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动物学杂志 !"#$%&% ’()*$+, (- .((,(/0 !""#，$!（$）：!! % !#

海口地区犬蝠冬季食性及栖宿地类型

朱光剑!" 唐占辉# 梁 冰" 张信文!!

（!海南师范大学生物系 海口 &#’’&(；#东北师范大学环境科学与工程系 长春 ’)""!$；

"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 北京 ’"""("）

摘要：犬蝠（!0$(12%*)& &1"#$3）是海口地区较为常见的一种果蝠，属于近危兽类。对其生态学研究有助于

了解犬蝠在生态系统中的作用，并为野生动物管理提供基础资料。从 !""& 年 ’" 月至 !""* 年 ’ 月，采用

直接观察法、拾遗法、粪便分析法并结合雾网采样法对本地区犬蝠冬季的栖宿地类型及食性进行了研

究。结果发现，犬蝠主要栖宿在椰子等棕榈科植物的大型叶片下以及废弃的房屋中；其食物包括 + 科 ’’
种植物的果实、! 科 ! 种植物的叶片和 ’ 种植物的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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犬蝠（!0$(12%*)& &1"#$3），在分类上属于翼

手 目 大 蝙 蝠 亚 目（ ]A64N;8BEMCAB4）狐 蝠 科

（^CABEMEG8G4A）。主要分布在斯里兰卡、巴基斯

坦、孟加拉国、印度、缅甸、越南、柬埔寨、马来西

亚西部、苏门答腊岛及其临近岛屿［’］；在我国主

要分 布 于 广 西、云 南、海 南、广 东、香 港 和 福

建［!］。它们主要以野生果实为食物，也取食一

些花蜜、花粉等［)］，并发现进食树叶［$］；目前栽

培植物果实也成为了果蝠的食物来源。由于狐

蝠科果蝠飞行活动能力强，具有飞离食物资源

地进食的特殊取食行为，且食物在肠道中消化

时间短，在取食的过程中也帮助植物传播种子，

因此被认为是森林生态系统中重要的种子传播

者和关键种［& % #］。虽然犬蝠被《=1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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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受胁物种



红色名录》评估为“低危!需予关注”（"#!$%），《中

国物种红色名录》评估为“近危 &’，几近符合易

危 ()”［*］，但是在海南岛上犬蝠还是一种常见

的蝙蝠。这是由于海南岛是犬蝠的主要分布区

域，而且犬蝠具有较强的适应性，在人类活动的

地方经常可以见到它们活动，特别是在种植园

周围。它们在荔枝、龙眼等经济果实成熟时也

会大量地取食，被农场主视为“害兽”，给当地经

济带来一定损失。

包括犬蝠在内，果蝠都是夜行性哺乳动物，

飞行隐秘，生态学研究难度较大，因此受到的关

注较少。目前，国内果蝠生态研究仅见唐占辉

等在云南西双版纳地区对两种果蝠（犬蝠和棕

果蝠）的食性比较，以及对犬蝠取食小果野芭蕉

及传播种子的报道［+，,］。除此以外，其他生态研

究几乎空白。例如，它们在什么地方栖宿？它

们除了这些经济果实以外还以什么为食？这些

问题的解决有助于正确评价犬蝠在生态系统中

的作用及对犬蝠造成的破坏进行客观的评价，

也为果蝠的保护生物学研究提供基础资料。

! 研究地点与方法

!"! 研究地点 研究地点位于海南省海口市

秀英区（-,./+0 1 23.320 &，--3.340 1 --3.-50 6）

及海南师范大学校园（-,./,7,-30&，--3.2375,,0
6）。平均海拔 -+7* 8，为热带湿润季风气候，

年降雨量 - /33 1 2 333 88，相对湿度 *29 1
*/9，年均温 24:。

!"# 研究方法

!"#"! 栖宿地类型调查 从 233/ 年 -3 月至

233; 年 - 月，在秀英区沿样线（根据 <=> 提供

的数据，在纬度方向上，每隔 233 8 设置一条样

线）用随机取样法对总计 -4 个村庄及其周围地

区进行调查；频率为每周一次。此外，在海南师

范大学校园里每周普查一次。调查方法是普查

所有旧房子（无门窗且已废弃）、古庙及可供栖

宿的树木。判断是否被犬蝠利用为栖宿地的标

准为：直接观察到犬蝠，雾网捕捉到犬蝠个体或

者有犬蝠吃剩丢弃的果实残渣（犬蝠的犬齿发

达，能取食许多纤维含量高且硬质的食物，吸取

液体成分后把团状的果实残渣吐出）及粪便遗

留。确认栖宿地后详细记录其特征和种群数

量。调查的栖宿地特征包括栖宿地类型、经纬

度、周围主要植被、栖宿高度、建筑材料及高度。

!"#"# 栖宿地食物残渣的搜集及食物种类辨

别 在犬蝠栖宿地收集果蝠吃剩或吐出的残渣

及其排出的粪便样品。将收集到的果实残渣、

叶片、粪便、种子等带回实验室，进行分析、鉴

定。参照《海南植物志》［-3 1 -5］，在分析之前做出

一份当地植物果实、种子、叶片等形态列表，作

为鉴定参照。果实残渣、叶片和种子直接从形

态、颜色、味道等特征来鉴别；带有种子的粪便

先将其用水冲洗，冲洗后对干净的种子结合粪

便的颜色判定食物种类。

# 结 果

#"! 犬蝠的栖宿地类型 共调查了 2/ 个人工

建筑物，包括 -; 座古庙、, 间废弃房屋，以及

2-2 棵栖宿树木（调查显示全部为椰子树 !"#"$
%&#’()*+）。其中 -, 个人工建筑物（包括古庙和

废弃房屋）、; 棵椰子树曾被犬蝠利用，但先后

仅在 5 座古庙、5 间废弃房屋和 2 处椰子树树

叶 下 调 查 到 犬 蝠，分 别 占 调 查 总 数 量 的

-*7*9、55759和 37,9（表 -）。犬蝠所栖宿的

植物主要是棕榈科的椰子树，它们通常挂在椰

子树大型的叶片下面，独居或者集小群，种群数

量 - 1 / 只。此外，人工建筑物（包括古庙和废

弃的房屋）也是犬蝠的主要栖宿地，多集小群。

#"# 犬蝠的食物组成 研究期间，共记录到犬

蝠利 用 , 科 -- 种 植 物 的 果 实：苦 楝（ ,)-’+
+.)/+*+#0）、对叶榕（1’#&$ 0’$2’/+$）等 , 种野生植

物，番石榴（ 3$’/’&4 5&+6+7+）、番荔枝（ 8%%"%+
$9&+4"$+）2 种栽培植物；调查中还发现犬蝠取

食桑科（?@AB%CBC）和芸香科（#DEB%CBC）2 种植物

的叶 片 以 及 禾 本 科 甘 蔗 属 甘 蔗（ :+##0+*&4
"((’#’%+*&4）的茎（表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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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 海口市犬蝠栖宿地类型及种群数量

"#$%& ! ’()#*+(,，+,-+.+-/#%0 (1 !"#$%&’()* *%+,#- (1 &#)2 3((0* 0+*& +, 4#+5(/ 3&6+(,

栖宿地类型

!"#$% &’ (&&%)
位置（经纬度）

*&+,-.).$%

周围植被

/$0$),).&1%
,(&213 (&&%)

建筑高度

42.-3.10
5$.05)（6）

栖宿高度

7&&%)
5$.05)（6）

建筑材料

8,)$(.,-%
&’ 92.-3.10

数量

:269$(%
（只）

椰子树

!"#"$ %&#’()*+

古庙

!$6#-$

废弃的老房子

;9,13&1$3 5&2%$

海南师范大学校园

<=>?=@AA=B:，<<C>DC@E?EB F

海南师范大学校园

<=>?=@=CGB:，<<C>DC@E=?B F

秀英区博养村

DC>C<@GEEB:，<<C><C@?=HB F
秀英区好俗村

<=>?A@A=DB:，<<C>C=@=?CB F
秀英区龙群村

<=>?G@<EGB:，<<C><C@II<B F

秀英区文明村

<=>?A@HGDB:，<<C><C@I?DB F

秀英区文明村

<=>?A@HIGB:，<<C><C@I?EB F

秀英区文明村

<=>?A@H?=B:，<<C><C@IGCB F

椰子 !"#"$ %&#’()*+
细叶榕 ,’#&$ -’#*"#+*.+

紫荆 !)*#’$ #/’%)%$’$
蒲葵 0’1’$2"%+ #/’%)%$’$

椰子 ! J %&#’()*+
细叶榕 , J -’#*"#+*.+

紫荆 ! J #/’%)%$’$
蒲葵 0 J #/’%)%$’$

苦楝 3)4’+ +5)6+*+#/
揽仁树 7)*-’%+4’+ #+2+..+

细叶榕 , J -’#*"#+*.+

揽仁树 7 J #+2+..+
细叶榕 , J -’#*"#+*.+

对叶榕 , J /’$.’6+$
番石榴 8$’6’&- 9&+:+1+

高山榕 , J +42’$$’-+
荔枝 0’2#/’ #/’%)%$’$

龙眼 ;&./"*’+ 4"%9+%
对叶榕 , J /’$.’6+$
番石榴 8 J 9&+:+1+
高山榕 , J +42’$$’-+

荔枝 0 J #/’%)%$’$
龙眼 ; J 4"%9+%

对叶榕 , J /’$.’6+$
番石榴 8 J 9&+:+1+
高山榕 , J +42’$$’-+

荔枝 0 J #/’%)%$’$
龙眼 ; J 4"%9+%

I ? 木材 <

A G 木材 ?

? ? 木材，石材，瓦顶 E

? ? 木材，瓦顶 D

? ? 木材，石材，瓦顶 E

E E 木材，瓦顶 E

E E 木材，瓦顶 D

H H 石材，瓦顶 <=

789 不同月份犬蝠的食物资源 不同月份犬

蝠的食物资源有所变化：<C 月取食 I 种植物，

<< 月取食 A 种植物，<D 月和 < 月取食 <C 种植

物。在 <C K << 月，犬蝠取食各类植物的果实，

<D 月至翌年 < 月，犬蝠除了取食植物的果实，

也取食一些植物的叶片（表 D）。

78: 犬蝠对野生植物和栽培植物的选择及利

用频率 在共计 <D 周的调查时间中，调查到 A
个栖宿地被犬蝠利用，共计 <C 种野生植物和 H

种栽培植物被犬蝠取食。在累积 =I 次的调查

中发现不同植物被取食利用情况不同，被利用

的植物中发现榕属植物 <<C 次（对叶榕 HA 次、

垂叶榕 EI 次、大果榕 DH 次和高山榕 D 次），GD
次发现苦楝，IC 次发现揽仁树，E 次发现飞龙掌

血，海南悬钩子、海南茄和岭南山竹子仅发现 <
次；另外，调查期间 AG 次发现栽培植物被犬蝠

取食（甘蔗 IC 次、番石榴 DH 次、番荔枝 D 次和

番木瓜 < 次）（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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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 海口地区犬蝠冬季食物组成及其变化

"#$%& ! "’& ()&* #+( ,-+*’%. /#0)#*)-+ -1 !"#$%&’()* *%+,#- )+ 2)+*&0 )+ 3#)4-5

科

!"#$%&

物种

’()*$)+

取食部位

,"-$./ ("0-+

月份 12.-3

45 44 46 4

桃金娘科 1&0-"*)") 番石榴 !"#$#%& %’(’)’ 果实 !07$- 8 8 8 8
楝科 1)%$"*)") 苦楝 *+,#’ ’-+$’.’/0 果实 !07$- 8 8 8 8
桑科 120"*)") 对叶榕 1#/%" 2+3(’&#3’ 果实 !07$- 8 8 8 8

垂叶榕 1 9 2+3(’&#3’ 果实 !07$- : 8 8 8
大果榕 1 9 ’%.#/%,’4+ 果实 !07$- : : 8 8
高山榕 1 9 ’,4#""#&’ 叶 ;)"< : : 8 8

禾本科 =0"#$.)") 甘蔗 5’//0’.%& 677#/#3’.%& 茎 ’-)# 8 8 8 8
使君子科 >2#?0)"-"*)") 揽仁树 8+.&#3’,#’ /’4’99’ 果实 !07$- 8 8 8 8
蔷薇科 @2+"*)") 海南悬钩子 :%2%" 0’#3’3+3"#" 果实 !07$- : : 8 :
番木瓜科 >"0$*"*)") 番木瓜 ;’.#/’ 9’9’<’ 果实 !07$- : 8 : :
番荔枝科 A..2."*)") 番荔枝 =3363’ ">%’&6"’ 果实 !07$- 8 : : :
茄科 ’2%"."*)") 海南茄 56,’3%& 9.6/%&2+3" 果实 !07$- : : 8 8
藤黄科 >7--$<)0") 岭南山竹子 ;’./#3#’ 62,63?#76,#’ 果实 !07$- : 8 : :
芸香科 @7-"*)") 飞龙掌血 86$$’,#’ ’"#’4#/’ 叶 ;)"< : : : 8

“ 8 ”表示观察到取食，“ : ”表示未观察到取食。“ 8 ”$.B$*"-)+ -3"- (%".- C"+ 7+)B；“ : ”$.B$*"-)+ -3"- (%".- C"+ .2- 7+)B9

图 6 野生植物和栽培植物在犬蝠食物组成调查中出现频次

7)89 6 70&:5&+;. -1 &#;’ 1--( )*&,< )+ *’& 1&;#% #+( 1--( <;#+ <#,=%&<

> 讨 论

犬蝠的生境（3"?$-"-）比较丰富，包括农业

区、森林地区和城市中的公园，虽然它们生境选

择多在海拔较低地区，但是没有文献报道犬蝠

的生境距离海岸如此之近（海拔 4DEF #）。我

们推测海南岛由于岛屿面积的限制，犬蝠的扩

散受到地理格局的影响，使它们延伸到海拔更

低的地区。犬蝠日栖宿地（B$70."% 022+-）包括棕

榈树叶下，印度榕树（1 9 +,’"4#/’）、菩提树（ 1 9

.+,#?#6"’）、棕榈树（8.’/0</’.9%" 76.4%3+#）、椰子树

的树叶缝隙间，董棕（;’.<64’ %.+3"）花朵和果实

的聚簇间，A+32G" 树（ !6,<’,40+’ ,63?#76,#’）的树

干内，以及房屋的屋檐下［4D］。本研究发现犬蝠

利用 H 种类型栖宿地，即椰子树、废弃的老房子

和古庙，与前人研究一致。这些栖宿地通常比

较隐蔽，人为干扰较少，遮光性好。如椰子树大

型的叶子可以为犬蝠栖宿时防风避雨、躲避天

敌；栖宿高度亦较高，犬蝠出飞、归来及栖宿的

时候较为安全。调查期间虽然找到 4I 个人工

·J6·D 期 朱光剑等：海口地区犬蝠冬季食性及栖宿地类型



建筑 物 有 或 曾 被 犬 蝠 利 用，但 只 有 ! 个

（"#$!%）栖宿地正在被利用。可能的原因有：

（#）犬蝠不断改变栖宿地以降低被捕食风险；

（&）可供选择的栖宿地较多，犬蝠对这些潜在的

栖宿地都比较熟悉，在不同的天气和不同的环

境温、湿度下，选择最适合的栖宿地；（"）冬季当

地天气比较恶劣（温、湿度不适合，以及食物短

缺），部分犬蝠迁飞到其他地方；（’）人为活动

（如采摘椰子、拆建房屋等）可能造成犬蝠迁飞。

犬蝠在本地区冬季取用 #’ 种植物，这些植

物有野生的，也有栽培的经济植物（如甘蔗、番

石榴等）。桑科榕属植物是犬蝠喜爱的食物资

源，犬蝠取食 ’ 种榕属植物的果实，而且在其食

物中占有较大比例，占种类总数的 &($!%。有

研究表明，在亚洲、非洲和澳大利亚的热带及亚

热带地区，有 ") 多种榕属植物的果实被狐蝠科

的不同种果蝠取食［#* + #(］。同样，新大陆热带地

区的叶口蝠科（,-.//012034567）的果蝠也大量取

食榕属物种的果实［#8］。大量研究证实，榕属物

种的果实是果蝠食物的主要组成部分［&)］，本研

究也验证了这一结论。

犬蝠取食很甜的经济作物，如甘蔗，很可能

是因为甘蔗含有较丰富的糖份，经过在栖宿地

一天的消耗，每晚开始取食的时候，果蝠活动需

要相当大的能量供应，因此它们十分偏爱糖份

含量高的食物，以补充所需要的能量［&#］。另一

方面，在调查的所有栖宿地周围都有大面积的

甘蔗栽培，犬蝠获取甘蔗这种食物相对比较容

易。发现果蝠食用甘蔗是一次重要发现，之前

未见相关报道。

另外，犬蝠还以芸香科和桑科两种植物的

叶片为食物。在犬蝠栖宿的地方，经常有大量

经过咀嚼的叶片，形状椭圆或近似圆形。9-62
和 96/61:;<636=46= 发现腊肠树（ !"##$" %$#&’("）

和辣木（)*+$,-" *(.$%.+"）被犬蝠取食［&)，&&］。虽

然这两个物种在本地区也存在，但没有发现犬

蝠取食这两种植物的叶片。果蝠取食植物叶片

可能是弥补能量与营养的特殊策略。许多植物

的叶片蛋白含量较高［&"］，它们通过咀嚼把叶片

中蛋白丰富、可溶的液体部分吞下，其余含大量

纤维成分的剩余部分被吐出。这种特殊的取食

策略被认为是一种更有效地获取氮元素的方

式［#(，&’］。另外我们初步观察，犬蝠对果实和叶

片的取食在时间上存在差异，前半夜主要取食

果实，后半夜才摄取植物叶片。这个结果与唐

占辉等的研究一致［8］。这种现象可以有两种解

释，第一，果实含糖份高，首先满足犬蝠夜晚活

动的能量需要；第二，由于果实相对于叶片在时

空分配上属于有限的资源，果蝠在开始取食的

时候首先去取食这些食物资源，然后再转向丰

富的叶子资源［&*，&!］。这种取食策略很好地满足

了它们对能量和蛋白的需求，特别是在哺乳期

间［&"］。

虽然在食物资源不足的季节，犬蝠也去取

食栽培果实或经济作物，如番石榴、甘蔗等，但

很多经济作物在完全成熟前已被果农收获，以

便于运输等，犬蝠仅仅取食少部分成熟的果实，

相对于其重要的生态作用，这个损失是微不足

道的［&>］。犬蝠的食物成分中，大部分是野生的

植物物种，很多植物正是依赖果蝠取食果实来

进行种子传播。因此，应该全面认识果蝠在森

林生态系统中的作用，虽然它们的活动可能对

农作物造成一定损失，但同时也传播了植物的

种子，而种子的散布能有效地促进森林片段化

后的恢复，在森林重建和更新中具有关键性的

作用。对栽培果实的取食从另一方面也说明了

人类的活动（如森林砍伐、旅游活动的开展和大

量的开矿活动等）改变了其正常的栖宿生境，迫

使它们因食物不足而取食经济作物。我们在研

究期间发现，一些人不了解果蝠的真正生态学

作用，捕杀果蝠泡酒，或者直接把果蝠当作食

物，有些果园主人更是利用各种手段去猎杀果

蝠以防止它们对栽培果实的取食。

目前犬蝠已被列入《中国濒危动物红皮书·

兽类》［&(］和《中国物种红色名录》［(］，我们应充

分认识保护这个濒危物种的紧迫性和重要性，

加强保护这个物种，加强其行为生态学和保护

生物学方面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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