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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北边陲的阿尔泰山,在我国动物地理区划上具有特殊的地位。对其区系成分的了

解和地理区划问题的探讨,无论在理论或实践上均具有重要意义。笔者于 1980年 7至 9

月,对阿尔泰山地鸟类区系进行了调查。工作地区东起北塔山(东经 90° 55′ ,北纬 45° 13′ ),

西至哈巴河(东经 86° 25′ ,北纬 48° 04′ ),北达喀拉斯湖(东经 87° 00′ ,北纬 48° 50· )。 野

外工作主要在海拔 1000米以上山地,同时对南麓山前平原作了踏查。考察地区是:布尔

津、喀拉斯湖、阿勒泰、灯塔牧场、北电、富蕴、青河、青格里林业队、布尔根河、北塔山牧场、

北塔山林场。

自然地理概况

横跨中、苏、蒙三国的阿尔泰山,在新疆部分地处西伯利亚泰加林边缘,属我国极北部.

寒温带针叶林景观。气候寒湿,年平均气温 一2℃。 降雨量由西北向东南递减,西北部年

雨量约为 500毫米,东南部(青河)仅约 250毫米。由于气候的影响,由 西北向东南植被带

显著抬升,荒漠化程度加剧,山 地草原带下限西北部的布尔津为海拔 800米 ,在东南部的

青和则为 1500米。山地植被受高程纬差效应的影响,里显著垂直结构的变化。由下至上

各植被带的典型结构为:山地草原-山 地森林一亚商山草甸-高山草甸。 由于温湿度的差

异,在干旱的东南部,山 地森林带草原化强烈,而成为山地森林-草原带,高山草甸带则为

高山草原带替代;而在寒湿的西北部 ,亚高山草甸带为亚高山灌丛带所替代,高山草甸带

则让位于高山冻原带。

二、考 察 结 果

通过考察,并参阅以往对该地鸟类的纪录,共录得鸟类 124种和亚种(以下同)。 隶属

于 36科 (包括亚科),18目。其中分布在南麓山前平原的 84种 ,山地草原带 74种 ,山地森

本文 :985年 2月 8日 收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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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带及以上 52种 (表 1)。其中有国内新记录一种一 歌鸫 (rr``″‘c″e`or″ ″ p历

`o馏

山‘

Brchm);二亚种— 花头鸺鹞(指名亚种)C`彻″
`j钌

″P弼″f″″″p`“e”
`,仍

私 (Linnacus),

红尾鸲(指名亚种)P切纟
`9fc〃

″‘P乃o召″Jc″附 p乃o``,‘ r″“‘hnnacus。  新疆新记录一种—

沼泽山雀 P″“ P`′″。′“ 沙/彻 /。“″‘(Taczanovski);二 亚种— 纵纹腹小鹗 (普通亚种)

力 加 ″ ″oc彻 四 p`″ ″

'`“

swinhoc,家 麻 雀
(指

名 亚 种 )P弼 Fr'o们 对 ,″‘

`o″

“

``c“
(L证

n.acu.s).

区 系 分 析

按种的分布型的异同,对阿尔泰山地鸟类区系进行了分析(依据留鸟和繁殖鸟),结果

是: 北方型占种数的44%,中亚型占20%,广布种占23%,其余 13%为东北型与个别

高地型种类(表 2)。 上述结果与张荣祖 (1979)指 出的,阿尔泰山地动物区系属北方型成

份一致。张荣祖还指出,阿尔泰山地与大兴安岭相同的种,均为另一地理亚种。事实上 ,

两地某些相同的种类,并未出现不同亚种的分化。如黑啄木鸟两地均为指名亚种 (D”。-

co`功‘″
'/″

弼 勿
'历

竹 (hnnacus)), 白背啄木鸟亦为指名亚种 (D`99`/or。 p口‘氵
```co`0‘

氵c″co`。‘ (Bcchstcin))。

我2 JI曰尔尔山鸟类种的分布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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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湿度的差异,植被垂直结构的不同,对鸟类区系组成有着直接影响,种的分布型在

各垂直带内呈现显著差异。山地喜湿种类(北方型)与平原耐旱种类(中亚型)相互渗透,正

如郑作新、张荣祖 (1959)指 出的一样,阿尔泰山地动物区系具有过渡特征。这种特征在

山前平原表现明显,北方型占种数的 29.8%,中 亚型占 32· 1%,形成广泛渗透。随着山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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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程的增加 ,北方型成分增多,中 亚型减少;在山地草原带(低 山带)北方型占 36.5%,中 亚

型占 25,7%;而在森林带及以上 (中 山带及以上)北方型则为 57.7%,中 亚型仅占 7.7%。

可见 ,阿尔泰山地鸟类区系的过渡特征表现在森林带以下,在山前平原尤为明显,即东南

部在海拔 1800米 、中部 1500米 、西北部 1300米以下。

四、新疆阿尔泰山地动物地理区划问题

郑作新等 (1959),张荣祖 (1979)根 据新疆阿尔泰山地,属西伯利亚泰加林 边缘地

带 ;动物区系具有过渡特征 ,而非真正的亚寒带典型;加之面积不大 ,又与大兴安岭有着许

多相似的动物种类,而将其归并到东北亚界,东北区的大兴安岭亚区内。马勇 (1981)分

析了新疆北部啮齿动物区系,建议把新疆阿尔泰山地划归欧洲一西伯利亚亚界,阿尔泰一萨

彦岭区的阿尔泰亚区。 此外,B细ⅡⅡI<()B(1954)把 整个阿尔泰山划归以耐旱动物群占优

势的亚洲高地亚界,蒙藏区的蒙古草原与森林草原亚区。 Kym凹oB(1963)把阿尔泰山

南坡划归森林草原过渡带的蒙古森林草原亚区。

新疆阿尔泰山地鸟类区系以北方型喜湿成分为主,中亚型耐旱成分仅占 20%。  因

此,我们认为 BauⅡⅡKOB(1954)将 阿尔泰山地划归以耐旱动物群占优势的蒙古草原与森

林草原亚区,是不妥当的。而 Ky3Ⅱ颐oB(1963)的划法,仅看到阿尔泰山地动物区系过渡

性的一面 ,而没有顾及到该地以北方型喜湿种类为主的区系特征;同时,过渡现象在各级

区划阶元内广泛存在,而新疆阿尔泰山地动物区系的过渡特征 ,主要表现在中山带以下 ,

因此把整个阿尔泰山划为过渡带显然是不适当的。

新疆阿尔泰山地所产动物有不少泰加林种类,如松鸡、黑琴鸡、岩雷鸟、雪鹗、狼獾 C刀。

召″
`o、

阿尔泰紫貂 M`″“ ″杨历
`四

口″啊″J、 雪兔 E·Fp“
`F″

;'″‘等。郑作新等(1959),张

荣祖 (1979)认 为,新豇阿尔泰山通常应归属于欧洲一西伯利亚亚界;由 于这个山地在我国

分布面积不大,故将它并在东北亚界,东 北区 ,大兴安岭亚界区讨论。但正如马勇 (1981)

指出的,把阿尔泰山地归并到东北亚界内,则东北亚界与欧洲一西伯利亚亚界就难于在地

图上划出,而阿尔泰山便成了与大兴安岭无法衔接的飞地。我们对阿尔泰山地鸟类区系

分析结果,北方型占 44%,中亚型占 20%,东北型种类极少。可见该地鸟类区系组成以

北方型为主,并混杂有不少中亚型成分,在这里两种类型相互渗透,出现过渡现象。不同

于东北区,大兴安岭亚区 ,东北型与北方型混杂的区系特征;而与欧洲一西伯利亚亚界,阿
尔泰一萨彦岭区 ,阿尔泰亚区的动物区系一致 ;同时,考虑到某一地区或某一国家的动物地

理区划,应与世界性的区划相衔接 ,和在区划中一般不允许出现
“
飞地

”
的原则;我们同意

马勇 (1981)把新噩阿尔泰山,划归欧洲一西伯利亚亚界的建议。

关于新疆阿尔泰山地动物地理区划的南界,笔者认为可从山地草原带下限划线 ,即 东

南部海拔 1500米 ,中部 1000米 ,西北部 800米 划界。这样,既表现了阿尔泰山地以北方

型成份为主的区系特征 ,又能表现它的北方型与中亚型间的过渡性 ,同时还顾及了山体的

整体性。

一
△

△
工 结  论

1,鸟类的飞翔能力,使某一地区的鸟类区系组成,虽受地理发生的影响,但不如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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脊推动物强烈 ,因 此鸟类的区系组成 ,能 更好地表现某一地区的动物区系特征。

2.新疆阿尔泰山地鸟类区系 ,以 北方型喜湿成份为主 ,占 种数的 44%,其次为广布种

占 23%,中 亚型耐旱种占 20%,东北型与高地型种类极少。

3.山地喜湿种类与平原耐旱种类相互渗透,使新疆阿尔泰山地鸟类区系具有北方型

与中亚型间的过渡特征 ,这种特征主要表现在中山带以下。

4,同意马勇 (1981)关于把新疆阿尔泰山地划归欧洲一西伯利亚亚界的建议。该地与

蒙新区的界线 ,以 山地草原带下限划界为宜。

lO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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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AVIFAUNA AND DIVIDING OF THE zooGEOGRAˉ
PH1CAL REG10Ns IN ALTAI IMlOUNTAINOus

REG10N,XINJIANG

G·ao iXililgyi   C·u Jinghc  Fu Chullli  `V· ang|Dczhong

(Xi”该″g J″ f`″
`‘

″ 。

`BJo′

og`'Pedo`og~'。 ″

'P‘
o″ 仞o`ogy. △c夕

'e仞

|d si″ r饣)

From July to scptcm陕 r,198o,wc wcnt in for rcscarch on thc birds of thc Altai moun-

tains. Thc rcsults are as follows:

1.  `Vc rccordcd a total of 124 spccics and subspccics. C)f thcm,84 spccics and s11bspccics

distributc in thc prc-southcrn foothill plain; 74 specics and subspccics distributc along thc grass~

land bclt of the inountainous rcgion; and 52 spccics and subspccics distributc in and abovc

thc forcst bclt of the mountainous rcgion.  And onc spccics and “vo subspccics arc nc哂` rccords

in our country; onc spccics alld two subspccics arc ncw rccords in Xi【 liiang.

2.  TI· 1c fauna of tllc birds of t|hc ``ltai Ⅱlountainous rcgion bcIoIlgs to thc cornPosition of

thc Northcrn typc. It is conaposcd of 44%of thc N· orthcrn type,20%° f tllc Middlc Asian typc,

2396 of thc broad distributivc spccics,sonac spccics of thc Northcastcrn typc,and a fc、v spcctcs of

the Highlalld typc.  In this rcgion, it appcars to bc transitional as spccics of thc Northcrn typc

and spccics of thc 加Iiddlc Asian typc infiltratc into cach othcr.  
·
rhis phcn。 nlcnOI】 displays itsclf

mainly bc1ow thc forcst bclt.  
·
rhc nu】 lll)e· r of thc NorthcrIl typc incrcascs “冫ith thc rising of

clcvation of thc lnountainous rcgion, whilc thc 加1iddlc Asian typc dccrcascs with it.

3,  Con.sidcring that thcrc arc qui∶c a nun】bcr of 
·
raiga spCcics in thc !`.ltai mountainous

rcgion, apart fronl thc~A~ltai mo1tntains contact △̀ ith ncarbv rcgions and thc continuous naturC

of thc mountains thcmsc1vcs,wc agrcc with Ma Yong’ s (1981)proposal that thc Altai moun-

tains bcloIlg· to tllc Altai-saian rcgion in thc Eu~ropcan~sibcrian subrcgion.  `Vc also bclicvc tllat

thc basc linc of thc grassland bclt on thc southcrn slopc of thc .Altai mountains in Xiniiang

dcII)arcates thc l)ordcr bctwccn thc ,人 ltai-saian subrcgion and t〉 zungarian subrcg· 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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