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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1982-- 1985年在太 白山进行了血雉生态学研究。血雉秦岭亚种，分布于太 白山光坡220O一 

32oO米 ，南坡 1800--3200米之间的落叶松林、冷杉林、桦术林和针叶混交林。雌 雄性比北坡为 1：1．04， 

雏鸟为成鸟的 牛6％；南坡为 l：1．17，雏 鸟为成 鸟的 57％。南坡每公里平均遇 见率为 0．92只，北坡 为 

●．66只。血箍以 植物性食物为主 ，在繁殖期 间亦食一些动物性食物。据 剖检 155只嗉囔分析 ，发现全 

年取食 60多种植物，占取食总量的 87％，繁殖期间也吃一 些动物性食物 ，但仅占总食量的 l3％。血雉 

的食物随 着季节和 植物的生长阶段而改变。 

血雉 lthaeginis cruen~us是栖息 在 高 寒 

山地森林灌丛的难类之一，现已列为国家保护 

动物。 英文名叫 Blood—pheasant。 主 要分布 

于我国西藏，四川和云南的西北部 ，以及青海、 

甘肃的祁连山和陕西的秦岭 山脉。国外仅分布 

于尼泊尔、锡金和不丹的西部。血雉在国内共 

有 11个亚种，分布于太白山的血雉为秦岭亚种 

(J．F．sinensil)o 

形态简述 血雉在分类上属雉科 (Phasia． 

ndae)，鹑族 (Perdieini)、血雉属(1；haginis)。 

形似家鸡，但比家鸡稍小，雌雄异色。雄鸟羽鲜 

艳华丽 ，除眼先外，有些黑揭色部分都有或多或 

少的羽 毛沾染 着绯红 色 ，头顶 和后头 两惯!f的羽 

毛共同形成羽冠。上体灰色，有白色羽干纹，此 

纹背窄 ，腰 、尾上覆羽较宽，微沾绿色，白纹两惯!f 

各有一道宽阔黑纹，最长的尾上覆羽具绯红色 

边缘。下胸和两胁鲜草绿色，腹棕灰 ，尾下覆羽 

绯红色。雌鸟羽色棕揭，各羽有较淡的羽干和 

褐黑色虫蚀状细斑。 

栖息环境 血雉常年生活在高寒山地，是 

高寒山地森林生态系统的组成部分。根据我们 

在陕西太白山 自然保护区的多年调查，得知血 

雉在该山跨越分布在三个植被带 ，但主要生活 

予 以下二个林带。 

1．亚高山睾}叶林 分布于海拔2700--3200 

· 312 。 

米，主要树种有太白落叶松 (Larix chinensis)， 

该树分布于南北坡 3000--3200米处 ，郁闭度为 

O．5一O．6；巴山冷杉 (Abies jargesii)，分布于 

南北坡 2700--3000米处，林地潮湿，郁闭度 

O．6—0．8。在林间有金背杜鹃灌木丛，其郁闭度 

0．8左 右。 

这里气候属亚寒带 ，年平均气温约一1℃一 

一 2℃ ，10月至 翌年 4月平均气 温约 O℃ 以下 ， 

冬长而寒冷。 6月中旬至 9月中旬平均气温在 

lO一14℃ 之间，年降水量为 800--900毫米。 

繁殖期间测得的气温为 1 2—14℃，温度为 55— 

9O％，光照强度为 7000--400001nx。 

2．针阔叶混交林 分布于海拔2200--270~ 

米。该带以桦木为主，优势树种有红桦、牛皮桦 

( ．口 pl l， 口 口，“)o 此带上部有巴 山 冷 

杉 ，下部有辽东栎(0 rF ，liaotungensis)，太 

白杨 (Populus purdcmii)，华山松 (Pinusa 

rmandii)等树种浸透到该林带。 林 内密度较 

大，潮湿，郁闭度 O．8以上。 

这里气候较 寒冷而湿润，年平均气温约6— 

16oc，年降水量为 75O—l 000毫米 ，一般集 中于 

7一l 0月。 繁殖期间测得气温为 i 8—2O℃，湿 

度 7O徭 以上，光照强度 2O0—3iOOLnxo 

分布在云南、西藏、四川、青海和甘肃等地 

的血雉，一般栖息于海拔 330O一45OO米靠近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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绒的地方 ，冬季迁至较低的山地。 

活动 血雉是结群性较强的典型林间地栖 

鸟类，白天在地上活动，夜间在树枝上停息。在 

繁殖季节，除参加繁殖的成对活动外，其余的均 

结群活动。在它们的活动地方亦可发现红腹角 

雉和勺鸡 ，但不混群。 

夏秋二季，血雉在早晨 5时左右醒来，但不 

下地寻食 ，仅在树枝上各梳洗羽毛，5时 3O分 

雌雉从树枝上下地，就在落叶松或冷杉树的周 

围活动寻食，从不远离。6时左右雄雉下地，其 

余的亚成体也陆续下地寻食，但不进入灌丛和 

草丛活动 ，8时以后 ，草灌丛中的露水逐渐蒸发 

减少 ，这时雄雉才带领群体开始游荡觅食活动， 

直到 l1时左右为止。12一l 5时血雉常站立在 

岩石上或落叶松和冷杉树基部的阴凉处，有的 

紧缩脖颈，也有将头夹在翅下休息，又有一些就 

在原地继续啄食。 l6时 左右至 l9时 30分又 

开始觅食，20时以后，血雉陆续开始上架夜宿。 

从全天的觅食活动中，上午 8—10时刹下午5— 

7时出现两次觅食高峰。 此时血雉的啄食速度 

快，见啥吃啥 ，表现出一 种饥饿状态。夜宿于落 

叶松和冷杉的树枝上，树枝基本与地面平行 ，树 

枝直径在 5—8厘米，高度在 80厘米至 1．5米。 

配对的雄雉常单个栖息于巢附近的 树 枝 上 过 

夜，而亚成体的血雉常见有 2—4只栖息在同一 

树枝上，为首的是一只雄雉，它们互相紧靠，稍 

有动静，立即起飞。 

冬春二季 ，因高山气候寒冷，血雉常在 1l 

时开始寻食活动到 l3时，然后发现有些血雉在 

阳坡的岩石边晒太阳，也有一些在岩石缝中啄 

食苔藓 ，于 1 5时开始觅食到 17时左右。傍晚 

l7时以后，血雉飞到倒塌的桦树或栎 树 上 过 

夜，它们常有 7--8只或 1Q多只挤在同一 树枝 

上疲宿。树枝直径为 8一 l 5厘米，一般距地面 

2—3米高。经观察，血雉在冬春二季的觅食时 

间要比夏秋二季 觅食时间短 4个小时。 

觅食行为与食性 血雉的觅食方式与其它 

雉类有所不同，在觅食活动中很少见到用嘴和 

爪刨开地面的落叶和松土找食，而是边走边吃 

的游荡式觅食。主要啄食植物的地上部分 ，井 

常常跳到灌丛上啄食花翱花蕾、浆果等食物，有 

时也能见到它们在落叶松或冷杉树干基部用嘴 

啄食。 

血雉夏秋二季所吃食物台有大 量 的 水 份 

(花和花蕾、浆果、蘑菇等)，所以在迭时期 尚 

未见到喝水现象。而冬春血雉主要啄食大量苔 

藓、少数松子及干杂草叶，敌常能见到群体在雪 

地里啄雪。这说明血雉的饮水量与季节，食物 

有着密切的关系。 

血雉以植物性食物为主的鸟类，主要以各 

种植物的叶、花和花蕾、种子、浆果、蕨粪、苔藓 

类和蘑菇类为食。在繁殖时期亦食一些动物性 

食物 ，如蜗牛、马陆、甲虫、双翅 目的成虫和鳞翅 

目的幼虫等。我们剖检分析了 l 55只嗉囊，筻 

现垒年取食 60多种植物(苔藓类未鉴定)，占取 

食总量的 ％，繁殖季节所吃的动物性食物， 

仅 占总食量的 l3％。 

血雉的食性随季节的不同而发生变化 (见 

图 1)。 根据我们的分析 ，11月至翌年 4胄嚎 

囊内主要食物的出现率 ： 苔藓类 66．7—94％， 

禾草 25—77．8两；5—7月嗉囊肉食物 种 类繁 

多，绝大部分为植物的营养器官和繁殖器官，杂 

草嫩茎、叶为 5一l00％，花和花蕾 58强，蘑 

菇 22％，此时 昆虫的出现率增加到 34—45弦； 

8一l0月各种植物的种在嗦囊内的 出 现 率 达 

92．6％，其次是苔藓类 45一j3．8％，昆虫出现率 

困 1 血雉嗉囊 内食物重量的季节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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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降到 2O一33．6弼，蘑菇下降到 1O，刍左右，同 

时于杂草叶和苔藓在食物不断增多。因此，血 

雉的取食与气候、植物生长阶段基本是一致的 

(见图 1)。 

从图 1可以得知，血难在严 寒的冬季活动 

范胭很小 ，因食物稀少，嗉囊内的食物量很少， 

身体 比较消瘦。夏秋二季气温较高，食物条件 

较好，括动范胭很广，取食最增大。而四川血难 

等 ，1 985)，这是 否 由于 太 白山和 四川 白河 地区 

纬度的不同而引起的。 

血雉的摄食强度随着季节的变化而有所不 

同。 我们对其中 81只嗉囊进行了摄食强度的 

测量，仅有 5只空嚎囊，占 6．17面，其余的摄食 

强度较小 (见表 1)。从表 1得知，秋季较多，其 

嗉囊内含食物量达 1 0．5±0．87克；其次夏季， 

食物量为 7．2±0 87克；冬季，食物量为 1．57士 

(，． ．geoffroyi)在冬季摄食量较 大 (史东仇 0 26克；春季为 1．1 4±0．1 4克。 

亵 1 不同季节■堆的摄隹翟鹰 

季 节 嚎囊数 皤褒内食物 值土桃 误 扳 限 标 准 差 变异 系数(％) 

春 (2一’月) 7 1．14±0．̈  0．5—1．5 0．5B 53．1 5 

夏 (5—7月) 19 7．2+D．87 3 15 5．87 52．55 

秋 (8—1O月) 26 10．5±D．盯 5—26 ’．}5 42．36 

冬 (11一1月) 2’ O．5—5 1．29 82．1 2 

繁殖 每年 4—7月为繁殖期。 经多年的 

观察，4月下旬分群、配对 ，在分群过程中，雄雉 

之间互相角逐斗殴 ，胜者配偶。血雉通常是一 

雄配一雌，未见一雄多雌现象。配对的血雉整 

天在比较固定的地区内活动 觅食，其活动范围 

一 般在200平方米左右 ，朝夕相处，也不呜叫，其 

交尾姿势与家鸡相似。5月初开始营巢，营巢时 

间一般为七天左右 ，巢筑于森林稀少，人迹罕见 

的高山小块草丛或灌丛处 ，就地取材。巢主要 

有蒿草、沙草、细树枝、落叶松叶、冷杉叶、苔草 

和苔藓等植物组成。巢很隐匿，但较简陋，呈浅 

盘状 ，有椭圆形或圆形，内垫物有少许树叶和 

自身的羽毛。 据 6个巢平均量度外径 为 239．7 

(190--275)毫米，内径为 l1z 8(1 30—21 2)毫 

米 ，巢深为 48．8(38—70)毫米。 

据我们在太白l山的观察，血难产 _时间并 

不一致。在北坡斗母宫至平安寺一带 (2400— 

2800米)，于 4月底开始产卵，而放羊寺和南 

坡的南天门至玉皇池一带的血雉于 5月中旬产 

卵。每窝产卵 4—8枚 ，呈椭圆形，表面光滑，并 

有不规则的褐深棕色斑点，在卵的两端斑点 比 

较集 中。卵 的 大小 (11枚 平均)为 46 81×33 09 

(45× 3卜一49× 35)毫米；重 25．78(22—28．1) 

克 。 

· 3● ’ 

孵卵由雌雉承担 ，雄雉 白天在巢附近活动， 

担负防卫警戒 ，夜间在巢周 围的树枝上过夜。雌 

雉每天离巢一次外出觅食，寻食范围的远近由 

当日天气而定 ，晴天寻食范胭可达 100米左右， 

时间在 2—2．5时；阴雨天，寻食距离 20—30米 

左右 ，一般只有 30分钟左右。此时 ，雌 雉恋巢 

习性较强，当人接近巢一米左右雌雉也不离巢。 

当作 出捕捉动作 时，才突然窜 出而离巢，雌难 

剐离巢时，我们铡得 _表温度为 260(3(24 5-- 

28~C)，巢底温度为 19~(3，当时空气温度为 9~C， 

湿度 为 7l，刍。 

口经孵化 29天，雏鸟出壳。一窝 口当天出 

完，每相隔 2 JJ,O~l~雏一次，刚出壳的雏鸟爬到 

亲鸟身傍钻进翅下暖干潮湿的绒羽，一 直到第 

二天亲鸟才带领雏鸟离巢活动 ，再不返回原巢。 

育雏由二只亲鸟共同担任，常以一个家族进行 

活动 ，雄雉常站立高处，担负防御，雌雉领着雏 

鸟一起寻食，此时 亲鸟的护仔习性很强。 

由于血雉长期适应于高寒山地的生活，在 

平原进 行 B1种 饲 养比较 困难。 我们于 198 3年 

和 1984年夏天作过二次雏鸟的饲养试验，最长 

活了七天。因此，雏鸟的生长发育有待于今后 

的研究。但为了了解雏鸟的生长情况，我们在 

同一地区从 6月中下旬(出雏盛期)至 l2月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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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 月采集了部分幼鸟标本 ，从 量 度 上 可 以 看 

出，6月 11--30日之间，雏鸟体 重 为 15—28 

克 ，体长 76一 l28毫米 ，翅长 2 0—59毫米，嘴 

蜂 5--7毫米，甜专麟 24—3l毫米。 7—8月 中 

旬，幼乌体重 I92—250克，体长 260—3l5毫 

米，翅长 125—25l毫米 ，嘴峰 9一l1毫米，跗 

酷 30— 0毫米 ，尾长 64—93毫 米。 8月下 旬 

至 l0月中旬，幼鸟体重可达 400克左右，体长 

375—40O毫 米 ，翅 长 1 75一 l90毫 米 ，嘴 峰 

15—19毫米，跗踱 38—53毫米 ，尾长 1O0—133 

毫米。从 I1月到 l2月份的幼鸟量度 已基本接 

近成体的量度。 

数量 目前血罐在自然界的数量较少，据 

郑作新等 1961年在四川马尔康头道坪的统计 

(见表 2)，每 7公顷约可遇见血雉一只；李春秋 

等 1981年在青海祁连林区的统计(见表 3)，每 

公顷平均密度夏季 O．04，日，冬 季 为 O．O6，日。 

I983年 6—8月(上午 7一l 0时)，行程 5公里， 

裹 2 四JIl马尔康头道坪血雉的数量统计 

样 地面 积 海 拔 数 量 统 计 

生境类型 观察捷数 每公顷推算 
(公 顷 ) (米 ) 遇 见只 戤 遇见 盎 逼 见 率 

(只，趺) (只，改) 

阴暗针叶林 4 D．67 0．07 

高 山栎 林 34D0—3700 4 0．67 0．14 

高山栎灌丛 37 20 ZB 5．60 47 
— —  

小 计 l 5．3 34D0— 3720 36 Z．12 O．1 4 

裘 3 青 '彘祁 连林 区血 雉 的 数量 

调 查 积 日期 (月．日J 敏 量 (只 ) 平 均 密 度 
境 计 样区 只 ／公顷 ) 

(公顷) 夏 季 冬 幂 夏 夏 

札麻 什 50D 5．31—6．13 2 5 0．0_ 

冰缃 500 I 2 1 8—30 l3 ．̈06 

芒札 500 l0 

拉束·青羊淘、 7 D0 7．29 8．6 1 2．3I 1．11 2Z O．D9 

中 心 山 

平 为  

轻 跌 西 太 白山血 堆 的鼓 量统 计 

调查 日期 海拔(米) 生境娄型 遇见次数 数量(其) 罐盐盟平均遇见只敏 
(月 日) 

6． 20 300D 3200 落斗 松林 7{ 

l 降杉林 49 
28 2800左右 杜鹃 林 17 

平 均 

7． 19 3000 3200 落叶 橙林 2 7 D． 

： 』 2800 j00O 砖杉林 4 2l 1．0 5 2．800芷右 挂鹃林 l 2 0．4 Z600—2900 针阔叶混交# 8 4l 1．O 2 Z80O-300O 林闽草丛 l ， 0．6u 
0· IS 标 林 l j 0．60 

平 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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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鸟类相对数量路线统计法，我们对太白山 

南北坡的血雉进行了统计调查 (见表 4)，从统 

计来看，南坡的数量大于北坡，平均每公顷遇见 

O．79只。 

从 以上三个地 区的 统计看 ，血雉的 数量大 

体相差不多，但太白山的血难数量偏高一些 ，这 

说明大白山 1964年建立 自然保护区以来，使保 

护动物在种群数量上得到繁衍和发展。 

资源价值及保护措施 血难具有较大的经 

济价值，内质细嫩鲜美，是野禽中的上等佳淆， 

又是治疗胃寒的良药。羽毛华丽，可供装饰 ，远 

销国外。由于有鲜艳的羽毛，是理想的观赏鸟 

类。但到 目前为止，国内外动物园尚未正式展 

出这种雉类。为了繁衍种群，建议有关部门就 

地活捕 ，进行驯养或半放养，为动物匿展出提供 

新 的种类。 

由于血难数量较少 ，已列入珍贵保 护鸟类 

之一。为了加强保护，在太白山自然保护区内， 

将南坡 1 000多公顷面积(南天门至玉皇池)，已 

规划为血雉中心保护区，严禁药农、教学实习、 

摄影等有关人 员进人中心繁殖区，以利于血难 

繁衍后代 ，增加其种群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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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秋沙鸭国外分布的一些新报道 

刘 长 江 
(中 辨学院动物研究所) 

中华秋沙鸭 (Mergus squimacus)属雁形 

目 (Anseriformes)鸭科 (Anatidae)，是一种 

珍稀鸟类。据我国最新颁布的 《国家重点保护 

野生动物名录》，该种为国家一级保护动物。在 

国际自然与自然资源保护同盟 (IUCN)及国际 

鸟类保护联合会 OcBP)所编纂 的 红 皮 书 中 

(King，1979，1 981)将中华秋 沙 鸭 定 为 I级 

(Indeterminate)物种。 

据以往材料，中华秋沙鸭繁殖于西伯利亚 

的东南部，东至哈巴罗夫斯克(伯力)。在我国 

东北亦有繁殖，朝鲜，四Jl1、云南西南韶、西藏及 

缅甸都曾有过该种的越 冬 记 录 (King，1 9 79， 

1981)。在我国，该种繁殖于呼伦贝尔，小兴安 

岭、镜泊湖和长白山等地(郑作新，1979)。 

以往中华秋沙鸭在日本并无分布记载。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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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两年来连续出现该种在 日本 被 发 现 的 报 道 

(臼井俊一，1986；风间辰夫，1988)。 

中华秋沙鸭在 日本的首次记录是 1986年 

2月 3日。为一 张照片，拍摄到一雌一雄，地 

点在日本本州岛歧阜县的 木 曾河 (臼井俊一 ， 

1986)。 

之后在 1987年 2月 1 0日在新渴县蒲原郡 

的 阿贺 野河 的河床上 发现一 坠 毙 的 中 华 秋 沙 

鸭，该个体 为雄性成鸟，体重 890g、翼长 265mm 

尾长 92ram，嘴峰 55ram，跗跚 45ram，体表无明 

显损伤，但经解剖发现，其头部至颈部有严重的 

内出血现象，据认为是强烈冲撞建筑物或犬树 

等物所致(风间辰夫，1988)。 

据风间辰夫认为 1986年 2月 3日所拍摄 

的个体系由日本临太平洋一侧的伊势湾进入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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