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植物的绿叶和少量花茎堆成小堆，作为冬饲贮 

备。冬季降雪后倒石堆下也可作为伊犁鼠兔的 

栖 场所，这里既有鼠兔的活动空间，也发现有 

鼠兔储备的草。 

其它山地的伊犁鼠兔牺鼠地类型与吉里马 

拉勒山的基本相似。在岩石分化程度较高 的 山 

地，伊犁鼠兔的巢穴多分布在未分化岩体的大 

型峭壁上，活动区扩大到砾石堆或碎石坡上。在 

伊连啥比尔尕山东段主蜂海拔 4100米处的高 

寒垫状植被带也发现有伊犁鼠兔的栖息分布。 

总之，从栖息地的条件看，伊犁鼠兔属狭栖狭域 

199l 2‘ f， 

型种类，对栖息地条件有严格的选择，生态可塑 

性 较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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蛇 类 数 量 调 查 方 法 

宋 鸣 涛 
(西北衡危动物研究所，西安 710048) 

摘要 1 982--1984年，笔者在陕西秦岭 长巴山和米宅山区的蛇类动物数量调查，采用：路线 

(条带)、样方、收购统计l三I及访问调查等方法，太白县黄柏塬林区，每公顷颈槽游蛇 1．02、黑春蛇 q．20、 

蝮蛇 0．t1，反映了调查区蛇娄动物的数量等级，为蛇类资源的保护疑和用提供依据。 

蛇类的数量调查，是贯彻“加强资源保护， 

积极驯养繁殖，合理经营利用 野生动物资源， 

保护管理方针的主要依据。而蛇类动物的数量 

调查方法尚少见。1982一l 984年 ，笔者在陕西 

秦岭、大巴山区的考察中，对蛇类的数量调查做 

了尝试，整理报道如下。 

一

、 路线(条带)调查法 

路线两侧一定范围内蛇类动物的数量。有的蛇 

个体细小以及保护色的关系，不易看到增加了 

调查的困难性，所以，要认真观察，仔细寻视，反 

复实践 摸索规律。此法仅适用于 白天或夜间 

活动的蛇类，对于洞栖蛇类不适用。不同的蛇 

种，根据其生态习性不同的特点，选用相应的生 

境进行路线调查。在白天调查时 ，调查者每例 

观察距离 5米；在夜晚，调查者用 9伏犬电简， 

统计人员梧着固定的路线进行调查，统计 每侧观察距离 2米，每小时 3公里的速度前进， 

衰 l 蠹白县黄桔疆# 区替路 上蛇粪的擞量靛计(1 984年 7月) 

时闾(点) 距离(米) 路宽(米) 颈槽游蛇 黑脊蛇。 蝮 蛇 

a— l a_ 

22日 2l：OO一 22：O0 5OO 3．5 l 

24日 22：3O一 22：O0 5O0 7 3．5 l l 

27日 19：jO一 21：30 5O0X7 3．5 1 l 

28 日 20；00-- 22：00 5O0 7 3．5 l l 

平 均 350O 3．5 1．25 0．25 O． O 

每盛埙 1．O2 0．20 O．4t 

‘裹示调壹掾数。1)拉丁学名为 e“ spin~li* 

· j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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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人井行，各顾一侧。在统计时，尽量采到标 

本，同时观察周围，注意计数。在一条路线上要 

重复统计，欢求平均值。 

笔者在太 自县调查时，由于当地夜出性蛇 

类较多，所以，夜晚在林区公路上做了数量统 

计。 

以上调查结果是路线调查一例，说明调查 

区夜出性蛇类的相对数量，为蛇类资源的保护 

和 开发利用提供依据。 

二、样 方 调 查 法 

蛇类动物，有些蛇类因为个体细小以及保 

护色等的关系，加之多栖息于石缝、石块下，寻 

找和捕捉都十分困难。因此，选用样方调查统 

计绝对数量，就是在一定面积的范围内翻动石 

块，寻捕蛇类进行数量统计。 

1 984年 7月，在太 白县黄柏塬调查时 ，对 

l0× 20米 的乱石堆，经过三次捕捉蛇类，数 

量调查如下。 

衰 2 走白县黄抽鼍蛇娄白鲁簿■调童 

时间(时) 蝮蛇 菜花烙铁头 颈槽辩蛇 

2OVII． 17：0O一 19：oo l4 2 l 

26VII．17：0D一 19：0D 4 1 

27VI1． 17：00— 19：OO l 

总计 I 9 l 

由于我们人力、物力的有限关系，选取的样 

方数不多。上述调查结果 ，只能相对地说明调 

查区石堆内蛇类的数量，窥见一斑。若能在不 

同生境 ，如竹林、灌丛、农田、草地、洞穴区等多 

做几个样方，有益于反映整个调查区蛇类的物 

种 及数量。 

7月 24日傍晚，在一块大 石 头下 (1．2× 

o．7×O．4)米 ，捕到蝮蛇 (Ag~issrodon halys) 

5条； 7月 28日，早晨仍在这块大石头下，采 

到蝮蛇、颈槽游蛇(Natrlx nuchalis)成体各 1 

条。由于蛇 类动物的种类较多，栖息环境又各 

异 ，所以，调查的蛇种与样方的选择有密切的关 

系。 

三、收 购 调 查 法 

在调查人员有限，调查地区大的情况下，要 

裹 3 宁蛋县青丰J盯收购蛇娄动袖种羹与量量 

(1982年 6月l--16日) 

赤链蛇 DJnodon，。，口 4l 拼 农田 4 

王锦 蛇 鲋 h cari~asa 山坡草 丛 5 

盖 E．⋯ darin口 山坡草丛 3 

黑盾镐蛇 日一r啪 j_r口 山城草丛 l 

乌游蛇 Nmtelx p~ecr~nafa 承塘 IO 

虎斑游蛇 N．：igri#a latcealls 稻田 j 

翠青蛇 0 ryJ r~~ior 草丛 2 

乌稍蛇 Zaocys dAumnad~J 淫迭．稻田 5 

蠼蛇 { fro如 l~~lyJ 石块下 9 

檠花烙铁头 Trl f r ， r。I Jcrdos~ 山坡草丛 2 

摸请蛇类的资源，基本查明种类和数量，可和用 

有线广皤、张贴布告等形式深人宣传，发动群众 

捕捉，收购蛇类动物。对群众送来的蛇，注意鉴 

别 、询问采集地点、时间、生境、气候等项 ，并做 

好记录。再加上调查组的实地野外考察 ，一般 

7一l0天，基本上能够摸清调查区蛇类的种数 

及数量。 

四、收集资料和访问调查 

在调查地区，利用当地供销社 、药材收购 

站，对蛇类动物历年的收购数字分类统计。亦 

能相对地反映出调查区蛇的种类以及数量。同 

时 ，访问调查区每年蛇伤的发生数 、患者的伤 

情、病情等，也有助于判断调杏区毒蛇的种类和 

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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