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圉 2 白聱瞬类的分布 

谚 原白暨脉 化石地点 。 自强豚现在分布 ● 白蟹琢过去舟布 

见的这两种海豚都是白暨豚。我认为 Allen的 

意见是正确的。但从本世纪 20至 60年代，国 

际动物学文献曾误认为自壁豚主要分布在洞庭 

湖中。 

在 1958年报道在长江下游发现白暨 豚的 

基础上，作者于 1974年沿长江走访了 5省 1市 

的许多渔民。获得的资料表明自暨豚主要分布 

在长江中游和下游的干流中，分布区正在缩小。 

在宜昌访阕的一位老渔民在本世纪 4O年 代抗 

日战争时 曾迁居三峡内的黄陵庙和莲沱，并 曾 

在两地备获白暨豚一头。到 60年代，宜昌市水 

产大队还 曾在宜 昌江段捕获。 1970年葛洲坝 

工程开工 后，在长江中游的江校城江段为白暨 

豚分布的上限。在长江口区 ，1955年在川沙县 

沿岸和圆圆沙各获一标本，l 963年在崇明岛以 

东水域捕到一头 ，前二个标本分别保存在上海 

自然博物馆和上海市水产研究所。 1963年 以 

后未在长江口区发现或捕获。 

过去在富春江的富阳江段每年都发现白暨 

豚。 1955年发生特大洪水时，有一群 白暨豚到 

达距海钓 350公里的桐庐江殴。当时摘获的一 

个标本现仍在浙江省博物馆展出。自从 l 957年 

在富春江上游的新安江兴建水电站和在下游的 

钱塘江 口抛石后 ，富春江的水位下降，不再见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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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白暨啄的潜水时间，在长江下罅昀不同 地点记录 

白暨豚。 

种群现状 南京师范大学和中国科学院水 

生生物研 究所的研究者于 1979年分别开 始 了 

白暨豚的生态考察。考察采用单船调查或多船 

调查的方法，记录了栖息环境 ，数量，个嫩大小， 

呼吸间隔等。 

发现白暨豚的江段多有沙洲分布。白暨豚 

常在洲头 、洲尾的岔流汇台处活动。 通常沙洲 

萌侧的水流在溯的下游汇合形成界水区，这里 

聚集较多的鱼 ，是渔业活动较密集之处，也是白 

暨豚游泳觅食的区域。 4月和 5月在几处发现 

白暨豚的水域作了测量，水深 7— 19米 ，流速 

O．554—1．254米／秒。长江水的能觅度很低，在 

4月约 25— 35厘米，8月约 1 2厘米。 表层水 

温在 2月约 5℃，8月约 31℃。 

白暨豚通常 3至 4头在一起，可称为一个 

亚群。 也见到单独的或成对的 (有时 为 母 子 

对)。有时约 10头或更多的 自受豚聚集成一个 

群，这可能是两个或几个亚群的临时性的觅食 

群聚 (aggregation)。自暨豚在水中潜游 ，隔一 

定时间到水面呼吸一次。 每次出水约 0 2一O．6 

秒。两次呼吸之 间相隔的时间有短有长。几次 

短的呼吸间隔(平均 1 8．57秒，n一 770)与一次 

较长的呼吸间隔 (平均 51．47秒，11— 276)相 

交替(图 3)。 潜水时间最短 4秒，长的达 145 

秒左 右。 

根据在南京至贵池间约 250公里长江段中 

的考察，作者认为白暨豚的种群 由若干群所组 

成(周开亚，1982)。在考察江段中可能有 3—6 

个群，若以每群有 1O头计 ，此江段白暨豚的种 

群密度为每公里 0．1 2一O．24头。若以此段的最 

大密度估算长江的白暨豚总数，在约 1700公里 

长的长江中 、下游的白暨豚约 400头。林克杰等 

(1985)分析 1 978— 1983年在长 中、下游的考 

察结果，估计 白暨豚的数量在 1 56头以上。 陈 

佩薰和华元渝(1 988)在 1985— 1986年的多船 

调查中记 录到 243—247头，参考以往的记录， 

估计现存白暨豚约 300头=尽管上述估计都存 

在—定程度的偏差，已可反映出白暨豚的处境 

危殆。在现存的 5种暨啄中，白暨豚的数量最 

少(表 1)，濒于 灭绝。 

对白暨豚的威胁 中国政府已将 白暨豚弼 

为国家保护动物，严禁捕杀。 但不时发生的误 

捕、误伤使白暨豚的数量继续下降。 1 984年发 

现的尸体竟达 18头。 

河流环境易受人类活动的影响。近几十年 

来，长江流域经济活动的扩大，使生态系统发生 

改变，导致 白暨豚的急剃减少。 江湖间涸游鱼 

类的通道被闸坝阻隔，围湖造 田，珏水污染及酷 

渔滥捕，使长江渔业资源急剧衰退。 如刀鱼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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裹 1 置豚娄种群现状 

种 名 种群 现状 

亚蟹豚 lnia geo!irensi~ 良好 

白螫蛭 Lipot e*vexillile T 380头 

海骚啄 Pontoporla bl~imtdllei 来估刮· 

印 河蟹 脉 P!afani*fa indu； 500 妥 

恒阿蟹啄 Pla*anil；a gangetlca ；，0 头 

在乌拉圭艮巴西南部 J97q一 1985年 司约捕鞭 j 00头， 

在阿根廷每年至少捕获 j帅一j5O头。 

产量由七十年代的 4亿公斤下 降 到 l985年 的 

1 1．5万公斤 ；江苏段长江渔业捕捞量由过去的 

8000吨左右下降到近年的 3000余吨。鱼产的 

下降使白暨豚的食物减少，遭钩、网伤害的机率 

上升。各类渔具中滚钩和簖箔的危害最大。两 

者都是违章渔具，但迄今禁而不止，是伤害白壁 

豚的主凶。 1987年在长江下游发现一具埋 绕 

着钩绳的 白暨豚尸体，绳上 尚有 14个鱼钩。据 

对 59头白暨豚死困的分析，由人类话动致死的 

约 占 如％。 其中被滚钩和其他渔具杀害的 在 

中游占 57．1％，在下游 占 42两 (表 2)。 

裹 2 白置豚|E亡的厦田 

其他 爆炸 螺旋 搁浅 

。。 一  

5 

17．9 

项 目 攘钧 渔具 桨 

_二'

． 

1 

长江中赫 数量 ’。。一  ，__—— 。。。一  __-—— l5 1 9 2 

1973— 1989 罐 ％  铝 ．5 3·6 17．9 7·1 

长江下辨 数量 7 6 6 10 

l978一 i985 正 ％  22．6 19·} 19．4 52·2 3．2 

’ 币包 括死 日不 明 的 。 

长江航运的迅速发展是对白藿豚生存的另 
一 主要威胁。自暨豚是一种古老的海豚，不能 

适应现代化船舶急剧增多的新环境，有时会被 

轮船的螺旋桨打伤或击毙。长江下游的运输量 

大于中游，在下游被螺旋桨击毙的相对比中游 

多。过去三十年中，长江下游的江上运输几乎 

以每十年翻一番的速度增长。 i985年在南 京 

至南通间有 l2座海轮深水泊位相继竣工 投 入 

使用。九江港正在扩建为可按纳远洋货轮的国 

际港。而根据发展长江航运的十五年规划，长 

江沿岸各港的货物和旅客吞吐量将分别比1980 

年增加百分之一百六十和百分之二百七十。船 

· 4 ’ 

舶运输对白譬豚的威胁将成倍地加重。 

还有少数人由于_兑知 肆愿捕系 白 譬 。 

1984年 3月有人在江中引爆炸药，炸死白暨豚 

3头 ，其中有一头妊娠雌性。三天后，此人竟 

又在该江段炸死了另外 3头。惨痛事实告诉拽 

们 ，有人还不懂得白垂 豚是国家保护的酾危珍 

兽，对群众的宣传教育亟待加强。 

拯救白暨豚 我国政府在 “水产资源繁殖 

保护条例”及“关于积极保护和台理利用野生动 

物资源的指示”中规定严禁捕杀白暨豚。 科学 

工作者和有关部门拟定 了拯救、保护白暨啄的 

行动 计划。 

一
、 加强天然江段中自暨豚的保护。在白 

暨豚数量较多的江段，设立管理机构 ，使保护法 

规得到有效的实施。严禁使用滚钩和簖箔等违 

章渔具，并对航行和江中爆破进行管理，尽量减 

少人为因素对白暨豚的伤害o 

=、把一些个体从长江主流移入保护区养 

护，使之形成繁殖群体。 国家已决定在安徽省 

铜陵市建立白暨豚半自然保护区即养护场 (图 

)。它位于和悦洲与铁板洲之间的夹江中。夹 

江长 l5 0米 ，最宽处 220米。长江岔梳中的江 

水流经夹江排入长江主流，终年 自流。夹江内 

有天然的长江水并有充足的空 间 供 白暨 豚 栖 

居。 附属的养鱼场可供给白暨豚所需的食物。 

这个保护区将为建立另一些保护区提 供 经 验。 

在长江 自然生境恢复到适合自暨瓯生 存之 前， 

半 自然保护区是保存这一物种的主要希望。 

兰、加强科学研究 ，为天然江段中的保护 

和半自然保护区中的养护提供科学依据。用照 

相识别及无线电标志等技术建立白暨豚的个体 

档案；监铡种群的数量消长 ；研究它们的活动规 

律 ，社群结构及配偶系统。 研究饲养下繁殖的 

技术。妍究避免或减少螺旋桨击毙自暨豚的方 

法。 

我国拯救白暨豚的努力，得到了国际保护 

组织的关注。《濒危野生动植物国际 贸易公约》 

(ClTES)把白暨豚列入附录 l，禁止贸易。国 

际 自然和 自然资源保护联盟物 种 生 存 委 员会 

(IUCN／SSC)于 1986年把白暨豚列为世界 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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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物学杂志 Cbi~csc Journal。f z00 70 

圉 4 铜睦白骧脉半自拣保护区平面图 

濒危的 12种动物之—。 物种生 存 委 员 会 通 狄格鲸类》及《科学朝 日》等刊物先后发表了有 

讯——《物种》、《世界野生生物基金会新 闻》、海 关白暨豚保护的文章
。  

洋哺乳动物行动计划通讯一 一《球头鲸》、《康涅 

我 国 的 黑 颈 鹤 与 研 究 

王有辉 吴至康 李筑眉 江亚猛 
(贵州科学院生物研究所) ． 

摘要 黑颈鹤在云贵高厦和青蘸高原分布范围在北纬 26。43 一39。，东径 79。45 一104。l8’之 间； 

垂直分布，繁殖 区在海拔 2500—5000米 ，越冬区在海拔 2200—4000米；数量在 800只左右
。 

繁殖地四川若尔盖 4--9月与越冬地贵州草海地区 10--3月的主要气候指标基本相似。 

在 自然条件下 ，黑 颈鹤的食物 主要取食植物，一般不寻觅动 物性食物。 

黑颈鹤 (Crus．igricotlis)，俗名“藏鹤”、 

仲仲”、“阿克仲”(藏音)、“雁鹅”、。鹭鹦”、“黑 

铀壳 ，是我国特产的大型珍稀涉禽 ；列为我国 

的一类保护野 生动物，被《濒危野生动植物种国 

际贸易公约》 (CITES)列入全球性急需拯救的 

鸟类 ；在科研、医药和人们的文化艺术生活等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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