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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宁夏和内蒙古西部，唯有贺兰山还有大 

面积的原始森林⋯。贺兰山位于北纬 38。2l ～ 

39 22 ，东径 105。44 ～106。42 ，在乌兰布赫 沙 

漠的附近，其东南面的宁夏平原农耕高度发达 ； 

其西北面，贺兰山与腾格里沙漠相连。因此，贺 

兰山几乎形成了一个“大陆岛屿”，支持着华北 

的一个特殊区域的生物多样性。贺兰山现认 为 

是中国 6个重要的生物多样性中心之一 】。为 

了保护大面积的森林，从本世纪 90年代开始， 

贺兰山在德国政府的资助下，实施恢复植被的 

计划。 

然而，由于种种原因，很少有动物学家光顾 

贺兰山。对贺兰山偶蹄类的分布、种群动态知 

之甚 少。仅 有 于 孝 臣 和 赵 泽 斌_3 对 马 麝 

(Moschus sifanicus)，王小明等H 对岩羊(Pseu— 

dols nayaur)的研究。尽管 100年 以前，Preje— 

valaskyIs]首次记述贺兰 山有岩羊、马麝、马鹿 

(CeVVU$ n砷US alashanicus)和盘羊(o础 Ⅱm． 

mon)，但现在这些物种还存在吗? 

为了回答这个 问题，调查贺兰山大型兽类 

资源的现状，为这 一地 区和省级野生动物工作 

者提供管理计划，我们分别于 1995年 7～8月、 

9～l0月，1996年 4～5月、11～l2月对贺兰 山 

做了4次调查。现报道如下。 

1 研究地点与方法 

贺兰山是典型的温带 山地森林生态系统， 

其植被包括天然次生林。其植被垂直分布相当 

明显 J。海拔 1400--1600112是山地草原带，植 

被主要是班子麻黄(Ephedra rth3rtidosperma)、 

松叶猪 毛菜 (Salspla laricifolia)、短花 针 茅 

(Stipa breviflol-a)和狭 叶锦 鸡 儿 (Caragana 

stevzophylla)组成。海拔 1 600～2O00m是山地 

疏林草原带，其典型植被是 灌木亚菊(Ajania 

fruticulosa)、万年 蒿(Artemisia gmeiinii)、灰 

榆 (Uimus giaucescens)和 蒙古 扁桃 (Prunus 

mongolica)。1 900～3 000m是山地针叶林带． 

其植被主要是青海云杉(Picea crassifolia)、油 

松 (Pinus tabulaeformis)、虎榛 子 (Ostryops~ 

davidiana)和披针叶苔草(Carex lanvevlala)。 

海拔 3000～3 556m是亚高山灌丛 、草甸带，其 

植被主要是蒿草属(Kobresia spp)、毛蕊杯腺柳 

(Sal／x cupularis)、珠 芽 蓼 (Polygonum 

vivipartlr~t)和鬼箭锦鸡儿(Caraganajubata)。 

贺兰山是典型的大陆性气候，年平均降水 

量为 200～400mm，主要集中在 7—9月份。 

我们访问了熟悉过去和现在野生动物状况 

的有关人员。根据他们提供的信息，我 们实地 

抽样调查了可能有偶蹄类动物活动的栖息地。 

我们的工作区域 ：宁夏贺兰山 自然保护区和内 

蒙古贺兰 山 自然保护区总面积的 10％。调查 

方法为样线法，利用 8倍和 60倍望远镜观察样 

带附近的区域。看到动物后，确定其性别、年龄 

和群的大小等。记录动物活动点的海拔高度、 

活动时间、食物类型和栖息地特征等其它数据， 

同时也用粪堆计数来估算动物的数量。 

2 研究结果 

我们的调查表明，在最近几十年来，野生动 

物已严重枯竭。贺兰山尚有马麝、盘羊、马鹿和 

岩羊这 四种属于国家二级保护动物的分布，但 

它们的数量、分布面积的差异明显不同。另外， 

曾在 贺兰 山被 记述 过 的 青 羊 (Nemorhaedus 

gora1) ，需要进一步证实。 

贺兰山的马麝资源，在过度的毁灭性取麝 

香的猎杀 中，已使其数量和栖息地大大下 降。 

据于孝臣和赵泽斌_3 的估计，在50年代大约有 

10 000头麝，分布于整个 贺兰 山。然而，1985 

年马麝的数量已减少到 1 700头。1995年我们 

调查的 41个山谷中仅发现 16个山谷(39％)有 

新鲜粪堆。据粪堆计数法，推测贺兰山马麝的 

数量在 200头左右。这就是说与 50年代相比， 

只保留了 2O％的种群数量。显然，这一物种 已 

处于濒危状态。根据我们的调查，马麝现在主 

要分布在插旗沟、黄旗沟、苏峪沟和哈拉乌沟的 

陡坡乔木林中。 

由于灌丛中极其有利于布设钢套，长期 以 

来已使马麝从其典型栖息地——灌丛中消失。 

这样，坡度为 30。以上的坡上位、林下空旷、缺 

乏灌木林这样的食物与隐蔽条件差的环境成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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贺兰山马麝的主要栖息地。 

盘羊在 l990年以前被发现过 J。据访 问． 

1985年在石炭井发现一群盘羊并被措 杀 然 

而，宁夏 自然保护区的领导告诉我们 1995年在 

汝旗淘看到过一只盘羊活动。盘羊是典型的山 

地动物，虽然在贺兰山北部有广阔的栖．息地，但 

是在这一地区人为活动相当严重，从 70年代开 

始这里成为开采煤矿的一个中心。在我们的调 

查中，从未发现盘羊活动的痕迹，我们认为盘羊 

在贺兰山处于灭绝的边缘或已经灭绝。 

马鹿栖息在贺兰山的森林地带。在我们的 

调查中共观察到了 132头马鹿。群的大小在 1 

～ 15头之间。当地居民告诉我们冬天可见到 

10--20头的马鹿群。马鹿 主要分布在插旗沟、 

大水沟、贺兰淘、黄旗淘和喑拉乌沟。其栖息地 

为海拔 2 200m以上的开阔林带和高山密林带。 

根据我们的粪堆法，在 1995年 9～10月，马鹿 

的最高密度在插 旗沟(10．7头／km2)和哈拉乌 

沟(4．5头／kin )(李元广等，未发表数据 )。为 

此估计贺兰山有 1000头左右的马鹿。贺兰山 

马鹿的交配季节是 9月底到 11月中旬，出生季 

节是 5月底到 7月初。1996年 l1月 17日我 

们听到马鹿的吼叫声，表明马鹿处于发情期。 

贺兰山马鹿与祁连山马鹿有所不同。贺兰 

山马鹿比祁连山马鹿个体大，腿长，它们的夏毛 

灰少红多，臀斑暗锈色而非纯 白色⋯。贺兰山 

马鹿与东北马鹿在身材、角形和臀色上也有差 

异。我们已从 DNA序列分析上证实了贺兰山 

马鹿是阿拉善马鹿亚种 的有效性l8 ，作为阿拉 

善马鹿亚种，仅在贺兰山发现过l9]，显然这里 

是唯一的野外生存的种群。 

岩羊(Pseudois nayaur)是贺兰 山最常见的 

野生偶蹄类。在 40年代前，岩羊可见于整个宁 

夏境内 ，但现在它仅活动于贺兰山l7]。这种 

动物遍布贺兰山，尤其是在中心地带。除了大 

口子、汝旗沟和小嵩山，岩羊在我们的研究区域 

内都被发现过。贺兰 山是岩羊 分布的东部界 

限。虽然岩羊在青藏高原 出现在海拔 4 000～ 

5 O00m的林带上l】 ，但在贺兰山它们喜欢 

生活在海拔 1 800--2000m，尽管在海拔 1500-- 

3O00m也可见到。岩羊喜欢在草地或高山草 

甸上觅食，陡峭的栖息地则主要用来休息。我 

们发现的三个岩羊休息点，都临近峭壁，哪里猎 

人很难捕获到它们。 

在我们的调查 中总共 记数到 l 602头个 

体，岩羊经常单独(21．3％)和 2～3O头的小群 

(78．7％)活动。平均 每群大小 为 5．8头，这 比 

青海和四川 、青海 14, 、新疆 和西藏： ] 

观察到的群都要小。后者由于开阔的栖息地提 

供了集中的和丰富的食物来源，这就推动了群 

的集聚“ 。我们估计仍有 8000头左右的岩羊 

生活在贺兰山。 

3 保 护 

贺兰，蒙古语的意思是美丽的马，是中国六 

大生物多样性 中心之一 j。一个 世纪 以前， 

Prejevalasky 首次记 述 了 贺兰 山的岩羊 、马 

麝 、马鹿和盘羊。然而，现在盘羊已在贺兰山绝 

迹或濒于灭绝边缘。尽管马麝从 1958年开始 

受到宁夏政府的保护，但贺兰山马麝的种群已 

处在灭绝的边缘，急待加强保护管理。只有岩 

羊和马鹿在贺兰山还 有相当大的种群，特别是 

我国特有的阿拉善马鹿亚种 目前仅存于此。因 

此，保护这些珍稀动物，管理好它们的栖息地就 

显得十分重要。 

贺兰 山的 面积是 7 500km ，已建立 了两 

个保护区；宁夏贺兰 山保护区在 1982年成为宁 

夏回族 自治区的保护区，并且在 1988年成为国 

家级保护区，其面积为 1 600km ；内蒙古贺兰山 

保护区是 1992年成立的国家级保护区，其面积 

为 700km 。这两个保护区在保护野生动物上 

做了很大的努力，出 台了一系列地方性 法规。 

当地居民大多知晓保护的野生动物。然而，非 

法捕猎仍然是对这些偶 蹄类 的最大威胁。倒 

如，根 据保护 区提供的有关资源，1984～1989 

年有 129头马鹿(89雌，4O雄)、90头岩羊和 16 

头马麝(12雌，4雄 )被猎杀。实际上这些数据 

只是被猎杀的动物的一 小部分。1996年在苏 

峪沟一个摄影组在两天内很轻松的找到了至少 

50对岩羊角。马麝和马鹿被杀了以后用来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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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药，岩羊则主要用于地方性消费和装饰 据 

说一对岩羊角在当地的黑市可卖到 50元。在 

1996年在野外测量的 77个头骨 中，一些 明显 

是被人杀死的。另外，外地的拧措者也来贺兰 

山捕猎马麝、马鹿和岩羊。我们曾遇到来 自甘 

肃的偷猎者。 

人们的干扰随着 60年代的煤矿开采 日益 

加重。例如，在苏峪沟每天有 40辆卡车(采矿 

用)出出进进，而那里是宁夏贺兰山保护区的核 

心区。另外，在春季和秋季，有许多从银川来的 

游客光顾核心区，他们中间有一些人就在路两 

边捕猎岩羊。 

家畜的数量也是影响偶蹄类动物种群的一 

个重要因素。每年约有 300000～400 000只羊 

在贺兰 山 1 500～3 000米的海拔高度上放 牧 

(包括 6～8月放牧的 lO0 000只羊)，尤其是在 

两个保护区内。在有家羊活动的地方见不到岩 

羊。放 牧对 贺兰 山野 生 动物 有 明显 的 负影 

响【 】。显然，假如岩羊和马鹿要存活一定的数 

量，家畜是它们食物和栖 息地的潜 在竞争者。 

在 1996年 4～5月份发现的5个岩羊尸体中，3 

个死于未知疾病，2个死于营养缺乏。从 80年 

代以来，家畜的数量是逐年急剧上升，若不能解 

决野生动物和家畜之间的矛盾，贺兰山偶蹄类 

的栖息地还将继续减少。 

现在贺兰山已没有大型食 肉类存在⋯，狼 

和豹等在 80年代左右已灭绝。孤狸的存在也 

只是对幼体构成威胁。因此，为了偶蹄类种群 

的恢复和生存，减少人为干扰是迫在眉睫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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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屈玉山和杜和平，宁夏林业 厅 自保办白新 

廉 、白庆生；宁夏人民广播电台郭长江 ；内蒙古 

贺兰山区管理局马振山、赵登海和王兆运，在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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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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