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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 年到 "#$) 年! 每年夏天! 作者采用地图样带法对新疆木垒国际狩猎场天山盘羊 "J?#&

+;;($ @+*%,#$##的种群数量开展了调查! "#$# 年和 "#$$ 年调查区域面积为 &%O(I FA" ! "#$" 年和 "#$)

年调查区域面积为 I"O&I FA" & "#$# 年和 "#$$ 年盘羊密度分别为"$O)) l#O"&#只0FA" ("$O’& l#O%##

只0FA" % 由于狩猎活动干扰! "#$" 和 "#$) 年盘羊密度显著下降! 分别为"#O)’ l#O#/#只0FA" ( "#O"&

l#O$I#只0FA" & 在总计 % 次调查记录的 /) 群 )$& 只个体中! 大部分为雌性! 说明这一区域是雌性天

山盘羊主要的夏季栖息地& 群体大小从 $ *$I 只不等! 平均群体大小为")O/% l#O)’#只& 食物资源的

相对缺乏导致木垒国际狩猎场天山盘羊平均群体大小明显小于天山山区其他区域的种群! 而相对较高

的幼羊与雌羊比"%’O’q$###说明木垒国际狩猎场适宜盘羊生存! 为天山盘羊的理想生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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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盘羊"J?#&+;;($#为中国国家$级保护动
物! -̂4U近危级 " 68;9<B98;<868H! U_#(中国
濒危动物红皮书濒危物种 "86H;6C898H! ?U#&
该种为中亚山地特有有蹄类物种! 广泛分布于
亚洲中部地区% 在中国见于新疆(西藏(甘肃(
内蒙古(四川(宁夏等省区"T;99=78<;>."##/#&
新疆是盘羊的主要分布区! 广泛分布于境内各
山地! 包括阿尔泰山(准噶尔西部山地(天山(
帕米尔高原(昆仑山和阿尔金山等山脉"V;58<
;>."#$$#& 由于盘羊的分布广! 对其亚种的划
分有不同看法! 但都认为分布于东天山山区的
盘羊为天山亚种 "JI+I@+*%,#$## "余玉群等
$&&&! X8H5786F58<;>."##’#&

新疆东天山山区是天山盘羊的典型分布
区& 然而到目前为止! 对于这一地区盘羊的研
究仅有高行宜等 "$&&I#的一篇报道& 作者于
"#$# *"#$) 年的夏季对这一地区的天山盘羊
种群开展了调查! 以期为后续研究与保护工作
提供基础数据! 为该地区天山盘羊的保护与管
理提供决策依据&

AB研究区概况

木垒国际狩猎场位于新疆木垒县南部天山
山区"%)g)#f*%)g%$fU! &$g$’f*&$g%#f?#!
为新疆对外开放的国际盘羊狩猎场之一! 面积
约 )## FA"! 海拔 $ %%# *" "## A& 调查区山势
陡峭! 山体剥蚀严重! 多裸岩存在! 为当地牧
民的冬季牧场! 其他季节无人类活动干扰& 气
候寒冷干燥! 年降水量不足 $’# AA! $ 月份平
均气温约为 e$’h! I 月份平均气温约为 "#h
左右"高行宜等 $&&I#& 研究区为典型的荒漠
植被类型! 植被分布稀疏! 物种组成简单! 灌
木主要有蔷薇 "6(&+ 7EE.#( 麻黄 "BA"%2*+
7E.#( 沙 拐 枣 " !+,,#/($); 7E.#( 锦 鸡 儿
"!+*+/+$+ 7E.#(假木贼 "7$+=+&#&7E.#等! 草
本植物主要有针茅 " 94#A+ 7E.#(羊茅 "M%&4)3+

7E.#(芨芨草"73"$+4"%*);&A,%$2%$&#等种类&

CB研究方法

考察采用地图样带法调查 "龚明昊等
"#$##! 调查样线一般为山谷! 长度因山谷而
异& 野外考察时间为 "#$# 年到 "#$) 年的夏
季! 以 "#$# 年第一次调查的样带起止点作为
以后每次调查的起止点& 每天把调查人员分两
组! 每组考察一条样带& 为避免重复记录! 两
个组沿相反方向前进& 调查区域共计 ( 条样带
"表 $#! 用 ) H 完成野外考察& "#$$ 年调查样
带与 "#$# 年调查的样带完全重复& "#$" 年和
"#$) 年考察时间为 " H! 放弃了对样带 ’ 和 (
所在山谷的考察"表 $#& 调查时驾车或徒步匀
速行进! 用双筒望远镜"\=65K]j$# d%" ]L#
搜索山谷两侧的盘羊! 每隔 % *’ FA停车用 "#
*(# 倍单筒望远镜 "n;9>S8=77+=;725E8/’_!

XQ#环视扫描! 发现目标后记录相关参数$ 经
纬度(与盘羊群的距离(与样线的夹角(盘羊的
数量! 并尽可能地辨别群中每个个体的性别和
年龄& 与盘羊群距离采用激光测距望远镜
"]57A;QM@$’###测定&

从 网 址 B<<E$0079<A.27=.2C=;9.59C0
R?Q?4_-,U0=6EG<4559H.;7E 下载 V85_-X数据!
得到研究区 +?\地形! 将每条样线两侧山脊
所辖地域作为每条样带的范围 "龚明昊等
"##I! "#$# #! 运用 V>5J;>\;EE89$%O$ 软件
"V>5J;>\;EE89R5‘<a;98QQ4#分析计算各样带
面积& 用每条样带上见到的盘羊数量除以样带
的面积! 计算得到各样带上盘羊的密度"盛和
林等 $&&"#! 每条样带种群密度N#计算公式为
"龚明昊等 "##I! "#$##$ N#ND#O7#! D#为每
条样带所记录的盘羊数量! 7#为样带面积& 调
查区盘羊密度 %N#为各样带密度的算术平均值!

即 %N#N&
$

$
N#O$! $ 为样带数& 文中数据采用平

均值 l标准误的形式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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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B结B果

"#$# 年考察共记录盘羊 )) 群 $#& 只!
"#$$ 年记录 )& 群 $(/ 只! "#$" 年记录到 I 群
)# 只! "#$) 年仅记录到 % 群 $" 只 "表 $#& %
年调查得到的盘羊密度! 采用 \;66@ZB=<68bE
检验比较年际间的差异! "#$# 年和 "#$$ 年相
对较高! 年际间无显著差异 ".N#O$(! DN
#O/I#% "#$" 年盘羊密度下降! 显著低于 "#$#

年".N"O$)! DN#O#)#和 "#$$ 年".N"O’(!

DN#O#$#% "#$) 年盘羊密度低于 "#$" 年! 但

无显著差异".N#! DN$#&

从 "#$# 年至 "#$) 年连续 % 年的夏季考察

中! 共记录盘羊 /) 群! )$& 只个体! 群体大小

$ *$I 只 "图 $ #& 其 中! 雄 性 盘羊 $$ 只

")O%i#! 雌性 $I( 只 "’’O"i#! 幼羊 /# 只

""’O$i#! 以及无法鉴别性别和成幼的 ’" 只

"$(O)i#! 平均群体大小为")O/% l#O)’#只0

群& 雌雄性比为 $##q(O"’! 幼羊与雌羊比为

表 AB木垒国际狩猎场天山盘羊统计结果
!/>3#ABO#5’3*5%6=-9/3)5’-2#+ )(<%-)L(*#-(/*)%(/3M’(*)(9 N-%’(0

图 AB木垒国际狩猎场天山盘羊群体大小的分布
7)9DAB!"#=-9/3)9-%’:5)P#)(<%-)L(*#-(/*)%(/3M’(*)(9 N-%’(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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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q$##& 在能够分辨出性别和成幼的 I% 群
中! 分为雄性群 "$# 群共 $$ 只个体#(雌性群
")$ 群共 I# 只个体#和母子群")) 群共 $/( 只
个体#! 雄性群平均大小为 "$O$# l#O$##只!
雌性群平均大小为""O"( l#O")#只! 母子群平
均大小为"’O(% l#O(##只&

FB讨B论

"#$# 年和 "#$$ 年的调查结果表明! 木垒
国际狩猎场具有可观的盘羊种群数量! 然而!
从 "#$" 年开始木垒国际狩猎场天山盘羊种群
数量锐减& 通过与当地林业部门沟通! 作者了
解到$ 自 "#$$ 年末开始! 木垒县政府以为建设
中的县博物馆提供标本为名在这一狩猎场开展
了持续狩猎& 由于执行人员并非专业狩猎人
员! 成功率较低& 因此! 虽然博物馆标本需求
数量不大! 但频繁且持续时间较长的开枪仍将
多数盘羊驱赶出研究区! 导致盘羊种群密度和
记录的个体数在 "#$" 年和 "#$) 年显著下降&
即便如此! 这一地区盘羊密度仍与国内其他狩
猎场相近! 如甘肃国际盘羊狩猎场盘羊密度为
#O)/& *#O%/" 只0FA" "刘楚光等 "### #& 然
而! 木垒国际狩猎场自成立以来仅开展过一次
商业狩猎活动! 狩猎压力远低于甘肃国际狩猎
场! 因此! 为了减少对该区域盘羊种群的干
扰! 类似狩猎活动应由专业人士开展! 并尽量
压缩时间&

木垒国际狩猎场盘羊夏季的群体大小为 $
*$I 只不等"图 $#! 除独羊出现频次较高和最
大群体的个体数量稍小外! 本研究结果与蒙古
戈壁地区盘羊群体大小分布的 结果相近
"L8;H=6C8<;>.$&&I#& 研究区天山盘羊平均
群体大小为")O/% l#O)’#只! 远低于夏季中天
山地区天山盘羊的平均群体大小 " $#O#% *
$$O"#只"余玉群等 "####& 这是由于中天山地
区盘羊分布于海拔 ) ### *% $## A的亚高山(
高山高寒草甸草原"余玉群等 "####! 其植被
的基础生物量和食物资源量远远高于木垒国际
狩猎场的荒漠植被类型! 因而能够支撑较大的
盘羊群& 尽管大的群体具备降低个体被捕食概

率等优势"4;958<;>."##%#! 但大的群体同时
亦降低雌性有效采食"\5>:;98<;>.$&&%#! 进
而影响幼体的发育"]599=878<;>."##/#& 研究
区母子群占群体总数的近 %#i! 因此平均群体
大小较低& 作者认为这种群体大小是对戈壁地
区严酷自然环境的适应! 木垒国际狩猎场所处
地区为荒漠植被类型! 食物资源相对匮乏! 大
的群体会增加群体内部个体间的食物竞争&
L8;H=6C等"$&&I#也认为! 环境条件的差异导
致蒙古戈壁地区盘羊平均群体大小")O’ *’OI
只#明显小于蒙古阿尔泰地区盘羊的平均群体
大小"&OI *$%O’ 只#&

调查发现木垒国际狩猎场的雄性盘羊数量
明显偏少! 雌雄性比为 $##q(O"’! 而 $&&) 年 )
月的调查结果雌雄性比为 $##q/)O)"高行宜等
$&&I#& 我们认为导致这一差异的主要原因是
调查季节的不同& 盘羊属于同性聚群的物种!
夏季雌雄分群现象明显 "]>8=2B 8<;>.$&&I!
LG2F7<GB>$&&/#& 本调查历时 % 年! 均在夏季
( */ 月展开! 未发现有混合群! 雌雄分群现象
明显& 很多研究表明! 盘羊混合群主要出现在
冬季! 其他季节很少有混合群出现 "郑杰等
$&&#! 余玉群等 "###! n>=2B 8<;>."#$# #&
$&&) 年 ) 月在这一狩猎场的调查发现有一半
的群体为混合群 "高行宜等 $&&I#! 导致雄性
被充分记录到& \;=6 等 "$&&(#认为! 不同的
能量需求导致一雄多雌交配体制的有蹄类动物
在非繁殖期雌雄分离! 例如北美的加拿大盘羊
"JI3+$+2%$&#&$%,&($## "]>8=2B 8<;>.$&&I#和
喜马拉雅山区的西藏盘羊 "JI+I"(2/&($##
"R=6CB 8<;>."#$##& 调查中记录的盘羊大部
分为雌性群和母子群! 表明木垒国际狩猎场为
非繁殖期雌性盘羊的主要栖息地和育羔地& 另
外! 也可能与狩猎压力下! 雄性盘羊更加警觉
不易被发现有关& 例如! L8;H=6C等"$&&I#认
为由于雄性更加警觉(难以发现! 导致研究结
果中蒙古戈壁盘羊雄性明显少于雌性&

冬季的营养和食物胁迫能够导致怀孕雌性
妊娠终止或流产! 从而导致动物的繁殖成功率
降低 "_B5A;7$&/"! V;<878<;>.$&/(#& 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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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现幼羊与雌羊的比为 %’O’q$##! 明显高于新
疆其他地区"平均为 )#q$### "罗宁等 $&&/#!
与生活在吉尔吉斯斯坦的天山盘羊 "’$q$###
接近"n>=2B 8<;>."#$##! 说明木垒国际狩猎场
盘羊繁殖成功率较高& 在经历严寒的冬季以及
食物缺乏的春季后! 夏季木垒国际狩猎场仍有
近 ’#i的成年雌性盘羊育羔成功! 说明这一地
区适宜盘羊生存! 为天山盘羊的理想生境& 然
而! 木垒国际狩猎场同时也是当地牧民的冬季
牧场! 冬季大量的家畜会与盘羊争夺食物资源
和栖息地& 因此! 为了保证狩猎场的可持续经
营和盘羊种群的可持续利用! 应当减少狩猎场
范围内冬季家畜数量! 并在狩猎收益分配上给
与牧民适当的补偿! 以提高牧民保护动物的积
极性&
致谢!野外考察得到了木垒哈萨克自治县林业
派出所赵军所长(艾赛提警官的大力帮助% 中
国国家地理科考志愿者张晓明先生(罗瑶绮女
士和杨云英女士以及刘天然(刘悦(王承仰(周
豆豆(周亦扬和邹其翰同学参与了野外考察!
在此表示衷心的感谢&

参!考!文!献

]>8=2B j 4! ]5ab89L _! Z8B;G786 [+. $&&I. R8KG;>

78C98C;<=56 =6 A5G6<;=6 7B88E$ L875G928759E98H;<=56.

Z=>H>=‘8\565C9;EB7! $)%$ ) e’#.

]599=874! Q;968b?! QG M! 8<;>."##/.457<75‘C95GE 7=38$

>5a89H8:8>5EA86<;>;6H 98E95HG2<=:89;<87=6 >;9C89C95GE75‘

>8;‘A56F8b7.]8B;:=59;>?25>5Cb! $&"(# $ $$/( e$$&$.

4;95_\! V9;B;A 4\! R<56894[! 8<;>."##%.MH;E<=:8

7=C6=‘=2;6285‘;6<=E98H;<59J8B;:=5G9=6 ;9<=5H;2<b>7.M6=A;>

]8B;:=5G9! (I""# $ "#’ e""/.

X8H5786F5Mn! ]>;6F + M."##’.J?#&+;;($.\;AA;>=;6

RE82=87! II)$ $ e$’.

V;5W p! WG Z W! p;6CZ n! 8<;>."#$$. R<;<G7;6H

H=7<9=JG<=56 5‘G6CG>;<87=6 W=61=;6C! 4B=6;.[5G96;>5‘M9=H

Q;6H! )"$# $ %& e(#.

V;<874 4! MH;A238a7F=[! \G>H897L. $&/(. Y5EG>;<=56

Hb6;A=27! a=6<89825>5Cb;6H 752=;>59C;6=3;<=56 5‘25;<7

=7>;6H 2;9=J5G.M92<=2! )&")# $ "$( e""".

T;99=7L]! L8;H=6CL."##/.J?#&+;;($"-̂4U"#$).-̂4U

L8H Q=7<5‘_B98;<868H RE82=87.j897=56 "#$)."./?]0

,Q0./"#$)@$"@#$0.B<<E$00aaa.=G2698H>=7<.59C.

n>=2B +! \;C5A8H5: \ L. "#$#. MJG6H;628! E5EG>;<=56

7<9G2<G98;6H 78;756;>>b2B;6C=6C752=;>59C;6=3;<=56 5‘;9C;>=

J?#& +;;($ @+*%,#$# =6 Z87<@486<9;> _=;6@RB;6 5‘

nb9Cb37<;6.M2<;_B89=5>5C=2;! ’’"$# $ "I e)%.

\;=6 \]! Z82F89>bXZ! ]>8=2B j4.$&&(.R8KG;>78C98C;<=56

=6 G6CG>;<87$ 68a H=982<=567 ‘599878;92B. [5G96;>5‘

\;AA;>5Cb! II""# $ %%& e%($.

\5>:;9?\! ]5ab89L_.$&&%.457<7;6H J868‘=<75‘C95GE >=:=6C

=6 ;98286<>b752=;>G6CG>;<8$ <B8M>;7F;6 A5578.[5G96;>5‘

\;AA;>5Cb! I’")# $ ("$ e()#.

L8;H=6CLY! MAC;>;6J;;<;9R! \=KT! 8<;>.$&&I.M9C;>=J?#&

+;;($ 7G9:8b7=6 \56C5>=;f7R5G<B V5J=.,9bK! )$"%# $ "/’

e"&%.

LG2F7<GB>n?.$&&/.X59;C=6CJ8B;:=5G9;6H 78KG;>78C98C;<=56

=6 J=CB596 7B88E.M6=A;>]8B;:=5G9! ’("$# $ && e$#(.

R=6CB U [! ]5686‘;6<4! p52253U V! 8<;>."#$#.R8KG;>

78C98C;<=56 =6 ?G9;7=;6 a=>H 7B88E.]8B;:=59;>?25>5Cb! "$

""# $ %$# e%$/.

_B5A;7+ 4.$&/"._B898>;<=567B=E J8<a886 ‘89<=>=<b;6H ‘;<

98789:875‘E8;9b2;9=J5G.4;6;H=;6 [5G96;>5‘S55>5Cb! (#

"%# $ ’&I e(#".

高行宜! 姚军.$&&I.新疆天山东部的盘羊.野生动物! $/

"%# $ )/ e%#.

龚明昊! 张建军."#$#.荒漠地区野生动物调查方法探讨$ 一

种新的调查方法介绍.四川动物! "&""# $ )$I e)"%.

龚明昊! 戴志刚! 曾治高! 等."##I.新疆塔什库尔干自然保

护区马可波罗盘羊种群数量和栖息地初步调查.兽类学

报! "I"%# $ )$I e)"%.

刘楚光! 陆军! 余玉群! 等."###.甘肃省国际盘羊狩猎场的

管理与综合评估.生物多样性! /"%# $ %%$ e%%/.

罗宁! 谷景和! 艾热提! 等.$&&/.新疆盘羊种群结构和资源

现状.自然资源学报! $)"$# $ %( e’$.

盛和林! 徐宏发.$&&".哺乳动物野外研究方法.北京$ 中国

林业出版社.

余玉群! 刘楚光! 郭松涛! 等."###.天山盘羊集群行为的研

究.兽类学报! "#""# $ $#$ e$#I.

余玉群! 史军! 刘楚光! 等.$&&&.新疆盘羊"J?#&+;;($#的

地理分布特征.生物多样性! I"%# $ "I# e"I(.

郑杰! 朱申武.$&&#.青海省布尔汗布达山盘羊的一些生态资

料.兽类学报! $#"%# $ )#% e)#I.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