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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氏原羚种群大小及影响因素的初步研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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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氏原羚 、 , 朋 , 二 。
械动 为国家一级保护动物 其历史分布区为内蒙

、

甘肃和青海
,

而现

只分布于青海省的青海湖周围 其种群数量由 年的 只 蔡桂全等 高原生物学集刊
,

一 降为 峨年的 只左右 蒋志刚等 兽类学报
, 刁 峨 一 峨 ,

已成为世界上

最濒危的有蹄类动物之一
。

因此对其种群动态
、

行为的胁迫适应及引起种群数量下降原因的研究迫在眉

睫
。

在对青海湖周围普氏原羚的种群数量进行调查的基础上
,

分析了繁殖后期普氏原羚的种群结构
,

提

出引起种群数量下降的主要原因
。

研究地点和方法

本工作于 年 月至 年 月在青海省青海湖周围进行
。

在研究过程中根据普氏原羚的分

布特点将其分布区域分为湖西鸟岛自然保护区
、

湖北察拉滩区
、

湖东种羊场 —小北湖区和种羊场东部

的元者区
。

每一区域的数量采用直接计数
、

足迹辨别和访问当地牧民等方法确定
。

依据足迹大小判定成

幼体
。

在足迹链中若有幼体足迹视为母体群
,

否则视为雄体群
。

在连续调查的几天中
,

若在同一地点不

同的时间所视数量或足迹数相同归为同一种群
,

若数量有异视为不同种群
。

同时依据足迹作为间接指标

确定普氏原羚的捕食者狼的数量
,

并收集死亡普氏原羚的残体
,

从骨胳大小确定死亡成幼体的数量

结果与讨论

种群数量 从 年 月 年 月对青海湖现有普氏原羚分布的 个主要区域 湖西鸟

岛自然保护区
、

湖东种羊场 —小北湖区和种羊场东部的元者区的种群数量进行了统计 表
。

经过

一个繁殖期后
,

个区域的最大数量共计约为 只
。

根据已有资料
,

在湖北察拉滩区生活着另

一群普氏原羚
,

年的数量约为 只
,

以此推算
,

普氏原羚在繁殖后的最大种群数量尚可维持

在 一 只左右
,

而在经过严酷的冬天和高的捕食压力后
,

其数量有可能减少
。

资料还表明
,

普氏

原羚的活动范围小而固定
,

一般在受到外界干扰时仍不越出它们的活动范围而远逃到其它生活环境中
。

从我们的直接观察和调查结果看
,

湖东种羊场至小北湖区的沙丘为普氏原羚提供了隐蔽场
,

人类干扰与

种羊场东部的元者区比较相对较小
,

因此湖东种羊场 —小北湖区的种群相对稳定
,

而种羊场东部的元

者区普氏原羚的种群数量有很大变化
,

表明普氏原羚因环境条件的变化而使其具有协迫的迁移行为

年 月元者区约有 只普氏原羚栖息
,

而 年 月该地区没有发现一只
。

据当地牧民反映
,

该区域羚羊主要在网围栏中活动
,

每年随牧民冬季草场的搬迁
,

人类干扰活动及草场载畜量的增加使其

植被的高度和盖度大大降低
,

无法为普氏原羚提供隐蔽所
,

而在每年 月 日以后
,

牧民迁至夏季草

场
,

普氏原羚又迁回该区域
,

使该区域内数量增加
,

由此可以得出
,

普氏原羚的迁移是由于干扰因素的

增加和无隐蔽所等原因所致
。

种群结构 据资料表明
,

普氏原羚每年 月底开始雌雄混群
,

进入交配期
,

次年 一 月完成

交配
,

雌雄又分为小群
。

成年雌体于 月底开始产羔
,

其间约 个月时间
。

我们在观察中发现
,

普氏原

羚进入交配时期
,

雌雄并不混群
,

而是雌群中加入一个雄体
。

雌群数量多以 理只至 只为一群
。

其余雄体多为老体和幼体
,

以 只为小群跟随雌群后面作分散活动
,

偶尔与雌群中的雄体发生争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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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续时间约 左右
,

尔后败者离开雌群
,

胜者继续加入雌群之中
,

这种交配方式可能有利于最优秀

个体的基因传递给后代
,

使种群能够向有利的方向发展
,

这种交配方式是已有的模式
,

还是在特殊生境

条件下产生的一种适应性尚无法定论
。

表 普氏原羚的种群大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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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月共观察到 只 个体 表
,

其中一幼体独立在草丛中隐藏
,

也许雌群在受惊扰或被

捕食者袭击后
,

使个体遗散
,

但很可能是幼体逃避捕食者的一种行为反应
。

其余 个群体中有 个雄

体群和 个雌体群
,

其比例基本一致
,

但成体中雌雄性比有明显的不同
,

约为
。

造成如此性比

的原因主要有三个方面
。

一是在普氏原羚中
,

性选择的强度可能是很高的
。

从雄体的角
、

体色 成年雄

性为淡灰色
,

胸颈的腹面呈黑色
、

体型看
,

性选择的结果本身可能导致雄性的生存力低下
。

例如
,

较

差的免疫力和抗病力
,

突出的体色更易被天敌发现
,

这是强烈的性选择所造成的普遍现象 等
· ,

二是单从雄体的角来看
,

其形态在牛科羚羊类

中是很独特的
。

欧亚羚羊类与非洲种类相比
,

其最显著的特点是角和聚群
。

在非洲的 种动物中只有

种雌体无角
,

即长颈鹿 石 , , ‘。。 。 。 , 和沙羚 祖二二 己。, 。 , 无 ,

其聚群程度最低
,

巢区

也最稳定 而欧亚地区的 种羚羊类中有 种雌体无角
。

普氏原羚的雌体无角
,

其攻击性较弱
,

而雄体

具有朝内弯曲的角
,

决定其实际杀伤力是有限的
,

这可能反而导致 在进化上互为因果 普氏原羚的格

斗具有实战性
,

即
,

普氏原羚的格斗经历了实战 仪式化 实战的过程
。

如果此推断成立
,

那么普氏原

羚雄体间的格斗就可能造成实际的体能消耗以至身体的伤害 三是交配期雄性中的败者因敌意或因种

群密度太低而无法形成适当的群体
,

从而使观察的雄体数相对减少
。

表 普氏原羚的种群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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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还显示出每一母体群中幼体的数量
。

幼体占整个种群的
,

而与雌性成体的比例为
。

这表明每 个母体拥有一个幼体
,

这种结果一方面是幼体死亡率高
,

另一方面是种群产仔率低
。

新疆鹅

喉羚在繁睡勤言的 一 月
,

母兽与仔兽之比为
,

其繁殖力强
,

双羔率高达 高行宜等

兽类学报
, 。

在非洲 种牛科动物中
,

有的小型种类一年可繁殖两次
,

每次产一只幼

体
。

普氏原羚每年仅繁殖一次
,

每次产一只幼体
,

这与新疆鹅喉羚形成明显的对比
。

因此新疆鹅喉羚种

群增长迅速
,

更新快
,

而普氏原羚种群更新慢
,

其数量呈下降趋势
。

幼体的死亡率 年 月的调查中共发现 例普氏原羚被捕食后的残骸
。

根据所剩的四肢
,

脊椎骨及部分头骨可以判定
,

只为成体
,

只为亚成体
,

其余 只均为当年新生个体
。

幼体死亡率较

高的原因一方面是较高的自然死亡率
,

另一方面也许是天敌的捕食作用 等
·

小

介 ,

一
。

在我们的研究区域内
,

普氏原羚的主要天敌动物是狼
,

其

危害可能超过其它不利因素
。

捕食风险与种群大小
、

猎物种类及密度
、

捕食者与猎物的活动特点
、

光照

强度
、

隐蔽场所等有关
,

一
。

由于人类活动的干扰
,

迫使普氏原羚在夜间和早晚活动
,

而狼多为夜行性
,

这增加了普氏原羚被捕食的风险
。

在每次调查中
,

常能看到成群狼的足迹
,

我们还收集到狼的头骨
。

年 月的调查中曾发现 行狼的足迹和新鲜

粪便
,

并在附近捡到狼吃剩的羚羊头骨和脊椎骨
。

据当地牧民反映
,

在食物相对缺乏的冬季
,

普氏原羚

活动的区域内常可看到 只的狼群
。

因此为了降低狼的危害
,

可有计划地采用统一狩猎的方法控

制狼的数量
。

人类活动的干扰作用 人类活动对普氏原羚种群数量的影响
,

主要表现为直接的捕杀和人类活

动的增加使栖息地减少或破坏而间接的对其种群数量的抑制作用
。

草地开垦
、

牲畜增加以及网围栏大量

兴建
,

已直接造成普氏原羚活动场所减少
、

栖息地生境破碎与食物匾乏
。

年代
,

研究区域内普氏原

羚的数量还比较高
,

随着该区域人口的增加和农牧业的发展
,

无控制的乱捕滥猎已成为普遍现象
。

在种

羊场 —小北湖区域
,

有一只独立活动的老年雄体
,

其胸部和颈部呈黑色
,

它很少进入沙丘寻找隐蔽所
,

而是更多在草滩游荡
,

甚至混进家羊群一起取食
。

由于它对人的警戒性降低
,

每次调查中都能够观察到
。

年 月
,

观察者可接近距离约
,

年 月的调查中得知
,

它在不久前被偷猎者所射杀
。

在元者区域
,

偷猎普氏原羚的活动更为猖撅
。

由于人类的狩猎活动
,

使现存普氏原羚对人类产生高度的

戒备性
。

一般情况下
,

在距人 之遥就开始奔跑
,

受惊后速度可达
,

足间距约
,

且耐力极强
,

可持续奔跑 叩 以上
。

人类活动的增加使普氏原羚的栖息地越来越小
,

且生存环境不断恶化
。

在种羊场区域的普氏原羚有

明显的取食场和隐蔽场
,

普氏原羚每天奔波于两地之间
,

在无干扰时越过多道网围栏进入取食场
,

且取

食场内由于载畜量过重
,

草场生物量下降
,

在春季
,

草滩沙丘交替地带可食植物地上部分的生物量几乎

为零
,

就连沙丘深处数公里的植被也被家畜严重啃食
。

年秋
,

两个畜牧大队的几万只羊被赶进沙

丘放牧
,

在很短时间内将沙丘内普氏原羚赖以生存的资源耗尽
,

同时也极大地破坏了普氏原羚的隐蔽

所
。

年 月 日
,

发现有很多羊群从夏季牧场进入沙丘中取食
,

结果在后几天的调查中已不见羚

羊的足迹
。

在食物缺乏的条件下
,

普氏原羚不得不产生胁迫的适应性迁移行为
,

从而增加能量的消耗
,

这也必然影响其繁殖率
。

因此必须严惩偷猎者
,

控制草滩地带放牧强度
,

减少网围栏
,

建立禁牧保护区
,

这样才能提供和改善普氏原羚的栖息地环境
,

以有利于普氏原羚种群数量的恢复和发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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