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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狼研究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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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狼（!+$#& ,)1)&）是公众印象中凶残、狡猾动物的代表，国际上关于狼的研究很多，但中国狼的研究

较少。本文在国内文献和作者自己的研究工作基础上，综述了中国狼的分类、遗传、分布、种群密度、解

剖、生理、生态等方面的研究进展，为中国狼的保护和管理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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狼（!+$#& ,)1)&）是人们熟知的较大型的食

肉目（MA?36H2?A）犬科（MA36=A8）犬属（!+$#&）哺乳

动物。国际上关于狼的研究工作很多。在中国

古籍和当代一些传媒中虽然有大量有关狼的记

载，但多属描绘狼的负面报道。本文在国内文

献和作者本人研究工作的基础上，对中国狼的

分类、遗传、分布、种群密度、解剖、生理、生态等

方面的研究进展做一简单介绍。

7 分类与遗传

对于犬是从狼驯化而来的结论已毫无争

议，但最先是在哪里驯化却不得而知。中国关

于狼的遗传学研究主要集中在亚种分化的探讨

上。在世界范围内大约有 !" 多个亚种，但对中

国狼的亚种的研究还不够系统。已报道的亚种

有：! F , F %9,($# P?Q8KA:<L6，%++&（西 藏）、! F , F

-#,:"$%*# RAE<>168，%*"S（青海）、! F , F 9+*+$(*%$&#&
RAE<>168，%*"S（甘肃）、! F , F 3&:"#,#%$&#& RAE<>168，
%*"S（河北）、! F , F ,+$#/%* T2=4<23，%+$S（西藏）

等。中国动物志沿用了 U::8?CA3 等（%*(%）和

P2>2>L（%*$"）的观点：中国狼只有 ! F , F :"+$:(
一个亚种，但明确指出南方狼的毛皮与北方的，

特别是与西北干旱地区的无论在毛绒厚薄、色

泽深浅方面均有较明显的差别，亚种分类问题

有待进一步收集系列标本作深入的比较［%］。王

应祥划分了新疆亚种（! F , F ;%&%*3(*)<）、青海亚

种（! F , F -#,:"$%*#）、东北亚种（! F , F :"+$:(），以

及 ! 个居群：内蒙古居群和华南居群［!］。王秀

辉等以 O,P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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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遗传标记得到的数据显示，



中国狼可分为 ! 个亚种：云南、贵州、福建、浙

江、广东群体应归为一个亚种，东北和河北群体

可归为一个亚种，甘肃、内蒙古和新疆群体分别

属于不同的亚种［"］。罗理扬等基于 #$%&’ 控

制区序列的分析结果把青藏种群、西南种群（包

括云南、四川）和东北种群（包括黑龙江、吉林和

辽宁）、华北种群（包括河北、山西）分成两大类

群，因而，青藏种群和西南种群归为一个亚种，

东北和华北种群并为一个独立的亚种，蒙新种

群（内蒙古、新疆）与东北种群在遗传上具有关

联性，但在亚种归属上不能确定［(］。上述关于

亚种分化的证据虽然可在一定程度上相互印

证，但仍有很多分歧，主要原因是所使用的标本

数量和来源地有限。另外，野外地理学和生态

学上的证据还不足，需要进一步充实。

! 分布与种群密度

我国对狼的深入调查工作始于 )* 世纪中

叶。大规模的野生动物普查和区系研究结果表

明，除各别岛屿外，狼遍布我国各省、市、自治

区，广泛栖息于从青藏高原到三江湿地，从天山

山麓到长江大平原的各自然生态系统中［+，!］。

虽然，狼的适应性极强，能在极其恶劣的环境下

生存，但是，狼在中国的分布密度极不均匀［,］。

在华北平原和长江中下游的广大农业区，由于

人口密集，环境压力大，狼的数量很稀少；而在

新疆、内蒙古、西藏、青海等辽阔的牧区，人口密

度相对稀少的地区，狼的栖息、活动仍有较大的

空间。由于畜牧业较发达，除野生动物外还有

大量的牛羊可供狼捕食，因而目前仍有较多的

数量。

" 解剖与生理

在形态学方面仅见有狼的颅骨、牙齿形态

结构及四肢骨骼研究［(］。文献描述了狼头骨及

四肢骨对环境的适应特征，并与狗的骨骼进行

了对比。指出，狼的颅骨及牙齿形态结构和狗

的十分相近，齿式相同。一万多年前，我们的祖

先将狼驯化成狗，在人类的长期呵护下，狗的头

骨和四肢骨骼明显退化；而狼则由于长期在野

外生活，四肢更适合奔跑，头骨及附着的肌肉更

加强壮，牙齿更加锋利。但它们在外形上的总

体变化不大，野外狼与狗的足迹很难区别，狗的

足迹常被误认为狼脚印。

在生理学方面，有血液学和血液成份的研

究报道［-］。通过对狼与其他犬科动物血液生化

特征各种参数的比较，发现狼的红细胞计数，血

红蛋白含量及淋巴细胞的平均值与犬（ !"#$%
&"’$($")$%）和貉（*+,-.)./-.% 0)1,+1#1$2.%）相近，而

且高于银狐（ 3/0/% ("410/%）。狼的血液学和血

液成份无性别差异，与其他犬科动物比较，大多

数也无明显差异。

# 狼的生态学

#$% 洞穴 繁殖期狼生活在固定的巢穴（狼

洞）中［.］，在内蒙古草原上的狼洞都有 ( / ! #
长，有的洞道还有分支，洞口宽 (* / ,* 0#，洞穴

深处有由极少杂草和其他杂物构成的铺垫物，

睡眠的地方洞道加宽，可以转身。如无外界干

扰，狼能利用洞穴多年。对内蒙古草原 "! 个狼

洞的调查发现，影响狼空间分布的环境因子主

要是人的存在和活动。距离公路、蒙古包、放牧

点的远近，是狼选择洞穴的主要因素，而坡度、

水源、食物的多样性，是狼选择建立洞穴的次要

因子。狼很少自己挖洞，多半是利用旱獭、沙狐

等动物的废弃洞，经过加工改造而成。狼的洞

穴多在丘陵坡地的中、下坡，隐蔽条件极好，洞

口附近有蒿草、灌木、沙石等遮挡，不易被人发

现。繁殖期，狼的嗅觉灵敏，一旦发现有人接

近，常弃穴带幼仔迁往别处，再也不回来。

#$! 繁殖 有关狼的繁殖行为，野外和室内

都有人做了大量研究［1］，在北方秋末冬初，++
月末狼聚集成小群，从几只到十几只，开始发情

追逐，经过一番较量，形成一夫一妻配偶，这种

关系维持很长时间。母狼一年繁殖一次，+ 月

份交配。妊娠期为 ,* 余天，胎仔数从 ! / , 只

到 +) / +" 只不等，平均 - / . 只。母狼产仔后

对幼仔关怀备至，但在哈尔滨太平湖狼园和哈

尔滨野生动物园也发生过个别杀仔或吃仔现

象，严重者将生下的幼仔全部吃掉。这种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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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其他食肉动物也偶有发生，是受到环境变化

的刺激，还是体内缺乏某些元素所致，目前尚无

定论。狼仔生长迅速，!" # 睁眼，$ 个月左右就

能出洞，在母狼守护下活动，! 个月左右开始吃

肉，雄狼在这个时期陪伴母狼外出捕食，回来后

要把吃进的食物吐出来，哺喂小狼，小狼渐渐长

大，大狼会用捕回来的小动物如兔、鼠类，教它

如何捕捉，% 个月后仔狼便能随双亲独立捕食。

$ 岁左右的幼狼外形、体重已经和双亲相差无

几。! 岁后幼狼开始与狼群分开独立生活，这

时虽然已经性成熟，但真正繁殖还要在 % 年以

后。分开后的小狼会另找领地开始真正的独立

生活。

!"# 食性 据狼的食性研究［$"，$$］，狼主要捕食

野生有蹄类动物，如狍、鹿及野猪等。狼的食物

随地区或季节的不同变化很大。有人在青海做

过狼的食性研究发现狼吃普氏原羚，而在内蒙

古呼伦贝尔大草原，狼在黄羊多的年份主要以

黄羊为食，很少伤害牲畜。狼的食谱很广，最喜

食的是野生有蹄类，但在野生有蹄类数量少时，

也捕食野兔、老鼠等小型哺乳动物，甚至捕食

鱼、蜥蜴等小动物。在农区和牧区，常因野外食

物极其不足而猎杀家畜、家禽。特别是在牧区，

当野生食物不足时，狼经常尾随羊群，在牧人放

松警惕时冲进羊圈或羊群，造成大量羊的死亡，

给牧人造成巨大的经济损失。（封面图片为奚

志农 !""& 年 $! 月摄于青藏高原可可西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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