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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黑颈鹤"M*)&$#/*#6(,,#&#是青藏高原特有物种!在新疆主要分布在与青海’西藏相邻的阿尔金山’

东昆仑山地区& "#$$ 年 . ($$ 月!对该地区黑颈鹤的分布’种群大小’数量变化’生存状况等进行了详细

调查& 在乌尊硝尔’铁木里克乡’玉素甫阿勒克’鸭子泉’阿达滩’祁曼塔格乡’吐拉牧场等 "C 个样点!都

观察到有黑颈鹤分布& 利用样点调查法和直接计数法!重复调查 $’% 次!共记录到黑颈鹤 $CB 只& 其

中!在依协克帕提湿地")/&c$Cd(/&c"/d!0.#c$$d(.#c"#d!海拔 / .#/ 2#最多一次记录到 $"’ 只黑颈

鹤集群& 结合早期的科学考察记录!推测在整个东昆仑1阿尔金山地区共有黑颈鹤 ""# ("’# 只左右&

黑颈鹤家庭成员数量为 $ (% 只!% 种类型的家庭所占比例分别为 CI.J’’#I/J’".I%J和 %I%J& 在

$# 月份之前!主要以家庭为单位活动%$# 月中旬!开始大规模集群!$# 月 ". 日集群数量达到最高峰!并

开始迁徙% $$ 月 ’ 日黑颈鹤全部迁徙离开& 此外!还观察到有少量的灰鹤 "MA/*)&# 和蓑羽鹤

"C$2"*(D(#I%&:#*/(#与黑颈鹤混居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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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颈鹤"M*)&$#/*#6(,,#&#别名高原鹤’西藏

鹤!俗称.吐噜囔/!在国内和国际上都是重点

保护对象!一直备受关注& 在中国!黑颈鹤主要

分布于青藏高原和云贵高原!国外仅有少量分

布于印度’不丹和尼泊尔境内 *$ l"+ & 自 "# 世纪
&# 年代末!我国开始全面’系统地研究黑颈鹤!

到现在已有 /# 余年历史& 在云南’贵州’四川’

甘肃’青海和西藏等地!对黑颈鹤的数量’分布’

越冬’繁殖’迁徙’行为和保护等方面做了一些

研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 */ lB+ &

然而!新疆作为黑颈鹤的一个重要繁殖地

和分布区!其研究几乎处于空白状态!调查资料

十分匮乏& 在 "# 世纪 B# 年代对东昆仑1阿尔

金山的科学考察中!在此地记录过有黑颈鹤分

布 *.+ !但没有进行具体的数量和分布统计& 之

后!在依协克帕提 有过 " 次记录! 分别是
$" 只 *$#+和 %# 多只黑颈鹤繁殖 *$$+ & 在新疆!黑

颈鹤主要分布在东昆仑1阿尔金山地带!这里深

居内陆’人迹罕至!周缘地域严酷的自然条件和

高山深壑的阻隔!使之成为我国高原 .四大无

人区/之一!也是世界上少有的高原生态系统

保存完好的地区!为中外学者所瞩目& 本文通

过对东昆仑和阿尔金山地区黑颈鹤的种群分

布’数量变化及生存状况等进行调查研究!有利

于更深入地了解新疆黑颈鹤的生存状况!对于

这一珍稀物种的保护具有重要意义&

?@研究地区及方法

昆仑山脉是中国西部山系的主干!东段昆
仑山略呈扇形展开& 阿尔金山为其北部支脉!
延伸至青海’甘肃两省边界& 考察地区位于新
疆维吾尔自治区的东南隅!库木库勒盆地中&
行政区划隶属于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的若羌县
和且末县& 自阿尔金山至昆仑山广大地带
"0BCc/#d(.$c$Bd!)/’c##d(/BcC#d#!海拔
/ B## (’ .## 2!属青藏高原寒冷干燥区!年平
均气温 l" ("e!没有明显四季之分!只有冷暖
之别& % ($# 月为暖半年!$$ 月至翌年 / 月为
冷半年& 北部阿尔金山年降水量 C# 22!中部
祁漫塔格山年降水量约 $## ("## 22"一半以
上为固态降水#!南部接近昆仑山麓降水量约
"## (/C# 22"绝大部分为固态降水#!最南端
的昆仑山主脉降水量约 %## 22"全部为固态降
水#!降水由北向南逐步递增!由西向东逐步递
减!终年有降雪& 山间谷地和平川是干旱’半干
旱荒漠草原 *$"+ &

"#$$ 年 . ($$ 月!对东昆仑山和阿尔金山
地区进行了为期 / 个月的专项调查& 在黑颈鹤
适宜生境内!采用样点调查法和直接计数法!选
取地形较高’视野开阔的观察点!调查统计& 野
外调查时借助双筒 "[46*7‘b!$# h%" ‘f#或
单筒高倍望远镜 "\3D5PE4==!N43=;*FEBC’"# (
’# 倍#!记录黑颈鹤的数量!以及时间’地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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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年龄"成幼#’身体状况等信息& 应用手持
卫星定位仪 "O3D246 O]X ’#!g53G8E!-X aXM#
确定观察位置和测量海拔高度!进而确定物种
分布区& 本次考察共设置样点 "C 个!累计调查
$’% 次& 考察期间!还通过问卷调查的形式对
当地的牧民’矿工’保护区工作人员以及外来的
旅游探险人员进行了调查访问!了解更多关于
本地区黑颈鹤生存状况的信息&

A@结@果

AB?@分布@在迁徙之前!黑颈鹤基本以家庭
为单位分散在阿尔金山和东昆仑山区域的湿
地中& 在若羌县的铁木里克’祁曼塔格’乌尊
硝尔’阿达滩’玉素甫阿勒克’鸭子泉’哈萨
坟’依协克帕提’沙子泉!且末县的吐拉牧场’
车尔臣河流域等地都有黑颈鹤分布& 在一些
小的河流’草地处也偶然会有少量黑颈鹤活
动"图 $# &

阿尔金山自然保护区内湿地众多!是黑颈
鹤分布的重要区域& 尤其是阿牙克库木湖’阿
其克库勒湖和鲸鱼湖三大湖泊周围的沼泽’滩
涂!是其主要聚集点& 考察地区的沼泽植被包
括苔草群系 " *̂D2+!+*%>=FF+#’ 荸荠群系
" *̂D2+J,%(6"+*#&=FF+#和杉叶藻群系 " *̂D2+
V#DD)*#&:),/+*#&#/ 种类型& 除了湿地周围!在
库木库里沙漠中的小型湖泊处!以及距离水源
较远的高寒草甸中!我们也多次发现有黑颈鹤
活动&
ABA@种群数量及变化@在整个调查过程中记
录到!阿尔金山自然保护区黑颈鹤种群数量比
较多!在 $B# ("## 只左右!在铁木里克乡有B (
$" 只分布!吐拉牧场约 ’ ($# 只& 此外!在若
羌县的乌尊硝尔’阿达滩’沙子泉’玉素甫阿勒
克’鸭子泉’哈萨坟!且末县的车尔臣河流域!偶
然也会有 % (’ 只黑颈鹤栖息& 在这一地区黑
颈鹤总的种群数量在 ""# ("’# 只左右&

图 ?@东昆仑J阿尔金山地区黑颈鹤分布及种群数量
E’4F?@!2#3’(/"’;1/’,+.+3%,%1I./’,+(’\#,*KI.&MJ+#&M#3N".+#(’+S.(/<1+I1+.+3:I/1+7/(F"#4’,+(

图中圆圈代表 "C 个调查样点!圈内数字代表黑颈鹤数量"只# &

V8E;4D;5E=46 W4:>DEDEFDE=E6G"C =32F546:F*46G=36? G8E6>2ED3546 ;4D;5EDEFDE=E6G=G8E6>2YED*W‘53;_16E;_E? \D36E46?4Z4?>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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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依协克帕提湿地!我们对黑颈鹤进行了
连续 C" ? 的观测!记录到黑颈鹤在整个秋季的
数量变化趋势"图 "#& 在 $# 月份之前!黑颈鹤
基本以家庭为单位分散活动!偶尔会有几个家
庭走到一起!出现短时间的聚集现象!但并不是
真正意义上的集群& 此时!不同的家庭之间经
常会为争夺领域!互相竞争& 真正的集群开始
于 $# 月& 在 $# 月上旬!集群的数量一般为
$# 余只& $# 月中旬!%# (’# 只黑颈鹤在此地
集群!其数量也在逐日增长& 进入下旬!数量增
加到 ’# 只以上& $# 月 "’ 日开始!集群的黑颈
鹤的数量超过 $## 只& 在 $# 月 ". 日达到最大
值 $"’ 只!并在当天开始集群迁徙& 绝大部分
的群体在 $# 月 ". (/$ 日这 / 天离开&

图 A@依协克帕提湿地黑颈鹤秋季种群数量变化趋势
E’4FA@-",1%3=+.H’&(,*KI.&MJ+#&M#3N".+#(

./8’6’#M#%./’>#/I.+3’+.1/1H+
@

进入 $$ 月!黑颈鹤数量迅速下降!$$ 月
$ 日和 " 日还有 "# 余只黑颈鹤在此活动%$$ 月
% 日和 C 日仅剩下 / 只还未离开%到 $$ 月 ’ 日!
观察点附近已没有黑颈鹤的踪迹&
ABC@飞行组群数量@迁徙之前黑颈鹤逐渐聚
集靠近!为集群飞行做准备& 黑颈鹤在练飞或
迁徙飞行过程中!不同数量的家庭紧靠在一起
组成紧密的组群!同时起飞& 整个飞行队伍可
以分为许多小组群& 每个组群中黑颈鹤数量不
同!但多以单个家庭或两三个家庭一起飞行为
主& 观察过程中!发现较大的组群出现次数很
少!而且一般不超过 /# 只& 最多的一次记录到
". 只黑颈鹤一起结群飞行& 最后鹤群迁徙离
开时!向东南方向飞行!具体迁徙路线和越冬地
点还不明确!有待于卫星跟踪继续研究&

ABD@家庭结构@黑颈鹤的家庭关系比较牢固!
在整个研究地区!我们一共记录到 ’B 个家庭共
计 $CB 只鹤!家庭成员的数量为 $ (% 只& $ 只
黑颈鹤单独活动的情况较少出现!仅记录到
% 次!这些主要是刚离开家庭或丧失配偶的成
年鹤!占家庭总数的 CI.J& 有 %$ 个家庭由
" 只成鸟组成!这种类型的家庭最多!占总数的
’#I/J& 成员数量为 / 只的家庭记录到 "# 个!
由 " 只成鸟带着 $ 只幼鸟组成!这类家庭占到
".I%J& 家庭成员数量为 % 只的家庭最少出
现!为 " 只成鸟带着 " 只幼鸟一起活动!在研究
地区仅观察到 / 个家庭!占总数的 %I%J& 同
时!还记录到当年出生幼鹤 "’ 只!占已观测到
黑颈鹤总数的 $’ICJ&

C@讨@论

黑颈鹤为单型种!无亚种分化 *$/+ & 根据迁
徙研究的结果!黑颈鹤被分为西部’中部和东部
/ 个种群 *$%+ & 新疆境内的这些群体被列入西
部种群 *$C+ !同时!也是研究最少的一个种群&
在新疆!大部分的黑颈鹤都分布在东昆仑1阿尔
金山地带!这里是其主要分布区和繁殖地& 除
此之外!在新疆的其他地区!如罗布泊’和田’墨
玉’皮山’叶城’喀拉喀什河流域’叶尔羌河流域
和喀喇昆仑山地区也有黑颈鹤分布的 记
录 *$’ l$&+ !但是具体种群数量并不清楚&

国家林业局最新发布的统计数据显示!黑
颈鹤在新疆的分布面积达 /’& ..B _2"!密度为
#I$BB % 只m$## _2"!夏季种群数量估计为
$ "## 只 *$B+ & 这个分布面积估测过大"占新疆
面积的 "/J#!其数据来源不明 *$&+ & 结合本次
调查以及早期的科学考察记录!推测新疆的黑
颈鹤数量在 /## 只左右& 具体数据还有待于在
全疆范围内进行详细的统计&

黑颈鹤食物以植物为主& 在鹤群内经常有
灰鹤"MA/*)&#和蓑羽鹤 "C$2"*(D(#I%&:#*/(#夹
杂其中!但是数量并不多& 此外!黑颈鹤种群周
围也伴随着棕头鸥"7+*)&F*)$$#6%D"+,)&#’斑头
雁 "C$&%*#$I#6)&#’ 灰雁 "CA+$&%*#’ 赤麻鸭
"L+I(*$+ -%**)/#$%+#等鸟类& $# 月下旬天气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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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转冷!下雪增多!湖面也出现冰封现象!黑颈
鹤开始集大群准备迁徙& 鹤群在晴天中午气温
较高时向东南方向迁徙& 在适宜的气候下飞行
可以减少能量消耗!有利于长距离的迁徙& 鹤
群在练飞或迁徙时!多结成小群而不是几十只
的大群体!这更有利于群组内关系的稳定!在遇
到恶劣天气或天敌攻击等突发状况时!迅速作
出合理的应对策略!使群体的优势得到有效
发挥&

大范围的矿业开采和污染物排放!再加上
全球气候变化的影响!使得新疆湿地面逐渐缩
小& 适合黑颈鹤生存的栖息地逐年减少!繁殖
地和生存受到影响& 当地牧民游牧范围不断扩
展!深入沼泽!严重影响黑颈鹤的自由栖息和筑
巢繁殖& 还有极少数外来人员和当地群众捡拾
鸟蛋!破坏黑颈鹤繁殖& 偷猎行为也经常发生!
湖边湿地发现多个.捕鸟夹/!黑颈鹤等在湿地
活动的大型水禽都是他们捕猎的对象& 黑颈鹤
的生存面临着诸多威胁!相关部门应该加强监
管和保护力度& 限制放牧和开矿!调节草场的
季节性利用!减少对湿地生态系统的干扰和破
坏!保护好黑颈鹤的栖息地& 当地政府应加强
宣传教育工作!防止捡蛋’偷猎’伤害黑颈鹤案
件的发生!鼓励村民积极救治伤鹤’病鹤!增加
本地繁殖种群数量&

尽管这次调查显示黑颈鹤在阿尔金山和东
昆仑山地区的数量有所增长!但是数量的上升
并不意味着黑颈鹤的栖息环境得到有效改善&
对黑颈鹤及其栖息地的科研’保护和管理工作
仍然有待深入加强&
致谢!本研究还得到香港观鸟会中国自然保育
基金的资助!以及阿尔金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管理局的支持& 同时!真诚地感谢李维东’许东
华’李欢’陈莹’买尔旦’吐逊)沙吾提’]3>5
‘>@@3D? 先生对我们野外调查工作的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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