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牛舌头明显外露的情形。羚牛用舌在木板上来 

回舔盐，平均每舔 3～4个来回，就用头角撞击 

木板，然后继续来回舔。对地表泥土的盐份，羚 

牛是用上下唇边挤压泥土边用舌舔盐，一般连 

同带有盐份的泥土一起吃进。有时遇到坚硬的 

泥土，则用前蹄把土刨松后舔食盐份。胡锦 

矗_2 在卧龙泉水边及葛桃安l3】在唐家河 自然 

保护区均观察到羚牛的这种舔盐行为。 

2．2 舔盐的等级序位 羚牛的舔盐具有一定 

的等级序位。Fl所在的羚牛群第一次来到木 

房附近的时间是 6月 29日，与 F1在一起的羚 

牛共有 4只(1只成年雄牛、2只亚成本、1只幼 

仔)。当时 Fl在木房中舔盐，其余羚牛在屋外 

活动。在直观的3次舔盐事件中，只有 Fl在舔 

盐，其它羚牛只在木房附近活动 Fl是带仔母 

牛，该群体除 F1外．主要由亚成体与幼仔构 

成。因此，Fl在群体中的等级序位最高，它是 

群牛中的头牛．在舔食盐份时处于优势地位。 

由于观察时未发现其它羚牛进入木房活动，因 

此未发现 Fl驱赶其它羚牛离开木房的现象。 

葛桃安E3]在唐家河自然保护区观察时．也发现 

羚牛在舔盐时表现出一定的等级序位性。并观 

察到盐场中的有利盐点由序位高者占领，而低序 

位者常被几个强者用角追赶到边缘盐场的现象。 

F1群体在盐场及其附近活动时．一般由2 
～ 5只羚牛组成(见表 1) 在观察期间，虽然组 

成Fl羚牛群的个体发生了几次变化．但它返 

回盐场活动时都只带领亚成体及其幼仔，表现 

出了羚牛对盐源的记忆和独享。在F1羚牛群 

离开木房期间，未观察到其它羚牛进入木房舔 

盐的迹象。这种情况是否表明羚牛个体具有独 

占特定盐场的行为，尚需进一步观察。 

表l F1群体舔盐一矗丧 
TaMe 1 Smnmery of saltlitktng ohsetwmtion og golden#akin 

7月 1日 光头山 

7月5日 鲁班寨 

7月25日 光头山 

7月26日 光头山 

7月27日 光岳山 

8月6日 光头山 

B月9日 光头山 

8月u 目 光头山 

8月12日 鲁班寨 

8月13～14日 鲁班寨 

8月 15日 光头山 

8月16日 光头山 

8月17-19日 光头山 

1 直观、痘迹 

直观 

痕连 

痕连 

瘦迹 

癔遵 

Fl 慷进 

掠连后第一谯发现信号 

第一谯追回 

F1 日赛雨面中斯观察 

惊连 

慷遗后第一旋发现信号 

第二攻返回 

受悖扰．但未远离 

仍在盐场附近括动 

2．3 盐源对羚牛迁移的影响 F1两次进入木 

房舔盐的最短间隔时间约为 1天，最 为 25 

天。在观察羚牛舔盐过程中，发生了 3次羚牛 

受到惊扰而逃离木房的情形。第一次受惊后， 

羚牛连续 3天没有到木房中舔盐，第 4天在离 

木房 6km远的鲁班寨地区发现了该羚牛群，20 

天后该羚牛群又返回木房附近；第二次 F1群 

当天离开，3天后才返回，迁移的距离也超过了 

6km。第三次羚牛群没有进行远距离的迁移， 

仍然逗留在木房附近的针叶林中。由此可见盐 

源的存在，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羚牛的迁移活 

动。羚牛在受惊后不远离和离开木房后均能够 

再回到木房的行为，充分说明了羚牛对盐份的 

依赖与嗜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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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讨论 

野外观察表明，秦岭羚牛存在嗜盐习性。 

它们通过舔食含盐份较高的泥土来补充身体所 

需的微量元素⋯，相同的行为在羚牛其它亚种 

中也存 在，如四JII亚种、指名亚种 和不丹 亚 

种[2,4-9]。对羚牛在一年中的什么时期舔盐， 

不同学者的观察结果并不完全相同。有的认为 

羚牛的嗜盐性常年存在．但从端午至中秋节间 

最为频繁l5 ]。有的观察到羚牛只在某一时期 

内(8～I1月)舔盐 ’ 。笔者观察到羚牛的舔 

盐行为也发生在 6～8月份。羚牛舔盐的行为 

机理很复杂，一般与羚牛对无机盐的需求有关。 

笔者根据野外的观察和多数人在8月份前后观 

察到羚牛的舔盐行为的事实认为，羚牛的舔盐 

行为可能与繁殖有关。这与葛桃安l0 对羚牛 

四川I亚种舔盐行为的观察中得出的观点相同。 

8月份前后是羚牛的发情交配、母牛怀孕期早 

期．舔盐不仅能增强羚牛的体质及机体的抵抗 

力，还能满足羚牛在生殖季节对无机盐份的超 

正常需求。因此，羚牛的舔盐行为对其正常的 

生理需要及生长发育具有重要的意义。 

由于含盐份较高的纯天然盐场很少，野外观 

察到的羚牛舔盐一般是在含盐份较高的食堂厨 

房、废弃的木屋、居民房舍废墟等处。天然盐场 

常为固定的社群在一定季节年复一年地舔食盐 

份口l。我们在观察时也发现只有n群牛到木房 

的人工盐场舔盐，其它羚牛均不利用该盐场。 

羚牛对无机盐的需求，还可能影响羚牛的 

季节性迁移活动 羚牛的年均活动范围(家域) 

面积比较大，平均面积为56_8km2，但是羚牛每 

个月对其家域的利用面积不超过 10％。虽然 

嗜盐性会使羚牛在一段时间内有相对集中的活 

动范围，但新盐源的发现又有可能使羚牛的家 

域范围发生变化。 

致谢 野外工作得到巩会生、蒲春举等同志的 

积极协助，谨此致谢! 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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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BIT OFLlCKING SALT So】L 0F 

QINLING TAKIN(BUDORCAS TAXICOLOR) 

ZENG Zh~ao SONG Yanling 

(h m 丁 C~inese Academy s 帅 P,eqlng 1000~) 

ABSTRACT Ha bjt and behavior of salt licking of golden takms w~1．q ob6erved from June to Augtlst
， 

1997．Golden takins were very often observed to lick soil which with a high composition of salt A 

rank to acce~ saJt resource among animals was obviously existed，and the dominant one def-nitely had 

the priority to use the salt site in the study pened
． The loc~ion of salt site s哪 ed to have inf1uences 

on their HloveHlent pattern，as well as on locations and razes of thor home range
． 

KEY WORDS Movement (Budorcas D r bedfordi) Salt licking behav|or Salt l~king rank 

维普资讯 http://www.cqvip.com 

http://www.cqvip.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