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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 桂 全
(中 国科学院西北高原生物研究所)

长江发源地,位于青藏高原的腹地,平均海拔 4500米以上,由于其特殊的自然条件 ,

致使历来成为一块人们不可达入的
“
禁区

”
。

1978年 6-9月 ,由长江流域规划办公室主持,中国人民解放军兰州部队全力协助的

长江江源拍摄考察队 ,开始对我国长江源头地区,进行了多学科的综合考察。 在此期间 ,

通过全体队员的共同努力,克服了高原上种种困难,获得了第一手科学资料,从此揭开了

长江发源地的奥秘。本文为笔者参加工作时所得鸟、兽考察资料 ,提出初步报道。

由于当时的客观条件 ,使部份调查工作只能以踏勘方式进行。

江源地区自然概况

长江源区 ,具体位置在唐古拉山以北,昆 仑山以南 ,西界可可西里山以东一带 ,东缘为

玉树地区的杂多、治多和曲麻莱县的西部地区。整个范围约介于北纬 32° 28′-35° 20′ ,东

经 90° 30′-94° 41′ 之间(附图 1)。

图 2 远眺唐古拉山主峰一 格拉丹东峰

F.ig. 2  sccnary of `‘ t. Ocladandong scen fron△  a great dist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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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江正源源头为沱沱河源头,其出自唐古拉山主峰— 格拉丹东峰(海拔 6621米 ;图

2)的冰川群中;而它的东源,为 当曲源(主要源头称多潮能〉,发源于唐古拉山主蜂东部的

雅舍日阿巴峰 (海拔 5315米 ;图 3)。 本次考察的重点,主要是围绕着这口个源头地区进

行的,从而实际工作范围较整个源区面积略为小些。

图 3.发 源于雅舍日阿巴峰下的当曲源头— 多潮能

F· ig. 3  △)ochaonenB - tht sourCcs oI Dang Qu RivCr at the foot of Mt. yasheriaba.

江源地区的地貌,主 要为坡度平缓、相对高度不大的开阔高平原、丘陵和介于低山、丘

陵之间的盆地。但丘陵与山岭很少沿一个走向延长很远 ,其相对高度一般不过数百米 ,仅

少数达到 1000-1500米。由于第四纪冰期的作用,所以本区地面有不少冰蚀、冰碛及冰

水沉积所形成的地形。这里多冰积湖泊,湖周往往有小面积的草甸出现。 据在正源源头

实测,雪线高度一般均在海拔 5500米 以上。

除了当曲源头一带多大面积的沼泽草甸外(图 4),本区主要为典型的高寒荒漠、干旱

草原和高山草甸,所以习惯上称作羌塘(荒原)地区。高寒、干燥、日射强、空气稀薄、风力强

烈及季节性极不明显等是本区的特点。平均海拔高见附表 1。 为典型的大陆性气候。 年

降水量约为 100-150毫 米,7、 8二个月最多,冬季最少。相对湿度平均在 40%以下 ,

7月 最高亦不及 50%。 冬季最低气温可达 一35℃ 以下,7月 平均温度最高亦仅 7-13℃。

昼夜温差大,气候变化无常,夏季一日之间有时晴空万里,忽而浓云密布,雷雨、冰雹交作 ,

瞬间大雪纷飞 (图 5)。 据笔者在长江正源 II号营地从 7月 19-30日 的实测气温所得
(表 2),可知这里天气的一般。一年约只有不到 4个月的时间气温略高,没有绝对无霜

期— 土壤多砾石,土层薄,如前述除当曲源一带多大面积的草甸、沼泽草甸外,主要植被

为高寒荒漠型,且分布稀疏、生长矮小,极大部份呈垫状或匍匐状紧贴地面,有些地方植

被的覆盖度几乎不到 15%(正源源头一带)。 这里主要的植物有:羊茅 (F“
`″

″ o″J″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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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   点 海拔高度 (米 )

ai0tudc(m)

5.当 曲会口 (囊极巴龙)

Dangquhuikou(Nangiibalong)

不 冻 泉

Budongquan

楚 玛 尔 河

Chumacrhe

五 道 梁

Wudaoliang

沱 沱 河 沿

Tuotuoheyan

雁 石 坪

Yanshiping

7.温   泉

VVengquah

尕尔曲啻地

Caerqu yiodi

省 莫 错

Quemocuo yindi

】1.正 源 I1号 营地

zhengyuan erhao yin(li

450()

4520

4640

4600

4550

4640

4760

4750

4940

5200

5300

10.正源 1号营地

zhengyuan yihao Yt!】 (li

12. 祖尔肯乌拉山对岸营地

zuerken、 ǔlashan(luian yindi
4920

5000
13,唐 古 拉 站

Tangqulazhan

当曲源头 (多潮能)

I)△ ngguyuantou

14
5100

青藏苔草 (C″锣″o¨助/`J:)、 垫状点地梅 ('耐杨幽
'`'`出 )、 红景天 (R乃。

`‘

o`口 sp.)、

青海马先蒿 (P纟

`.‘

″切‘
`r″

刀
'田`)、

马先蒿 (P″″″J〃“ sp.)、 钻叶风毛菊 (s印“″″

‘汕
`‘

切口)、 青藏狗哇花 (rf召
'厂
0卿”乡o″饰)、 块根紫菀 ('“or'·″历洳‘)、 多茎委陵菜

(Po″
`:`,″ `″

刀″″″
`”

)、 黄芪 (孔″
`g〃

`″

。sp.)、 爪瓣虎耳草 (s″和
'g'仍`;g历

c″
'勿

),在

较潮湿和小面积的水洼地中,则生长有毛柄水毛莨(B″
`弼

历″″
`r渤

op匆″“″)和云生毛茛
(R曰″“

`,御
`″

‘″FP拓′°:纟″“)在典型的寒漠冰碛地上,又分布着稀疏的羌塘风毛菊 (s砌“″″

绊″勿|)、 多刺绿绒蒿 (J。rcⅡ刀o`“ 乃o″′
'″

切)、 大黄 (R乃砌仞 sp.)、 西藏黄芪 (',`r口驷
`″

‘

″拓
`砌

”)、 多枝黄芪 ('‘
`厂'驷

′” po`照

`刃

扬‘)棘豆 (or,``/o`r sp.)、 青甘蚤缀 ⑺ 彻狮口

· 13'·

表 1 江Ⅱ地区有关工作点的海拔高度

】
·
ablc 】  Altitude of various sites in the region of tllc sourccs.



图 4 检查车辆、准备越过源区的沼泽草甸

Fig. 4  E.xainine trucks und iceps to Cross the s、 van△p n】 cado、v in thc region of thc sourccs.

图 5

Fig. 5

1978年 7月 27日 于 I】 号 莒 地 早上 所 见 地面 积 雪 厚 达 5厘米

E.arly in the moining on 2' July i978, at the II cncan1pment

the sno、 v deposit was uI) to 5cn】  on the g.round..

ro扬r°绡天方)、 水柏校 (M`″彻磁
`他

″
'′

‘7),至海拔 5300米 以上的古冰碛石隙中,则有
雪莲 (勐“砌彻 sp.)分布,另外还生长有女娄菜 (M山″

``″
″

'`●
r。J″″)。 由上述这些植

物组成,明显地反映出长江发源地的一派高寒色彩。

根据我们前几年在源区范围内的野外调查,再结合本次的工作 ,得到江源地区主要的
鸟类有 30种 ,分隶于 9目 14科 ;主要哺乳类计有 22种 ,属 5目 10科。 它们的名录如
△
=l′ o

调 查 结 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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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  期

(】 ate

1978.7.19

1978.7.22

1978.7.24

197B.7.26

1978.7.27

1978.7,28

1978.,,29

1978.7,30

江源地区鸟类

I.雁 形 目 (ANSERIFORMEs)

鸭科 (Ana。dac)

1.斑头雁 [/`,‘″扬拓″‘(Latham)l

2.赤麻鸭 [r'`。厂″口/″r昭’
`1''(Pauas)]

3.凤头潜鸭 【约
`匆

口/〃竹″
`口

(L·】nacus)1

4.普通秋沙鸭 (M″g” ″″g`″‘″Lhnacus)

II.隼形 目 (FALCONIFORMEs)

鹰科 (Acopitidac〉

5.鸢 [‘a'″绍‘tcr‘r切″(Gmclh)]

6.大 鹭 (B″召o拓 历

`″

‘切 Tcmmmck ct schlcgcl)

我2 长江正△0头 II:tt(泗 拔s,团
"9*)“

价气Ⅱ
Table 2 Paniai records of tcillpcrature at the II cncampmcnt(5200m.)

in the g.e:luinc sourccs of thc Yangtze river.

晴
cloudless

多  云
cloudy

大  风
high 、vind

风

^wind is

停
fa11ing

下 雪 粒
graln sno、 1.

cl哩
塬

s群操 y h thc

t⒒
:幂i毳霹卩

n; 多云
c n1. in thc

睛

cloudlcss

浙续雨雪
discontinuity slect

咕
cloudless

注:表中所列时间为北京时间

祝状

b
c
r

一一△

 
t

z
 
 
 
`

天时  间 气温 (℃)

temperature(℃ )

14

-l

-3,84:00

20:00

22:30

20:00

9:00

14:30

20:00

21:00

9:00

9:00

8:00

12:00

9:00

断续雨雪
discontinuity stcet

】978.7.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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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秃 鹫 (加 gypJ留 ‘ ″ 口刀口c杨 ‘ (Linnacus)1

8.胡兀鹫 [c,`″
`″

‘助沾
'`″

‘(Linnacus)1

隼科 (Fakmidac)

9,猎隼 (F″mc拓″″gJ.E.Gray〉

10.游隼 (F``'。 ″馆
'`″

‘‘F Tunsoll)

11.燕隼 (F``co‘油扬
`臼

Linnacus)

ⅡI.鸡形 目 (GALLIFORMEs)

雉科 (Phasianidac)

12.西藏雪鸡 %″
`og`″

“‘
`油

幽″” Gould

Iv.鹤 形 目 (GRUIFORMEs)

鹤科 (Grtlidac)

13,黑颈鹤 【Cr” ″唧∞″订(Przcwalskii)1

V.鸺 形 目 (cHARADRIIFORMEs)

鹌科 (charadriidac)

14.环 颈 鸽 (c切 ″

`r:“

‘ 湘 仞

'`ˉ

f昭‘ Linnac11s)

vI.鸥 形 目 (LARIFORMEs)

鸥科 (Larldac〉

15`棕头鸥 (切
'″
‘沙/'刀″:ccp杨

`仍

‘Jcrdon)

16.燕鸥 (s`cr″四乃|″″
`o Linnacus)

17.鱼 鸥 (L″ 泌 |c加匆 汩 ″‘ Pallas)

vII.鸽 形 目 (COLUMBIFORMEs)

沙鸡科 (Per。 clididac)

18.西藏毛腿沙鸡 [助″乃
'``F‘

rJ防′″″″f(Gould)l

鸠鸽科 (C献unlbidac)

-19.岩鸽 (Co`仍″沙
'`″

四
'订

pallas)

vIII,佛 法 僧 目 (CORAcnFORMEs)

戴胜科 (UPupidac)

20.戴胜 ⑼ 印氵印o`‘ LmnaCus)

IX.雀 形 目 (PAssERIFORMEs)

百灵科 (Ⅲaudidac)

21.角 百 灵 k切勿o`乃切
'``“

′“ (Linnacus)1

22.长嘴百灵 (″c`'″ or。ryp乃
'″ ',;'″

〃Blyth)

鸦科 (corvidac)

23,褐 背地鸦 (P‘″汤
`o`o″

‘切″″订Humc)

24.黄嘴山鸦 [P'″切ror贺 gr″″
`仍

‘(Lhnacus)]

25.大 嘴 乌 鸦 (Cor″么‘‘ ″ 咖 硝 y″品 ″‘ Waglcr)

26.渡鸦 (0'″劣Fr。r锣 Lhnacus)

鹤科 (Muscicapidac)

27.赭 红 尾 鸲 【P乃 o御栩 仞‘o汕
`″

of(Gmcll!】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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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鸟科 (pl。ccidac〉

28.树麻雀 [P'f‘c/″ o刀
``″

″‘(Lulnacus)]

29.棕颈雪雀 (Mo历/″″g`″口r″/`‘ 。″”Blanford)

30,棕背雪雀 (Mo″
`〃
”″g``场 莎

``″

/o'`|Humc)

31,白腰雪雀 【1r。访/汀″留:″'`″
z'″ o″四f(Przevaskii)1

32,白 斑翅雪雀 【:汪

'o″

″加
`g:```″

切口
`“

(Lhnacus)]

33.高 山 岭 雀 (L“co‘

``抑
防 幼 拓 (Bonapartc)1

江原地区哺乳类

I.食 肉 目 (CARN1vORA)

鼬科 (Mustclidac)

1.香鼬 (M弼
`o``'```切

Pallas)

2.艾虎 (P″o”” c″″‘″
``9″

r L1№n)

熊科 (U芯dac)

3.棕熊 (II/`‘″‘″r咖 Lhnac“ )

犬科 (C血dac)

4~狼 (c口
`’

”
`氵

‘
`″

‘Llnnacus)

5~红狐 (7″

`“

″″JPc‘ Linnacus)

猫科 (Fdidac)

6.荒 漠 猫 (FF`,‘ 助
`F Milnc-Edwards)

7.兔狲 (Fc`,‘ ″勿″
`Pallas)8.猞猁 (RJ打 J`″ Linnacus)

9.雪豹 (P'″硝御 ″″r.'schrcbcr)

II.奇蹄 目 (PERISODACTYL)A〉

马科 (Equidac)

10.野驴 ⑾ 膨‘拓″南″″‘Pal脉 )

III, 偶 蹄 目 (ARTIODACTYLA)

鹿科 (CcFvus)

11,白唇鹿 (C″″“‘汕防o‘

`“
Przewalskii)

牛科 (Bovldac)

12.野牦牛 1Poe`乃鸭″‘g/″″″″″‘(Lhnacus)]

13.藏 原 羚 (Pr。r〃 /口

`'′
`c弼

汤
'口

Hodgson)

14.藏 羚 (P口
`9`杨

Jo`‘ 杨 妇 o`9J AbCl)

15.岩羊 (P‘ c″

'oJ‘

″
'”

″
'Hodg∞

n)

16.盘羊 (o″”o″″o:Lhnacus)

rv,兔 形 目 (LAGOMORPHA)

兔科 (Lcporidac〉

17.高原兔 α″“‘oJo。o`″‘Hodg∞n)

鼠兔科 (ochoton1da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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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高原鼠兔 [o品¨″″r″ go″″r fHodgson)]

V.n齿 i齿
·
目 (RODENTIA)

松鼠科 (scluridac〉

19.喜马拉雅旱獭 (M″
`″

。
`刃

历″￠
`四

夕
'″`Hodg∞n)

鼠科 (Muridac)

20.小家鼠 (M″‘″“弼
`″

f LinnaCus)

21.白 尾松田鼠 (P```″” J锣r″
'″
‘Blydl)

22,青海田鼠 (M″ /o`″‘/”″‘Bachncr)

由调查所知,江源地区的鸟类和哺乳类,除极少数种类(如鸟类中的 M″″″‘和河c切″,

Pm″ ″o″

``膨
‘;哺乳类中的 C'`,`‘

`″
`″

‘,7″′
`“

″刀
`6,Jvr″

‘仞”″′″‘)属广布种外,其

余种类全为古北界成份,这里无东洋界种类的分布。从整体看,这里又多青藏高原的特有

种,象鸟类中的斑头雁、西藏毛腿沙鸡、西藏雪鸡、黑颈鹤、长嘴百灵、褐背地鸦;兽类中有

棕熊、野驴、白唇鹿、藏羚、藏原羚、野牦牛、岩羊、高原兔、喜马拉雅旱獭、白尾松田鼠等。从

这些动物的组成上看,又反映出长江发源地的特殊性。

另外,从调查结果来看,它们之中也有不少是广泛分布于青藏高原及蒙新荒漠地区的

种类,象赤麻鸭、大鹭、棕头鸥、秃鹫、胡兀鹫、黄嘴山鸦、赭红尾鸲、猎隼;兽类有香鼬、文

虎、猞猁、雪豹、盘羊等。因此,长江源区动物区系在组成上似较混杂。但从分析这些种类

的数量状况,可 以清楚地显示出,前述青藏地区的6种特有鸟类 (虽然仅占全部调查所得

鸟类的 1/5),都为本区的优势种。至于兽类中的青藏高原特有种几乎占总种数的一半,

除岩羊外,其余均为本区的优势种类。而那些广泛分布于青藏高原及蒙新区的种类,一般

数量均稀少,从而不是江源地区鸟兽组成的主体。

白唇鹿为我国特产,它只分布于四川西部及青藏高原上,这次在当曲、沱沱河会口(囊

极巴陇)一带发现,为 目前本种动物分布的最西限提供了新依据。而本区新建居民点内的

小家鼠 (M″‘″叨‘御
`″

‘),显然是近期随着人们的经济活动而迁人的。

由上所述,从长江发源地的鸟、兽组成,再结合以往的有关论著 (中国综合自然区划,

1959;中国地貌区划,1959;中 国动物地理区划,1959),笔者认为整个江源地区在动物地

理区划上的位置,应属古北区青藏区系中的羌塘高原亚区,它与蒙新区尚有一定的联系,

而与华北区系的关系比较疏远。但需指出,在本区东部的当曲源一带 (包括曲麻莱县、杂

多县西南及南部的部份地区),虽然此次未能作系统全面调查,但从这里地势比较明显地

向东南倾斜,个别河谷开始深切,而且已与外流水系的扎曲(澜沧江)源区紧邻(长江水系

为内流水系),因 此气候上亦较西部正源一带潮湿,分布有大面积的草甸草原、沼泽草甸和

沼泽,所以鸟类中的黑颈鹤、长嘴百灵 (M砌″ororyp拓 ″
',:,″`)均在这里出现,而在正源

源头一带分布极为普遍的典型荒漠种类藏羚(P'″
`加 `op‘

切七‘。″f)、 野驴(助″″‘拓御o″”)

在这里已极少见。 相反生活于相对较湿润草原环境中的藏原羚 (Pr。r'Pr、

``r``''″ `'`'),在此确为常见种,可见这里已为羌塘高原亚区的东缘,因此在动物区系成份上表现出与我
国横断山脉北端一带有所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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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源地区鸟类与兽类的一些生态地理特征

长江源区,由于它具有一系列独特的自然条件,对分布于此的动物,相应受其明显的

影响。就本区鸟、兽一般的分布情况看,种类组成贫乏,群落结构简单。 而就每一种情况

看,往往是数量多而分布广,这与它们的栖息、食物条件密切相关。但由于每种动物具有

各自一定的生态适应,如斑头雁、赤麻鸭、凤头潜鸭及环颈鸺等,均活动于河流、湖泊和沼

泽一帝 ,其中有些确在陡峭的山岩、阶地绝壁的缝隙、洞穴等处营巢、繁殖,这是与附近湖

泊中无岛屿或缺少大面积的沼泽有一定关系。 相反个体微小的环颈鸺,就近的低草足可

使其巢穴隐蔽 ,它们不但出现于上述的一些水域环境,在一些断续的小溪、水洼地附近亦

可见其繁殖;西藏毛腿沙鸡几乎均在海拔 5000-5200米的荒漠环境营巢和活动,其体色

与环境如此相似,致使在很近的距离内也无法辨认。由剖胃发现不论成鸟、幼鸟均以棘豆

(o〃″印F‘ sp.)、 西截黄芪('”口g″
`″

‘石拓
`刃`,“

‘)的花和嫩叶作为其主要食物;草原及草甸

草原是数种雪雀、褐背地鸦、角百灵的主要分布区,除后者外 ,小型啮齿类的废弃洞穴是它

们的营巢所在,此种现象在生物学上称作鸟兽同穴。这种方式 ,与高寒以及瞬息万变的高

原气候是相适应的,笔者曾注意到这样一个现象:1978年 7月 22日 于正源Ⅱ号营地发

现角百灵鸟巢一个 ,内有卵 2枚 ;7月 26日 早上、中午观察到雏鸟相继出壳,当天下午大

雪;7月 27-28日 间断有雪;7月 29日 早上发现 2只雏鸟已死亡。据此分析,这里的鸟类 ,

营地面巢的雏鸟成活率可能要低于营地下穴居巢的成活率。 哺乳类中的高原鼠兔、白尾

松田鼠广泛分布于本区的草原、草甸草原,成为江源地区显著的优势种,它们表现为明显

的群居性 ,一般总是呈岛状分布,这与食物基地的配置与食料充裕有着直接关系。当然群

居性在它们的安全防护上更有意义。 据对草甸草原上的高原鼠兔数量统计,1公顷面积

内的动物可达 124只左右,而 白尾松田鼠的分布密度更高,以致用目测法不能进行计数。

由于它们的挖掘活动,在分布密度高的地方,地貌受到明显破坏。 又如有蹄类中的藏羚、

藏原羚、野牦牛、野驴都是典型的集群性动物,均有善走能跑的本领,这是与它们取食量

较g t△错置口头所见0” (nm●△。Iopo△o‘愆:o,:I)li况 (1078· 7· 17)

△able 3 The num.bcr of Tibetan antelopc(P。 ″
`乃

oJop‘ ”odgfo″ |)seCn on

way from Quemocuo to thc sources(on 17 July 1973).

环    境

habitat

天  气

weathcr

备  注

n ote

高寒荒漠
alpine desert

晴
cloud1css

'
alpine desert ciou(lless

alpine desert cloutlless 护 护

护
'2,♀

alpine dcsert c1ou(lless

cloudlessalpinc (lcsert

''
alpine descrt cloud less

cloudless

护

护 护alpine desert

数  工

nunlbcr

2alpine descrt ciotidless

·143·

'护

'护



大、有时需要远距离的寻找水源和随着气候的变化作相应的迁移相适应。但藏羚主要广

泛分布于荒漠环境 (表 3、 4);而藏原羚偏重分布于各种典型的草原、草甸草原上 (表

5、 6)。

04 由扭尔古山获口至温泉n中所见有啼类动钫

"况

(1978· 8· 2)

·rable 4  
·
rh.e nun1ber of ungulates seen oo thc 、vay from zuerken、vulha

Poss to`Venquan(on 2 Aug.1978).

环 境 备  注

hal)itat

高 寒 荒 漠
alpilie (lesert

'矿

alpit1c (icsert 矿 矿

aipine desert

'
alpiile desert

'
高寒荒漠与草甸

alpine desert& inadoW 护

alpiilc desert& mado`叩

'护
alpine desert&madow 护

'
高 原 草 甸

alpine lncadow 护

'

''

备   注

''4,♀
2

'

'

护

alpine mcaclow

环 境

habitat

尔s 沱沱河沿至当曲会口沿途闸见有两类动扬
"况

(1978· 7· 10)

·
rable 5  the nunlber of 11】 11gu.1ates seen on t11c way from 1· uotuobCyan

to Dan8quhuikou (on 1o July 1978).

steppe

steppe

荒漠草原
desert steppe

deseft steppe

'
护dcscrt stcppc

desert steppe

desert steppc

护

'l,♀
1

σ刁

'2,♀
♀4

草甸草原
nlead。、″ steppe

meadow steppe

'

''3,♀
♀5111eadoW steppe

n】 cad(,”· steppc

数  量

nu mber

cloudless

cloudless

cloudless

cloudlcss

天  气

Weather

晴
c1oudless

cloudless

P〃
`,`乃

。JopF 乃。

`·

g‘ o″ ,

p'″

``,o`op‘
 乃o`.g‘o″ ,

P夕
`z,乃

°,° P‘ 乃°d.g‘ °”氵

pr。 r、 p`' pFc彦氵‘″“‘
`'`饣

P'″
`乃

oJop‘  乃od.8了o″ i

种 类

sp ecles

2

lo

l

1

l

6

2cloudless

cloudless

cloudless

P'orop/' p● c`,r召 j`′召
``

P``z`乃。

`opF ^°

‘

`‘

‘o`z氵

P/o‘
'pr‘

: pFr‘ ic“ “
''`口

specles

种

cloudiess

cloudlcss

cloudless

cloudless

天  气

weathcr

晴
cloudless

clou(lless

cloudiess

数 】

number

一
 
一工

2

一
 
一
 
一
 
一

_
ˉ一3

一

一̄2

cloud less

cloudless

cloudless

P`or'p'' p|c`jc召
`‘

′
'`夕

P'″彡乃orop‘  乃。

`g‘

o″ ;

F’

`orcp`` pFr`ir`“
'.'`〃

p.、召r召 p`口  pir`氵‘
'″`'`'

P'″彦乃口Jop‘  乃o'召‘o″

P夕″‘乃。Jop了 乃。
`g‘

o`,

Proc`pr` P氵 ‘彦|r夕
`‘'``'

P.ror`pr召 p|c`ir召
``'· '`夕

Pror'prc pirr|r夕 I`'夕

`夕

P`oc'p`` p`r`扌 r'`‘

''`夕

Pror夕 p`' p|c``F。
`‘

`夕 `'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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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

i0 当由全口交沱沱河沿沧法所见中痴女动臼

"况

(10IB· ⒎】4)
·
I·able 6  1ˉ hc number ungulates sccn on the 17.ay from Dangqu-lluikou

t。 ru。tu。hcyan(on 14 July】 978).

境 种 类

babitat specles

数 上

nunlber

备   注

Proc'pr` p|c彦 |ccf‘ z￠9o

'矿
steppe P`o‘oPrd p|‘ ′fr`.t‘‘

`召

.‘‘纟 ♀ ♀

steppe P`or'p/夕  p|‘ :`ic钙 “
`'`'

矿

'
steppe E口

`‘

“‘ 历●
`″

‘o“夕 护 护

steppe ,E日““‘ 乃
',″

,iof‘ ‘

stcppe P'oc'p`' p`',Jr夕 “.‘

`'`' '护
3,♀ 1

steppe P'or召 p`' P扌‘
`lc召

“
`'`四

护

季节不明显和漫长的冬季,促使本区某些动物以冬眠、贮存食物或进行迁徙来渡过这

种不利时期。喜马拉雅旱獭在这里的冬眠时间约达 7个月 (9月 中人蛰,翌年约4月 中旬

出蛰),它以其秋季大量脂肪的贮存来完成整个蛰眠期间能量的消耗;又如在正源一带的

高原鼠兔,7月 下旬就可看见在洞口附近采食堆草。 在本区考察到的 30种鸟类,其中约

有一半冬季均迁走。就是留鸟,它们也随气候条件的变化而进行着一定的游荡和漂泊,象

西藏毛腿沙鸡、角百灵等。兽类中的岩羊、盘羊同样随着冬季的到来则由高处向低处进行

垂直迁移。 间断的大风雪,也迫使前述的有蹄类及其他一些鸟类朝着向阳避风的山谷移

居。

高原的气候特点,使动物的繁殖亦受影响,同一种动物,与低海拔地区者相比,主要表

现为繁殖期推迟,减少繁殖次数或个体数。 如处于海拔高度 3200米左右的青海湖一带

的高原兔 α″″‘oio“o`”)6月 底就可见到当年的幼仔活动,但在江源地区的高原兔,早

的产仔于7月 上、中旬 (当 曲、沱沱河会口一带,海拔 4450米),而晚的(在正源源头附近 ,

海拔 5200-5300米 )至 7月 下旬还处在妊娠的后期,因此在繁殖期上前后可差 1个月左

右;又如鸟类中的角百灵 O切″op″
'口

JP“″”),6月 初或中旬的青海湖、海北、海南等地

已能见到它们的幼鸟。笔者曾在 1968、 1970年于青海海南地区木格滩上 (海拔 3300米 )

作过观察,7月 下旬已能见到当年出飞的幼鸟单独飞进我们驻地院内取食;而在长江源头

地区(海拔 5250-5280米 )的角百灵,至 7月 下旬雏鸟才出壳 (表 7)。 同时,通过比较还

发现,海南地区的角百灵,不但一年可以繁殖 2次 (不是所有成鸟),而且每窝卵数 (表 7)

要比长江源头地区稍多。 同样斑头雁 6月 中旬在青海湖地区为雏鸟的出壳末期,而长江

源头地区至 7月 上旬才孵化。由此可以看出,同一种动物处在 2个不同海拔高度地区时 ,

它们的繁殖期、繁殖次数、以及繁殖的个体数均有不同。

江源地区7月 的气温,为一年中的最高月份(平均温度仍在 5℃ 以下),相应水份条件

亦较好,强烈的辐射略能补充热量的不足,植物均在此短促的季节内完成其生活周期,而

动物也须完成它们的絷殖期,此间观察到的繁殖鸟类有:斑头雁、赤麻鸭、凤头潜鸭、环颈

鸽、燕隼、西藏雪鸡、西藏毛腿沙鸡、岩鸽、戴胜、角百灵、褐背地鸦、黄嘴山鸦、赭红尾鸲、树

麻雀、棕颈雪雀、白斑翅雪雀等;綮殖兽类有:高 原兔、高原鼠兔、白尾松田鼠、青海田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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卵  数 平 均 数

thc average

巢 号

no. of nun1ber
of eggs

2,1

青海海南地区木格江

Mugotan, IIai:lan
reglon, Qiilghai.

海拔(米 )

altitude

(n1)

5200

5200

5300

5300

5300

5300

5300

3120

3120

3120

3120

3120

3120

3120

3120

3120

3120

3120

3120

3120

3120

3120

3120

3120

2.6

青海海南地区木格浓

Mugotan,Iiainan
region,Qingllai.

农口 不曰订拔地区n百员 (历r●mo口″。。IpeJⅡJ)i定
"况

比较

Table ` Com.prison of breeding ciFcuinstances of horned lark(刀
`'″

°P乃 i′

''Jpr‘
″jf)

in regioils of various altitud.e.

时 间

datc

地Ⅱ 区

r】 glon

长江源头 1号啻地

no.I cncanapinent
genulnC sourtCs
of the Yangtzc

发现雏鸟娘早出壳时间
tho carlicst
datc of
hatching

1978.7.18

1908.'.19

1978.7.22

1978.7.2,3

1998.7.23

1978.7.24

1978.,,2,

长江源头Ⅱ号萏地

no~【 I ●ncanipinent
genulne sources
of t.hc Yangtze

I978,'.6

1900.6.5

1970.6,6

1970,6.15

19`0.6,18

1970.6,18

19`0.6,18

1970.`.3

1970,7.8

1970,7.9

1970.7.18

1970.6.18

1968,5.3】

1968,6,4

1968.6.4

1968,6.4

1968.7.12

1968.7.21

1968.7.24

:968.64

喜马拉雅旱獭、狼 ,有蹄类中的野驴、藏羚羊只能看到它们的避体在活动,雌体早已移向较

隐蔽的地方产仔。藏原羚虽然处于临产阶段,而它们的公母仍在一起活动。

本区动物多白天活动,小型动物多以穴居生活为主 ,这与高寒、昼夜温差大、气候变化

无常以及缺乏良好的隐蔽条件等有密切关系。总之 ,江源地区这种严酤独特的自然条件 ,

对本区动物的区系和生态均有着深远的影响。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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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区动物的经济意义

江源地区的大部分动物,为青藏高原所特有,个别种类仍为我国的特产。就这次考察

中属于国家保护范围的有 :

国家一类保护动物

黑颈鹤、野驴、白唇鹿、野牦牛。

国家二类保护动物

雪豹、蔽羚、盘羊。

国家三类保护动物

西藏雪鸡、兔狲、猞猁、岩羊。

属于国际保护对象的有 :

胡兀鹫、游隼、棕头鸥、棕熊、狼。

野生动物,在人们的经济活动中起着重要的作用。长江发源地区的这些动物,为我

们提供肉食、经济毛、皮,更有部份种类亦是名贵的药用动物,为此,应该珍视这些资源。

通过本次调查,这里特别要提到的是本区有蹄类动物中的野驴、野牦牛和蔽羚,由于一般

均活动于开阔环境中,有些地方,整年都有遭到杀害的可能,据笔者数年调查了解,有关这

些动物的数量正逐年下降,目前,在本区青藏公路以东野牦牛的分布已经极为稀少,现在

若不切实执行国家已经颁布的有关保护规定,可以预计不久的将来,势必造成这些资源上

的严重后果;更应指出的是当地有关部门,未作认真调查就轻率地断论,认为个别种的数

量(如野驴)已经达到影响家查的饲料,因此随便加以号召,或对群众不合理的狩猎不加制

止。我们针对上述现象进行踏勘核实,认为本区的这些动物并非数量过多,更没有与牧畜

争夺饲料基地的可能,相反,它们的数量正在日趋下降,从而应该立即采取有效的保护措

施 ,使其资源尽快得到恢复。

这里还要提到藏羚,鉴于它为珍稀特产,除了前述有关经济用途外,亦是一种名贵的

展览动物 (国内至今还未曾有过活兽展出),同时具有一定的科研价值。但目前数量下降

显著,为此,建议将它由原来的国家二类保护动物上升为国家一类保护动物。除此之外,本

区列为国家保护范围的动物中,白唇鹿、盘羊、雪豹、猞猁的数量也比较贫乏,从长远着想,

对它们也应采取一些行之有效的保护措施。保护的目的也是为了更好地利用。

相反的,象广泛分布于本区的高原鼠兔、白尾松田鼠、喜马拉雅旱獭、狼等,不但啃食

牧草,更由于频繁的挖掘活动,加剧加速了这些地区的风蚀作用,致使无止境地破坏着草

原建设,直接影响着畜牧业的发展。其中喜马拉雅旱獭除了参与前述的危害外,又是某些

疫源的宿主和传布者,但它又是重要的毛皮兽之一,所以如何控制它的有害一面,利用和

发展它的有益方面,亦是今天一个很突出而值得研究的现实问题。

狼,现今被列为国际上的保护动物,在我国分布广泛,它在长江源区数量并不多,但危

害作用显著,不但伤害家畜,多 种资源动物亦遭残杀,例如 1978年 8月 1日 笔者对 Il△ 号

营地附近的一个狼窝所在地(7月 31日 已见当年幼崽出外活动),进行了食物残存部份调

查(表 8)发现其残杀对象惊人。 为此就长江源区的具体情况,狼应作为一种主要的防治

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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裘 B 扭琅猪禁的动仿种类及残存“位

△
·
able 8  Vatious kinds of aniinals ki【 Ied by w· o1vcs aild thc parts of thc reinainder.

种 类 皮

furspecles

P`″‘乃ojop‘ 乃o`gfo,,f

P`'r'p`' plr`|r``〃 氵
`,`

o″“ 〃朗.`,,o″

P'。 P′’
'gz`‘

 g`“″,,j'″ ft

'“

:prf〃 :‘

`Prf

C`″‘‘/口仞″|``订

L`p〃￡ 。

`°

,扌 oJ`‘‘

″
``″

o’

' 
”氵,,':'`'`:`

△幼休 Ju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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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TEs ON BIRDs AND IMAMMALs IN THE REGION OF
sOURCEs OF THE YANGTzE RIVER

Cai ouiquan

(Ⅳ orn re召 |PIo忉(I%Im30祝咖C or B⒑ 7o乡″,zc3d勿沁‘os讠碰。6)

In the su【n】ner oF 1978, w.e carried out an exped.ition to the reglon of sources of

the Yan.gtze River,

This region is located in the centre of Qinghai~Xizang (Tibet) Plateau. 0n the

south, it is boˉ unded by the Tallggula ranges;on the∶【lorth by the Kunlun lIountains;

on the we晚 by tlle Ⅱuhxil iMoulltains;on the ea乱 ,it ig adjacent to zado,zhido and

Qulllarleb couylties of Yushu Tibetan Autonomous Prefecture.It covers a large area
frO】 r1 32° 28· to 85° 20′  in latitude, 90° 80′~94° 41· in longitude. irhe average altitude

oF this region ig more than‘ 5(X)m.and it is a cold,arid,windy and swept Wilderne鸱

wlth strong radlatlolls ot sunlight ana alm。 gt no ob~△oug challges of season.

Altogetber 30 slpecieg o￡  bird.s and.22 species of l∶【lalnlnalO were collected.du.ring the

surVey.A Very Few specieg areˉ mdelyˉ gpread oneg,the otherg are Palearctic compon-

ent勤 and there are lnany endenlic specieg anlong wllich there are quit|e a nuIn.ber of

endangered gpecies.

C)willlg to the ulliqu.e natural co∶【la.iti。 ns,the dlstributio△ .ana the ec。 l。giCal adapta-

tion of aniluals are aFfected trenlendously,BO we are of the opin.ioll that the region should

be considered as be1onging to the Plateauˉ Deserta subregion of Qlnghai~Xizang Re~

gion,of course,it is in a c】 oser relationghip w1th∶ Mongo1~Xinjiang Region than wltb

Northerll China Regl()n.
pinally, `lllgulates in this region are of n1u~ch econolllic Value and 1n.ust be gtrictly

protected.and ration.allv utiliz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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