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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LLL 年 K % & 月及 "### 年 & % L 月，利用 MN7、激光测距仪等，采用夜间灯光照射计数方法，对有野 生 扬 子 鳄

（!""#$%&’( )#*+*)#)）存在的安徽省宣州、泾县、广德、郎溪、南陵等 O 县市的 ": 个地点进行了调查，包括扬子鳄国家级

自然保护区的 $2 个指定保护点。结果发 现：目 前 野 生 扬 子 鳄 主 要 生 存 在 第 一 类 栖 息 地（$LLL 年 O#P KQ 、"### 年

9#P #Q ），面积为 $KP 2& (R" ；其他两类栖息地的 野 生 扬 子 鳄 分 布 比 率 较 小（ 各 为 $LLL 年 "9P #Q 、"### 年 2#P LQ 、

$LLL 年 "OP 2Q 、"### 年 "LP $Q ），面积分别为 ""P #9 (R" 、$LP #2 (R" 。两年的平均生态密度分别为 $P "& 条 S (R" 和

$P KL 条 S (R" ，野生扬子鳄种群数量为 $9O 条。其种群已明显分为至少 $& 个数量不等且相互隔离的地方种群。建

议恢复足够大的栖息地，并放饲养鳄于其中以重新建立有效野生种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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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扬子鳄（!""#$%&’( )#*+*)#)）是中国特有的珍稀物

种，国家一级保护动物。近几十年来，由于扬子鳄的

栖息地片段化、岛屿化，加之人类生产活动等产生的

负面影响，使得其分布区急剧缩小，野生扬子鳄种群

已濒 临 灭 绝（ A7.9:B19)190.) C <1)=，"DDD；<1) (*
1+; ，"DD/）。鉴于这种情况，扬子鳄已被世界自然保

护联盟（ EF?G）的鳄鱼专家组列为全球 !$ 种鳄鱼保

护计划之首（ A7.9:B19)190.)，"DD!）。为 了 更 好 的 保

护野生扬子鳄，必须对其野生种群数量及栖息地现

状有一个客观可靠的认识。虽然 !# 世纪 /# H D# 年

代对野生扬子鳄种群数量和栖息地状况做过一些研

究工作（ 陈壁辉等，"D/"；渡部摩娜等，"D/!；黄祝坚

等，"D/I；李成元等，"DDJ；朱 红 星，"DDK），但 野 生 扬

子鳄种群的信息在全球鳄鱼研究中仍属于非常缺乏

之 列（ A7.9:B19)190.)，"DD!；<1) (* 1+; ，"DD/ ）。

"DDD 年 K H / 月和 !### 年 / H D 月，我们对扬子鳄国

家级自然保护区及其附近的一些可能有野生扬子鳄

存在的区域进行了野外研究，试图增加对野生扬子

鳄种群的了解，比较其不同时期的数量变化，并对其

栖息地进行了分类对比研究。现将结果报道如下。

)* 研究地点及研究方法

)+ )* 研究地点

在 "DD/ 年对野生扬子鳄种群 数 量 进 行 问 卷 调

查的基础上（L( (* 1+; ，!###），我们于 "DDD 年 K H /
月，对扬子鳄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及其附近的一些可

能有野生扬子鳄存在的区域进行了野外调查。调查

范围涉及安徽省宣州、泾县、广德、郎溪、南陵 I 县市

的 !J 个地点，其中包括了扬子鳄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的 "$ 个保护点。!### 年 / H D 月，我们共调查了 "/
个地点，其中对 "DDD 年调查过的 !J 个 点 中 野 生 扬

子鳄种群分布较多的 "" 个点进行了重复调查，了解

种群数量变化情况。同时还调查了有可能存在野生

扬子鳄的浙江省湖州市长兴县。

)+ ,* 研究方法

白天我们用全球卫星定位仪（MNO）记录各点的

位置，利用激光测距仪、指南针等绘制各点中水塘的

形状及分布图，记录水塘内及附近的植物种类、密度

等生境信息，并走访当地居民，了解野生扬子鳄生存

情况。如果该地区在过去 $ 年中曾有野生扬子鳄生

存，我们在夜间用聚光灯对其进行数量调查，利用扬

子鳄的眼睛在夜晚灯光照射下反射红色亮点的特点

进行观察和计数。调查时间在晚上 !#! ##（ 天 黑）

至 !P! ## 左右，因为此期间扬子鳄经常浮在水面上

活动，这样能够保证我们结果的可靠性。对所有调

查地点我们是沿水塘边（ 水塘面积小）走，或使用双

人充气橡皮艇或乘当地的木船（ 水塘面积大），用头

灯或 手 持 "!Q 聚 光 灯 在 水 面 进 行 搜 索。如 发 现 野

生扬子鳄时，尽可能靠近，以目测其体长。

,* 研究结果

,+ )* 栖息地类型

依据生境的特点，我们把野生扬子鳄的栖息地

分为三类：第一类型是残留湿地，其特征为河道的低

洼、宽阔、肥沃的山谷，现基本上是农耕区。此类栖

息地海拔低，包括多种湿地，如沼泽、水塘和溪流的

冲积平原。最典型的是靠近村舍的小水塘。这类栖

息地的每个地点平均有 !; D 个水塘，平均面积为#; J
72!（ 表 "）。这类栖息地的土壤中含有丰富的有机

质，在多处浅水地带生长着有根或漂浮的水生植物，

并可观察到野生扬子鳄的许多食物，如水栖昆虫、甲

壳虫、蜗牛、青蛙、鱼类等。此类栖息地占调查的栖

息地总面积的 !D; KR ，其中生存的扬子鳄占估计总

数的 " S !（ 表 "）。

第二类型是中间地带，包括支流山谷间的水塘，

其上的山腰多为农田。此类型栖息地较为多样，可

以是稻田中的小水塘，也可是绵延山间、无水田环绕

的中等大水 塘。"$ 个 保 护 点 中 ! 个 最 大 的 就 属 第

二类型栖息地（ 红星、王家门）。这类栖息地的每个

地点平均有 "; $ 个水塘，平均面 积 为 !; KJ 72!（ 表

"）。第二类型栖 息 地 的 水 塘 总 面 积 几 乎 为 所 有 保

护水塘的一半，但其中生存的扬子鳄只占估计总数

的 " S P，此 类 栖 息 地 占 调 查 的 栖 息 地 总 面 积 的

$K; KR（ 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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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 野生扬子鳄的栖息地及种群数量
&’()* !$ &+* +’(,-’-. ’/0 1213)’-,2/ /34(*5 26 7,)0 ’)),8’-25

第一类型

&91* !
第二类型

&91* :
第三类型

&91* ;
总计

&2-’)

!%%% :""" !%%% :""" !%%% :""" !%%% :"""
地点（ 个）<2= 26 .,-* !" ; > # > # :# !!
百分比 ?*5@*/-’8* #!= > :>= ; :%= : ;A= # :%= : ;A= #

面积 B5*’（ +4: ） !>= ;C #= D: ::= "# !;= D# !%= "; !:= >D DC= #D ;"= C!
百分比 ?*5@*/-’8* :%= > !#= > ;>= > ##= " ;:= A #!= ;
水塘数（ 个）<2= 26 12/0. :% !" C # :" !A D> ;"
水塘数 E 地点数 <2= 26 12/0. E .,-*. := %" ;= ;; != !# != "" := CA #= "" := ;C := >;

水塘平均面积（ +4: ）BF*5’8* 12/0 ’5*’ "= A" "= #D := >A ;= ;% "= %D "= C" != "; != ";
实见扬子鳄数（ 条）<2= 26 ’)),8’-25. 2(.*5F*0 !" > > " A ! :; C
百分比 ?*5@*/-’8* #;= D C>= D ;"= # " :A= ! !:= D
估计个体数（ 条）G.-,4’-*0 /34(*5 ;C :: !C !> !% !A >D DD
百分比 ?*5@*/-’8* D"= > #" :#= " ;"= % :D= ; :%= !

估 计 种 群 密 度（ 条 E +4: ）G.-,4’-*0 1213)’-,2/
0*/.,-9（ ,/0,F,03’) E +4: ）

:= !% #= C> "= C: != :A != "" != :D != :C != >%

注：!%%% 年 :A 个调查地点中因有 : 个地点是属于河流的一部分，难于分界，故未计算在表中。表中列出的 :""" 年的 !! 个调查点是重复调查

!%%% 年部分鳄鱼分布较多的点。其数量不包含 :""" 年 % 月中桥野外孵化成功的 !> 条幼鳄。

<2-*：&+*5* ’5* -72 26 -+* :A .35F*9 .,-*. 26 !%%% 7*5* /2- ,/@)30*0 ,/ -+* -’()* (*@’3.* -+*9 ’5* -+* 1’5-. 26 -+* 5,F*5 ’/0 ,- ,. 0,66,@3)- -2 0,.-,/83,.+ -+*,5
(23/0.= &+* !! .,-*. 26 :""" ’5* -+* 1)’@*. 7+*5* -+*5* ’5* 5*)’-,F*)9 425* ’)),8’-25. 7+*/ .35F*9*0 ,/ !%%% ’/0 7*5* ’8’,/ .35F*9*0 ,/ :"""，(3- -+* ’H
423/- 02*. /2- ,/@)30* -+* !> ,/0,F,03’). -+’- 7*5* .3@@*..63))9 ,/@3(’-*0 ,/ -+* 7,)0 ,/ I*1-*4(*5 :""" ,/ J+2/8K,’2=

$ $ 第三类型是丘陵山地，包括丘陵中的水库、水塘

等，其下多为 稻 田，上 部 是 树 林（ 松 树 为 主）。相 比

之下，第三类型栖息地边界更清楚，人类耕作的影响

较少。其特点是几乎没有水生植物生长。这类栖息

地的每个地点平均有 := CA 个水塘，平均面积为"= %D
+4:（ 表 !）。这类型栖息地的土壤较少，岩石较多，

这给扬子鳄建造洞穴带来了难度。这类栖息地扬子

鳄的食物资源很有限，其扬子鳄数占估计总数的 ! E
#，此类栖息地占调查的栖息地总面积的;:= AL（ 表

!）。

#$ #" 种群现状

在 !%%% 年 :A 个地 点 的 调 查 中，共 有 % 个 地 点

实际观察到共 :; 条扬子鳄，有 > 个地点发现有扬子

鳄存在的证据（ 新鲜爪印、活动痕迹等），另 !" 个地

点未发现有扬子鳄存在的证据。估计这些区域总计

有约 >D 条扬 子 鳄，现 存 最 大 的 野 生 扬 子 鳄 种 群 有

!" M !! 个个体，共有 # 个地点存在这样的野生种群

（ 表 :）。:A 个 调 查 点 中 的 :# 个 水 塘（ 另 : 个 是 河

流的一部分，难以分界，未计算在内）总面积约 DC= D
+4: ，由大大小小的 D> 个水塘组成。故扬子鳄的平

均生态密度为 != :C 条 E +4: 。

在 :""" 年调查的 !C 个 地 点 中，有 # 个 地 点 实

际观察到共 % 条 扬 子 鳄，其 中 有 !! 个 地 点 是 !%%%

年调查过的，在这 !! 个地点中，有 ; 个地点看到了

C 条扬子鳄（ 不包含同年 % 月 份 中 桥 野 外 孵 化 成 功

的 !> 条幼鳄），另有 C 个地点发现有扬子鳄存在的

证据（ 表 :）。!! 个地点的总面积约 ;"= C! +4: ，由

大大小小的 ;" 个水塘组成。故扬子鳄的平均生态

密度为 != >% 条 E +4: 。:""" 年 C 月，对靠近安徽省

广德县的浙江省湖州市长兴县可能存在野生扬子鳄

的地区进行的调查表明，该地区 :""" 年未见野生扬

子鳄实体，但根据当地居民反映的情况估计该地区

可能有 ! M : 条野生扬子鳄生存。

依据两年的调查结果，对野生扬子鳄种群数量

进行估 算 如 表 ;。 安 徽 省 野 生 扬 子 鳄 总 数 估 计 在

!#D 条，其中数量最多的地点是泾县，有 #: 条，最少

的地点是广德县，为 !: 条。野生扬子鳄种群已明显

分为至少 !C 个数量不等且个体数量十分稀少的地

方种群，其中 数 量 最 多 的 保 护 点 为 泾 县 的 中 桥，有

:! 条野生扬子鳄（ 含 :""" 年 % 月份野外孵化 成 功

的 !> 条幼鳄）。数量最少的地方种群为泾县岩潭、

宣州杨林，各为 ! 条。这些地方的扬子鳄已无法繁

衍种群，濒于灭绝，急需人工恢复基因流，以保护可

能存在的稀有基因。事实上在安徽扬子鳄国家自然

保护区的 !; 个保护点中，有 ; 个保护点已无野生扬

子鳄生存（ 表 :、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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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 #$$$ 年和 !%%% 年野生扬子鳄种群数量调查总结
&’()* !% +*,-)., /0 ,-1-*2, /0 34)5 ’))46’./1, 47 "888 ’75 !###

区县

9/-7.2
地点

:4.*
调查时间

&4;*

水塘面积

（ <;! ）

=/75 ’1*’

水塘数

量（ 个）

>/? /0
@/75,

保护

状况

=1/.*AB
.4/7
,.’.-,

实见个体

数（ 条）

>/? /0
4754C45-’),
/(,*1C*5

幼鳄

D-C*7B
4)*,

估计总

数（ 条）

&/.’) 7/?
*,.4;’.*5

最后筑

巢时间

E’,.
7*,.

栖息地

类型

F’(4.’.
.2@*

水塘平均

面积

（ <;! ）

GC*1’6*
@/75
’1*’

种群密度

H*7,4.2
（ 4754C45-B
’) I <;! ）

泾县

D476J4’7
9/-7.2

双坑

:<-’76K*76
"888 "? L" M =1/.*A.*5 N O "# "888 " #? !P$ $? P$
!### "? L" M =1/.*A.*5 N O "# "888 " #? !P$ $? P$

中桥

Q</76R4’/
"888 N? NL $ =1/.*A.*5 " O S "888 N #? MLS "? "8
!### N? NL $ =1/.*A.*5 " T S !### N #? MLS M? !N

岩潭

U’7.’7
"888 !? $N " =1/.*A.*5 # O " "88! " !? $N# #? S#
!### !? $N " =1/.*A.*5 # O " "88! " !? $N# #? S#

粮种

E4’76V</76 "888 "? #L N W7@1/.*A.*5 # O # "8L#, " #? N$L #

灵芝

E476V<4 "888 #? P" " W7@1/.*A.*5 # O # " #? P"# #

马鞍

X’’7 "888 #? PS ! W7@1/.*A.*5 # O # " #? S!# #

宣州

Y-’7V</-

杨林

U’76)47 "888 #? NM ! =1/.*A.*5 # O " "8L#, ! #? "P# !? LP

毛家

X’/Z4’ "888 "? !P ! W7@1/.*A.*5 # O N "88L N #? M!$ !? S#

红星

F/76J476
"888 P? SS " =1/.*A.*5 S O "# "88M ! P? SS# "? "P
!### P? SS " =1/.*A.*5 # O "# "88M ! P? SS# "? "P

庄头

Q<-’76./-
"888 M? #P L W7@1/.*A.*5 ! O $ "888 N #? PM8 #? P!
!### M? #P L W7@1/.*A.*5 # O $ "888 N #? PM8 #? P!

李云庙

E42-7;4’/
"888 #? ML " W7@1/.*A.*5 # O " "88" ! #? ML# "? S8
!### #? ML " W7@1/.*A.*5 # O " "88" ! #? ML# "? S8

广德

[-’765*
9/-7.2

朱村

Q<-A-7
"888 !? LM " =1/.*A.*5 N T $ "88L ! !? LM# "? P"
!### !? LM " =1/.*A.*5 # T $ "88L ! !? LM# "? P"

加谷

D4’6-
"888 "? !! N =1/.*A.*5 # O ! "88P N #? S#L "? MS
!### "? !! N =1/.*A.*5 # O ! "88P N #? S#L "? MS

千亩园

\4’7;-2-’7 "888 " W7@1/.*A.*5 # O #

南陵

>’7)476
9/-7.2

长乐

9<’76)*
"888 #? !P N =1/.*A.*5 $ T "" "88M " #? #8N N8? !8
!### #? !P N =1/.*A.*5 S T "" "88M " #? #8N N8? !8

西峰

Y40*76 "888 !? PN " =1/.*A.*5 # O # "8P#, N !? PN# #

楂林

Q<’)47
"888 !? #P " =1/.*A.*5 N O $ "88N N !? #P# !? S#
!### !? #P " =1/.*A.*5 # O $ "88N N !? #P# !? S#

合义

F*24 "888 !? "" ! W7@1/.*A.*5 " O N "8L#, " "? #$$ "? S!

刘店

E4-54’7 "888 " W7@1/.*A.*5 # O # "8L#, "

上马

:<’76;’ "888 !? !# " W7@1/.*A.*5 # O # N !? !## #

天官

&4’76-’7
"888 "? ML " W7@1/.*A.*5 # O " ! "? ML# #? M#
!### "? ML " W7@1/.*A.*5 # O " ! "? ML# #? M#

宋村

:/76A-7 "888 #? N8 N W7@1/.*A.*5 # O ! " #? "N# $? "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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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 续）"#$%& !（’()*+),&-）

郎溪

&’()*+
,-.(/0

王家门

1’()2+’34( !%%% 56 #7 ! 89-/4:/4; " < " !%="> ? 56 #7" "

黄墅岗

@.’()>A.
)’()

!%%% =6 B= 7 89-/4:/4; " < " !%CB ! !6 BBC "

章村

DA’():.( !%%% ?6 ?% ? 89-/4:/4; ! < !! !%%# ! !6 !7= 76 C"

袁村

E.’(:.( !%%% "6 =" ! F(G9-/4:/4; " < " ? "6 ="" "

指定点

H4>+)(’/4;
>+/4>

!%%% 7"6 C# B! #" !6 B!C !6 75

所有点

IJJ >+/4>
!%%% =C6 7= =5 5= !6 #=7 !6 ?C
?""" B"6 C! B" == !6 "?5 !6 5%

注解同表 !。K-/4：LA4 >’34 ’> L’MJ4 !6“ N ”：O-.(; 2.P4(+J4>，“ < ”：K-/ Q-.(; 2.P4(+J4>

表 ./ 野生扬 子 鳄 种 群 数 量 估 算（ 包 含 ?""" 年 % 月 份 中 桥
野外孵化成功的 !5 条幼鳄）
L’MJ4 B$ LA4 4>/+3’/4; >+R4 -Q >.9P+P+() S+J; )9-.G> -Q ,A+(4>4
’JJ+)’/-9>（ +(:J.;+() /A4 !5 M’M+4> /A’/ S494 >.::4>>Q.JJ0 +(:.M’T
/4; +( /A4 S+J; +( U4G/43M49 ?""" +( DA-()V+’-）

县区

,-.(/0
$ $ 地点

$ $ U+/4
估计个体总数（ 条）

W>/+3’/4; (-6

泾县 双坑 UA.’()X4() !"
Y+()*+’( 中桥 DA-()V+’- ?!
,-.(/0 岩潭 E’(/’( !

其他地点 Z/A49 ’94’> !"
小计 U.M/-/’J 7?

宣州市 杨林 E’()J+( !
[.’(RA-. 毛家 \’-2+’ B

红星 @-()*+() !"
庄头 DA.’()/-. =
其他地点 Z/A49 ’94’> ?"
小计 U.M/-/’J B%

广德县 朱村 DA.:.( =
].’();4 加谷 Y+’). ?
,-.(/0 其他地点 Z/A49 ’94’> =

小计 U.M/-/’J !?
南陵县 长乐 ,A’()J4 !!
K’(J+() 西峰 [+Q4() "
,-.(/0 楂林 DA’J+( =

合义 @40+ B
其他地点 Z/A49 ’94’> !"
小计 U.M/-/’J ?%

郎溪县 王家门 1’()2+’34( "
&’()*+ 黄墅岗 @.’()>A.)’() "
,-.(/0 章村 DA’():.( !!

其他地点 Z/A49 ’94’> !"
小计 U.M/-/’J ?!

浙江湖州长兴县

@.RA-. ,A’()*+()，

DA42+’() 89-P+(:4
?

估算总量

L-/’J (-6
4>/+3’/4;

!7=

!0 ./ 种群年龄分布

在已观察到的 7% 条野生扬子鳄中（ 含 ?""" 年

% 月份中桥野外 孵 化 成 功 的 !5 条 幼 鳄），用 能 清 楚

分辨体长的 7? 条扬子鳄进行大小比较（ 图 !）。据

研究已知，最小的性成熟雄性、雌性扬子鳄体长分别

为 %5 和 !!" :3（ 陈壁辉等，!%C=），考虑到在野外用

目测无法区分雌雄个体，因此将 !"" :3 区间段的个

体数按幼体成体各一半比例计数。因此我们观察到

的种群的年龄分布显示了成年野生扬子鳄（?! 条）

与幼鳄（?! 条）的数量相同。须说明的是在 !%%% 年

和 ?""" 年共观察到的在野外孵化的两窝扬子鳄卵，

仅有 ?""" 年的中桥鳄卵孵化成功，这就导致了野外

扬子鳄年龄分布成、幼相同的结果。事实上在我们

两年的野外研究中，仅在中桥观察到幼鳄，但其他地

点并无幼鳄分布。并且从幼鳄成长到成鳄其存活率

是极低的（ 陈 壁 辉 等，!%C=），我 们 可 以 理 解 野 生 扬

子鳄的种群年龄结构并非合理，不适合其长期生存。

图 1/ 2! 条野生扬子鳄的大小分布
O+)6 !$ U+R4T:J’>> ;+>/9+M./+-( -Q 7? S+J; ’JJ+)’/-9> -M>49P4;

!0 2/ 繁殖潜力

从 !%C# 年建立保护区开始，野生扬子鳄数量仍

呈持续减少 趋 势（ 李 成 元 等，!%%#；LA-9M2’9(’9>-( ^
1’()，!%%%；1’( 4/ ’J6 ，!%%C）。安徽扬子鳄繁殖研



! 期 丁由中等：野生扬子鳄种群及栖息地现状研究 "#$%%

究中心一直付钱给当地人收集野生扬子鳄卵。图 !
反映了能在野外收集到扬子鳄卵已经是十分困难。

同时这也是造成野生扬子鳄数量下降的原因之一。

我们 "&&& 年调查的 "$ 个地点的筑巢日期为繁殖潜

力的降 低 进 一 步 提 供 了 有 力 的 证 据（ 表 !）。 到

"&&’ 年，第一次 不 再 有 发 现 野 外 鳄 鱼 巢 穴 的 报 道。

现在除了两个非保护点（ 庄头，峄山）有鳄鱼筑巢的

证据 外，"( 个 国 家 保 护 区 的 保 护 点 上 只 有 ! 个 点

（ 中桥、双坑）还有鳄鱼在筑巢。这充分反映了野生

扬子鳄繁殖能力大大下降。

图 !" 安徽省 #$%& ’ !((( 年 野 外 发 现 的 扬 子 鳄 巢 数 及 卵 数

（)*+ ,- *./ ，"&&’）

012/ !% 3456,7 89 +,:-: *+; ,22: 984+; 1+ -<, =1.; 9785 "&’> -8
!###

)" 讨论

由于 !### 年夏天安徽省东南部发生较大旱灾，

使得大部分扬子鳄野外生存地受到威胁，鳄鱼生活

的水塘面积大幅度下降。!### 年复查的 "" 个地点

中水域面积平均只有 "&&& 年的 " ? >，有的地点更少

（ 如楂 林、朱 村、加 谷 等），这 可 能 是 我 们 !### 年 野

外观察到扬子鳄成体数目（’ 条）下降的主要原因之

一。!### 年我们复查的 "" 个地点中观察到的野生

扬子鳄成体数（’ 条）仅占 "&&& 年在 相 同 地 点 观 察

到的 (’/ "@ 。虽然 李 成 元 等（"&&A）报 道 大 旱 灾 增

加鳄鱼的死亡率，但是我们在野外并未发现其死亡

个体。究竟死亡是发生于迁徙的过程中，还是因为

干旱导致缺水而直接死亡，这一问题仍然值得进一

步研究。

陈壁辉（"&&’）研究表明，在 ’# 年代初，野生扬

子鳄种群的数 量 估 计 约 为 B## 条，"&&! 年 约 为 &##
条。但 "&&> 年的抽样调查研究表明安徽 扬 子 鳄 自

然保护区中的野生扬子鳄种群数量估计约为 A$$ C
$># 条（ 李成 元 等，"&&A）。虽 然 不 同 研 究 者 所 用 的

调查方法是基本一致的，而我们的工作是在野生扬

子鳄分布范围进行大面积的问卷调查基础上（D, ,-
*./ ，!###），又针 对 扬 子 鳄 的 生 活 特 点，在 其 活 动 高

峰期间进行了为期 ! 年的调查研究，估计现存野生

扬子鳄的数量为 ">B 条。目前野生扬子鳄的数量仅

占 ’# 年代的 !’/ A@ ，占 "&&! 年的 "A/ "@ ，"&&> 年

的 !#/ B@ ，平均为 !"/ $@ 。明显反映野生扬子鳄的

数量是急剧下降的。

从表 ( 中可以看出，目前野生扬子鳄种群数量

不会超过 "B# 条。而 且 这 些 扬 子 鳄 都 是 以 非 常 小

的、相互隔离的群出现的。数量最大的群由 "# C ""
条组成，并且它们往往最多只有 " 条雌鳄鱼；在大多

数调查点中其鳄鱼数量都是在 ! C B 条左右（ 表 !）。

从遗传多样性的角度来看，这些地方种群将会面临

失去稀有的等位基因，并增加其灭绝的可能性（E,99
F G*778..，"&&>）。据吴孝兵等（"&&&）对圈养的 !"!
条扬子鳄产生出的子一代、子二代和亲代的受精率、

孵化率研究表明，子代鳄鱼的繁殖率下降和畸形率

上升都与该种群的近亲繁殖有关。这也间接地说明

了目前野生扬子鳄种群急需提高其数量，以避免近

亲繁殖所带来的对其长期生存的不利影响。

据黄祝坚 等（"&’B）的 研 究 表 明，从 B# 年 代 到

$# 年代野生扬子鳄的栖息地面积缩小了近 ( ? >，在

’# 年代，野生扬子鳄的栖息地面积为 ! B## ### <5!

（ 渡部 摩 娜 等，"&’!）。 考 虑 到 扬 子 鳄 实 际 分 布 情

况，这些结论都是较为理论化的。目前扬子鳄的生

存空间已 大 大 缩 小，虽 然 保 护 区 的 面 积 为 >( (##
<5! ，但许多面 积 均 为 农 耕 区，就 是 在 其 内 的 "( 个

指定的保护点，其面积也仅为 >" <5! 。从表 " 可以

看到目前扬子鳄主要栖息在第一类型的栖息地，其

观察到的数量占总数的 B>/ ’@ ，而另两类栖息地的

观察数均约占总数的 !!/ A@（ 表 "），这充分说明了

第一类型的栖息地是目前野生扬子鳄的主要生存环

境。黄祝坚等（"&’B）的结果与我们相同，他在第一

类型栖息地实际见到的鳄鱼数占其总数的 >"/ (@ 。

其次，黄祝坚等（"&’B）在与我们第二类型栖息地相

同的环境中所实见到的鳄鱼数占其总数的 B’/ $@ ，

而我们仅为 !!/ A@ 。两种结果相比可知，第二类型

栖息地发现鳄鱼的数量相差甚大，估计原因是我们

第二类型栖息地的类型较为多样化，并且许多鳄鱼

生存的水塘 现 在 也 受 到 人 类 活 动 的 影 响（ 如 养 鱼、

农业用水等），更 为 严 重 的 是 此 类 栖 息 地 扬 子 鳄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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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物较少，加之近几年鳄鱼价格猛涨，第二类型栖息

地又远离村庄，偷猎者在夜间偷猎不易被发现，致使

野生扬子鳄资源遭受更严重破坏，最终使得鳄鱼的

数量在此类栖息地中大大下降。研究表明物种的栖

息地质量决定着物种的适应性及其长期生存的可能

性（&’()’* + ,-.(/，!%#0）。

虽然我国扬子鳄人工繁殖是非常成功的，但野

生扬子鳄却濒临灭绝的边缘。野生扬子鳄的栖息地

面积正在以惊人的速度下降，加之种群数量小和相

互间的高度隔离，少数幸存的野生扬子鳄数量正在

急剧下降，即使在保护区中，也没有其自然栖息地。

栖息地的缺乏限制了野生扬子鳄的生存。因此要使

野生扬子鳄不致灭绝，只有通过建立或恢复足够的

栖息地，放饲养鳄到这些栖息地中以重新建立野生

种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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