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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海省都兰县沟里乡幼龄藏狐昼间行为节律

刘群秀①②　王小明①3 　王正寰①

( ①华东师范大学生命科学学院　上海　200062 ; ②上海动物园　上海　200335)

摘要 : 2007 年 3 月 6 日～4 月 25 日 ,采用焦点取样和瞬时扫描取样相结合的方法对 3 只幼龄藏狐 ( Vulpes

ferrilata)的昼间行为进行观察记录 ,并分析其节律及组成。结果表明 ,休息行为是幼龄藏狐日常活动的

主要组成部分 ,其次为捕食行为和嬉戏行为。幼龄藏狐以晨昏活动为主 ,主要活动时间集中在 8 :00～

9 :00 时和16 :00～19 :00 时 ,其余时间以休息为主。成体藏狐出现后 ,幼龄藏狐嬉戏行为增加 ,而休息行

为减少 ,并伴随有奔跑和亲昵行为。

关键词 : 幼龄藏狐 ; 行为 ; 昼间节律

中图分类号 :Q958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025023263 (2009) 052128205

Diurnal Rhythm of Tibetan Fox Pups in Gouli Township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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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diurnal rhythm of 3 Tibetan fox pups was recorded by focus and instantaneous scan sampling methods

between March 6 and April 25 ,2007 , and time budget of these pups were calculated. Resting took most part of daily

behavior , hunting and playing were observed frequently. The active period of Tibetan fox pups were concentrated on

dawn (8 :00 - 9 :00) and dusk (16 :00 - 19 :00) , and they spent much time on resting in day time. Gamboling ,

running and intimacy behavior increased and resting behavior decreased when adult fox appear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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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藏 狐 ( Vulpes ferrilata ) 隶 属 食 肉 目

(Carnivora ) 犬科 ( Canidae) , 是典型的高原物

种[1 ]
,主要栖息于山间缓坡及开阔地带 ,以鼠兔

( Ochotona spp . ) 和其他啮齿类为主要食物 ,是

草原啮齿动物的主要天敌[2 ,3 ] 。有关藏狐的生

物学信息比较匮乏 ,已有的研究仅见于生境选

择[3～5 ] 、个体行为[6 ] 和系统发育33 等方面。目

前 ,关于藏狐昼间行为节律的研究非常有限 ,并

存在争议 ,王正寰等对藏狐行为进行了定量分

析 ,指出藏狐在昼间持续活动 ,并且认为这种习

性与其主要食物 ———高原鼠兔 ( O . curzoniae) 的

全天候活动有关[6 ]
; Schaller 持相似观点 ,指出

藏狐昼间活动主要是捕食[8 ]
; 胡锦矗等则认为

藏狐主要在晨昏活动[8 ] 。以上研究均是对藏狐

行为总体特征的概括 ,忽略了年龄对藏狐行为

特征的影响[9 ] 。本研究以青海省都兰县沟里乡

同一窝的 3 只野生幼龄藏狐为研究对象 ,对其



昼间行为节律进行了初步观察 ,旨在通过幼龄

藏狐的昼间行为节律特征初步了解幼龄藏狐对

高原极端环境采取的适应性生存对策 ,为全面

了解野生藏狐不同年龄阶段的生物学特性 ,促

进其保护和管理奠定理论基础并提供科学参

考。

1 　研究方法

研究地区位于青海省都兰县沟里乡的都兰

国际狩猎场 (N 35°34′, E 98°36′) ,海拔4 000～

4 300 m ,面积约 36 km
2 。该地区气候干旱 ,多

风少雨 ,昼夜温差大 ,属典型的高原高寒大陆性

气候。此外 ,研究地区生境类型单一 ,主要为高

山草甸和高山灌丛[10 ] 。

111　行为观察 　2007 年 3 月 6 日至 4 月 25

日 ,观察并记录了 3 只野生幼龄藏狐 (均小于 1

龄)的昼间行为。为不影响藏狐的自然状态 ,利

用单筒望远镜 ( Kowa , TSN2824M ,20 ×～60 ×)

进行远距离定点观察。在正式记录前 ,进行 3 d

的预观察 ,以确保 :能够准确辨别 3 只幼龄藏

狐 ; 熟悉藏狐的各种行为 ,并将其分类。3 只幼

龄藏狐的鉴别特征描述如下。幼体 1 :毛色光

亮 ,体型明显大于另两只幼体 ,尾端白色条纹宽

超过尾长的二分之一 ; 幼体 2 :毛色光亮 ,尾端

白色条纹小 ,不足尾长的三分之一 ; 幼体 3 :毛

色暗淡 ,体型最小 ,尾端白色不足尾长的三分之

一。在观察中 ,以上特征均能通过单筒望远镜

清晰辨认。

根据观察记录和分析需要 ,参照王正寰

等[6 ]对藏狐行为的定义方法 ,将幼龄藏狐的行

为划分为以下 6 种类型。

1) 奔跑 :指藏狐有目的性地、快速地跑向

某处 (跑向洞口或跑向成体藏狐) ,包括围绕成

体藏狐的跑动。奔跑的过程中一般伴有左右张

望等行为 ;

2) 捕食 :藏狐展示出捕捉鼠兔或鸟类等相

关行为 ,包括匍匐、快速扑抓和挖掘鼠洞等 ;

3) 休息 :指藏狐保持坐立、趴卧或躺卧等

静态姿势 ;

4) 嬉戏 :幼体与幼体之间的彼此撕咬、追

逐的过程 ;

5) 亲昵 :成体藏狐出现后 ,幼体在成体面

前匍匐、翻滚等行为 ;

6) 其他 :包括舔毛、挠痒、警戒、贮食、吠叫

等行为 ,这些行为发生频次较低 ,统归为“其

他”。

观察记录时间范围为 7 :00～19 :00 时 ,每

天连续观察 4 h (7 :00～11 :00 时、11 :00～15 :00

时或 15 :00～19 :00 时 ,每天交替进行) ,观察方

法为焦点取样 (focal sampling) 和瞬时扫描

(instantaneous scan sampling) 相结合[11 ] 。每日随

机选取一只藏狐 ,采用焦点取样法对其进行连

续 4 h 的观察记录 ,包括行为的变化和起止时

间 ; 瞬时扫描法中 ,每隔 5 min 记录 3 只幼龄藏

狐的瞬时行为模式 ,连续观察 4 h。研究过程

中 ,如果观察个体处于洞穴内部不能确定其行

为 ,则停止记录。如受天气影响不能进行观察 ,

则次日在相同时段补充。

112 　数据处理 　统计在不同时间段内各种行

为类型持续时间在所有行为持续时间中的百分

比和各种行为类型发生频次占所有行为频次的

百分比 ,作为该行为类型行为强度。应用χ2

检验确定行为持续时间组成和频率组成是否符

合正态分布。应用拟合优度检验 ( Goodness of

Fit test)来分析成体藏狐的出现对幼龄藏狐行

为的影响。

2 　结果与讨论

本次研究共记录幼龄藏狐活动时长 118 h ,

瞬间行为记录点2 941个。研究过程中 ,3 只幼

龄藏狐均健康存活 ,并且集中在栖息洞穴的周

围区域活动。

211 　幼龄藏狐行为的总体分配 　行为组成在

持续时间 (χ2 = 1241160 , df = 5 , P = 01000) 和发

生频率 (χ2 = 781785 , df = 5 , P = 01000) 上均呈

非正态分布 ,休息行为的累计持续时间百分比

(Mean = 5511 %) 和累计发生频率百分比 (Mean

= 4510 %) 均高于其他行为。捕食行为 (持续时

间百分比为 2010 % , 发生频率百 分 比 为

1910 %) 和嬉戏行为 (持续时间百分比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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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17 % ,发生频率百分比为 3910 %)也是幼龄藏

狐行为中主要的组成部分 (图 1) 。幼龄藏狐奔

跑行为的持续时间百分比 (Mean = 313 %) 及发

生频率 (Mean = 615 %)均不高 ,一般为逃避外来

干扰而奔向洞口。当成年藏狐出现时 ,幼体频

繁表现出与成体的亲昵行为。此外 ,幼龄藏狐

还表现出其他行为 (持续时间百分比为 218 % ,

发生频率百分比为 516 %) ,如爬出洞口时伸

腰、在洞口休息时舔毛和挠痒、捕食时警戒等

(图 1) 。

图 1 　幼龄藏狐昼间行为分配

Fig. 1 　Time budget of Tibetan Fox pups
　

　　幼龄动物的嬉戏 (玩耍)行为是在学习成年

动物的各种动作 ,有利于其发展和建立社群关

系 ,确立个体在社群中的地位和优势[12 ] 。嬉戏

行为在幼龄藏狐活动过程中占有较高比例 ,通

过互相追逐、打斗、快速跑动来促进生长和发

育 ,同时学习和完善各种生存技能 ,这将为幼体

藏狐在以后的生活史中采用恰当的捕食、躲避

天敌等行为对策奠定基础[13 ,14 ] 。幼龄藏狐的捕

食过程为 :发现猎物2匍匐接近猎物2突然跳起

捕捉 ,同时伴随有挖掘鼠兔洞的行为。幼龄藏

狐捕食成功率很低 ,研究期间只观察到一次成

功捕捉 ,其主要食物供给来源于成体捕捉及猎

物的贮藏。捕食动物习惯性地捕捉某一特定猎

物 ,很多时候与饥饿没有明显关系[15 ]
,因此 ,我

们认为幼龄藏狐不断呈现捕食行为是通过长期

进化形成的模仿与学习成体动作的适应性行

为。一般来讲 ,幼龄藏狐捕食和嬉戏行为是结

合在一起的 ,两者都是幼体学习和成长的重要

过程。动物通过警戒行为来适应外来风险及天

敌的干扰[16 ] 。保持警戒是野生藏狐得以生存

并繁衍的基本保证。在研究中 ,警戒行为贯穿

幼龄藏狐日常所有行为 ,这是藏狐在长期进化

中形成的适应性本能行为。

212 　幼龄藏狐的行为昼间节律 　幼龄藏狐主

要选择晨昏活动。在研究期间 (3～4 月) 幼体

早晨出洞时间为 7 :10～7 :50 时 ,8 :00～9 :00 时

以捕食和嬉戏行为为主 ,9 :00 时以后休息行为

的频次百分比持续上升 ,并在 13 :00～14 :00 时

达到最高 ,14 :00～15 :00 时捕食和嬉戏行为增

多 ,休息行为减少 ,15 :00～16 :00 时再次出现以

休息为主的行为模式 (图 2) 。16 :00～17 :00 时

为幼龄藏狐的又一个活动时段 ,奔跑和嬉戏行

为是该时段的主要行为。19 :00 时以后 ,捕食

和嬉戏行为减少 ,休息行为增加 (图 2) 。幼龄

藏狐的警戒行为 (以观望为主)贯穿在所有行为

之中 ,其活动范围在洞穴附近 ,发现危险会迅速

跑进洞口。此外 ,在幼体的日常活动中 ,其他行

为 (舔毛、挠痒和吠叫等) 保持在稳定且较低的

水平。

关于藏狐昼间行为的报道可分为两大类 :

胡锦矗等认为藏狐具有晨昏活动的习性 ,白天

很少见到[8 ] ; 冯祚建等报道藏狐主要在日间活

动[2 ] ; 王正寰等认为四川省石渠县藏狐在昼间

具有持续的活动性[6 ] ; Schaller 提出藏狐的昼间

·031·　　　 动物学杂志 Chinese Journal of Zoology 44 卷



图 2 　幼龄藏狐昼间行为节律分配

Fig. 2 　The active rhythm of Tibetan Fox pups
　

图 3 　成年藏狐出现时幼体藏狐的行为特征

Fig. 3 　Time budget of Tibetan Fox pups when adult fox appeared

活动与其猎物 (高原鼠兔)的昼行性生活习性有

关[7 ] 。本研究中 ,幼龄藏狐的活动时段主要集

中在 8 :00～9 :00 时和 16 :00～19 :00 时 ,与前一

结果相似。从能量学角度来讲 ,研究地区昼夜

温差较大[17 ]
,避开高温时段 ,集中在晨昏活动

有利于幼龄藏狐减少能量消耗。研究地区居民

均为牧民 ,日间的放牧活动可能对幼体藏狐行

为造成影响 ,使其选择晨昏活动以避免外来干

扰。此外 ,该差异可能源于研究对象的年龄、研

究地区生境因素等的不同。藏狐警惕性高 ,行

动迅速 ,野外研究中很难观察到它的自然行为 ,

并且很难确定其年龄 ,本研究中采用远距离定

点观察的方法 ,能够确保藏狐不被干扰。但由

于样本量少 ,观察时间有限 ,研究结果可能受特

定时期藏狐自身的生物学特性、环境变化等因

素的影响。因此 ,本研究仅为初步观察幼龄藏

狐的昼间行为 ,长时期的野外监测和调查能够

获得更加客观实际的研究结果。有文献报道藏

狐的繁殖时间为每年的 5 月份[18 ]
,本研究初次

发现幼体是在 2007 年 2 月 10 日 ,按照它们体

型的大小及活动能力 ,估计藏狐的产仔日期为

12 月至翌年 1 月份。

213 　成年藏狐对幼龄藏狐行为分配的影响 　

研究期间 ,成年藏狐一般在 8 : 00～9 : 30 时及

16 :00～17 :30 时出现。成体出现时 ,幼龄藏狐

的行为在持续时间 (χ2
= 1571546 , df = 5 , P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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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000)和频率 (χ2
= 2131642 , df = 5 , P = 01000)

方面均表现出高度的活跃性 ,嬉戏 (持续时间百

分比为 5010 % ,发生频率百分比为 5417 %) 和

奔跑 (持续时间百分比为 1612 % ,发生频率百

分比为 1816 %) 行为频繁出现 ,同时不断与成

体接近并表现出亲昵行为 (图 3) 。成年藏狐出

现后 ,幼体的休息行为 (持续时间百分比为

610 % ,发生频率百分比为 413 %) 降到最低 ,不

断跟随成体跑动 ,或围绕成体嬉戏 ,直到成体离

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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