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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季岩羊种群生态学特征的初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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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通过对贺兰山春季岩羊的研究得出, 贺兰山的岩羊为晨昏性活动动物, 两个活动高

峰分别在5÷00～ 9÷00和17÷00～ 20÷00。在春季, 岩羊群主要以小群为主, 且主要是混合群, 平

均群大小为516头; 整个贺兰山的岩羊密度为316头ökm 2; 岩羊的雌雄性比为1÷1136, 并指出目

前偷猎仍然影响着种群的性比; 雄性岩羊的自然死亡年龄在615～ 1015岁, 其中以915岁是其

自然死亡的高峰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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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岩羊 (P seud ois nay au r) 属偶蹄目牛科羊亚科, 是国家的二级保护动物。在国外主要

分布在尼泊尔、巴基斯坦、印度、锡金和克什米尔 (Scha ller, 1977; 谭邦杰, 1990) ; 在

我国主要分布于西藏、云南、四川、陕西、甘肃、青海、宁夏、新疆和内蒙古 (盛和林,

1994)。目前有关岩羊种群生态学的研究非常少。Schaller (1977, 1981)、Schaller 等 (1987,

1988, 1994) 曾在对尼泊尔、我国新疆塔什库尔干、西藏、青海和甘肃的大型动物考察

过程中, 对岩羊作过观察研究, 并讨论过岩羊的进化问题。O sbo rne 等 (1983) 对巴基斯

坦的岩羊习性作过报道。Kaji 等 (1993) 在对四川和青海的白唇鹿的研究中涉及到岩羊的

观察。任军让等 (1990) 对青海玉树和果洛州的岩羊种群作过初步分析。虽然贺兰山独特

的地理位置和动植物资源, 且被列入六个具有全国性的生物多样性分布中心之一 (王献

溥等, 1994) , 但作为贺兰山最丰富的有蹄类动物——岩羊的研究仅见于王小明等

(1996) 和W ang 等 (1996) 的报道。因此为了更好地保护和合理利用贺兰山岩羊资源, 我

们在1996年4～ 5月对贺兰山岩羊春季种群生态学进行了初步研究。

自然状况及研究方法

贺兰山位于宁夏银川平原和内蒙阿拉善高原之间, 北纬38°21′～ 39°22′, 东径105°44′

～ 106°42′, 属阴山山系, 平均海拔1 500 m , 主峰高达3 556 m , 是典型的半荒漠和沙漠之

间的分界线, 是典型的大陆性气候, 年平均降水量在200～ 400 mm 之间, 年平均蒸发量

2 000 mm。植被主要是以青海云杉 (P icea crassif olin )、油松 (P inus tabu laef orm is)、山

杨 (U lm us g laucesceus)、灰榆 (P runus m ong olica ) 等树种为主的天然次生林, 灌木稀疏。

按垂直分布可划分为四大植被带: 山地草原带 (1 400～ 1 600 m ) , 山地疏林草原带 (1 600

～ 2 000 m ) , 山地针叶林带 (1 900～ 3 000 m ) , 亚高山灌丛、草甸带 (3 100～ 3 5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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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 )。整个贺兰山的维管植物多达690种 (狄维忠, 1987) , 这为贺兰山野生动物提供了良好

的栖息环境和丰富的食物资源。

1996年4～ 5月在贺兰山的马莲口、苏峪口、贺兰口、古拉本、哈拉乌和镇木关等处

对贺兰山岩羊进行了调查研究 (图1)。调查总面积约为191189 km 2, 大约占整个保护区面

积的10% 左右。

图1　贺兰山自然保护区地图及调查地点

F ig. 1　M ap of H elan N ature Reserve and Sites of survey

　　通过步行对所有经过路线所看到的岩羊进行计数, 时间从5÷00至20÷00, 并根据角的

形状和大小、体形、毛色, 利用8倍望远镜和60倍单筒望远镜把岩羊分为成雄、成雌、亚

成体和幼体, 其划分标准如下: 成年雄性的角粗大, 并明显向后弯, 其长度至少有20

cm ; 成雌的角细, 且几乎不弯曲, 长度为15 cm 左右; 亚成体的体长约为成体的三分之一;

幼体体小且有白色的毛。我们记录岩羊群的大小、活动地点和时间以及海拔高度, 同时也

用随机取样法和目标取样法对岩羊的行为进行观察记录。为了找出岩羊白天活动规律, 我

们对所观察到的岩羊进行统计、记录有多少个体在活动或觅食, 有多少个体在卧地休息,

然后计算出在同一时间内所观察行为的发生频率。通过统计来分析贺兰山岩羊的种群生

态学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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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和讨论

1. 岩羊的生态习性

岩羊是典型高山动物。在四川、青海和西藏, 它活动在海拔4 000 m 以上 (Scha ller,

1977; Kaji 等, 1993) , 而在贺兰山它被发现在海拔1 500～ 3 000 m 之间的沟底、草坡、灌

丛、树林及高山悬崖处活动。据我们所观察到的808头岩羊, 在春季较多地选择在海拔1

800～ 2 000 m 的范围内活动, 因为这一地带中水源及食物丰富, 栖息环境多样, 利于岩

　　　　　　图2　活动频率随时间变化曲线

　　F ig. 2　Percen t of the b lue sheep feeding by hour day tim e

羊的生存。

　　岩羊在一天内的栖

息环境、行为和活动时

间分配随其时间不同而

有较大的变化。

我们所观察到的

808头岩羊的一天活动

随时间变化的频率经统

计分析得到图2。对其中

的597头岩羊全天的行

为状态发生频率进行统

计分析得到图3。

　　从图2中可得出05÷
00～ 09÷ 00和17÷ 00～ 20÷ 00是两个活动高峰, 这也是岩羊摄食的高峰期, 并且在这两个

阶段所观察到的岩羊数量也最多。而09÷00～ 17÷00这段时间数量较少, 在图2上也反映出

了较低的活动频率, 这段时间也正是岩羊休息反刍的时间。这些从图3中也得到了反映,

　　　　　　图3　活动状态随时间变化曲线

　　F ig. 3　Percen t of the b lue sheep behaviours during day tim e

并且变化基本是一致的。总之从图2和图3中就可得出岩羊基本上是属于晨昏性活动的动

物。

　　从512头岩羊在一

天内不同时间对不同生

境选择的统计分析得出

图4。

　　从图4中可知, 05÷
00～ 10÷ 00岩羊主要选

择草坡环境, 16÷ 00～

20÷ 00则主要在灌丛或

沟底草坡处活动, 这与

图2和图3所反映的活动

规律基本一致。因为这

两段时间是岩羊的主要

摄食时间, 因而选择在食物丰富的环境活动。而10÷ 00～ 14÷ 00岩羊主要选择悬崖为其休

息地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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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种群结构分析

　　　　　　图4　生境选择随时间变化曲线

　　F ig. 4　Percen t of the b lue sheep habitats during day tim e

对所观察到的808头岩羊的种群组成、种群密度、性比和年龄结构进行了统计分析。

　　 (1) 种群组成　岩

羊是社群动物, 喜群居,

常数头或几十头乃至上

百头集成一群。除了单

个体外, 在我们所观察

的808头岩羊中有761头

都集居成大小不等的

139群, 平均每群为516

头, 最小群为2头, 最大

群达30头。贺兰山岩羊

群的平均大小和最大群

的 数 量 比 Schaller

(1994)的西藏羌塘种群

小 (平均群为2517, 最大群为52头) , 也比任军让等 (1990) 在青海观察的平均数及最大

群小 (平均31头, 最大群301头)。两个为一群的占总群数百分比最高, 达24173% , 而且

　　　　　图5　不同大小的岩羊群所占总群数的百分图

　　F ig. 5　Percen t of the b lue sheep in various herd sizes

大部分为雌幼群 (图5)。

　　贺兰山岩羊大群

少, 小群多。其原因可能

是 Schaller (1994) 及任

军让等 (1990)都是在秋

季进行的调查, 而这段

时间正是岩羊发情季

节, 容易集聚成大群。

而我们是在春季进行的

调查, 此期正处于岩羊

产仔前期和即将分群时

期, 故而群显得小而

散。同时青藏高原环境

的开阔也是使有蹄类动

物易集大群的原因之一 (Scha ller, 1977)。我们把所观察到的139群中能分辩出性别和成

幼的群分成3个类型: 雄性群有16群, 占总群数的1115% ; 雌性群有12群, 占总群数的

816% ; 混合群为111群, 占总群数的7919%。混合群在此时仍占多数是因为岩羊处于即将

分群的时期。

　　 (2) 种群密度　对贺兰山5个管理站进行调查的总面积约为191189 km 2, 共直接观察

到808头岩羊, 其密度如表1所示。

　　密度最高的是核心区苏峪口为719头ökm 2, 最小的是古拉本015头ökm 2, 其他各点都

介于两者之间。从整个贺兰山考虑其密度为316头ökm 2 (表1) , 这与郑生武等 (1989) 在

甘肃省的结果 (313头ökm 2) 和任军让等 (1990) 在青海的调查结果 (314头ökm 2) 大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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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同, 但与 Schaller (1977) 在尼泊尔的调查结果 (019～ 113头ökm 2) 悬殊较大。因为贺

兰山作为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栖息环境又比较适合岩羊的生存, 且食物和水源充足, 同

时缺少其天敌存在, 这都有利于岩羊的生存和发展。而贺兰山不同区域, 特别是核心区与

非核心区的密度差异可能是因地形、气候、食物等一些因素造成的。
表1　贺兰山岩羊密度

T able 1　T he density of b lue sheep in H elan mountain, Ch ina

地点 (管理站)
Site

调查面积 (km 2)
Survey area (km 2)

个数 (只) 　　
N um ber ( ind. ) 　　

密度 (只ökm 2) 　　
D ensity 　　

( ind. ökm 2) 　　

苏峪口 Suyukou 　　　59155 　　　469 　　　719

马莲口M aliankou 　　　32106 　　　　160 　　　　510

哈拉乌H alaw u 　　　45100 　　　　135 　　　　3104

古拉本 Gulaben 　　　38140 　　　　18 　　　　015

镇目关 Zhengm uguan 　　　16188 　　　　26 　　　　115

合计 To tal 　　　1911890 　　　　808 　　　　316

　　 (3) 性比　在区别出性别及幼体的656头岩羊中, 成年雄性个体319头, 成年雌性个

　　　　　　图6　雄性岩羊自然死亡年龄分布图

　　F ig. 6　A ge distribu tion of the natural death fo r b lue sheep m ales

体235头, 幼体102头。为此, 贺兰山岩羊的雌雄性比是1÷1136, 雌幼比为1÷0143。

　　从统计结果可知雄

性稍高于雌性。这个结

果与 Schaller (1977) 报

道3个种群的成年雌雄

性比 (1÷112, 1÷113, 1

÷ 113) 大致相同, 与任

军让等 (1990) 青海调

查的数据 (1÷015)相比,

雌雄性比有较大差异。

Schaller (1977) 和任军

让等 (1990) 均认为猎

捕、天敌以及灾变性气

候对性比有较大影响, 其中前两个因素对雌性尤为明显。贺兰山自80年代设立自然保护区

后至今, 威胁贺兰山岩羊生存的动物如豹、狼等天敌基本已绝灭 (W ang 等, 1996) , 而

狐狸的存在也只能对羊羔产生威胁。目前在贺兰山自然保护区, 虽然偷猎情况较前相比已

减少, 但仍然存在, 且仍是一个威胁该物种生存的主要原因之一。根据保护管理局提供的

资料, 在1984～ 1989年发现90只岩羊被猎杀, 1991～ 1996年在宁夏境内发现了85只岩羊

被猎杀。毫无疑问, 这些数字只仅仅反映了偷猎数量的一小部分, 事实上在1996年的2天

内, 一摄制组仅在苏峪口就收集了50对岩羊角。这些也说明了偷猎仍然影响着贺兰山岩羊

种群, 所以贺兰山岩羊雄性数量有可能稍微偏高。

(4) 自然死亡种群的年龄组成　冬末春初, 岩羊的食物最为缺乏。在这个时间里, 常

能发现大量因其食物不足而导致死亡的个体。我们对收集到的52个雄性头角用羊亚科动

物年轮法 (Geist, 1966; Bunnell, 1978) 进行年龄分析 (图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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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图5中可明显地得出, 大多数的雄性岩羊死亡个体的年龄为615～ 1015岁之间, 占

7217% , 其中915岁是其自然死亡高峰, 占20%。在西藏羌塘和青海的大部分死亡个体的

年龄也为4～ 9岁, 分别占其总数的75% (任军让等, 1990; Schaller 等1994)。为什么雄性

岩羊的死亡高峰在不同地区都主要表现为壮年期, 这有待于进一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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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PREL IM INARY STUDY OF SOM E CHARACTERS

OF BL UE SHEEP POPULAT ION ECOLOGY IN SPR ING

W AN G X iaom ing　L IM ing　TAN G Shaox iang　L IU Zh ix iao
(D ep artm en t of B iology , E ast Ch ina N orm al U niversity , S hang ha i, 200062)

Abstract

　　T he popu la t ion of b lue sheep (P seud ors nay au r) w as stud ied in H elan m oun ta in,

Ch ina betw een A p ril and M ay 1996. 808 b lue sheep w ere ob served du ring the study peri2
od. T he b lue sheep w as m ain ly crepu scu lar an im al in sp ring, tw o act ivity peak s w ere

from 05÷ 00 to 09÷ 00 and from 17÷ 00 to 20÷ 00, respect ively. T he average herd size of

—23—
© 1995-2005 Tsinghua Tongfang Optical Disc Co., Ltd.   All rights reserved.



b lue sheep w as 516 ind ividua ls. T he largest herd w e saw w as 30 ind ividua ls, and the

sm allest w as 2 ind ividua ls. T he b lue sheep herds can be divided in to th ree types: m ale

herds, fem al herds and m ixed herds. T he popu la t ion den sity of b lue sheep w as 316 ind i2
vidua lsökm 2, the 656 b lue sheep classif ied fo r sex and age, the ra t io of adu lt m ales to fe2
m ales w as 1÷1136, and the ra t io of adu lt fem ales to youngs w as 1÷0143. W e co llected 52

m ale sku lls w ith fo rn s in the field and determ ined the age by grow th ring of ho rn s. A c2
co rd ing to these sku lls, the m ajo r na tu ra l dea th fo r the m ale b lue sheep w as found be2
tw een 615～ 1015 years o ld, and 915 years o ld w as a peak. H un t ing p ressu re w as one of

m ajo r th rea t to the b lue sheep su rriva l.

　　Key wards 　H elan m oun ta in; B lue sheep (P seud ois nay au r) ; Popu la t ion eco logy

第一届海峡两岸兽类学学术研讨会在桂林召开
THE F IRST CROSS STRA ITS SYM POSIUM

ON M AMMOLOGY HELD IN GU IL IN, 1997

　　第一届海峡两岸兽类学学术研讨会于1997年10月27日至30日在广西桂林召开。会议

开幕式由中国兽类学会副理事长胡锦矗教授主持, 中国兽类学会理事长张洁教授致开幕

词。台湾代表王颖教授 (台湾师范大学生物系) 和大陆代表黄乘明副教授 (广西师范大学

生物系) 分别讲了话。中国兽类学会秘书长冯祚建教授作了关于大会筹备情况的报告。来

自海峡两岸的代表共76人参加了会议。

　　本次会议共收到85篇论文, 大会报告3篇: 麝资源的保护和利用的初步实践 (盛和

林) ; 中国哺乳动物分类区系现状与危机 (王应祥) ; 台湾兽类及其研究概况 (王颖)。

　　本次会议因论文较多, 为了更充分地进行交流和便于讨论, 会议分资源兽类 (以有

蹄类和食肉类为主)和啮齿类两个组进行交流。内容涉及资源兽类的数量调查、资源评价、

保护与利用、生态、行为、驯养繁殖, 以及鼠类生态学、种群数量动态及预测、鼠情监

测及预防、城市灭鼠等诸多领域。会议期间还召开了就地和迁地保护的现状及返回大自

然, 以及鼠类生态学及数量控制理论与方法探讨两个专题讨论会。代表们畅所欲言, 各抒

己见, 有关就地和迁地保护的概念以及动物园在珍稀濒危动物保护中所起的作用等问题

进行了认真热烈的讨论。

　　11月29日会议闭幕, 理事长张洁教授主持会议, 副理事长盛和林教授作了总结发言。

他在发言中指出, 召开海峡两岸的兽类学学术研讨会尚属首次, 通过这次研讨会, 不仅

加强了两岸同行间的学术交流, 而且也增进了两岸同胞间的友谊。今后通过大家的共同努

力, 可望海峡两岸兽类学学术研讨会能够召开第二次, 第三次。

温得启 (中国科学院西北高原生物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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