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埔 要 

马鹿和蠢鲁事取童的檀秘种类基车箱罔·但栗食各种植韵的比饲明显不『il．马崩的主要食糖为 橱， 

梓，梆，肇擐·毫为梓，紫赣、韬．与毫相比-马鹿对术车檀韵有更蠹曲选荐性．马直对檀韵的选荐 性 

和檀着中半圩巷素曲奇量之闻存在鞯显曲煎相差美景，面穗尉不存在彦种美景．马直童韵中粗叠由和t 

性挽崔术砬素的古量候于蠹，可精亿千曲质曲音量高于毫．两种功嗡食糖生毒世有一宣重叠，马毫食糖 生 

痊位的宽童在薹十年年大于租．搬在冬季可蟾通过不同乎传统理论疆 构造径来获墩售量． 

关■一·马鹿，狂，曹养对策·生考性竞度，生毒位置叠 

一

， 前 言 

马庸(Cereus elaphus)和狍(Caloreolus~apreolus)是东北林区两种常见的鹿科动物。 

野生反有动物在长期进化过程中，其消化器官的结构和功能对食物资源产生了不同的适 

应。Hofmann根据非i}lf28种反刍动物l的食性和胃的结构，将反刍动物分为精 饲者 (Conce— 

ntrate selectors)，粗饲者(Roughage feedezs)和混饲者 (MLxed feeders)，并将马鹿和狍 

分别归为提饲者和精饲者“，。 

许多研究表明，鹿科动物冬季食物的可利用量和营养质量最低”“ 。 因此 在 北方，马 

鹿和狍对冬季食物的选择是否遵循Hbfmann的理论预测以及它们各采取什么样的营养适应 

对策来获得能量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 我们于l985一l987年在黑龙江省带岭林业实验局对 

马鹿和狍的冬季食物的组成、选择性和营养质量进行了调褒和比较，对 以上 j可题作～初步 

研究。 

二、研究地点和方法 

研究地点的地理概况和植被条件见参考文献 。 

我们使甩显数组织学技术分析复合粪便样本(一个马鹿和狍的复合粪便样本至少 由15堆 

马鹿粪和20堆狍粪各取1粒和 5粒混合而构成)来确定食物组成。粪样和参照植物的 收集、 

制片，铙检及野外啃食的调查方法见参考文献 。 

植物中粗蛋白含量的钡I定及粗纤维的分析根据凯氏半微量定氨法和Van Soest法 ， 

干物质的表观消化率和能量消化率的估计根据Van So。st的公式 和 Hobbs㈤ 。冬季食物 

中营养成分含量的估计根据 Ut-nc,ss 】。 

东北#韭大掌鼾生动静茬孪玉柱据供部丹鼓据，崔囊谢意． 

车盘于l980年8月 日收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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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结 果 

1．★'嘲 _峨 l9个马摩柳f十旗的复合粪便样本睡 析结果丧明。 两种动物取食的 
植物种类基苯相同，马鹿取食22种(属)，孢取食lg种(属)， 少于焉鹿(表1)。 

襄 1 马●和舞辱霹★物的蛆废(1985--1987~) 

Table 1 Composftion of inter diets o￡red deer and roe deer 

月份 
檀鲁种 M F 

橱 Popu~us spp． 5I．O 52．7 33．4 46．9 
6．4 25．5 7．4 28．4 16．9 

棹 Betula spp, l8．B l6．6 l9．6 21．0 I 9．1 
01．5 33．8 34．7 “

． 2 100 

# s‘zH spp． 6．5 11．口 7．I 13．1 口．7 94．T 
T 1．6 T 1．3 T 

- 62．5 

墨 Tibia mr删 s 6．9 l1．9 7．S 8．7 IO0 
17．3 3l·8 33．2 l5．7 24

． 5 

t古柞 O smo~polica 10．4 T 1．3 T S．1 
T．2 1．3 6．4 ”

． 8 

’接'|术 Savabucus c0 口n口 T 2．O 1．0 89
． 5 t T 

T 4．1 1．5 62．5 
撼老芽 AmIia t加 珊 啦ri∞ 1．0 ● 

青*t Acer tegmentosura T 1．6 T 2．4 1．3 89．6 
T T T T 31

．j 

毛棒子 Coryh~ mandshurica 1·3 T T 1．5 T ”．7 
T T T ’ 1．0 T 50

． O 

棒子 Co~lus 口 1．2 T T 10
． 5 

辅李 Padus asiatlca T T T 1．1 T 

T T T 18．8 

山辅■李 血0舢柚ckii T 1．0 T r T 63．1 
T T T T 43

． 8 

T T T T T 70
． 口 ■ 量 T讪 m∞Id妇  哪 T 

1．5 T 2·2 1．4 68
． 8 

■五 Acanthopanax T T T T T 6S
． 1 

5竹Il x口拈  T T T T 60
． 3 

董控萝 P № 画 n T T T T T 31
．6 

om “r删 se T T 12
．5 T T 

T 15．8 术 船 r，∞口to 
r T 

T T T T T 
山槐 Maackla 口砌 r sis T T 

31．3 

T T T T l5．8 l马子 岛肝 amu~eusls 
T T 6．S 

T T 10
．5 瘸棱卫矛 胁 掣嘲 s pauci『。m T T T 

T l8．8 

T T 7·2 l3．4 5
．5 84．2 缸格 Pinus kom f s 

T i．2 S-5 5．2 2
． 7 75．0 

落叶格 r 口 耐s T T 1 0
．5 

T T 1
． 2 T 普革 CaPzx spp． T 

T T T T 37
． 5 

总计 

在狍的食物中未瑟 棒子、色术和落叶捂。马鹿和狍取食各种植物的比例明显不伺：-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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鹿主要取食扬、棒、柳、紫椴(46．9 、19。1 、9．7 、8．7 )，拖取食桦、紫椴、杨(44．2％、 

24．5％、16．9％)。尽管马鹿的主要食物为 4种，狍为 3种，但它们在食物中所 占比倒 基 本 

相等，依次为84％(马鹿)和85．6％(狍)。在狍食物中柳所 占比例极 低 (<1％)，其出现龋率 

(62．5％)也低于马鹿(94．7 )。马鹿食物中一些出现频率较高的植物(青楷槭、按骨木 和 刺 

老芽等)在狍食物中的出现频率较低。红松在两种动物冬末食物中所占比例有显著提 高，但 

在马鹿食物中增加的幅度大于狍，说明马鹿冬末对红梧幼苗将造成更为严重的危害。 

为比较马鹿和狍食物组成的相似程度和月间变化程度，以Horn 指数作为指标： 

月口= 三( {+Y )ln( i+Yi)一三 ln i—Zy‘ln 

，Y ：某种植物在备月食物中所 占比例} ，Y：备月食物中所有植物神的总量。 
1 

月。的取备范围为0一l，数值越大表示样本的相似程度越高。用组平均值法‘ 对马 

鹿和狍的各月备物组成进行聚类(图1)。 
计算结果表明，马鹿和狍食物组成阿的相 

似系数 为 0．776，说明两种动物冬季食物的组 

成较为相似。马鹿各月食物组成问的相似系数 

(O．910)大于狍(0．892)，因而马鹿冬季食物组 

成的月间变化小于狍 

2．食物的选择住 马鹿和狍 对食 物选 

择性的确定根据 Ivlev提 出 的 选 择 性 指 数 

(F )̈  ： 
一  

E = 二 

尸 i+尸 

尸 ：每种植物被啃食的当年枝数 占 调 查 

植物种被啃食的当年枝总数的比铡(利用量)| 

尸t：每种植物当年枝总数 占调查植物种当 

年技总数的比捌(可利用量)。 }———— ———— ．—上-—-一 

据 F 值的大小，马鹿冬季对部分植物选 

择性的强弱顺序为t青楷槭>柳>杨>接骨木 

>紫椴>桦，狍为；青槽槭>杨>柳>紫椴> ．： 喜 ：詈 嚣， 
桦>按骨木。马鹿和狍对青槽槭有最大的正选 罗马羲宇表示毫食街组虚帕月骨 

择性，对桦和接骨木分别有最大的负选择性。 

马鹿对紫椴有负选择性狍有正选择性，除接骨 

木外，马鹿对食物的选择性指数的绝对值均大于狍，说明马鹿对冬季食物有更强的选择性， 

而除接骨木和青楷槭外，狍对其它食物无明显的选择性(表2)。 

尽管在狍的食物中，具有正选择性的植物中的半纤维素含量通常低于那些具有负选择性 

的植物 ⋯ ，但狍对这些植物的选择性和它们中的半纤维素含量之 并无明显的负相关 关 系 

(r=一0．4208)， 而对马鹿则存在较为 明显的负相关关系 (r=一0．7475)。 

3．食物的警葬掘扈 据对马鹿和狍食物营养组成的方差分析结果，两种动物 冬季食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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寰 2 耳一囊囊对被lI★擅蜘的选择性 

Table 2 The eelecflvlflee of br owsed plants by 

red deer and roe deer 

、 青督 1．抑：扬 量木 童鞋 棒 
马魔 ‘n=12) 

+

+

。

0'

．

． 3 0

．+

+

。

0

．

．

。
1 5 J

+

+

。

0

。

．

。

13 1

一

-

。

0

．

．

：

1 5

．+

-

。

0

．

．

。

2

。

0 — 0．‘ 

蠹 坼 =10， 一0．OI 

注。‘+)；正选择性}(一)：负选择性，n：一壹样翁站． 

的营养组成无明显的月闯变f匕( >O．os)。 

计算表明，马鹿和孢食物生态位的重叠平 

均为o．65，在冬末达到最大(O．89)。马鹿 

食物生态位的宽度(2．39)在冬季均大于孢 

(2．02)，且两种动物食物生态 位 在 冬 末 

均具最大宽度 2．80(马鹿)和 2．57(狍) 

(表 4) ● 

寰 5 马一和匏冬季★■的曹养组成‘以千曹质为基翻)(1985--1987~F-) 

Table 5 Nubrltlonal eomposltlon of w inter diets of red deer and 

roe deer(Dry matter basis) 

鲁彝 

CP 

CC 

ADF 

C 

3‘．I‘ 

52．5I 

51．55 

51．52 

29．23 

2B．41 

T．95 

8．22 

32．0e 

CP。粗薯白，CCI钿矗内容物J ADF：瞳性诜豫钎维'C 鲁f维索，HC。半纤维索，ADL 藏性抗豢木质薰． 

DDM；可消化千暂质． 。 

四、讨 论 

确定有蹄类的食性通常使 用 胃 分 析 

法、观察 养动物取食的咬数计数 法(bite 

count)、粪 便 分 析 法和利用法。尽管不 

同植物种间的消化率的差异将使粪便分析 

的估计结果产生一定误差，但由于条件所 

限，粪便分析法是目前唯一可供选择的方 

法。从评价研究的结果看，该法的准确性 

● 

寰 4 马囊和孢冬季★曹生盎位的重● ‘O， ) 

和宽度(衄 )的估计(1q85一l987年) 
Table 4 Estimates of food niche overlap and 

breadth ofre d deer and roe deer 
● 

during winter 

0i J 0．46 l e f 0．47 l 0。SO 0．55 

低于咬数计数 法“ ，但与胃分析法相同甚至更好 。利用法准确性较差，常被用来定性 

描述有蹄类的食性 。孢是典型的精饲者，具有小的瘤胃，不适于取食纤维 台量 高 的食 

物 ”，因此对低消化率的木本植物有较弱的选择性(表2)。 

Hbfm nn认为精饲者应取食高消化率纳食物，能量主要来自糖类和蛋白质的酶消化和徽 

值一 ， 0： 等 

五 一： ～ 。一。 篇 

等 等 

l蓦l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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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消化，而混饲者适于取食低消化率的食物，能量来自纤维素的教生物漓化‘11。获们 的 

研究结果与此柑反，表明狍冬季食物的消化率低于马魔(表 3)。在积雪覆盖的冬季，带岭马 

鹿和狍可获得的食物主要是木本植物的当年技，因此这一方面是狍不适于取食慨消化率的木 

本植物的必然结果，另一右面也可能是狍在低营养环境中为增加能量摄入而采取的一种营养 

适应对策，即通过迅速排除消化道中未被消化的食物，以减弱瘤胃饱满(Rumen fil1)对取食 

量的限翩。这种获得能量的途径不回于Hofmann理论所预测的途径，即精饲者是通过迅速消 

化高质量的食物来获取能量。 

反刍动物癌胃中的食物颗粒必须减小到一定程度才能离开瘤胃” ，因此食物洹过消化 

道的速率与未被消化的食物颗粒的粉碎率密切相关。一些研究表明植物中木质素的高含量可 

增加细胞壁的易碎性(Brittleness)，促进咀嚼过程中食物的粉碎，使食物更为迅速地通过消 

化道“”，因而食物中木质寨的含量可能与通过速率间存在一定的正相关 ‘1。带岭狍冬季 

主要取食梓的枝条，而其枝条中禾质素的含量极高(25．96 ) 】，因此带蛉狍对冬熏食物的 

选择在一定程度上支持这种途径的存在。-尽管如此，要证实上述假设的选经尚需进一步的工 

作，包括评价植物的化学组成和物理结构对植物颗粒在咀嚼和反刍过程中的粉碎率的作用以 

及对狍的取食行为进行研究等。 

带岭马庵和匏轻常在同一生墟职食- 因而两种动物食物隼态位有时出现较大重叠 (如3 
月份)。一般来说，两种动物生态位的高度重叠仅暗示着潜在的竞争，只有当两种动物共用 

的食榭赛源寝为短缺时，现实的竞争才有可能发生 由于马赢和狍在俸塑方面荐在显著 差 

异，它们取食植物的高度也存在明显的分化(如小兴安蛉胜山地区，狍的取食高度集中于55— 

113．4em，而马鹿集中在88一I ．6cm) 。因此从食物种类和取食高度两方面考虑，带岭马鹿 

和狍在两维空河上的生态位重叠将有一定程度的下降。Har~ey认为大体型的反刍动物较小体 

型的反刍动物更适于取食低质量的食物 “ ，因此带岭马鹿冬季食物生态位的宽度始终大于 

狍。两种动物冬末食物生态位均具最大宽度，可能和两种动物的主要食物的可利用量在冬末 

减少有关。带岭马鹿和狍的主要食物在3月份食物中所占比例最低，分别为75．4 和78．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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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II—PARISON OF W INTER TROPHIC STRATEGIES 

BETW EEN RED DEER AND ROE DEER IN DAILING REGION 

Chen Hua-Peng Xiao Qian—Zhu 

(Department o，Wihiliye，Ⅳ0州 ∞对Fore时q Univer~i坷，HarHn) 

CompariSon of winter diets of red deer and roe deer showed that the 

plant species in winter diets of these two an imal species were primarily simi— 

lar，but the percentage of each plan t species was significan tly different．Prin— 

cip,
_

aI foods of red deer an d roe deer were composed of 4 plant species ，
．Po一 

~ulus spp．，Bet=la spp．，Salix spp．an d Tilia amurensis)an d 3 plan t species 

(Betuta spp．，Tilia am~rensls and Populus spp．) respectively．Red deer bad 

strong s~lectivities t0 ligneous plan ts compared with roe deer
． A significant 

negative interelationship was found between the selectivities of plan ts browsed  

hy red deer and the conten~of hemieellulose but wasn~~or roe dee r． Crude 

protein an d acid detergent lign in were lower an d d2gestible dry matter h／gher 

in red dear diets conpaz~ed with roe  deer．These two animals species showed 

a certain overlap in food niche and red deer had broader food niche tbnn 

ree  dee r durin g win ter．Roe deer might intake energy through an approa ch 

different from that predicted by the traditional theory m win ter
． 

Key words I red deer (Cereus elaphus>，FOe deer (Capreolus capreol~s)． 

utritlonal strategy。niche breadth，niche overla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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