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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腹角雉的食性研究＊

史海涛①　郑光美
（北京师范大学生物系　北京　100875）

摘要　1993年11月至1994年10月�利用无线电遥测装置�以直接观察法、取食痕迹检
查法为主�以粪便分析法和嗉囊及胃内容物分析法为辅�对贵州仙人山地区红腹角雉全年的食
性作了研究。获知其取食87种食物�其中植物性食物占94∙3％�动物性食物占5∙7％。春、
夏、秋、冬的食物种类分别为59、28、24、44种。红腹角雉的食性存在区域性及季节性差异�
同时又有一定的重叠性。食物种类广泛�未发现对某种食物特别依赖�与同属的黄腹角雉不
同�这是红腹角雉较黄腹角雉分布范围广、适应能力强的一个重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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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腹角雉 （ Tragopan te mmi nckii） 是角雉属中数量最多、分布较广的一种。有关红腹角
雉的食性�仅见有零星报道 （邓其祥等�1984；李湘涛等�1991） �尚无专题研究。我们于
1993年11月至1994年10月�对贵州省仙人山地区红腹角雉的食性作了专门研究。
1　研究地区及方法

1∙1　研究地区
仙人山地处大娄山山脉中段�海拔高度在880—1800m 之间�位于东经106°40′—106°

52′�北纬27°55′—28°04′。该地区属亚热带温暖湿润气候区�年平均气温13∙4℃�无霜期
250天�降雨量1200mm。工作的中心区位于沙坝至大庙间的沙沟内�海拔在1160—1
757∙5m 之间�面积为0∙9km2�工作区内山势陡峭�沟谷交错�地形复杂。植物种类丰富�
已鉴定的高等植物种类包括蕨类植物13科�裸子植物3科�被子植物72科�总计240种。
植被类型可分为常绿阔叶林、竹林、箭竹林、灌木林、灌草丛 、农田等6种 （史海涛等�
1996） 。
1∙2　方法

利用无线电遥测装置�以直接观察法、取食痕迹检查法为主�以粪便分析法 （ Moreby �
1988�1992） 和嗉囊及胃内容物分析法为辅�对红腹角雉全年的食性作了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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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结果及讨论

2∙1　红腹角雉的取食行为
红腹角雉的取食行为分为以下几种类型：①啄食�即啄取地面低矮的草本植物、幼嫩

的小乔木和灌木的枝叶、乔木和灌木的落叶、落果。这是红腹角雉最常见的取食行为。②
刨食�翻刨取食落叶层及松土层内的落果、种子、无脊椎动物及植物的根等�此行为酷似
家鸡。在红腹角雉的栖息环境�翻刨的痕迹并不多见。③ 跳跃取食�跳跃啄取小灌木、
藤本等下垂的叶片及果实。夏秋季偶尔见红腹角雉跳跃取食悬钩子等悬垂的果实。④ 追

捕取食�曾见红腹角雉追捕取食跳跃或飞行的节肢动物。⑤ 上树取食�秋季红腹角雉有
时飞上八角枫树上取食其果实。曾见3只红腹角雉 （2♂♂�1♀） 在同一棵八角枫树上
取食�还追击前来取食的灰树雀。

红腹角雉的取食活动自黎明下树后开始�一直持续到傍晚上树栖息为止。一般下树后
和上树前2—3h 内取食活动较强�中午前后活动较少。从1天中不同时间红腹角雉嗉囔
的饱满程度来看�也反映出了这一规律。据对8只个体嗉囔内容物的饱满程度分析�8：00
以前约为1／4（1♀） �11：00—12：00饱满（1♀�1♂�1幼体） �15：00左右约为1／2（1
♀�1♂） �18：00以后则全部饱满（1♀�1♂） 。

在冬、春季红腹角雉食物分布相对均匀的情况下�其取食地点通常不固定�在活动区
内游荡觅食�偏爱于草本种类丰富的林缘地带活动。夏、秋季节�由于大量果实成熟�此
期红腹角雉的取食地比较固定�有时会一连数日在同一棵树下觅食�食物种类也较为单
一。
2∙2　红腹角雉的食物种类

红腹角雉选食的种类甚为广泛�全年共统计到87种食物�植物性食物占94∙3％�动
物性食物占5∙7％。春季食物59种�主要取食一些刚刚长出的嫩草�喜食种类为狗舌紫
菀 （ Aster sampsi nii） 、林荫千里光 （ Senecio ne morensis） 、木防己 （ Cocculus orbiculatus） 、大
叶紫堇 （ Corydalis te mulifolia） 、尖叶唐松草 （ Thalictrum acutif oli um） 、冠盖绣球 （ Hyd —
rang anomala） 、鸭儿芹 （ Cryptotaenia j aponica） 、直刺变豆菜 （ Sanicula orthacantha） 、长茎
堇菜 （ Viola brunneosti pulosa） 、耳蕨 （ Polystichum spp∙） 、星蕨 （ Microsorium spp∙） 等21
种；夏季食物28种�主要取食悬钩子等灌木的浆果�喜食种类为悬钩子 （ Rubus spp∙） 、高
梁泡 （ R∙lambertianus） 、灰毛果莓 （ R∙f oliotosus） 、水龙骨 （ Polypodium spp∙） 等8种；
秋季食物24种�主要取食八角枫等乔木的果实及草本植物的种子�喜食种类为八角枫
（ Ala —ngi u m chi nense） 、山荔枝 （ Alti ngia chi nesis） 等5种；冬季食物44种�主要取食
蕨类和草本植物的叶片�喜食种类为酸模叶蓼 （ Polygonu m lapat hif oli u m） 、蛇根草
（ Ophiorr hi z spp∙） 、大叶金腰 （ Chrysospleni u m macrophyll u） 、条叶楼梯草 （ Latoste ma
subli near） 、冷水花 （ Pi —lea spp∙） 、凤尾蕨 （ Pteris spp∙） 、单芽狗脊 （ Wood war dia u-
nige mmata） 、大羽贯众 （ Cy —rto mi u m macrophyll u m） 等17种。

应用Moreby （1988�1992） 的方法�在解剖镜下检查红腹角雉的粪便�发现有鞘翅
目象鼻虫科 （Curculionidae） 昆虫的腿、金花虫科 （Chryso melidae） 昆虫的下颌、鞘翅目
昆虫空瘪的外壳和不少其他节肢动物的几丁质碎片及软体动物的外壳。在野外观察到夏秋
季也取食少量环节动物 （Oligochaeta） 、直翅目昆虫 （Ort hoptera）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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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7只红腹角雉的嗉囊和胃内容物进行了统计�可鉴定的食物种类30余种�将主要
种类的统计结果列于表1。表1中数量一栏是由嗉囊或胃内的叶片、果实和种子的数量统
计而得到的对某种食物的取食次数�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红腹角雉对某些食物的喜食程
度。如1号红腹角雉嗉囊内共有500多块叶片�6号红腹角雉嗉囊和胃内共有262粒八角
枫和草本植物的种子�这仅代表1天中的部分取食次数。在以往大量有关嗉囊及胃内容物
的分析中�只统计了不同种类食物出现的频次�尚少见对各种食物取食数量的统计。红腹
角雉嗉囊内叶片的大小差异也很大�如1号嗉囊内最大的1块风尾蕨叶片长达23cm�最宽
处4∙3cm。统计胃中石砾数量�冬季石砾 （700—900粒�20—30∙l g�n ＝2） 较春季 （550
粒�13∙6g�n ＝1） 多�冬、春季显著大于秋季〔（130±11∙4） 粒�（7∙4±0∙69） g�n ＝5〕。这
与史东仇 （1985） 报道的自冬春夏秋石砾的量应依次减少相符合。只是红腹角雉胃中石砾的量
较血雉 （冬�3∙3—4∙8g；春�2∙2—3∙6g；夏�3∙2—4∙4g；秋�2∙8—3∙9g） 大得多。比李
湘涛 （1991） 报道的繁殖期两只红腹角雉胃内的石砾量 （21∙11和30∙87g） 要少。

春季统计到的食物种类最多�这与春季食物种类丰富�角雉活动频繁、食量大、易于
表1　嗉囊及胃内容物分析

Table 1　The content analysis of crop of Temminck’s Tragopan

标本

号

采集

时间
性别 年龄

体重

（g）
食物

种类

取食

部位

数量

（块、粒）
干重

（g）
1 1994—01 ♂ 成体 1750 单芽狗脊 叶 154 2∙81

凤尾蕨 叶 103 4∙35
其他 叶 270 8∙78

种子 1 0∙02
块根 2 0∙63

2 1994—04 ♂ 成体 1585 长茎堇菜 叶 121 3∙10
长叶金腰 叶 51 2∙33
狗舌紫菀 叶 43 2∙14
大羽贯众 叶 32 1∙71
其他 叶 154 3∙62

3 1994—09 ♀ 幼体 850 八角枫 果实 185 17∙48
悬钩子 种子 32 0∙14
野豌豆 种子 15 0∙15
鳞翅目幼虫 整体 1 0∙05

4 1994—09 ♀ 幼体 850 八角枫 果实 87 8∙14
鞘翅目幼虫 整体 1 0∙05

5 1994—09 ♀ 亚成体 900 八角枫 果实 210 18∙63
凤尾蕨 叶 2 0∙11
草本植物 叶 5 0∙15
草本植物 种子 17 0∙15

6 1994—09 ♂ 成体 1500 八角枫 果实 247 28∙38
川颚山茱萸 种子 7 0∙34
草本植物 种子 8 0∙05

7 1994—09 ♀ 亚成体 930 耳蕨 叶 41 1∙68
禾本科植物 种子 37 1∙52
金佛山方竹 竹笋 30 2∙12
山荔枝 果实 14 1∙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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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察有关。夏、秋季统计到的食物种类少得多�这主要与食物种类较为单一和观察难度较
大有关。冬季的雪地足迹为跟踪观察食性提供了有利条件�因此也统计到较多的种类。不
同季节角雉的食性虽存在一定的差异�但也有一定比例的重叠。春季与夏、秋和冬季分别
有19、5和36种食物重叠�夏季、秋季和冬季有7和8种食物重叠�秋季和冬季有6种
食物重叠。重叠的食物中�在不同季节红腹角雉对其取食部位不完全相同�如冬季与春季
重叠的食物中�春季取食的大都是新发的嫩枝叶或花果。

有些鸡形目鸟类喜食的食物在红腹角雉典型栖息地内大量分布�却未发现红腹角雉采
食�如苔藓（史东仇�1985；刘焕金等�1991；Bhadarg 等�1986） 、壳斗科（Fagaceae）植
物的种子①（郑光美等�1986；钱发文等�1993；高育仁�1993）及在工作中心区占乔木绝
对优势的樟科（Lauraceae）植物的种子（杨岚�1992；高育仁�1993） �红腹角雉是否取食这
些食物�还需做进一步的研究。

邓其祥（1984）记录四川邛崃山等地的红腹角雉的食物43种�李湘涛（1991）记录四川
龙门山等地的红腹角雉的食物17种�他们的调查结果与贵州仙人山地区红腹角雉的食物
仅分别有6和5种是同属的植物�说明分布于不同地区的红腹角雉�由于地理环境及植被
的差异�其食性存在较大的差异。本调查结果还表明�即使同季节同研究区的不同沟谷
间�红腹角雉的食性也存在差异�如表1中第7号标本 （采自熊沟） 与3—6号标本 （采
自沙沟） 。对同一季节不同小区红腹角雉食性的差异分析发现�食性与其环境中可被利用
食物的种类及数量密切相关。以八角枫为例�熊沟的八角枫数量不足沙沟的1／5�且大部
分尚为幼树�仅在此季节红腹角雉极少活动的开阔地带有3棵成熟结果。因此熊沟的角雉
取食八角枫的机会极少。但熊沟却有不少山荔枝树�秋季落果遇见率较高�角雉较喜食其
落果�而沙沟却从未见有此树的分布。在冬季下雪后的同一天�对熊沟和沙沟两只雄性红
腹角雉进行跟踪的结果也明显地反映出不同区域食性存在差异的现象。由于角雉可取食的
种类十分广泛�它们在自己游荡的范围内�只要是其愿意取食的种类�几乎遇到什么取食
什么。未发现红腹角雉对某种植物特别的依赖�这一点与黄腹角雉 （ Tragopan caboti） 和
交让木 （ Daphni phyll u m macropodu m） 的关系不同 （Young 等�1991） �这可能是红腹角
雉比黄腹角雉分布广、数量大、生存及适应能力强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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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STUDY ON DIET OF TEMMINK’S TRAGOPAN＊

SHI Hai —tao①　ZHENGGuang—mei
（ Depart ment of Biology �Beiji ng Nor mal University �Beiji ng　100875）

Abstract

From November 1993to October 1994�the diet of Temminck’s Tragopan （ Tragopan
te mminckii） was st udied in Xianrenshan area of Guizhou Province wit h field observations �trace
checking�dropping analysis and crop examinations∙Radiotelemetry was used for tracing t hree
Temminck’s Tagopans∙The results of diet analysis were as follows ：

Temminck’s Tragopan perfor med 5types of feeding patterns �e∙g∙pecking�digging�
jump—feeding�chase —feeding and feeding on trees wit h pecking as t he main pattern∙They
moved to rugged areas in snowy weat her ；and prefered t o feeding along t he trails in valleys
when it’s raining or foggy∙This behaviour is closely related t o t he food supplies∙

The pheasant was found to have 87food items t hroughout t he year∙The food items of
Spring�Summer �Autumn and Winter were 59�28�24and 44�respectively∙The diet was
significantly different bet ween seasons∙In t he same season �the diet varied wit h areas and indi-
viduals∙Generally �Temminck’Tragopans fed on a variet y of herbs and ferns in winter and
spring∙In summer and aut umn �they fed on fruits of several species of bushes and trees �as
well as herb seeds∙The fruit of Alangi u m chi nense and Macrocar pi u m chi nensis were t he main
food in aut umn∙Different fro m Cabot’s Tragopan �Temminck’s Tragopan feed on a number of
different kinds of food wit hout relying on one of t hem∙This is probably one of t he i mportant
reasons t hat Temminck’s Tragopan has larger distribution area and is more common t han
Cabot’s Tragopan∙

Key words　Temminck’s Tragopan �Diet �Guizhou Provi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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