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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研究在 "#$" 至 "#$’ 年进行两次调查! 采用样带法和样方法在阿尔金山自然保护区东部

"’Hr$(b)’Hr"’b4! &#r$$b)&#r"#b8#对藏野驴"M;))&P#+$/#*野牦牛"<(&/*)$$#%$&#的分布及其栖息

地进行调查! 共设置 ’ 条样线"总长达 $%*I& G:#和 $"/ 个样方& 调查发现! 藏野驴主要集中于伊协克

帕提附近的荒漠草原! 而野牦牛的主要栖息地位于沙山附近的阿坝堤坝草场& 通过 d;@F?[=5?A和

T2;_<;选择系数以及主成分分析! 对藏野驴和野牦牛对不同环境因子"包括植被类型*植被盖度*草本种

类数*土壤 ZP*海拔*坡度*坡向*水源#的选择性以及各因子在物种栖息地选择的重要程度进行研究!

同时利用独立 V检验分析两物种之间的环境变量选择差异性& 结果表明! 藏野驴倾向选择植被盖度小

于 H#J! 坡度 "r)(r的南坡! 海拔 ’ /## )% ### :! 土壤 ZP/I# )/I( 的高寒荒漠生境%野牦牛则偏好

选择植被盖度大于 H#J! 坡度 (r)$(r的东坡或者北坡! 海拔 % "## )% *## :! 土壤 ZPHI# )/I#! 与水

源距离小于 $ ### :的高寒荒漠草原以及沼泽草甸生境%影响藏野驴生境选择的主要因子为植被类型和

坡度! 而影响野牦牛生境选择的主要因子是植被盖度%虽然藏野驴和野牦牛在资源利用上存在部分重

叠! 但它们对栖息地植被盖度*植被高度*海拔和坡度的选择存在显著差异性"No#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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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栖息地与动物的各种行为*种群动态及群
落结构密切相关! 对野生动物的生存*发育*繁
殖至关重要& 物种对栖息地 "特定的生态位#
具有一定的要求! 而自然栖息地并不是均匀一
致的! 其空间异质性越高! 就能允许更多的物
种共存"P;[[<B?X;=.$&//#& 物种的空间分布
除了受资源环境的影响! 同时也受其他物种对
生境选择的影响"K=;a:;@ ?X;=."##*#& 因此!
对于同域聚集的物种而言! 在一定的资源条件
下! 它们或表现出高度的空间重叠! 或通过种
间竞争形成空间隔离"P?@=?‘?X;=."##H#& 目
前! 共存有蹄类物种的生境要素0生态位分化
作为群落生态学的研究重点! 引起了不少国内
外学者的关注& P?@=?‘等 ""##H#利用多元分
析方法研究内盖夫荒漠上亚洲野驴 "M;))&
"%?#($)&#与小鹿瞪羚"R+H%,,+ =(*3+&#的分布模
式与其相应环境参数之间的关系来比较两者生
境利用的差异%7?@9T>;>;[等"$&//#整合多元
回归分析法和对应分析比较南非自然保护区
$# 种有蹄类动物的生境选择& 此外! 部分学
者采用 c5?>=?s <̂XX?@>5\B?生境选择系数"申
定健等 "##&#*d;@F?[=5?A和 T2;_<;选择系数
"吴鹏举等 "##*#等指数来衡量物种对生境的
偏好"7‘?[B?X;=.$&/%#&

藏 野 驴 " MK P#+$/ # 和 野 牦 牛 " <(&
/*)$$#%$&#是青藏高原的特有物种& 近几十年
来! 中国政府先后建立了阿尔金山*羌塘*可可

西里和三江源等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以保护藏
野驴*野牦牛等高原野生动植物及其生境& 阿
尔金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位于新疆东南部! 与
西藏*青海两省交界! 是青藏高原地区建设时
间最长的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在高原野生动植
物及其生境保护方面起到了极为重要的作用&
迄今为止! 对青藏高原地区藏野驴和野牦牛的
研究主要集中在数量调查以及食性分析方面
"T2>;==?[?X;=.$&&*#& P;[[<B等"$&&&#对分布
在野牛沟地区的 藏 野 驴* 野 牦牛* 藏羚羊
"N+$4"(,(2&"(=/&($##等高原有蹄类野生动物
的数量变化进行了对比研究%e<@A等""##H#对
西藏羌塘地区的野生动物进行了冬季调查& 在
阿尔金山保护区内! 7\X=?[等 "$&/*#*李增超
等""##*#对有蹄类数量进行过调查和简单的
统计分析! P;[[<B等"$&&(#*T>[?BX>;等""##(#
和曹伊凡等""##/#以食物利用途径分析不同
物种营养生态位的分离和重叠& 但是! 自然条
件十分恶劣的阿尔金山自然保护区内藏野驴和
野牦牛的种群分布及其生境选择的研究尚属空
白& 事实上! 对于这两种同域存在的大型有蹄
类草食动物! 其栖息生境的研究与保护不仅关
系到物种的生存和繁衍! 更关系到整个高原生
态系统物种多样性的平衡与稳定& 本研究以阿
尔金山自然保护区东部为研究区! 利用主成分
分析法! 提取影响藏野驴和野牦牛分布的关键
环境因子! 确定两个物种对环境因子占有的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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异和重叠程度! 探讨其在夏季生境选择上的竞
争和共存关系! 旨在为这两种野生动物栖息地
的保护管理提供理论依据&

AB研究地区与研究方法

ACAB自然概况B研究区位于阿尔金山自然保
护区东部! 即东昆仑山的北支祁曼塔格山脚下
的凹陷盆地东缘地区 " ’Hr$(b)’Hr"’b4!
&#r$$b)&#r"#b8#! 平均海拔 % ### :左右! 面
积约为 H (## G:"& 研究区在景观上具有高寒
荒漠向高寒草原过度的特征! 自然条件严酷!
年平均气温 #k左右! 年降水量约 ’## ::! 主
要以固态形式降落! 日照强度大! 蒸发量强!
气压偏低"李增超等 "##*#& 研究区域包括高
寒草甸*沙化草原及荒漠! 植被类型贫乏! 群
落层次结构简单! 种类组成十分贫乏! 生物生
产力较低 "崔大方等 $&&/#& 研究区植物群落
的主要优势物种为紫花针茅" @4#2+ 2)*2)*%+#*
粗壮嵩草"7(9*%&#+ *(9)&4+#! 常见的伴生种有
昆仑苔草"!+*%LP)$,)?&+$$&#&#*葜草"7(%,%*#+
3*#&4+4+#*镰形棘豆 "FL04*(2#&-+,3+4+#*垫状驼
绒藜 "!%*+4(#=%&3(?2+34+#*单头亚菊 ":E+$#+
&3"+*$"(*&4###* 珊 瑚 补 血 草 " 8#?($#)?
3(*+,,(#=%&#*无叶黄芪 ":&4*+/+,)&,+&#(2,0,,)&#*
黑毛凤毛菊 " @+)&&)*%+ "02&#2%4+ #*异叶青兰
"S*+3(3%2"+,)? "%4%*(2"0,,)?#* 匍 匐 水 柏 枝
"Q0*#3+*#+ 2*(&4*+4+#等& 草层高度多在 ( )"#
2:! 盖度 $#J )’#J! 部分地区可达 *#J )
/#J "袁国映等 $&&##&
ACGB研究方法
ACGCA!野外调查!"#$" 年 ( 月和 "#$’ 年 *
月! 在阿尔金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东部伊协克
帕提草场至喀尔墩草场一带观察藏野驴和野牦
牛的行为活动以及调查其栖息地& 在调查之
前! 首先通过访问当地管理局确定这两种有蹄
类动物的大致分布区! 同时结合前人的调查研
究! 选取如下 ’ 条样带! 伊协克帕提中心站9阿
坝提拔草场! 伊协克帕提中心站9卡尔丘喀草
场! 伊协克帕提中心站9喀尔墩草场"图 $#& 调
查时驾车以 $( G:0> 的速度匀速前进! 观测点

到动物群体中心的距离通过肉眼进行估测! 并
限定在离道路 " G:内的范围& 通过照片或 /
l’# 倍双筒望远镜直接计数种群数量"即同一
位置的物种数量总和! 而不同群的数量变化范
围即所记录的群规模范围#并下车测量记录下
当时车辆的行进方向! 同时用全球定位系统仪
"ReT! R;[:<@ ReTLOe*#6Ti! 北京佳明航电
公司#定位车的位置! 结合车辆行进方向以及
离动物群体距离估测动物位置! 为避免重复计
数! 每条样带的记录在一天内完成& 在发现藏
野驴和野牦牛的地点! 随机设置 ’ 个直径为
*# :的圆形大样方! 确保大样方之间的最小距
离在 $## :以上& 采用 P;@G<@B等""##%#提出
的方法在每个大样方中按 $"#r夹角设置 ’ 条
样线"图 "#! 在每条样线的一端设置 $ :l$ :
的小样方! 进行物种栖息地植被测量& 记录小
样方中植物物种组成! 测量植被平均覆盖度和
高度"张泽钧等 "##"#! 并取小样方中 #I( :l
#I( :的面积齐地面剪下植物! 称其鲜重! 烘
干后称其干重& 以此分析藏野驴以及野牦牛的
栖息地植被特征& 同时! 在对应的大样方中!
采取 ’ 个重复土壤剖面& 由于高寒荒漠地区植
被根系较浅! 土层轻薄! 故主要利用机械取样
法采取表面三层土样$# )( 2:*( )$# 2:*$# )
$( 2:& 测定土壤 ZP并取其平均值& 两次调
查中共设置大样方 $"/ 个! 其中 /% 个被藏野
驴所利用! (% 个被野牦牛利用&
ACGCG!数据分析及处理!以 $M(# ### 地形图
为基础建立调查地区的数字高程模型 " F<A<X;=
?=?_;X<5@ :5F?=! +8L#! 并在此基础上生成坡
向";BZ?2X#和坡度 "B=5Z?#的 +8L& 结合栖息
地调查获得的数据以及对物种出现的痕迹点的
记录! 利用 O[2R-T 软件分析物种出现点的地
形等因子数据"坡度*坡向#&

结合野外调查以及地理信息系统技术获取
的数据! 本文选取 / 个与栖息地相关的环境因
子进行分析! 包括食物变量"植被类型*植被盖
度*草本种类数#*土壤变量"土壤 ZP#*地形变
量"坡度*坡向*海拔#和水因子& 各环境变量
如下定义$植被类型指物种栖息地的植被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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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AB阿尔金山东部地区样线调查图
5’(CABDQ%.=0E+7/F.0%2-$*%? $%(’/"’".0%%+2./F<,.-"P/-".+’":+.-$%;%2%$*%

图 GB样线设置方法
5’(CGB80%E%.0/&/F2%..’"( -7+ .$+"2%=.,’"%

分为沼泽草甸*高寒荒漠草原和高寒荒漠%盖度
指植被对土地的覆盖程度"J#! 主要采用面积
为 $ :l$ :! 平均分成 $## 个方格的样方框!
按方格个数确定盖度百分数! 分为# ’#J*

’#J )H#J和’H#J%草本种类数! 即统计取
样样方中的物种数量! 分为 % )/ 种! & )$"
种! $’ )$* 种%食物丰富度 "?#$指所取样方
#I( :l#I( :中的可食牧草生物量! 取平均
值! 分为 " A#?#$# A*$# Ao?o"# A*"# A#?
#’# A%土壤 ZP$在实验室经土壤风干*过筛等
预处理采用电位计法测定! 分为 H#ZP#/*/
oZPo/I(*ZP#/I(%坡度"&#$分为微斜坡 #T
#&#"T*缓斜坡 "To&o(T! 斜坡 (T#&#$(r%
坡向$分为东坡 #r)%(r和 ’$(r)’*#r! 南坡
%(r)$’(r! 西坡 $’(r)""(r! 北坡 ""(r)
’$(r%藏野驴出现点的海拔" "#分成 ’ 个等级$
’ /## :#"#% ### :*% ### :o" o% ’## :*
% ’## :#"#% *## :%野牦牛出现点的海拔分
为 " 个等级$’ /## :#"#% "## :*% "## :#"
#% *## :%距水源距离 " =#$通过 O[2R-T 软件
缓冲区分析计算物种痕迹点离水源的距离"$$
据水源距离#$ ### :*"$距水源距离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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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距水源距离’" ### :#& 本文采用
d;@F?[=5?A和 T2;_<;选择系数 C<和选择指数
M<来衡量藏野驴以及野牦牛对其相应生态环
境因子的偏好或回避"c?2>5E<23$&/"#! 其计
算方法如下$

C<m"*<02<#0("*<02<#! M<m"C<j$0$#0
"C<t$0$#! 其中! C<为选择系数! M<为选择
指数! #指某环境特征! *<为物种选择具有 #特
征的样方数! 2<指环境中具有 #特征的总样方
数! $ 指某环境特征的等级数"$ m$! "! /$#%
M<介于 j$ 到 $ 之间! 当 M<m$ 为特别偏好!
M<mj$ 为不选择! M<oj#I$ 为负选择! M<f
#I$ 为正选择! j#I$#M<##I$ 为几乎随机选
择! M<m# 为随机选择&

统计两种有蹄类动物对不同环境特征等级
的利用样方! 计算选择系数及选择指数%进行
因子分析! 确定各变量的影响程度并采用参数
检验法对两物种环境因子的差异性选择进行探
讨& 所有数据均采用 8a2?="#$# 和 TeTT $*I#
以及地理信息系统软件 O[2R-T 的相关工具进
行分析&

GB结果与分析

GCAB藏野驴和野牦牛的分布及遇见率B根据
野外调查记录! 藏野驴是该地区最常见也是数

量最多的有蹄类动物! 主要分布在伊协克帕提
西部的鸟岛周围*伊协克帕提草场*卡尔丘喀草
场以及沙山附近的阿坝提拔草场等高原开阔景
观内! 另外祁漫塔格山地间也有分布! 表现出
了较宽广的分布范围"图 ’#&

藏野驴多集群活动! 少则几十头! 多则上
百头! 调查中记录到的群最大规模达到 $&’
只! 出现在伊协克帕提附近的荒漠草原上%而
野牦牛的数量则相对较少! 主要集中于沙山附
近的阿坝提拔草场! 另外沙山山脊上也频有出
现! 群体数较少! 多两三头一起活动! 所观测
到的最大群出现在阿坝提拔草场河流附近! 为
%& 头"表 $#&
GCGB野生动物对不同等级环境因子的选择性
B表 " 给出了保护区内藏野驴对不同栖息地因
子的选择情况& 藏野驴偏好于选择植被盖度小
于 H#J! 植被高度低矮的缓斜坡! 海拔 ’ /##
)% ### :! 并以紫花针茅*垫状驼绒藜为主的
高寒荒漠& 调查发现! 近半数以上的藏野驴利
用此种生境! 并且近 H#J的藏野驴出现在植被
盖度小于 ’#J的地区& /#I("J的藏野驴选择
植被高度在 " )( 2:间的区域! *(IH/J的藏
野驴选择食物中等丰富"$# )"# A#的地区& 在
对坡度的选择上! %&I$/J的藏野驴集中分布
在 "r)(r的缓坡上! 这与它们的奔跑和选食特

图 HB阿尔金山自然保护区东部地区藏野驴$+%和野牦牛$#%的种群分布
5’(CHBM’2.$’#-.’/"/F!)&&(*$+,- $+% +"&./(-0&,,$’,($#% ’".0%%+2./F<,.-"

P/-".+’":+.-$%;%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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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AB阿尔金山自然保护区东部地区藏野驴和野牦牛的种群数量
8+#,%AB80%R-+".’.? /F!)&&(*$+,- +"&./(-0&,,$’,(/#2%$*%&’".0%2-$*%? ’".0%%+2./F

<,.-"P/-".+’":+.-$%;%2%$*%

性有关! 即藏野驴喜宽阔的地域! 并以针茅
属*藜科*豆科植物为主要食物& 在坡向的选择
上! 藏野驴出现在南坡的几率最大! 其次是西
坡& 调查也表明! 水源远近对藏野驴的分布影
响不大! 出现在距水源 $ ### :内*$ ### )"
### :内以及 " ### :范围外的藏野驴数量分
别占总数的 ’’I&&J*’%I#’J和 ’$I&/J&

野牦牛则偏好于选择植被盖度大于 H#J!
坡度大于 (r! 海拔在 % "## :以上! 距水源地
$ ### :以内的以嵩草属*禾本科为主要植被的
沼泽草甸及荒漠草原"表 ’#& ((I%*J的野牦
牛出现在植被盖度大于 H#J的区域! 并且多出
现在 (r)$(r的斜坡地带& 栖息地土壤 ZP多
呈弱碱性& 在坡向的选择上! 野牦牛出现在东
北坡的几率更大! 并且拒绝选择南坡& 但水源
距离对野牦牛的分布有一定影响! 有近一半的
野牦牛出现在离水源 $ ### :以内的区域&
GCHB野生动物栖息地环境因子的主成分分析
B表 % 和表 ( 分别显示了藏野驴和野牦牛偏好
生境的地形因子"海拔*坡度*坡向#! 食物因子
"植被类型*植被盖度*草本种类数#! 土壤因子
"土壤 ZP#和水因子"距水源距离#的主成分分
析结果& 对于藏野驴的生境而言! % 个主成分

Q$*Q"*Q’*Q% 的特征根分别为 "I"***$I&/**
$I’&# 和 #I&*’! 可 以 解 释 总 变 异 量 的
"/I’"’J*"%I/"HJ*$HI’H%J和 $"I#%’J! 累
计解释变异量 /"I(*HJ& 其中! 第一主成分载
荷系数绝对值较大的是坡度和植被类型! 因子
载荷分别为 #IH"/*#IH$’%第二主成分载荷系
数绝对值较大的是植被盖度! 因子载荷为 j
#I/"%%第三以及第四主成分载荷系数绝对值较
大的分别是海拔*草本种类数以及坡向! 因子
载荷分别为 #IH*(*#IH($ 以及 #IH$"! 这些变
量主要反映了藏野驴对地形因子的选择性"表
%#& 对于野牦牛的生境而言! % 个主成分特征
根分别为 "I&*%*$I(""*$I$’&*#IH*/& 其中第
一主成分代表植被盖度! 因子载荷为 j#I/$%%
第二主成分代表坡向! 其因子载荷为 j#I/’"%
第三主成分代表海拔坡度! 因子载荷分别为
#IH/**#I/*H%第四主成分代表离水源距离! 其
因子载荷为 j#IH(’"表 (#&
GCIB两种动物对各类环境因子需求的差异性
分析B藏野驴和野牦牛生境的环境因子 6检
验结果表明! 藏野驴和野牦牛对海拔 "6m
j’I$/%! No#I#$#和植被盖度"6m j%I(&H!
No#I#$#的选择存在极显著差异! 对坡度"6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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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GB藏野驴对栖息地不同等级环境因子的选择性
8+#,%GB80%2%,%=.’/"/"%"*’$/"E%".+,F+=./$2’"&’FF%$%".,%*%,#? !)&&(*$+,-

!!eT.正选择%4T.负选择%4,T.不选择% T̂.随机选择&
eT.e5B<X<_?B?=?2X<5@% 4T.4?A;X<_?B?=?2X<5@% 4,T.45B?=?2X<5@% T̂. ;̂@F5:B?=?2X<5@.

j"I#*! No#I#(#和植被高度"6mj"I""(! N
o#I#(#的选择存在显著差异! 而对于生物量
"6mj#I’/#! Nf#I#(#*草本种类数"6mj
$I$((! Nf#I#(#和土壤 ZP"6m#I/H(! Nf
#I#(#的选择差异性不显著"表 *#&
HB讨论与结论

本研究发现! 藏野驴和野牦牛主要出现在
伊协克帕提草原与卡尔丘卡针茅草原之间! 这
与李增超等""##*#在该地区的调查结果不尽

一致& 其原因主要在于李增超等的调查工作于
"##’ 年 $" 月开展! 而保护区内冷暖季的气候
差异显著! 直接导致植物生物量和植被组成结
构的变化! 从而影响藏野驴*野牦牛的分布&
另外! 近年来保护区内采矿活动逐步增强! 尤
其是喀尔墩草场附近的矿区数量增多! 导致藏
野驴和野牦牛的主要栖息地发生偏移& 同时!
由于对藏羚羊的严格保护! 偷猎活动开始集中
于藏野驴和野牦牛! 可能使不易于被管护监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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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HB野牦牛对对栖息地不同等级环境因子的选择性
8+#,%HB80%2%,%=.’/"/"%"*’$/"E%".+,F+=./$2’"&’FF%$%".,%*%,#? ./(-0&,,$’,(

!!eT.正选择%4T.负选择%4,T.不选择% T̂.随机选择&
eT.e5B<X<_?B?=?2X<5@% 4T.4?A;X<_?B?=?2X<5@% 4,T.45B?=?2X<5@% T̂. ;̂@F5:B?=?2X<5@.

的藏野驴和野牦牛数量减少"马超 "##%#&
前人的研究结果表明! 物种间存在相互竞

争! 使得同域分布的相似物种有截然不同的微
生境利用方式"魏辅文等 $&&/#& 在空间分布
上! 野牦牛选用的海拔高度大都高于藏野驴!
并且更偏好于坡度大的山间和山脊生境! 而藏
野驴则偏好于宽阔的平坦荒漠草原& 在资源利
用方面! 野牦牛选择的生境上草本植物的高度
和盖度均高于藏野驴选择的生境& 这种栖息地
选择的差异性主要取决于两物种的习性! 野牦
牛毛被发达! 极度耐寒! 因而相较于藏野驴!

野牦牛适应海拔更高的栖息地& 野牦牛是逐水
而栖息*随植被的季节生长而迁移的动物! 习
惯饱食之后退居高山峭壁背风向阳处休息"姚
军等 "##*#%而藏野驴形似野马! 善于奔跑! 平
坦的荒漠能满足这一需求! 但水源点"林杰等
"#$"#和食物源"徐文轩等 "##&#的分布对栖息
地的选择具有一定限制& 本研究结果表明! 野
牦牛偏好水湿条件较好且植被盖度较高的莎草
草甸! 但其面积在整个保护区内只占很小的比
例& 因此! 和藏野驴相比! 野牦牛面临的栖息
地丧失及破碎化的风险更大& 在外界干扰的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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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IB藏野驴栖息地的环境因子的主成分分析
8+#,%IB6$’"=’7+,=/E7/"%".+"+,?2’2/F%"*’$/"E%".+,*+$’+#,%2F/$!)&&(*$+,-

表 JB野牦牛栖息地的环境因子的主成分分析
8+#,%JB6$’"=’7+,=/E7/"%".+"+,?2’2/F%"*’$/"E%".+,*+$’+#,%2F/$./(-0&,,$’,(

况下! 更需要加以保护以防止其他不利因素对
野牦牛种群的影响&

藏野驴和野牦牛之间的栖息地重合与分离
主要是取决于动物长期的适应过程以及种间竞
争后所形成的可以维持各单一物种生存繁殖的
最佳模式"P;[[<B?X;=.$&//#& 高原物种在形
态*生理上的一系列特征也是在长期进化与区

系演化中! 逐步对高寒*干旱两种特殊自然环
境的适应结果 "谷景和等 $&&$#& 因此! 虽然
两物种在食物资源等方面存在一定的竞争关
系! 但长时间的相互适应使之能够很好共存&
由于保护区自然环境恶劣! 在总体上呈现一个
封闭的原始状态! 所受人为干扰较少! 野生动
物的栖息地环境保存较为完整& 但近年来区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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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KB藏野驴和野牦牛的生境的环境因子比较分析
8+#,%KB1/E7+$’2/"/F%"*’$/"E%".+,F+=./$22%,%=.%&#? !)&&(*$+,- +"&./(-0&,,$’,(

不同程度的人为干扰! 诸如采矿*偷猎等逐渐
发生! 对脆弱的高原生态系统造成一定程度上
的危害& 因此! 为有效保护藏野驴和野牦牛等
有蹄类濒危野生动物及其栖息地! 需要做好以
下几方面的工作$"$#对区内的植被资源加以
保护和恢复! 保证物种的食物资源不受破坏!
从而维护自然保护区内高寒生态系统的物种多
样性! 促进保护区的可持续发展%""#对阿尔金
山保护区内的人为干扰 "尤其是采矿#进行严
格控制! 加强对过往司机的宣传教育! 提高保
护意识%"’#加强保护区的巡护管理工作! 严厉
打击偷猎等违法行为&

参!考!文!献

7‘?[B6 !̂ TX?<@>5[BX̂ h! h[;\B:;@ e .̂$&/%.6=;[<Y<2;X<5@ 5Y

;X?2>@<]\?Y5[;@;=‘B<B5Y\X<=<3;X<5@9;_;<=;D<=<X‘F;X;.V>?

S5\[@;=5YU<=F=<Y?L;@;A?:?@X! %/"’# $ $#(# j$#(’.

7\X=?[S! O2>\YYe! S5>@BX5@ S.$&/*.O[1<@ L5\@X;<@B4;X\[?

?̂B?[_?! i<@1<;@A! e?5Z=?bB ?̂Z\D=<25Y6><@;.R=;@F!

TE<X3?[=;@F$ -@X?[@;X<5@;=g@<5@ Y5[X>?65@B?[_;X<5@ 5Y

4;X\[?0U5[=F U<=F=<Y?K5\@F;X<5@! (&.

7?@9T>;>;[̂ ! TG<@@?[S+.$&//.P;D<X;XZ[?Y?[?@2?B5YOY[<2;@

\@A\=;X?BF?[<_?F D‘\@<9;@F :\=X<_;[<;X?;@;=‘B?B.825=5A‘!

*&"(# $ $%H& j$%/(.

K=;a:;@ T L! ?̂?_?Ph."##*.e\XX<@A25:Z?X<X<5@ BX[;X?A<?B

<@X5<F?;=Y[??F<BX[<D\X<5@ :5F?=B$ P;D<X;XB?=?2X<5@ ;B;X\A

5YE;[.S5\[@;=5YV>?5[?X<2;=7<5=5A‘! "%’"%# $ (/H j(&’.

P;@G<@BS! c;\@2>D;\A> h! P‘F?R."##%. ;̂@A?=;@F <@_?@X5[‘

;B; X55=Y5[B2<?@2? ?F\2;X<5@$ e[5A[;: Z;<[B [;@A?

Z[5Y?BB<5@;=B! X?;2>?[B;@F BX\F?@XBX5A?X>?[X525@F\2X

_?A?X;X<5@ :?;B\[?:?@XB;@F X?;2> <@]\<[‘9D;B?F B2<?@2?.

;̂@A?=;@FB! "*"$# $ "/ j’".

P;[[<Bc+! h;@A;Be.$&//. ?̂25@B<F?[;X<5@ 5YX>?P;D<X;X

65@2?ZX.O:?[<2;.V[;@B;2X<5@B5YX>?(’[F 45[X> O:?[<2;@

U<=F=<Y?;@F 4;X\[;=̂ ?B5\[2?B65@Y?[?@2?! (’$ $’H j$%’.

P;[[<B̂ 7! L<==?[+S.$&&(.,_?[=;Z <@ B\::?[>;D<X;XB;@F

F<?XB5YV<D?X;@ Z=;X?;\ \@A\=;X?B.L;::;=<;! (& "" # $ $&H

j"$".

P;[[<B̂ 7! e=?XB2>?[+P! c5AA?[B6,! ?X;=.$&&&.TX;X\B;@F

X[?@FB5YV<D?X;@ Z=;X?;\ :;::;=<;@ Y;\@;! W?@<\A5\!

6><@;.7<5=5A<2;=65@B?[_;X<5@! /H"$# $ $’ j$&.

P?@=?‘T !̂ U;[F +! T2>:<FX-."##H.P;D<X;XB?=?2X<5@ D‘XE5

F?B?[X9;F;ZX?F \@A\=;X?B.S5\[@;=5YO[<F 8@_<[5@:?@XB! H#

"$# $ ’& j%/.

c?2>5E<23L S.$&/".V>?B;:Z=<@A2>;[;2X?[<BX<2B5Y?=?2X<_<X‘

<@F<2?B.,?25=5A<;! (""$# $ "" j’#.

e<@A6! T2>;==?[R7! h;@AOc! ?X;=."##H.OE<@X?[E<=F=<Y?

B\[_?‘<@ X>?@5[X>?[@ N<;@AX;@A5YV<D?XO\X5@5:5\B̂ ?A<5@

;@F N<@A>;<e[5_<@2?! 6><@;.O2X;V>?[<5=5A<2;T<@<2;! "H

"%# $ ’#& j’$*.

T2>;==?[R 7! c<\ U c. $&&*. +<BX[<D\X<5@! BX;X\B! ;@F

25@B?[_;X<5@ 5Y E<=F ‘;G <(& /*)$$#%$&. 7<5=5A<2;=

65@B?[_;X<5@! H*"$# $ $ j/.

T>[?BX>; !̂ U?AA?e! h5<[;=;^O."##(.T\::?[F<?XB5YE<=F

;@F F5:?BX<2 \@A\=;X?B<@ 4?Z;=P<:;=;‘;. S5\[@;=5Y

Q55=5A‘! "**""# $ $$$ j$$&.

曹伊凡! 苏建平! 连新明! 等."##/.可可西里自然保护区藏

羚羊的食性分析.兽类学报! "/"$# $ $% j$&.

崔大方! 崔乃然! 海鹰! 等.$&&/.阿尔金山自然保护区植物

物种多样性分析.石河子大学学报$ 自然科学版! ""%# $

"( j’".



’ 期 吴!娱等$阿尔金山保护区藏野驴和野牦牛夏季生境选择分析 ’’"H!!’

谷景和! 高行宜.$&&$.新疆东昆仑9阿尔金山的动物区系与

动物地理区划00新疆动物研究.北京$ 科学出版社! ’# j

%’.

李增超! 杨奇森! 张会斌! 等."##*.新疆阿尔金山自然保护

区东部大型兽类数量和分布.四川动物! "( " $ # $ &"

j&(.

林杰! 徐文轩! 杨维康! 等."#$".卡拉麦里山有蹄类自然保

护区蒙古野驴生境适宜性评价.生物多样性! "# " % # $

%$$ j%$&.

马超."##%.阿尔金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人为活动的影响简

析.干旱环境监测! $/""# $ $#$ j$#"! $"’.

申定健! 郑合勋! 王淯! 等."##&.四川省巴塘县矮岩羊与斑

羚冬季生境比较.生态学报! "&"(# $ "’"# j"’’#.

魏辅文! 冯祚建! 王祖望.$&&/.野生动物对生境选择的研究

概况.动物学杂志! ’’"%# $ %& j(’.

吴鹏举! 张恩迪."##*.西藏慈巴沟自然保护区羚牛栖息地选

择.兽类学报! "*""# $ $(" j$(/.

徐文轩! 杨维康! 乔建芳."##&.卡拉麦里山自然保护区蒙古

野驴的食性.兽类学报! "&"%# $ %"H j%’$.

姚军! 杨博辉! 闫萍! 等."##*.中国野牦牛栖息地环境及种

群行为分析.草业学报! $(""# $ $"% j$"/.

袁国映! 雪克热提! 张斌! 等.$&&#.阿尔金山自然保护区的

土壤类型及分布规律.干旱区研究! ""# $ $H j"%.

张泽钧! 胡锦矗! 吴华."##".邛崃山系大熊猫和小熊猫生境

选择的比较.兽类学报! """’# $

&&&&&&&&&&&&&&&&&&&&&&&&&&&&&&&&&&&&&&&&&&&&

$*$ j$*/.

!+,-$ $#.$’/(&01.213."#$%#’#"’

基金项目!江苏省环保厅(鸟类物种资源调查专项)和江苏省高校优势学科建设工程项目%

!通讯作者! 89:;<=$ =\2>;@A>\C@1Y\.25:.2@%

第一作者介绍!程嘉伟! 男! 硕士研究生% 研究方向$ 动物生态学% 89:;<=$ 2>?@A1<;@AE?<C$"*.25:&

收稿日期$ "#$%9#$9"#! 修回日期$ "#$%9#’9$’

江苏省发现雪鹀

80%D"/@S-".’"( 5/-"&’"T’+"(2-6$/*’"=%

雪鹀"N,%34*(2"%$+L$#>+,#&#属雀形目鹀科"8:D?[<3<F;?#& 分布于北半球北部的广大区域! 繁殖地位于北极区
苔原冻土及海岸陡崖! 越冬南迁& 我国境内雪鹀分布范围较小! 为北方亚种"NK$K>,+&(U+%#& 夏季在俄罗斯乌拉
尔山系以西东北部向东沿至白令海峡一带繁殖"7<[Fc<Y?-@X?[@;X<5@;="#$"#! 冬季则迁徙至俄罗斯远东地区*日本
北海道"7[;3<="##&#! 我国境内越冬见于新疆天山*阿尔泰山*内蒙古东部"常家传等 $&/(#*黑龙江省及吉林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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