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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海玉树、果洛地区鸟类考察报告
一 中美青海高原联合动物学

考察成果之二
冰

叶 晓堤
(中 国科学院西北高原生物研究所)

一、 前  言

本报告是中美青海高原联合动物学考察中鸟类学的第二部分 ,为 1987年考察,其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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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考察路线及工作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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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承蒙我所杨福囤副研究员鉴定鸟类食物中的植物种类,鸟 岛管理站高原洪先生提供嚣头雁的有关资料,中 国

科学院动物研究所林水烈副研究员协助采集标本,一并致谢。
2· 本文承蒙李德浩副研究员审阑,并提供宝贵意见,特此致谢。

3· 国家自然科学基全资助项目。

本文 1988年 5月 17日 收到。

`考察路线Routc— —

工作点skes o

毛t率共==里_~~.°
公里

·11'·

匡~且Ⅲ



察路线(图 1)及工作点如下 :

工作点

托索湖 北纬 37° 01· 东经 96° 09.

nL扎林场 北纬 32° 9′ 东经 96° 4'

海拔 4° 50米

海拔 3700米

87.6.25-7.!,

87.7.21-8.22

考 察 队成 员

中方 :

队长  王祖祥 副研究员 鸟类区系分类

副队长 蔡佳全 副研究员 兽类区系分类

副队长 林永烈 副研究员 兽类区系分类

(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

叶晓堤 实习研究员 鸟类区系分类

刘永生 实习研究员 兽类区系分类

(未注明者均在中国科学院西北高原生物研究所)

赵弱宁 实习研究员 兽类区系分类 中国科学院新疆生物土壤沙漠研究所

美方 :

巴特 ·奥加拉 教授 兽类生态及保护 蒙大拿大学 (Pr。 f· Bart W.0’ Cara R“earch Bio1ogist

Mootana Cooperauive Wildlife Research unk)

(只参加托索湖地区的工作,下面是在自L扎林场工作的人员)

理查德 ·米切尔 博士 野生动物保护 美国鱼类和濒危野生动物资源保护联盟 (Dr.Richa.d

M.Mitchell zoologi“ u.sF“ h and W“ dl“ e service o“ ice of Endangered species)

罗伯特 ·霍夫曼 教授 华盛顿国家自然历史博物馆 (Pr。 f· Roberts Hoffrnan Nadonal Museum

of Natural Histo” )

丹勒德 ·考科斯 经理 本次考察美方赞助者 (Dr.Donald C.Cox sponsoi of Ameitan side).

自 然 概 况

托索湖位于果洛州玛多县花石峡乡的西北。北纬 37° 01′ 、东经 96° 09′ 。湖的北岸是

积石山,南岸是巴颜喀拉山、西边与海西柴达木盆地相邻的布尔汗布达山山脉相望。湖的

东南是阿尼玛卿山、南面是长石头山和昆仑山脉。 托萦湖就是四周层层被群山环抱的高

原内陆封闭式淡水湖泊。海拔为 4050米。根据地质地理调查研究认为 ,在历史上该湖泊

是地壳断裂的产物。主要特征表现在北岸较为宽阔,地下水位较浅;南岸为断裂带,较狭

窄,地下水位较深。地势北岸较高,南岸较低。(图 1)托索湖地区为典型大陆性气候o 具
有寒冷、干旱的特征。同时由于海西柴达木的干旱气候由西北方侵人,使 湖西北乃至整个

湖泊及其周围气候更趋于干旱,裸岩大多形成
“
漆包石

”
。年平均温度 一4℃ ,1月 份最低

温度约 -17℃ ,7月份最高温度 7℃ ;年降水量约 290毫米,但蒸发量远大于降水量。植

物生长期从 4月下旬一9月下旬,植被以干旱荒漠种类为主:如针茅 (s”

`口

roP″

`口
`口

)、

木本猪毛菜 (s口

`‘

oJσ o汤”“
`口

)、 多枝黄芪 ('”
`昭 ``″

‘
`。 `ycrc'″

‘)等 ,覆盖度在

】5-30%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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臼L扎地区地处澜沧江上游,是藏东、青葳两地区的交界处。地势高峻、扎曲位于唐古

拉山脉的余脉拉乌拉山,朵耸拉一沙俄拉山的峡谷内,海拔从西北 4900米 ,向东南倾斜到

3‘ 50米 ,为典型的高山峡谷。本区气候温差大、辐射强、总积温低。年均温度 1.6℃ ,7月

份平均温度 18.6℃ ,1月份平均温度一17℃。年降水量为 43⒍ 1毫米,且多集中在 6-8

月。植物生长季节短。植被以川西云杉 (P|″口Ji和口″留o:‘ J‘ var,沙口rfo″fJ`,口)大果圆

柏 (s汤 j仞 “拓:jco〉 为优势种组成的高山针叶林。

四、考 察 结 果

本次考察并结合前人资料在托索湖、n1扎地区共录得鸟类 86种 ,隶属 12目 27科。

(表 1)为叙述方便,将上述两地区分别加以分析。

(一)区系分析

参照表 1,可知托索湖地区有鸟类 28种 ,古北界的种类 18种 ,占该地区鸟类总数的

66%,特有种 3种 ,东洋种 1种 ,广布种 3种 ,区系划分不明者 3种 ,显然该地区鸟类以古

北界的种类为主。

由于湖区受海西干旱气候影响,湖的西部、北部完全是荒漠化景观,海西广泛分布的

种类如石鸡、拮红尾鸲、角百灵、漠鸱、雪雀等在这里也有分布。

n1扎地区有鸟类 70种 ,古北界种类 50种 ,占其总数的 71%,东 洋界种、类 4种:捡翅

噪鹛、高山雀鹛、黑冠山雀、褐冠山雀,占其总数的 5.7%。

位于电扎地区西北部,与 IL扎同一山系的扎多县有鸟类 54种 ,其与白1扎共有种 31

种 ,完全为古北界种类或广布种。

与自L扎相邻的藏东昌都地区,有鸟类 29种 ,其中与自L扎的鸟类共有种达 24种。在这

24种鸟类中,东洋界种类占其总数的 10.3%,它 们是锈脸钩嘴鹛、大噪鹛和橙翅噪鹛。

从分析表明:扎多、昌都和自1扎 3个地区都属同一山系的高山峡谷,呈东南一西北走

向 ,受东南季风影响,在河谷海拔较低处有东洋界种类沿河谷地带分布。在种类上,橙翅

噪鹛分布在河谷较北,从地带来看仅伸入自L扎林区河谷,而海拔较高的杂多则无任何东洋

界种类。

(二)备生境的鸟类分布

根据考察地区的地貌、气候、植被等将其划分为如下几个景观类型:

1.高 山裸岩 高度在 4300-4600米 以上。在托索湖地区由于气候干旱,湖周山脉大

多在 4300米以上为裸岩。叱扎林区山谷海拔较低、降水较多,裸岩大都在 4600米以上。前

者形成
“
漆包石

”
、后者多为裸岩和风化碎石。这些地区天寒风劲、自然条件极其严酪,只

生长有少量垫状植物和耐旱植物。该景观鸟类极少,蔽雪鸡是唯一代表种。其次还有红

嘴山鸦、大鹭、胡兀鹫、隼等在此停息。

2,干旱湖滨区 海拔大约在 4050-4300米之间。这里气候极度干旱,景观为荒漠化

草原o湖的周围由于历年水位下降,在北岸形成了 6-7个阶梯状地带。植被以针茅草、

木本猪毛菜、黄芪、棘豆 (ory● r口Pj‘ sp.)为主要种类的旱生植物。优势种鸟类有石鸡、

·1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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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0形目 F^△C0NIF0RM.Es
(四)硝科 Accipitodae

‘.鸢 M|′ ″” 人。”汕″″′i″ o‘::‘ f(J· E cray)

7· 雀菠
'r访

pi:c`” 订” ″e`“汕 i“ of Humc

8.大鸳|B“
`￠

口乃‘
`,,″

cf‘ ″了Temminck c`soh1cgel

9· 革原鹃
'日

“j′。7cpur” jp口

`‘

,`!‘ h(Hodgson)
10· 胡兀碑 Cyp日‘

`″

‘多c/乃 c“‘乃o铭″乃c`““f(Hutton)

(五)隼科 Falconidae

l1· 红 隼 Fc′ co订 仍彻 ″ c钳

`”

J刀 ″

`“
而 ″ ″‘ McClenaiKI

五、”形目 GALLIF0RMEs
(六)松鸡科 Tctfaonidae

12· 斑尾棣鸡 r″、“ze‘ fc彡‘'e`7o″ ;‘″“″
'o Rney

(七)雉科 Phasia“ dae

13· 藏雪鸡 re,`d。 gc``“ J`;加
`c″

″(P'“″d“ ;;Bianchi

14,雉 鹑 T″ 冫Ⅱp乃 “j‘ c`,‘ r,‘

`“
,‘″汕cnyji Madarasz

1’ ·石昶鸥
'′

er`o/:fg`dr cc``,'g″ c(Przevalski)

16· 高 原、lll鹁 P″
'′
' 

乃odgJo″ 氵。c ‘|`o刀 ;‘口 Przeva1ski

17· 血雉
`汕

“ j″ Jj F/:‘ ‘,″
``j“

off`”氵VerreauX

18,藏 马鸡 C/o(‘ op‘ i`o`,r`ossop:iro饣
'、

。、,ji Ve:reau x

六 ,△彩目 GRUIFORMEs
(八)鹌科 Grumae

19· 黑颈鹌 C/'‘ ”′g'ico``h(Przeva、 ki)

七、鸽形目 CHARADRIIFORM.Es
(九 )确科 Charadoidae

20,蒙古沙鹪 c肠 rcd`;″ j″ o″‘矽′
'‘

j‘ 历ofe`;de schauensec

(十)鸱科 sco1opacidae

21· 红脚鹬 t/′ ″gc`· ro“ ″“‘(Linnacus)

22· 孤沙锥 Ccpe``'s.,o`″ c'|c(Hodgson)

(十 一)反嘴鸹科 Recurvirostidac

23,△ :嘴 福·鸟 7′9;'o/历 y″‘乃
`“ `j‘

氵乃o`‘ ii Vigors

八、田形目 △
^RIFORMEs(十二)鸿科 Laridae

24· 淙头鸥 Ic`“ ‘多
`“

力″|Cep铷
`“

‘Jefdo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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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熙啄木鸟 D`yOrop“ 仍o″ |‘‘fR乃 c`,,`” ‘if(Buturun)

32 fi趾啄木鸟 Pico`'‘ ‘:`J′ “”′“ ∫“″′,`;‘ Verreaux

十二往形目 PAssERIFORMEs
(十六)百灵科 Alaudidae

33.纟

"l”

宙沙百步袤.c。 Jc″ ′′‘
`J。

'F‘
‘:氵

`o,`/i‘
ij′,cfc`,0 Bfooks

34.`J`云 铝雀.'亻 ′‘‘‘
'口

 ‘‘
`′
召,,`c |刀 0P|″ 召:` Bianchi

35· 角百灵 Er。昭°P加 Jc c′ pc“
`;‘

e切“氵(Blanford)

(十七)燕科 Hirundi“ dac

36· 灰沙热 如
`c`杨

′iP。
`j‘

‘j”“′0 steg:lla n n

37,岩燕 P,,o″ op冫 og″ C r.`“ PF‘ ″jf(scopou)

38.毛脚燕 D‘ ′ic乃 °刀“/′,】 cc c。访研c`J‘ ″‘,,(Could)

(十八)鹘鹄科 Moncilhdac

39,大 头 鹣 鹌 Mo′ cc|J′ 口 ci:``ojc cC′ FC″ ,c(Hodgson)

4o.rl鹅 鹆 ″o:cci″ dc′ Dc c扬 oidc,Hodgson

41· 树多鸟
'`,,乃

“‘乃.乃 od肛 o” J RiChmond

42.粉 红胸鸦
'”

““ rOJ',I″ ‘Blyth

(十九)伯劳 f·【L‘ nhdae

43.灰背伯劳 Iˉ ″切s:· :eP加 o″ o`“ f(Vigofs)              |
(二十)鸦科 cof“dae

44.再鸹 P访 cp|c'乃。,`“ c″“‘Delesgeft

45.褐背拟地丬1 Pjf“ Jopo'occ‘ 乃“″″j‘ Hume

46· 红喏 山鸦 P,``历 oco′″ P夕
``为

oro`o:乃 氵m``J。 J” “f(c° uld)

47.大 嘴乌鸦 cor〃” 研cc/or历 y印 汕 ″‘Ji乃 ″e汀″e”,if K1ctnsohmidt c:Weigold

(二十一)鹌鹩科 rmglodytidac

48· 鹘鹩 rr。 g`cdy`c‘ :`og`ody`“ ‘z●“汕“C′ JI‘‘Hane“

(二 十二)岩鸩科 prunellidae

49.鸲 岩鸩 P`“ ′c″召′·
`“
彦●c‘

``口``cf(Hofsficld c:Moofe)
50.棕 胸岩鸩 P`“

`9饣

′′cs.‘ :rop历Ⅱc(Bl”h)

51· 褐扌自·罗鸟 P′ j‘ ”●Jic f“′〃c‘ r‘;″ f B`″‘乃c`licc sughkin

(二 十三)鹇科 MusciCapidac

(1)鸫亚科 Turdinac

52.红 协蓝尼鸲 T'`‘ iFc`‘ yc刀″
`“

,`“∫JJ“″,(Hodgs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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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21毫米。 输卵管的喇叭口部长约 110毫米、蛋白分泌部约 300毫米 ,蛋壳分泌部

175毫米。整个输卵管肥厚、血管分布多而密,正处于产卵时期。

该鸟在托索湖产卵较晚,卵孵化的同时 ,成鸟已开始换羽。此期不能飞行,遇惊扰时

向湖中心游去。

香日德农场引托索湖的水灌概 ,水位下降造成该鸟可筑巢的环境减少。 该鸟在高原

地区数量甚少,因 此应加强保护。凤头鹧鹣羽毛保暖防水甚好,可代替鸭绒作填充材料 ,

肉可供食用,还可人药。鉴于上述 ,一方面应保护栖息环境 ,另一方面可人工训养,保护野

生资源 ,丰富美化人们的生活。

性 别
sex

体 重
Wcight

体 长
Body length

翅
Win.g

昆
Tail

啸 怿
Culmcn

2'' 2500,3000 770,773 460,4‘ o ,0,51

托索湖的斑头雁栖息在人畜罕至的湖岸半岛、湖湾和大、小淡、咸水湖泊、河心岛及河

边。这些地方多为沙质、砾石基质,四周成半环水、周围多为安全的湖湾,生长着丰盛的植

物 ,如嵩草 (Κ汕r。fic sp,)、 珠芽蓼 (Po`昭 omz幼 ″i″|P″″″)、莎草科 (Cyperaccac)、 藜

科 (Chcnopodiaceac)等 植物。

斑头雁繁殖在青藏高原的大小湖泊。越冬在我国的云贵高原、印度、尼泊尔等地 (张

孚允等 ,1985)。

在托索湖的斑头雁常与棕头鸥、凤头鹘鸦、赤麻鸭活动在一起。平时多集群在距水不

远的湖岸觅食、活动 ,当 遇危险或人的惊扰时 ,常离人或危险物约 150-250米 距离,同时

群体鸣叫逃循。在繁殖期尤为机警 ,集体行动下水。当 1只受害时 ,群体的其他个体一同

鸣叫并有围攻之势 ,显示了较强的群体行为。这种现象在饲养种群中仍然保持。

剖检鸟胃发现 ,其食物全为植物性食物 ,有藏嵩草 (Ko沙 r“ j口 ,j拓
`iC口

)、早熟禾 (Po口

口″″″)、 水麦冬 (T7|gJo品 i`pσ
`9‘

‘
`″

)的花序及珠芽蓼等植物。

在托索湖地区我们对斑头雁的种群数量、成幼比、孵化率进行了较详细的统计 ,列示

如下 :

1.种 群数量: 6月 28日 对一成扇形的沼泽、滩地进行了数量统计。其直径约 3公里 ,

面积约为 7.1平方公里,共计 480只 ,平均 7⒍ 6只 /公里
2,该

地斑头雁群聚数为 9-143

只;7月 4日 从起点向人水口进行了 28公里的路线统计 ,共统计 46只 ,平均 1,46只 /公

里 ,群聚数为 4-20只 ;7月 5日 从起点向出水口进行了17公里的路线统计 ,共计458只 ,

平均 2⒍ 94只 /公里,群聚数 26-255只。

从上可知:斑头雁在托索湖分布不均。主要集中在湖的中部沼泽、滩地和出水口的

西北边湖岸。据考察我们认为与湖岸水草、地形、安全密切相关 ;群聚数大小不等,最 少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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斑头雁
^n:er indjc“

(Latham〉

Bar-headed Coosc

'BJ‘
f``icc Latbam,1790,Ind.Orr1.2:839(印 度及中国西藏)

采集地:托索湖 (VI29、 30),海拔 4050米

It皮

咐 瞧
Parsus

lO4,】 30 74,81



只 ,最多可达 255只 ;种群数 67.6只 /公里
2、

路线统计平均 14,25只 /公里,其数量差异很
大 ,与该鸟社群行为相关。

2.成幼比:由表 4可知。

ii 斑头I威幼比衣
Table 4  Ratio bcti~een aduIt and iuvcnIIe in Barˉ headed Coose.

地
she户

成体数
No, of ^.dult

幼体数
No. o【  Juvenile

幼/成
Juvenile/Adult

家族幼体数
Number。 f iuve~
nnile in families

1987.7.5

7.5

7.8

7.9

X

出水 口
Exit of watcf

l号衤
湖湾

Crook。 f lakc
No.l
2号湖湾

Cfook of lake
No.2
3号湖湾

Crook。￡1ake
No,3

l-6

2-4

i-4

1-4

1.25-4.9

139

319

56

9!

98

49

14

21

o.425

o.153

o.25

o.411

o.3055

+编号只表示不同地带。
Numbers only sho、 ·diffefent zones.

(1)斑头雁成幼之比平均 0,3055,根据该鸟寿命、成活率、天敌等诸因素来分析,托索
湖斑头雁种群基本保持稳定并有增长的趋势。

(2)不 同群体成幼比不同,反映了不是所有个体都参加繁殖。
(3)一个繁殖家族幼鸟数大都在 2-4只 之间,最多 6只 ,最少 1只。
3,孵化率:根据产卵数与成幼比估算,反映该鸟孵化率较低,其原因可有如下几个方

面 :

(1)托索湖的一个岛上棕头鸥与该鸟同在一个地方产卵孵幼,只是产卵和孵化时间
不同,其中斑头雁先于棕头鸥,这样在斑头雁还未完全孵化完成时,棕头鸥就开始筑巢
并产卵而干扰该雁造成弃卵。有的棕头鸥巢直接覆盖了斑头雁卵而造成弃卵,弃卵大都
1-3枚。 青海湖鸟岛的斑头雁与棕头鸥虽筑巢生活在一起 ,但无重叠巢和轮换地方的现
象。同时根据巢的分布来看棕头鸥与斑头雁的巢有分片的现象而不同于托索湖。由上两
个地方的比较可能反映了社群性现象的形成是由于栖息地逐渐减少而长期适应的结果。

(2)成 鸟本身孵化失败。有的雌鸟属初次产卵 ,无 固定巢区,产卵都散布在地面上 ;

亲鸟死亡或弃巢而造成弃卵或受天敌干扰而造成孵化失败。

斑头雁约 4月 中旬开始筑巢 ,巢 都在孤立的岛上、半岛或邻近水的沙滩上。该鸟巢较

大 ,呈盘状。巢材都为禾本科 (Gramtncac)的赖草,芨芨草 ('r杨 c`切
`″

″ JPren″
`,‘

)

构成 ,内 垫自身腹部绒羽。在托索湖一个呈
“
新月形

”
、长 65.5米 、最宽处 20米的砾石、沙

质的岛上统计 ,斑头雁和棕头鸥的巢共计 590个 ,其中斑头雁的巢约 300多个。巢间距有

的仅 0.3米 或紧靠在一起。窝卵数 2-8枚 ,卵纯白色,经孵化而弃的卵呈污白色,弃卵 7

枚平均重 114.28(92-148)克 、大小平均 7852(72-86)× 51(41-55)毫米。
7月 幼鸟已孵出,7月 5日 称重,幼 鸟重 95克 ,全身黄色绒羽,并有褐棕色粗条纹 ,蹼

褐色。这时的水温 4-15℃ 、气温 4-18℃。这期间天气多晴朗、有 3-4级风。育幼期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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鸟与幼鸟形影不离 ,多成家族活动。1个家族通常为 2-4个幼体。在水中游泳时 ,也是在

成鸟周围。觅食时 ,幼 鸟多在 2个成鸟之间随亲鸟边走边吃 ,并随亲鸟一道饮水。

我们曾在 1红隼胃容物发现:有 2个斑头雁幼鸟的双腿和羽毛。

大莺等猛禽类为斑头雁主要天敌,食肉动物狼、狐可能危害幼鸟和成鸟。

7月 中旬成鸟已开始换羽,多集中在水草茂盛的湖湾。这一时期都不能飞行,性机

警 ,夜间多在近水湖边集群休息。

斑头雁的羽绒是较好的御寒保暖填充材料。加之体大肥厚,肉味可口。l卵 大数量较

多,是易得的动物蛋白质。青海湖饲养 80多 只斑头雁 ,其性温和、全为植物性食物,易饲

养。斑头雁体态优美,也是重要的观赏动物。斑头雁在青藏高原分布较广,数量也较多 ,

是一项较易开发的野生动物资源。今后如能有计划的开发 ,同时人工进行大量繁殖,会给

国民经济增加不少收人。

普通秋沙鸭 iferg。 s merg口 ” eF com“ f‘:s salvaeori

Goosandcr

are、g〃‘c。″0,〃‘salvadoris,1895,Cat.Bds.Brit,Mus.27:475(锡 金)。

采集地:托索湖 (VII 13),海 拔 4050米

昼衡度

性 别
sex

体 长
Body length

翅

`Ving

尾
Tail

唠 烽
Culnlen

l♀ 910

9

6  个    个

7.5

5,o

个

个   个

个

?

!lo

个

45

个   个    个

3.6

4o

秋沙鸭栖息在托索湖湖岸近岩石峭壁处。是一种喜营淡水生活的鸟。在托索湖分布

的数量不多。单个或成对或十几只不等小群 ,在湖边水草茂盛或小溪入口处活动。 有时

也见停息在近湖岸的石岩上。

秋沙鸭的食物几乎全为湟鱼,还有少许节肢动物和水中的软体动物。

托索湖的秋沙鸭约在 6月 中旬开始筑巢,晚于赤麻鸭和斑头雁,几乎与凤头鹧鹧同

时。巢筑在湖边浮出水面 20-30厘米高的杉叶藻植物上(图 2),盘状,大且潮湿。巢间

距 0.4-15米 禾等,8巢大小平均外径 63.3-57厘 米、内径 11.5厘米(表 5)。 卵污白色无

个  la

个

^

i 15

3.o

↑

.^   个

4

04个

个  个

个

3.5

尔

^

忄

· 】30·

Fig. 2 A.sketch m.ap 。f distances °f C.oosaildci nests

3,5

个

湖岸Lake bank 个杉叶藻nippurls vulgans

图2 秋沙鸭巢直线距离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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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斑,长椭圆形。10枚卵平均重 36.6(34-38)克 ,大小平均 53.8(50-59)× 33.9(32-

35)毫米。7月 9日 发现已开始孵化,此时水温 4-15℃ ,气温 4-18℃ 。中午天气晴朗时

成鸟向水中游去觅食但不远离。 由于巢湿加之太阳照射巢温较高。 如果人走近巢的地

区 ,秋沙鸭在水中不远游而徘徊在巢附近 ,不时转头眼望其巢。人离开后不久鸟就向巢区

游来 ,稍等观查后又坐巢孵化。

众s 秋沙”巢Ⅱ度表(单 位:厘米)

Tablc 5 Measurement of Coosander ncsts.(unit;c】 )

编 号
Numbef

巢
D

深
epth

巢
Heig

|:1

ht

65-65

,0-60

70-50

m_,o

70-60

65-63

6备一 63

” -45
63.3-57

秋沙鸭绒羽密而厚是很好的防寒保暖的填充材料。鸟骨可人药。由于它的食物以鱼

为主,给养鱼业造成一定危害。但秋沙鸭在托索湖数量不多,危害甚微 ,应加以保护。

草原日舅
^c口

亡h mp口工nfpdenBjs(Hodgson)

stcPPc E.aglc

Circ‘Ic`rs″ f`口 ′
`″

‘打 Hodgson.1833,As.Rcs.18(2):13图 版 1(尼 泊 尔 )

采集地:托索湖 (vII1 7),海 拔 4050米 ;果洛 (XI20)。 海拔 4000米左右

透衔度

体 重
Weight

体 长
Body length

翅
Wing

昆
Tail

嘴 烽
Culiilen

1
2
3
4
5
6
7
8
文

o

o

o

1,

】5

20

20

20

l1,5

11

20

23

24

22

30

30

3】

23.9

3♀ ♀ 641.7 3】 3 55.3 llO.7

(aOoo~49oo) (770-8iO) (600-695) (280-330) (45-70) (100-120)

草原鹏栖息在高寒草甸、草原、半荒漠草原及湖泊周围地区。其栖息地常常是啮齿类

数量较多的地方 ,地势较为平坦。

经解剖 3只鸟胃,其 中 1鸟 胃共有食物 191克 ,全为鼠类,共 3只未完全消化 ,经鉴定

为田鼠 (PI”″” sp· ),另一鸟胃食物重 103克 ,全部为湟鱼 (C,9″nocypris sp,〉 此鸟采

自托索湖 ,该湖盛产湟鱼。另 1鸟 胃发现有羊毛等物。

草原鹃平时常停息在土沟高处 ,鼠 洞周围或草库轮的围墙上静候食物出现 ,早 晚常在

空中飞翔,高 度大约 150-200米 窥伺猎获物。繁殖期约 5-8月间,4月 10日 采得 1标

本 ,其卵巢有卵泡约 30枚 ,其 中最大 1粒 3× 3毫米 ,此时输卵管很细,仍 未到繁殖季节 ,

8月 上旬 1雌鸟卵泡已萎缩。

草原鹏捕获大量的害鼠,被人们称为
“
清道夫

”
,一定数量的该鸟在自然生态系统中对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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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止鼠类大发生起到控制作用。其飞羽、尾羽可出口;体大强壮性凶猛,是重要的观赏鸟

类之一 ;其 肉、内脏可作药用;草原鹃有时也袭击羔羊 ,但限于数量极其有限,因此危害甚

微 ,应严加保护。

雉 鸡  T.扌 roop△csjs ossc。 r口 s szec△en,,ff Madaraoz

Phcasant Crousc

re″口@、杨 而 sz″肪 ″”f Madarasz,1885,zcitschr.ges.Orn.2:,0,图 版 2(四 川

西部)。

采集地:自L扎林场 (VIII 4-22),海 拔 3800-4000米

△臼度

性 别
se火

体 重
Weight 跗 味

Parsus

lc' 680 70

2♀ ♀ 550,970 55,56

雉鹑栖息在大果圆柏、川西云杉的针叶林或灌丛中。该地植物密集 ,隐蔽性甚好。阴
而湿润 ,雉鹑常见活动在多岩石峭壁下的灌丛或树下 ,停息时多在树干中下部分枝上几只
一起休息。

自L扎林区雉鹑数量不甚多 ,而且遇见的杌率不高 ,遇见群数 3-7只不等。

雉鹑食物全为真菌和植物,7-8月 共剖检 5只鸟胃,其食物 70%为 真菌,还有禾草、
珠芽蓼、圆柏果实、苔藓 ,几乎无任何动物性食物。

7月 28日 采到 1雄鸟,其睾丸左侧 11× 3毫米 ,右侧 lO× 3毫米 ,已逐渐萎缩。睾
丸红褐色,肾形,8月 18日 采到 1幼鸟,此时体重已达 364克 ,体长 382毫米 ,羽色与成鸟
几相同 ,可能在 7月 申旬孵化长成。繁殖期 6-8月 。

雉鹑性温和,食物全为植物性 ,在人工条件下容易饲养 ,经济意义很大,但 限于数量极
其有限,应严加保护。

血 雉
j“口r″ :cr。e″臼s gooFFroyj J.Verrea△ 8

Blood Phc3sa】 lt

r访“ J″ ;‘ ce。rrroyi J,vcrreaux,1867,Bul1.soc.Acclimat(2)4:706(四 川 宝

兴)。

采集地:nL扎林场 (VIII 4-22) 海拔 3800-3900米

毋衍皮

性 别
sex

体 重
Weight

翅
Wing

l(` 680 24o 17 70

2♀ ♀

240 17

43o,43o 190,20o 14o,156 】3,19

l⒐ o44o

翅
Wing

嘴 锋
Culln en

体 长
Body length

尾
Tail

440

430,43o 140,1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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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雉栖息在海拔 3700-4000米的大果圆柏、川西云杉针叶林或灌丛中。该环境植被

密集,为 该鸟提供理想的活动、觅食和隐蔽的场所。常与雉鹑分布在同一地方。

自L扎林场的血雉都为 3-6只不等的小群 ,根据该区地形、植被和环境 ,可能有较多的

数量。

该亚种在玉树地区还分布在玉树、杂多县等地。

血雉的食物 8月 份几乎全为真菌蘑菇,3只鸟胃剖检全为蘑菇。 另 1鸟胃内还有早

熟禾、珠芽蓼及苔藓 (B'yoP幻 ,口 ,sp.〉 ,矮嵩草的根。未见有任何动物性食物。其食物与

同月份祁连报道的血雉(李春秋等,1981)食物主要为云杉嫩枝叶较多差别较大。 其原因

是该亚种生活地区潮湿,菌 类植物较多而易取得,选择菌类较多。

8月 初见成鸟带幼鸟活动 ,当 受惊时幼鸟成体同时向灌丛急速逃窜,并发出
“
喔喔

”

声 ,幼雏觅食时成鸟常站立高处放哨,8月 4日 采得标本其生殖腺已完全萎缩。雌鸟已无

孵卵斑,繁殖季节大约在 5月 中旬一 8月 初。

血雉肉多细嫩,肉味鲜美,是上等野味。羽毛成柳叶状,有黄、绿、红色,体态优美,可

作为观赏鸟类,羽毛为工艺品原料。该鸟几乎全为植物性食物,性温和(四川资源动物志,

1986),具较大经济意义和开发价值。

表 :马 X鸟 C·rossoprfron cr。 s‘。ptiron dr。 口yrlff J.V.erreaux

·
I·ibctan E.arcd Phacsant

Cro‘‘op,JJo`: J纟″c9‘

`″
″9 sCcb。 hin, 1892, Bul1. Brit. Orn. C1.

间)。

采集地:nL扎林场 (VIII 16-28),海 拔 3800-3980米。

1: 17(索宗与昌都之

跗 瞧
Pafsus

且街度

性 别
sex

翅
Wing

尾
Tail

嘴 蜂
Culi[lc n

2】 75
(2000-2900)

84`
(800-900)

320.9
(300-325)

461,5
(419-,lO)

36
(34-40)4'' 96.5

(86-lOs)

1900 790 3oo 75

藏马鸡栖息在海拔 3700-4200米的大果圆柏,川西云杉的针叶林或与高山草甸接

壤地带以及灌丛地带。多活动在阳光充足,近石崖峭壁不易接近并利于遇危险逃窜的地

带。栖息地也常靠近水沟。

自1扎林场藏马鸡具有较多的数量 ,曾 见到有 3群 ,数量分别为 16,36,39只 。该地区

的环境是该鸟栖息的理想场所。据当地人讲 ,冬季该鸟常结群活动在河谷较低处 ,常能见

到几十只的大群。

7月 底成幼混群成 16-39只不等的小群活动。此期为育幼时期 ,成 鸟性机警。群体

中有成鸟担任
“
放哨

”
的个体。 遇危险或发现异样远远发出

“
ga。~ga。

”
的急促响亮的叫声 ,

随之其他个体也发出鸣叫同时向高处和树上逃窜 ,幼体随之隐蔽起来,隐蔽后很难发现幼

体。成鸟上树逐渐向底处滑翔一段距离后 ,在不同地点鸣叫 ,声东击西而造成人或其他动

物视、听错觉 ,转移视线给幼体造成安全环境 ,达时幼体逐渐逃跑或滑翔。 当人或危机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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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后 ,群体通过鸣叫又逐渐汇集在一起由底向高处逐渐返回原地。夜间幼、成体均在树中

上部栖息过夜。0L扎的藏马鸡具垂直迁移习性。冬季在河谷活动、觅食过冬。

藏马鸡的食物几乎全为植物性食物 ,其 中一鸟胃仅见到很少的蚂蚁,甲 虫残体和一只

蜗牛。根据剖检 9个 胃其食物见表 6。

农O t马曰食性分析表

T.able 6 ~Analysis of food habit of t· ibetan Eared phacsant.

食物种类
spccics of food

频   次
F Iequency %

珠芽蓼 Po′ ,.go”“
`,,〃

;〃 ;`cr'勿

银莲花 犭刀e″。″e sp,

棘豆.0:”
`opj‘

sp.

兰石草 E“ Fcc`|加 :‘ “

多枚黄芪 彳“
`cgc`″

,Po`yc′
``“

‘

嵩草 K汕
`·

jic sp,

早熟禾 Poc sp,

忍冬唇 LoniF″ c

蜗牛 F叼 :″ ic`c sp.

甲虫 CoJ∞ p″
`。

sp.

50

3o

lo

5

1

3

少许 few

少许 few

少许 rcw

少许 Few

7月 31日 见到 16只的 1鸡群 ,幼体已有家鸽那样大小,纯白色、尾羽无蓝褐色,并能

逃窜和滑翔。8月 13日 解剖 5只雄鸟其生殖腺量度平均左侧 10.6× 4.6毫米;右侧 9.4

× 3.7毫 米(表 7)。 2只雌鸟,其 中 1只有成形卵泡 28枚 ,最大 1卵粒 4.5× 4.5毫 米;另
1鸟的卵巢已完全萎缩。繁殖期已基本结束 ,个体逐渐聚集成群活动。

案7 搜马”睾丸I度 (单位:毫米)

Table 7 Mcasurement of Tibetan Eared Pheasant te“ es.(unit:mm)

左侧 Left 右 侧 Right编 号

Nu:llber 反 Length 宽 width 长 Length 宽 width

1
2
3
4
,
一

x

ll

lo

ll

lo

!!

lO.6

lo

lo

⒐

8

lo

9.4

自L扎林场的林木被大量破坏 ,加 之该地气温低,林木生长缓慢 ,幼树很少,土壤很薄 ,

植被演替非常缓慢。随着林木大量砍伐 ,使该鸟赖以生存的栖息环境遭受破坏 ,同 时,人
为乱捕猎,造 成数量逐年减少。

藏马鸡体大 ,肉多、味鲜美 ,是很好的野味。该鸟形态优美 ,性温和,是重要的观赏鸟
类,在动物园饲养、繁殖均都成功。其羽毛洁白、尾羽华美 ,是装饰工艺品的良好材料。具
有较大的饲养、开发价值。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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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莎
`9‘ `,汀

r0P切
`″

‘Jcrdon,1840,Madras Journ.L1t and sci.12:225(印 度

西岸)。

采集地:托索湖 (VlI 5)海拔4050米

扭衡度

性 别
sex

嘴
Cu

2护护 4,,40 ,9,60

托索湖的棕头鸥栖息在湖泊的岛屿、河心岛、人畜罕至的湖岸半岛。这些地方多为沙

质、砾石基质 ,四 周或半环水,周围多为湖湾。湖水中有鱼类和水生动物等。该鸟在青藏

高原湖中都可见到。

我们在托索湖一小岛上 ,其 岛面积为 300多平方米观察到的棕头鸥数量最高 ,大约有

700只 之多的成幼鸟。当人接近时铺天盖地一起飞至湖中,噪杂的叫声,连人说话很难听

清 ,真是一片鸟的世界 ,但在托索湖岸边数量又不那么集中,我们进行了路线数量统计(表

8):

表 8 托索溯溯诤分头曰欲Ⅱ统计表
·
rablc 8  statistics of Bro哂

`nˉ
lleaded ()ull on lakeside.

时  间
Date

距离(公里)
Distancc(k】 ll)

数  量
Number

避见率(只 /公里)
MCCt ratio(NunbeI/km)

1 men

4‘ 6,446 355,355 14,,140

体 重
Wcight

体 长
Body length

翅
Win8

尾
Tail

87.6.26

87.6.27

86.6.28

3.964

2.256

3.4

124

122

125

34,79

9● .07

36.76

棕头鸥是一种社群性较强的鸟类。 在托索湖具有较高数量的分布。 大约在早 6点

30-6点 50分开始活动 ,并根据天气状况有推迟和不飞行的现象。棕头鸥成几只一几百

只不等的群体 ,老幼混合活动在水面、湖弯、河口、河岸。在河湾、河口鱼类活动较频繁的

地方。常见棕头鸥具有护群的现象。当群体中一只被打死或打伤,其他个体围绕它在空

中盘旋直盯死者发出声嘶力竭的鸣叫 ,甚至有的个体俯冲下来用喙啄侵犯者。 7月 5日

人登人繁殖地 ,该鸟受惊盘绕空中 ,但不远离 ,显示较强的恋巢习性。

棕头鸥的食物几乎全为湟鱼 ,也有少许甲壳动物和水生昆虫。觅食时两眼紧盯水下 ,

当发现食物时 ,突 然固定空中头部向下急速潜人水中而用嘴夹住后飞离水面 ,在空中或飞

到栖息地食之 ,还具有吃残食或鸬鹚吃剩下的残物。具群体觅食习性。

棕头鸥 6-7月 间为繁殖时期。巢址多与斑头雁在一起。巢甚密集 ,巢间距很短 ,有

的 甚至完全相连。 巢材几同斑头雁 ,但编织较斑头雁精细。 6月 29日 采到 1只雌鸟解

剖观察:卵巢已开始萎缩,但还有成形卵粒 20枚 ,最大卵粒为 3× 3毫米。巢量度外径

25-30厘米、内径 14厘米、巢深 5厘米 ,巢内有卵 2枚 ,衡量度分别为 39克 、60× 46毫

米 ;44克 ,61× 44毫 米。卵白色沾绿 ,上具有棕褐到紫褐不规则的斑点。此时有的成鸟

已孵出幼体。 2只幼体重分别为 98和 58克 ,并能随亲鸟下水游泳。棕头鸥具群体育幼

的 习性。

棕头鸥在该地有较大数量 ,在青藏高原分布也极广 ,数量也较多。其绒羽可作保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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填充材料。该鸟体态优美,可作观赏鸟。但由于主食鱼类,尤其在鱼类繁殖产卵季节危害

更大,给养鱼带来一定危害。

慈鸥 ,s如″口 加
`口

ndo tf;ef。nc saunderB

Common Tcrn

src'″ 口 ,汤 c`口
`,c saundcrs, 1876,Proc, zoo1.soc.LoodoIl:649(西 亏葳 )。

采集地:洪水川 (VIII 10),海拔 3800米 ;托索湖 (V1I6-15〉 ,海拔 4050米

I访度

性 别
scx

体 重
Weight

体 长
Body length

翅
Wing

尾
Tail

嘴 谇
Culnen

跗 镰
pBIsus

1(' 110 330 280 165 32 21

2♀ ♀ l12,114 34】 ,342 282,265 !6!,142 32.54 22,24

托索湖燕鸥栖息在湖中部一个长约 800米 ,平均宽 100米左右、四周环水、长满扁穗

冰草 (/gr。

`yr。

F cr|J`口
`″

″)、冷蒿 ('r`。″iJ口 /″ gf洳 )、 棘豆等植物的小岛,湖中盛产

湟鱼 ,为该鸟提供食物 ,绿色植物为其筑巢提供巢材,并 为其隐蔽提供条件。

根据实地踏察发现鸟巢 36个 ,有成鸟 130只左右,7月 湖岸常有单个或 2-3只飞

行 ,但数量极少。燕鸥飞行时翅很少煽动 ,当 在水面上空发现食物时振翅频率加快,在空

中停留片刻后突然头向下冲入水中,用喙夹住食物后又飞起 ,也见与棕头鸥一起取食或争

食的现象。飞行常发出尖而刺耳的
“gc~gc-gc⋯”

的嘶叫声。 该鸟具有象棕头鸥一样的

护群、恋巢行为。

剖检 5只鸟胃,所见全为十几厘米的鱼和鳅,少许水生昆虫,无植物性食物。
6-8月 为燕鸥的繁殖期。 巢筑在岛或水中突出较高的沙石堆上。 巢位于地面凹陷

或扒一凹窝,巢呈盘状 ,称量 2巢重分别为 39、 67克 ;其巢材几乎全为赖草的茎、叶和少许

蒿草以及水冲洗植物纤维。巢集中且密,7个巢间距平均 4.31(0.4-7.2)米 。 10个巢量

表 9 |床 自△△皮寂

Table 9 Measurement of Comiilon Tern nests.(unit:c∶ I)

编 号
Nu:::ber

外  径
E:ternBl di8mctcF

内  径
I】ltcr:lal dianCter

!

2

3

4

5

6

7

8

9

ˉ
0
·

x

19-14

20-16

21.5-16

】8-16

20-16

20-l`

18-】 6

20-18

20-10

27——22

20.3-18.6

8

!o

14

9

lo

ll

lo

ll

lo

13

lO.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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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外径为 20.3-18.6厘米、内径 lO,6厘 米、巢深 3.1厘米(表 9〉 。窝卵数 1-3枚 ,卵黄褐

色,上有大小不等的褐黑色斑块,斑块多集中在卵的纯端。6枚卵大小平均重 18.33克 ,

40.8× 30.5毫 米(表 10)。 6月 30日 正值孵化时期,并已有孵出的幼鸟。 7月 1日 称其

幼鸟,重 13克 ,体长 100毫米。21日 2个幼体分别为 15,16克。 幼体淡黄色绒羽有褐色

条纹。属晚成鸟。

表 10 来国外的量度表

Table lO Mcasurcnent of Common refn eggs.(unk:g· mm)

重  量
Weight

长
Lctlgth

宽
Width

1
2
3
4
5
6
一

x

19

18

】8

!9

20

18

18.3

47

43

23

42

45

45

4o.8

31

3o

3o

3o

32

30

3o,5

燕鸥主食鱼类,在洪水川据解剖 1鸟发现腹腔内有 20多 条 lO几厘米的白色线虫类

寄生虫,可能是鱼类寄生虫的寄主,对养鱼业有一定危害。

亠
^ 小   结

1.托索湖和自L扎地区共录得鸟类 86种 ,隶属 12目 27科 ,其中托索湖鸟类 26种 ,古
北种占其鸟类总数的 72%;RL扎地区鸟类古北种占其总数的 74.6%,东 洋种占其总 数
4.2%,区域划分上属古北界。

2.aL扎地区与昌都地区鸟类有 24种相同,反映地理环境的相关性,由于这些地区属

典型高山峡谷,东南季风沿河谷上升,东洋种沿河谷海拔较低处上升分布,海拔较高处古

北种和青藏高原特有种极为丰富。

3△L扎地区鸟类有垂直分布的现象,这主要是该区为典型的高山峡谷,植被垂直带较

为明显 ,与 之相关的鸟类也呈现这种现象。

4,如能对这些地区进行广泛的调查研究,则将对研究青藏高原动物的区系和演化有

很大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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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对鸟类开发、保护与管理的建议

柴达木盆地和托索湖地区虽然属于荒漠化、半荒漠化地带,但面积较大,夏季温度较高,盆地的湖泊

也较多。扎配林场地处青海南部,与川西、藏东相接壤,植被茂密,人类经济开发较晚,鸟类资源极为丰

言 ,是鸟类理想的栖息、活动、繁衍的场所。这些地区有许多可直接开发的资源。如雁鸭类:灰雁、斑头

雁、赤麻鸭、绿头鸭、凤头潜鸭、赤嘴潜鸭、秋沙鸭。它们体大肉多,羽毛可作为保温填充材料,有的可与

家鸭交配改良家
·
禽品系。其中除斑头雁数量较多外 ,目 前这些鸟类数量有限,应保护好栖息环境,数量

较集中的地区划定自然保护区,如托索湖、阿拉尔的格孜湖、自L托林区等,到一定数量后,有计划的猎取

是一大可利用的资源;雉科鸟类:淡腹雪鸡、高山雪鸡、雉鹑 ,石鸡、血雉、高原山鹑、斑翅山鹑、环颈雉等

尤某是雪鸡、雉鹑、血雉、体大肉味鲜美,雪鸡还具有药用和滋补作用,是上等的野味q 藏马鸡为青藏高

原特产种,是一项很重要的开发资源,其体大形态优美,肉 、羽、蛋均具较大的经济价值。鹆鹬类有 lO种

之多,但限于自然条件,如能开展人工饲养、繁殖、不但能补充自然界的数量,也可将它们由野生驯化变

成家禽,会产生很大经济效益。吞食鼠类的鸢 ,大鹜、胡兀鹫、纵纹腹小鹗和食尸体的鸟类胡兀鹫、红嘴

山鸦、渡鸦等,对防止草原鼠害,净化环境及保持生态平衡有很大作用,需要加强保护。这里还有闻名世

界的珍禽黑颈鹤,每年夏天部分来盆地繁殖,这种鸟全世界只有 1500多只,我国就有 950多只,为了保

存这个珍稀鸟类,必须为其创造必要的条件,为人类作出贡献。鸠鸽类:岩鸽、山斑鸠肉味极鲜美,开展

饲养对改良家鹄品系,提供食用鸽等也很有前最。此外还有许多鸟类是食虫鸟类,如红尾鸲、鹬鸽、啄木

鸟等对控制草原和森林害虫的危害起到极大的作用。综上所述,保护野生动物是关系到国民经济和造

福子孙后代的大事,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

1.积极宣传保护野生动物的重要意义。野生动物是取之不尽 ,用 之不竭的再生资源 ,是国民经济一

项重要的、具有潜在和现实开发的资源。野生动物是自然的产物,人类亲密的朋友。要积极宣传保护这

些珍贵资源的重要性和意义 ,提高人们的认识,使 人人爱护它们 ,保护它们。

2.进 一步加强保护管理工作 ,颁布有关的管理条例和规定,建立法规,这是鸟类保护管理工作中急

待解决的问题。国家和地方已颁布了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名录和一些管理条例,但这些条例还未深人的

贯彻下去 ,在基层滥捕乱猎的现象仍然存在 ,常此下去 ,保护动物则流于形式,为 此呼吁有关部门要切实

抓好野生动物的保护和管理工作,对违犯国家规定 ,破坏鸟类等野生动物的单位和个人,要依照法律追

究责任。

3.切 实保护动物栖息地的自然环境。栖息环境是动物赖以生存繁衍的基本条件。随右经济活动和

自然资源开发 ,必然彤响到动物生存领域 ,同时由于柴达木本身自然条件极其严酷,动物生存环境极为

脆弱。叱扎林场上层薄、气温低 ,树 木生长缓慢 ,幼树少、植被生长和演替极为缓慢 ,林木大最砍伐 ,必将

导致动物栖息地遭到严重破坏。因此 ,在有计划 ,有组织的生产同时 ,要 尽可能不危及一些数量少、经济

价值大的动物的生存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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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积极开展对野生鸟类及动物的调查和研究工作。首先要查明馅济意义较大或珍稀动物的分布与

数最。以自然界现存的数量制定开发和保护的具体方案,并要深人研究每种动物的生活习性、食性、癸

殖、种群等有关生态学项目,为建立物种基因库、制定有效的饲养、繁殖措施提出科学依据。

5· 鸟类较集中的地区划定自然保护区,在有条件的地方开展各种旅游活动,增 加经济收人,以助保

护事业,积极开展国际间的合作研究,运 用国外先进技术和保护管理的经验为发展我国鸟类事业服务。

BIRDS FROM YUsHU AND GOLOG,Q【NGHAI--RESULTs
oF SINo-AMERIcAN zooLOGICAL SURVEY 1N Q1NGHAI

PLATEAU,PART II

Wang zuxiang and Yc Xiaot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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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hc avifauna and avian ccology survcy 、vas conduCtcd in 

·
ruosus lakc and ∶Bciza Forcsts

in Qinghai Provincc during Junc to August in 1987.  
·
rhcrc arc 86 spccics of birds, t)clonging

to 12 ordcrs and 27 familics, 71 palacarctic and 3 oricntal spccics, thc pa1acarctic con1oonents

bclng donllnant.

Bordcfing on thc east of iXiizang, with sotlth~cast nlonsoon rising along thc vallcy,thc Bciza

forest has a fc、 v oricntal conlponcnts.

Based on our nlatcrial thc avifauna lllay bc dividcd into 6 zoncs:

1. zonc of alpinc barc rocks.

2. z.onc of dry lakesidc.

3. zonc of alpinc incadow and sorub.

4. zonc of alpinc conifcrous forcsts.

5. zonc of vallcy stcppc and cultivatcd ficld.

6. zonc of lakc.

somc Birds of cconomic aIld ccological ilnportancc arc dcscribcd as thc C.rcat C)rcsted Crc-

bC(Pozi″ ps c.c'订 彻 勿 s〉 ,Bar~hcadcd Coose〈 彳 ″J″ f饣历 c州 ),Goosandcr(Mcrg″ ‘
`9,″

昌口彳JC/

Co″口
`防

f),Pheasant Grousc (T纟
`/口

op乃口fif o沙 sc,`/,‘ f‘ z召σ′r″ y″),TibCtan Earcd Phacsant (Crof-

‘op`f助 ″ cro‘‘o`历′°″ ′
'。

″ yi),Ctc.

sornc opinions for thc cxploitation, protcction and nlanagcn△ ents of birds rcsourCcs wcrc

suggcstcd in aIl appcdi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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