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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北(邵孟明等，1986)，而这次我们在云岩史村 

捕到 1 7只。据史村的干部和群众反映，两年以 

前此地 从未见到这种动物 ，而现在这里数量很 

大，井且还有继续向南扩展之势。长尾仓鼠虽 

广泛分布于宜川境内各地，但以云岩的数量为 

最大 ，捕获率为 5 63，刍。 

云岩、英旺和高拍三地的调查结果表明，自 

然条件不同，农田鼠类的组成及数量亦有很大 

的不 同。 

云岩位于县北部，属黄土破碎塬，黄土层深 

厚，质地 良好 ，但塬面水源缺乏，气候干燥 ，植被 

为零星的沟壑灌丛、草场。鼠种组成以长尾仓 

鼠，达乌尔鼠兔，褐家 鼠，大仓鼠占优势，组成 

率分别为 31．58％，29．82％，1 2 28％ 和 8．77％。 

中华鼢鼠在局部塬面形成很大优势，但某些塬 

面则未见踪影。英旺属山地梢林区，梢林灌丛 

茂密，草地成片 ，气候温暖多雨，小气候突出。鼠 

种组成以黑线姬鼠和大林姬鼠占仇势，组成率 

分别为 78 08％和 1 2．33％。 其次是长尾仓鼠， 

其组成率为 5．48％。而高柏东侧的黄河沿岸为 

石质丘陵，荒山秃坡 ，植被缺乏，气候干燥炎热。 

鼠种组成简单，数量亦少。用鼠夹仅捕获子午 

沙鼠和褐家鼠各 2只。另用火抢猎获 2只岩松 

鼠。因此司见，宜川县鼠类区域分布显著，自然 

条件不同的地区，农田鼠类组成亦有明显差异。 

由于调查时间短，设点不多，尤其是该县南 

部林区，园交通不便而未能涉及，深入调查还会 

有不少新的发现。 本文作为工作的初步总结， 

仅供有关方面参考。 

参 考 文 献 

邵盂明等 1986 陕北黄土高原几种啮齿 动物生物学资料 

动物学杂志 z1(6)：27—30。 

陕西师范大学地理系 sj 陕西省延安地区地理志 陕西 

人民 出版社 

鄱阳湖地区兽类资源调查 

傅 道 言 
(江西省科学院，南昌 33oo4o) 

丁 铁 赏 
(江西省 自然保护区管理办公室) 

摘要 1984--1986年，我们对鄱阳蝴地区的 11个县的兽类资源进行了调查，共采集标本及收购 

皮张 38 7号，计 46种。加上原有文献记载该地区共有兽类 52种。全区年产各种皮张 15万张左右，其 

中以黄鼬皮产量最高。药用兽以穿山甲为主，最高年产量约 5000只左右。 珍稀保护兽类共有 11种。 

本文还就兽类的分布、资源状况及对资源的保护、开发和用等作了较详尽的论述。 

关于鄱阳湖地区的兽类，除刘堂仁(1 983)、 

陈延熹(1987)分别就啮齿类及翼手类进行过调 

查和报道外，来见其它专文论述。为查清该地区 

动物资源状况，i 984年 5月至 1 986年 1月，由 

江西省自然保护区管理办公室和江西省科学院 

生物资源研究所组成的动物资源考察队，在鄱 

阳湖地区的南昌县(白虎岭)、永修县(周田、云 

山、三溪桥、柘林)、德安县(樟树、林泉、车桥)、 

星子县(东牯山、大垄)、九江县(岷山、新台)、庐 

山、湖口县(江桥、五里)、都昌县(大港、红光林 

场、北炎)、波阳县(莲花山、枧田)、余千县(社 

庚)、进贤县(观花岭)及新建县等地对鸟、兽等 

动物资源进行了调查。现将兽类部分的调查结 

果整理如下。 

一

、 自 然 概 况 

鄱阳湖地区位于长江中下游南岸的江西省 
。。。。～  

‘谖项谓查是江西省政府鄱田湖综台科学考寮领导小组 

办公室下达的课题，1987年 8月通过省级鉴定。参加 

工作的还有谢学贤、妍平喜、郝清仔、李业伟、划智勇， 

严丽、抒信传，沈建岗、剂挑睦等同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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圈 1 考 祭工作 点丹布 圉 

●考祭工作点 0县城 ▲庐山 

北部。四周山丘环绕，地貌形态多样，山地、丘 

陵、岗地、平原相间。其西部为九岭山脉，地形 

起伏较大 ，山峰陡峻；东部和东北部为怀玉山及 

黄山余脉 ，多为山丘、岗地，起伏较为平缓；北临 

长江；南为岗地及冲积平原 四周由高至低向 

中部的鄱阳湖倾斜。 海拔一般在 9O—l500米 

之 间。 

该地区温暖湿润，阳光充足，雨水丰滞。年 

平均降水量约 1570毫米。春季阴湿多雨，夏秋 

晴热少雨，冬季寒冷，降水最少。年平均气温为 

16
．

5-- 17
．soc(最高 40~C，最低一18．9oC)，无霜 

期 240—285天。 

山地丘陵的植被主要为亚 热 带 常 绿 阔 叶 

林 ，组成树种 以青冈栎 (cyffo6口f“op gla， 

uca)、苦槠 (Caszanopsis sderophylla)、丝栗栲 

(c．[argesii)、钩栗 (c．jibeeana)等为主，马 

尾松 (Pinus massoniana)、杉 (c 如 ∞ 

lanceolam)、麻栎 (Quero．s acu~issima)、青 

冈栎、樟树 (Cinnamomum ~amphora)及竹 

(Phyllossachys pubescens)等针、阔叶林或 针 

阔叶混交林也极为常见。 由于人类长 期 的 采 

伐、开垦，使得原始的常绿阔叶林已荡然无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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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有的林型多为半天然疏林、灌木林及 人工林。 

人工林则以杉、马尾松为主。低丘岗地以马尾 

松、樟树、刺芒 (Miscan~hus sinensis)、乌饭树 

(Vacciniuni braaeatum)、黄 栀 子 (Gardenia 

fasminoides)等分布较多。 湖区平原多为草甸 

植被，主要由禾本科及莎草科的一些种类组成。 

全区的森林覆盖率仅为 17．8％，大大低于江西 

省 33．6弗 的平均水平。 

该地区开发历史早，人口密度为全省之冠， 

是江西省政治、经济、文化、交通最发达的地区， 

也是全国重要的商品粮基地之一。 

二、调 查 结 果 

本次调查共采集兽类标本 60号，收购兽类 

皮张 327张，经整理共 46种，加上原有文献记 

载而本次未见到的 6种，共计该地区有兽类 52 

种，隶属 8目 l9科，其种类名称及分布列于表 

1。 

在区系组成上以东洋界种类为主，东洋界 

种类有 31种 ，占全部种数的 59．7％，古北界种 

类 7种，占 13．5弗，其余 1 4种为广 布种，占 

26．8弗。 

三、资源及其利用概况 

就其经济意义而言 ，毛皮兽在该地区 占有 

最为重要的地位。主要的种类有黄鼬、貉、撵、 

豹猫、食蟹檬、小鹿、华南兔等。1973—1983年 ， 

永修、星子、九江、波阳、余干 5县仅土产公司平 

均每年收购各种皮张 31 659张，加上各县外贸 

公司及其它自销的数量 ，估计整个鄱阳湖区每 

年毛皮产量 15万张左右。 按平均每张 8元的 

价值计算，每年可创经济效益 120万元。从调 

查情况看，黄鼬、小麂、华南兔是当地的三大主 

要毛皮兽资源。其中尤以黄鼬皮产量最多，其 

收购量占各类毛皮总数的 60—7D弼，且在其它 

许多毛皮产量不断下降的情况下 ，其收购量一 

直呈增长趋势(见图 2)。 华南兔及麂皮的产量 

仅次于黄鼬，年平均 2万张以上。据了解，华南 

兔由于其皮张的收贿价太低而不为人 们 重视， 

大多捕获后连皮食用或将皮张遗弃。 因此，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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裹 l ■捆舅鼍医■樊种樊置舟布 

分 布 

种 类 南昌‘ 永修 铯安 星子 九江‘ 湖口 都昌 蛙阳： 案干 

l 2 3 4 5 7 9 

1．剡捐 Er 4Ⅲ ⋯ ，cpaeuJ + + + + + + + + 

2．洛氏菊头蝠 RhinolophN~ rosxi 一 

3．柬方 蝙蝠 VesFcrtilia super~ f + + 

4．西南 鼠耳 蝠 M yo：is al：erlum 一 

5．小鼠耳蝠 M．daoidii 一 

6．中华鼠耳蝠 M．chl nsis 一 

7．爪哇伏嚣 Pipistrellus ⋯  f 一 

{ 8·安 棕 Eptcsicus de f 一 

9．折翼 蝠 M iniopterus schreibersii 一 

lO．穿山甲 ManiJ pcntadactyla 十 + + + 十 + + + + 

l1．狼 ~a~is ， f + + + 

l2．孤 Vutpes j + + + 一 + + 

l 3．貉 Nyctereutes procyonoide~ + + 

l4．豺 Cuon alpinu； + + 

l 5．青鼬 MarI 4 flaoigula + + + 

l 6．黄鼬 Mustefd Jibir 口 + + + + 十 + 十 + + 

l7．鼬擅 Meloga 口̂l4 + + + + + + + + 

1B．摘窟 M ~les m~les + + + + + 

l9．猪箍 ， I。 ~oltari* + + + + + + + + + 

2O．水藕 Lutra f0打d + + 

21．太炅 猫 Vi~err口~ibctha + - 

22川 、灵措 Vi r ricula # fd + + + 

23．果 }狸 Pagum 口l4 f ． + 

2●．童蟹 HcrpcJres 口 - + 

25．静箝 Fells 6 len~is + + + 十 

26．盎籀 F．：emminc~i + 

27．云豹 Neof~lis ncbHIo~o + + + 

2B．豹 Pan rhcra p~rdus 十 + + 

29．虎 P．rigri； 一 一 

3O．野猪 tcrofa + + 

31．摔 Hydropot~；inermi~ + + 

32．小亮 Mien“Ⅲ  rffocsi + + + + + 十 

33．鬣羚 Cap~icorni； 街 Ir圳  + + 

3●．华南兔 L P 『J 十 + + + 十 + 

35．花松鼠 Tamiops  ̂ + + 

36．赤腹松鼠 c口j 。 _， I d _ + 

37．中华竹鼠 Rhinomys 血 + 

38·黑腹皱鼠 Eofh nomyt mela#。 fIf， + 

39．森方田鼠 Microf fo，m + 

●0．黑线短鼠 dpodemus agrarlut 一 + 一 + 

●l卅、家鼠 l _ 一 + 一 

42．量顶鼠 置dfI ，rd“ l + 一 

．黄胸鼠 置．flaoipectu~ 一 一 + 

¨．梧家鼠 R．narocgi~~； 一 一 + 

●，．黄毛鼠 R． D， 一 + 

●6．太 足鼠 R．hi：i 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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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 l(续) 

分 布 

种 类 南昌 永修 穗安 星于 九江¨ 湖口 都 昌 渡用 余千 

1 5 7 

●7．杜鼠 R．nivlvent r + 十 + 

48．针毛鼠 R．， r# cf + 

●9．白腹巨鼠 足 口rd“ 十 

50．豪猪 Hyrtria hodgsoni + 

51．白鳍孵 Lipotcs gexilli：er + 

52．江豚 Neomerls phocacnide~ 一 

包括新建 技进贤； 蚪包括庐山； 4- 采到标本或皮张； ‘一 文献嚣籽。 

■ 
叠 

图 2 余千县黄鼬皮张收购量的年度 窭化 

际产量远远超过其收购量。另外，收购量较多 

的还有萑皮(主要为猪萑)、狸子皮(豹猫皮)及 

石獾皮(食蟹獐皮)等，产量数千张至万余张不 

等。水獭皮、狐皮、九江狸(大灵猫)皮收购很少， 

特别是八十年代后更是极少见到。 

备县医药公司历年收购的兽类药材 ，其种 

类仅限于刺猬皮 、豹骨及穿山甲鳞片等几种。以 

穿山甲产璧较多。永修县最高年产量达 232千 

克鳞片。 平均每只穿山甲产鳞 片 以 0．35千 克 

计算 ，折合猎捕穿山甲 663只。估计整个鄱阳 

湖地区最高年产量约 5000只左右。但是，自七 

十年代以来，各县兽类药材的收购量不断下降， 

至八十年代，下降更为严重。永修县 1 982年穿 

山甲鳞片的产量仅为 1 968年产量的 1／1 0左右 

(觅图 3)；豹骨的产量 1 968年为 24千克，1 982 

年仅 3千克，下降 87．5弗。 

刺猾皮的产量一直很低，各县均年产只数 

千克，近年更少，甚至难以收至 o 

小灵摧可产灵猫香，其药用价值很高，还可 

作为高级定香剂。当地小灵猫分布较多，过去 

· iO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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围 3 永倍县穿山甲鳞片收购量年度变化 

一 直作为毛皮兽捕杀，而对其珍贵的灵猫香未 

加利用。应加强保护，尽量活捉驯化饲养，活体 

取香，则司大大提高其经济效益。 

小鹿、华南兔不但是当地的主要毛皮兽类， 

也是重要的肉食种类，但绝大部分均自猎自食 

野猪在山区分柱较多，也大多连皮食用，未能产 

生应 有的经济 效益。 

属国家保护的珍稀兽类，在该地区有虎、 

豹、獐、穿山甲、水獭、大灵猫、小灵猫、云豹、叠 

猫、白鳍豚及江啄 11 种。据调查 ，虎在解放初 

期分布很广，数量较多。但目前仅在永修县的 

云山一带可能有其存在，其他各地均未发现任 

何活动痕迹。豹及云豹也很难见到。獐主要活 

动于湖摊草’洲及江河沿岸，尚有一定的数量。江 

豚及白鳍豚是栖息于水域的仅 2种善类，白鳍 

豚数量很少。江际较常见 ，洪水期在赣江中下 

游都可 R!．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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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害兽，该地有害鼠13种之多，其中以黑 

线姬 鼠数量最多。据调查，黑线姬鼠占当地鼠 

类个体数(按其捕获率，星子县)的 65瞄 以上， 

其次为黄毛鼠，占 2o％ 以上。黑线姬鼠不但是 

当地农业的主要害鼠，还是当地流行性出血热 

的主要传染源(刘堂仁，1983)。另外，在局部地 

区，也曾发生过少量其它兽害，如野猪、华南兔 

危害竹笋、红薯、黄豆、水稻等农作物的现象。 

四、讨 论 和 建 议 

总的来讲，该地区兽类资源日趋减少。特 

别是大中型食肉兽类及食草兽类，较之五六十 

年代，下降极为显著。其原因除了过去长期缺乏 

管理、过度猎捕之外，森林的大面积毁坏以及天 

然阔叶林开垦种植人工林等，使得许多动物的 

适宜栖息地面积锐减，恐怕也是其主要原因之 

一

。 我们曾在人工纯杉林中做过调查，除了林 

缘外 ，林申束发现任何兽类，连泛滥成灾的鼠类 

也极为少见，放置鼠夹 170个夹 日，无一捕获。 

因此，我们认为，当地营造的太面积人工杉林 ， 

并不适于兽类的栖息。 

除了鼠类外，种群数量有所增长的只有黄 

鼬，这可能因为当地田野、荒丘 、灌木丛 平原、 

村庄等适宜栖息地面积较大，加之农怍物种籽 

比比皆是，黄鼬所喜食的鼠类增加，食物来源丰 

富，为黄鼬种群的繁盛提供了较好的条件。另 

外，黄鼬的天敌如狐、猛禽的减少，也导致了种 

主 ■ 

捌主■ 

■ 垂 

囊任■辑 

群的增加。因此，黄鼬今后无疑仍是当地主要 

的毛皮兽类，对其合理利用显得尤为重要 

为更好地保护和利用当地的兽类资源，我 

们建议： 

1．对动物资源的保护与管理，除了禁止乱 

捕滥猎之外，还应将对栖息地的保护作为一个 

主要内容。实行封山育林，保护天然阔叶林。̂  

工林的营造，也应考虑到兽类等野生动物的生 

存，因地制宜，实行针阔叶树种混交，增加林型 

的多样性，为兽类等提供栖息地。 

2．当地的小灵猫资源，应迅速切实予以保 

护，为^工驯养、活体取香提供种源。 

童黄鼬资源尚且丰富，如单一从灭鼠的角 

度考虑而禁止措捕，有欠妥当。应网开一面 ，在 

保护资源的基础上，有计划地猎捕利用，做到既 

不影响其在生态中的作用 ，又能充分利用其毛 

皮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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