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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中美两国政府科技合作协议,1986-1987年问, 中国科学 院的西北高原 生物

研究所、北京动物研究所、新斑生物土壤沙淡研究所与关F`l内 务部鱼类及野生动物管理

局、蒙太那人十野生动物系、斯密桑宁博物馆、科罗那多大学合作,在青海省有关地区进

行了定点考察,有的地区尚属首次考察。通过两年来的调查采集,不仅对考察区的动物

资源的种群、数量、行为、栖息环境及△状有所了解,同 时也加深了对兽类区系组成的

认识,所获资料可供有关部闸在制定野生动物保护、什理措施时参考和应用。

两年的考察路线图及t要工作点、参加考察的中、关方人员名单,均 列 f“ 中关肯

海高原联合动物学考察成果之一、 二”中 (置 祖祥竿,1990)。

1.杨福囤先生协助鉴定植物种类;圊志军和彭向东同志协助采集杯本;原吞 n德农场季心才同志协助工作,

在此一并致讶。

2.国家自然科学基全资助项目。

3.美方 Dennis Michael Murphy先 生、Donald C.Cox先 生,分别为 1986,19盯 年工作赞助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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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1986-1987年 夏季 ,中 、关科学家对古海省中部和南部部分地区和柴达木及邻近有代表

性 (荒漠、草原、湖滨和森林)地区的兽类区系、
`L态

行为、地理分布、经济价值、特别是

它们的生存环境和现状作 了较深人的考察。通过考察,共采得去类标本 290号 ,共录得兽类

7日 15科 53种 ,并对某些野生动物资源的保护、开发利用提出了积极的建议。



青海高原的冉类调查工作始于 19世纪,1840年鸦片战争后, 许多国家先后以各 种

名义和目的来青藏高原进行考察和采集标本,其中考察时间最长、次数最 多、规模 最

大、专业较全的是俄 国人普尔热瓦尔斯基 (H.M.npxcBam。区咖)于 1876-1877、

1879-1880,1883-1885年 先后 4次进人青海,到达贵德、大通河流域、青海湖地区、

柴达木盆地、通天河、鄂陵湖、扎陵湖等地收集了大量的动物标本。

我国在本世纪 50年代以前的一个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 青海省的野生动物研 究几

乎无人问津。新中国成立后,中国科学院先后组织了多次综合考察队,对青藏高原展开

了全面考察,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在兽类学研究方面已广泛涉及其各个领域。特别是1962

年,中 国科学院西北高原生物研究所建所后,在青海省内进行了多次区域普查和考察,

大大充实了青海省乌、兽区系资料,对有关区系组成及分布得到了一个较全面的了解,

为开发本省野生动物资源及建立保护区提供了科学依据,同时还对某些濒危珍稀种类采

取了拯救,保护措施,对个别经济动物还进行了较详细的生态学研究。

考察区哺乳类区系组成概况

1986年对位于东经 91° 17′ -100° 30′ , 北纬 35° 20′ -38° 32′ 左右的青海省 柴达木

盆地及共邻近的东、南和西南缘地区作了调查, 1987年 对位于东经 96° 12′ -99° 06′ ,

北纬 31° 36′ -35° lO′ 之问肯海中部及南部部分地区进行了考察,共采得自类标本 290余

号,主要为小型兽,中 、大型哺乳类以观察为主,结合某些调查、访问,共录得 兽类 7

日 15科 53种。现将种类名录、栖息环境及采集地 (地理分布)等,一并整 理于表 1。

考察期问,曾 在昂欠县0L扎 林场,玛多县托索湖、都兰县红水川和巴隆、格尔木市

所辖范围的野牛沟、乌图美仁暨阿拉尔牧场进行了定点工作。其区系组成及动物地理区

划分述以下 :

1,|1L扎 林场地区:该地区植被垂直带明显。∶在海拔 3600-4150米分布有山地暗

针叶林,其主要树种有川滇冷杉 ('历 c‘ 助″
'‘ `】

)和川西云 杉 (″印
`攻

氵口″ge″ ‘打

var.沙 cJ/°
'/J口 `zc)竿

,在山地阳坡主要为大果 圆柏 (s汕切曰劢 ″
`御

),林下 灌本主要

为窄叶鲜卑花 (sf历 /口‘:口 召″g″‘砌口),直穗小檗 (B″防
'打 `“

y‘汩c乃卿)竿 。小型兽类

以林栖类型为主,计有青藏高原特有的藏鼠免 (or`,oro″ 口
`历

拓
`勿

口)、 间颅 鼠兔 (o,

¨”“)、 藏苍鼠 (Cr氵汩 ″
`跖

‘加″砌访 )、 高原田鼠 (P,`夕 ″,yf氵″″)。 在河 谷及森 林

以外尚有相当数量的苒马拉雅早獭 (M口 /勿 o`σ 肪″口
`c”

″口) 及高 原兔 (L印″J o|o″ oˉ

″‘)。 另有中华姬鼠 (/`o洳仍″‘J'″口)和林跳鼠 (Eo抑
P″‘s″ c汤 C刀″‘)。 事实上,中

华姬鼠和林跳鼠均主要分布在青藏高原的东部,但 中华姬鼠尚可见于缅甸和毗邻的印度

地区,林跳鼠则往东延伸到秦岭山脉的针叶林带,而喜马拉雅旱獭及高原兔均为青藏高

原种类。

这里分布的大、中型兽类有岩羊 (Pse9`洳 打 仞”″r),马鹿 (C″″sc`口 p`,″ s)、 白

唇鹿 (C,cJ历 /o″ ”s)、 棕熊 (〃
's饬

″”o‘)及马麝 (Mofr`7″ s sir口历c″‘〉,它们均属

于青藏高原或高原山地种类。还有蹼 是鼬 (Ⅳ er,口 g口′纟e`绍口″s)、 猕猴 (M″口c口 幼″
`口

ˉ

″c)、 金钱豹 (P⒄
````/‘

:`″
'竹

)、 豹猫 (FeJ`‘ 拓″驷
``″

访)和鬣羚 (Copriro/ヵ 打 ‘″̄

勿″r″″而),它们属于东洋界成分。但总的来看,n1扎林区的区系仍以反映高原特色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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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哺乳类名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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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类为i∶,在动物区划上,应 当归作古北界,青藏区,青海藏南亚区。

2.坠 f′|沟 (昆仑河)地区:该地区是两年考察中平均海拔最高的一个工作 点。 宿

古地海找都在 4000米 以上。除在某些背阴的山麓地带出现一些草句植被外,极 大祁分

均sl FL南 寒草原和南寒光漠和平荒泱的杭破类型。这些类型中的植被组成单纯,有什茅

(s″

`口

sp.)、 水柏枝 (My/佬 口
'灿

`/”

″c`口 )、 红景天 (R′9@`Jo′口sp,)、 棘豆 (o”″o-

P打 sp· )、 青什蚤缀 “″叨/汤 /o3o'叼攻打)午。但在某些河谷,阶地还 残存 有一些

西伯利亚白刺 (Ⅳ J`r″ J口 ‘而 ″Ⅱ)和金露梅 (D“氵

``a。

/口 ∫″″拓o‘口)等植物。

达卫的怪炎区系组成有独 (Cc″ 打
`″ `″

s)、 红狐 (7″

`pe‘

″刀

`”

)、 西藏野驴 (^`-

`″

“天|口″‘)、 野牦 1·
(Po‘ 9p切

K``‘ ″″′″f)、 藏原羚 (P'D″

`阳 `Jc”

r口″洳
`c)。

子高原兔、

高原鼠兔 (or`,@`口 ″cC″ /:0″ |″ )、 0马拉雅早獭等。在河谷深处,还栖息着藏玲 (Pσ″-

``70杨
`‘

`,D硇

‘o″ i)o达些哺乳炎几乎均为青藏高原的特有种,叉是在羌瘠地区的主耍栖

居者。据此认为野牛沟地区在区划上应划为古北界青藏区的羌塘高原亚区内。

3.乌图关仁和阿拉尔地区:本地区位于柴达木盆地西部,气候更 干早, 天然仳被

有以泾柳 (T口仍口”r sp.),白 刺等为主的灌从荒淡,芦苇 (P加绍″,`矽 ‘co″私″″打)分

布广泛。这里的优势鼠种以子午沙鼠 (Me/|o″ f仞″J`杨″
`‘
)为主,数量最多,还有三

趾跳鼠 (DJ`″￡‘唿
`砌

)和 长耳跳鼠 (E″汕o/膨
`'f`9口

‘D)(据 卡海省地方病防治研 究所

的调查)停典型的荒漠种类,偶蹄动物有鹅喉羚 (C四″′口‘9‘ 莎g″″
'm阳

),该 种也 地典

型的荒漠,半荒漠类型。综上所述,乌 图美仁和阿拉尔在动物区划上,应为古北界蒙新

区西部荒漠亚区。

·1.托索湖,红水川,巴隆和首海湖东地区:分别处于柴 达木盆地的东 缘与南缘 ,

气候趋·r干早或湿润,湖岸四月或许多山坡呈现荒淡化,优势种植物芨芨 卓 ('c`,″ ″-

加
'″

私 ‘

``印

洳两)分布相当普遍,仅山麓地带分布荇草原,河漫滩或河谷阶 地出现 局

部的草句植被。.这里的兽类区系具有一定程度的过渡性质。一方面,广布于中亚荒淡 ,

半荒漠或干早革原的种类向南渗透至此,如五趾跳鼠 ('``口 c`口 gc‘汤‘/访口)、 长 尾仓 鼠

(C/佬″″′洲 ′口″‘Jc口跖洳
```f)等

,另 一方面,肯藏I订 原特有的动物如高原鼠免、高原兔、

高原鼢鼠 (Myo‘ p口

`夕

r扬
```”

)、 松田鼠 (Phy″ ys J″ c`/zf)和喜马拉雅早獭等等,均

不泛共足迹,是区系组成巾的主体。此外,在 中、大型动物中,上述地区还分别栖息着

白l:;鹿 、马庇、马膊、藏原羚、西藏野驴等特有种。鉴此,这些地区在区划~L无疑仍应

划为古北界青藏区,至 J1二级区划中的亚区,似仍属于青海藏南亚区。应该引起注意的

是分布 l=青 海湖东北地区的将氏原羚 (Pr。 r(7P/口 ′/≈ C″口′‘天”)已处于濒危状态。

二、兽类生态地理类型的划分1)

根据每种自类在全 世界地理分布的特点一 以其分布区 及气候水 热条件为 主要指

标,并参考各种动物栖息地的主要植被景观,可把考察范围内的兽类分为下达几个生态

地理类型:欧亚北方寒湿型、中亚温早型、 蒙新温早型、蒙新一哈萨克温旱型, 青藏温

早型、青藏温湿型、青藏寒早型、青藏寒早与温湿混合型、南亚暖 湿型 (详 见表 2)。

1)几种鼢m待鉴定完毕再予划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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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奋海出去类生态地理类型的划分
Tl le 2 Division of cco-geographic△ l pattcrns oF ma:[lin ns ff。 n Qin ghal ProvJ:lce

类 型

Pat(erns

地理分布

Distribu0on

佰息地的主要植被最观

The m.aiil naturai

ia:ldscapes inhabited by

nannlais

动物种类

spOcies

欧亚北方寒湿型

No“hern Emfasian

fri.△ ov.&hu● I1,-

end.

欧亚大陆北部

Nodhern Furasia

尔加林,杰杯草愿、

Tigar forest, fofest

steppe

根田nil

1.ffcrof:`s occoF077::,s

二趾跳鼠,子年沙鼠,蒙古野

驴 ,玛喉羚,盘羊,雪 豹

`9fp:‘

s scgf``1:, ^rt9ri。 ,:es

“召
`id抑

″“s, 'siFus nB羽 ˉ

fo`“ s, (;·(1,z召 ·

``C s“

0.`:,J`“ -

'osC,C”
氵sC″ ,,l0刀 ,

Pc`:`乃 crc “″c|c

长耳跳鼠

E“clorc“

`es "“

so

中亚温早型 亚)ill中 部广大地区

Wideiy spre3(l in

Central As· a

蒙新西部

ll′ Ostcrll 卜foflgolian-

Xinjiang

蒙新东部

EastefⅡ  Mongolian-

Xiniiang

荒漠

DeseftCentraI Asi8n

teIn.-lov.&

dfo.-end.

蒙新温早型

M·ongoIian-Xin-

jiang te】 l1.-lov&

dro.-end.

荒漠,荒漠草原

Desed,desert steppc

荒漠草原,草原

】∶〉esert steppe, s【 eppe

长尾仓鼠, )1天 原羚 ,

荒漠猫

Cir|cc`‘‘
`:氵

s `()`,‘7fcc:‘^

dc`:rs, Proc。 prc pr'-

纟u`nfs屁订, F·召
`fs b|e`f

蒙新一哈萨克沮旱型

br。ng。 lia::ˉ Kazakh

te:II.△ov.&dro.^
end.

蒙新西部及哈萨克斯坦
Western Mloilgoman~xini-

iang&K8zakh

9i漠 草原,草原

Dcseft steppe,steppe

青藏温旱型

Qinghai-Xizang

(Tibet) ten1.-

lov. & dro.-end

音效高原东都至陕西境内
Easom Qinghai-Xizang

Plateau, sha- anxi Prov.

青莜高原

Qingh时一Xizang Plateau

青苡高原东部

Eastcrn Qinghai-

X.izang piateau

森林草原,灌丛草原

荒漠草原

Forcst steppe, shrubby

steppe, deseft stepI]e

l弓 原草原,灌丛草原

荒漠草原

Alpine steppe, shrubby

steppc, desert ste【)pe

多种景观的山地裸崖

Rocky (trrain, talus

slopes

高原鼢鼠

nf″。spofc· ocile″ i

松田鼠

PFfvⅡ !`s ffuc“ rus

红耳鼠免

(∶9c】.ofo"B Pr口

`乃
`offs

肯藏温湿型

Qinghai-Xizang

(Tibct)te皿 .-loV.

&hui:1,-cnd.

青蔽高原东部至秦岭山脉
Fron Qinghai-X:zang
piatc‘lu to Q:nling Mo-

】Intnin(shI‘ ‘‘nXi Prov.)

山地针叶卜林水

Montane dark conife-

rous forest

蹼足歇 ,耸鼠兔

闸颅赢兔,林眺鼠

J|Vecfonc′‘' c`【9纟
口cns,

oc乃。
``o△

(l 氵为

`0c|cFc,o.ccnsus,εozup.,

sc`c乃″c力″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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毖02

类刍!

Pauerns
地理分布

Distribu“ on

栖息地的主要植被景观

The lm.ain oatural la:l

dscapes inhabited by

ma:llmals

动物种类

spcG〗 cs

青藏高原东部

EBs“ m Qinghalˉ

Xizsng PIstea。

古藏高原东部南工缅甸等

Eastern Qinghai-Xizang

PlateatI to N.ofthern

Burma

山地针叶林,漓丛草甸

MoIltanc dBrk conife-

rou.s fofcst, shrul)by

mcadow

山地针阔混交休,山地

针叶杯

卜lontane broad-leave

and coniferous ∶口liXed

fofest, illontanc coni-

fefous fofest

高原田鼠,戒仓鼠,小飞鼠

尸jJvm″ s irc】 c,Cr;cc一

Juf“s屁 omcmsis,P佗 ro-

″Vs volcFs

中华姬鼠,小熊猫

'nodc″
“s drCco,

'iifu/us r:‘
:。 clls

青苡寒旱型

Qinghaiˉ X.iz8ng

(Tibet)fri.-lov.

&dro~-end.

青藏高原

Q;nghai-Xizang

Platc3tl

高原 中原,尤漠革 !;t

?`lpine steppe, dcsert

steppe

高原草原,高原草旬草甸

草原及灌丛草原等

'i.Ipiitc steI)pe, alp·

ine

Ineadow,Ⅱ leadoV steppc,

shrubby steppe,etc.

各种景观的山地裸崖

Cliffs, focky tcrrBiil

斯氏高山抖·iq藏 野驴

野牦′
I=

''‘

`ficojo sto;Jc:托

o,:,ls,

'lsi9:岭

 屁i0"9, Po￠ 夕′∶̄

‘】口:‘s““J〃 s

dc`c nr(I`田 。Jc 乃f`”dcyc

,:o, ‘召p:‘ s oios`oll‘ s

岩羊

f’ s召“dojs 9:ovc,′′

青藏寒早型与温湿

混合型

Qin‘ hai-Xi‘ ang

(Tibe() ffi.-l‘ ,v.

&dfo.-end∶ tr m.-

lov. &huIn.一 cnd.

南亚暖湿 卫

southcrn Asian

war.-Iov.&

h“ ri1.-crd.

肯燕高原大部

Mo:t parts of Q· ng-

hai-X.i~ang Platea1!

青藏高原

Qinghai-Xizang

Plateau

亚洲南部为主

blainly distributcd

iil southcrn Asia

猕猴,诚羚,豹猫

l1.rccg‘ ;O ,7:〃

`cJ`c,
C· cprico/” is st‘ mu-

`r‘

Iz"sis,  j· ′·clis

bc△ gclc·lsis.

iF Notes:

寒湿
ii!

ia毕型

温湿型

寒早型

唛湿;iJ

Fri.-lov. &hui〖1.-end.

Te△ .-lov, &i dfo.-e:ld.

Tem.-lov. & hu:n.-cnd.

Fri.-lov. &.dro .-end.

War.-1ov. &hu1△ ,-end.

阔叶林,针 阔混交林寺

Broad-leavO forest,

brond-leave & conifO-

rous nl;Xed forcst

==I∶

·
rigid-1oving and hunlid-end】 Ifing.

=· T·enlpefate-Ioving and dfougrt-cilduring.

=· Ten.perateˉ loving aild hulllid-endufing.

==F′figid-1oving and droughtˉ end·△fing.

=· W arm-loving aild hu:llid-cnduritl区 ,

重要种类记述

猕猴 .M。 cdcd 99● mJ0tto(zimmermann,1780)

Rllcsus

Cc`ro`J`乃″″‘勿″′c″。zimmermann,1780,Geogr.Gesch.Mensch 2:195(增 志武

产地:‘ rl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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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蔽温温型

Qingllai-Xiz8ng

(TibcO te】 .-Iov.

8【  hu:n..-e:ld,

高原鼠兔,西器原羚 ,

喜马拉雅旱抽,高原免

oc乃ofomo ctir207I|o召 ,

Procopro pic‘ Jcc:‘ -

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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野外鉴别特征:个 体较人,体长在 600扈 来上下。尾长 于100毫米。头顶的被毛覆
盖正常。颜面部短。背后部的体毛橙黄色,与共他部位形成鲜明对照。

n贷皮”

外形

号数

C30103

630167

头付

号数 性别 产地 颅全长 颅基长 颧宽 眶问宽 后头宽 锷长 上齿列长 下齿列长
6301G7  。″  I这和:J  122    94.6  sO.6  6.6     67   5o.9   从2.近      47.砭

猕猴牺忠于本省东南部及南部的山地森林地区。也是分布
^F古

海省的唯 一猴种。

猕猴主要生活-r海拔 3500-375o米 的针阔湿交林或针叶林中。这些地区林相结构

单纯,主要以川西云杉、人果 ll`日 柏和细枝圆柏 (s汕 J刀口co″Ⅱ′J加‘
`″
)为主。在海拔稍低的

地方掺杂行一些晔 (B″″场 ‘

`。

)或其它少数阔叶树种。林下层灌木类也较单纯而稀疏。

但在 一些河谷底部及林缘空旷处生长着茂密的委陵菜 (P口

`‘

·″
``″

口sp,),特别是鹅绒 委
陵莱 (P.c刀 f″

``,‘

氵)。 含仃丰富的糖类和淀粉, 为青海省著名特产,俗称人参果, 是猕

猴人秋后的主要食物。在此期间,大量的猕猴由南部的四川、西藏境内迁人
^F此

,它们

往往跟在采集人的后面捡食,也不畏人。冬*以后猕猴又返回南部四川、西藏林区。
据记载,我国猕猴的分布范围自北纬 18° 的海南岛向北可达北京附近 (约北纬 dO°

左右),东经自 120° 向西直至 80°左右的喜马拉雅山南坡的广大区域。尽管猕猴的栖息地
类型多种多样,但在我!闸 分布密度最高的地方仍是四川、云南、贲州和广西的南亚热带
常绿阔叶林带。

当地藏族群众认为猴是人的沮先,又 加上种种神与宗教色彩的描述,所以在青海省
的猕猴几乎得到绝对的 1呆护。日前已有一定的数量。像盹扎林区打宁村一带,有时可比
到自

·
头以上的猴胖。但平时多见于小群,也有单只活动的老体雄猴。
猕猴除洪展出观赏外,鉴于它的形态学、生理学和生化代谢等方面近似于人类,且

易于饲养,为此早已被作为医学、生物学各领域研究的理想实验动物。可国内现存的自
然数量已远远供不应求。鉴于国内、国际上对灵长类的过度捕杀,现今已提出严格限制 ,

就猕猴产量最多的印度也禁止出口。所以应扩大人工饲养,以满足生产和科学研究的需
要。

另据青藏高原药物图鉴记载,猕猴骨 (烧 成炭、研细)治 白喉、炭疽、催产;共胆
汁可医治食物中毒和药物中毒。

犭良 Ccm0s J。 opDIs Linnacus,1758

`Volf
C口″J‘

`″ `”

Linnacus,1758,syM.Nat,cd.1o,1:39(模
式产地:瑞典)。

IF外 鉴别特征:外形似大的大。成体长度达 1米以上。ll∶直立。全身被乇较 长而蓬
松。尼 长不及体长之半,呈下垂状。体背呈黄灰或污白黄褐色,体腹、四肢内侧多白色。
尾尖黑色。

●
力

刀
’

刀i

M
旺
 
C
 

。

产地   体重

彐三市对    8530
彐叵希|时     7850

体长

620

580

后足长.  尾长.  耳长
162       190      41
155       190      dl

1)量 度以毫米为单位, 突f度以克为单位 (Mc“ ure:】 1:l1.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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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由建

外形
号数  性别 产地  体重

8d O38 ♀  玛多县  27500
珠51  '  热 湖区 一

头骨
号数 性另刂 颅全长 颅基长 腭长 颧宽 眶闸宽 后头宽 ~L齿列长 上裂齿长 下裂齿长

s1038  ?·    236     219    112   127   41.4     72       100        2吐       27· 5

狼走一种生活在较开阔地区的动物。除密林中少见外,几乎遍及所有环境。在 2年

考察的红水川、巴隆、野牛沟、托索湖区及囊谦县,海拔 5100米的雪线附近、高寒荒

淡、吉i山 草句地原或山地林缘等均能死到共脚印、粪便。从玛多县至清水河,及莆藏公

路西侧的野′0沟地区狼的数量较多,特别走玛多县至清水河公路二侧,但在青海境内未

见有大的狼群。

在青海省 6丿】中句已能见到当年产的狼地出洞跟随成体一块寻食、活动。

据考察,犭淡的捕食对象大到牦牛,小至各种啮齿类。经对其食物残存部分调查,发

现有:藏羚、西藏原羚、绵羊 (o″ ,‘ 口
',“

)、 牦乍 (P∞

`切

g″ s gr″历″;“ s)、 红狐 、大

(C幽打 加″″i″打)、 高原兔、喜马拉雅旱獭。

1987年 10月 ,吨扎林区边缘目睹 2只狼互相配合袭击绵羊群的事例,共捕杀 行为

巧妙惊人。

据核对】示、本及查阅前人 (A11en,1938;Pocock,1914,)的 记载,考察地区和肯海

省以至整个青藏高原的狼,应脑 Cc″ jf J防

`'sc切
勿C0Gray,1863.亚种。本亚 种的毛

色变异大。体毛较长。前腿无暗黑色条纹◇

据 《青藏I由 原药物图鉴》载,狼 肉可治寒气引起的肌肉肿胀;狼舌可治舌疹红肿、

白喉、化脓性扁桃体炎,狼 胃又能治积食等。

狼,现今被列为国际上的保护动物C在 《红皮书》一 (RCd Data Book)中 为濒危

物种,在濒危动植物种国际贸易公约中划作 II类动物〕。就目前考察地区而言,狼对 畜

牧业生产有较大的危害,特别在冬、春季节,牛 、羊体质均处在虚弱时期,一旦畜群与

狼相遇,损失更大。当然,狼有时也捕食一些病、老、残弱的动物,达对促进他种动物

的繁衍和维持自然界的生态平衡有积极的一面。但就育藏地区看,狼还是一种主要的防

治对象。

椽瑟 Ursus crctos LInnaeus,1785

Bfown bCar

u/‘
'‘

召/c烟 Limacus,1758,syst.Nat.cd,10,1:娃 7(模式产地:瑞典 )。

野外鉴别特征:个体比黑熊 (s幽″口rc氵 。‘
`历

拓
`口 `:”

)大,采 自玉树的一 个标本体

长达 2米。头骨的颅全长为 318毫 米。头宽圆而吻长。颈粗壮。全身棕黑或锈黄色。黄

白色胸斑清晰或模糊,且常向二侧伸展。

棕熊住 2年考察的区域内都有分布。特别在柴达木盆地一些湖泊边缘的芦苇丛和白

刺灌丛 一带。但目前棕熊在青海省以至整个青藏高原上,已经相当稀少,其原因是在相

当长的一段时闸内,·已一市被当作言兽对待。加之棕熊本身有较大的经济价值,所以受

到无止境的猎杀。就足今天,共捕杀棕熊的状况似乎没有改变。丛然我国把棕熊划作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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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长

1100
1500

尾长 后足长 耳长

在00   224    1姓o

350   220    120



类保护动物;|日 际 J∶ 也把 营马拉雅地区及 I京 藏高原 L的棕熊列人 《濒危动植物国际贸易
公约 )〉 之附录 I的保护名录巾。但就调奄区内的标熊而古,并未逃出厄运。1987年 夏季、
冬季我们都亲身经历、目睹当地群众出售猎杀的棕熊及共有关的产品◇日前仅在一些交
延 '`便 ,人烟稀少的偏远地lE,还能圯到棕熊或其活动的痕迹。

鉴 r棕熊 I|前 的数量状况,廷议急 切将它由原来的二类保护动物提升为一类保护对
级,或列为濒危物种。

另据西藏哺乳类 (冯 作建等。 1986)记载,考察地区的棕熊与西藏地区所产的为同
一亚种。trr‘″‘σ/″口s`/″ J″“″s Blyth,1854.

猞猁 Ly|lˇv lymo`Liimacus,1758)

Lynx

Fe``f`y″ I Linnacus,1758,syst.Nat.lOth cd.1:d3(模
式产地 : 瑞典乌普 沙

拉阝fr近 )。

野外鉴别特征:为 猫科动物中个体较大的 一种。成体体长在 1米上下。四肢粗长而
矫‘婕。尼极短。 I丿J显小 r后足长。头形宽圆,耳基亦宽,耳尖其明显的耸立簇毛,呈黑
色。两颊有下垂长毛。通体呈现浅棕、土黄、或灰黄色调。体背或多或少掺有程度不同
的黑色。其毛色有较大的变异,但尾端始终纯黑色。

磴街皮
l)

号数
63o37●

63o357

C在 00s

产地

治多

治多

玉树

尾长

97

110

180

耳长

63

65

95

体重

3在80

345o

,,足长

135

1·“

体长

511

507

8亻o

早

俨

早

猞猁栖息千山地森林、高厌难原、高山草旬革原、灌丛草原和山地荒漠草原的各种
环境中。人多数营白天活动、捕食。食性广泛。各种啮齿类 (如鼠兔、免、早獭、鼠类)、

鸟类等均肚共捕食对象。也常猎捕岩羊。在nL扎林区有时还袭击羊群。
匕察地区以及整个青海省的猞猁与西藏地区的标本无明显差别,同属育藏亚种 Ly砑

b.″ F ff汕″″刀″‘(BIˇ th,1847)。 共主要特征是毛色淡,底毛多黄色,冬季内垫裸露 ,

头骨略小 (与 产自欧洲及苏联西伯利亚 (Ycncsci)的指名亚种 E.`.ry刀 r相 比)。

虽然猞猁的牺息环境多样,分布 tL广。但由于共昂贵的毛皮及执法不严等原因导致
的过度猎捕,致使其数蚩已经不多,娃 汶列人濒危物种。

西穰野驴Asj|1“ s kicng(M。 。rcroft,1841)

Asiatic、Vild Ass.

Ec`砌‘改
`σ

″‘MoorcfoFt, 18~11. Travcis in thc Himalayail provinccs, 1:312.

Eastcrn parts。 ￡Ladak,Kashmir.(模 式产地:克什米尔地区)。

llr外 鉴别特征:体形小于里了'马而酷似骡。体背深株色、赤色或暗红褐色。′1蛋 、腹及
四肢内侧呈白色或浅灰白色。

1)全为幼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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篮衡度

外形
号薮  t别  产地  体重  体长  名长  后足长  △:长

630600   。刀   △;}寸   200000  25△ 0   310    600    170
72153  y  昆仑山  一  ̄2230  350  -— —  190

头骨
号数 性另刂 颅全长 腭长 颧宽 眶问宽 颅宽 ~L齿列长 鼻骨长

65009   ?    550.0  2压 5,0 202.3 21么 .2  10在 .5   176.7    210.d

西藏野驴是青藏高原及其邻近地区的高寒荒漠草原动物,对高原严寒缺氧、干早少

雨的自然条件,适应性强,为高寒草原、荒漠地带有蹄类优势种之一。一般分布在海拔

2300-5400米之问,而以 过000-5000米 地段常见。 西藏野驴的栖息地、地势高亢、

气候严寒、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人类的生产活动,加之不少地区水源奇缺,从而制约着

牧业的发展,使西藏野驴的栖息地得以较好地保存,亦是其种群繁盛的基本原因。

西藏野驴常集群活动,群的大小由数头至数十头乃至一二百头不等, 曾见过约 600

头的大群,但也有单独活动的个体。野驴群行动时秩序井然。常以纵队行进,行动路线

颇为固定,形成·Ji立 的自径。受惊时,奔跑迅速,实测速度可达 60公里 /小时,但不甚

畏人。

西藏野驴食谱很广,以莎草 (Cy`″ ″s sp.)、 苔草 (C″四 sp,)、 针茅、芨芨草、

白 草 (P幽″

`s″

″仞 ∫J￠c~″″私)、 野 葱 (/伤″
`”

″ /汕
`访

c″″m、 啬 草 (Ko莎 r西口 sp.)

和多种高寒荒漠植物为主。

每年夏末秋初交配,妊娠期约 1年左右, 6月 产仔,每胎 1仔 ,2岁后性 成熟,母

兽隔午繁殖 1次。1987年 8月 底,在玉树东南缘见 2头成兽带 1幼仔,其体高约为母兽

的 2/3。

西藏野驴分布在克什米尔地区、锡金、尼泊尔和中国的肯藏高原。现有 3个亚种 ,

巾国境内有 2个 ,即 分布在西藏、新疆的指名亚种
'。

欠.R杨″g和分布于甘肃、青海、

四川的青海亚种
'.尺

.切 J洳 /'”。在中国青藏高原除喜马拉雅山北麓森林草原带外 ,

西藏西部 (拉萨以西)和西北部,除东部湟水河谷外,青海全境;四川西北角石渠、若

尔盖,红原一带;新疆南缘帕米尔公格山东南、昆仑山、阿尔金山;甘肃祁连山东段。

介于东经 75° 15′ -103° 00′ ,北纬 28° 30′ -29° 20′ ,总面积约达 15万平方公里。目前 ,

比较集中地分布在藏北高原,青海西南部和昆仑山一带。

由于西藏野驴资源储量较为丰富,因此,在加强保护,制止乱捕乱猎的同时,加 以

合理利用。亦可在适当的地区建立对外开放的国际猎场加以利用。这种利用不仅是经济

上的需要,亦是保存和发展野生种群的需要。

马麝.Mosch仍 s si∫α,o讠 ctls Buchncr,1891

`压

usk 1.)ccr

ir。 9‘

`7″

‘‘
`扫

切c″ s Buclmcr,1891,Mclangcs Bio1,st.Pctcrsb 13:162(模 式产

地:甘肃南部)。

野外鉴别特征:个 体大小似成体山羊。头形狭长,吻部尖。耳长直竖σ雄体具发达

的上大齿,下伸露出唇外 (牙尖部),雌体上大齿极细小。尾短而不显 明,雄体的几乎

裸露,仪尾尖有一丛稀疏毛存在。雌马麝尾上被毛均匀。四肢纤细矫健,蹄尖。雄马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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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腹后部有香腺。

通体呈棕褐色或淡黄褐灰色,毛基乳灰色。颈背中央有一条较宽的暗褐色斑纹,共
问有数个不规则的淡黄色小斑。颈下亦有带纹。

马麝为最大的一种藓, 本属内还有 ar。 sc乃″s沙″哕。″攻方、ar,c乃 /”。g“″r、 M.
7″osC历 ″

'洒
、llr.∫ ″sc″ s,母麝体重 可达 15公斤 |川

`^。
雄体略小。

盘衡度
外形

号数  L”刂  产地  体重  体长. 坨长  后足长  耳长
72002    。刀    :l1扎L  11550   840    o5     250     120
t2001  。

·  F1扎  12000 900  C5  2dO  130
72003    ♀.     自L手L   13t50   940     40      2.10      125
86001  ' 红水川 11500 8o5  25   —   -—

头△

号数 性别 颅全长 吻长 .·i宽 眶问宽 谊颅宽 -L齿列长 鼻骨长 胯长
t2002  。

△   153.0  80.T  67.0   座0.8    4了 .7    43.5      5还 .o   88.7
·
子2001  ()刀   158~()  83.s C5~2  38.2   在7.3   45.0    60.7  91~1
|2003  ~i∶    1G0.3  84.6 68.G  09.1   ·18,2   44.压      60.8  91.t
86001 ' 存于美国斯密桑宁博物舛 (1`e Museum of smthsonian lnstitution).

l当 麝一般的栖息高度在海拔 3000-4500米 ,什在林线上下活动,喜欢在较为稀疏

的灌丛像杜鹃 (R切洳洳刀饣ro`z)、 高山柳 (s口

```)、

金露梅间栖居。在囊谦 县境 内的 人

果圆柏林中也较多见。

性孤独。除在配种季节外,总 足单独生活。 i膏 动隐蔽。夏季多在灌丛间、林下或卧

息于山岩问;秋 、冬和早春时节,则总在向阳避风雪的地方憩息。行走路线、活动区域

相当固定。

清晨和傍晚是马麝取食、活动时闷。一般于山脊、坳谷或溪边和林间草地采食。雨

雪天气业不影响其活动,但遐大风,常提早结束或延缓活动时间。

就盹扎林区的观察,马麝于 11月 中就进人配种期,雌、 雄成对一块活动、 采食。

极少见有 3只 动物一块活动的。雄体有激烈的争雌现象。配种期约 1个月左右。受孕雌

体 ∫次午夏季产羔,7月 下旬已能见到成、幼一块活动情况。

食物以草类为上。也吃一些灌丛或树叶嫩芽。

在 自然界里,狼、豺 (C勿 o刀 口
``″

“ )、 猞猁和雪豹 (P口
`:``,erc″

″r`口 )是马麝的主

要天敌。幼麝亦会受到鹏 ('甲历″彻
`)、

鹫 ('昭 y``彡
`‘

″90刀 口品钳)或其它猛禽的危害。

马麝主要产于青藏高原及其邻近省份。在肯海省除柴达木盆地、羌塘地区外,几乎

遍及各地区。国外见于尼泊尔、缅甸和克什米尔地区等。

麝吞是驰名中外的动物性名贵药材,也是制造高级香料的原料之一。历来为国内、

国际市场紧缺品。这是导至麝资源严重破坏的主要因素。国内的麝,已经处于濒危状态 ,

尽管国家对共颁布一系列的保护条例,但 目前偷捕盗猎麝的现象仍然非常严重,采取行

之 rl效 的措施,使其持续繁衍兴旺,既是当务之急,又是百年大计。

白唇鹿 Cerv″ s dbjrostris Przcwalski,1883

`Vbitc-Lippcd Decr
CF/〃″s″

`莎

J'@‘

`/′

‘Przcwalski, 1883 Third Journcy in C,Asia, 121 (模 式 产

地:祁连南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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野外鉴别特征:全 身毛色呈现黄褐色。但个体之间差异较大。上、下嘴唇、下颏恒

为纯白色。雄体角的第 2分枝离第 1分枝 (称眉叉)距离远。肩胛处被毛有前、后反向

生长的特点。蹄较宽圆。

曼衡度 1〉

外形

号数 性别

J27

1    ♀

产地

主树治多

祁连l

重量  体长

1794.7ˉ̄
  (1550一

1900)

19G100  1880

臀高  耳长

1290   250
(1150- (210-

1350)  280)

1250    260

肩高

1334
(1200-

1钍50)

1260

后足长

503
(480-

520)

530

尾长

103
(80——

120)

62

头甘

号数 性别 产地 颅全反 腭长 颧宽 。J攵 鼻骨K 鼻骨宽 上齿列tt :i颅宽 有巨间宽
B87o21 早. n1扎  370   2`)1  1G7  209  115.8  78.3   93.1    96~6  113.0
B87o2o 。刀  有1∶L  —   ——— 1C6.i —   —   5o,9   108.1    98.5  110.0

白唇鹿是一种典型的高寒山地动物。栖居海拔高。 暖季的活动上限可达 5100米 。

冬季常在少雪的地方生活,栖息高度为 3800-4300米的向阳避风环境。随季节的变化

有较明显的垂直迁移现象。在不受大的干扰情况 F,其每年往返路线相当固定。

群居性。终年漫游于一定范围的山岭间。活动主要在晨、昏。但随天气的变化,其
活动规律有改变。特别是大雪天气,不论卧息地点,白天的活动时间均有所变动。

秋未开始配种。从原来雄、雌 (指成体)动物分开生活而成合群一块活动。组成数

量不等的配种群,每群由 1头壮年雄鹿控制,此问雄鹿相互有明显的敌视行为,争雌斗

争出较激烈。该季节也 uf频繁地听到雄鹿的鸣叫,其声调与其他鹿类(止著不同。但被问

整个鹿群都处于安静的休息中。少数 3岁雌鹿和 4岁雄鹿可参与当年的配种。经观察极

个别出生第 3年的雄体已有某些动情行为出现。 配种期约 70-80天 左右。 受孕母鹿于

:I!年 5月 未开始陆续产羔。

雌体白唇鹿其有比雄体更强的群居性和警惕性。达对I护育后代和维护整个种群的

安全有着重要意义。

角的变化。白唇鹿角与其他鹿类角一样每年脱换一次。雄性幼体自产下第 2年春末

开始 K角 ,至 当年秋末己长成多为不分叉的 1对宵形单角。往后一般每年增加 1次分叉。

直至分到 1叉 5枝,也有虽年令不断增长,但其角不增加分枝。正常典型的成年白唇鹿

角为 4义 5枝。也有极少数成年雄鹿角仅分 3叉 迷枝和老年雄鹿角有分 7-8技的,但形

状奇异。

臼唇鹿主要食草类。但随栖息环境和气候、季节的改变,共食物成分及比例相应也

有变化。在冬末春初有些灌丛植物如各种杜鹃、山柳 (s口

``F spp.)、
委陵菜等也占相当

的比f“l,但以禾本科 (Gramincac)、 莎卓科 (cypcraccac)、 蓼 属 (P口

`昭
口″

`″

)等植物

为主。其它如百合科 (LiliacCac)、 蔷薇科 (Rosaccac)、 豆科 (Lcguminosac)、 玄参

科
`scr。

phulariaccac)、 藜科 (Chcnopodiaccac)和 菊科 (Compositac)也是白唇鹿经常

采食 的 种 类 (蔡桂全,1988)。

白唇鹿常于固定的地方饮水。在冬季有雪的日子里以舔食冰雪为主。1987年 冬季于

盹扎林区见白唇鹿有沐浴习惯。

1)考察区未采标本,故应用其它地区的量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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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察期间发现有白唇麓分布的是:都兰县的红水川、巴隆;共和县的青海湖南山;

玛多县的托索湖、鄂陵、扎陵湖区,玉树县江西林区、囊谦县盹扎地区等。

青海省是白唇鹿的主要产区之一,省内除柴达本盆地、羌塘地区和东部及东南部少

数地区外,几乎都有分布。

白唇鹿不但是青藏高原上的特有种,也为中国的特产动物。由于以往无止境的猎杀,

曾一度被列为濒危物种。经及时采取有效的保护措施。数量发展相当迅速,而且有少量

已向国外出口。我国的自然保护工作仍很薄弱,青海省也不例外,所以近两年来,盗猎

白唇鹿的事件又在不断增多。需引起注意,以免恢复的资源再遭破坏。同时应及时考虑

如何合理、开发利用已经发展起来的野生动物资源。

马鹿 CervtIs eI‘Ipro。‘s Linnacus,1758

Rcd Dccr

C″″″se`c`乃 ″‘Linnaeus,1758.syst.Nat,1oth cd.1:67(模 式产地 : 瑞典 )。

野外鉴别特征:是一种大形鹿。全身毛被粗糙厚密,通体呈现青灰或褐灰色。其洁

白色臀斑,边缘褐色或黑色。尾背黑色,二侧及腹面白色。中央脊背纹存在或缺失、若有,

为暗褐色,其 由后头沿颈背往后至腰部逐渐模糊。雄鹿角的第 2分叉紧靠眉叉。角干在第

3分叉处几乎直弯向上。成体鹿角可分出 6枝,少数可达 7-8枝。雌体无角。

丑衡度
外形

号数  挂另刂  产地  体重  你长  后足长  耳长  尾长
Q.H.001  J 青海湖区 240000 2700  570   290  150

头骨

号数 性另刂 颅全长 腭长 颧宽 吻长 鼻骨长 鼻音宽 上齿列长 恼颅宽 眶间宽
Q.H.001。″ 117 213 17⒎ 32戊3 172  56  116.d 101.6 12‘ .1

马鹿栖息于海拔 3500-3950米 的山地林区及高山灌丛草旬一带。在分布高度上比

白唇鹿低,往往是马鹿的分布上限为白唇鹿的活动下限。从而在某些地区两者在分布上

有交错现象,在祁连山一带和玉树地区,特别于冬、春季节更易发现。

活动规律与其它鹿类相似,早上、黄昏为采食活动高峰,日 间大部时间卧于林缘 ,

或灌丛间休息。在植物生长季节主要以各种草类为食,如各种嵩草类、苔草、蓼、羊茅
(F”″″m)等 ;冬春时节往往也采食一些灌丛枝芽 〈杜鹃、山柳、鲜卑花、金露梅),有

时还啃食某些树皮。

马鹿在秋后进人配种期。雄鹿之问有明显的争雌现象。此间很少采食。受孕母鹿于

翌年初夏 (6月 初)开始产羔,每胎 1羔 ,偶尔也有 2羔的。

马鹿在考察区的红水川、巴隆、青海湖区、托索湖区以及玉树地区的江西林区,HL

扎林区均有分布。青海省内几乎在有森林的地区都有马鹿栖息。马鹿的栖息地比较恒定 ,

没有明显的迁移现象。

就目前掌握的资料,在考察地区以及整个青海省境内的马鹿 应 为 C″″″s c`￠

`汤

″s

`9么

CC″′′′氵Lydckkcr,1909。 主要特征是体色呈现青灰或褐灰,没有明显的棕色。臀斑纯

白色,尾背黑色。角自第 3分枝处开始儿乎直弯向上。在四川、西藏、青海、甘肃等地

均有本亚种的分布。

马鹿是一种经济价值很高的资源动物。鹿茸是高级补品;鹿 内其有高蛋白低脂肪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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野牦 牛 Po0ph0曾仍s om仍 rms Przewalski,1883

Ⅵ
`ild Yak

Poo砌 弘 ‘仍″砌‘PrzcWalski,1883,Third Journcy in C.Asia,191(模 式 产 地 :

甘肃)。

野外鉴别特征:体形笨重,肩部中央具显著隆起的凸肉,站立时略显前高后低。头

脸、上体和四肢下部被毛短而致密,但体侧下部、肩部、胸腹部及腿部均被长毛。两性

都具角,角形相似,但牡牛之角要比牝牛的大而粗壮。通体褐黑色,仅吻周、下唇、险

面,以及脊背一带呈现微弱的灰白色调。

至衡皮
外形

号数  性9l  产地  体重  体长  后足长  耳长  尾长

了2113  。
” 乌图美仁 —   2600  560   115  ^00

72112  卑 乌图美仁 一   2095  5饪 5   132  妲1

头骨
号数 性另(l 颅全长 腭长 颧宽 眶间宽 后头宽 上齿列长 鼻骨长

721C3  年     596   33厶    269    238    ·-ˉ -    13d.7     238

野牦牛又名野牛,为世界性珍兽,是唯一生活在高寒荒漠地带的+类 ,对严寒缺氧

的自然条件具有特殊的适应。为青藏高原特有种。

野牦牛现今仅分布于尼泊尔、不丹、锡金及我国的青藏高原。一般栖息于海拔 3800

米以上的高原山地,以 难000-5000米 之间最为常见。栖居于高山草原、高山草甸草原

和高寒荒漠草原等景观。终年游荡于人迹罕至的高山峻岭,山 间盆地等各种环境中。冬

季由于高山积雪,野牦牛常下至 4000米 以下的山地中采食。夏季,可在 在600米以上的

高山寒漠地活动。

野牦牛喜集群生活,除个别牡兽有时独居生活外,一般总是雌雄老幼混群活动,集

群少则数头,多则数十头至数百头不等。在野牛沟考察期l问,遇 见野牦午 8群 ,平均每

群 31头。据当地牧民介绍,冬季野牦牛在此地的密度更大。

野牦牛平时行动迟缓,旁若无人,受惊后则行动敏捷迅速,径直朝山嵴高岗处奔逃 ,

但亦见野牦牛受惊后发起攻击的情况,故很难在近距离接近它。通常,在清晨和傍晚集

中进食。食物以禾本科、莎草科植物为主。饱食后,野牦牛退居高山峭壁背风向阳处休

息,躺卧或站立反刍。

野牦牛雄体 3岁性成熟,每年 9-10月 为其配种季节,于翌年 6-7月 产仔,孕期约

9个月左右,每胎 1仔。 野牦牛与家牦牛混群现象在青藏高原较为普遍,尤其在配种季

节。

由 F人类经济开发和牧业发展对草场的侵占,迫使野牦+分布区逐渐退缩,对资源

增长造成极大的威胁。目前,野牦牛仍有一定种群的数量,但由于内、皮、毛等均具有

较高的价值,常被猎杀。当前应施行普遍禁猎。

。 79 △

特点,可 出口外销;鹿皮是高级的制革原料。总之鹿身上都是
“
宝

”
。

、马鹿虽然被列为国家二类保护动物 (青海省将马鹿列作一类保护动物),但近年来仍

受到较多违猎者的捕杀。对此必须采取强有力的严惩措施。



藏原羚 Proccpr‘tp|cfjc‘ tt‘‘9α古α Hodgson, 18近 6

Tibctan Gazc11c

Pr(,c口

`r曰

 `|c′氵r四
``'日 `@ F-Iodgson, 1846, Jour, Asiat,soc,Bcng.

15:33d,p1,2(模 式产地:西藏 )。

野外鉴别特征:脸、颈和体背为均匀的沙土褐色,臀部为纯白色的大斑。整个腹部

和四肢内侧为白色或污白色。

又名藏黄羊,小羚羊,是分布在青藏高原及其邻近地区的有蹄类代表动物乏一。为

青藏高原的特有种和优势种。
量衡度

外形

号数  性别  产地  体本童  体长  后足长  耳长  尾长
87001  ' 牦索氵胡 19000 950  310   136  72
86004  卑  洪水”| 15o00 96o  285   135  93

头骨

号数 性另刂 颅全长 腭长 颧宽 吻长 鼻骨长 上齿列长 颅宽 眶问宽
87001  °刀  193,7 95.饪  93.0 -  63,8    59.5   60.2  58.8
8600d   ♀.   174.3  92.1  89,9  —    6o.2     53,5   53,8   61.4

藏原羚分布于帕米尔高原和我国青藏高原。介于东经 80° -103° ,北纬 30° -39° 间。

考察期间几乎在所有工作点均观察到。猎得标本 6号。

藏原羚主要栖息于高山草原,高 山草甸草原和高原草原等开阔景观,回避寒漠。分

布于 3500-5000米。冬季到 3500米以下和积雪较少的草场觅食,夏季,为寻找嫩草 ,

进行较长距离的水平迁移。栖息地的植被类型有以禾本科、羊茅为主的草原和以蓼科植
物为主的荒漠草原。

藏原羚喜集群活动,群的大小不等,以十数头的群较为多见,较少单独活动。视、

听觉极为发达,机警灵敏,行动轻捷迅速。受惊时先抬头凝视片刻,随即急速跑开,速
度超过 望0公里/小时。两年考察期间共遇见 25群 ,每群至少 2头,最大的集群 34头 。

与西藏野驴的栖息环境有部分重叠现象。但未见混群现象。

藏原羚常在清晨或傍晚进食,此 间也常至湖边或山溪旁饮水。在托索湖地区考察期
问,发现清晨 6-7点或更早些,3、 5成群的藏原羚至湖边饮水。 主要以禾本科和莎草
科植物为食。

藏原羚 1年繁殖 1次,每胎 1仔,偶产 2仔。交配期始于 12月 末,延续约 1个月左
右。一般在出生后第 3年性成熟。

考察期间对红水川、巴降、野牛沟及托索湖等地的藏原羚数量进行了路线统计,平
均栖息密度为 0.759头 /公 里。由于人类经济开发的侵扰和牧业发展对草场的侵占,较
前种群数量有明显减少。

藏原羚是二级保护动物。对高原环境适应性强。同时,藏原羚的开发利用潜力极大。

其内可食,皮可制革,角 可制药。因此,应在加强保护的同时适当加以利用。

普氏原羚 Pr。 capr￠ prze‘⒆口Is尼 j讠 (Buchner,1891)

Przcwa1ski Gazcllc

C口刀纟

``口 `rt′

″口′攻 ″ Buchner, Mclangcs Bio1,st.Petersb.13:161, southcrn Orbo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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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cscrt,Mongolia(模 式产地:蒙古)。

野外鉴别特征:个体比藏原羚大 (见董衡度)。 通体呈现沙黄灰褐色。 臀部有白色

斑。胸、腹部和四肢内侧为白色。尾背与体背色同,尾腹裸露。雄体有角,亦具环棱。

2角 自头顶几乎平行向上和向后倾斜延伸,最后 2角尖相向内弯成圆钩状。 所以又与藏

原羚 (角 尖向上弯曲)的角形不同。雌体无角勺头形宽短,吻部也宽阔。

Ⅱ衡度

外形

号数  性另ll  产地  体重  ·体长  屺长  后是长  耳长

7301  y 青海湖区 32000  1020  80   281   95
7303  y   ″ 29000 1019 101  300  91
730d  °

爿   ′′  31 CO0  1 021  103  295  100
7302     早       ″    21000    992     70      275      91

头骨

号数 性男刂 颅全长 颧宽 腭长 眶问宽 脑颅宽 鼻骨长 上齿列长 下内列长

7301   ('·    203    98.7  96.0   67.0    67.0    6d.T    6姓 .1      (G.8

7303  c`·    209  101.2 101.6  69.5   68.2   61.9   64.4    66.3
730在    ('(    209   100.7 102.6   t0.5    00.8    66.5    65.9      08.2

7306  。
刀   203   93.5 95.8  59.d   67.9   59.5   G2,5    G5.9

7302   ∶?.    193    91.5  95.9   59.· 4    59.8    51.1    59,0      6压 .1

7307  9  198  ——  97.4  ——·  67.2   —   G1.0    G6.7

些氏原羚是一种典型的荒漠与平荒漠有蹄类动物。 其栖息地生长有麻黄 (E``ao洳口

sp,)、 芨芨草、苔草、沙鞭 (TJ`″ @″”口s印“c″″′尺。加氵)、 沙生针茅 (s访

`口

g`口 ″om)、 狼

毒 (s″″″夕c杨″“加御 e)和某些蒿属 (//″祝 s`口 )等荒漠植物的干早环境。其间有相

对高度数十米的沙丘、缓坡和开阔地。普氏原羚就生活在这样一个东西 长约 90公 黾,平

均宽为 10多公里的青海湖东、北岸地区。

与某些有蹄类一样,普氏原羚除在冬末春初的配种季节,成年雌雄合群生活外,共

余时间多分开活动。所以夏季呈小群活动。

母体于每年的 6月 底至 7月 上句产羔。 没 有 固定的栖息地点。 随食物的分布而游

荡,但在受到人为干扰时,就奔向沙丘深处隐蔽,稍后又返回到原地。

普氏原羚的分布、适应性,与青藏高原上的其它有蹄类相比,似乎极为狭窄。据观

寮,共终年游荡手上述的环境内,就是在受到明显的人为活动 f扰后,仍是在此月旋而

不越出其间。最明显的例证是,长期以来从不见普氏原羚迁移至青海湖南岸一带的草甸

草原或湖周围的高山草甸、
f广

草原和其它草原环境内生活。由此可能也导至了本种动物

分布区如此的狭窄。

据 EllCrman等 (1951)记 载,普氏原羚仅分布于蒙古国南 部 的 鄂 尔 多 斯 荒 漠

(ord。 s DCsert)和 我国甘肃省北部地区。 据最近的资料,青海湖畔的普氏原羚 栖 息

地,是本种在青藏高原以及在我国境内的唯一分布区。

据最近的调查,普氏原羚在上述地区的总数量很可能不超过 500头 。虽然国家已将

它列为保护对象。 但仍遭非法猎捕。 普 氏 原羚是现今国内有蹄类动物中处于最颓危的

物种,若不引起足够的重视,这个种随时有灭迹的可能。

鹅喉羚G。多eIJo smb‘ 仍ffoGros口  (Gu1dcnstacdt,1780)

Goitred Gazcll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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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亻

`````@`' s″
乃卩̀̀

````/‘ `s″
 GuldCnstacdt, 178o, Ac1a Ac. Sci. Pctrol)·  1778, 1:-251

(模式产地:伊朗)。

野外鉴别特征:又 名长尾黄羊、羚羊。体形比藏原羚大,尾亦稍长,整个体色呈棕

黄褐色,胸部、腹部及四肢内侧 白色。有白色臀斑^雄体有角,其长度、大小均超过藏

原羚的大小及长度。

叠窈度

外形

号数  性别  产地  体重  体长  肩高  臀高  尾长  后足长  耳长
86010d  c△  鸟图芙仁 20000 10衽0  760  710  153  310   162
71009  ' 黔 哈  - 1110  —   —  ̄ 161  3在3   161

头忙

号数 性另|! 顽仝长 丹∵长 知宽 眶间宽 脑颅宽 上齿列长 下齿列长 吻长.角长
了1009  。”    216    112  97.7   60,2    61.1     62,0      71.3   111.8  311

鹅喉羚为典型的亚洲南部和中部荒漠、半荒漠的栖居者。活动范围较广,栖息于山

地荒漠、砾石荒漠等多种生境,沙漠深处亦时有出没。对炎热、千早、严寒的忍耐力极

强,从而成为荒漠地区广布种和优势种。分布高度介于 600-3500米 之闸,在 青藏高原

分布在 2000-3500米之间。

鹅喉羚善奔跑、耐干旱,为柴达木盆地内的优势种,展、昏活动频繁,冬季中午亦

见其活动。常集群活动,群的大小由数头至数十头不等,秋季可达百头。夏季群较小 ,

一般 3-5头,少数可达 10头左右。母仔一块活动,亦有牡兽与母子群一起或单独活动

的。鹅喉羚受食物或水源的制约,有季节性水平迁移现象。以多种荒漠植物为食,主要

采食猪毛菜 (s￠

`‘

o`召 co````,口 )、 盐爪爪 (K幽历″勿 助
`,口

```勿)以及其它杂草,由手栖息

地生态地理环境的差异,食物组成各地略有不同。

1年繁殖 1次,多为双羔.12月 至 1月 发情交配。5-6月 产仔,幼羚出生后数天即

能快速奔跑。

鹅喉羚的分布,从阿拉伯半岛、巴勒斯坦至高加索、伊朗、阿富汗、巴基斯坦以及

中亚地区、蒙古和中国西北部 (内蒙古西部、甘肃西北部、青海柴达木、新疆)。 已记录
6个亚种,中 国境内分布有 4个亚种,即青海柴达木盆地的 reg`彻纟,内蒙古西部、甘肃

西北部、阿尔金山和昆仑山的 历
``氵

印杨刀口,新疆塔里木盆地的 y刀 r和″洳″s打 和谁噶尔岔

地的 而 ″″‘打 亚种。

鹅喉羚分布广、适应性强、繁殖率高。具有较大开发利用价值,其肉味鲜美细嫩 ,

为野味中之上品,皮张,为制革工业的上好原料;角 可用于制药工业。其种群数量处于

较低水平。近年来加强保护,实行普遍禁猎,数量回升很快。目前应加强科学管理,查
清资源储量及其变动规律,提出允许狩猎量,明确狩猎季节,划定狩猎地区,建立猎场。

氓羚 C@procor,● js s奶。】.C:rceoosjs(Bcchstein,1799)

scr。 、
^`

'″

厉

`。 `召

‘″励″r″”打 Bcch“ cin,1799,ubcrs,Vicrf.Thicre,1:98(模 式 产 地 :

苏门答腊)。

野外鉴别特征:个体大小似毛驴。四肢粗壮。头形显长。眶下腺大而明显。毛被粗

硬、颈鬣明显。上体呈较淡的褐灰或褐灰白色,极大部分毛基白色。四肢暗褐棕色,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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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缘一特为纯棕色或锈黄色。雌、雄均具角,角较短细,角形简单,表面具横环棱,角
尖处光滑。2角 自额后平行略呈弧行往后伸展。 头后、颈背具长的鬣毛,其随年龄的增

长鬣毛色调由深逐渐变浅以至到灰白色。耳狭长,端处尖。尾短。

为一种典型的林栖兽类。在青海省南端的吨扎林区,分布高度常在 3850-3950米
之间。

性孤独,活动隐蔽,有较固定的栖居地是鬣羚的特性。除清晨、黄昏常在林中空地、

沟谷一带摄食、饮水外,其余时间多数在大树旁,巨岩下休息。鬣羚仅在林带内栖息,

是一种相当机惊的动物,一般很难发现其活动,但大雪以后,可看到它们的走动轨迹 ,

而且往返相当固定。

食性与分布在同一地区的岩羊、麝等相类似,主要以草类为主,但常在林间采食一

些菌类 (Fungi)、 松萝 (J‘″印
`口

绍“氵馏口)。

从观察到的鬣羚卧迹来看,在叱扎林区分布较普遍。鬣羚肉有异味,不是食肉对象,

又以其自身的栖息隐蔽,提高了他们的存活率。

鬣羚为东洋界的常见种类。在我国东南沿海地区及西南地区林区有广泛分布。国外

主要分布于苏门答腊、马来群岛、老挝、越南、缅甸、尼泊尔、印度等地区。

据 Ellcrman Morrisonˉ scott(1951,1966)鬣羚的亚种多达 11个。青海省境内的

鬣羚为 C口 prFcor`9,‘ ‘留勿口″o矽
``f打

‘仍氵锣″砌 ″汝J。

鬣羚为国家一类保护动物,同时在世界上也被列人 《濒危动植物国际贸易公约》之

附录 I中 ,应该遵循有关规定,严禁捕猎。

岩羊:PsO″do|s mcym‘ r(Hodgsoni, 1833)

~Bluc shecp

o历‘″cγc″
'Hodgsoni,1833,·

Asiatick,Res,18,2:135(模 式产地:中 国西藏与

尼泊尔交界处)◇

野外鉴别特征:全身除腹部白色外,儿乎呈现啦灰色。四肢具有黑纹。二性动物都

有角,角 形简单,但形状、大小差别显措。雌体角细小,角 形直胡上,仅角尖附近向外

侧微弯;雄体角粗大、长,明 显向外侧伸展,角 尖又向下向后弯转成弧形。夏季出生的

羊羔当年不长角,第 2午 4月 底,有的角长达 迷0毫米左右,年底均超过 110毫米(.以后

随着年淤的增长,角 也逐渐变粗、增长。据统计,角 的粗细 I;年龄的增长成 ir比 ,而 饣J

年增加的长度与年龄成反比c

丑钫度

外形

号数

o06

012

005

87008

87063

体长

1070

1112
1090
1160

1280

尼长

153

120

110

1压9

150

后足长

300

270

285

256
300

耳长

137

1姓4

Ido

133

148

捌'
'
早

'
'

产地  体重

红水丿l1  46000

巴隆   30000
红水Jl1 39 000

托素湖区 33500

自1扎L林区 如 000

号数 性丹l 产地 颅全长 额宽 腭长 艇间宽 后头宽 鼻骨长 -h齿列长 下齿I|l长

0o6 '红 水Jl1 225 12众  114 89.3  82.2      61.5  66.8
061   (D刀

    ′      232   116,G 114   90,o    80,d     75      69.6      67.5

头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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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i025 。
”托索洲区 23G 137.1125 103,1 91.6 89,9  67,6  7o.3

8T063 '比扎林区 218 113.3115 85.8 78.1  72.4  65.2  65.o
86005   ♀~  纟1`(KJII   221   125.1 117   05.3    74~2    79.8     G7.0      67.2

这是一种典型的高山动物。常活动在海拔 3600-5200米的高山区。栖息于高山草

甸的裸岩带,或相嵌于林线上下的悬崖峭壁环境。在青海省凡附合上述 自然地理条件的

地区,儿乎都有岩 半的分布。考察区如红水川、巴隆 (尹 克刚 )、 野牛沟、托索湖区和吨

扎地区,都有着相当丰富的数量。

群居性。每年 12月 下旬至翌年 1月 底,雄 、雌携幼常数十只或百头以上 于 配 种 季

节一起生活。据 1987年 6月 底至 12月 末共观察了 77群岩羊,有 以下组群形式:0成 年

母体、羔羊 ;②幼体、二性亚成体·③纯亚成体雌性 ;④纯老年雄体,⑤亚成体雄体、

成年雄体和老午雄性,⑥羔、二性亚成体和成年雌性,⑦成年雄性和老年雄性。每群数

量不等。

行动时,往往山某 ·-壮年成 员或年龄稍长者带领活动,但它有时亦可殿后。羊群休

息或采食时,有轮流放哨者,若有动静,就发出信号,群羊迅即逃遁远去。

岩羊有极强的攀登能力,在陡峻的山岩间亦能履险如夷。活动区域较恒定。晨昏多

在山梁、谷坡、林缘草地摄食。午闸常处于较辟静的山坡、灌丛问或稠密的林下憩息。

在海拔高的无林地区,尤喜欢选择悬崖、 1I肖 壁的岩坡、石洞休息。寒冷季节都选择向阳

的地方卧息^中 午有时还能见其活动。据观察,岩羊不但生活于高山特,亦 可栖息于林

线以下。

岩羊为食草动物。以禾本科和莎草科为主。饮水点较固定。在寒冷季节主要舔食冰
'寸
’

在 自然界裂,雪豹和狼是岩羊的主要天敌。在林区一带,豺往往也围攻猎食岩羊。

岩羊分布广,除 了整个青藏高原外,与其邻近的地区几乎都有分布。东至陕西;往
南抵达云南。国外锡金、尼泊尔,向西到克什米尔地区、巴基斯坦 ,往北延伸至蒙古境

内.整个分布位置约北纬 26°一近2° ,东经 75° -107° 之间。

迄今所知,岩羊有 2个亚种,即 指名亚种 (P.″ .″ cy勿r)和四川亚种 (P.″ .‘re品″̈

c″“行)。 两者主要区别是指名亚种的脸面部毛色深暗,呈黑灰 色,雄体个体颈下纹、体侧

纹宽阔而显著,四川亚种体侧纹细甚或模糊,以至缺失,颈部、背部呈淡红色 (据 Ro-
thschild,1922)。 据此,青海省以至绝大部分地区的标本应属指名亚种。

岩羊是一种经济价值很高的资源动物,为青藏地区的主要狩猎对象。是青海省主要

野味出口品种之 ·,在创汇上占有一定的比例。由于长期来无计划、粗放的狩猎生产 ,

已使岩羊 自然种群破坏严重。应提倡科学的保护,有计划的狩猎,以利自然界种群的稳

固和发展。

盘羊 0vJs cml,,· on(Linnacus,1758)

Argali

C.cP7口 口
`刀

″90刀 I-.innacus, 1758, syst. Nat. 1oth.cd,1:7o

(模 式产地:塔吉克西北阿尔泰山脉)。

野外鉴别特征:二性均有角,雄羊角特别粗大,故又名大头羊、大角羊、大头弯羊。

通体呈淡灰棕色,臂部有白色斑。

●  84  ·



Ⅱ街皮

外形

产地

乌图美仁

鸟图美仁

体长  尾长  后足长  耳长
1580   100    .415      115
148()    110     430      115

头骨

号数 性别 产地 颅全长 腭长 吻长 颧宽 眶间宽 颅宽 上齿列长 鼻骨长 角长
72115 卑 鸟图美仁 320.0172.7208.0161.6115.2 88.5  93.0  122.8 亻65

1988.12.3' 都兰 35o.o1m.7 23o 19o 132.亻   125 863  62  1172

盘羊是一种生活在中亚山地和丘陵的山地动物,对海拔高度的变化适应性强,从高

原雪山到炎热干旱盆地、丘陵、裸岩景观都有它们的足迹。栖息地相对独立,种群问难

以交往;由于冬季深厚的积雪,迫使从山岭降至谷坡觅食,夏季又返回高山活动,形成

季节性的迁移,但种群的活动范围仍较固定;从而导致大量地理亚种的出现。喜活动于

稍有起伏的半开阔地带,常 出没于山崖边缘、高岗山嵴、具有惊人的履险攀崖本领。分

布高度介于 1000-5500米之间,在青藏高原的分布介于 3000-5500米 之间。其栖息

地主要为荒漠、半荒漠,分布在青藏高原西部和西北部。

盘羊的活动地和采食地显然不同,晨昏时从山嵴、高岗 F到 山坡采食,饱食后又返

回原地休息。喜食针茅、莎草、早熟禾 (PⅡ 口刀″彡
`c)等

,亦取食其它杂草。

盘羊多集群活动,群的大小由数头至数十头不等。性机警,视、听、嗅觉灵敏,稍
有异常即迅速向山崖逃遁。不善于奔跑,特别是老牡羊的重角更影响速度,常为狼、雪

豹等捕杀。

冬末春初交配,经激烈争雌后,一牡兽控制数头至十头左右牝羊,妊娠期约 5个月

左右,每胎 1仔,偶见 2仔。冬春季节雌雄常在一起活动,产仔哺乳期、母仔集群、雄

兽单独集群。1986年 8月 下旬在青海昆仑山野牛沟附近 (海拔 d000米 )遇见 2群,一
群 6头,一群 2头 ,均为雌兽。

盘羊的分布从哈萨克斯坦至蒙古,南达阿富汗、印度北部、拉达克、尼泊尔、锡金

以及我国的西部、西北部 与北部 (陕西、内蒙古、甘肃、西藏、青海、新疆、四川等省

区)。 亚种分化繁多,据记载多达 18个亚种。在我国的分布不 下于 8个亚种,青藏高原

有 4个亚种,即青海、西藏境内的 切
`gs。

历亚种,阿尔金山一带的 Jc`口 J-J口彤口
`亚种,

西昆仑山的

`沥

口
`口

亚种和帕米尔高原的 poJ`亚 种。 盘羊在青藏境内的分布 (除西藏森林

草原带外)几遍各山地。 ,

盘羊一般在 遮700米 以下活动。由于栖息地环境条件限制、 天敌和人类的捕杀,盘

羊种群数量长期处于低水平,多数地方数量急骤下降。日前仅在一些人迹罕至的边远地

区可以见到,但遇见率极低。如 1986年 8月 在青海昆仑山的盘羊集中栖息地寻觅,平均

每天遇见 1群次,平均每群 ⒋25头。因此,加强保护,严格禁猎已刻不容缓。

高原免 Lep1os ofostohs Hodgson,181o

Woolly Iˉ Iarc

Le```‘ °氵@‘
`口

`笏

‘ IIodgson, 1840, Jour,A.siat,soc,Bcng,

9:1186(模 式产地:西藏南部或尼泊尔 )。

野外鉴别特征:高原免又名灰尾兔 , 体重 1500-3500克 , 体长 400-500毫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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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110

7211d

体 重性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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森林地IK以次柴达木盆地边缘地 i|汁的荒淡有栖息。 珏虹分布山度为 2700-5200水 j足

青藏高原上分布广,数量多的特有物种。

每日黄昏至翌日清晨活动,经常数只兔子一起出没,白 天一般隐藏在灌丛、草丛、

林缘或石崖缝隙中。巴隆和野+沟的兔子较多,早 上或黄昏能在一面山坡上处到 10多只

或 30多只。由于猎捕过度,寻致近年数量下降。

繁殖往往受地理位置和海拔高度的影响。通常春末夏初开始交配,6-8月 产仔,每

胎 2-1只 ,最 多可达 7只 。产崽于草丛、 灌丛或岩缝中。 各种猛禽、狼、狐、雪豹都

是野兔的天敌。

已知高原 兔分化有 7个亚种,获于虬扎林场的应为玉 树亚种 Lepms· o1os古 oJ“ s

托ouo0,背 部浅棕黄色并缀以黄黑色波纹,捕于巴隆、野牛沟和乌图美仁的属于柴达

木亚种 Lep″s oiostor1os prze“】,clsk",上 体毛色极淡,呈沙黄色。

高原兔与其它野免一样,肉味鲜美,加上个体大,分布广泛,数量多,所以具有一

定的狩猎价值。

高原鼠兔 0chofomc c】 (rzo?|忆 e(Hodgson,1858)

AlPinc Pika

L口 go`″ ys o″ /z口侈Jce, 1858. Jour.Asiat.soc.Beng.26:207

(模式产地:西藏南部 )。

野外鉴别特征:体重 130-190克,体长平均 160(140-184)毫 米。毛色浅淡,上

体沙黄或浅黄褐色。盆地的腹地及森林地带无分布外,几乎遍及青藏高原各地,系青藏

高原特有种之一。

t要栖息在海波 3500米 以上的高原草原、高原草甸、草甸草原以及灌丛草原带的

草原上。在红水川和野牛沟的lu麓草原中有零星分布,未造成对牧业的严重破坏。然而,

据我国学者在青海其他地区的生态学研究,发现高原鼠兔密度大,以禾本科草类和其它植

物的茎叶为食。 据观察, 每只鼠兔每天吃掉青草 62,7-77,3克 ,在牧草生长的 过个月

内,每只鼠兔消耗青草约 9.5公厅。足见它对牧场的危害程度。

高原鼠兔约了 4月 份开始妊娠,5-6月 间处于妊娠高峰期,每年 1-3胎 ,每胎 1-8

仔,平均每胎 3.5-d仔 。

自然界中, 艾虎 (J1r.、 ″”
`9氵

￠刀
`9J)、

-香 鼬 (M,口

`而
c口 )、 兔 狲 (F″”″

``7″`)等
小型猛兽均以鼠兔为捕食对象,在食物链中起到一定的作用口

曹 乌 拉 雅 早 猥 Mcrmotu bj,,,oJcynmc(Hodgson,1841)
IIimalayana 卜Iarn】 ot

'亻 'r`o″
冫ys `,`″,口

`口

γ口″``s IIodgson, 18在
1, Jour,Asiat.soc.

Bcng.10:777(模 式产地;尼泊尔)。

野外鉴别特征: 体重 4000-9000克 ,最大者可达 10000多 克,体长 500-600亳

米。体背沙黄褐色并杂以轻微的黑色。在青藏高原广见于高原草原、高寒草甸、草甸草

原以及灌丛草原带,栖居高度 3000-5200米 ,喜在靠近水源、草本植物革盛的山地阳

坡及山麓平原上居住q考察地区中,巴隆谷地两侧山坡草地上,旱獭数量稍多,在 1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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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内能见到 20多只。红水川气候较干旱,植被条件差,其山地多为碎石和倒石堆积,所

以早獭洞穴密度不大,数量稀少。

这种旱獭是群栖性动物,一股数个家族形成一个群聚。挖掘能力很强,洞穴分为主

涧和临时洞,而主洞又分冬眠洞和夏居洞。临时洞为游戏、休息和躲避天敌用,无窝巢。

冬眠洞,洞 口多达 15个,洞道长 2-5米,洞道分支 5-6条 ,内有巢室。夏居洞的洞道

长 3-6米,洞道分支 1-8条 ,巢室容积小于冬眠洞,洞 口多达 7个。

昼问活动。取食昔草、禾本科草类和委陵菜的茎叶等。 每年 9月 末或 10月 开始冬

眠,于翌年 3-1月 出蛰,出蛰后即行交尾,每胎 1-9只,以 2-4只 居多。 无论在任

何地域,早獭的种群数量通常比较稳定。

喜马拉雅早獭是一种益害兼有的动物,其毛皮、肉及油脂均可利用,是一项重要的

毛皮资源,但另一方面,它们的挖掘活动,严重破坏牧场,吃掉大量牧草,又是自然疫

源性疾病煤介昆虫的宿主动物,危及人类和家畜的健康。因此,必须通过合理的猎捕来

控制其种群数量,达到化害为益的目的。

子午沙鼠 JMieriomes merid炯 moos(Pa11as,1775)

lˇIidday Gcrbil

△fols?ner0d0c|1ms iPa11as, 1775, Reiss,Russ.Rcichs,2:702

(模式产地:I哈萨克斯坦、诺沃博加亭斯科、伏尔加-乌拉尔草原 )。

野外鉴别特征:体重 70-102克 ,体长 130-151毫 米, 上体沙黄褐色, 腹毛纯白

色。分布在亚洲中部广大地区,在中国见于内蒙古、河北北部、山西、陕西、宁夏、甘

肃、新疆、青海的东部及柴达水盆地。 主要栖息于海拔 3000米以下的荒漠、荒漠平原、

灌丛荒漠和干草原等环境中。据在乌图美仁的调查,在以柽柳 (T口仍口r|r sp,)、 白刺和

盐生芦苇为主的生境中,捕获率为 16%贯 在阿拉尔牧场芦苇地上,捕获率为 8%。 在其它

类型的荒漠中,捕获率分别为 0.5-3.0%,柴达木盆地西部子午沙鼠的数量比东部多些。

子午沙鼠营群居生活,常在夜间活动,i禺见于白天,以植物的绿色部分,种子和昆

虫为食。者栖息地附近垦为农田,也会盗食农作物。冬季储存粮食越冬,但不冬眠。每

年繁殖数窝,每胎 6-7只 。它们是狐 (7刃

`'‘

spp.)、 豹猫 (F纟 J:‘ 拓″gcJe″‘打)、 香鼬

等捕食对象。

〔附录):野生动物保护管理现状 与建议

保护.发展和合理利用野生动物资源,对于发展经济,维护自然生态平衡,拯救濒危物种,开展科学研究,改善

和革富人民物质和文化生活,以及进行国际间的交流等,都具有重要意义。保护及合理地开发利用野生动物今天已成

为衡量一个地区、一个国家的文化和文明的标志。

历年来,我国在野生动物保护、管理方面做了不少工作,国 家有关部门及一些地方省、区都公布过较多对野生动

物要进行保护,和合理利用其资源的政策、法令。但收到的效果不明显。表明我国在这方面的工作仍然很薄弱,具体

表现管理机构不健全、部门之间各自为政、措施不落实,特 另l对 保护野生动物的意义还没有得到人们的真正理解。所

以至午 乱捕滥捕、倒卖走私野生动物及其产品的情况十分猖獗,致使野生动物资源继续遭到破坏,某些种已面临怙

竭、灭绝的局面。就 2年考察的大部地区来看,几乎都存在着上述情况。如列为一类保护动物的麝,随着各地森林面

积的不断缩小.严重威胁着他们的繁衍和发展。但更严重的是人为捕杀。麝香的大氢走私,据有关方面统计。仅 1987

年 1-5月 走私到日本的麝吞就有282克 ,若按 10头雄麝产吞 50克计,就有 10万头蔡被盗猎。 考察区的红水川,巴

陵地区盂然有者良好的麝的栖息环境,但实际数量已寥寥无几。笔者1972年 5月 在该地调查时,在不足 150米长的

沟谷中惊出 3只麝;这次考察时骑马观察 9-10小时,仅发现 1只麝。又如巴隆地区虽然已辟为国际狩猎场,按理应

有计划捕猎,但实际这里的野生动物并未逃出厄运,仍然遭到一些违猎者的捕杀。托索湖西岸湖滨山地一带的麝资源,

现已枯竭。还如棕熊的熊掌、猞猁皮、雪豹骨等,经走私团伙的再三抬价、国家和地方一些部们的公开收购,多滋

;`了对这些珍稀,濒危动物的猎杀。更有甚者,一些地区对野驴、岩羊、盘羊、藏原羚、野牦牛等集体进行猎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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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售肉食和其产品,名曰 “
搞活经济

”
等等。

忧柴达木盆地而言.近 30年来这里人口增加了 27倍 ,开垦荒地达 27万亩·埋没沙区植被 2000万亩,雨盆地
∷∶部每360万亩天然林被坦。另外盆地内牡畜旦猛增,造成革场超载。这一系列的结果,使植被的覆盖度大大降低。
严重影响野生动物的栖息、生存。野生动物资源,虽 然是一种能不断更新再生的物质财富,但只有适当利用才能再生,

一:1破坏很难恢复,甚至绝种。

综上,笔者认为贫穷穹落后是自然资源受到玻J`〈的根本原因。
野生动物资源的保护与开发利用并非是对立的,它们表现为一个事物相辅相成的两个方面。保护野生动物资源

的最终目的是要为人′l服务。反过来,若忽视对野生动物资源的尿护,一味捕杀,同样也会失去这项财宫。如果种
群数量一旦下降到一定程度,就会遭到毁灭性破坏。所以人类的活动,必须要遵循自然发展规律,合理开发利用野
生动物资源。为拯救濒危物种。提出如下几点建议:

(1)在野生动物保护、管理工作上.要建立国家一级的最高权力机构。坚决克服部门之闸各自为政和政策不协
调的局面,如保护野生动物与创汇的矛盾。

(2)要建立名符真实的野生动物保护管理机构。
(3)一切职能部门和国家工作人员要克服以权代法的不11=之风。
(江)要加强宣传教育工乍。使大多数人对于保护野生动物的重要性和必要性有一个正确的认识。对员体问题,

女切实予以解决,如 确囚保护国家和地方重点保护动物时所受到的损失 (如棕熊伤害牛羊),国家要按价赔偿。
(5)对任意砍伐林木,破 l不 森林,毁坏草原等一叨自然植被的单位或个人,要依法追究。
(C)凡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都有依法利用和保护野生动物资源的权利和义务。对于有违反的,不论职务、

大误一律从严处理。

`J实
有效的管理措施走呆护好日前野生动物资源的保证,这是一项既艰臣,又十分1「 切的工作,只要各级政府

|0真正重泌,农林、环保、公安、司法、外贸和工商行政管理部门的密切配合。良我国光野生动物资源保护、管理
工作尽快全面走向正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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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PORT OF INVEsTIGATlON ON MAmmALs IN THE

TYPICAL HABITATs IN QINGHAI PROVINCE~REsULTs

oF sINO-AMERICAN zOOLOC;lCAL sURVEV IN QINGHAl

PLATEAU PART Ill

Cai Guiquan and Liu Yongshcng

(Ⅳ°/氵 尼·ucsJ Prc`召 c叨 r"s`“″
`c or召

|o`o夕 夕, T乃 cC屁氵mcsc zccdcmv oF

scfc,:ocs, irf彳 J"g)

Fcng zuojian and Lin Yonglif

(r ms狩

`“

fc or zoojogu, r而c cnj"￠ s召 彳 ccd召 “v or sc|cmccs, BBJij″ g)

Gao Xingyi and zhao Jiangning

(X· jⅡJicmg rms订
`咖

c or召氵ofog″ , Pedofo夕 v“
"d Pso啊 `71ologv

rnc c乃 f”cse.4cCd召防v of sc|cmccs, t./r1m日 氵)

In 1986 and 1987, solnp Chinesc and AⅡ △erican zoo1ogists madc a rclatively

ovcra11 and in-dcpth investigation on thc fauna coinposition, cco1ogical habits,geo-

grapllic (iistrib11tion and.cconoln.i。  valucs of thc inairlinals,  Cspecially tllcir living

cnvirom.ent and Present status, in solm.e rcprescntatiVe areas(dcscrt、 , lakcsidc, grass-

land and forcst) in Qinghai Provincc.
·
I· hc rcsults of tllis investigation were as follows:

1. 
·
rhr。ugh the investigation, we havc the gcneral situation of scvcral ln~cdiurn

-and-1色 rgc typc wild mammals i!∶ l Qinghai Province in hand;

2,Wc know the prescnt resourcc status of some major mammals;

3. 
·
rhis report dcscribcs thc fauna charactcristics of 玎13mrn31s in  survcyed

areas,

4. sonlC rational proposals wcrc m.adc On thc utilization (such as optiinuin

hunting pcriod)and management of somc maior mammals through thc study on

tiheir cco1ogica1 habits;

5, We Put Proc口 Pr口 prze,″ JJ‘ 灵f讠 which is on1y distributcd a1ong thc Qinghai

lakcsidc on thc i1△ .nlincnt dangcr list and provide thc basis and rcasons for that.

Also suggcstions wcrc n】 ade on its p.rotcction and.introduction so as to cXpand i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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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str1butIOn area,

6. Thc rarc anim.al Ccr夕 ″‘ 日
`沙

氵
'。

‘
`''‘

on thc Qinghai-Tibct platcau was onCe

put o11 thc cndangcrcd list but tllc llluinbcrs of this animal incrcascd~quickly in rc-

ccnt ycars duc to propcr protcc1ivc work. ·
rhis rncans that thc rcsourcc of any wild

aninlal could scrvc thc inank.iod continuously if onty it is strictly protectcd., 1。 ana-
gcd.and propcrly utilized;

7. Tllc gr° wth and propagation of wild anim.als in Qaidam Basin arc threatcncd

duc to thc unbalanccd c。 ologiGal cnvironn】 cnt which 、vas causcd by nlan-nlade fac-
tors suCh as uI1chcckcd land.rcclaii△ lati° il and trcc-cutting on a largc scalc 】∶or shorˉ
ttcrin lntcrcsts;

8. Thc problcms in wild anilnal protccti。 n and inanagcmcnt arc pointcd out
and suggcstions arc inade on thc iin1)rovCmcnt of thc prcscnt status.

Key△vords:Qaidam Basin; Qinghai Platcau;Fauna Mainma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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