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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对海南大田自然保护区内野猪（1)& &2*(-+）的生境选择进行了研究。结果表明，野猪偏好选择低平

地热带草原和灌丛草地，通常选择草本植物高、草本生物量大、草本覆盖度高、灌木矮小、% * 以下当年枝

比例高、隐蔽程度相对较低、接近水源的地点作为取食地，而选择灌木高大且密度高、灌木覆盖度高、草

本植物高、隐蔽程度好、接近水源和远离人为干扰的地点作为卧息地。在雨季，野猪卧息地的灌木覆盖

度和隐蔽度均比旱季高，而取食地的草本生物量也比旱季高。主成分分析表明，取食地第$主成分的贡

献率达 +),)%-，其中绝对值较大的有乔木密度、灌木高度、灌木覆盖度、% * 以下当年枝比例、草本覆盖

度和隐蔽级；卧息地第$主成分的贡献率为 +.,)#-，其中绝对值较大的出现在灌木高度、灌木覆盖度、%
* 以下当年枝比例、草本高度、草本覆盖度、草本生物量、距水源距离和隐蔽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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野猪（!"# #$%&’(）是一种分布非常广泛的有

蹄类动物，国外见于欧洲、非洲和亚洲，在我国

几乎遍布全国各地［9］。我国的野猪有 : 个亚

种，其中华南亚种（ ! 2 # 2 $)*%&+&,-"#）体型较小

（封面图片），分布在我国长江以南各省。国外

一些研究人员对野猪的食性、活动方式、家域、

生境 选 择 和 种 群 特 征 等 进 行 了 深 入 的 研

究［; < =］，而我国仅对其种群数量和结构、繁殖习

性、冬季卧息地和食性等进行了报道［> < 9;］。近

年来，由于实行封山育林、退耕还林还草以及人

们对野生动物保护意识的增加，野生动物资源

得到了较大程度的保护和发展，全国各地野猪

的数量也逐步增加。然而同时也导致野猪对植

被、农田以及人的危害增多，对野猪的生态学研

究可以为野猪资源的保护管理和合理利用提供

科学依据。为此，我们于 ;??9 年 9? 月 < ;??;
年 = 月对海南大田自然保护区野猪的生境选择

进行了较为系统的研究，以期为这一物种的有

效管理和合理利用提供理论依据。

) 研究地区自然概况

海南大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位于海南省东

方市境内，地理坐标为 9?=@ABC < 9?=@A>CD，9>@
?EC < 9>@9BCF，面积 9 G9A !);。属热带季风气

候，年平均气温 ;AH:I，无四季之分，但有明显

的旱季和雨季，旱季长达 = 个月之久，雨季短而

集中，仅在 B < 9? 月。年蒸发量 ; E;; ))，年降

水量 9 ?9; ))。保护区属沿海台地平原，地势

平坦，海拔 G? < =? )。植被属于较为典型的热

带稀树灌丛草原类型，主要植被类型有 : 种：低

平地热带草原、灌丛草地、落叶季雨林、有刺灌

丛、人工草地和人工林［9G］。

* 研究方法

根据大田的实际情况，共设置穿越保护区

各种植被类型的 : 条样线，总长度 G9H9 J)。每

周对设置的 : 条样线进行一次调查。调查时如

果发现野猪的实体或新鲜的痕迹，则以此点为

中心设置 9 个 9? ) K 9? )，9 个 G ) K G ) 和 9
个 9 ) K 9 ) 的总计 G 个正方形生境利用样方。

数据采集分 G 个不同层次，即乔木层、灌木层、

地表层，分别测定各类生态因子的情况。同时

在距离样方 E? ) 处的任意方向上设同样大小

的对照样方。测定样方中与食物、水源和隐蔽

条件有密切关系的乔木密度、高度、胸径和树冠

直径，灌木密度、高度、灌木覆盖度和 9 ) 以下

的当年生枝条的比例，草本高度、生物量、覆盖

度，人为干扰距离、距水源距离、隐蔽级等 9A 个

生态因子。其中，隐蔽级参照宋延龄和李善元

（9>>A）［9A］的方法确定，其他生态因子的测定参

照 L"/& 等（;??A）［9E］。

用拟合优度卡方检验野猪对各种生境类型

是否进行选择，然后采用 F"- 分析法［9: < 9=］检验

野猪对不同生境类型的选择或者避免。利用单

个样本的 M(4)(&(#(1NO)’#/(1 L"*, 检验数据是否

呈正态分布。因数据不符合进行参数分析的条

件（. P ?H?E），采用非参数估计中的两个独立

样本的 Q%//N3!’,"R / 检验分别对取食地、卧

息地与对照样方的差异进行分析。对不同季节

取食地的差异以及卧息地的差异也利用 Q%//N
3!’,"R / 进行检验。对野猪利用生境的 9A 个

生态因子的野外数据进行主成分分析，以确定

野猪在生境选择上起主要作用的因子。

+ 结 果

+,) 野猪对不同生境类型的利用和选择 在

研究期间，测量了野猪利用的 9:; 个取食地和

=B 个卧息地。拟合优度卡方检验表明野猪对 :
种生境类型的利用具有明显的选择性（!

; S
9A?H;G，+’ S E，. T ?H?E）。野猪偏好选择低平

地热带草原和灌丛草地，避免选择落叶季雨林

和人工林（表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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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 野猪对每种生境类型的利用和选择

"#$%& ! ’#$()#) #*#(%#$(%()+，,-&.&-&/0& #/1 23#4& $+ 5(%1 67#- (/ ’#(/#/ 83%#/1

生境类型

!"#$%"% %&’(

期望利用比例 !"

)*’(+%(, ’-.’.-%$./ 01(,
（# 2 334）

实际利用比例 !$

5+%0"6 ’-.’.-%$./ 01(,
（# 2 478）

!$ 的 9./:(--./$

置信区间

9./:(--./$ $/%(-;"6 :.- !$

选择性

<-(:(-(/+(

低平地热带草原 =-& 1";"//" >?3@A >?4@A >?4>>!!$!>?BB> C
落叶季雨林 =(+$,0.01 D./1../ :.-(1%1 >?B8@ >?478 >?3EA!!$!>?B3B F
有刺灌丛 GH.-/& 1H-0#6"/, >?3E8 >?3@3 >?3>I!!$!>?43A >
灌丛草地 JH-0# K-"116"/, >?>AA >?4>A >?37A!!$!>?4@A C
人工草地 L06%$;"%(, K-"11’6.% >?37I >?34> >?>I4!!$!>?3@E >
人工林 L06%$;"%(, M..,1 >?>7E > ——— F

C ：偏好选择 N#1(-;(, 01"K( $1 1$K/$:$+"/%6& H$KH(- %H"/ (*’(+%(,；F ：避免选择 N#1(-;(, 01"K( $1 1$K/$:$+"/%6& 6.M(- %H"/ (*’(+%(,；>：表

示随机利用 N#1(-;(, 01"K( $/ ’-.’.-%$./ %. $%1 ";"$6"#$6$%&。

9:; 野猪取食地和卧息地中生态因子的特征

与对照样方相比，野猪通常选择草本植物高、

草本生物量大、草本覆盖度高、3 D 以下当年枝

比例高的地点作为取食地，然而对乔木高度、乔

木胸径、树冠直径、灌木密度、灌木覆盖度以及

人为干扰距离没有明显的要求。此外，野猪取

食地还具有灌木矮小、隐蔽程度较差以及接近

水源的特征（表 4）。

表 ; 取食地中生态因子的特征（O("/< J)）

"#$%& ; =>#-#0)&-(3)(03 7. .7-#4& 3()&3 (/ ’#(/#/ ?#)(#/ @&3&-*&

变量 P"-$"#6(
取食地（# 2 3@4）

Q.-"K( 1$%(1

对照样方（# 2 3@4）

L./%-.6 ’6.%1
% !

乔木高度 G-(( H($KH%（D） 3@?7 R >?B 33?8 R >?7 F 3?AI7 >?33A
乔木胸径 =$"D(%(- "% #-("1% H($KH% .: %-((（+D） 4@?@ R >?I 4A?B R >?@ F >?B47 >?I7@
乔木树冠直径 L"/.’& ,$"D(%(-（D） 7?> R >?3 7?4 R >?3 F 3?78E >?3B7
灌木高度 JH-0# H($KH%（+D） 33I?I R @?A 3BB?@ R 7?7 F B?B8E >?>>3
人为干扰距离 =$1%"/+( %. H0D"/ 1(%%6(D(/%（D） 3>8?I R I?B 334?8 R @?3 F 3?B84 >?3@7
距水源距离 =$1%"/+( %. M"%(- -(1.0-+(（D） 8I?4 R 3>B 3I7?7 R 3>?4 F @?483 >?>>>
乔木密度 G-(( ,(/1$%&（$/,1S T3>> D4） 4?I R >?4 4?I R >?4 F B?334 >?>>4
灌木密度 JH-0# ,(/1$%&（$/,1S T8 D4） I?4 R >?I I?B R >?B F >?47I >?E>A
草本高度 !(-#"K( H($KH%（+D） 48?E R B?@ 38?7 R 3?> F E?BE3 >?>>>
草本生物量 !(-#"K( #$.D"11（K） 3 43B?E R 87?E 3BE?8 R 8?7 F B?48A >?>>3
灌木覆盖度 L"/.’& +6.10-( .: 1H-0#1（U） 4>?3 R 4?3 7I?7 R 3?7 F 3?3>A >?4@8
草本覆盖度 !(-#"K( +.;(-（U） I4?7 R 4?E B@?3 R 3?A F A?E8A >?>>>
3 D 以下当年枝比例

<(-+(/% .: /(M#.-/ %M$K1 %. %H( %.%"6 %M$K1 #(6.M 3 D（U）
@E?@ R 34?A 77?B R 3?7 F 4?38A >?>4E

隐蔽级 !$,$/K +.;(-（U） @B?A R 4?3 74?7 R 4?B F @?B8I >?>>>

通过比较卧息地和对照样方，可以发现卧

息地主要表现为灌木高大且密度高、灌木覆盖

度高、3 D 以下当年枝比例低、草本植物较高但

覆盖度低、隐蔽程度好、接近水源和远离人为干

扰等特征（表 B）。

不同季节野猪取食地的灌木覆盖度没有明

显的变化（ % 2 F 3?>73，! 2 >?48E），而卧息地雨

季的灌木覆盖度明显比旱季高（ % 2 F 4?A37，!
2 >?>34；图 3）。相似的，野猪取食地的隐蔽级

也没有季节性差异（ % 2 F >?>@4，! 2 >?8A>），然

而卧 息 地 雨 季 的 隐 蔽 程 度 比 旱 季 更 好（ % 2
F B?>EA，! 2 >?>>4；图 4）。与旱季相比，雨季

野猪倾向于利用草本生物量更丰富的地点取食

（ % 2 F 4?7@B，! 2 >?>37），但是在卧息地的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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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 卧息地中生态因子的特征（!"#$" %&）

#$%&’ ! ()$*$+,’*-.,-+. /0 %’1 .-,’. -2 3$-2$2 4$,-$2 5’.’*6’

变量 ’#()#*+"
卧息地（! , -.）

/"0 1)2"1

对照样方（! , -.）

34$2(4+ 5+421
" #

乔木高度 6("" 7")872（9） :;<- = ><? :@<? = ><; A ><;?? ><BB@
乔木胸径 C)#9"2"( #2 *("#12 7")872 4D 2(""（E9） F.<: = ><. FG<@ = ><G A :<F:. ><FF;
乔木树冠直径 3#$45H 0)#9"2"(（9） ?<. = ><: ?<. = ><: A ><:.? ><-BF
灌木高度 %7(I* 7")872（E9） ?>><G = F:<; :F:<> = -<G A .<@:: ><>>>
人为干扰距离 C)12#$E" 24 7I9#$ 1"22+"9"$2（9） F;@<F = :?<G F>-<@ = :?<@ A F<:;G ><>?F
距水源距离 C)12#$E" 24 J#2"( ("14I(E"（9） :??<@ = ::<@ :@B<. = G<- A ?<>@G ><>>F
乔木密度 6("" 0"$1)2H（)$01K L:>> 9F） ;<> = ><? @<F = ><B A ><:-. ><-@:
灌木密度 %7(I* 0"$1)2H（)$01K LG 9F） .<F = ><B ;<G = ><; A F<F:B ><>F.
草本高度 M"(*#8" 7")872（E9） GF<G = B<- ;-<@ = B<F A ;<>BG ><>>>
草本生物量 M"(*#8" *)49#11（8） : @:B<G = :;><. F :;.<F = F?-<? A :<>BG ><F-@
灌木覆盖度 3#$45H E+41I(" 4D 17(I*1（N） @-<; = ?<. F><. = ?<F A .<::? ><>>>
草本覆盖度 M"(*#8" E4O"(（N） ?:<B = ?<; B:<. = ;<: A ;<B@? ><>>>
: 9 以下当年枝比例

P"(E"$2 4D $"J*4($ 2J)81 24 27" 242#+ 2J)81 *"+4J : 9（N）
??<: = F<: BB<> = ?<. A B<::? ><>>>

隐蔽级 M)0)$8 E4O"(（N） :><F = :<F @:<B = ?<. A -<;-B ><>>>

图 7 不同季节取食地和卧息地的

灌木覆盖度（!"#$" %&）

8-9:7 #)’ +$2/;< +&/.=*’ /0 .)*=%. $, 0/*$9’ $21
%’1 .-,’. =.’1 1=*-29 1*< $21 >’, .’$./2.

图例相同标注不同字母表示存在显著差异（# Q ><>@）。

67" 1#9" +"8"$0 R"H J)27 27" 0)DD"("$2 +"22"(1 1I88"12"0

# 1)8$)D)E#$2 0)DD"("$E" #2 # Q ><>@ K

上草 本 生 物 量 没 有 显 著 的 季 节 性 差 异（ " ,
A ><-G-，# , ><?BG；图 ?）。

!?! 野猪生态因子的主成分分析结果 对野

猪利用的取食地中的生态因子进行主成分分

析，其中前 ? 个主成分的累积贡献率为 BB<@@N
（表 ;）。第!主成分的贡献率为 ?@<@:N，这个

图 @ 不同季节取食地和卧息地的

隐蔽级（!"#$" %&）

8-9:@ #)’ )-1-29 +/6’* /0 0/*$9’ $21
%’1 .-,’. =.’1 1=*-29 1*< $21 >’, .’$./2.

图例相同标注不同字母表示存在显著差异（# Q ><>@）。

67" 1#9" +"8"$0 R"H J)27 27" 0)DD"("$2 +"22"(1 1I88"12"0

# 1)8$)D)E#$2 0)DD"("$E" #2 # Q ><>@ K

主成分特征向量分量中绝对值较大的是乔木密

度、灌木高度、灌木密度、灌木覆盖度、: 9 以下

当年枝比例、草本覆盖度、草本生物量人为干扰

距离、距水源距离和隐蔽级。野猪卧息地进行

的主成分分析中，前 ? 个主成分的累积贡献率

·;· 动物学杂志 $%&!’(’ )*+,!-. */ 0**.*12 ;F 卷



图 ! 不同季节取食地和卧息地的草本

生物量（!"#$" %&）

#$%&! ’()*+%( *$,-+.. ,/ /,)+%( +01 *(1
.$2(. 3.(1 13)$0% 1)4 +01 5(2 .(+.,0.

图例相同标注不同字母表示存在显著差异（! ’ ()(*）。

+," -#." /"0"$1 2"3 456, 6," 1577"8"$6 /"66"8- -900"-6"1

# -50$575:#$6 1577"8"$:" #6 ! ’ ()(* ;

为 <=)>?@（表 A）。第!主 成 分 的 贡 献 率 为

?=)*<@，特征向量的分量中绝对值较大的有乔

木密度、灌木密度、灌木覆盖度、草本高度、草本

覆盖度、草本生物量、人为干扰距离和隐蔽级。

6 讨 论

动物选择不同的生境部分反映了取食和捕

食风险之间的一种平衡关系［B=］。不同的生境

通常提供不同水平的食物资源［>(，>B］、不同的捕

食 风 险 压 力［>(，>B］ 以 及 周 围 环 境 的 不 同 温

度［?，>A，>*］。然而，不同的生境资源将随着动物生

命周期的不同阶段和季节不同而发生改变［>C］。

在海南大田保护区，基本没有可以捕食野猪的

大型食肉动物，因此野猪只需要平衡取食和环

境温度之间的关系。野猪利用的主要植物为草

本植物的根茎以及一些木本植物的果实，在低

平地热带草原和灌丛草地这些植物类别的丰富

表 6 野猪取食地和卧息地的主成分分析结果

7+*8( 6 9(.382. ,/ :)$0;$:+8 ;,-:,0(02 +0+84.$.（<=>）/,) /,)+%( +01 *(1 .$2(. *4 ?$81 @,+)

变量 D#85#E/"

特征向量 &50"$F":6G8-

取食地 HG8#0" -56"- 卧息地 I"1 -56"-

!（?*)*B!） "（*?)(=） #（CC)**） !（?=)*<） "（C=)>C） #（<=)>?）

乔木高度 +8"" ,"50,6（.） ()?<* ()J>B K ()(=? ()(<C ()J=C ()??C
乔木胸径 L5#."6"8 #6 E8"#-6 ,"50,6 G7 68""（:.） ()?== ()J*A K ()B*( ()BC> ()J=* ()>=>
乔木树冠直径 M#$GN3 15#."6"8（.） ()ABB ()J>< K ()BJ? ()B<* ()JC> ()??B
灌木高度 %,89E ,"50,6（:.） K ()C<( ()(C= K ()(>( K ()(<< K ()<=< ()?>(
人为干扰距离 L5-6#$:" 6G ,9.#$ -"66/"."$6（.） K ()J(J ()(CJ K ()(=> K ()<*> ()A<B K ()???
距水源距离 L5-6#$:" 6G 4#6"8 8"-G98:"（.） K ()C*> ()?(C ()(?< K ()(JJ K ()<>* ()*BA
乔木密度 +8"" 1"$-563（5$1-; OB(( .>） K ()=BB ()>(A ()(>= K ()=?* K ()(AC K ()(CB
灌木密度 %,89E 1"$-563（5$1-; O= .>） ()<CA K ()(J( ()B>C ()<>A ()>*C ()(?B
草本高度 P"8E#0" ,"50,6（:.） K ()(B= ()>>A ()J?B ()<>( K ()ACB ()BJ(
草本生物量 P"8E#0" E5G.#--（0） ()J<< K ()>C> K ()(<? ()=?C ()BCJ K ()(*A
灌木覆盖度 M#$GN3 :/G-98" G7 -,89E-（@） ()ACA ()(C* ()<*> ()=>> K ()(JJ ()(J?
草本覆盖度 P"8E#0" :GF"8（@） ()(<* K ()(>* ()CB= ()<(( K ()?(J K ()>=*
B . 以下当年枝比例 Q"8:"$6 G7 $"4EG8$
6450- 6G 6," 6G6#/ 6450- E"/G4 B .（@）

K ()((C K ()(BA K ()B(J ()>JB ()(CJ K ()CC*

隐蔽级 P515$0 :GF"8（@） ()<*C K ()?B> K ()?<( ()J>= ()B(C K ()BJ*

! 表示累积贡献率 M9.9/#65F" N8GNG865G$ G7 F#85#$:" "RN/#5$"1（@）

度较高，因此成为野猪主要选择的生境类型。

食物丰富度的多少可以根据草本植物生物量和

B . 以下当年枝的比例来衡量。与对照样方相

比，野猪对取食地的选择上充分表现出对食物

资源的依赖（表 >）。主成分分析中代表食物丰

富度的生态因子的正荷载值也说明了食物因素

对野猪选择取食地的重要作用（表 A）。热带地

区雨季大部分植物可利用性明显增加［>*］，因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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野猪通常选择在草本植物丰富度更高的地方取

食（图 !）。同时与旱季相比，雨季野猪的卧息

地灌木覆盖度较高，隐蔽程度更好（图 "，#）。

由于研究地区的温度变化不像温带或寒温

带地区那样明显，所以温度对野猪的影响可能

主要表现在对微生境的选择上。对于在夜晚活

动和取食的野猪来说，由于夜晚温度相对白昼

较低，太阳辐射带来的能量损失减少，因此选择

在较开阔的低平地热带草原和灌丛草地活动并

取食。而在白昼野猪主要休息，选择灌木覆盖

度高、隐蔽程度较好的卧息地（表 !）可以减少

太阳辐射，此外，可能也与野猪受到进化历史的

影响有关［#$］。

本研究的结果表明草本植物可利用性和植

被覆盖程度对野猪的生境选择非常重要。我们

的结果与 %&’( 等［")］对同域分布的另一种有蹄

类动物赤麂（!"#$%&’"( )"#$*&+）的研究结果相

似。然而，这两种有蹄类动物在生境资源的季

节性变化方面有一些区别。无论旱季还是雨

季，赤麂取食地的食物丰富度都没有明显的季

节变化，而野猪经常利用草本生物量较高的取

食地。在雨季，赤麂倾向于利用灌木覆盖度高

的取食地；野猪偏好灌木覆盖度高的卧息地。

（封面图片：郑忠杰 #**+ 年 $ 月摄于江西桃红

岭自然保护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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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猪的种类、分布和现状

猪年伊始，让我们了解一下猪家族。O$4*&"!4（=HHG）将世界猪类归入偶蹄目（P.’&!3$+’,*$）、猪形亚目（ED&-!.1)(），

包括猪科（ED&3$)）和西!科（Q$,$((D&3$)）= 个现代科及 69 个化石科。依 @&*(!" 和 R))3).（=HH9），猪科包括 9 属 67
种，西!科包括 G 属 G 种，共计 8 属 == 种，其中不乏一些受到威胁的濒危物种。详细种类见下表：

物 种 分 布 濒危等级

猪科 ED&3$)

布鲁鹿豚 4*56237’* 5*5627’’*
印度 尼 西 亚 摩 鹿 加 群 岛（S!*D++$）中 的 布 鲁 岛

（>D.D）和苏拉群岛（ED*$）
AFQCE 附录 F、FTAU 易危级（VT）

波拉巴图鹿豚 4 5 53#*5*-7&+’"’6 印度尼西亚苏拉威西岛南部

北苏拉威西鹿豚 4 5 /&#&5&+’"’6 印度尼西亚苏拉威西岛北部

马兰格鹿豚 4 5 -3,&*+&+’"’6 印度尼西亚马兰格岛（S$*)"0)）
大林猪 86#3/13&27’ 9&"+&2-:1*,&+" 非洲西部、中部和东部的几内亚、科特迪瓦、加纳、

喀麦隆、中非、刚果民主共和国、埃塞俄比亚、加蓬、

肯尼亚、尼日利亚、刚果、卢旺达、苏丹和乌干达

";32"&+’"’ 亚 种 为 FTAU 易 危 级，其

他为无危级（曾翻译为低危W需予

关注，XRW*+）

沙漠疣猪 <1*/3/13&27’ *&-1"3="/7’ 非洲东北部的埃塞俄比亚、肯尼亚和索马里
指名亚种已经绝灭，$&#*9&2&" 亚种

为 FTAU 易危级，其他为无危级

普通疣猪 < 5 *>2"/*+7’ 除雨林和沙漠腹地之外的绝大部分非洲大陆
*&#"*+" 亚种为 FTAU 濒危级（CU），

其他为无危级

丛林猪（假面野猪）<3-*93/13&27’ #*2;*-7’ 非洲东部、中部和南部 FTAU 无危级

红河猪（非洲野猪）< 5 =32/7’ 非洲西部和中部的雨林地区 FTAU 无危级

巴拉望野猪 ?7’ *13&+35*257’
菲律宾巴拉望岛（O$*$N$"）、巴拉巴克岛（>$*$%$+）

和卡拉棉岛（A$*$1&$"）
FTAU 无危级

须野猪 ? 5 5*25*-7’
文莱、印度尼西亚（邦加岛、加里曼丹岛、苏门答腊

岛）和马来西亚（沙捞越）
FTAU 无危级

大嘴野猪 ? 5 57//7#&+-7’ 越南和老挝 FTAU 评估为数据缺乏（??）

卷毛野猪 ? 5 /&5">23+’= 菲律宾
指名亚种已绝灭，其他亚种为极危

级（AR）

印尼野猪 ? 5 /&#&5&+’"’ 印度尼西亚苏拉威西和邻近岛屿 FTAU 无危级

欧氏野猪 ? 5 3#";&2"G 菲律宾的民都洛岛（S&"3!.!）
菲律宾野猪 ? 5 =1"#"==&+’"’ 菲律宾诸多岛屿 FTAU 易危级

倭野猪 ? 5 ’*#;*+"7’= 不丹、尼泊尔南部、印度北部（包括锡金） AFQCE 附录!、FTAU 极危级

野猪 ? 5 ’/23>*
广泛分布于北非、欧洲、亚洲、澳洲、美洲等地，有

的属于后来引进的种群

2"7@"7*+7’ 亚种为 FTAU 易危级，其

他为无危级

爪哇野猪（多疣野猪）? 5 ;&227/3’7’
印度尼西亚爪哇岛、马杜拉岛（S$3!).$）、巴维岛

（>$N)$"）
FTAU 濒危级

西!科 Q$,$((D&3$)
草原西! A*-*,3+7’ B*,+&2" 阿根廷、玻利维亚、巴拉圭 FTAU 濒危级

中美西! <&/*2" -*C*/7
美国（亚利桑那州和德克萨斯州）、墨西哥、中美

洲、南美洲北部和中部
AFQCE 附录"，FTAU 无危级

白唇西! 0*6*’’7 =&/*2" 墨西哥、中美洲、南美洲北部和中部 AFQCE 附录"，FTAU 无危级

6 5 此 G 种鹿豚是在 =HH6 年从布鲁鹿豚的亚种提升的新种，FTAU 尚未对这 G 种鹿豚做出评估；=5 世界上最濒危的野猪之一；G5
曾经认为是菲律宾野猪的亚种，=HH6 年提升为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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