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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通过探究湖南高望界自然保护区内野猪种群的现状及其生境选择偏好，为野生动物保护与疾病预防
控制提供科学依据和决策支持。２０２１年１月—２０２２年５月，在高望界自然保护区内采用网格法与样线法相
结合的方式布设８７台红外相机，通过相对多度指数 （ＲＡＩ）、聚类分析及主成分分析等统计方法，对野猪的
种群现状和生境选择进行了综合分析。在研究期间，野猪在红外相机监测点的出现率达到７６.９２％，相对多
度指数 （ＲＡＩ）为４.４３，估算种群规模约为１５６１头。月度相对多度指数分析显示，７月份为野猪活动的高峰
期，而３月份活动相对较少。日活动节律分析揭示，野猪活动主要集中在６：００—８：００和１６：００—１８：００。在生境
选择上，野猪偏好于在针阔混交林 （占６６.１％）、树高１１～２０ｍ（占６１％）、郁闭度超过５０％ （占８４.１％）以
及灌木高度在２～４ｍ（占６９.５％）的环境中活动。高望界自然保护区内的野猪种群数量较为丰富，分布广泛，
且表现出明显的季节性活动规律和对特定生境类型的偏好。本研究通过红外相机技术对野猪种群进行了有效监

测，并对其活动模式及生境偏好进行了深入分析，为后续的野猪生态学研究和保护管理工作提供了重要参考。

关键词：野猪；红外相机；种群现状；生境选择；高望界自然保护区

中图分类号：Ｓ４４２.３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３—５７１０（２０２４）０２—００４９—０８

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ｓｕｒｖｅｙａｎｄｈａｂｉｔａｔｓｅｌｅｃｔｉｏｎｏｆＳｕｓｓｃｒｏｆａｉｎＨｕｎａｎ
Ｇａｏｗａｎｇｊｉｅ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ＮａｔｕｒｅＲｅｓｅｒｖｅｂｙｉｎｆｒａｒｅｄｃａｍｅｒａ

ＸＵＰｅｉｐｅｉ１，ＸＩＡＮＧＪｉｅ２，ＬＩＵＪｕｍｉｎ２，ＸＩＥＺｅｎｇｗｅｎ２，ＷＡＮＧＱｉｕｐａｎ２，
ＬＵＹｕｎ２，ＨＵＡＮＧＹｕｐｉｎｇ３，ＬＩＵＮｉａｎｙｕａｎ４，ＺＨＡＮＧＹｏｕｘｉａｎｇ２，ＷＵＴａｏ２，

ＬＡＮＸｉａｎｇｙｉｎｇ３，ＺＨＡＮＧＺｉｌｉａｎｇ３

（１.ＧｕｚｈａｎｇＧａｏｗａｎｇｊｉｅＳｔａｔｅ-ＯｗｎｅｄＦｏｒｅｓｔＦａｒｍ，Ｇｕｚｈａｎｇ４１６３００，Ｈｕｎａｎ，Ｃｈｉｎａ；　２.Ｃｏｌｌｅｇｅｏｆ



　　　　　　 湖 南 林 业 科 技 ５１卷

Ｂｉ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ａｎｄ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Ｓｃｉｅｎｃｅｓ，Ｊｉｓｈｏｕ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Ｊｉｓｈｏｕ４１６０００，Ｈｕｎａｎ，Ｃｈｉｎａ；
３.ＨｕｎａｎＧａｏｗａｎｇｊｉｅ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ＮａｔｕｒｅＲｅｓｅｒｖｅ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ｏｎ，Ｇｕｚｈａｎｇ４１６３００，Ｈｕｎａｎ，Ｃｈｉｎａ；
４.Ｆｏｒｅｓｔｒｙ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ｏｆＸｉａｎｇｘｉＴｕｊｉａａｎｄＭｉａｏＡｕｔｏｎｏｍｏｕｓＰｒｅｆｅｃｔｕｒｅ，Ｊｉｓｈｏｕ４１６０００，Ｈｕｎａｎ，

Ｃｈｉｎａ）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Ｂａｓｅｄｏｎｔｈｅｉｎｖｅｓｔｉｇａ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ｃｕｒｒｅｎｔｓｔａｔｕｓｏｆｔｈｅＳｕｓｓｃｒｏｆａ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ｔｈｅｉｒｈａｂｉｔａｔｓｅｌｅｃｔｉｏｎｐ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ｓ
ｗｉｔｈｉｎｔｈｅＨｕｎａｎＧａｏｗａｎｇｊｉｅＮａｔｕｒｅＲｅｓｅｒｖｅ，ｗｉｔｈｔｈｅａｉｍｏｆｐｒｏｖｉｄｉｎｇｓｃｉｅｎｔｉｆｉｃｅｖｉｄｅｎｃｅａｎｄｄｅｃｉｓｉｏｎｓｕｐｐｏｒｔｆｏｒｗｉｌｄｌｉｆｅ
ｃｏｎ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ｄｉｓｅａｓｅｐｒｅｖｅｎｔｉｏｎａｎｄｃｏｎｔｒｏｌ.ＦｒｏｍＪａｎｕａｒｙ２０２１ｔｏＭａｙ２０２２，８７ｃａｍｅｒａｓｗｅｒｅ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ｃａｌｌｙｐｌａｃｅｄ
ｗｉｔｈｉｎｔｈｅＨｕｎａｎＧａｏｗａｎｇｊｉｅＮａｔｕｒｅＲｅｓｅｒｖｅｕｓｉｎｇａｃｏｍｂｉｎａｔｉｏｎｏｆｇｒｉｄａｎｄｔｒａｎｓｅｃｔｓａｍｐｌｉｎｇｍｅｔｈｏｄｓ.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ｉｎｇ
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ｓｔａｔｕｓａｎｄｈａｂｉｔａｔｏｆＳ.ｓｃｒｏｆａｕｓｉｎｇｒｅｌａｔｉｖｅａｂｕｎｄａｎｃｅ（ｓｈｏｏｔｉｎｇｒａｔｅ），ｃｌｕｓｔｅｒ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ａｎｄｐｒｉｎｃｉｐａｌｃｏｍｐｏｎｅｎｔ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Ｄｕｒｉｎｇｔｈｅｓｔｕｄｙｐｅｒｉｏｄ，ｔｈｅｏｃｃｕｒｒｅｎｃｅｒａｔｅｏｆＳ.ｓｃｒｏｆａｉｎｔｈｅｉｎｆｒａｒｅｄｃａｍｅｒａｍｏｎｉｔｏｒｉｎｇｓｉｔｅｓｒｅａｃｈｅｄ７６.９２％，
ａｎｄｔｈｅｒｅｌａｔｉｖｅａｂｕｎｄａｎｃｅｉｎｄｅｘＲＡＩｗａｓ４.４３，ｅｓｔｉｍａｔｉｎｇｔｈｅ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ｓｉｚｅｔｏｂｅａｂｏｕｔ１５６１ａｎｉｍａｌｓ.Ｍｏｎｔｈｌｙｒｅｌａｔｉｖｅ
ａｂｕｎｄａｎｃｅｉｎｄｅｘ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ｒｅｖｅａｌｅｄｔｈａｔＪｕｌｙｗａｓｔｈｅｐｅａｋｏｆＳ.ｓｃｒｏｆａａｃｔｉｖｉｔｙ，ｗｈｉｌｅａｃｔｉｖｉｔｙｗａｓｒｅｌａｔｉｖｅｌｙｌｏｗｉｎＭａｒｃｈ.
Ｔｈｅ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ｏｆｄａｉｌｙａｃｔｉｖｉｔｙｒｈｙｔｈｍｓｒｅｖｅａｌｅｄｔｈａｔＳ.ｓｃｒｏｆａａｃｔｉｖｉｔｉｅｓｗｅｒｅｍａｉｎｌｙｃｏｎｃｅｎｔｒａｔｅｄｆｒｏｍ６：００ｔｏ８：００ａ.ｍ.
ａｎｄｆｒｏｍ１６：００ｔｏ１８：００ｐ.ｍ.Ｉｎｔｅｒｍｓｏｆｈａｂｉｔａｔｓｅｌｅｃｔｉｏｎ，Ｓ.ｓｃｒｏｆａｐｒｅｆｅｒｒｅｄｔｏｍｏｖｅｉｎｍｉｘｅｄｃｏｎｉｆｅｒｏｕｓａｎｄｂｒｏａｄ
ｆｏｒｅｓｔｓ（６６.１％ ｏｆｔｈｅｔｏｔａｌ），ｗｉｔｈｔｒｅｅｈｅｉｇｈｔｓｏｆ１１～２０ｍ（６１％ ｏｆｔｈｅｔｏｔａｌ），ｗｉｔｈａｄｅｇｒｅｅｏｆｄｅｐｒｅｓｓｉｏｎｏｆｍｏｒｅｔｈａｎ
５０％ （８４.１％ ｏｆｔｈｅｔｏｔａｌ），ａｎｄｗｉｔｈｓｈｒｕｂｈｅｉｇｈｔｓｒａｎｇｉｎｇ２～４ｍ（６９.５％ ｏｆｔｈｅｔｏｔａｌ）．ＴｈｅＳ.ｓｃｒｏｆａ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ｉｎｔｈｅ
ＨｕｎａｎＧａｏｗａｎｇｊｉｅＮａｔｕｒｅＲｅｓｅｒｖｅｗａｓｒｅｌａｔｉｖｅｌｙａｂｕｎｄａｎｔａｎｄｗｉｄｅｌｙ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ｅｄ，ａｎｄｓｈｏｗｅｄｏｂｖｉｏｕｓｓｅａｓｏｎａｌａｃｔｉｖｉｔｙ
ｐａｔｔｅｒｎｓａｎｄｐ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ｆｏｒｓｐｅｃｉｆｉｃｈａｂｉｔａｔｔｙｐｅｓ.Ｉｎｔｈｉｓｓｔｕｄｙ，ｔｈｅＳ.ｓｃｒｏｆａ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ｗａｓ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ｌｙｍｏｎｉｔｏｒｅｄｂｙｉｎｆｒａｒｅｄ
ｃａｍｅｒａ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ａｎｄｉｔｓａｃｔｉｖｉｔｙｐａｔｔｅｒｎａｎｄｈａｂｉｔａｔｐ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ｗｅｒｅａｎａｌｙｚｅｄｉｎｄｅｐｔｈ，ｗｈｉｃｈｐｒｏｖｉｄｅｄａｎ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
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ｆｏｒｓｕｂｓｅｑｕｅｎｔＳ.ｓｃｒｏｆａ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ａｎｄｃｏｎ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Ｓｕｓｓｃｒｏｆａ；ｉｎｆｒａｒｅｄｃａｍｅｒａ；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ｓｔａｔｕｓ；ｈａｂｉｔａｔｓｅｌｅｃｔｉｏｎ；ＧａｏｗａｎｇｊｉｅＮａｔｕｒｅＲｅｓｅｒｖｅ

　　野猪 （Ｓｕｓｓｃｒｏｆａ），作为家猪的野生祖先，属
于哺乳纲 （Ｍａｍｍａｌｉａ）偶蹄目 （Ａｒｔｉｏｄａｃｔｙｌａ）猪
科 （Ｓｕｉｄａｅ）猪属 （Ｓｕｓ），是一种具有强大适应性
和繁殖能力的杂食性动物［１］。其拥有健壮的体型、

灰黑或棕褐色的皮毛［２］，以及对多样化生境的适

应能力，使其在茂密的灌丛、食物丰富的阔叶林及

针阔混交林等环境中广泛分布［３］。野猪对生境的

选择不仅体现了其生存与繁衍的需求，也反映了生

境条件对动物种群分布的影响［４－５］，这一点在动物

生态学研究中占据着核心地位［６－７］。

近年来，红外相机技术在野生动物监测领域的

应用日益广泛，其能够提供全天候不间断的数据监

测，相较于传统的调查方法，如样线法，展现出显

著的优势［８－１２］，极大地丰富了野生动物生态学与

行为学的研究内容［１３－１５］。

尽管国内外对野猪的研究已相对成熟，覆盖了

食性［１６］、疾病影响［１７］以及生境选择［１８－２０］等多个

方面，但对于特定区域内如湖南高望界国家级自然

保护区内野猪的种群现状及其生态行为的研究仍显

不足。高望界自然保护区生物多样性丰富，大型食

肉动物稀少，加之野生动物保护法的实施，野猪种

群得以迅速增长［２１－２２］。然而，这一增长趋势可能

对当地农业生产造成不利影响，引发经济损失［２３］。

本研究采用红外相机技术，对湖南高望界国

家级自然保护区内野猪的种群现状及活动节律进

行了深入调查。通过本研究，可为高望界地区野

猪资源的生态学研究与有效监测提供科学依据，

进而为野生动物资源管理与保护策略的制定提供

参考。

１　研究区概况

湖南高望界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地理坐标为

１１０°００′２９″～１１０°１４′２６″Ｅ，２８°３８′００″～２８°４５′３５″Ｎ，
总面积１７１６９.８ｈｍ２［２４］，属于森林生态系统保护
区。地处中亚热带地区，四季分明，气候温暖湿润，

属于中亚热带季风湿润气候类型。土壤垂直带谱分

布明显，海拔 ４６０ｍ以下为黄红壤，海拔 ４６０～
１１４６ｍ为山地黄壤。土壤肥沃，水源丰富［２５］，同

时保护区植物覆盖度达９０.３６％［２４］。

２　研究方法

２.１　红外相机布设
基于网格法与样线法相结合放置红外相机。首

先将湖南省高望界自然保护区按规格１ｋｍ×１ｋｍ

０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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划分为１９５个网格，然后根据植被类型、海拔、乔
木高度、乔木郁闭度、乔木平均胸径、灌木高度、

灌木盖度、人为干扰等因素划分为９条样线，沿样
线布设相机，在样线穿过网格中选择合适的位置布

设５～６台红外相机 （见图１）。记录相机的布设位
置，以及相机附近的植被类型、海拔、乔木高度、

乔木郁闭度、乔木平均胸径、灌木高度、灌木盖度

等生境因子情况。为提高相机的拍摄效率，尽量将

相机布设在有野生动物活动痕迹、水源附近、人为

干扰少、地形平坦、多个路口交汇处的地方，将相

机固定在距离地面４０～８０ｃｍ树干处位置进行观
测，去除相机前方遮挡物，保证相机正常拍摄。

图１　湖南高望界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网格及红外相机位点图
Ｆｉｇ.１　ＧｒｉｄａｎｄｉｎｆｒａｒｅｄｃａｍｅｒａｌｏｃａｔｉｏｎｍａｐｏｆＨｕｎａｎＧａｏｗａｎｇｊｉｅ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ＮａｔｕｒｅＲｅｓｅｒｖｅ

　　相机布设前进行参数设定，输入时间与日期，
时区设置为 “＋８”，拍照模式设置为 “拍照 ＋录
像”，连续拍照设置为 “３张”，录像 ２０～３０ｓ，
触发灵敏度设置为 “中”，每台相机配置３２Ｇ储
存卡。照片用于物种鉴定，视频用于野猪的行为

学和生活习性的研究。红外相机半年收回一次数

据，相机可以准确记录拍摄的时间、天气、海拔

等重要的生境条件，对每台相机的图片和视频进

行筛选，删除一些非动物的触发而造成误拍的照

片和视频。相机日为每个位点每台红外相机拍摄

１ｄ，对同一台相机在同一个地点拍摄的同一个物
种照片、或时间间隔小于３０ｍｉｎ的连续照片视作
为１张独立有效照片。
２.２　数据处理及分析
２.２.１　野猪的种群分布

（１）野猪位点出现率［２６］

野猪位点出现率可以体现野猪在高望界自然保

护区分布的广泛程度。

Ｐ＝ＳＮ×１００％ （１）

式中：Ｓ为调查区内野猪被拍到的相机位点数；Ｎ
为调查区内所有正常工作的相机位点。

（２）相对多度指标［１６，２６］

计算相对多度指数可以体现野猪在高望界保护

区的数量值大小程度。

ＲＡＩ＝Ｎ×１００／Ｄ （２）
式中：Ｎ为调查区内野猪在所有相机位点所拍摄的
独立有效照片数；Ｄ为调查区内所有相机位点每个
相机连续工作的相机日总和。

（３）月相对丰富度指数［２７］

ＭＲＡＩ＝１ｎ×∑
ｎ

ｋ＝１

Ｎｋｍ
ＮＫ
×１００ （３）

式中：Ｎｋｍ为第ｋ台红外相机第ｍ月的照片数；Ｎｋ
为第ｋ台红外相机照片总数；ｎ为参与运算的红外
相机的台数。

（４）日相对丰富度指数［２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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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２ｈ为一个时间段，进行时间段的相对多度
的计算。

ＴＲＡＩ＝
Ｎｔ
Ｎ×１００ （４）

式中：Ｎｔ为野猪在第 （ｔ＝１，…，１２）段出现的照
片数，Ｎ为拍到野猪有效照片数。

（５）野猪资源数

Ｈ＝
∑ｋ
Ｇｋ
Ｎ ×Ｍ （５）

式中：ｋ为放置相机的网格编号；Ｇｋ为网格编号为
ｋ的网格中野猪的数目 （若 １个网格中有多台相
机，则选取拍摄野猪数目最多的那台相机位点进行

计数）；Ｎ为放置红外相机的网格总数；Ｍ为调查
区域划分的网格总数。

２.２.２　野猪生境分析
通过网格法和样线法相结合模式，记录放置红

外相机当时区域的植被类型、海拔、乔木高度、乔

木郁闭度、乔木平均胸径、灌木高度、灌木盖度等

７类生态因子［２８－２９］。各个生态因子的测定方式见

表１［３０－３１］。
数据用 ＳＰＳＳ２７.０软件进行处理。计算各个

因子在红外相机的位置内出现的频次和比例，利

用聚类分析法对红外相机进行分类，分析各个因

子的差异。

表１　生境类型信息表
Ｔａｂ.１　Ｈａｂｉｔａｔｔｙｐｅ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ｔａｂｌｅ

生境因子 等级 等级数

植被类型 灌丛、针叶林、阔叶林、针阔混交林、其他 ５

海拔／ｍ ＜７００ｍ、７００～９００ｍ、＞９００ｍ ３

乔木高度／ｍ ＜５ｍ、５～１０ｍ、１１～２０ｍ、＞２０ｍ ４

乔木郁闭度／％ ＜５０％、５１％～７５％、＞７５％ ３

乔木平均胸径／ｃｍ ＜１０ｃｍ、１０～３０ｃｍ、＞３０ｃｍ ３

灌木高度／ｍ ＜２ｍ、２～４ｍ、＞４ｍ ３

灌木盖度／％ ＜２５％、２５％～５０％、５０％～７５％、＞７５％ ４

３　结果与分析

３.１　野猪种群现状及活动节律
３.１.１　有效照片及数量估算

２０２１年１月—２０２２年５月，利用红外相机对
高望界自然保护区内的野猪种群进行监测，共布设

８７台红外相机，期间３台丢失、５台曝光。相机有
效位点按照７９台进行计算，其中５９台拍摄到野
猪；累计共有２１６９２个工作日，拍摄到独立有效
照片为９０５５张，拍摄到野猪独立有效照片为９６０
张，野猪位点出现率为 ７６.９２％，相对多度指数
（ＲＡＩ）为４.４３，资源数约１５６１头。
３.１.２　野猪种群性比及年龄结构

在获得的监测数据中，可辨识的有 ５９３头野
猪。其中，成年雄性野猪数量为１２３头，占比达到
２０.７４％；而成年雌性野猪的数量则为１６４头，其
占比为２７.６６％。由此可见，成年雌雄野猪总体占
比为４８.４０％。此外，亚成体野猪的数量为４１只，
占总数的 ６.９１％，而幼体野猪则有 ２６５只，占比
高达４４.６９％。成年雌雄比例为１.３３∶１。

对野猪种群的发展趋势分析可知，成年雌性野

猪数量超过成年雄性，这可能对种群的繁衍和发展

具有积极影响；其次，幼体野猪占据了较大的比

例，表明该种群具有较高的繁殖能力和较好的生存

状况。然而，亚成体野猪的比例相对较低，可能在

成长过程中存在较高的死亡率或其他影响其成长的

不利因素。

３.１.３　野猪活动节律
野猪２０２１年１—１２月的活动规律存在差异。７

月的月相对多度指数 （ＭＲＡＩ）值最高为２４.９３％，
表明７月是野猪活动的高峰月，３月野猪的月相对
多度指数 （ＭＲＡＩ）值最低为 ３.２３％ （见图 ２ａ）。
野猪的日活动节律在１ｄ（２４ｈ）内存在２个峰值，
６：００—８：００、１６：００—１８：００分别达到最高峰；
在２２：００—２４：００的日活动节律值最低 （见图

２ｂ）。
３.２　生境选择
３.２.１　生境生态因子分布频次分析

本研究有５９台相机拍摄到野猪的痕迹，对每
台相机当中的生境因子进行统计 （见表２），野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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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２　高望界自然保护区野猪活动节律图
Ｆｉｇ.２　ＲｅｌａｔｉｖｅａｂｕｎｄａｎｃｅｏｆＳｕｓｓｃｒｏｆａａｃｔｉｖｉｔｙｉｎ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ｔｉｍｅｐｅｒｉｏｄｓｉｎＧａｏｗａｎｇｊｉｅＮａｔｕｒｅＲｅｓｅｒｖｅ

表２　野猪生境的生态因子分布频次表
Ｔａｂ.２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ｆｒｅｑｕｅｎｃｙｔａｂｌｅｏｆ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ｆａｃｔｏｒｓ

ｉｎＳｕｓｓｃｒｏｆａｈａｂｉｔａｔ

生境因子 类别 出现次数 占比／％

灌丛 ２ ３.３

针叶林 ６ １０.２

植被类型 阔叶林 ９ １５.３

针阔混交林 ３９ ６６.１

其他 ３ ５.１

＜７００ ２６ ４４.１

海拔／ｍ ７００～９００ １８ ３０.５

＞９００ １５ ２５.４

＜５ ３ ５.１

乔木高度／ｍ ５～１０ ３ ５.１

１１～２０ ３６ ６１.０

＞２０ １７ ２８.８

＜５０ １０ １６.９

乔木郁闭度／％ ５０～７５ ２３ ４０.０

＞７５ ２６ ４４.１

＜１０ ５ ８.５
乔木平均

胸径／ｃｍ １０～３０ ４５ ７６.２

＞３０ ９ １５.３

＜２ ３ ５.１

灌木高度／ｍ ２～４ ４１ ６９.５

＞４ １５ ２５.４

＜２５ １３ ２２.１

灌木盖度／％ ２５～５０ １５ ２５.４

５０～７５ １９ ２２.２

＞７５ １２ ２０.３

喜欢的植被类型依次为：针阔混交林 （６６.１％）
＞阔叶林 （１５.３％） ＞针叶林 （１０.２％） ＞灌丛
（３.３％）。野猪对海拔因子具有一定的选择性，虽
然在各个海拔水平都有分布，但主要选择在海拔＜
７００ｍ分布。

植被类型为乔木的生境中，乔木高度 ＞１１ｍ、
郁闭度 ＞５０％以上、乔木平均胸径在 １０～３０ｃｍ
（７６.２％）的生境是野猪的最佳栖息环境；而植被
类型为灌木的生境中，灌木高度２～４ｍ（６９.５％）
是野猪的最佳栖息环境，灌木盖度的大小对野猪的

生境选择没有很大影响。

３.２.２　生境的样线分析
此次研究将红外相机按照 ９条样线设置成 ９

组，分别记作Ａ、Ｂ、Ｃ、Ｄ、Ｅ、Ｆ、Ｇ、Ｈ、Ｉ。将
各组比例较大的因子作为该组的重要因子。

从表３可知：Ａ、Ｂ、Ｃ、Ｊ、Ｉ共有样本数为
４７，占样本总数的７９.７％，可以基本反映野猪的
主要生境特点，主要发现此五组的共同特性为针阔

混交林、乔木高度在１０～２０ｍ和＞２０ｍ、乔木平均
胸径１０～３０ｃｍ、乔木郁闭度在２６％～５０％和５１％
～７５％、灌木高度在２～４ｍ和＞４ｍ。通过比较发
现野猪对这些生境因子有些偏喜，而灌木盖度因

子，对野猪的影响不大。通过 Ｄ、Ｅ、Ｆ、Ｈ的观
察，最大的不同点是对于针叶林选择，进一步说明

野猪对于这类生境的逃避。

３.２.３　生境主要特征分析
为了进一步了解野猪对各个生境的影响，对

５９个样本７个生态因子做主成分分析 （见表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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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３　重要因子在各组中的分布情况
Ｔａｂ.３　Ｔｈｅ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ｏｆ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ｆａｃｔｏｒｓｉｎｅａｃｈｇｒｏｕｐ

组别 样本数 重要生境（占比％）

Ａ ９
针阔混交林 （５５.６％）、海拔＜７００ｍ（５５.６％）、乔木高度１０～２０ｍ（５５.６％）、乔木郁闭度５１％ ～７５％ （６６.７％）、
乔木平均胸径１０～３０ｃｍ（７７.８％）、灌木高度２～４ｍ（７７.８％）、灌木盖度２６％～５０％、５１％～７５％ （４４.４％）

Ｂ １１
针阔混交林 （６３.６％）、海拔＜７００ｍ（６３.６％）、乔木高度１０～２０ｍ（６３.６％）、乔木郁闭度７６％ ～１００％ （７２.８％）、
乔木平均胸径１０～３０ｃｍ（９０.９％）、灌木高度２～４ｍ（６３.６％）、灌木盖度２６％～５０％、５１％～７５％ （３６.３％）

Ｃ １６
针阔混交林 （６８.８％）、海拔＞９００ｍ（７５％）、乔木高度１０～２０ｍ（４３.７％）、乔木郁闭度７６％～１００％ （４３.７％）、乔
木平均胸径１０～３０ｃｍ（５０％）、灌木高度２～４ｍ（９３.８％）、灌木盖度７６％～１００％ （４３.７％）

Ｄ ４
阔叶林 （５０％）、海拔＜７００ｍ（７５％）、乔木高度１１～２０ｍ（１００％）、乔木郁闭度７６％ ～１００％ （７５％）、乔木平均胸
径１０～３０ｃｍ（１００％）、灌木高度＞４ｍ（５０％）、灌木盖度０％～２５％ （５０％）

Ｅ ３
针叶林、阔叶林、针阔混交林 （３３.３％）、海拔＜７００ｍ（６６.７％）、乔木高度１１～２０ｍ（１００％）、乔木郁闭度７６％ ～
１００％ （６６.７％）、乔木平均胸径１０～３０ｃｍ（１００％）、灌木高度２～４ｍ（１００％）、灌木盖度０％～２５％ （５０％）

Ｆ ２
针叶林、针阔混交林 （５０％）、海拔＜７００ｍ、７００～９００ｍ（５０％）、乔木高度１０～２０ｍ、乔木郁闭度７６％ ～１００％、乔
木平均胸径１０～３０ｃｍ、灌木高度２～４ｍ、灌木盖度５１％～７５％

Ｊ ５
针阔混交林 （８０％）、海拔７００～９００ｍ（８０％）、乔木高度１０～２０ｍ（８０％）、乔木郁闭度２６％～５０％ （６０％）、乔木平
均胸径１０～３０ｃｍ（８０％）、灌木高度＞４ｍ（８０％）、灌木盖度７６％～１００％ （６０％）

Ｈ ３
针阔混交林、海拔７００～９００ｍ、乔木高度 ＞２０ｍ （６６.７％）、乔木郁闭度 ２６％ ～５０％、５１％ ～７５％、７６％ ～１００％
（３３.３％）、乔木平均胸径１０～３０ｃｍ、灌木高度２～４ｍ、灌木盖度０％～２５％、２６％～５０％、５１％～７５％ （３３.３％）

Ｉ ６
针阔混交林、海拔＜７００ｍ、乔木高度１０～２０ｍ、＞２０ｍ（５０％）、乔木郁闭度５１％～７５％ （９３.３％）、乔木平均胸径１０
～３０ｃｍ（６６.７％）、灌木高度＞４ｍ（９３.３％）、灌木盖度５１％～７５％ （５０％）

表４　各生态因子主成分分析结果
Ｔａｂ.４ Ｒｅｓｕｌｔｓｏｆｐｒｉｎｃｉｐａｌｃｏｍｐｏｎｅｎｔ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ｏｆ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ｆａｃｔｏｒｓ

变量
主成分

１ ２

植被类型 ０.３２ ０.４４

海拔 －０.４１ －０.２２

乔木高度 －０.２７ ０.０３

乔木郁闭度 ０.４３ －０.３５

乔木平均胸径 ０.５０ ０.１８

灌木高度 ０.０２ ０.６７

灌木盖度 －０.４７ ０.３７

贡献率／％ ２８.５９ ２３.６２

累计贡献率／％ ２８.５９ ５２.２１

　　第一个因子中绝对值较大的权重体现在植被类
型、海拔、乔木郁闭度和乔木平均胸径上，野猪在

植被类型丰富、高度较高的乔木林中可以得到更

多的食物；同时，在郁闭度较高的林中，植物较

多利于野猪躲避敌害的发现，可以避免阳光直射

有助于野猪的休息。海拔多选择 ＜７００ｍ以下的
范围是由于此范围多有农田，且水源充沛。

第二个因子绝对值较大权重在植被类型、灌

木高度。野猪喜欢食植物营养价值较高的枝叶和

根，而在灌木丛中丰富度较高。主成分分析说

明，野猪喜爱选择植被类型为针阔混交林、乔木

郁闭度中等、乔木胸径１０～３０ｃｍ、灌木高度２～
４ｍ的生境，且与各生态因子分布频次和样线分
析的结果相似。

４　结论与讨论

野猪在监测位点的高出现率 （７６.９２％）表
明，湖南高望界自然保护区内野猪种群分布广泛，

且活动频繁；其次，相对多度指数 （ＲＡＩ＝４.４３）
进一步揭示了野猪在该保护区内具有较高的相对密

度，说明野猪种群在该地区拥有良好的生存环境和

充足的食物资源；最后，通过对有效照片的分析估

算出的野猪资源数约１５６１头，为后续的野生动物
保护和管理工作提供了重要的数据支持。

偶蹄目动物的日常活动规律通常可分为双峰型

与单峰型［３２］。本研究采用红外相机技术对野猪种

群的分布规律及生境选择进行了综合调查。结果表

明，野猪的日活动节律呈现显著的双峰型特征，其

相对多度指数在６：００—８：００达到日内的首个活动
高峰，而１６：００—１８：００出现第二个活动高峰，这
两个时段也是野猪日活动强度最为集中的时间。本

研究结果与赵婷［３３］基于红外相机技术对湖南八大

公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兽类物种多样性调查中关于

野猪在１６：００—１８：００时段活动利用率达到高峰的

４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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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现相吻合。这两个高峰时段分别对应于日出和日

落时分，此时光线较为昏暗，有利于野猪规避天

敌；早晨食物资源丰富，有利于觅食；而傍晚则气

温适宜，便于野猪进行外出活动。从 １８：００起，
野猪的相对活动强度明显下降，直至次日４：００再
次回升，野猪整体上主要呈现晨昏活动为主、昼间

活动为辅的行为模式［３４］。

在月活动规律方面，湖南高望界自然保护区内

的野猪７月出现频率最高，这与郭继芳等［３５］对陕

西太白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野猪活动规律研究中指

出的８月和１０月为活动高峰期的结果不完全一致，
但与张晔华等［３６］对建德市野猪分布特征及活动节

律研究中７月活动频繁的发现相符。这种差异可能
源于野猪活动高峰月份受地形、气候等多重因素的

影响。高望界自然保护区在５月和６月期间会出现
不同程度的降雨，促进各类植物的发芽与生长，为

野猪７月份的频繁活动提供了充足的食物资源。
野猪对生境的选择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包括

动物自身的需求和环境本身的特性［３７］。研究发现，

野猪主要分布在海拔＜７００ｍ的区域，其次是７００～
９００ｍ的区域，而海拔 ＞９００ｍ的区域野猪数量较
少，这可能与海拔升高导致的食物资源获取难度增

加及气候条件不适宜生存有关。野猪偏好在阔叶林

和针阔混交林、乔木郁闭度中等、乔木胸径１０～
３０ｃｍ、灌木高度２～４ｍ的环境中活动，这与程晓
福等［３８］对六盘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野猪春季生境

选择特征研究中的发现一致。阔叶林和针阔混交林

为野猪提供了丰富的食物资源，如野核桃

（Ｊｕｇｌａｎｓｃａｔｈａｙｅｎｓｉｓ）、栎 （Ｑｕｅｒｃｕｓ）类等树种，
以及草本植物和蕨类植物［３９－４０］。乔木的适宜高度

和郁闭度、灌木的高度影响食物资源的丰富度，并

提供良好隐蔽条件以规避天敌［４１－４２］。

野猪作为保护区内生态系统重要组成部分，其

存在和繁衍对于维持生态平衡、促进物种多样性和

能量流动具有重要作用。野猪的取食行为有助于土

壤翻动和松散，促进植物吸收营养和水分，增加生

物多样性。根据野猪相对多度指数和幼体与成年比

例的数据，可知野猪数量在持续增长，且在高望界

自然保护区内分布广泛。鉴于高望界自然保护区内

野猪缺乏天敌［２１］，未来几年可能会出现种群数量

过多的情况，需要对其种群数量进行适当控制，以

避免对当地农作物造成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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