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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 年 & *$# 月! 我们对野生朱鹮":#AA($#+ $#AA($#的分布区和潜在分布区进行了调查! 共发现

其游荡期夜宿地 ") 个! 其中 "# 个有朱鹮夜宿! 分布在洋县"$( 个#(宁陕县") 个#和城固县"$ 个#& 对

这些夜宿地进行同步调查! 共统计到野生朱鹮 $ #&# 只! 其中 &IO"i分布在洋县境内& 最大的夜宿集

群数量为 $/% 只! 集群数量超过 %# 只的夜宿地共 $$ 个! 累计停歇的朱鹮占总数的 &$OIi! 表明野生

朱鹮在游荡期有趋于集结较大群体夜宿的习性& 朱鹮野生种群中当年出生的幼鸟占 $&O#i! 据此估

算! 截至秋季朱鹮幼鸟的存活率约为 (IO"i& 加强对保护区以外! 尤其是野生朱鹮新扩散地区的保护

管理! 将促进野生朱鹮种群的扩散! 进一步增加这一濒危物种抵御风险的能力&

关键词!朱鹮% 野生种群% 同步调查% 夜宿地% 扩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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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鹮 ":#AA($#+ $#AA($#是全球濒危鸟类
"]=9HQ=‘8-6<896;<=56;>"#$%#! 我国#级重点保
护动物& 历史上曾广泛分布于中国(日本(朝鲜
半岛和俄罗斯东部& 由于栖息地丧失(猎杀(农
药化肥的过度使用等原因! "# 世纪初世界范
围内野生朱鹮的分布和数量逐渐减少! 并于 "#

世纪中叶以后相继在前苏联(朝鲜半岛和日本
绝迹"史东仇等 $&&$;#& 我国自 "# 世纪 (# 年
代后没有野生朱鹮的报道! 一度被认为已经在
野外灭绝! 直至 $&/$ 年 ’ 月! 中国科研人员经
过 ) 年的考察! 在陕西洋县八里关乡姚家沟发
现了一个数量仅为 I 只的朱鹮种群 "刘荫增
$&/$#! 是当时世界上幸存的唯一野生朱鹮种
群& 经过 )# 余年的保护努力! 野生朱鹮种群
数量稳定增长! 分布范围逐步扩大到洋县周边
的城固(西乡(汉中(南郑(勉县(佛坪(石泉(宁
陕(汉阴(太白等地& 为了促进野生朱鹮种群的
恢复! "##% 年开始在陕西洋县华阳进行朱鹮野
化放飞试验! 释放个体自 "##( 年开始在野外
连续繁殖"刘冬平等 "##I#% "##I 年开始在陕
西省宁陕县进行朱鹮再引入"98@=6<95HG2<=56#试
验! 释放的个体于 "##/ 年开始在野外繁殖! 初
步建立起第二个朱鹮野生种群 "陈文贵等
"#$)#&

在朱鹮保护的早期! 野生朱鹮的数量较
少! 主要分布在保护区核心区内! 其觅食地(

夜宿地和巢址相对固定! 通过日常巡护(繁殖
监测(夜宿调查和死亡统计! 可以比较准确地
掌握朱鹮的种群数量状况"丁长青 "##%#& 近
年来! 随着野生朱鹮种群数量的快速增长和分
布区的急剧扩大! 通过常规的监测工作已经难

以准确估算出野生朱鹮的种群数量& 一些外围
的觅食地(夜宿地和营巢地没有被及时发现并
得到有效保护& 在国家林业局第二次全国野生
动物资源调查中! 对野生朱鹮的分布区域开展
了系统的专项调查! 旨在全面掌握野生朱鹮种
群的数量(年龄结构和分布现状! 为完善朱鹮
保护管理措施并制定新的朱鹮保护规划提供
依据&

AB调查地点和方法

ADAB夜宿地调查B本次调查的范围涉及朱鹮
历年来的分布区及其周边的潜在分布地点! 包
括陕西省洋县(城固(西乡(汉中市区(南郑(勉
县(佛坪(石泉(宁陕(汉阴和太白共 $$ 个县区&

调查选择在 & *$# 月份开展! 这一时期的朱鹮
集群最大! 觅食和夜宿最为集中 "丁长青
"##%#&

野生朱鹮在游荡期"每年 / *$$ 月#集群
夜宿! 夜宿地点比较稳定! 因此! 夜宿地是开
展野生朱鹮种群数量同步调查的理想地点& 在
调查前期! 通过对历史夜宿地的回访(野外调
查(社区走访以及陕西汉中朱鹮国家级自然保
护区在各朱鹮分布地设置的信息员和当地居民
提供的信息! 初步了解上述 $$ 个县区内朱鹮
夜宿地的状况% 利用近 "# H 的时间对 $$ 个县
区进行摸底调查与核实! 准确掌握当时野生朱
鹮夜宿地的数量和位置&
ADCB同步调查B根据夜宿地的数量进行等量
调查分组! 每个调查小组由 " 人组成! 在朱鹮
返回前"$($)# 时#到达夜宿地点! 选择附近视
野开阔的制高点记录朱鹮返回夜宿地的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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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量和年龄结构"这个时期朱鹮 $ 龄以上个体
和当年的幼鸟可以从体型和羽色区分#! 直至
"$&$)# 时#该夜宿地不再有朱鹮返回(全部朱
鹮安静夜宿后结束调查& 调查小组中 $ 人使用
肉眼或双筒望远镜观察记录朱鹮每次返回夜宿
地的时间和数量! 另一人使用单筒望远镜对夜
宿树上的朱鹮进行观察统计! 根据体羽和面部
裸露皮肤颜色的差别"史东仇等 "##$#! 将朱
鹮个体分为)当年出生的幼鸟*和)$ 龄以上个
体*" 个年龄组&

为减少误差! 于 "#$" 年 $# 月 $I *$& 日
对所有夜宿地连续开展 ) 次同步调查! 将 ) 次
同步调查的最大汇总数量作为野生朱鹮的种群
估计数量&

CB结B果

夜宿地调查共发现并定位野生朱鹮的夜宿

地 ") 个& 对这 ") 个夜宿地进行了同步调查!
共记录到朱鹮利用的夜宿地 "# 个& 其中! $(
个分布在洋县! ) 个分布在宁陕县! $ 个分布
在城固县"图 $! 表 $#& 野生朱鹮种群总数的
最大统计值为 $ #&# 只! 在洋县(宁陕县和城固
县分布的数量分别占 &IO"i("O(i和 #O)i&
最大的夜宿集群数量为 $/% 只% 集群数量超过
%# 只的夜宿地共 $$ 个! 累计停歇的朱鹮占总
数的 &$OIi& 种群中当年出生的幼鸟所占的
比例为 $&O#i&

EB讨B论

过去 )# 余年间! 野生朱鹮种群由洋县向
外扩散的过程大体遵循着由近及远(先西南后
东北的规律& "# 世纪 /#(&# 年代! 随着种群数
量的增长! 朱鹮的分布范围逐渐从洋县核心分
布区向外围扩散! 并在城固县(西乡县(汉中市

图 AB野生朱鹮的夜宿地分布及夜宿种群数量
7)9DAB!"#0)5*-)>’*)%(%6()9"*-%%5*)(9 5)*#5/(0*"#-%%5*)(9 63%.X5)P#%62#33’(#% (#33’(

图中数字表示表 $ 中夜宿地的序号& _B86GAJ897=6H=2;<8789=;>65.=6 _;J>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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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ABCHAC 年 AH 月野生朱鹮夜宿地点及其夜宿种群数量的同步调查结果
!/>3#ABW%./*)%(%6()9"*-%%5*)(9 5)*#/(0*"#63%.X5)P#5%62#33’(#% (#33’(

>+ 5)&’3*/(#%’55’-2#+ )(Y.*%>#-" CHA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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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括号外数字表示全部种群数量! 括号内数字表示幼鸟数量% 未列出幼鸟数量的! 表明该夜宿地的幼鸟数量不详&
UGAJ89a=<B5G<J9;2F8<a;7<B8<5<;>9557<=6C‘>52F 7=38! 6GAJ89=6 J9;2F8<a;7‘>8HC>=6C=6H=:=HG;>7.-6 <B87=<8<B;<‘>8HC>=6C

G6AJ89a;765<C=:86 A8;6<=<=765<7G98‘>8HC=6C8K=7<8H 5965<.

区(南郑县(勉县等地相继有朱鹮的活动记录&
$&&& 年! 首次在洋县以外的西乡县发现朱鹮营
巢"丁长青等 $&&&#% "##) 年! 朱鹮首次在城
固县繁殖成功"付志超等 "##&#& 这一时期野
生朱鹮种群的数量超过 "## 只"+=6C"#$##! 在
城固县上元观镇太平村(西乡县私渡镇和沙河
镇(南郑县凤凰山水库等地已能发现较大规模
的朱鹮群体稳定活动& 受到洋县东北部秦岭山
脉的地理阻碍! 朱鹮向东北方向的扩散相对滞
后& 大约在 "### 年前后! 朱鹮渐次向外扩散
到佛坪和石泉% "##I 年! 野生朱鹮的数量已超
过 (## 只"+=6C"#$##! 种群相继扩散到宁陕(
汉阴和太白! 并分别于 "##/ 年( "##& 年和
"#$$ 年在宁陕(佛坪 "祝国军 "##&#和太白首
次发现朱鹮营巢&

本次调查的结果显示! 陕西洋县仍然是朱
鹮的主要分布地! /#i的朱鹮夜宿地和 &IO"i

的野生朱鹮种群都位于洋县境内& 自 "### 年
以来! 洋县朱鹮种群的营巢数量和出飞幼鸟数
量呈现出快速增长的态势% "##/ 年开始每年成
功营巢的数量突破 $## 巢! 出飞幼鸟数超过
"## 只& 宁陕县在本次调查中统计到野生朱鹮

"/ *"& 只! 其种群来源于洋县野生朱鹮的扩散
和宁陕再引入释放的个体及其繁殖的后代"陈
文贵等 "#$)#& 城固县是野生朱鹮在洋县以外
最早的扩散分布区! 但本次调查在城固县统计
到的朱鹮夜宿地数量和夜宿朱鹮数量有限! 可
能与城固县部分夜宿地未被发现有关& "#$)
年 / 月! 在城固县桔园镇幺庄村发现一个朱鹮
夜宿地! 栖息的朱鹮数量多达 /# 余只! 可为城
固县野生朱鹮种群数量提供参考& 另外! 本次
调查虽然未能在其他县市统计到夜宿朱鹮! 但
在调查过程中记录到或接收到朱鹮的活动信
息! 因此不能排除还有少量小型夜宿地的存
在& 据此估计! "#$" 年秋季野生朱鹮的实际数
量应为 $ $## *$ "## 只左右&

朱鹮幼鸟的存活率是影响种群数量的重要
因素& 本次调查首次全面统计了朱鹮种群的年
龄结构状况! 统计到当年出生幼鸟所占的比例
为 $&O#i! 即存活的幼鸟约有 "#I 只& 对比当
年出生幼鸟总数 )#/ 只! 可估算出截至 "#$"
年 $# 月! 幼鸟的存活率约为 (IO"i& 这一数
据可为今后朱鹮种群动态模型的建立提供参
考& 冬季食物缺乏是导致幼鸟死亡的重要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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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东仇等 $&&$J! 丁长青 "##%#! 在朱鹮幼鸟
秋季存活率数据的基础上! 开展繁殖前期的种
群年龄结构调查! 可以评估幼鸟在冬季的存活
状况&

目前野生朱鹮种群的数量和分布范围虽然
已有较大的发展! 但总体而言仍然是单一的野
生种群& 按照 -̂4U对濒危物种的评估标准!
朱鹮尚未彻底摆脱濒危状态 "丁长青 "##%#&
加强保护区外朱鹮种群及其栖息地的保护! 促
进朱鹮野生种群的稳定增长! 并加快其扩散速
度! 是朱鹮保护的有效途径和重要手段& 保护
区外! 尤其是野生朱鹮新扩散地区的环境状况
多样! 当地居民的朱鹮保护意识相对薄弱! 保
护力量不足是影响朱鹮种群稳定增长的潜在因
素! 应当引起重视并采取有效措施加以解决&
致谢!陕西省宁陕县林业局(陕西理工学院生
物科学与工程学院参与了部分野外调查! 谨此
致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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