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柴达木及其邻近地区鸟类考察报告
一 中美青海高原联合动物学

考察成果之一
米

匡工 团.叶 晓堤
(中国科学院西北高原生物研究所)

口

随着人类经济活动的加强,使野生动物的生存和繁衍造成极大的威胁。 保护野生动

物不再是一个国家,一个地区的工作,已成为国际性的统一行动,对青藏高原的野生动物

现状,国 内外学者尤为关注。根据中美两国科技合作协议,我国动物学工作者与美国内务

部野生动物管理总署和美国蒙太那大学合作,于 1986-1987年对我国西部柴达木地区和

玉树、果洛地区进行了大型珍稀鸟、兽生态学考察,以期获得考察地区珍稀资源鸟、兽种群

结构、行为,栖息环境及生存受到危害的生态因素,为制定保护、管理措施提供科学依据。

本文是 2年鸟类考察结果的报道 ,但因考察地区不同,种类也有差别,为总结方便、报告分

为两部分。第一部分为柴达木及邻近地区,为 1986年考察,第二部分为果洛州的托索湖

地区和玉树州的昂欠县叱扎林场地区,为 1987年考察。

为使读者对这些地区的鸟类有一个概括的了解,除在鸟类名录中列入我们采集的标

本外 ,还罗列了前人的资料。 对有经济价值或珍稀的鸟类则分种将收集的资料进行系统

的描述。野生动物资源的开发、保护、管理意见附第二部分末尾。

二、考察队成 员

中方 :

队长:王祖祥 副研究员 鸟类区系分类

队员:蔡桂全 副研究员 兽类区系分类

Ⅱ1,承蒙我所杨福自副研究员鉴定鸟类食物中的植物种类,鸟岛管理站高原洪先生提供斑头雁的有关资料 ,中 国

科学院动物研究所冯祚建副研究员协助采粲标本,周志军同志参加标本采集,一并致谢。

2· 本文承蒙李德浩副研究员审阅,并提供宝贵意见,特 此致谢。

3· 国家自然科学基全资助项目。

本文 1988年 5月 17日 收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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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晓堤 实习研究员 鸟类区系分类

刘永生 实习研究员 兽类区系分类

以上均在申国科学院西北高原生物研究所

副队长:冯祚建 副研究员 兽类区系分类 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

队员:高行宜 副研究员 兽类区系分类 赵强宁 实习研究员 兽类区系分类
2人均在中国科学院新置生物土壤沙漠研究所

美方 :

队长: 理查德 ·米切尔 博士 野生动物保护 美国渔类和濒危野生动物 资源 保 护 局 (D】

Richard M. Mitche11, zoologist, u. s Flsh a△ d Wiidlife seivice lofficc of Endangerˉ

ed spcc1cs).

顾问: 巴特 ·奥加拉 教授 野生动物生态及保护 美国蒙大拿野生动物研究合作团体(Pr。 f.

Bart W.0· Cara,Rcsearch Biologi然 ,Montana Cooperative Wildlife Rcsearch unt).

詹木斯 ·哈夫潘勒 副教授 动物行为 美国科罗拉多大学 (Pr。 f· Jameg Ha“penn7,

ani】 Ila1 Be haviou〖 ,University of Col。 rado)。

丹尼斯·米切尔 ·莫菲 经理 本次考祭美方赞助者 (DCnllls MichacI Murphy,Cha1-

r1!lan of thc Board and sponsor of^tnerlcan sidc).

考察路线及工作点

考察路线及工作点(图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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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考察路线及工作点示意图

F.i8. l  ^.cketch ::lap of route and BiteB for ezpedition

工 作点 :

洪水川 3800米 北纬 35° 29· 东经 97° 51·  1986年 8月 10-15日

· lO0·

海西蒙古族羧族哈萨克族自治州

`



巴隆 3800米 北纬 36° ‘0· 东经 97° 25·  8月 16-23日

野牛沟 4000米 北纬 35° 31′  东经 93° 52′  8月 27-9月 2日

乌图美仁 2800米 北纬 36° 5!' 东经 93° 04′  9月 5-9日

阿拉尔 2900米 北纬 38° Os′  东经 90° 。0′  9月 10-】 4日

青海湖湖东 3300米 北纬 36° 32· 东经 99° 36′

"
丬

n
●

自 然 概 况

柴达木盆地位于青截高原西北部,东 经 90° 07′-99o20',北 纬 34° 40′-39° 20′。盆地是
由北侧祁连山、南侧昆仑山山脉的祁曼塔格山和布尔汗布达山、西北侧阿尔金山环抱、海
拔为 2600-3000米的高原内陆封闭式盆地。属青藏高原干旱气候区。具有干旱少雨、光
能丰富、风大沙多的特点。盆地全年各月的平均气温在 0℃ 以下的有 4-5个月,0-lO℃
的约 3-4个月910-20℃ 约有 4-5个月,一般均没有超过 20℃ 的。本地区的降水量受

季风和地形的双重影响,各地差异极为显著。降水量从东南向西北逐渐减少,由 四周高山

向盆地中心递减。东部香日德年降水量 200毫米以上 ,而西都冷湖不足 20毫米。盆地无霜

期一般是 120-150天 。植物的生长发育自 4月 下旬至 5月开始,9月下旬至 10月 初枯

萎。 植被以荒漠、半荒漠类群为主,有麻黄 (EP肪
'`o sp.)琐

琐 (ⅡdoFyr。″口″″。J~

o`'`o″ )、 红砂 (R四“″″Fo f∞″gorfr‘ :)、短穗柽柳 (r口仞″氵r`″J〉 包、砂丘荒漠、丛生

禾草草原、盐生草甸、沼泽和盐生植被群落。

野牛沟位于柴达木盆地以南昆仑山脉中一河谷地带,东经 93° 52′、北纬35° 31′ ,海拔
在4000-4600米 左右。植被单纯,河阶地生长小片西伯利亚白刺 (Ⅳi'″ J口 f渤”c口〉、
金屠梅 (D“JP切 r口

`'“

庇口‘口)外 ,还有木本猪毛菜 (s口

`‘

or口 口助‘‘‘r″
`口

)、 短花针茅
(sJpc;″″ifror‘,)~类荒漠类型植被。干旱、寒冷、辐射强,风力强为这里的气候特征。

五、考 察 结 果

根据本次调查、并参考前人的研究成果共录得鸟类 94种 (包括 7个亚种)、 隶属 11

目、27科 (表 1)。 凡是我们采到或观察到的鸟类在名录中标以
“
+” ,来自前人资料的标

以
“×”

,并附有各种鸟类的栖息环境、动物地理区域。

(一)区系分析

在区系成分上,古北种75种(包括青藏高原特有种 9种 ),占全部鸟类总数的 7⒐8%,

青藏高原特有种占鸟类总数的 9.6%,无东洋界成分。

由于整个盆地陷人高原内成为封闭式内陆盆地而形成独特的环境,鸟类十分稀少,最

常见的有沙鹕、漠鸱、白顶鸱、凤头百灵、角百灵和黑尾地鸦等,其中凤头百灵是常见的优

势种。在山麓和河谷地区分布有毛腿沙鸡、岩鸽、斑鸠等。盆地内有些绿洲和湖河沼泽地

区鸟类比较丰富,有成胜、红尾伯劳、紫翅惊鸟、白鹳鸽、黄头鹳鸽、赤麻鸭、燕鸥、鹬等。

青藏高原的特产种截雪鸡、高山雪鸡、长嘴百灵、褐背拟地鸦、雪雀、红眉朱雀等种类

伸人盆地,适应了荒漠化景观、阳光辐射强,栖息地景观单纯、近沙色的环境。在亚种分化

·lO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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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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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
pecles

-、 雁形目 ANsERIF0RMEs
1· 鸭科 Anatidae

1· 鸿 雁 彳何 ″ c丿 g昭口氵

`es(Linnaeus)
2· 灰雁

'″

″
`:″

“
`(Linnaeus)

;· 疣鼻天鹅 Cy留彻Jo`。
`(CⅡ

lehn)

t·
赤 麻 鸭

T召 do'” 召

`er/“

Fj″ 纪 (P811as)

5.绿翅 鸭 彳″。‘ ‘/召 ccu C`″ r召 Linnaeus

6· 赤嘴潜鸭 ⅣF″
``“

`j幻

(Pall灬 )

7· 风头潜鸭
'”

幻cf″ i“′c(Linnacus)

3· 普通秋沙鸭 MFrg“‘啊e`驷′:‘ u`co″ c‘ “‘salvaeori

二、0形 目 FALCONIFORMEs
2· 膝科

^cclpitfidac
9· 鸢 ″″″″‘加

`‘
汕“”′J″ o。 :″‘(J.E.Cray)

lO· 大变 B“″o乃纫″。‘,:`‘ Temnlinck o‘ schkgel

!1· 胡兀变 Cypca″‘莎o7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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栖息环境及分布
1-〖 abitats and distribu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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⒐沙
`鸟

f斗  pteroclididae

34· 毛腿沙鸡 s,``乃 cp″‘pc/c'。 /j‘‘(Pallas)

lO· 鸠鹄科 Colunbidac

35· 岩 鸽 Co′ “刀

^召
`.`“ P饣”

`‘
f Pa118s

36· 鸥 斑 鸠 s‘
`rP幻

pr`;召 :“
`:“ `o`‘ `;iCO`c(Hancrt)

八、”形目 sTRICJFORMEs
11· 鸱鹗科 stflgidae

37· 纵纹腹小鹗
'`加

印f″ o″“ o汀 e″。
`|j severtzov九、两谛目 APODIFORMEs

12· 雨燕科 Apodidac

38· 1喽
j抵

·

'p“
了口p″‘ pc人 J″ 召”‘

`f (swinh。
c)

十、仿法心目 CORAC【 IF0RMEs
13· 奴胜科 upupidae

39· 1陡胜 〃P″ pu FPops fc:″
`o:oL吝

n nberg

十一、伫形目 PAssERIFORMEs
14· 百灵科 AI:udid8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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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 长唠百灵 ″eJc” oco``p乃 口″Jr|″ cf`cvc‘ “”‘stegmann

。1· 短趾沙百灵 Cc′ c″

'`c``召

ci″″″
`“

私“″″‘J‘ (sykes)

42.小沙百灵 C。′
"'″

″c`“

`“

‘c” f人″大“″co`C刀 ‘‘f(Przevalski)

43,小 云涩胄
'′

c″ dc g″ J召
``ci刀

opi″ ‘:￠ BianChi

44· 角 百 灵 Ere`,,cP乃 J`cc``e‘ ‘rJ‘ c`″“ |(Blanford)

(1)E· c· P`″″c′ fRJ氵 (Bianchi)

】9.燕科 nirundinidge

4’ ·灰 沙燕 RJp召
`;召 `Jpcric:;加

:o”c stegmann

●6· i岩
·燕 P`,口

`,opror,,‘ ` `, `“ P饣‘:';‘ (scopoli)

47· 家燕 rr|、 “″dc r“‘
`;cc g“

“
`‘

`;‘

scopoli

16·鹋鹌科 Monculidac

48· 黄头鹌鹌 Mo:“ ;′ ′J ri:`co`o cd`cc`。 :c(Hodgson)

49.白 确鹌·Mo:“ ;″cc`3o阮 f“ J● “|f swinhoc

’0· 田 鸩
'″

乃“f’:口〃‘“ C● ′J0';“ ‘‘
`,:/0JCfJ“

(K“ thkovsk“ )

91.粉 红腌鸩 z” 访“‘
`o,●

Ⅱ″‘Blyth

92.水鸦 Z刀汕“‘JP;” 。′c″ c ro〃″″J;Audouin

】7· 伯劳科 LaniidBe

53· 红尾伯劳 Lc`9:j‘ f rri“ o″‘
`●

cJ`cnC″ J订 stegmann

,4· 楔指昌伯劳 L召 ″;“ ‘‘P乃 o” orc/‘ ″‘gigc″‘e“ ‘Przevalski

ls· 椋鸟不斗 sturnidaC

”·紫交回.惊鸟 s:″
``::`f 

〃‘‘′g。
`|f poJ`c`c|,人

冫j Finsch

19·鸦科 corvidac

’6· 喜鹅 Pic。 p|ro莎 o″ o,,r";‘ DelesscIt

’7· 黑尾地鸦 Podorrf和们
```Jo″

;Hume
’8· 揭 背 拟 地 鸦 P‘●″dopodoF“ 乃“朗

`J`了

(Hu田 C)

’9· 黄 唠 山 鸦 Py``而 cco`“ 召
`“

“J″‘ digJ,σ ‘‘‘‘ HeIil P“ ch ct EhrcnbctB

60· 渡 鸦.Co`″″f co`召 /‘汤 ●|c仍 “J HodgBOn

20.河乌科 CinclidBe

61· 河乌 c′“‘′“f ri” cJ″ f przr″ c′ 攻;J Bianchi

21· 鹚鹩科 Troglodytidac

62· 鹋鹩 rrog`。″”‘:‘ ′ro‘ J0d” “ ;″切f(Rlchmond)

22.岩鸩科 prunellidac

63· 领 岩 鸩 Pr“ ”e′ ′c Fo″ crif:油 J:J” c(Bianch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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栖息环境及分布
I-】 abitats and distfibution

种  类
specics

64· 褐岩鹨 P″
`9F`杨

加切Ffrr,,,,ic`lnC访 Fa sushkin

23· 鹌科 Mu“ icapidae

(1)鸫 亚科 Turdinae
65.饮兰山红尾鸲 P乃om|c钌 /“ f`′“F肠 ″iF“ f(Przevalski)
66· 赭红尾鸲 P乃 o御 ;‘ ,‘

`″
‘o汕 r″

`。
‘

`订
;″ ″

``|f(Viei11ot)
67· 蓝额红尾鸲 P切御

`c″
`“
,`o`″ J`J‘ Vigors

68· 红腹红尾鸲 P乃 oc″ jr,‘

`“
‘Fr'“

`。
印“e`召“力′jf(Could)

‘夕·沙鹏 0c勿 o刀 ,乃 eJ‘汕 f″ |`:口 (CretzschmaI)

70· 漠鸱 oe″四ned“。″Jo`Fop历
`召

(obcrbolser)

71· 自顶鸹 oc,,召 ″乃e乃 j‘ pc″访JP`“汕 c以口(Lepechin)

(2)画 眉亚科 Timal“ nae

72· 文 须 雀 P`″ “
`″

‘ 加 口
`窃

;r″ ‘
`‘ `‘

jiF“ ‘ (Breh::l)

73· 山鹛 R乃 opop`,:`″ ‘P“ j`,c″‘jf口 ′乃o‘ j‘ P″ c;′′。`js(Hume)
(3)莺亚科 sylvinae

74,`J、崆莺 Loc,‘ “‘′′
`re`:”

o``ce″
``c`“

Jce sushkin
75· 花彩雀莺 L印

`cpo″
J`。 9op历 cc j`o`Jc以 ″ (Hu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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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形成了羽色最淡的亚种。羽色的变化对鸟类防止阳光强烈辐射,而且同环境形成近似
色在空旷地区防止天敌是有积极意义的。

该盆地还有一些典型蒙新区的种类伸入本区 ,如毛腿沙鸡、疣鼻天鹅、褐岩鹨、漠雀、
水禽中的赤麻鸭及猛禽中的大鸳等,显示了该盆地区系组成既有青藏区的种类 ,又有蒙新
区的种类形成青藏与蒙新区的过渡类型。但由于干旱、寒冷双重不利因子的作用 ,致使边

缘效应不显著。

位于新疆南部的塔里木盆地 ,与 柴达木盆地仅以阿尔金山相隔,成为世界上最为封闭
的盆地。气候干旱、冬拳寒冷、植被稀疏,其湖泊和盐土分布很广泛。 自然条件的相似与
环境息息相关的鸟类也有相同种类。塔里木盆地与柴达木盆地共有种 72种 ,占柴达木鸟
类总数的 7⒍ 6%,不 但有共有种 ,甚至亚种分化也完全相同,如下列各亚种 :

藏 雪 鸡   青 藏 亚 种 (r四 7口 og口

``防

‘

`J扬
沏 ″防f`扬

`沏
″
's)

小鹗   新疆亚种 (/`拓″e勿 oc勿 c or|彻 砌
`fs)灰沙燕  新疆亚种 (RJ`″九 /氵

`口

/`口 历
`沥

ε)
白鹈鸽  新疆亚种 〈l叱r。 ,oc″

`口

口
`沙

口
`″

‘@刀口’口)

红尾伯劳 疆西亚种 (Lc历盯 r/J‘沏砌s`fc氵洳″
'″
血)

乌鸫·  新疆亚种 (r:‘
'″
掰 饧″″

`口

|m'″勿
'历

″‘〉
漠鹏   青藏亚种 (o御 c″拓 洳‘、”J。″o`′’’′口)
山 鹛    新 疆 亚 种 (R加

`o历 `仿

fp铁 J″“ 打 口

`切
‘″pc/‘

``初
/行 )

小蝗莺  西北亚种 (Ior河″″口″
',`,,o`c rc″

″四
`夕

f`″ )

花彩雀莺 疆西亚种 (L印莎@Poec″e so`历 ce勿口
`口

')
麻雀   新疆亚种 (Pc“ e/彻 9冖″

'‘
″″勿″f)

(二)各生境的鸟类分布

整个盆地大致可分为如下几个景观。
1.高山裸岩:主要分布在盆地周围,自 然环境极其严酷 ,为 裸岩和风化岩屑堆积的山

地 ,海拔 3600-4 5oo米以上。只有极少的高山垫状植物生长在石缝或崖石下 ,大 多数地
方寸草不生。此处是春、秋季雪鸡栖息的场所 ,偶见大莺等猛禽类。主要分布在盆地四周
的高山。

2.砾石、沙碛戈壁 :西部塔尔丁、茫崖以西。植物主要有麻黄、琐琐、驼绒黎(c″四o氵拓s

`″

‘:″‘〉大多地方寸草不生。此环境极度干旱、植物种类覆盖度低 ,仅见毛腿沙鸡、漠鹏等
几种鸟类。

3,柽柳、灌丛荒漠:诺木洪至茫崖、茶卡、格尔木河阶地 ,中 部唐莫
t静型罗

尔
墅l隽被 为 柽 柳 、 枸 祀 (zyc`″ 勿 r历 ″ ″“ )、 芦 苇 (P″昭 历 ″‘ c。勿勿幼 “,、 日 刺 、 及 及 早('砀″″切厂留勿‘

'``″

洳树)等。 柽柳四周为疏松沙质。 柽柳细嫩鲜绿、花呈红穗状花序,大量枯枝落叶适于双翅目 (Diptcra)、 膜翅目 (Hyincn。ptcra)堤 虫生活,为食虫鸟类提供较为丰富的食物来源。白刺、枸杞等叶、尤其是果实,细嫩多汁为鸟类提供手厚的食物来源。其景观较为复杂,为鸟类栖息、交配、营巢繁衍提供较为理想的场所。 鸟类有黑尾地鸦、红尾伯劳、环颈雉、山鹑、沙鹏等。
4· 盐生草甸、沼泽: 分布在沮洳地带、盐湖边缘。植被有紫果蔺 (F`∞砀口

'打
口″~· 108 ·



口
`″

/`''阳 )、 矮康草 (s‘

`/`″

‘
`″

勿″″‘)、 圆囊苔草 (c召
'纺

@'历c``″打)、 细枝盐爪爪
(Κ曰

`″

砌私 g/口c切 )、 碱蓬 (s″″沏 g`c″ ￠口)等。此景观的代表种有角百灵、小沙百灵、
黄头鹩鸽、红脚鹬、金[眶 ]鸺等。

5,谷、盆地半荒漠:位于盆地东部、东北部德令哈一带。为半荒漠化草甸草原。植
被有猪毛菜、沙蒿 (''″磁‘杨 洳Jc/`。 厂″彻)、 扁穗苔属 (B`”勿@″

'″
.sp,)棘豆、赖草

(L唧御″‘
'“

、c`口而”)等。居民区有种植的小麦、蔬菜等。这里地势平坦,牧草较其他
几种景观为好,是放牧场所。在居民区的牲畜粪便为昆虫滋长提供较为优越的条件,为鸟
类提供丰富的食物资源和活动场所。鸟类较为革富,习见有大鹭、岩鸽、角百灵、戴胜、云
雀、褐背地鸦、雪雀、沙鹏等许多种类,数量也远较其他景观多。

6.沼泽草甸及水域:洼地及阿拉尔南缘。植被有芦苇、赖草、水生植物等。这里是水
禽和涉禽的天地。水中挺拔生长的芦苇、沼泽水域中的昆虫为鸟类提供丰富的食物资源、
栖息、隐蔽、繁殖的场所。鸟类有灰雁、赤嘴潜鸭、绿头鸭、赤麻鸭、秋沙鸭、鸥、鸺鹬类白±
`宁

o

六、重要种类记述

灰雁
^nser cnser(hnnaeus)
Greylay Goose

'望
刀c‘ 口″‘c' Linnacus, 1758, syst, Nat., ed. 10, 1: 123

采集地:阿拉尔 (IX5),海拔 2900米

△衡度
】)

性 别
sex

体 重
Weight

体 长
Body length

尾
Tail

嘴 峰
Culmen

跗 睐
Parsus

3200,3 5oo 835,83‘ 483,45o 147,144 67,65 80,70

阿拉尔的灰雁栖息在以芦苇为主的水生植物密集生长的水域、沼泽,也见在河口、沙
岛和湖泊中活动、停息。

阿拉尔的水域和盐碱沼泽面积较广 ,这里有较大数量的灰雁 ,惊扰飞起时成几十只到
几百只的大群。

灰雁以植物性食物为主 ,剖检 2胃 ,其内有芦苇、禾草、水生植物幼嫩部分和一些水生
动物。

该鸟常与赤嘴潜鸭、赤麻鸭等水禽混群。喜游水和飞行。飞行时颈、双脚与身体成一
直线似天鹅 ,发 出粗旷的叫声。常成对或几只、十几只活动,迁飞季节聚集成大群。据当
地居民讲,灰雁 4月初陆续迁到阿拉尔 ,lO月 中旬,最晚 11月 初离开c离开前聚集成大
群 ,飞行成

“
一

”
或

“
人

”
字形队列。亦发出宏亮、粗旷似鹅的叫声。

灰雁筑巢选择在近水的水生植物、芦苇等的草丛中 ,巢较隐蔽 ,不 易接近 ,据郑作新等
(1979)在青海湖观查,巢以就地取材的水草筑成。窝卵数一般 5枚。 9月份灰雁换羽仍

1)量度以毫米为单位、衡度以克为单位 Measure:IllIIl,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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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结束,此期该鸟更隐蔽在芦苇丛中,并集群在一起 ,这样更利于防御天敌。

灰雁性情温和,体大肉多,肉味鲜美,具有易饲养的特性,是重要的狩猎禽类,羽毛丰

厚 ,是很好的保温御寒制品的填充材料。该鸟具有较大的开发、利用价值 ,可有计划地适

当猎取 ,或人工饲养。

赤 f杯.甲鸟 了口dorn‘:Ferroginec(P⒏ llag)

Ruddy shclduok

爿 刀口‘ ∫″ /″g|刀口口 Pa11as,1764,`″ Vroeg,Bercd,Cat.AduInbr,

5(亚洲和欧洲间的 Tartary,据 Pcters).

采集地:洪水川、阿拉尔 (VI29、 VII5),海 拔3800-4050米

昼衡度

性 别
sex

体 重

`Veight

体 长
Body length

翅
W.ing

尾
Tail

嘴 蜂
Culmen

跗 瞧
Parsus

1°
刁

l♀

1330

l O04

635

580

367

342

155

131

44

43

75

62

赤麻鸭分布较广,在柴达木地区多分布于湖、沼边 ,在第 2个调查区的托索湖,分布数

量较多,栖息于湖湾、半岛、沼泽滩地、小溪边。白天多活动在水草茂盛的开阔地带。

在托索湖地区进行了路线统计 ,每公里平均为 1.595只 (表 2):

表 2 赤麻鸨潋Ⅱ统计表

卜〖u:ober statistics o( R.uddy shelduck

时 间 地  点
sites

距离(公里)
I)istance

数量(只 )
No.

No./只 /公里
KiloInetre

Table 2

人水口 Entrance
of 职

`ater

I)8te

31 37 】.19

1.595

87.'.5
Exit of water

出水口
17 34

赤麻鸭清晨 9时许从巢区成对飞往湖湾、多水草的河边或沼泽地觅食q性机警,人接

近它 100米左右即飞起 ,但不远离而在空中盘旋并发出粗旷、鸣亮不断的叫声,待人走后

不多时又回到原地取食 ,取食时也常成对活动 ,群体较分散不太密集,往往同斑头雁在一

起活动。

据 3个鸟胃检查,赤麻鸭的食物有黄芪 (孔″昭口
`″

s sp· )的花、莎草种子、嵩草

(Ko诊″s|c sp· )以及甲壳动物、软体动物等。

赤麻鸭营巢在近水砾石、沙质岩石山洞。 6月 29日 采到一只雌鸟和一只雄鸟,雌鸟

孵卵斑极其显著,仅龙骨突上及边缘有稀疏的羽毛。孵卵斑长约 170毫米,宽约 130毫

米。经解剖观察卵巢中有许多卵泡,其中最大 1粒为 3.5× 3.5毫 米 ,产卵已结束。 雄鸟

睾丸左侧 13× 7毫米、右侧 12× 6毫米 ;当 日还见到 1对亲鸟带领 6只幼体在水边觅

食 ,遇惊时 ,成鸟飞走 ,幼鸭在向水中跑的过程中抓住 3只 ,分别为 42、 40、 39克 ,其中 1只

体长 133毫米,嘴峰 15毫米q绒羽黄色杂有褐色。幼鸟能够自己觅食和在湖边浅水中游

● 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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泳。据观察,幼鸭主要寻找膜翅目昆虫,还食投给的大米、菜叶等植物性食物。此时幼鸟

不太怕人,并且跟逐人索食。

对 2只 (lyl♀ )赤麻鸭的内脏进行了重量测定,见表 3。

表0 赤麻自内脏室I澌定安

T.8ble 3 Mcasurem.eIlts of viscefa of Ruddy shelduck(unit:g)

丿i∶ j、

「leart
肝

Liver
胸大肌 胸小肌

Creatcr pectoral nla11er pectoral

♀

'

l O04 12 30 lO2

】5o

13

201 5oo 22 32

1,325 2.56 lO.08 1.295

l143 555 73 120

胡兀鹫在青藏高原分布较广,体强壮 ,活动范围较广。在高山、草原、草甸、半荒漠草

原、山地均见有它们的踪迹。栖息在海拔 3500-5o0o米的岩石峭壁、裸岩、高山和陆栖脊

椎动物常出没的地方。在野牛沟、洪水川尤以自L扎林场的数量较多。 由于当地藏民视该

鸟为神鹰,不猎杀,在某种程度上起到保护作用。该鸟常同其他猛禽在高空盘旋,其中 2

次见到有 9只和11只混群活动。

胡兀鹫主食动物,尤喜食尸体 ,藏族天葬时靠猛禽尽食尸体,而胡兀鹫是其中之一。8

月 20日 在巴隆采到 1只 ,胃 检内有旱獭骨骼和毛。其胃内旱獭胸廓骨架甚完整,体积较

大,可见其胃的扩张能力很强。同时胡兀鹫也食鱼类和鸟类、鼠类,我们曾击伤 1只岩羊
(Pf勿

`o打

″口”″r)第 2天寻找到后只剩下头骨 ,其余被胡兀鹫所食。

8月 中旬换羽已基本结束。新羽色淡。

胡兀鹫被外贸收购,造成许多人无计划乱捕乱猎,化学药物灭鼠,胡兀鹫食之而造成

X小

中占体重百分数的平均值 .

Mearl value by % of body weight.

由上可知赤麻鸭雌雄大小及内脏差异极大,心脏占体重的 1.325%。

赤麻鸭在国内分布较为广泛,为产业鸟类之一 ,它 的体形大,肉味鲜美,雏鸟生长发育

也快,从孵出 60天左右,就接近成鸟大小,可用它与家鸭混群饲养,大量繁殖。绒羽厚而

密是很好的防寒保暖填充材料,具有一定的开发利用价值。

自习,E鹫 C.,`P口efoB Bcr;0f‘】8 △emcc△“Jcn口g (H|】 tton)

Bcardcd `′ ulturc

Cyp″砌‘乃e勿σ品 口

`口

刀″s Hunon,1838,Journ.As.soc.Bcnga1 7:22(印 度 :sim13)

采集地:巴隆 (VIII20),海 拔 3800米 ;自L扎 (Vm 15),海 拔 3700米

△仿废

体 重

`Veight

尾
Tail

嘴 峰
Culmen

!°刁 5 5oo

·111·

性  别
sex

性 别
sex

跗 瞧
Parsus

体  重
Welgbt

休 长 | 翅
Body length|  Wing

854



2次性中毒,有的人偷猎私自制做标本出售等诸原因已威胁到该鸟的生存和繁衍。

胡兀鹫食物多为尸体和害兽 ,可维持生态平衡,该鸟体大强健,性凶猛 ,是重要的观赏

鸟类,骨、羽、肉均可人药,治疗多种疾病。胡兀鹫也食羊羔,给畜牧业造成一定害处。但

由于数量极少,危害甚微,应严加保护。

露 雪 鸡 T·efr0ogdrns fiJefdn口s przel田口rs△ii Bianchi

Tibctan snow Cock

△
·̄
″ r口口gc``留 f莎 J沙

'`c″'J`'氵
召″口′‘尺订

‘‘
M|cnzbicr” Bianchi, 1907,.Av. Expcd.Kosˉ

lowi 1899-1901,MoIIr.z KaMb 165(西 藏东部,实指青海)。

采集地:洪水川 (VIIIl O),海 拔 4000米 ;巴隆 (lX1),海拔 39()〈)米 ;托索湖(VII1 5),

海拔 4400米

△街度

性 别
sex

体 重
ˇ
`eight

翅
Wing

嘴 峰
Culmen

跗 瞧
Parsus

1(,衤

‘♀

1幼

600

572

180

282

280

`o

藏雪鸡又名淡腹雪鸡,为青藏区的特产鸟类。栖息在 3800-4500米之间的高山操

岩、高山草甸。栖息地多为风化岩石和碎屑,植物极其稀疏,条件极其严酷。

藏雪鸡平时多 10-20只小群活动。 9月 中旬已合群,繁殖季节多成对或家族活动。

藏雪鸡性机警,遇惊迅速向山上或石缝隐蔽处逃窜,当 急促追赶时常由地势较高处向底处

滑翔。 9月 1日 野牛沟由于夜间降雪,山上 1雪鸡家族迁移到山下河滩,共 7只 ,2只成

鸟和 5只幼鸟。

剖检 3个鸟胃,其中 1胃 60-70%为 蒲公英 (rc/″″″″ sp,)、 紫菀 (/‘″
'sp.)的

叶、花蕾、花序占 30-40%,另 1胃几乎全部为多枝黄芪 (厶
`r昭

口
`″

s poFyd口 沏‘)的茎、

叶、花蕾和花。藏雪鸡食物随栖息环境不同而有较大的变化,有 的胃内食物很单纯。

藏雪鸡繁殖期为 6月 中旬一 9月 中旬,巢隐蔽而简陋。巢材为植物纤维、羊毛、苔

藓、羽毛等。 7月 15日 在托索湖采到 1雌 1雄标本,雌鸟的孵卵斑很大,长约 180毫

米 ,宽约 100毫米 ,表 明产卵已结束并孵化。 雄鸟的睾丸开始萎缩,左侧重 1,4克、大小

19× 2毫米,右侧重 0.6克 、大小 14× 8毫米,呈肾形、褐红色。 7月 10日 见到 1对亲鸟

带 4只幼鸟活动,雌鸟护仔似家鸡。此时雏体重 59克 ,体长 180毫米,嘴及蜡膜均为黑

色,跗踱和脚比成鸟淡而偏黄色。

藏雪鸡在青藏高原地区数量较少,加 之过去滥捕乱猎,己 出于渐危状态,应 加以保护 ,

现国家已列为二类保护鸟类。

石鸡
^rect。

rfs grdeo口 mognc(Przeva1:ki)

Chukor partridgc

C ccrσ 莎

`s `刀

口留″口 ∏p/I<eBambcK【 lII A10HΓ . z cT. 
·
ranryT. 2:127

采集地:巴 隆 (VIII5),海 拔 3800米 ;野牛沟 (V△ I20);托索湖 (VII3),海拔 4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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尾
Tail

1510

1260

59



米

I彷度

性 别
sex

体 重
Weight

体
Body

长
1ength

跗 瞧
parsus

尾
Tail

2护护

2♀ ♀

55o,58o

51o,56o

340,375

332,350

!80,191

1‘ 4,165

130,130

】13,120

19,20

16,】 7

45,45

40,44

石鸡栖息在海拔 3800-4 2oo米的高山草甸、半荒漠草原、裸露多岩石的山坡。该环
境干旱、寒冷、植被多为一些干旱的半荒漠植物。土壤沙质,亦多红土。

在采集地见到的石鸡数量较多,多成小群分散,根据在托索湖徒步统计 ,约 3只 /公里
左右。

7月 份剖检 5个鸟胃,食物几乎全为植物,见表 4:

食物种类
species of food

频  次
Frequency %

大通风毛菊 (sc‘
`“

〃
`纪

及″o汕“‘c)

嵩草 (Ko彡
`钌

jc sp.)

美丽风毛菊 (s″“
'`印

‘
'pe'汤 )

蒿草 臼 ″″;ic sp.)

异叶青兰(D`“ c″ p切
`“

″乃钌″op乃 y``“勿)

多枝黄芪 ('“
'“

￠
`“

‘Po” r`c″ :‘ s)

棘豆 (r,t”
`″ `,sp.)

其他 0ther

该鸟活动觅食时常发出响亮的
“
ga,ga,ga,ga,gc-1a,gcla” 的叫声,节奏明快,越来越

急促,声调逐渐升高。停息时不鸣叫。 受惊飞行发出
“
ja,ja,ia,ja,ja,l犷”

长而急促的叫

声。常几十只为一群 ,繁 殖季节多单个或成对活动 ,为地栖鸟类,脚强壮而善走。停息时

不鸣叫 ,当 发现人或危险时急速向山坡或岩洞、石缝、灌丛由低向高处逃窜。清晨可见在

河谷饮水。具砂浴习性 ,砂土质疏松地方常可见砂浴留下的土坑。

托索湖地区海拔较高,石鸡繁殖期约 5月 下旬一9月 上旬。 6月 29日 在岩石山凹处

见一巢,巢位于土坑内。巢十分简陋。巢材为禾草、芨芨草以及菊科 (Compositac〉 植物

的茎、叶及少许自身羽毛。巢椭圆形 ,外径 38厘米,巢深 18厘米。巢内有 12枚卵。 7月
3日 采到 3只 成鸟标本。 雌鸟卵巢有成形卵粒约 27粒 ,其中最大 2粒为 15× 4毫米、
11× 10毫米 ;1雄鸟睾丸左 24× 15毫米 ,有 20× 14.5毫米,正处于繁殖产卵时期。幼

雏在 7月 下旬到 8月 初孵出。

石鸡的天敌主要是隼、草原鹏及狐。遇敌它们常将身体紧贴地面不动,借助与环境非

常一致的颜色,给天敌造成错觉而幸免于难,这与刘遒发等(1982)的观察是一致的。

石鸡 ,肉 嫩味美,可谓上等野味 ,羽毛可用来加工工艺品。其形态优美,可作为观赏鸟

类。石鸡性温和,产 卵较多,利于饲养繁殖,具有较大开发、利用的经济价值。

· l13·

表 4 石鸡食性分析驳

1· able 4  Analysis 。f food habit of Chukof partrid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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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乃 口￡J口刀 ″ s ″

`口

″ g口

`ji rlp9KeBaa·

bcKnI!, ^1our. 【l cT. 
·

raury:r 2:116

采集地:乡加乡 (VIII 20),海拔 3700米 ;鸟图美仁 (IX6),海 拔 2800米

三衡度

性 别
sex

体 长
Body length

尾
Tail

嘴 峰
Culmen

跗 瞧
Parsus

3σ才
护

680
(600-750)

518
(480-565)

220
(200-235)

266
(235-290)

3o
(30-32)

73
(70-75)

(646-750)
475

(445-504)
31

(27-35)
66

(62ˉ 0)
211

(200-2” )
6♀ ♀

该地区的环颈雉栖息在荒漠化的环境中,干旱、日温差较大。植被主要有白刺、芦苇、

柽柳。-多 栖息在芦苇深处和灌丛中。这里不但为他们的夜栖、繁殖、防御天敌提供理想隐

蔽场所,也提供丰富的食物。

lO只鸟胃检得知,夏季雉鸡主要吃白刺果 ,几 乎占 99%,这与白刺多汁、肉质,具有营

养价值高和易取得相关。元月采自德令哈的标本胃检内有芦苇嫩芽和甲壳类昆虫碎片。

在乌图美仁 ,芦苇、白刺混生,栖息着大量的雉鸡。根据路线统计每公里的遇见率为

6-8只。

雉鸡大约在清晨 6时左右开始活动,雄鸟发出
“
格、格、格⋯”

啼鸣,鸣声极为嘹亮。当

受惊时 ,突然爆发一个或一系列尖锐
“
咯、咯⋯”

声,迅速逃窜,速度极快,并向多刺灌丛中

窜去。中午炎热不鸣叫,也未见活动。其繁殖期在 6月 中一 9月上旬。 8月 中成家族活

动,一般 3-5只不等。

雉鸡体大肉多,肉 细嫩味鲜 ,是重要的野味资源。 雄鸟体态优美可供观赏。 其性温

和、利于饲养。可作为野生资源开发利用。

黑颈鹤 Cr口 s nigrico″ 沁 (Przevalgk)

Black-nccked Cranc

Cr“‘ 刃igr氵 co``i‘  Iˉ1p,KeBaJIbcKn伍 , 1876. MonP II cT. 
·
ranryT. 2:135

黑颈鹤是青藏高原珍稀鸟类之一 ,国 内主要分布在青海、西藏、云南、贵州等地 ,数量

极稀少 ,我国已列为一类重点保护动物。在青海 ,除 分布在玉树、果洛外 ,还分布于柴达木

和海北地区。

我们在巴隆洪水川见到 1只 ,在托索湖见到 1对和 7只的 1群。只见成对活动但未

发现筑巢产卵。玉树巴塘滩见有 17只呈零散分布。黑颈鹤畏人和性怯 ,人可接近 150米

左右而始终保持这样一段距离。清晨日出开始活动并有鸣叫,短而宏亮。空中有猛禽时

常显得急促不安,颈伸曲活动加强并伴有跑动。

黑颈鹤栖息地为沼泽、滩地、潴洳地带和河漫滩。对这些地带要尽可能加以保护而不

受到破坏。同时使该鸟有安全感 ,在黑颈鹤活动、繁殖地带严禁人或牲畜的干扰,尤其是

在交配、产卵和繁殖季节更应如此。绝对禁止乱捕偷猎,毁巢取蛋,建立保护区,积极开展

·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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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工作,特别是繁殖生物学的科学研究工作。 进行人工孵化饲养,当饲养到一定数量

时,在适当的时候放回自然界,恢复自然种群数量。

'
J

I
△

小  结

1.柴达木鸟类共计 94种(7个亚种),其中古北种 75种 (包括青藏高原特有种 9种 )

占全部鸟类总数的 79.8%,无 东洋界成分。

2.在区系成分上 ,除荒漠动物群外 ,并有一些青藏高原及蒙新区动物群的成分,可视

为一个过渡类型。

3.由 于植被单调而稀疏,加之荒漠化的景观,大部分鸟类体色苍淡,形成保护色,善
走,很少飞,作巢多在地面,食物较为单纯。

4.本区鸟类种类较少,但每种数量较多,冬季喜集群,雁鸭类多栖息于湖泊、沼泽地区。
5.为适应干旱的自然条件,许多鸟类具有耐旱的生理特点,能直接从植物中取得所需

水分,或者每天集群飞至有水的地方集中饮水,各种环境中鸟类栖息地较分散,水草丰盛

的地区鸟类又较集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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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IRDS FROMI,QAIDAM AND ADJACENT REGION,QINGHA1—
REsULTs OF sINo-A】M.ERICAN zooLOGICAL sURVEY

IN QINGHAI PLATEAU,PART I

Wang zuxiang aild Yc Xiaoti

(Ⅳ。/`汤
`'ef, P`d彦

召σ″ f″ ,,jz″ ze o∫  B|o′ og夕 , '″ ccd'`,`d s|`z|cc)

Fron1 an avifauna and avian ccology survcy Was Cc,nductcd in Qaidam Basin of Qinghai pr¨

ovincc bby China and U. A. united tcan1 of Wildlifc during August and.scptcnabcr in 1986,

as 、vcll as fron. 1itcraturc, thc ,pccirncns rcprcscnting 94 spccics of birds,bclong to 11 ordcrs aild

27 familics among thcm 75 palacarctic spccics,thc zonc bclonging to palacarctic rca1m(sCC Fig,

1).

Froln a prcliminary analysls°￡matcria1,thc avifauna of Qaidam Basin belongs both to

Tibct and to Mongo1-sinjiang componcnts.

Based on sparsc and scattcrcd vcgctation,most birds ncst on thc ground, and arc sandy-co-

1orcd,good at walking. 
·
rhcir f。。d is simplc.

,`.dapting to dry habitat, many birds arc drought~enduring,taking watcr froⅡ l food or ga-

thcring togcthcr in watcr-arc酝

Bascd on our inatcrial analyscd,thc avian distribution arcas rnay bc dividcd int。  6 zoncs:
1. zonc of alpinc barc rocks.

2. zonc of congionlcratc and dunc dcscrt.

3. 1乙 onc of tamarisk scrub dcscrt.

4. zonc of salinc rncadovv and marsh.

5, zonc of vallcy hcillidcscrt.

6. zonc of swalilp and 、vatcr-arca,

sornc birds of cconornic or ccological irnportance arc introduccd and describcd.

· l1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