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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为了加强珍稀濒危雉类物种保护，推进珍稀濒危雉类种群复壮进程，２０２１年９月在湖南壶瓶山国家
级自然保护区放归了４０只人工繁育的白冠长尾雉成体，利用红外自动数码照相机和 ＧＰＳ卫星定位信号发射
器对放归的白冠长尾雉进行监测研究。结果显示：红外相机监测获得２８张白冠长尾雉独立有效照片；给１０只
白冠长尾雉安装 ＰＴＴ，１０只个体放归后每 １０ｄ的移动距离为 （４４８３４±３０９８０）ｍ，活动范围 （６８７５３９９±

５９７０６９０）ｍ２；白冠长尾雉在放归后的前２０ｄ移动距离和活动范围较小且比较稳定，在２１～５０ｄ移动距离和活
动范围逐渐增大，在５１～７０ｄ移动距离和活动范围稍微减小，在７１～８０ｄ移动距离和活动范围又逐渐增大达到
最大值，在８１～９０ｄ移动距离和活动范围减小；１０只白冠长尾雉个体平均分布海拔为 （１０１８７１±７０４８）ｍ，
与其物种生态特性一致。本研究建议，后续进行雉类野外放归时应加强雉类野化训练，扩大野外放归范围，提高

野外放归成功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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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白冠长尾雉 （Ｓｙｒｍａｔｉｃｕｓｒｅｅｖｅｓｉｉ）属于鸡形目
（Ｇａｌｌｉｆｏｒｍｅｓ） 雉 科 （Ｐｈａｓｉａｎｉｄａｅ） 长 尾 雉 属
（Ｓｙｒｍａｔｉｃｕｓ）动物，是我国特有珍稀雉类，属国家
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１］。由于栖息地破坏、丧失

和人为猎捕等因素，白冠长尾雉种群数量持续下降，

被列入ＩＵＣＮ全球易危物种［２］。自然种群在我国主

要分布于安徽西部、河南南部、湖北、湖南西部、

贵州、云南东北部、陕西南部、四川等地。白冠长

尾雉属于典型的森林鸟类，栖息于海拔 ２００～
２６００ｍ的山地中［１］。根据１９９９年全国第一次陆生
野生动物资源调查报告，全国范围内共有白冠长尾

雉约２５０００只。
目前，研究人员主要对白冠长尾雉野外种群的

分布［３］、数量统计［４］、栖息地［５］、活动节律［６－９］、

集群行为［１０］、人工繁育［１１－１３］等方面进行了深入研

究，而对白冠长尾雉野外放归方面的研究则不多

见。本研究对人工繁育且经过野化训练的白冠长尾

雉进行野外放归，利用红外自动数码照相机和ＧＰＳ
卫星定位信号追踪器对放归的白冠长尾雉进行监

测，初步探讨其野外活动规律及生存状况，促进其

野外种群的复壮，为该物种保护提供科学依据。

１　研究区概况

湖南壶瓶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位于湖南省石门

县境 内，保 护 区 地 理 坐 标 为 １１０°２９′０９″—
１１０°５８′３７″Ｅ，２９°５０′１２″—３０°０７′４６″Ｎ，地处武陵山
脉东北端，总面积６６５６８ｈｍ２。壶瓶山自然保护区
属亚热带山地气候，年平均气温９２℃，平均降水
量１８９８５ｍ，森林覆盖率达８６５％，植被覆盖度
达９８７％，森林资源类型主要包括低山针叶林、
中山针叶林、中山针阔混交林、常绿阔叶林、常绿

落叶阔叶混交林、落叶阔叶林等［１４］。野生动植物

资源丰富，现已记录维管束植物 ２８３６种，隶属
２２８科１０２６属，其中蕨类植物３９科９２属３６７种，
裸子植物９科２３属３７种，被子植物１８０科９１１属
２４３２种，是湖南省维管束植物物种最丰富的地
方［１５］。区内现已记录的陆生脊椎动物３１５种，隶
属于２８目８２科。其中，哺乳纲８目２６科６４种，

鸟纲１５目３９科１７９种，爬行纲 ３目 ９科 ４７种，
两栖纲２目８科２５种。国家一级重点保护动物有
林麝 （Ｍｏｓｃｈｕｓｂｅｒｅｚｏｖｓｋｉｉ）、白冠长尾雉、穿山甲
（Ｍａｎｉｓｐｅｎｔａｄａｃｔｙｌａ）、金雕 （Ａｑｕｉｌａｃｈｒｙｓａｅｔｏｓ）等
共５种；国家二级重点保护动物有猕猴 （Ｍａｃａｃａ
ｍｕｌａｔｔａ）、毛冠鹿 （Ｅｌａｐｈｏｄｕｓｃｅｐｈａｌｏｐｈｕｓ）、红腹
锦 鸡 （Ｃｈｒｙｓｏｌｏｐｈｕｓ ｐｉｃｔｕｓ）、 大 鲵 （Ａｎｄｒｉａｓ
ｄａｖｉｄｉａｎｕｓ）等 ４８种［１５－１６］。区内已记录的鱼类有

４１种，隶属４目１１科［１７］。湖南壶瓶山自然保护区

为白冠长尾雉历史分布区［１８］。白冠长尾雉放归地湖

南壶瓶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剩头林场 （１１０°４２′４４″Ｅ，
２９°５２′１３″Ｎ）海拔为１０２４ｍ。

２　材料与方法

２１　研究对象
研究对象为湖南省生物多样性保护中心 （以

下简称中心）人工繁育的４０只白冠长尾雉，包括
雄性１０只，雌性３０只，均为成年个体。
２２　研究方法
２２１　野化放归

放归个体在 “中心”野化训练场开展为期 ６
个月的野化训练，训练内容包括飞行能力、采食能

力和躲避敌害能力。２０２１年８月１日前，在放归
地湖南壶瓶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剩头林场搭建完成

软释放网式笼舍，面积约１５００ｍ２，将４０只白冠
长尾雉运送到放归地。８月１５日给１０只放归的白
冠长尾雉佩戴卫星定位信号发射器 （Ｐｌａｔｆｏｒｍ
ｔｒａｎｓｍｉｔｔｅｒｔｅｒｍｉｎａｌｓ，ＰＴＴ），编号分别为ＨＮＲＣ１２２、
ＨＮＲＣ１２３、 ＨＮＲＣ１２４、 ＨＮＲＣ１２６、 ＨＮＲＣ１２７、
ＨＮＲＣ１３１、 ＨＮＲＣ１３５、 ＨＮＲＣ１３７、 ＨＮＲＣ１３８、
ＨＮＲＣ１４０。在放归地软释放网式笼舍饲养适应 １
个月后，９月２４日，打开软释放网实施放归。
２２２　红外相机监测法

２０２１年９月—２０２２年１０月，在每个潜在扩散
位点附近，选择观测条件良好、适宜雉类动物活动

的地点安装红外相机进行监测。共在２０个位点安
装了红外相机，同时记录相机位点编号、放置日

期、时间、海拔、ＧＰＳ、植被类型等生境信息。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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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以独立有效照片为计算依据。对于同一相机在同

一地点拍摄到同一物种的照片，将时间间隔小于

３０ｍｉｎ的连续照片算作一张独立有效照片［１９］。

２２３　卫星定位发射器追踪监测法
ＰＴＴ为背负式追踪器，由湖南环球信士科技有

限公司生产，型号为ＨＱＰ２８３０Ｌ，跟踪监测ＧＰＳ位
点结合野外观察法，通过环球信士卫星追踪器服务

平台查询监测信息，包括经纬度、速度、海拔、运

动量、温度、电压、精度等，通过监测物种信息，

计算其移动距离、活动范围和分布海拔等，进而可

以获得其扩散状况、活动轨迹和生存状态等情况。

２３　数据统计与分析
将红外相机拍摄到的照片按照相机编号建立文

件夹进行物种鉴定和数据统计，其中照片和视频的

拍摄日期通过 Ｂｉｏｐｈｏｔｏ软件从文件信息里自动提
取。使用ＡｒｃＧＩＳ１０６软件计算 １０只白冠长尾雉
野外放归后单位时间内移动的距离和活动范围，单

位时间内全部 ＧＰＳ位点中任意两点间距离的最大
值为移动距离，单位时间内全部位点形成的最小凸

多边形的面积为活动范围。数据统计分析在 Ｅｘｃｅｌ
２００７上进行，移动距离、活动范围和平均分布海
拔以平均值±标准差表示。

３　结果与分析

３１　红外相机监测结果
监测期间通过红外相机独立探测次数共 ９７８

次。通过查看红外相机捕获的视频和照片，根据动

物外形特征进行物种鉴定。鉴定结果显示，白冠长

尾雉共获得２８张独立有效照片，分布在１０个相机
位点，其中 ８张中的个体佩戴有追踪器 （表 １）。
兽类物种鉴定和分类主要参考 《中国兽类野外手

册》［２０］和 《中国兽类分类与分布》［２１］，鸟类物种鉴

定和分类主要参考 《中国鸟类野外手册》［２２］和

《中国鸟类分类和分布名录》［２３］。此外，还鉴定到

其他鸟类９种，兽类１２种，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
生动物有小灵猫 （Ｖｉｖｅｒｒｉｃｕｌａｉｎｄｉｃａ）、林麝 ２种，
国家二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有红腹锦鸡、画眉

（Ｇａｒｒｕｌａｘｃａｎｏｒｕｓ）、猕 猴、豹 猫 （Ｐｒｉｏｎａｉｌｕｒｕｓ
ｂｅｎｇａｌｅｎｓｉｓ）、毛冠鹿 （Ｅｌａｐｈｏｄｕｓｃｅｐｈａｌｏｐｈｕｓ）、獐
（Ｈｙｄｒｏｐｏｔｅｓｉｎｅｒｍｉｓ）、蛇雕 （Ｓｐｉｌｏｒｎｉｓｃｈｅｅｌａ）等 ７
种，其中灰胸竹鸡 （Ｂａｍｂｕｓｉｃｏｌａｔｈｏｒａｃｉｃｕｓ）、红腹
锦鸡、小麂 （Ｍｕｎｔｉａｃｕｓｒｅｅｖｅｓｉ）为中国特有种。

表１　拍摄到的白冠长尾雉有效照片统计
Ｔａｂ１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ｓｏｆｔａｋｅｎ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ｐｈｏｔｏｓｏｆＳｙｒｍａｔｉｃｕｓ

ｒｅｅｖｅｓｉｉ

编号 日期 时间 数量／只 性别

１ ２０２１－１０－０４ ０９：４４ １ ♂
２ ２０２１－１０－１２ １５：５２ １ ♀
３ ２０２１－１２－０９ １７：３３ １ ♂
４ ２０２１－０９－２５ ０４：４２ １ ♀
５ ２０２１－１０－０１ １０：４９ １ ♂
６ ２０２１－１０－０１ １１：１９ １ ♂
７ ２０２１－１０－３０ １３：２７ １ ♂
８ ２０２１－０９－２８ １１：２１ １ ♂

３２　卫星定位发射器监测结果
佩戴ＰＴＴ的 １０只白冠长尾雉被放归后，每

１０ｄ的移动距离为 （４４８３４±３０９８０）ｍ。由图１
可知，白冠长尾雉在放归后的０～４０ｄ，移动距离
逐渐增大，４１～５０ｄ基本不变，在５１～７０ｄ移动
距离减小，在７１～８０ｄ移动距离又逐渐增大且达
到最高值 （１０４０４５±８９６２１）ｍ，随后又减小。

图１　１０只白冠长尾雉个体放归后９０ｄ内的移动距离
Ｆｉｇ１ Ｍｏｖｅｍｅｎｔｄｉｓｔａｎｃｅｏｆ１０ｉｎｄｉｖｉｌｄｕａｌｓｏｆＳｙｒｍａｔｉｃｕｓ

ｒｅｅｖｅｓｉｉｉｎ９０ｄａｆｔｅｒｒｅｌｅａｓｅｄ

１０只 白 冠 长 尾 雉 每 １０ｄ的 活 动 范 围
（６８７５３９９±５９７０６９０）ｍ２，由图 ２可知，白冠
长尾雉在放归后的０～４０ｄ，活动范围逐渐增大，
４１～７０ｄ活动范围逐渐减小，在７１～８０ｄ活动范
围又 逐 渐 增 大 达 到 最 高 值 （１８２０１４２０±
２５３３０１１０）ｍ２，随后又减小。

图２　１０只白冠长尾雉个体放归后９０ｄ内的活动范围
Ｆｉｇ２ Ｍｏｖｅｍｅｎｔｒａｎｇｅｏｆ１０ｉｎｄｉｖｉｌｄｕａｌｓｏｆＳｙｒｍａｔｉｃｕｓ

ｒｅｅｖｅｓｉｉｉｎ９０ｄａｆｔｅｒｒｅｌｅａｓｅ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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ＰＴＴ监测１０只白冠长尾雉放归后９０ｄ内的海
拔分布，经统计，１０只白冠长尾雉的海拔分布为
（１０１８７１±７０４８）ｍ。由图３可知，１０只个体海
拔 分 布 差 别 不 大，ＨＮＲＣ１２２、ＨＮＲＣ１２４ 和

ＨＮＲＣ１２６在１０００ｍ以下，其中 ＨＮＲＣ１２６海拔分
布最低，为８７５８４ｍ。其余７只个体均在１０００ｍ
以上，其中 ＨＮＲＣ１２３（♂）海拔分布最高，为
１０７４６８ｍ。

图３　野外放归白冠长尾雉平均海拔分布图
Ｆｉｇ３ Ｄｉａｇｒａｍｏｆａｌｔｉｔｕｄｅ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ｏｆＳｙｒｍａｔｉｃｕｓｒｅｅｖｅｓｉｉａｆｔｅｒｒｅｌｅａｓｅｄｉｎｔｈｅｗｉｌｄ

４　结论与讨论

通过对放归白冠长尾雉的移动距离和活动范围

研究发现，来自笼养的白冠长尾雉被放归到野外栖

息地以后，初期２０～５０ｄ移动距离和活动范围逐
渐增大，这与 Ｂｒｉｇｈｔ等［２４］ “野放后的重引入动物

在经过一段时间逐渐适应新的环境、熟悉隐蔽场所

和食物后，会扩散自己的活动区域”的结论一致。

白冠长尾雉适应新的环境后，在５１～７０ｄ移动距
离和活动范围减小，与Ｆｏｃａｒｄｉ等［２５］指出的 “在食

物资源丰富的条件下，动物无需因搜寻食物而进行

复杂的迁移，而只需随机短距离移动即可”一致。

白冠长尾雉在７１～８０ｄ移动距离和活动范围又逐
渐增大至最大值，由于进入冬季，放归地壶瓶山食

物资源短缺，为寻找食物出现活动强度增大。笼养

白冠长尾雉野外释放后，移动距离和活动范围的变

化规律与崔多英等［２６］研究重引入丹顶鹤 （Ｇｒｕｓ
ｊａｐｏｎｅｎｓｉｓ）野放初期移动距离和活动范围的变化规
律有一定相似，但丹顶鹤在野外释放后的前３０ｄ，
移动距离和活动范围较小且比较稳定，３１～６０ｄ
移动距离和活动范围逐渐增大，这说明不同物种对

新环境探寻和适应过程有差异。

１０只放归白冠长尾雉个体平均分布海拔为
（１０１８±７０４８）ｍ，郑光美［１］记载白冠长尾雉属

于典型的森林鸟类，主要分布于海拔 ２００～
２６００ｍ的山地森林中，说明本研究白冠长尾雉海
拔分布与其物种生态特性一致。

研究结果显示白冠长尾雉在野外生存状况较

好，但是红外相机监测白冠长尾雉最后一次独立探

测时间在２０２１年１２月９日，距离放归时间经过了
７５ｄ，卫星追踪器返回有效信息最后时间为 ２０２１
年１２月２６日，追踪时长为１０５ｄ。徐基良等［２７－２８］

研究表明白冠长尾雉冬季核心栖息地主要为针阔混

交林、松林、杉木林和灌丛。因此，白冠长尾雉栖

息地环境可能导致所佩戴卫星追踪器电量不足或者

卫星追踪器脱落等状况，从而出现卫星追踪反馈信

息不及时或失联等，导致其活动量降低。同时，在

红外相机监测数据中多次拍摄到豹猫、小灵猫等天

敌物种以及红腹锦鸡、蛇雕等存在食物竞争的本地

物种，推测放归个体野外生存压力较大，存在较大

的被捕食风险以及竞争劣势。因此，针对后续野外

放归白冠长尾雉等珍稀雉类提出如下建议：第一，

加强雉类野化训练，选择在放归地更长时间的野化

训练并适应周围环境后选择在合适的时间进行放归，

提高其野外生存的适应能力，减少野外生存压力。

第二，正确安装和使用红外线照相机，监测点要选

择在物种分布和活动的潜在区域，选择较为开阔的

地方，加大监测范围。第三，白冠长尾雉栖息在有

高大乔木的常绿阔叶林、落叶阔叶林及针阔混交林、

松林、杉木林和灌丛，应选择待机时间长的卫星追

踪设备。第四，降低人为干扰，选择适宜生境，尽

量在人迹罕至的区域进行放归，提高野放成功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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