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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采卵．转移等操作过程中，要尽量减少 

对胚胎的损伤； 

(2)勤换池水、线水孵化(水深 1O--15cm) 

和控制密度(2000枚卵／let )，保持池水水质良 

好，以提供孵化过程中充足的氧气供应； 

(3)水温控制在 25~12左右，可以缩短孵化 

期、提高孵化率。 

三、小 结 与 讨 论 

(一)野生状态下，卵的孵化率和蝌 蚪 的 

成活率较低，人工养殖下，采取完全人工饲养， 

该二项指标可分别提高到 7O％和 8O％。 成蛙 

繁殖需要有流水冲击的浅水层附着物，采取半 

散放养殖，可以促进繁殖、提高繁殖率，同时可 

以减少管理环节、节省大量人力物力。我们认 

为，两者结合的养殖方式效果较为理想。 

采取圈围山溪开展散放养殖，由于投资较 

大、管理不便、天敌危害严重、逃跑的可能性较 

大，加上自然食物量限制了高密度养殖，所以， 

这不是理想的养殖方式。采取池塘养殖，由于 

满足不了棘胸蛙栖息繁殖对自然环境条件的要 

求，故不宜采用。 

(=)棘胸蛙只吃活食不吃 死 食 的 习性， 

& 

们试验研究了几种不同形式的人工 活 饵装置， 

为蛙群补喂营养价值高．但在一般情况下不为 

蛙取食的家畜家禽下水、蚕蛹等，都取得了一定 

的效果。我们还尝试将棘胸蛙养殖与尼罗罗非 

养殖和栽桑养蚕结合起来，以部分鱼苗、小蚕和 

蚕蛹作为蛙饲料，力图开辟一条综合养殖的新 

途径。 

(三)棘胸蛙养殖具有较高的社 会、生 态 

和经济效益，是一项值得大力推广的工作。但 

是养殖难度较大，开展此项工作前必须仔细考 

虑这样几个问题：1．是否具有适合养殖要求的 

地点建造养殖池，这样的地点是否便于人工管 

理?2．饲料供应是否能满足养殖的需要，是否 

与养殖规模相适应?3．养殖能否获得显著的经 

济效益?等等，如果这些问题能较好解决，则应 

该建立正规的养殖场，使养殖管理工作系列化； 

如果不能很好解决，以不开展或进行小规模试 

验性养殖为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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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1 987年5、6月作者等对塔城盆地的鸟类进行了调查，共录得 96种，分属 l4目36科，其中 

国内新记录一种——领燕镐 (Plareola P．pratincol~)，按主要繁殖区划分，中亚型 22种占 22．9％，北 

方型 37种占 38．5％、广布种 36种占 37．5％，该盆地鸟类以中亚型为主，北方型为辅。区系组成与阿 

尔泰山地和准噶尔盆地差异明显、而与天山区系相似。通过北天山西部和塔城盆地向西的开口与哈萨 

克斯坦动物区系紧密联系溶为一体。故该地似应划归哈萨克斯坦区的天山亚区为宜o， 该地有黑琴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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蓑羽鹤、鸢、秃鹫、白头鹞、猎隼、燕隼、黄爪隼、红隼、黑腹沙鸡、大鸨、乌林鹗等 12种国家重点保护鸟类 

和资源鸟类90种。 

1987年 5、6月，我们在新疆北部塔城地区 

进行珍贵动物考察时，并对塔城盆地的鸟类作 

了调查、采集标本 103号。鉴于该盆地鸟类研 

究甚少、更无专题报道，为了填补这一地区资料 

的空白，为新疆动物地理区划和盆地 鸟类资源 

的保护利用提供依据。现根据考察结果和我所 

历年收集的标本和资料，并参阅有关文献，对塔 

城盆地的鸟类进行分析研究。 

本文涉及的范围仅为塔城盆地 (塔城、额 

敏、裕民三县、市)、不包含准噶尔西部山地，一 

般海拔4OO一6OO米，个别工作点为不超过 1050 

米的山麓。 

一

、 自 然 概 况 

塔城盆地位于新疆西北边境，为准噶尔西 

部山地之山间盆地，包括塔城市和额敏、裕民两 

县。它的南、东和北面为阿拉套山、玛依力山和 

塔尔巴哈台山等山体所包围，西部与哈萨克斯 

坦相连，额敏河横贯其中，平均海拔 500米左 

右。由于准噶尔西部山地的包围和对大西洋与 

北冰洋湿气流的阻挡，盆地内气候温和，降水较 

多。1月平均气温一I3~C，7月平均气温 22~C， 

年均温 6~C，年降水量约 300毫米。 

塔城盆地的植被，宅要以博乐蒿(Artemista 

borotalensis)为建群种，属荒漠地带准噶尔亚 

地带。蒿类荒漠 SeriPidium 亚属中的一些种 

类，作为地带性植被广泛分布，荒漠中短命植物 

层片十分发育。此外，在滨湖低地和河谷还分 

布有白榆 (Ulmus pumila)，芨芨草 (Achna- 

8hcpu~ splenden)、芦苇(Phragmites australls) 

等非地带性植被，并形成草 原 草 场 和平原草 

甸。 

二、考 察 结 果 

共录得鸟类 96种、分属 l4目36科，其中 

国内新记录一种——领燕鹆 (Plareola p．pra一 

,incola。 I，采自塔城荒漠中季节性仅存积水 

的河道内)。 

作者依据在塔城盆地采集的 4只雄细嘴沙 

百灵标本与文献记录的青海标本作 了 对 比 分 

析。该种原分为两个亚种，即 acutirostris和 

tibetana。 其区别在于，前者上体黑纹较浓，最 

外侧尾羽白斑甚狭小，仅限于外嘲，分布在新疆 

和西藏西部；后者上体黑纹较淡，最外侧尾羽白 

斑很大，占满了外啊并延伸至内嘲的大部，分布 

于西藏东南，昌都，川西北，青海等省区。 Va． 

urie(1959)还提出 tibetana较 acutirotris大， 

翅长达 1O0毫米。 

我们的 4号标本 ，上体黑纹较浓，最外侧尾 

羽白斑很大，几乎占满了整个羽片、仅内啊基部 

边缘为褐色，与青海的某些标本相似；塔城标本 

的平均翅长为 98．2 5毫米(97—99毫米)；青海 

标本 5只雄体平 均 翅长 92．2毫米 (9O一93毫 

米)(李德浩 1979，郑作新 I983)，明显大于青海 

标本。可见，该种的最外侧尾羽白斑和个体大 

小，并无地区性差异。故作者同 意 李 德 浩等 

(I979)的意见，两亚种应予合并。 

三、区 系 分 析 

记录于塔城盆地的 96种鸟类中，主要繁殖 

在亚洲中部的中亚型耐旱荒漠一草原种 24种； 

主要繁殖在欧洲、亚洲北部，并向南延伸奎我国 

新疆与东北北部的北方型耐寒喜湿森林一草原 

种 37种；主要繁殖在青藏高原的高地型耐高寒 

高原种 1种；主要繁殖区不属上列情况，并跨越 

两个以上动物地理区的广布种 (包括个别东洋 

种)34种。可见，塔城盆地的鸟类区系以北方 

型为主，中亚型为辅。 

塔城盆地鸟类区系组成与阿尔泰山和准噶 

尔盆地虽有某些共同特征，但确存在明显的差 

异。塔城盆地气候相对温和、湿润；而准噶尔盆 

地则干旱少雨，冬季严寒，夏季炎热，1月平均 

气温一3O℃，7月均温 30~C，年降水仅百毫米 

左右。因而两盆地植被和景观类型各不相同。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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裘 l 塔城盆地鸟类名录 

序号 种 名 

r  

1 凤头鹛鸱 Podiceps f．cristatus 

2 鸬鹅 P̂ 口，口fr0f0r口 cor~o sinensis 

3 灰雁 Anser¨，" 

4 赤麻鸭 Tadorna]erruginea 

5 绿头鸭 11has P．platyrhychos 

6 鸢 Milvus~orschun lineatus 

、 7 秃鹫 fgypius monoc~us 

8 白头鹞 Circus口．aeruginosus 

9 猎隼 Falco charrug milvipes 

0 燕隼 F．，．subbute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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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1 

序号 种 名 ／ 采 集 地 采集日期 分布型 居留情况 

49 家燕 Hirundo，．rustica 塔城 24，VI—l0，IX V B 

5O 黄鹊钨 Motacilla flapd beema 塔城 30，V一10，IX N B 

5l 黄头鹊鹎 M．citreola sindzianicus 塔城，额敏 文献 V B 

52 白鹊钨 M．alba per$oTlafd 塔城，额敏 25，VIII一15，I】【 V S，T 

53 田鹨 Anthus novaeseela dia centralasiae 塔城 l5，IX V S 

54 平原鹨 ．campest ris griseus 裕民 5，VII一8，IX V S 

5 林鹨 A．trivialis trivialis 裕民 8，VII N S?B? 

56 红尾伯劳 Lanius ctristatus，̂ o" l，，o f， 塔城，裕民 22，VI—l8，．VII N B 

57 金黄鹞 Oriolus O．oriolus 裕民 25，VII V B 

58 粉红糠鸟 Sturnus ro$cg$ 裕民 l4，VII C B 

59 紫翅椋鸟 S．vulgaris poltaratsl~yi 塔城 ，裕民 17，VII--5，VIII C B 

60 喜鹃 Pica pica bactriana 塔城，裕民 3，VI—l3，IX V R 

6l 秃鼻乌鸦 Corvus，．frugilegus 塔城，裕民，额敏 4，VI一14，IX N B 

62 寒鸦 C．m．monedula 塔城 ，额敏 4，VI一6，IX N B 

63 小嘴乌鸦 c．coro~c orientalis 塔城，额敏 2。VlI—l0。IX N R 

64 河鸟 Cinclus cinclus leucoga gtcr 裕 民 28，VII V R 

65 新疆歌鸲 Luscinia megarhynchos halizi 塔城 文献 C B 

66 蓝点颏 L．$~ccica saturatior 塔城，裕民 23，VIl～18，IX N B 

67 红背红尾鸲 Phoenicurus erythronotus 塔城，裕民 3，VII--29，VII C B 

68 赭红尾鸲 P．ochruros of lf。，o fj 裕民 23，VI V B 

69 蓝额红尾鸲 P．Frontalis 塔城 15，VII V S 

7O 黑喉石晴 Saxicola torquata Ttgattra 塔城，裕民 17，VII-6，IX V B 

7l 沙鸱 Oenanthe isabellina 裕民 23，VI C B 

72 穗鸱 0．O．oenanthe 裕民 5，VII C B 

73 漠鸱 0．deserti atrogularis 塔城 13，VII C R 

74 白顶鹃 0．hispanica pleschanl~a 塔城 29，V C B 

75 靴篱莺 Hippopais f．caligala 塔城 文献 N S 

76 稻田苇莺 Acrocephalus agricola brevipennis 塔城 3，IX V B 

77 横斑莺 Syl g，ia nisoria mer~bacheri 塔城 1，VI C S 

78 灰白喉莺 s．communis icterops 塔城，额敏 文献 N B 

79 白喉莺 ．curruca blythi 塔城 3，IX N S，T 

8O 沙白喉莺 ．minula minula 塔城 文献 C B 

矗l 黄眉柳莺 Phylloscopus inornatus humne 塔城 l，VI N S 

82 暗绿柳莺P．trochiloides viridanus 塔城 29，V N B 

=83 斑鹆 Muscicapa striata neumanni 裕民 15，VII N B 

84 大山雀 Parus major l~apustini 塔城 8，IX V R 

毫5 西域山雀 P．bo~harensts l。，走fjl口Jl _j 塔城 2I，VI V R 

=86 灰蓝山雀 P．cyanus tianschanicut 塔城 2l，V N R 

毫7 普通聘 Sirra eMropae$$eorsa 裕民 13，VII N R 

=88 旋木雀 Certhia tamiliaris tianschanica 裕民 ．13，VII ● N R 

暑9 家底雀 Passer domesticus bactrianuns 塔城 29，VII V R 

，0 黑顶寐雀 P．ammodendri nigricans 塔城 文献 C R 

'9I 树麻雀 P．montanus dilutus 塔城，额敏 l5，Vl一29，Vll V R 

，2 赤胸朱顶雀 Carduelis cannabina bella 塔城 29，V一 ，VI V R 

95 红额金翅 C．carduelis paropanisi 裕民 15，VII V B 

94 朱雀 Carpodacus~rythrinus roseatM$ 塔城，裕民 4，VI一15，VII ‘N B 

95 褐头鸥 Emberiza bruniceps 塔城，裕民 3O，V一12，VII C B 

96 三道眉草鹨 层．f．cioides 塔城 29，V一13，VI N R 

B繁殖鸟，R留鸟，s夏侯鸟，w冬侯鸟，T旅鸟，c中亚型，N北方型，P高地型，V广布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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寰 2 新一北部备墙鸟类的分布型 

中亚型 北方型 高地型 东北型 广布种 
地 区 

种数 ％ 种数 ％ 种数 ％ 种数 ％ 种数 ％ 

塔城盆地 22 22．9 37 38．5 l 1．0 36 37．5 

阿尔泰山 46 22．8 98 48．5 l4 6．9 5 2．5 39 l9．3 

准噶尔盆地 43 29．9 55 38．2 7 4．9 3 2．1 36 25．0 

北天山西部 41 27．O 60 39．5 l5 9．9 2 1．3 34 22．3 
＼ 

塔城盆地，蒿属荒漠中短命和类短命植物十分 

发育；在准噶尔盆地则缺少这类植物，而且向东 

旱情逐渐加剧。两地鸟类区系组成，虽然均以 

北方型为主，中亚型为辅，但所占比重差异明 

显。而且准噶尔区系与哈萨克斯坦动物区系(包 

括塔城盆地) 乍常明显的区别，它们在起源上 

有所不同 (马勇 1981)。 在准噶尔盆地中亚型 

与北方型分别占29．9％和 38．2％，中亚型成份 

所占比重明显多于塔城盆地，而且向东逐渐增 

加。 塔城盆地中亚型与北方型各占22．9％ 和 

39．5％，一些在此繁殖的北方型种类，如黑琴 

鸡，领燕钨、乌林鹗、斑鹅、普通鹂等不见于准 

噶尔盆地，而繁殖于准噶尔盆地的黑翅长脚鹬 

(Himantopus himantopus)、蒙古百灵 (M~la- 

疗ocortypha mongolica)、小沙百灵(Calandrella 

r lfc 1)、靴篱莺 (Hippolais caligata)等 

中亚型种类又不见于 塔 城 盆地。在阿尔泰山 

地，鸟类区系组成明显地 以北 方 型为主，占 

48．5％，中亚型仅占22．8 ，与高行宜等(1987) 

的结果相似。繁殖于此的许多北方森林种类，如 

乌鹃 (Aquila clanga)、松鸡 (Tetrao urogal- 

， 1)、 岩雷鸟 (Lagopus ，，I I )、 花尾榛鸡 

(Te~rastes bonasia)、雪鹗(Nyctea scandiaca)、 

花头鸺鸥 (Glaueidium pa，，c， ，，I)等不见于 

塔城盆地。在北天山西部，中亚型与北方型成 

分各占 27％和 39．5％，与塔城盆地相似，所占 

比例亦十分接近。并通过北天山西部和塔城盆 

地向西的开I=I与哈萨克斯坦动物区系紧密联系 

溶为_体。 

综上可见，塔城盆地鸟类区系，既不同于准 

噶尔区系，又有别于阿尔泰区系，而与天山区系 

相似，故将其划归哈萨克区的天山亚区是合适 

的。 

四、珍稀资源鸟类 

塔城盆地温和湿润的气候条件，发育良好 

的荒漠草原，大片的沼泽、为鸟类提供了适宜的 

栖息环境，一些珍稀禽鸟在此繁殖并得到很好 

的保护；一些资源鸟类分布集中，数量颇大，具 

有一定利用价值；某些种类可以驯养培育；还有 
一 些种类，啄食害虫、腐尸、捕食鼠类，是大自然 

的卫士和清道夫。 

初步统计，盆地内属国家保护的珍稀鸟类 

有黑琴鸡、蓑羽鹤、鸢、秃鹫、白头鹞、猎隼 燕 

隼、黄爪隼、红隼、黑腹沙鸡、大鸨、乌林鹗等 l2 

种，资源鸟类 90种，按用途分类，食用禽鸟 21 

种，羽绒用 11种，药用 23种，农林、卫生益鸟 

61种，观赏鸟 19种。 

厌雁是一种易于驯养的野生雁类，当地居 

民早有拣蛋捉雏饲养灰雁的习惯，并一直延续 

至今，经过长期的选择 ，培育，现已成为家鹅的 

一 个新品种——新疆鹅。这种鹅肉味鲜美、细 

嫩、耐粗饲，深受当地群众欢迎。此外，石鸡、山 

鹑、环颈雉、大鸨、黑腹沙鸡等均易于驯养，是有 

价值的驯养对象。盆地内椋鸟数量很大，成千 

上万集群于草原上空，大量捕食蝗虫，是草原的 

忠实卫士，应切实加以保护，促进种群数量进一 

步增长，发展生物治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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