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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中国麝科动物》是关于中国麝类动物研究的专著，内容涉及麝的基础生物学、种群生态学、人
工养殖与活体取香、麝香药理及临床应用、麝资源保护和利用等诸多方面。
它不仅概括了我国近半个世纪以来有关麝科动物研究的文献资料，对麝的研究成果进行了系统总结，
而且更重要的在于，它是作者近二十多年来对麝资源保护与研究辛勤实践的结晶。
书中，特别在林麝的足趾结构与上树习性、麝的分类、繁育、种群特征、资源衰退的原因及保护策略
等方面，提供了新的资料与论述，对于前人的一些观点也进行了新的思考，提出了新的见解。
　　《中国麝科动物》可供动物学、生态学、医药学、经济动物养殖，以及保护生物学等领域的科研
人员、教师和研究生参考，对于野生动物爱好者也有参考裨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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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3.粪堆统计天数 以几天内的粪堆作为统计的单元。
理论上，统计的时间单元（天）是可任意设定的。
可以是一天，也可以是一周、10天或更长的时间，但必须考虑粪粒鉴别的时效性。
新鲜的粪粒日变化明显，易鉴别天数，粪粒排出的时间越长，特征差异越小，鉴定其排出的天数越难
，误差越大。
根据实践，笔者认为以3天为宜，因为：①3天内的粪粒变化的特征较易掌握。
②以3天为统计单元更切合实际，误差相对较小，若以1天为单元，24小时内后期排出与第二天前期排
出的粪粒在鉴别上易引起误差，一旦出现误差便是100%，但若以3天为准，可能的错误会出现在第三
和第四天之间，误差仅约为30%；而如以5天为单元，虽引起的误差不过20%，但精确度下降了很难界
定第四、五、六天的区别，且前期试验的预备期得增加2天，再加上时间越长，天气变化越大等因素
，并无明显优势。
当然，具体的粪粒统计天数，调查者可根据当时的条件设定。
杨奇森等（1989）在四川白玉县调查林麝种群密度时，曾根据当地大约每周都有1～2次下雨的情况，
选择雨后进行，统计样带内未被雨水冲淋过的粪堆（雨淋过的粪粒色泽和湿度不同），以雨停之日到
统计时的天数为累计排粪日数进行数据处理。
这样可避免在粪堆判断上的误差，这显然是在特定条件下的一种选择，不是任何地点和季节都能采用
的。
　　4.样带法的灵活应用 通过试验，弄清了麝的日排粪量（堆数），掌握了3天内麝粪的鉴别特征，接
下来便是实施调查。
笔者主张采用常规的分层样地样带法，即不同生境的样带法，但赋予操作的灵活性。
考虑到山地林区的特点，设定一定宽度和长度的直线样带，操作时会因障碍物多而有很多困难，并且
山坡宽而山顶狭，调查宽度很难保持一致。
笔者在实践中采用化整为零的办法，即设定单人样线。
根据麝不在茂密的林草丛排粪的特点，前进时每人在两侧各2.5米范围内可发现90%～95%的粪堆。
为了减少宽度范围的误差，笔者开始时每人备用了2米长的竹竿用于测量前进时左右侧的宽度，手持
竹竿伸出触地时正好是2.5米左右，但实践时只适用开始阶段，各人摸索掌握5米线的宽度，始终带着
长竿在林中穿行是很困难的（尽可能始终带着竹竿调查）。
好在经过实践各人很快能掌握5米线的标准。
当然根据环境条件的差异，个人样线宽度也可以是4米（左右各2米）、6米或更宽一些，以不会漏查为
准。
调查时，根据人力情况，可以1～2人调查，经过培训后，可多达10人以上同时调查。
设定前进目标后，多人同时出发，每人相隔至少5米，调查宽度（5米×人数）乘以样带长度便是样带
的面积。
该法准确度高，灵活性大（人数可多可少，样带或样线可长可短，遇障碍时可绕行），可操作性强。
调查时，当发现新鲜粪堆时，每堆取一部分装在塑料袋内，带回集体判定3日以内的粪堆数，当然熟
练后可现场判断，不必取粪样。
因为清除粪堆很可能会影响麝原来的活动路线和改变排粪点。
应提请注意的是，对麝是不宜采用清除粪堆的办法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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