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兽类学报
,

一

青海省野牛沟地区主要兽类的数量与保护
‘

蒙大拿大学蒙大拿合作野生动物单位
,

蒙大拿
, ,

美国

蔡桂全
川 国科学院西北高原生物研究所

。

蒙大拿大学森林学院

摘 要

作者于 一 年在青海省
‘ ,部未受保护的野牛沟地区进行以有蹄类物种为重点的

野生动物考察
。

考察结果表明 藏羚羊
、

藏原羚
、

野耗牛和岩羊的数量都超过 只
,

藏野

驴约 只
,

盘羊近 只
,

白唇鹿未估计数量
。

对其他 种兽类也进行了考察
。

尽管有法

律保护野生动物
,

但偷猎行为并没有得到控制
。

因此
,

必须尽快建立野牛沟自然保护区或野生

动物管理区
。

关键词 野牛沟 兽类 数童 保护

一 , 年
,

中国科学院西北高原生物研究所和美国蒙大拿大学共同合作
,

在青

海省野牛沟地区进行了野生动物考察
。

考察的 目的主要有 估计野牛沟野生有蹄类

物种的数量 对其他野生动物物种丰富程度进行初步估计 收集有蹄类物种栖

息地的现状以及它和家畜之 ’可能发生食物竞争的资料
。

在此之前
,

很少有研究人员到

野牛沟进行考察
。

仅 年 月底 月初
,

大规模中美野生动物调查团 中的一支先遣队

曾在野牛沟河谷东部停留 天作了初步调查 等
,

蔡桂全等
, 。

另外
,

年香港 电影摄制组曾到野牛沟拍摄了一组电影毛片
。

研究区的 自然和社会概况

自然概况 野牛沟地区位于北纬
‘

一
‘ ,

东径
‘

一 」 ‘ ,

是青海省海

西蒙古族 自治洲昆仑山 内麓的一条宽阔河谷 山地 图
,

谷底海拔约 」
。

位

于野牛沟河 以南的山系海拔约
,

在河以北有独立断层耸立
,

海拔 刁 ,

总面

积达
。

研究的核心区为跨河南北面积约 的区域 图
。

野牛沟的自

然特点是海拔高
,

气候寒冷
,

风大
,

年降雨量少
,

土壤层浅
,

植被为高寒荒漠型
。

植被

覆盖率低
,

仅 一 周立华等
,

」
。

部分海拔较高的地方则全无植被
。

社会概况 历史 匕野牛沟地 区为蒙古族和藏族放牧区的过渡地带
,

现在实际上是

夏季由蒙古族和冬季山藏族分别控制使用
。

这种控制使用权轮流交替的生产方式对保存

野生动物资源的潜力有很大的影响
。

最近几年又有淘金者在野牛沟乱捕滥猎野生动物和

本文于 年 月 日收到
,

年 月 日收到修改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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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来者进行野生动物商业性非法狩猎
。

以上活动均未得到有效控制
。

研究方法

考察分别于 年 一 月
、

年 一 月和 年 月进行
。

采用样线法

, 并结合用望远镜和 肉眼直接观察动物实体数
,

以便能较精确地估计出藏野驴
, ‘ , 、

藏原羚
, , ‘“ 窟 和藏羚 即 , 无 夕 。‘ 的密度

即事先根据地形划分好每个普查单位
,

从中随机选定一个地点
,

力求达到客观而均匀的

布置横样线
,

使其贯穿整个研究区域 图 之后使用卫星定位仪 找到随机开

始的地点
。

在一定的限制条件下
,

也可随机确定横样线的方向
,

同时就确定能观察到每

一个动物群体的方位
,

计算出每一群体的垂直距离
。

通过 等 的傅立叶

级数计算密度
。

厂一夕人、

、 、 ,
, 、、 、 ,

、

声 一气
,

子礁 瓦衅廷 牛 写返彝
〔

一 二丁 一、
野营地

、

、 一一一 习

图 年野牛沟有蹄类调查区域

语
‘

堪

对野耗牛 刀。 , , 。 , ‘ 。 、

岩羊 印 。‘。 。 。 , 。 , 和盘羊
。 。。。。。 的相对

离散群进行全部计数
。

计算每个小时的相对离散群的个体和群体数量
,

但要尽量避免重

复观察
。

对白唇鹿 。。。 、甜 , ‘的 没有估计数量
。

结 果

通过调查
,

共记录到 种兽类
。

其中有蹄类 种
,

对其数量的估计见表
。

有蹄类

藏野驴 约 只
。

常在干旱
、

朝南的洼地中活动
,

沟壑或切割台地数量较少
。

它

们似乎更喜欢生活在宽敞空旷的平地上
,

因为这些地方视野开阔
,

奔跑不受地形阻碍

藏原羚 约 只
。

雄性的栖息地与带着幼体的雌羚不同
。

带着幼体的雌羚大都在

高海拔
、

中湿的 , “ 草甸
,

而雄羚则在海拔较低的 印 。 草地区域
。

到 月下旬
,

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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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数雌羚又放弃篙草草旬
,

和雄羚一起活动于低海拔的草地
。

衰 年好牛沟有蹄类调查点估计数且和里伯限

加 自 五

种类 沁 点估计数 置信限
写 ,

藏野驴 名 无如 , 一 一

白唇鹿 ,
, 。 ‘ 、毖 幼

藏原羚 , 尸 , , 奴蜘 ‘ 。 一

藏羚羊 尸 几 即 几“ , ,
野耗牛 夕 ,

俪
,

岩羊 尸 , ‘“ , 。 ,

盘羊 。 , 幼 ,

藏羚羊 约 只
。

夏季呈现 出性别隔离
,

但是它们的栖息地和藏原羚的栖息地正

好相反
。

雄藏羚通常在海拔较高的垫伏植物群 中和 印 草

地上
,

而雌藏羚则多集中在河流干流北部宽阔的盆地中
。

到 月中下旬
,

海拔较高的山

坡上的雄藏羚开始向西移动
,

向雌藏羚靠近
。

野耗牛 约 只
。

夏季母系群体和雄性群体分开活动
。

母系群体一般利用高海

拔
、

中湿的篙草草原哺育牛犊
,

并常到附近冰川石堆休息或闲逛
。

雄性群体虽也利用这

块地区
,

但多数时间处在边缘地带
。

在中
、

低海拔
,

干早的 战‘”草原上分布很广

年 月发现较大范围的分布转换
,

母系群体放弃了所有高海拔地区的 。 、蕊 草甸

草原
,

一部分穿越主山谷向北进入干早的 别印。
草场

,

其他则不知去向 母系耗牛群体的

移动似乎和篙草草原中
。 、丽“ 的成熟化相一致

。

根据分布转换可以推断耗牛对大部分

栖息地的使用 包括冬季 与所在海拔高度有关
,

夏季观察到的数量 比冬季高
。

岩羊 约 只
。

经常在高海拔
、

中湿的 、‘ 。
草甸或山麓附近悬崖

栖息
。

有时也到低海拔陡峭悬崖湿润的地方
,

偶尔还发现它们到河边饮水
。

岩羊从夏天

到秋天大都选择在最高植被线以上的山顶或山麓碎石地带活动
。

盘羊 约 只
,

夏季栖息在中海拔到高海拔的 、“ 。
草甸和干旱的 印 草地

,

通常与山麓碎石堆积坡或山脊靠得很近
。

和岩羊一样
,

盘羊经常在山麓堆积板岩上休息
。

从表面上看
,

盘羊把山麓堆积板岩作为
“

逃跑地带
” ,

但发现盘羊尸骨地方的海拔

比夏季发现地方的海拔 要低
。

估计盘羊多死于冬季
,

因此推断出盘羊冬

季使用的是海拔较低的地区
。

夏季
,

盘羊群通常存在着性别分离
,

但又不是出于对栖息地的偏爱
,

”
。

这种雌雄分离并不象北美大角羊 朋 。丽 那样各 自占有明显不同的区域或栖息

地类型
, ,

说明这种分离仅是暂时性的
。

对白唇鹿没有估计数量
,

仅进行了一般观察
。

但从观察和足迹发现
,

夏季白唇鹿多

在高海拔
、

中湿的 。 、初 草甸及河谷低处的针茅草场活动
。

其它兽类

灰尾兔 即 。 。如礴 。。 为常见物种
。

常在沙质土壤的山丘南坡上栖息
,

栖息高

度很少超过海拔
。

高原鼠兔 。 。‘。 。 。 , 二‘。。 也是常见物种
,

多在垫伏植物群落中生活
,

而以

山丘北坡上的密度最大
。

它的分布似乎是沿着一条较宽的高地斜坡向上一直延伸到很高

一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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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拔处
。

喜马拉雅旱獭
。 , 。‘。 ‘。 。 。 , 。 虽是常见物种

,

但没有灰尾兔那么丰富
。

由

于喜马拉雅旱獭冬季要冬眠
,

考察期问正值秋季
,

数量开始减少
,

故对小型兽未作专门

调查
。

考察期 句
,

曾多次见到狼
、 呷

、

群
。

年见到 次
,

年见到 次
,

年 次
,

另外 」次听到狼的嚎 叫声
,

在主要河溪附近泥泞的小路上还见到狼的足

迹
。

在观察狼群时
,

发现两次有 只狼
,

两次 只和两次 只狼
,

三次 只狼
,

还有一

次为 只的狼群
。

虽然仅靠这些数据并不能估计出研究地区狼的数量
,

但根据见到时问

间隔很短
,

距离又较远的观察估计
,

年狼群不会少于 一 群
。

年 月
,

见到 只狼正在吃 只刚被它杀死的藏羚 肉 年 月又看见一

群 只羊附近有 只独狼正凝视着羊群移动
,

约一小时之久
,

狼才离开那个地区
。

野牛沟还有赤狐 , 。。 。 , 和藏狐 犷 , , 。

赤狐 比藏狐少见
,

密度似

乎也小
,

但分布却比藏狐广
。

从 战印。
草地阶地到海拔较高的山麓堆积下的 ’“ 。

草

甸
,

几乎都能见到赤狐
。

而藏狐的分布似乎和高原 鼠兔的密度有关
。

沿河流南面高原鼠

兔密度较高
,

曾很多次见到藏狐在捕食高原 鼠兔
。

栖居于野牛沟的触科动物只有香融
二 以 。 。

是否有水獭
、 、 ‘、

,

单

从粪便堆积物看
,

还难以确认
。

蔡桂全等 曾把石貂 。 列为野牛沟

的现存物种
。

棕熊
, 洲 , 。 , 。 生存于野牛沟的数量 已经很少

。

在考察期间
,

除看见棕熊在

沙质土壤中挖掘寻找旱獭留下的足迹外
,

还于 年 月 日在一条山麓碎石坡上见

到两组 只棕熊
,

一个组由 只成年雌熊带 只小熊
,

另一组山 只雌熊带 只一岁多

的幼熊
,

两组相距约
。

年 月
,

发现 只雪豹 。 , ‘ 。 、 , 。 。

头骨
。

至于猪荆在野牛沟的活动所知

甚少
。

在野牛沟具有神秘色彩而没有探讨的一种动物就是豺 二 。印‘, 。 、
,

。

不过蔡桂全等 曾报道过距研究区以东 处的都兰县巴隆乡曾发现

过豺的活动
。

此外
,

白唇鹿在野牛沟出现
,

可能是它分布的最西界限
。

保护问题

目前野牛沟的野生动物尤其是有蹄类面临的最大威胁就是偷猎
。

具体偷猎方式有 」

种 夏季实物性偷猎 冬季 由当地居 民进行实物性偷猎 冬季 由潜入的外

来人进行实物性或商业性偷猎 夏季淘金者进行的机会性偷猎
。

事实说明外来人的

偷猎活动很严重
,

如仅由当地部族牧 民偷猎估计不致减少有蹄类动物太多的数量
。

来自家畜食草的竞争
,

也可能限制野牛沟有蹄类的数量
。

年夏季在野牛沟放牧

的家羊估计为 俘 一 只
,

比 年略有增加
。

不过
,

大多数家羊都在地势较低

的干燥区域
,

而野生动物并不在这些 区域活动
。

暂且断定野生动物和夏季放牧家羊之问

的争草现象并不严重
,

或者家羊把野生动物从一些特定区域排挤出去
,

也只是局部暂时

的
, 。

若在所有季节都增加家羊数量或夏季不断扩大利用海拔较高的区域
,

则是一个令人担扰的问题
。

野牛沟的全部有蹄类虽然受到国家野生动物保护法的保护
,

不允许捕杀
。

但是由于

一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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偷猎问题仍很普遍
,

大多数物种的种群正在减少
。

一个野生动物资源如此重要的地 区很

显然需要特殊保护
,

应尽快建立 自然保护 区
。

如果建立保护区时
,

当地居民若看不见或

受不到其中利益时
,

就会抵制保护区的建立
,

最终挫败为保护野生动物所做出的努力
。

保护野牛沟动物的另一个可能性方案就是建立
“

野生动物管理区
”

, 。

这种组织是一个动态的鼓励机构
。

对保护行为给予奖励
,

对破坏野

生动物资源的行为给予惩罚
。

在未能有效地控制偷猎行为的前提下
,

可把野生动物保护

这一重任的大部分委托给当地居民
,

给他们合法的权力
。

而作为 回报
,

允许他们以钱财

物资方式获得大部分保护的胜利成果 ,
。

如果在野牛沟内建立野生动物管理区
,

可以利用经济刺激作为杠杆
,

根据国际生态

旅游业的发展经验和有控制的实物性狩猎
,

把保护
、

利用
、

居 民经济效益三者紧密结合
,

在野牛沟实施
,

将可能获得成功
。

把当地居 民和干部所受到的奖惩与保护野生动物工作直接挂钩的作法是 依据前一

次考察野生动物数量制定每年的保护定额
,

然后
,

通过定期进行野生动物考察的数量增

加越多
,

显示 的管理成果越大
,

当地居 民和干部的收益也越多
。

反之亦然
,

。

总之
,

任何保护体系都必需坯分野牛沟的居 民和外来人
。

因为只有当地居民才有权

力保护野生动物
。

野生动物管理区必需做好让当地居民真正承担起保护野生动物资源和

自然栖息地的工作
,

而且把这些资源中的大部分利益都留给他们
。

这样
,

外来人的偷猎

活动才能得到有效控制
,

从而达到保护野生动物的 目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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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员 以姓氏笔画为序

丁 平 马逸清 马 勇

卢浩泉 卢立仁 孙儒泳

张亚平 张树义 汪 松

钟文勤 胡锦盗 徐宏发

王祖望 胡锦盗

张树义

王应祥

冯柞建

杜继曾

诸葛阳

王祖望

江海声

何光听

盛和林

王宗伟

全国强

吴 毅

王福麟

张 洁

房继明

王桂明

张大铭

郑昌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