣 羚（ !+1*#2(*$#& &)3+4*+%$&#&），又 名 苏 门

羚，隶属于偶蹄目（.IG8@E5LGNS5）牛科（\@U8E5=），

是我国的国家二级重点保护动物。在国内分布

于陕西、甘肃、四川、云南、湖北、湖南、浙江、福

建、广东和广西等省区［’］。在国外见于喜马拉

雅、阿萨姆、缅甸、泰国、印度尼西亚、马来半岛、

苏门答腊岛等地区［!］。尽管该物种分布范围很

广，但其栖息在多岩石的森林和灌丛等密闭的

生境中，并具有单独活动的习性，所以至今有关

该物种的报道仅散见于地区志书中［’，+］。

鬣羚和羚牛（ 9)7(*2+& 4+@#2(,(* A%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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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牛科体型较大的食草动物。秦岭地区鬣羚与

羚牛在分布范围和栖息地生态环境上重叠程度

很大，这两个物种可能会因利用相似的资源而

成为资源性竞争的物种。为了解鬣羚对食物资

源的利用，!""! # !""$ 年我们在陕西佛坪国家

级自然保护区对鬣羚的食性进行了研究。

! 研究地区概况

本研究在陕西佛坪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内进

行，保护区位于秦岭中段南坡，东经 %"&’$"( #
%"&’))(，北纬 **’*!( # **’$*(，地处暖温带与亚

热带分界线的北侧，总面积!+ !$" ,-!。研究地

区地貌类型复杂，地表起伏很大，多悬崖深谷，

包括了秦岭中段的中山和亚高山，大部分地区

的坡度在 *"’左右。最高峰为海拔! +"$ -，最低

点 +." -，相对海拔高差达% +!$ -。保护区的气

候特点是海拔! """ -以下温暖湿润，! """ -以

上夏季凉爽、冬季寒冷。年均温 %*/，年均降

雨量% """ # % !"" --。%" 月初开始降雪，低海

拔地区阳坡的雪随降随融，但在 $ 月底时积雪

依然覆盖在阴坡和高海拔地区。保护区内的森

林植被类型有阔叶林、针阔混交林和针叶林 *
类，呈垂直性带状分布。后 ! 类森林植被为羚

牛、鬣羚、大熊猫（ !"#$%&’&() *+#),&#+$-)）、斑羚

（ .)+*&%/+($0 -)$()1$0 ）、 林 麝 （ 2&0-/$0
3+%+4&506""）等提供了生存和繁衍的栖息环境。

" 研究方法

采用检查自然死亡个体的胃内容物和在野

外直接观察鬣羚采食的植物种类两种方法对鬣

羚的食性进行研究。在对死亡个体进行解剖

时，根据瘤胃中尚未消化的植物片段的形态特

点，确定动物采食的植物种类和部位。对难以

辨别的植物片段，用水漂洗、晾干后按照形态特

征与野外采集的标本和佛坪保护区标本馆内收

藏的标本进行对照、鉴定种类。以某种植物在

瘤胃中含量的多少将鬣羚采食的植物分为大量

采食、中等采食和采食 * 个类别。研究期间共

计检验了 *. 只鬣羚瘤胃的内容物。

野外直接观察鬣羚食性的具体方法是当在

野外见到正在采食的鬣羚时，用望远镜观测鬣

羚采食地点的准确位置。待动物离开后，在其

采食的地点根据动物采食留下的新鲜痕迹，确

定动物采食的植物种类、部位。遇到不能确定

种类的植物时，采集标本与保护区馆藏标本进

行对照，确定种类。对难以辨认的种类请保护

区中从事分类研究工作的科技人员帮助确定种

类。根据鬣羚在采食地点中对各种植物的采食

量，也将其采食的植物分为大量采食、中等采食

和采食 * 个类别。在野外累计确定了 $+ 个鬣

羚的采食地点，其中春季和夏季各 %$ 个、秋季

) 个、冬季 %0 个。

# 研究结果

#$! 食物种类 在鬣羚的瘤胃和采食地点中，

共发现 %!% 种植物被鬣羚采食（表 %）。这些植

物隶属于 )! 科，其中以蔷薇科、忍冬科、禾本科

的植物种类最多，杨柳科、荨麻科、毛茛科、小#
科的植物种类次之。在鬣羚采食的植物中，木

本植物为 &! 种，占食物种类的 0"1；草本 *. 种

（包括 ! 种竹子），占 *%1；其余 %% 种分别为藤

本 * 种、苔藓和蕨类 0 种、菌类 ! 种。鬣羚大量

采食的种类有 %+ 种，占食物种类的 %01，中等

采食和一般采食各占 $!1。虽然鬣羚采食的

植物种类很多，但对食物具有较强的选择性。

在死亡个体的瘤胃中发现的植物种类只有

** 种，仅占鬣羚采食植物种类的 !&2*1。其中

以巴山木竹和华桔竹的比例最多，占食物总量

的 ."1；木贼、太白杜鹃、淫羊藿和苔草也是经

常出现在死亡鬣羚瘤胃中的食物种类（表 %）。

#$" 食物的季节性变化 在研究地区海拔范

围内都有鬣羚的分布。受海拔高度的影响，植

物的可利用性存在着季节的差异。春季鬣羚采

食的植物种类有 &) 种，其中草本植物 %! 种、木

本植物 )$ 种、苔藓和蕨类 ) 种、藤本和竹子各 !
种；夏季采食的植物种类有 +! 种，其中草本 *&
种 、木本$$种、苔藓和蕨类)种、藤本!种、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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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 鬣羚采食的植物及部位

"#$%& ! ’&#(%) *++, -.&/ +* 0&(+1

植物种类

!"#$% &’()*(&

采食

等级

+#$,

采食季节 -((.*$/ &(#&0$ 采食部位 -((.*$/ ’#1%&

春季

2’1*$/
夏季

2344(1
秋季

53%34$
冬季

6*$%(1
幼枝

7
茎

8
芽

9
叶

:
皮

;
花

<
果

=

羊肚菌科 >01)?(""#)(#(
羊肚菌 !"#$%&’’( &)$*’&+,( @ @ 全株

侧耳科 !"(310%#)(#(
香菇 -&+,.+*) &/"/&) @ @ @ 全株

蕨藓科 !%(10A1B#)(#(
尖叶耳平藓 0(’12,",%&$.*3 %""4&#.A @ @ 全株

万年藓科 C"*4#)*#)(#(
万年藓 0’.3($.*3 /&+/#"./&)A 全株

木贼科 DE3*&(%#)(#(
问荆 56*.)&,*3 (#7&+)&A @ @ @ @ 全株

木贼 8.22$%(&,& %.&3(’&#A @@@ @ @ @ @ 全株

节节草 8 F #(3").)).3*3#A @ @ @ @ 全株

金星蕨科 G?("B’%(1*.#)(#(
延羽卵果蕨 9%&:"2,&#.) /&$*#).7&H2.++(,(A @@ @ @ @ 全株

松科 !*$#)(#(
华山松 9.+*) (#3(+/..A @@ @ @ @ @

禾本科 I1#4*$(#(
华桔竹 ;(#:&).( )2(,%($&(#A @@@ @ @ @ @ @
巴山木竹 <()%(+.( =(#:&)..#A @@@ @ @ @ @ @
日本臭草 !&’.$( "+"&.#A @@ @ @ @ @ @
早熟禾 9"( (++*(# @@@ @ @ @
野燕麦 >7&+( =(,*( @@@ @ @ @ @ @

莎草科 CB’(1#)(#(
苔草 0(#&? /"+.(+(#A @@ @ @ @
秦岭苔草 0 F /.2’"/"+#A @@@ @ @ @ @ @ @ @

百合科 J*"*#)(#(
草菝契 @3.’(? #.2(#.(A @@@ @ @ @ @ @ @

薯蓣科 K*0&)01(#)(#(
柴黄姜 A.")$"#&( "22&).,( @ @ @

杨柳科 2#"*)#)(#(
山杨 9"2*’*) /(7./.(+(#A @@ @ @ @ @
中国柳 @(’.? $*2’(#.)# @@ @ @ @ @ @
山毛柳 @ F 2&#3"’’.)# @@ @ @ @ @ @

胡桃科 L3/"#$.#)(#(
野胡桃 B*:’(+) $(,%(1&+).)# @ @ @ @ @ @ @
湖北枫杨 9,&#"$(#1( %*2&%&+).)# @@ @ @ @ @
化香树 9’(,1$(#1( ),#"C.’($&(# @ @ @ @

桦木科 M(%3"#)(#(
牛皮桦 <&,*’( (’C"H ).+&+).) N#1 F )&2,&+,#."+(’.)# @@ @ @ @ @ @ @
红桦 < F (’C"H ).+&+).)#A @@ @ @ @ @ @ @
千金榆 0(#2.+*) $"#/(,(A @ @ @ @ @ @
鹅耳枥 0 F ,*#$D(+.+"E.. @ @ @ @

壳斗科 -#/#)(#(
茅栗 0(),(+&( )&:*.+..# @@ @ @ @ @ @ @
小青冈 F*&#$*) &+:’&#.(+( @@ @ @ @ @
小橡子树 F F :’(+/*’.=&#( N#1 F C#&7.2&,."’(,(#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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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

植物种类

"#$%& ’()*+)’

采食

等级

,$%-

采食季节 .))/+%0 ’)$’1% 采食部位 .))/+%0 ($2&’

春季

3(2+%0
夏季

3455)2
秋季

64&45%
冬季

7+%&)2
幼枝

!
茎

8
芽

9
叶

:
皮

;
花

<
果

=

桑科 >12$*)$)
岩桑 !"#$% &"’()*+,$? @@ @ @ @ @
构树 -#"$%%"’./*, 0,01*2.#,$ @ @ @ @ @

荨麻科 A2&+*$*)$)
宽叶荨麻 3#/*+, ),./.4*#.’%$ @ @ @ @ @
珠芽$麻 5,0"#/., 6$)6*2.#, @@ @ @ @ @
$麻 5 B 7*.)%** @@ @ @ @ @
冷冰花 8*)., ’"/,/, @@ @ @ @ @
糯米团 !.&"#*,)*% 9*#/, @@@ @ @ @ @ @

檀香科 3$%&$#$*)$)
米面翁 -$+:).1, 9.’#1* @@@ @ @ @ @ @

桑寄生科 C12$%&D$*)$)
槲寄生 ;*%+$& +")"#,/$&$ @ @ @

马兜玲科 62+’&1#1*D+$*)$)
细辛 <%,#$& %*.6")7** @@ @ @ @

蓼科 "1#E01%$*)$)
苦荞麦 =,("01#$& /,/,#*+$&$ @ @ @ @ @
大黄 >9.$& "22*+*’,).$? @@ @ @ @
尼泊尔酸模 >$&.? ’.0,).’%*% @ @ @ @

毛茛科 ,$%4%*4#$*)$)
乌头 <+"’*/$& +,#&*+9,.)**$ @ @ @ @ @
爪叶乌头 < B 9.&%).1,’$&$ @ @ @
单叶升麻 -..%*, +,)/9,.2"#)*, @@ @ @ @ @

木通科 C$2/+F$?$#$*)$)
三叶木通 <:.6*, /#*2")*,/. @@ @ @ @ @ @
猫屎瓜 @.+,*%’., 2,#(.%** @ @ @ @

小#科 G)2?)2+/$*)$)
阔叶十大功劳 !,9"&*, 6.,).* @@ @ @ @ @
淫羊藿 A0*&.7*$& %,(*//,/$&$? @@@ @ @ @ @ @ @

五味子科 3*D+’$%/2$*)$)
西五味子 B+9*%,’7#, %09.’,’/9.#, @@ @ @ @

樟科 C$42$*)$)
三桠乌药 5*’7.#, "6/$%*)"6,$ @@ @ @ @ @
木姜子 5*/%., 0$’(.’%$? @@@ @ @ @ @ @ @
秦岭木姜子 5 B /%*’)*’(.’%*%$? @@@ @ @ @ @ @

罂粟科 "$($H)2$*)$)
白屈菜 C9.)*7"’*$& &,D$%$ @ @ @ @
紫堇 I12E/$#+’ ’(B $ @ @ @ @ @

十字花科 I24*+J)2$)
大叶碎米荠 C,#7,&*’. &,+#"091)),$ @@@ @ @ @ @
%菜 >"#*00, &"’/,’, @ @ @ @

景天科 I2$’’4#$*)$)
费菜 B.7$& ,*E""’$ @ @ @ @

虎耳草科 3$K+J2$0$*)$)
白毛山梅花 89*),7.)09$% *’+,’$%$ @@ @ @ @ @ @

蔷薇科 ,1’$*)$)
尖叶&子 C"/"’.,%/.# ,+$/*2")*$%?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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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

植物种类

"#$%& ’()*+)’

采食

等级

,$%-

采食季节 .))/+%0 ’)$’1% 采食部位 .))/+%0 ($2&’

春季

3(2+%0
夏季

3455)2
秋季

64&45%
冬季

7+%&)2
幼枝

!
茎

8
芽

9
叶

:
皮

;
花

<
果

=

甘肃山楂 !"#$#%&’( )#*(’%*(+(> ?? ? ? ? ? ?
毛叶木瓜 !,#%*-.%/%( /#*&%*#"+# ? ? ?
东方草莓 0"#&#"+# -"+%*$#/+( ?? ? ? ? ? ?
棣棠花 1%""+# 2#3-*+4#> ??? ? ? ? ? ? ?
绣线梅 5%+//+# (+*%*(+( ? ? ?
盘腺樱桃 6"’*’( 7+(4#7%*+# ?? ? ? ? ?
毛樱桃 6 @ $-.%*$-(#$ ?? ? ? ? ?
美丽悬钩子 8’9’( #.#9+/+( ? ? ? ?
假木香蔷薇 8-(# 9#*)(+-3(+( ? ? ? ?
蔷薇 8 @ ’( @ $ ?? ? ? ? ? ?
峨嵋蔷薇 8 @ -.%+%*(+($ ? ? ?
悬钩子 8 @ 4-"4,-"+:-/+’($> ?? ? ? ? ?
绣球绣线菊 ;3+"#%# 9/’.%+ ? ? ?
细枝绣线菊 ; @ .<"$+//-+7%($ ? ? ? ?

豆科 A)045+%1’$)
野大豆 =/<4+*% (-2#> ?? ? ? ?
绿叶胡枝子 >%(3%7%?# 9’%"&%"+ ?? ? ? ? ?

芸香科 ,4&$*)$)
花椒 @#*$,-A</’. 9’*&%#*’. ?? ? ? ? ? ?

大戟科 B4(C12>+$*)$)
湖北大戟 B’3,-"9+# ,</-*-.# ? ? ?

黄杨科 D4E$*)$)
黄杨 C’A’( .+4"-3,<//# F$2 @ (+*+4## ? ? ?

漆树科 6%$*$2/+$*)$)
盐肤木 8,’( 4,+*%*(+($ ?? ? ? ? ?
漆树 D-A+4-7%*7"-* E%"*+4+:/’’.$ ? ? ? ?

卫矛科 G)#$’&2$*)$)
栓翅卫矛 B’-*<.’( 3,%//-.#*’($ ?? ? ? ? ? ?
卫矛 B @ #/#$’($ ??? ? ? ? ? ? ?
石枣子 B @ (#*&’+*%’($> ??? ? ? ? ?

槭树科 6*)2$*)$)
青榨槭 F4%" 7#E+7++$> ??? ? ? ? ? ? ? ?
青蛙皮槭 F @ &"-((%"+$ ??? ? ? ? ? ? ? ?

鼠李科 ,C$5%$*)$)
糙叶鼠李 8,#.*’( $#*&’$+4#$ ? ? ? ?

葡萄科 H+&$*)$)
复叶葡萄 G+$+( 3+#(%?)++ ?? ? ? ?

猕猴桃科 6*&+%+/+$*)$)
硬毛猕猴桃 F4$+*+7+# 4,+*%*(+( F$2 @ ,+(3+7#$> ??? ? ? ? ?
猕猴桃藤山柳 !/%.#$-4/%$,"# #4$+*+7+-+7%($ ?? ? ? ? ?

山茶科 IC)$*)$)
陕西紫茎 D%H#"$+# (,%*(+%*(+( ? ? ?

胡颓子科 B#$)$0%$*)$)
宜昌胡颓子 B/#%#&*’( ,%*"<+$ ?? ? ? ? ? ?
牛奶子 B @ ’.9%//#$%$ ?? ? ? ? ?

五加科 62$#+$*)$)
’木 F"#/+# 4,+*%*(+($ ?? ? ? ? ?
五加 F4#*$,-3#*#A &"#4+/+($</’($ ?? ? ? ? ? ? ?

伞形科 J5>)##+K)2$)
太白柴胡 C’3/%’"’. 7+%/(+#*’.+ ? ? ? ? ?
野胡萝卜 I#’4’( 4#"-$#$ ?? ? ? ? ? ?

山茱萸科 G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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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

植物种类

"#$%& ’()*+)’

采食

等级

,$%-

采食季节 .))/+%0 ’)$’1% 采食部位 .))/+%0 ($2&’

春季

3(2+%0
夏季

3455)2
秋季

64&45%
冬季

7+%&)2
幼枝

!
茎

8
芽

9
叶

:
皮

;
花

<
果

=

四照花 !"#$%&’"#()*+,* -*.&#,/* >$2 ? /),#"#0,0$@ A A A A A
青荚叶 1"23,#4,* -*.&#,/*$ AA A A A A A
山茱萸 5*/%&/*%.,6+ &77,/,#*2" A A A A A A

杜鹃花科 B2+*$*)$)
满山红 8)&$&$"#$%&# +*%,"0,, A A A A A
照山白 8 ? +,/%*+()6+ A A A
太白杜鹃 8 ? .6%$&+,,$@ A A A A

茜草科 ,4@+$*)$)
鸡矢藤 9*"$"%,* 0/*#$"#0 A A A

忍冬科 C$(2D1#+$*)$)
二翅六道木 :’"2,* +*/%&.("%* AA A A A A
太白六道木 : ? $,"20,,$ A A A A A
巴东忍冬 ;&#,/"%* */6+,#*(* A A A A A
刚毛忍冬 ; ? ),0.,$*$ AA A A A A
苦糖果 ; ? 0(*#$,0),, AA A A
忍冬 ; ? -*.&#,/* A A A A
接骨木 <*+’6/60 3,22,*+0,,$ AA A A A A A A
荚( =,’6%#6+ $,2*(*(6+ AA A A A A
甘肃荚( = ? >*#06"#0"$ A A A A
合轴荚( = ? 0?+.&$,*2"$ AA A A A A A A

葫芦科 C4*42@+&$*)$)
绞股蓝 <?#&0("++* ."#(*.)?226+@ AA A A A A
长梗绞股蓝 < ? 2&#4,."0 A A A

菊科 C15(1’+&$)
三褶脉紫菀 :0("% *4"%*(&,$"0$ AA A A
野菊 !"#$%*#()"+* ,#$,/6+ AA A A A
凤毛菊 <*6006%"* -*.&#,/* AA A A A A

“ AAA ”，“ AA ”，“ A ”分别表示“大量”、“中等”、“很少”三类采食等级；$：被鬣羚和羚牛共同采食的植物种类；@：也出现在死亡

个体的胃中。

“ AAA ”，“ AA ”，“ A ”2)(2)’)%&+%0 D12$0) >1#45) 1D 5$E+545，5)/+45，$%/ 5+%+545? $：(#$%&’ D))/+%0 @F @1&G 3)21H $%/ I1#/)% J$-+%；

@：$#’1 +% ’&15$*G?!K%)H ’G11&；8K ’&$#-；9K ’(214&；:K #)$D；;K@$2-；<K D#1H)2；=K ’))/?

子 8 种、菌类 8 种；鬣羚秋季的食物有 <8 种，草

本 89 种、木本 98 种、蕨、藤、竹各 8 种、菌类 !
种；冬季鬣羚的食物种类最少，包括木本 99 种、

草本 ! 种、苔藓和蕨类 < 种、藤本 ! 种、竹子 8
种，共计 :9 种。鬣羚食物的季节性重叠程度很

高。全年采食的有 !! 种（8 种竹子、8 种草本、=
种木本），9 个季节采食的 8= 种，8 个季节采食

的 ;! 种。

从鬣羚采食植物的部位和频次来看，春季

以木本植物的叶、芽、嫩枝条和草本植物新长出

来的叶子为主；夏季采食植物的叶、茎、花和嫩

枝；秋季采食叶、茎、果实以及当年生枝条；冬季

觅食植物叶、枝条及秋天遗留下来的果实等。

虽然在食物缺乏的深冬和早春时节，鬣羚也啃

食华山松的树皮，但是植物的叶和当年生枝条

是鬣羚大量采食的部位，是其食物的主要成分。

! 讨 论

在研究地区鬣羚采食的植物种类有 !8!
种，不仅包括了草本和木本植物，而且还采食菌

类。随着研究的深入，鬣羚的食谱还会添加新

的植物种类。在记录到的 !8! 种植物中，木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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植物（!" 种）占到 #$%，在鬣羚的食物中占据重

要的地位。鬣羚是以乔灌木的嫩枝和树叶为主

要食物，同时在春夏两个季节采食较多的草本

植物。尽管鬣羚采食的植物种类很多，但是只

有 && 种植物出现在全年各季节的食物中，分别

为 " 种竹子、’ 种草本和 # 种木本。其他 &&$ 种

植物则分别出现在不同季节的食谱中。已有的

研究表明，食草动物对采食植物的种类和部位

的选 择 受 到 其 营 养 含 量 的 影 响［(］。如 柳 树

（!"#$% )**+），从春季到秋季柳树叶中的蛋白质

含量高达 &"% , &-%，而冬季的嫩枝中只含

-%、树皮中仅含 .%［#］。因此，在鬣羚春季的

食物中，木本植物的幼枝和嫩叶占了比较大的

比重。此外，不同季节植物的可利用性不一样，

鬣羚食性也存在着季节性变化。如夏秋季鬣羚

更多地采食草本植物，而在冬春季的食物中，木

本种类出现的比例就会更多些。

出现在鬣羚瘤胃中的植物种类远低于他们

采食的种类，而且在采食的种类中又以竹子所

占的比例最高。濒临死亡的个体活动能力受

限，只能采食周边的植物，因而出现了胃内容物

的种类少、单一种类占很高比例的现象。

与秦岭羚牛采食 &#& 种植物种类相比［.］，

鬣羚采食的植物种类要少些，但是这两种有蹄

类动物食谱的重叠程度很宽（表 "）。鬣羚和秦

岭羚牛全年共同采食的植物有 #’ 种，分别占他

们各自采食种类的 .’%和 ’/%。这两种食草

动物的食物重叠程度受食物资源的可利用性的

影响，在食物丰盛的夏季，共同采食的植物种类

所占比例只有 ’$%左右；但是在食物资源最贫

乏的冬季，二者共同采食的植物种类占他们食

谱的 &0"。在研究地区，冬季是鬣羚和羚牛最有

可能成为资源利用性的竞争者的季节。

表 ! 鬣羚与秦岭羚牛的食性比较（%）

"#$%& ! ’&()&*+#,& -. .--/ 0+&12 23#(&/ 2&#2-*#%%4 50+3 6-%/&* "#70*

动物种类

123456 )*7837)

共食科数比例

9:;*;:<3;2 ;=
*652< =5436>
=7? @> @;<A

共食种类比例

9:;*;:<3;2 ;=
*652< )*7837)
=7? @> @;<A

春季共食

种类比例

9:;*;:<3;2 ;=
)*7837) =7? @>
@;<A 32 )*:32B

夏季共食

种类比例

9:;*;:<3;2 ;=
)*7837) =7? @>
@;<A 32 )C447:

秋季共食

种类比例

9:;*;:<3;2 ;=
)*7837) =7? @>
@;<A 32 5C<C42

冬季共食

种类比例

9:;*;:<3;2 ;=
)*7837) =7? @>
@;<A 32 D32<7:

鬣羚

&"’($)*(+$, ,-."/("0+,$, $ +-# $ +.’ $ +(( $ +’& $ +’( $ +(-

羚牛

1-2*()", /"%$)*#*( 3024*(2$ $ +!- $ +’/ $ +." $ +"/ $ +(( $ +.&

虽然秦岭羚牛在一年四季中都啃食树皮，

在食物缺乏的初春、晚秋及冬季，羚牛更是大量

采食华山松、盐肤木、青榨槭、冷杉、铁杉等乔木

的树皮［(］。但是鬣羚除在冬季啃食少量的华山

松树皮外，在其他季节中没有见到他们啃食树

皮的现象。这说明对食物而言，鬣羚比羚牛具

有更强的选择性。

致谢 本研究工作得到佛坪自然保护区的全体

员工的大力支持，谨致深切谢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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