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雄体，体长是 250、265毫米 ，睾丸分别是；左 

侧 62×10×5、右侧 54× 10×5毫米；左侧 

60× l1×6、右侧 58×10×5毫米。睾丸是 

米黄色，睾丸系膜上端输精小管可见。根据雌 

雄标本的性腺分析，大鲵体长在 260毫米以上 

的个体，性腺发育基本成熟 ，卵细胞能够受精 ， 

繁衍后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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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西林麝生态考察和麝资源的消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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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 耀 亭 
(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 

摘要 本文是对广西喀斯特地形内林麝的食性等生志考察资料的总结。 特别在地理分布上，依数 

量多寡对 62个县划分为三个级别是目前最详尽资料。以麝香产量为基础，初步总结全广西林麝资源在 

不同年代下 降平均数量，在国内尚属首次报导。 对广西恢复发展林麝资源和进一步经营管理上均有一 

定参考价值。 

广西的动物资源种类繁多，在草食性兽类 

中，麝的分布较广数量也较多。野麝资源的著 

名动物产品即麝香。雄性麝的腹部，在脐下和 

生殖器之间具有麝香囊。 囊内生成井 贮有 麝 

香。它是动物本身彼此通讯联络和求偶的一种 

雄性外激素。麝香的特点是香味浓郁，刺激性 

强且能保持香味经久不散。麝香在我国中草药 

里是传统的著名动物药。它对人的中枢神经系 

统起兴奋怍用。特别是呼吸中枢及血管舒缩中 

枢反应较大。应用麝香制备的中成药，高述数 

十种。同时麝香又是香料工业不可缺少的固香 

定香剂。麝香的用途大、经济价值高，故此，广 

西麝是自治区内各种经济动物 中最重要的一种 

＼i蚋 野源 ＼一一一～  ～ 
一

广西的麝为林麝 (Moschu*berezovrl~ii)， 

在我国的三种麝内，虽然林麝的个体略小于东 

北地区的原麝 (Moschus．moschi )和青藏 

高原的马麝 (Mo；ckus ckrysogaster)，但林麝 

的产香量并不少 ，且 质量亦佳。因此 ，调查研 究 

全广西麝的资源数量、分布地区以及历年资源 

消长量等情况具有很大意义。麝属于国家二级 

保护动物 ，又是重要药用动物资源，今后如何保 

护和加强管理、合理利用都有着现实的意义。 

一

、 林麝的生活习性和栖息环境 

广西自治区林业厅的动物资源调查队，对 

全区野生动物资源进行 了考 察。 1976—1983 

年，从南宁地区开始，依次对桂林、百色地区、柳 

州地区、梧州地区、河诂地区以及玉林、钦州地 

区和沿海岛屿进行了调查。 8年来，我们考察 

了各县、区麝资源的数量，栖息环境条件、生活 

习性、并采集林麝标本，还调查访问各地的麝香 

产量、收购量 、特别是解放后多年来的年度变化 

情况等等均获得了大量的第一手资料。 据此， 

绘出广西林麝分布图 (见图 1) 在解放初期， 

广西全境森林密布，交通不便、当时人 口不多， 

全区约为 1 700万。 依 30—4O年代的 资 料 绕 

计，广西全区有 77个县或多或少地均有麝的分 

布。尤以桂西北、桂西南和桂北地区分布广而 

数量多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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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广西林麝资源的分布示意图 

麝的分布和栖息环境受地形、气候、植被和 

人们的经济活动影响极大。麝属林栖兽类，每 

天凌晨和黄昏时出现，常沿林间小略进行活动 

和取食。麝的侧蹄长而发达 ，增加主蹄下踏的 

接触面积 ，能在悬崖上窜眺或攀上陡峭的山峰。 

甚至能沿倾斜的树干爬上树权，以取食或避敌。 

麝善于跳跃，多岩石的山林是它喜欢活动的场 

所。麝较少见于土山或丘陵地带。故此，在具 

有大量喀斯特地型的桂北、桂西 部各地县都有 

较多数量的林麝。桂东南沿海或平原农耕地带 

则颇少。 麝的分布区不仅远离平原的农业区， 

也较少见于南宁 梧州、玉林和钦州地区的无林 

或少林地带。在桂东南和桂林、柳州附近，由于 

人们的经济活动颇强，野生动物稀少，无林麝分 

布。 

林麝喜低温而避酷暑，在桂东北一带往往 

见有季节性垂直迁能现象。夏季炎热时常上迁 

到山顶高处。冬季干旱缺水 Ⅱ下降到 ~00--600 

术有森林而近水源的低地活动。麝栖居在森林 

地区内不仅隐蔽条件好 ，而且气侯较湿润，苔藓 

类、地衣类和菌类等植物均较多。这些都是林 

麝喜食的低等植物。然而在不同的林相内，麝 

的数量不一。侧如纯松林的针叶林内，由于林 

下灌丛少而不如针阔混交林和灌丛多些的杂术 

林更容易发现麝的活动踪迹。 

据我们调查结果，林麝喜食的高等植物有 

十余种 ，袁 l列出其常食植物种类。林麝采食 

植物的部位均为鲜枝、嫩叶的植物的生长点。它 

的取食量少而精。 

冬季时雌雄麝寻偶交配，从 1O月下旬至翌 

年 1月份。 体孕期半年到 }一6月份产仔。 每 

胎多 为 1只。除冬季外 ，林麝全年均为独 自栖 

居。常卧于崖下或灌丛中。性怯懦、喜幽静。听 

觉和嗅觉很敏锐，遇到异常动静，则停步站立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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寰 1 捧■取t的檀糟种羹 

科 名 种 名 拉 丁 学 名 

蔷鬣 科 蛇莓 D hemn d in icd 

五加 科 五加皮 ⋯ l̂。 Ⅲ  grdcili~sylus 

三叶五 加 ．Iricoflasks 

七叶莲 S ̂ c{“ ⋯ r6oricola 

菊 科 革白 菜 GyⅢ d diuaricat4 

牟穆花科 竹叶柴胡 Bupleurum yaluasum 

荨 麻科 石曲燕 Pile4 eaoaleriei 

大 裁科 红背 山麻 杆 { ̂ 0 d lrewioid#J 

西番莲科 蝴蝶穰 Passi~iora papilio 

瑞香科 白木香 ij4，ia f ， 

马齿苋辋 土人参 Tolin~m posens 

兰科 青天羹 Netvilla 0 rdii 

禾丰科 淡竹叶 Lo，̂4lherum r口tile 

杜鹃花柯 杜鹃花属 Rhododendron sp． 

察 ，并从鼻孔发出警惕性的啧鼻声。逃跑时连 

续眺跃飞奔。 它对熟悉的栖居环境依 赖 性 颇 

强。若被迫逃离后，往往再重新返 回被它用粪 

堆和尾腺擦痕所标记的原 占领域的地区。 

二、广西林麝的分布变化 

我们的谓查和资料截至到 l984年。 从 5O 

年代开始至今的 30年间，调查结果表明，麝的 

数量大为减少，分布区缩小以及麝香产量锐减。 

在原 77个县内，已有 l5个县绝迹。计有陆川、 

玉林、平南、容县、台浦、北海、防城、钦州、灵山、 

宾阳、横县、苍梧、藤县和岭溪、田东。下余的 

62个县可分为三个类型； 1．数量极稀少而 濒 

临绝迹的有 l6个县。即桂平、博白、蒙山、马 

山、象州、武宣、柳城、柳江 阳朔 鹿寨和贵县、 

邕宁、荔浦、平乐 临桂、灵川。2林麝数量少， 

仅有少量麝香生产的 l6个县。 计有扶绥、崇 

左 宁明、宜山、来宾、三江、土棘、武鸣、资源 ．灌 

阳、贺县和钟山、百色、凭祥、平果 全州。3．保 

有一定的林麝种群数量，目前广西麝香来源依 

赖于下列 30个县。 如图 1密集区所示 ，为天 

峨、南丹、河池、罗城、环江、都安、东兰、’巴马、风 

山、西林、隆林、田林、凌云、乐业、邪坡、靖西、德 

保、大新、隆安、天等、忻城、上思、富川、大瑶山、 

永福 、龙胜 兴安 、恭城、融水和融安 县。 

造成以上情况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主要是 

随着经济开发工作 ，过度滥捕林麝，森林被砍 

伐，大量扩展新农耕地等人为活动的后果。近 

年来国家重视野生动物保护工作、建立和扩大 

了自然保护区、宣传保护野生动物的贯彻执行。 

否则，可能情况还会比现在更严重些。 

三、麝香产量和林麝资源的变化 

我们的调查工作包括记录 各 县 麝皮 收 购 

量、特别是各地麝香收购量。同时访问措人对 

麝的狩措数量等资料。 综台各地区实地资料， 

推算出广西 1955— 1 984年的 30年来逐年麝香 

产量。图 2所示，表明广西麝香逐年收购数量 

的年度变化，以及它所 代 表 的 林 麝 资 源 相 

应的逐年被措量的变化情况。至于对广西林麝 

蕴藏量和现存量的估计问题，以后另文加以专 

论。 

图 2所示的麝香干重为两。 j0年 代 的 衡 

翩是 l6两为一市斤。今称小两即 31．25克。传 

统的麝香商品称为毛壳香，即连带腹部皮肤的 

麝香腺囊。每个毛壳香就是一只雄麝。然而野 

生林麝种群是由成年雄、成年雌和幼年麝所组 

成。而狩猎活动犹如随机取样，只有在猎捕雌 

麝和幼麝的同时才能达§ 取得雄麝毛壳香的 目 

的。故此被猎雄麝约占总捕猎量的 l／s。 每一 

个毛壳香至少代表着 3只麝的数量。 

在广西一个毛壳香的鲜重是 7钱至 1两 2 

钱 (小两)(向长 ，1 974)，平均克数为 29．68 

克。干重减去一半水份为 l4．84克。 另马麝的 

毛壳香平均干重为 17．25克(郑生武，1984)拽 

们采用二者的平均数 16．045克。从而推算出逐 

年麝香生产量而被猎取的野生林麝种群 数 量。 

鉴于拽们讨论的重点是林麝资源的多年变化情 

况，在表示年度种群数量时 ，分别以 2—4年的 

平均数绘出。 

1 955—1956 年的最初二年间，年均产量逾 

千两。此后 1 957—1958年为 “生产大跃进 年 

代，生物资源被大大的超量开采 ，平均年增加 

60％以上，达到滥捕乱猎的程度，对以后的长期 

正常生产造成严重后果。随之而来的是大幅度 

下降，以低于最初年份的 50两 的数 量 持续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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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z 广 麝香 逐年 收购量 和年均 椅稽量 

．
／ 。＼

。  年均收购麝香营(克) 

广l—]厂1 2--3年均捕获量(只) 
I--I 9、11、8年均捕获量(只) 

年。在第一个前后 9年的大幅度升降之后，从 

1964—1974年，历时 1 1年的第二次波动。 其 

间高峰年份平均产量井未恢复到 50年 代 的起 

始水平，跌落到较低数量台阶。到最后 8年里 

虽有小的回升 ，数量级则更低了。 

我们采用图2来表明广西 30年来，逐年为 

生产麝香而捕猎林麝的狩猎量。对相邻的备年 

度以 2—4年的平均数值标出来。 以上的表示 

方法可能大大地简化了复杂的动物学内涵。然 

而图 2所显示的三个大波动的周期则是颇为明 

显的。在第 1个周期的 9年间，平均年猎捕约 

7000只。 其中最高年份达万头。 第 2个周期 

历时 11年。年均捕猎量为 4 300多只，其中最 

高年份只有 2年是接近于前 9年的平均数。第 

3个周期约 8年，年平均数为 2600只。在前后 

3次大波动中，平均年产几乎均以 40％递减下 

来。广西林麝资源的减少可说非常明显。 

商品麝香受价格规律的调控是很 明 显 的。 

在 1955— 1964年间，既有国家统购政策，收购 

价格亦符合产品价值。这一时期的商品出售接 

近于原生产量。1965—1974年，由于麝香产量 

减少，某些原产地资源枯竭，相比之下社会需要 

会相对地增加，而原定收购价格不变。所以收 

购量所反映的只能是低于实际产量，二者之间 

· 52 ’ 

会存有差别。 1975年以后的 11年，由于价格 

差距不断拉大，流通渠道增多，甚至在自治区内 

外流通。收购量远低于实际情况，产生不小的 

出入。 故此，我们略去 1 98 3--1 984年而未计 

人。 

此外，野生林麝的种群结构情况亦恨重要。 

成麝每年生产 1次，每胎多 1仔。幼麝需 2岁 

才达性成熟，但繁殖盛期一般约 1 0年。在林麝 

种群年龄结构中，处于繁殖盛期的成年麝的数 

量在种群内的比例非常关键。若是这一比例下 

降，影响到自身恢复数量的能力会大为减弱。短 

时期内，人为的狩猎压力造成林麝数 目减少。客 

观上也使得劫后余生者有了较大的生 存 空间， 

对数量恢复带来有利因素。若是狩猎压长期持 

续不减，使半成体或刚进入成年的麝被捕猎，影 

响种群内部繁殖力的正常进程。最后导致毛壳 

香的平均重量下降。虽然是麝香产量与以往持 

平 ，实际上也要比以往增加狩猎的数量。常规 

狩猎季节是冬季捕猎雄麝，此时麝香质量最佳。 

若在不同季节内保持狩猎压不变，对林麝种群 

造成的后果亦颇大。对于林麝种群复杂的内部 

和外部原因所形成的波动下降，反映在麝香商 

品收购量上，二者之间虽有一定差距，但也具有 

一 定的内在关联。本文试图说明广西林麝多年 

来数量变化情况，借助于收购量或产量这种I畦 
一 的多年联续记录也是必需的。 

本文试图说明广西林麝资源多年来在分布 

上的消退和种群数量减少的进程和目前所处的 

现况。目的是总结以往，更好的展望未来。不 

可讳言，经济建设、人口增长等对自然界的开发 

利用必会导致野生动物数量的减少。今后我们 

一 定要在积极保护前提下更加合理的开发。为 

此，我们建议；(1)自治区主管部门要积极有效 

的贯彻“森林法”和 野生动物保护法”o既要不 

断提高管理人员素质，更要广泛宣传群众，让群 

众作到自觉的遵法和守法。保护林麝资源，保 

护生物资源、保护大自然。(2)严格管理好全自 

治区现有的 56个自然保护区。 这些林区即是 

水源林又是多种动植物资源的宝贵基因库，要 

切实发挥自然保护区的应有作用为后代造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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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11蜥蜴类新纪录——原尾蜥虎 

1 986年 5月 10日在攀枝花市仁和区， 采 

到雌性原尾蜥虎 eraidactylus bowringii一 

只，攀榱花市仁和区，梅拔 ¨O0m，标 本 号 

87002号。全长 97mm，头体长 50mliQ，尾长 

47 mliQ。 头扁，略呈三角形，吻端钝尖。耳孔 

小，稍竖斜。鼻孔在吻鳞和第一枚上唇鳞的上 

方。吻鳞后端有一条凹沟。 上唇鳞 ¨ 枚。 颓 

鳞呈三角形。眼在外鼻与耳孔的中间，瞳孔呈 
一

纵裂缝。头部和体背覆盖有同样的细鳞，胸 

腹部鳞稍大。前后肢有五指趾，指趾明显扩展 

膨大，指趾下瓣双行、趾指自扩展部微向上翘 

起，指趾均具爪。尾部微短于体部，尾略呈圆柱 

形，先端尖，两侧无锯齿或棘鳞，体尾背面鳞片 

大小基本一致。体背面灰黄色；有纵向昕续的 

暗褐色斑纹。尾部有睹褐色带状斑纹。腹面黄 

白色。指趾下瓣表面暗灰色。尾易折 ，也易再 

生。 

白天栖于墙缝 屋檐、石缝里，晚上爬出来 

到有灯光照射的地方 ，捕食小昆虫。数量较多， 

4—5月本区气温高 ，该种出没最多。 

有祛风 活血、解毒、散结的作用 ，中医常用 

它治中风瘫痪、JJ,JL惊风、破伤风、手足不举、小 

儿疳 积等病症。 

(四JII攀枝花市中药材公司 何隶澄) 

徐州发现的江苏省鸟类新纪录 

根据 l985—1987年徐州鸟类资源 调 查及 

查核有关资料，发现属江苏省新纪录有 4种、繁 

殖新纪录有 2种，标本全部经中国科学院动物 

所谭耀匡先生鉴定、核对确认 (见表 1)。 

寰 l 嚣捌发现的江养省鸟类新纪囊 

种 类 标本只数J 采集地点 采集时间 数 量 备 注 

棕尾鸳 BNteo r~linus 2 赳疃杯场 1986．8一I987．1I 少 留 

分布新记录 噪鹃 E dy s~oiopa~~= l 同上 I9e，．7．3 少 蔓候鸟 

紫翅棘鸟 SlgrnN$oglgatis l 沿湖农场 I9e7．4．20 蔼见 进鸟 

橙头地鸫 Zoot r口~itrin 3 $县、铜山 1985．1 l987．7 多 夏候鸟 

譬埴新记录 水 Hydrophdl ⋯̂ îrur肛f ● 骆马翻、铜山 l9e，．5一l蝙7．e 多 夏候鸟 

斑头鸺鸱 Glas~eidium ~gculoidcs 5 铜山、新沂 198S．6一l987．9 寥 夏侯鸟 

(榇州市第十五中学 卜腰亚) 

维普资讯 http://www.cqvip.com 

http://www.cqvip.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