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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氏原羚的分布和种群数量调查

叶润蓉 1 　蔡平 2 　彭敏 1 　卢学峰 1 　马世震 1

(1中国科学院西北高原生物研究所 , 西宁 , 810001) (2青海省野生动植物和自然保护管理局 , 西宁 , 810008)

摘要 : 2003年 8～9月 , 对青海省境内普氏原羚的分布和种群数量进行了专项调查。调查结果表明 , 普氏原羚现

存 7个种群 , 累计数量为 602只 ; 其中塔勒旋果种群属首次报道。与以往报道相比 , 目前元者和鸟岛种群数量呈

下降趋势 ; 海晏 —刚察种群数量增长明显 ; 湖东 —克图种群数量有所回升 , 但仍没有达到 20世纪 80年代中期

时的种群数量。普氏原羚种群数量变化与栖息地质量及人为干扰程度有密切相关。本次调查显示 , 普氏原羚现

存栖息地呈不连续的间断分布 , 随着区域经济开发力度的加大 , 其栖息地在不断缩减、生存环境质量仍在继续

恶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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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investiga tion about d istr ibution and popula tion size of Przewa lsk i’s

gazelle ( P rocapra przew a lsk ii) in Q ingha i Prov ince, Ch 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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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re were 4 populations and less than 350 individuals of the Przewalski’s gazelle ( Procapra przew alskii) , an

endem ic and critically endangered species, in Q inghai Province. In order to p rovide accurate information about this spe2
cies, the distribution and population size of Przewalski’s gazelle in Q inghai Province, were specially investigated from Au2
gust to Sep tember, 2003. The results of this investigation showed that there are 7 isolated populations and 602 individuals

of Przewalski’s gazelle in Q inghai Province p resently. These populations include Yuanzhe population, Hudong2Ketu popu2
lation, Haiyan2Gangcha population, Talixuanguo population, B ird2island population, Shengge population and Q iejitan pop2
ulation. The Talixuanguo population was reported for the first time. Comparing our results with those of the earlier report

shows: (1) the population counts in Yuanzhe and B ird2island show declining tendencies; ( 2) the count for the Haiyan2
Gangcha population obviously increased; and (3) the Hudong2Ketu population size appears to be increasing. These chan2
ges are related to the quality of animal habitat and the degree of artificial disturbance. These results were demonstrate: (1)

the extant populations of Przewalski’s gazelle show evidently patchy distribution, (2) the habitat of this animal is descreas2
ing, (3) the habitat quality of the gazelle is still deteriorating. Accompanying econom ic development of this species’dis2
tribution area, p rotection will be very important.

Key words: D istribution area; Przewalski’s gazelle ( Procapra przew alskii) ; Population size

　　普氏原羚 ( P rocapra przew alsk ii) 为中国特有

珍惜濒危物种 ; 属偶蹄目、牛科、羚羊亚科、原羚

属动物。历史上曾广泛分布于青海、内蒙古西部、

新疆东南部、甘肃北部和宁夏等地 (A llen, 1940;

Ellerman and Morrison2Scott, 1951; 张荣祖和王宗

袆 , 1964; 郑昌琳 , 1979; 中国科学院西北高原生

物研究所 , 1989; 王香亭 , 1991)。由于人类活动

影响及栖息地恶化 , 该种动物的数量急剧下降 , 分

布区范围锐减 , 目前仅在青海的局部区域有分布 ,

已成为世界上最濒危的有蹄类动物之一。1996年

被 IUCN (国际自然保护联盟 ) 红皮书列为极危级

动物 (CR ) (Baillie and Groombridge, 1996)、1998

年被中国濒危动物红皮书列为濒危动物 ( E) (汪

松 , 1998)。为拯救和保护该物种 , 尽快启动 “普

氏原羚拯救保护工程 ”, 作者于 2003年 8月 5日至

9月 15日进行了普氏原羚分布状况及数量的专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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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查。

1　调查区域和调查方法

111　调查区域

根据文献报道 , 普氏原羚仅分布于青海湖周边

的东、北岸地区和鸟岛等局部区域 (蔡桂全等 ,

1992; 蒋志刚等 , 1995; 魏万红等 , 1998; 李迪强

等 , 1999)。本次调查重点范围确定为青海湖流域

以及与流域相邻且具有生境相似性的共和盆地

(图 1) , 累计行程约 6 300 km。

图 1　普氏原羚考察区域示意图

Fig11　A sketch map of investigated area for Przewalski’s gazelle

112　数量调查方法

普氏原羚具有相对固定的活动区域和晨昏集群

采食习性。根据其习性特点 , 我们将数量调查分 3

步进行 : 1) 首先访问当地牧民群众 , 初步了解普

氏原羚的大致活动范围 ; 2) 在此基础上进行实地

踏查 , 掌握普氏原羚的活动范围及活动规律 , 同时

观察其活动区的地形、确定观测点和调查路线 ;

3) 在前期调查的基础上 , 正式进行数量调查。

调查方法为样线直接计数法。鉴于普氏原羚警

觉性极强 , 见人就迅速逃离的特点 , 于清晨采食期

开始直到整个区域调查完为止 (时间约为早晨

6: 00～20: 30) , 按事先确定的调查路线 , 潜伏到

观察点借助望远镜 (10 ×25倍 ) 进行观察并拍照 ,

当发现动物群时 , 至少由 2人以上同时进行计数。

计数完毕 , 撤离潜伏观测点 , 按规定路线 , 以 10

～15 km的时速乘车继续向下一个观察点行进 , 并

对途中观察到的动物进行计数。每个分布区的数量

调查于当日完成 ; 不同分布区的数量调查 , 为非同

步 , 即采取分别调查法调查。共有 16人参与本次

调查。

113　分布区的确定

利用 GPS对普氏原羚的活动地区 , 包括粪便、

被毛、尸体和足迹链等各种遗留痕迹出现地进行定

位 , 并结合对当地牧民群众的访问 , 最终确定普氏

原羚的分布范围 , 并在 1∶100 000地形图上标出动

物群的分布区域 , 同时计算出分布区面积。

2　结果

211　普氏原羚分布范围

根据 20世纪 80年代以来的文献报道 , 普氏原

羚仅分布于青海湖盆地的局部地带 (蔡桂全等 ,

1992; 魏万红等 , 1998; 蒋志刚等 , 1995, 2001;

李迪强等 , 1999; 郑杰 , 2003 )。本次调查发现 ,

普氏原羚除主要分布于青海湖盆地外 , 在天峻县南

部的山间谷地和共和盆地也有分布。在青海湖盆地

的分布面积约占整体分布区面积的 8618%。根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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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查 , 普氏原羚现存 7个受天然屏障或人为活动影

响而互不相连的分布区 , 即 : 元者区、湖东克图

区、海晏刚察区、塔勒旋果区、鸟岛区、生格区和

切吉滩区 , 其中塔勒旋果、生格和切吉滩区为新的

种群记录点 (图 2)。7个分布区累计分布面积约

为 878 km
2。普氏原羚在各区分布的特点如下。

图 2　普氏原羚分布区示意图

Fig12　A sketch map of distribution area of Przewalski’s gazelle

21111　元者区 (元者种群 )

该地区的普氏原羚分布于湖东种羊场以南 , 倒

淌河以北 , 在环湖东路和元者村之间 , 地理位置约

为东经 100°46′～100°53′, 北纬 36°30′～36°36′,

分布 区 面 积 约 60 km
2

, 分 布 海 拔 为 3 214 ～

3 256 m。元者种群由于受湖东种羊场、农田和公

路等的阻隔 , 无法与相毗邻的湖东 -克图种群进行

基因交流 , 成为孤立的种群。该分布区内无沙丘 ,

普氏原羚以高低起伏的剥蚀台地和芨芨草丛作为隐

身场所。

21112　湖东克图区 (湖东 —克图种群 )

该区位于克图火车站南面、湖东种羊场北面、

环湖东路和日月山之间。区域面积约 100 km
2

, 大

致范围在东经 100°47′～100°54′、北纬 36°40′～

36°50′之间。在这个地区 , 生存有湖东群和克图

群。在两群普氏原羚栖息地之间有沙山阻挡 , 但在

沙山的沟谷内 , 有曲折的廊道相通 , 因此群间可能

存在基因交流 , 所以将它们归为同一种群。该种群

由于受到环湖东路的阻隔 , 不能与海晏 —刚察种群

相互来往 , 形成独立种群。

21113　海晏刚察区 (海晏 —刚察种群 )

海晏刚察区是 7个普氏原羚分布区中最大的一

个 (表 1) , 位于沙柳河以东、克图火车站以西 ,

南临青海湖 , 北近 315 国道 , 大致范围在东经

100°14′～100°47′、北纬 36°51′～37°14′之间 , 分

布面积约为 460 km
2。该分布区栖息有两个大群 :

一群经常在海晏湾一代活动 ; 另一群常在哈尔盖河

东面活动 , 在土地闲置期 (每年 10 月到翌年 3

月 ) , 常在哈尔盖河以西的农田区活动。通常分散

成 2～3只或 7～8只的小群 , 但母子群一般多为

20～30只以上的大群。清晨采食期间或午间卧息

反刍时能见到 50只以上的大群。本次调查表明 ,

两群普氏原羚之间不存在天然或人为阻隔 , 因此将

它们视为同一个种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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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普氏原羚分布区

Table 1　D istribution regions of Przewalski’ s gazelle

分布区 D istribution region 分布面积 ( km2 ) A rea ( km2 ) 海拔范围 (m) A ltitute (m)

元者区 Yuanzhe 60 3214 - 3265

湖东克土区 Hudong2ketu 100 3234 - 3347

海晏刚察区 Haiyan2Gangcha 460 3184 - 3263

塔勒旋果区 Talexuanguo 68 3283 - 3303

鸟岛区 N iaodao 74 3194 - 3213

生格区 Shengge 32 3587 - 3730

切吉滩 Q iejitan 84 2941 - 2972

总计 Total 878

21114　塔勒旋果区 (塔勒旋果种群 )

位于 315国道以北、擦那曲以南、甘子河与哈

尔盖河之间 , 大致范围在东经 100°30′～100°38′,

北纬 37°11′～37°16′之间 , 面积约为 68 km2。塔勒

旋果种群由于受甘子河乡和 315国道的阻挡 , 尽管

与海晏 —刚察种群相距很近 , 但缺乏相互往来和基

因交流的可能性 , 也成为孤立的隔离种群。

21115　鸟岛区 (鸟岛种群 )

位于环湖西路和青海湖之间、南以保护区公路

为界、北临 315国道 , 大致范围在东经 100°46′～

100°54′、北纬为 37°00′～37°06′之间 , 面积约为

74 km
2

, 其中裸露的沙丘面积约占 1 /2。该分布区

由于来往人员频繁 , 另外还有 10余户固定牧户 ,

使生性谨慎的普氏原羚在该地区行动无踪 , 取食场

所不定 , 常隐于湖边沙丘 , 只能偶见其踪影。

21116　生格区 (生格种群 )

生格种群主要分布于天峻县生格乡东北部和阳

康河之间 , 大致范围在东经 98°29′～98°41′、北纬

37°17′～37°31′之间 , 面积约为 70 km2。普氏原羚

主要在夏日格曲河北面的达拉玛里沟、琐柔沟、恰

同沟和夏日格曲河南面的加琐沟以及快尔玛乡西面

一带活动。这里没有沙丘 , 普氏原羚主要在山麓缓

坡、山坳和山谷间的平缓地带活动。虽然夏日格曲

河将该地区的普氏原羚隔成两个群 , 但在冬季河面

封冻时 , 两个群能相互往来。

在这一区域出现普氏原羚与藏原羚 ( P rocapra

picticauda ta) 同域分布现象。通常普氏原羚栖息于

平缓的山间盆地 , 而藏原羚栖息于山坡 , 当普氏原

羚受到惊扰时 , 也会跑向山坡 , 但二者毛色差异明

显 , 普氏原羚被毛为金黄色 , 而藏原羚为暗褐色 ,

另外普氏原羚的个体比藏原羚大。

21117　切吉滩区 (切吉滩种群 )

切吉滩种群在青海南山以南的共和盆地 , 其位

置在沙珠玉河和塘格木农场之间 , 大致范围在东经

约为 99°47′～100°08′、北纬约为 36°13′～36°20′之

间 , 面 积 约 为 84 km
2

, 分 布 海 拔 为 2 941 ～

2 971 m , 在 7个分布区中分布海拔最低 (表 1)。

该种群由于受青海南山的阻挡 , 无法与青海南山以

北的其它种群交流基因 , 为孤立群。

除以上 7个分布区外 , 我们还对共和县的小北

湖、海晏县的下西嘛、刚察县的吉尔孟和天峻县的

天棚等地进行了调查。在这些地方均没有见到普氏

原羚 , 也没见到足迹和粪便等痕迹。说明在这些区

域 , 目前已没有普氏原羚分布。

212　普氏原羚种群数量

根据实地调查结果表明 , 现存普氏原羚 7个种

群 , 累计数量为 602只 (表 2)。

表 2　普氏原羚种群数量

Table 2　The population size of Przewalski’s gazelle

种群 Population 遇见群数 Group s 每群个体只数 (合计 ) Individuals of each group ( total)

元者种群 Yuanzhe 4 27, 2, 8, 9 (46)

湖东—克土种群 Hudong2Ketu 8 5, 35, 11, 4, 17, 16, 28, 18 (134)

海晏—刚察种群 Haiyan2Gangcha 12 17, 19, 3, 53, 2, 4, 5, 75, 1, 1, 1, 9 (190)

塔勒旋果种群 Talexuanguo 4 17, 7, 32, 6 (62)

鸟岛种群 N iaodao 2 8, 11 (19)

生格种群 Shengge 5 27, 7, 2, 27, 13, (76)

切吉滩种群 Q iejitan 7 3, 6, 5, 8, 16, 15, 22 (75)

总　　计 Total 6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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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青海湖盆地的 5个种群数量合计为 453只 , 其

中新发现的塔勒旋果种群数量 (62只 ) 占青海湖

盆地数量的 1317% ; 天峻生格的山间谷地有 76

只 ; 共和盆地观察到 75只。调查中见到的最大母

子群为 75只 , 通常都在 10几只以上。尽管是夏

季 , 母子群中一般都能见到 1至数只雄性个体。我

们遇到的最大雄性群为 19只 , 也经常见到单只活

动的雄性个体。

3　讨论

311　现存普氏原羚种群及其栖息地破碎化的状况

从现存 7个隔离种群的分布状况 , 可以清晰地

看到人为活动造成普氏原羚种群破碎的结局。

在调查访问中得知 , 1997年前 , 湖东 —克图

与海晏 —刚察分布区之间由沙丘相连 , 沙丘间有通

道 , 两地的普氏原羚可自由往来 ; 这表明湖东 —克

图与海晏 —刚察群原先属同一种群。随着环湖东路

的修建 , 公路从沙丘中穿过 , 使原有的生境和通道

遭到破坏 , 一个大种群就被人为分割成 2个小种

群。此外 , 小北湖和下西嘛一带都曾是普氏原羚的

栖息地 (魏万红等 , 1998) , 小北湖还是湖东群的

主要水源地。作者 1995年在小北湖还见过 10余只

的群。然而本次调查 , 此地已没有普氏原羚栖息。

这可能与环湖东路的修建和通行有直接关系 , 由于

公路通行后 , 车辆和行人过往频繁 , 干扰或破坏了

普氏原羚的栖息环境 , 从而造成该处栖息地的丧

失 , 同时伴随着其赖以生存的生境要素 —水源的丧

失 (目前只有一个给牛羊饮水的人工饮水点 )。另

从地形和地理位置看 , 元者与湖东 —克图种群应属

同一种群 , 由于湖东种羊场和农田的阻隔 , 尤其是

层层草库仑的阻隔 , 才将它们分割成 2个独立群。

这表明青海湖东、北岸的普氏原羚本属同一种群 ,

完全由于人为活动的影响 , 才造成了种群的破碎和

栖息地的萎缩。

312　普氏原羚种群数量变动趋势及原因

尽管本次调查显示 , 普氏原羚现存数量为 602

只 , 比以往报道的高 , 但这次增加了塔勒旋果、生

格和切吉滩种群数量。就元者、湖东 —克图、海晏

—刚察和鸟岛这 4个种群的累计数量仅为 389只

(表 2) , 与 1994年报道的 380只 (表 3 ) 接近。

这表明从 1994至 2003年间 , 这 4个群的总数基本

维持稳定。但从 4个种群各自的数量变化看 , 元者

和鸟岛种群的数量呈下降趋势 , 海晏 —刚察种群的

数量则明显上升 , 湖东 —克图种群的数量由高到

低 , 近两年数量有所回升 , 但仍未达到 1986年的

种群数量 (图 3)。

表 3　普氏原羚的数量 (单位 :只 )变化

Table 3　Size and changes of the Przewalski’s gazelle population

年代

Year

种群 Population

湖东 - 克图及小北湖种群
Hudong2ketu and Xiaobeihu

元者种群
Yuanzhe

海晏 - 刚察种群
Gangcha2haiyan

鸟岛种群
B ird2island

合计
Total

文献来源
Reference

1986 - 1987 　　　　　　　　　　　≮500　　　　　　　　　　　
蔡桂全等 , 1992
Cai et al. , 1992

1988 2503 42
蒋志刚等 , 2001
J iang et a l1, 2001

1992 37
蒋志刚等 , 1995
J iang et a l1, 1995

1994 70 ≯80 70 - 80 19 ≮380
蒋志刚等 , 1995, 2001
J iang et a l1, 1995, 2001

1995 79
蒋志刚等 , 2001
J iang et a l1, 2001

1996 108 71 11 ≮300
魏万红等 , 1998,蒋志刚等 , 2001
Wei et al. , 1998; J iang et al1, 2001

1997 74 51
蒋志刚等 , 2001
J iang et a l1, 2001

2003 134 46 190 19 389 本文 This pap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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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普氏原羚的种群数量变化趋势

Fig13　The change tendency of the population size about Przewalski’s gazelle

　　作者认为 , 各分布区的种群数量变化与栖息地

的质量和人为干扰程度相关。正如前述 , 海晏刚察

分布区面积最大 , 从海晏湾到哈尔盖河之间的人为

干扰较小 , 当偷猎活动被遏制后 , 普氏原羚的种群

数量便逐步得到自然恢复。元者种群的栖息地小、

隐蔽条件差 , 其周围固定住户多 , 来往人员频繁 ,

对普氏原羚的扰动相对较大。另外 , 生境面积太

小 , 将直接影响种群的大小 (W ilcove et a l1,

1986) , 这可能是元者种群数量仍然呈下降趋势的

原因之一。鸟岛分布区的分布面积尽管达 74 km
2

,

然而裸露的沙丘面积约占 40 km2 , 在有植被覆盖的

草地 , 其植被构成简单。此外鸟岛种群数量已远远

低于有效种群数量 ( Franklin, 1980) , 种群数量的

不足加重了自然繁殖压力 , 使得其后代对环境的适

应力、存活力和抗病能力降低 ( Soule and Simber2
loff, 1986; A llendorf and Leary, 1986) , 这也可能是

目前鸟岛种群数量难以恢复的主要原因之一。湖东

—克图种群尽管栖息地隐蔽条件好、种群数量大、

食物多样性丰富 , 但湖东种羊场 , 冬春草地草畜矛

盾突出 (党陈延 , 1998) , 该区普氏原羚在漫长的

冬春季节 (冬春草地利用时间约为全年时间的

2 /3, 魏克家等 , 1999) , 得不到优质牧草的补充 ,

处于一种饥不择食的状态。据当地牧民介绍 , 冬天

清晨打开家门 , 时常见到普氏原羚在居民区或羊圈

附近 , 与家畜争食牧草。湖东 —克图种群 , 除受食

物因素制约外 , 还受环湖东路的影响 , 使该种群栖

息地面积锐减 , 同时伴随着部分生境元素的丧失 ,

这必然影响到种群数量的恢复 , 使其无法恢复到

1986年的种群数量。

通过本次调查 , 普氏原羚目前不仅主要分布在

青海湖盆地 , 也分布于天峻县的局部山间谷地和共

和盆地 , 其实际分布范围超出以往的相关报道。现

存普氏原羚约为 602只 , 已逐步发展形成 7个相对

独立的种群。这 7个种群分别为元者种群、湖东 —

克图种群、海晏 —刚察种群、塔勒旋果种群、生格

种群、青海湖鸟岛种群和切吉滩种群 , 其中塔勒旋

果种群为新的种群记录点。

虽然这次调查的普氏原羚资源量比以往报道的

多 , 然而 , 其生存现状不容乐观。由于受人类经济

活动的影响 , 新增天然草场围栏、不断扩展延伸的

公路、各类旅游景点的开发等 , 导致普氏原羚的生

存空间支离破碎 , 栖息地生境质量趋于恶化。生境

破碎形成的小种群 , 被狼等天敌捕食的概率加大。

调查中 , 在元者区、湖东克图区、海晏刚察区、塔

勒旋果区和鸟岛区均见到被狼捕食后的普氏原羚尸

体残骸。小种群个体间的近交频率增加 , 直接影响

到普氏原羚的种群繁殖率、幼子存活率及动物个体

对环境的抵抗力 , 使种群的脆弱性加大 , 生存力减

弱。当灾害出现时 , 极易造成局部小种群的灭绝。

另一方面 , 普氏原羚的生态可塑性窄 , 对生境专一

性要求较强 , 有蹄类本身又需要较大的活动范围。

因此 , 这些因素限制了普氏原羚在自然条件下通过

个体迁移 , 占据新栖息地、发展形成新种群。这表

明普氏原羚现有小种群均存在灭绝的潜在危险 , 相

对缺乏形成新种群的可能性。因此 , 尽快实施

“普氏原羚拯救保护工程 ”, 保护好现有种群就成

为十分迫切的当务之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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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见 ; 张得海、董建声等同志对考察工作也给予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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