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仅收购几千斤，使产需矛盾越来越大。部分地 

区 ，个别 、̂在捕捉时，竟使用毒饵 、毒药，进行绝 

灭性 的捕杀，这不仅对中国林蛙资源是一种破 

坏 ，也是对其它生存在这一环境中的生物是一 

种危害，不仅如此，如果毒杀的林蛙投入市场， 

既有损国家利益 ，又给人民身体健康带来不应 

有的危害。 

中国秫蛙作为动物资源之～，具有一定的 

再生能力 只要我们加强保护其栖息环境，减少 

水质污染 开发利用适度，并加以人工抚育，就可 

以达到永续利用之 目的。因此可在其主要产地， 

选择适应于中国林蛙栖息和繁殖的环境，建立 

以中国林蛙为主要保护对象的自然保护区。在 

保护区内，严禁捕杀，尽量减少火们在保护区内 

的经济活动，消除一切不利于中国林蛙生长繁 

殖的因素，同时开展深人的科学研究，进行多学 

科 的科学试验，建立切合实际的保护措施和规 

章制度。在保护区外 生产区进行襟人细致的 

谓查研究，根据本地区中国林蛙资源的蕴藏量， 

制定出该地区中国株蛙赍源的 最 大 利 用 强度 

(捕捉量)，以保证其维持种群繁衍后代的数量， 

并在 此基础 上，加 以 人工抚 育和半野 生饲 养 ，增 

加本地的中国林蛙种群数量。有条件的地区和 

部门 ，可以深入地研究中国林蛙的人工饲养，驯 

化及生物学基础 ，解决目前在饲 养中存在的 司 

题，培育出优质、高产的中国林蛙品种，使这一 

名贵的中药材资源得到充分的利用。当然要达 

到这一 目的还存在着许多困难，但是，只要经过 

艰苦的努力 ，多方的台作，是能够办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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驼 鹿 

绦 学 良 
(黑龙江省博物谊) 

驼鹿 (Alees aloes)也叫麇。 俗称捍达 

郭 、四不象等。世界上有七个亚种，分布于欧 、 

亚和北美。 我国有两个亚种： 小兴安岭亚种 

(A1．ces．a．camelold~f)主要分布于小兴安岭 

林区及其附近。大兴安岭亚种 (aloes．a．pfi- 

zanmeyeri)主要分布于大兴安岭林区 及 其附 

近。据 1975年调查统计，我国约有 1．8万头驼 

鹿。尽管资源有一定的积蓄量，但由于森林环 

境的破坏及过度狩猎(特别是盗猎)的破坏，资 

源数量正在下降，分布区也在缩小。为此，国家 

B将驼鹿列入第三类睬护动物。 

· 4B · 

一

、 驼鹿的形态和生态特点 

驼鹿的体重在 4OO一600斤，大者近千斤。 

四肢长。头长、唇部彭大。体为棕或橡褐色。体 

色长而脆，中空，保温性好。这些特点有利于它 

们在寒冷地区生活及在沼泽中活动。 

栖息环境 据我们在大、小兴安岭的观察， 

驼鹿是一种森林动物。 它喜欢在下术 丰 富 的 

针阔混交林的阔叶林或阔叶混交林的幼林 中活 

动。经常出现在采伐迹地、火烧迹地上的次生 

林中。 特别是山杨林或幼年柳林的地方栖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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犀牛 、猛犸象的分布区相仿。大约在北纬 38。左 

右的森林草原地区。内蒙古自治区磴口县阿贵 

掏 发现的驼鹿岩画(大约 4000年前的青铜器时 

代 ，位于北纬 {0。左右)(差山林，1 983)进一步 

证 实了这一推想。但是我国驼鹿化石仅发现于 

东北地区的安图 、榆树、哈尔滨的晚更新世地层 

率 ，化石的最南界约在北纬 43。5。 据宋代古籍 

记 载 (大约 lO—l1世纪)驼鹿分布于“北方戎 

狄 地区。“北方戎狄 当指黄河以北少数民族 

集居的山林中，据《黑龙江外记》、《盛京通志》等 

书记载(大约 l7一 l8世纪)席百北(黑龙江省豢 

康县塔子城以北)的地区和宁古塔 【今宁安县) 

及松花江以北的地区分布有驼鹿(大约北纬¨。 

以北 现在我国驼鹿分布的南界，西部在呼伦 

贝尔盟阿尔山地区 ，东部在黑龙江省的汤原县。 

大约北纬46--47。左右。但驼鹿的集 中分布区 ， 

已移到北纬 50~以北的地区 ，可见驼鹿在我国 

的分布区 、正日渐向北收缩 (觅图 1)。 

囝 。 中国驼 鹿 分布示 意 圈 

^ 化石分布地点 々现代分布区 审历史井布区(晚更新世) 

根据 197{一l976年黑龙江省珍贵稀 有 野 

生动勒调查统诗。我国约有 1．8万头驼鹿。 笔 

者认为这个数字显然误差过大。原因是路线统 

计时重复率过高。如果我们按重复率 5瞄 计算 

那么，我国有九千头驼鹿。 其数复已经相当可 

观。 我国稚鹿现在主募分布于下列四个地区。 

(1)分布数量最多的地区为内蒙古自治区呼伦 

贝尔盟盼珂里阿、甘河、克一河等地。(2)大兴 

安 岭地区的呼玛 、十八站、呼中等地。(3)黑柳 

地 区的孙具、黑河等地。(4)数量最少的地区为 

伊春地区、斩青，鸟遇岭等地。 

· ．SO 

三、驼鹿分布地区缩小的原因 

我国驼鹿的分布区，从晚更新世的北纬38。 

退缩到今天的北纬 46--47。以北的地区，总共 

大约退缩了 lo。左右。其基本原因在于气候条 

件的变化。 从哈尔滨荒山晚更新世顾乡屯组、 

吉林榆树 、安图的孢粉赴析来看。木本植物珀粉 

依次为 44．8眄，74．8％ 和 35．4弼；草本植物孢粉 

依次为 53啄、40％和 48徭。据 此推测，当时的环 

境，森林占 l／3—2／3，草原占 】／3—1／2，还有一 

些水生植物孢粉，说明有相 当部分的池沼。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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候处于冷泣阶段。晚更衢世之后气候转暖，植 

教 发生复化，池沼干涸，谊 使驼鹿生活地区向北 

迁移，驼鹿的分布区也向北收缩o 

2．原始人不知爱惜资源，他们常采用集体 

嗣 猎的方法，把大批的驼鹿一齐赶下崖岸，造成 

很 大的资源浪费。某些学者认为，在新石器时 

代 已经出现了生态危机，使许多动物，其中包括 

相 当强大的拉毛犀牛 、猛犸象等濒危或灭绝，人 

类遗址中驼鹿骨骼化石的出现，说明驼鹿也是 

当时重要的狩猎对象。既然凶猛的猛犸象由于 

狞 猎已处于濒危状态，性情温顺的驼鹿的状况 

也 就可 想而 知 了。 

3．人口增长，大批居民向北迁移，建屋辟 

翔 ，大面积的森林遭到破坏，使驼鹿失去了饲料 

与 藏身之鲍。据记载从 177l— L781年，吉林、 

黑龙江两省 l0年阅1人口增加了近 t．9倍。另又 

记载呼兰、巴彦等地，从 l878一 I88．3年，五年 

间，荒地开垦增加了 52倍。而且据《绝域纪略》 

记载宁古塔(今黑龙江省宁安县)多用“火田法 

(I660年)。 可见由于人口的增加 ，对森林资源 

的破坏相 当严重。乱猎也是驼鹿种群衰落，分 

布收缩的原因之一。据《竹叶亭杂记》(17世纪) 

记载。驼鹿皮可以做“半臂衣”，可御抢，“关东 

兵率多衣之。 角可以为 “射蝶 (射箭用的指 

搬)，鼻子与猩唇相比美，是珍馐美昧。 这些经 

济 、军事价值给驼鹿的生存带来了严重威协。至 

今我国的鄂伦春、鄂温克民族 ，仍以经济为 目的 

猎取驼鹿，尽管限制狩猎数量，但往往超常猎 

取 ，危害驼鹿种群繁荣。 

l辨4举我对黑龙扛省黑柯地区收购的驼鹿 

囊 ， 曩河蕾区驼■ ^的年■较毳 (1984年) 

、 、

、＼  枝 教 

＼  ， 5 6 (特舟)14疋以上 
曩 目 、、、 ＼  

角昀只教 J2 25 q n 9 3 3 

歇舟数 4 I7 2O 9 4 一 一 J  

8 l0 4 2 一 一 蕞措杀妁鸵雇璺=数 _ 

角 ，进行了统计和研究(见表 3)。袁 3中三叉驼 

鹿 角最 多《约 四龄)。其次 ，是四叉的驼鹿(约五 

嫱争)，两叉的驼鹿(约三龄)占第三位。四龄驼鹿 

已经进入蘩殖期。 在黑河地区数量最多。 被 

猪杀的也最多。被猎杀占第二位的是三龄的驼 

鹿，即剐进入繁殖年龄的驼鹿。 第三位是五龄 

的驼鹿，(已达到成熟的年龄)。由上可见，黑河 

地 区主要的猎杀对象，是进入繁殖期和剐进入 

繁殖期的驼鹿。显然，这对种群韵繁荣是不利 

豹。常此以往 ，必将导致驼鹿种群的衰落，甚至 

绝灭。由此可知，长期无计划的狩猎，必然会破 

坏驼鹿种群的自然增长率，导致资源枯塥，分布 

区缩小。 

四、驼 鹿 的 保 护 

我国的驼鹿到了必须认真保护的境地。否 

舅{I，驼鹿资源的枯竭将是指 日可待的。为此。国 

家采取了以下保护措施。 

l-法定为国家保护动 物。 1985年覆国公 

布了珍贵稀有动物保护名录。驼鹿被列入二类 

保护动物。l 987年 7月国务院环境保护委员会 

进一步公布了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 物名录》把 

驼鹿划为二级保护动物。 

l三建立自然保护区。据 1987年统计，我国 

有自然保护区 384个。尽管没有建立驼鹿 自然 

保护区，但这些保护区中有三个有驼鹿分布。即 

呼中自然保护区 、库尔滨自然保护区、呼玛坷自 

然保护区。 

3．实验人工驯养。 驼鹿的驯养，开始得很 

阜，大约在新石器时代。 我国开始于 60年代， 

没有成功。 70—80年代又开始人-r'~rl养也 没 

有成功。因此，人工驯养驼鹿仍是一项研究项 

目。 

综上所述，我国的驼鹿保护‘虽然取得 了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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