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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鸡形目是一个与人类关系非常密切的鸟类类群，其保护工作受到国际自然保护组织的广泛关注。作为世界

上鸡形目鸟类资源最为丰富的国家之一，我国加强该类群鸟类的保护工作不仅是野生动物资源保护的一个重要组

成部分，而且对全球生物多样性的保护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本文结合国家林业局“ 十五”期间将要实施的《 全 国

野生动植物及自然保护区建设工程总体规划》，对我国鸡形目鸟类 的 多 样 性、特 有 性 和 分 布 特 点 进 行 了 阐 述，对 该

类群的濒危状况和致危因素进行了分析，从就地保护、易 地 保 护 以 及 科 学 研 究 三 个 方 面 介 绍 了 我 国 在 该 类 群 研 究

与保护方面所取得的成就，探讨了目前保护管理工作中所存在的问题并提出了相应的保护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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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言

鸡形目（29BB=CDEF4G）是 鸟 类 中 一 个 重 要 类 群，

总共有 * 科 ")% 种，分布于除南北极以外的世界各

地（J4B 0DQD 0% .6D ，’++&；郑 光 美，"##"）。鸡 形 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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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多数种类体型较大、羽色艳丽，自古以来与人类关

系十分密切，因而备受人们关注。野生鸡类是人类

早期主要的狩猎禽，同时也是现代家禽的祖先之一。

根据我国黄河流域 #% 个地点的化石记录，发现约在

&’’’ 年前原鸡（!"##$% &"##$%）就被驯化为家禽（ ()*
+,-,./ ’( "#) ，#00"）。作为生态系统的一个成员，鸡

形目鸟类在维持生态系统的稳定方面发挥着更为重

要的作用，其生存状况在一定程度上可以作为反映

当地森林类型、质量和保护状况的有效指标。

鸡形目鸟类起源古老，飞翔与扩散能力较弱，躲

避天敌能力相对较差，因此其所面临的威胁日趋严

重（ 1/-234567，#000）。在世界受胁鸟类中，鸡形目鸟

类 占 有 重 要 的 位 置（ 8,679,:; <2.;625.,/25=，>’’’）。

中国是世界 上 鸡 形 目 鸟 类 资 源 最 为 丰 富 的 国 家 之

一，该类群鸟类的保护不仅是我国野生动物资源保

护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而且对全球生物多样性保

护具有 特 别 重 要 的 意 义（ ()==;6 ? @563/2，>’’’）。

目前我国鸡形目鸟类正面临着分布区面积缩小、栖

息地质量下降、滥捕乱猎等外部因素的威胁。同时，

由于鸡形目大多数种类具有性成熟较晚、繁殖率较

低、孵化期较长、对环境变化敏感等特点，导致许多

野生鸡类处于濒危状态（A-;24 ? A-524，#00B；郑光

美，王岐山，#00&）。国 家 林 业 局 在“ 十 五 ”期 间 将

要实施《 全国野生动植物保护及自然保护区建设工

程总体规划》，鸡 形 目 鸟 类 的 保 护 是 其 中 一 项 重 要

内容。为了更好地开展我国鸡形目鸟类的保护与管

理工作，我们在多年研究工作的基础上，对该类群鸟

类在我国的生存现状、面临的威胁、保护工作中存在

的问题以及今后需要采取的保护对策进行了分析。

!" 我国鸡形目鸟类的种类与分布特点

!# $" 物种多样性

我国同 时 拥 有 古 北 界（ C5=5;56D.,D E;5=+）和 东

洋界（ F6,;2.5= E;5=+）两 大 动 物 地 理 区（ 张 荣 祖，

#000），多种多样的生境以及复杂多变的气候条件，

为野生鸡类的生存提供了优越的栖息条件。迄今为

止，中国已记录到野生鸡类 > 科 %B 种，包括松鸡科

& 种、雉科 !! 种（ 郑光美，>’’>），分别占世界总数的

"GH ’%I 和 B"H !0I（ 表 #）。在 我 国 分 布 的 鸡 形 目

鸟类共有 >! 个属，其中单型属 B 个，即雪鹑属（ *’+,
-"）、血雉属（ .(/"&010%）和勺鸡属（2$3+"%0"）；双型属

! 个，包括雉鹑属（4’(+"56/"%0%）、竹鸡属（7"89$%035,
#"）、锦鸡属（:/+;%5#56/$%）、雉属（2/"%0"1$%）和孔雀

属（2"<5）；其余 #G 个属为多型属。在多型属中，山

鹑属（2’+=0>）（B 种）、马 鸡 属（ :+5%%56(0#51）（" 种）、

角雉属（4+"&56"1）（! 种）、虹雉 属（ *56/56/$+$%）（B
种）的 所 有 种 类 在 我 国 都 有 分 布；山 鹧 鸪 属（ ?+,
95+56/0#"）共有 #& 种，在 我 国 记 录 到 #’ 种，为 我 国

鸡形目中种类最多的属。

!# !" 特有种

由于确定特有种所采用的标准不同，再加上以

往分布资料的缺乏，因此国内有关我国鸡形目特有

种的数字并不统一，但均认为该类群鸟类在我国的

特有化程度很高（ 郑作新等，#0G&；张荣祖，#000；雷

富民等，>’’>）。根据最新统计资料，我们采用国际

上通行的、比较严格的特有种标准，即仅把分布区完

全局限在我国境内的物种作为特有种，对我国鸡形

目鸟类的特有种进行了重新审核。发现在目前所记

述的种类中，属于我国特有种的鸡形目鸟类共有 #0
种，占我国该类群总种数的 B’H #%I（ 表 >）。此外，

藏雪鸡（4’(+"5&"##$% (09’("1$%）、四川雉鹑（4’(+"56/",
%0% %@’3/’1;00）、高 原 山 鹑（ 2’+=0> /5=&%510"’）、血 雉

（ .(/"&010% 3+$’1($% ）、红 腹 角 雉（ 4+"&56"1 (’8,
8013A00）、藏 马 鸡（ :+5%%56(0#51 /"+8"10）、白 腹 锦 鸡

表 $" 我国鸡形目鸟类占世界该类群种数的百分比
J5K=; #$ J-; L;6D;2.54; /: M-,2;3; @5==,:/6+;3 ,2 .-; N/6=7 =,3.

科名

(5+,=O
中国种数"

P/H /: 3L;D,;3 ,2 M-,25
世界种数"

P/H /: 3L;D,;3 ,2 .-; N/6=7
所占比例（I ）

C;6D;2.54;（I ）

松鸡科 J;.65/2,75; & #G "GH ’%
雉科 C-53,52,75; !! #!0 B"H !0
总计 J/.5= %B >&!"" >>H ##

" 资料来源于郑光美（>’’>）M,.;7 :6/+ A-;24（>’’>）H
"" 包括世界 G 个科的所有种类 <2D=)7,24 5== 3L;D,;3 /: .-; 3;Q;2 :5+,=,;3 ,2 .-; N/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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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 我国鸡形目的特有种及其分布
%&’() *$ %+) ),-)./0 12)0/)1 &,- 3+)/4 -/134/’53/6, 67 8+/,)1) 9&((/764.)1

物种

:2)0/)1
分布范围"

;/134/’53/6, 4&,<)

斑尾榛鸡 !#-.(. (&/&’0#/" 甘肃、青海、四川、云南、西藏 $ 9&,15，=/,<+&/，:/0+5&,，>5,,&,，&,- %/’)3
雉鹑 1&)’.#23.("( #4(,5’5( 四川、青海、甘肃 $ :/0+5&,，=/,<+&/，&,- 9&,15
大石鸡 67&,)#’"( 8.9-. 甘肃、青海、宁夏 $ 9&,15，=/,<+&/，&,- ?/,<@/&
四川山鹧鸪 6’4#’#23"7. ’5:"2&,)5( 四川、云南 $ :/0+5&,，&,- >5,,&,
白额山鹧鸪 6; 9"-9",. 浙江、福建、江西、广东、广西 $ A+)B/&,<，C5B/&,，D/&,<@/，95&,<-6,<，&,- 95&,<@/
台湾山鹧鸪 6; ,’5$"957.’"( 台湾 $ %&/E&,
海南山鹧鸪 6; .’$&-( 海南 $ F&/,&,

灰胸竹鸡 !.845(",#7. )3#’.,",. 华东、华南、西南各省以及陕西、甘肃、河南、香港、澳门、台湾 $ G&13)4,，:653+)4, &,- :653+E)13)4,
8+/,&，&,- :+&&,@/，9&,15，F),&,，F6,< H6,<，I&0&6，&,- %&/E&,

黄腹角雉 1’.9#2.- ,.4#)" 浙江、福建、广东、湖南、江西、广西 $ A+)B/&,<，C5B/&,，95&,<-6,<，F5,&,，D/&,<@/，&,- 95&,<@/
绿尾虹雉 <#23#23#’5( 735*("" 四川、青海、西藏、甘肃、云南 $ :/0+5&,，=/,<+&/，%/’)3，9&,15，&,- >5,,&,
蓝鹇 <#235’. (/"-3#"" 台湾 $ %&/E&,
白马鸡 =’#((#2)"7#- ,’#((#2)"7#- 西藏、青海、四川、云南、甘肃 $ %/’)3，=/,<+&/，:/0+5&,，>5,,&,，&,- 9&,15

蓝马鸡 =; .5’")58 青海、甘 肃、宁 夏、四 川、西 藏、内 蒙 古 $ =/,<+&/，9&,15，?/,<@/&，:/0+5&,，%/’)3，&,- J,,)4
I6,<6(/&

褐马鸡 =; 8.-),35’",58 山西、河北、北京、陕西 $ :+&,@/，F)’)/，K)/B/,<，&,- :+&&,@/

白颈长尾雉 +*’8.)",5( &77"#)" 安徽、浙江、江 西、福 建、广 东、广 西、湖 南、贵 州、湖 北 $ L,+5/，A+)B/&,<，D/&,<@/，C5B/&,，95&,<M
-6,<，95&,<@/，F5,&,，95/N+65，&,- F5’)/

黑长尾雉 +; 8">.$# 台湾 $ %&/E&,

白冠长尾雉 +; ’&&%&("" 河南、安徽、湖 北、湖 南、陕 西、四 川、重 庆、贵 州、甘 肃、云 南 $ F),&,，L,+5/，F5’)/，F5,&,，

:+&&,@/，:/0+5&,，8+6,<O/,<，95/N+65，9&,15，&,- >5,,&,

红腹锦鸡 =3’*(#7#235( 2",)5(
陕西、四川、重庆、贵州、湖北、湖南、广西、云南、西藏、甘肃、青海、宁夏、河南 $ :+&&,@/，:/0+5&,，

8+6,<O/,<，95/N+65，F5’)/，F5,&,，95&,<@/，>5,,&,，%/’)3，9&,15，=/,<+&/，?/,<@/&，&,-
F),&,

海南孔雀雉 ?#7*27&,)’#- >.)(58.).& 海南 $ F&/,&,
"数据引自“ 中国鸡形目鸟类数据库”和 P/（"QQ#）$ ;&3& 746. 13& @.).4.(& #: =3"-&(& A.77":#’8&( &,- P/（"QQ#）R

（=3’*(#7#235( .83&’()").&）等种类除在我国邻近国家

有少量分布外，主要的分布区位于我国境内（ A+),<
S A+&,<，"QQT；C5(()4 &) .7; ，*UUU；C5(()4 S 9&4M
16,，*UUU；I&0V/,,6, &) .7R ，*UUU；I&-<) S I096EM
&,，*UU*）。

!# $" 分布特点

我国松鸡科 W 种鸟类中有 X 种分布在古北界，

仅斑尾榛鸡的分布区跨古北和东洋两界。在雉科的

YY 种鸟类中，分布在 古 北 界 的 有 X 种，占 "*R XTZ ；

分布在东洋界的有 T! 种，占 #"R W*Z ；在古北和东

洋两界都有分布的共 "! 种，占 *YR !YZ 。我国的鸡

形目鸟类绝大多数分布在大陆上，仅分布在岛屿上

的有 Y 种，即分布在台湾岛的蓝鹇、黑长尾雉、台湾

山鹧鸪以及分布在海南岛的海南山鹧鸪和海南孔雀

雉。

在鸡形目中少数种类具有迁徙习性，包括鹌鹑

（=#)5’-"B ,#)5’-"B）、日 本 鹌 鹑（ =; C.2#-",.）和 蓝 胸

鹑（=; ,3"-&-("(）；其余大多数种类都属于留鸟。在

我 国 所 有 鸡 形 目 鸟 类 中，分 布 最 广 的 是 环 颈 雉

（?3.(".-5( ,#7,3",5(），除西藏的羌塘高原和海南外，

在国内各地均有分布，并有 "Q 个亚种的分化（ 郑作

新等，"QXW；郑 作 新，"QWX）。 此 外，白 鹇（ <#235’.
-*,)3&8&’.）、血雉在我国的分布也很广，并分别有 Q
个亚种和 "U 个亚种的分化（ 郑作新，*UUU）。

已有研究表明，雉科鸟类在我国有 T 个分布中

心，即季风区的热带 [ 亚热带地区、喜马拉雅 [ 横断

山区以及西部山地高原区，其中横断山区的最西南

端为我 国 雉 科 鸟 类 的 特 化 和 分 化 中 心（ 张 荣 祖，

"QQQ）。

$" 我国鸡形目鸟类的濒危状况

$# %" 濒危状况

我国鸡形目鸟类在野外的生存状况各不相同。

按照分布范围、种群数量和受威胁程度等指标，国内

外有关部门曾对我国鸡形目鸟类的濒危状况进行过

分析，从而确定出了需要重点保护的种类（ 表 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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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 我国鸡形目的受胁鸟类及其濒危等级
&’()* +% &,* -,.*’-*/*0 12*34*1 ’/0 -,.*’-*/*0 3’-*56.7 68 9,4/*1* :’))486.;*1

物种

<2*34*1
国内保护级别"

=/0’/5*.;*/- 3’-*56.7 68 9,4/’"
>?9@ 保护级别""

>?9@ 9’-*56.7""
9>&=< 附录

9>&=< A22*/04B

镰翅鸡 !"#$%&’&()* +&,-.("##.* >> 近危 @*’. &,.*’-*/*0
柳雷鸟 /&’0()* ,&’0()* >>
岩雷鸟 /1 2)3)* >>
黑琴鸡 4"3%&0 3"3%.5 >>
黑嘴松鸡 41 (&%6.%0*3%.* >
花尾榛鸡 70#&*& 80#&*.& >>
斑尾榛鸡 71 *"9"%:09. > 近危 @*’. &,.*’-*/*0
雉鹑 4"3%&0(;&*.* 08*-)%)* > 近危 @*’. &,.*’-*/*0
藏雪鸡 4"3%&0’&,,)* 3.8"3&#)* >> >
阿尔泰雪鸡 41 &,3&.-)* >>
暗腹雪鸡 41 ;.2&,&<"#*.* >>
四川山鹧鸪 =%80%0(;.,& %)+.("-3)* > 濒危 =/0’/5*.*0
红胸山鹧鸪 =1 2&#$",,.. 易危 CD)/*.’()*
白额山鹧鸪 =1 ’.#’.-& 易危 CD)/*.’()*
海南山鹧鸪 =1 &%$"#* > 易危 CD)/*.’()*
血雉 >3;&’.#.* -%)"#3)* >> 略需关注 E*’1- 96/3*./ >>
黄腹角雉 4%&’0(&# -&803. > 易危 CD)/*.’()* >
黑头角雉 41 2",&#0-"(;&,)* > 易危 CD)/*.’()* >
红胸角雉 41 *&3<%& > 略需关注 E*’1- 96/3*./ >>>
灰腹角雉 41 8,<3;.. > 易危 CD)/*.’()* >
红腹角雉 41 3"22.#-?.. >> 近危 @*’. &,.*’-*/*0
勺鸡 @)-%&*.& 2&-%0,0(;& >> 略需关注 E*’1- 96/3*./
棕尾虹雉 /0(;0(;0%)* .2("A&#)* > 略需关注 E*’1- 96/3*./ >
白尾梢虹雉 /1 *-,&3"%. > 易危 CD)/*.’()* >
绿尾虹雉 /1 ,;)<*.. > 易危 CD)/*.’()* >
原鸡 B&,,)* ’&,,)* >> 略需关注 E*’1- 96/3*./
黑鹇 /0(;)%& ,")-02",&#0* >> 略需关注 E*’1- 96/3*./
白鹇 /1 #<-3;"2"%& >> 略需关注 E*’1- 96/3*./
蓝鹇 /1 *9.#;0.. > 近危 @*’. &,.*’-*/*0 >
藏马鸡 C%0**0(3.,0# ;&%2&#. 近危 @*’. &,.*’-*/*0 >
白马鸡 C1 -%0**0(3.,0# >> 近危 @*’. &,.*’-*/*0 >
蓝马鸡 C1 &)%.3)2 >> 近危 @*’. &,.*’-*/*0
褐马鸡 C1 2&#3-;)%.-)2 > 易危 CD)/*.’()* >
白颈长尾雉 D<%2&3.-)* ",,.03. > 易危 CD)/*.’()* >
黑颈长尾雉 D1 ;)2.&" > 易危 CD)/*.’()* >
黑长尾雉 D1 2.?&$0 > 近危 @*’. &,.*’-*/*0 >
白冠长尾雉 D1 %""6"*.. >> 易危 CD)/*.’()*
红腹锦鸡 C;%<*0,0(;)* (.-3)* >> 近危 @*’. &,.*’-*/*0
白腹锦鸡 C1 &2;"%*3.&" >> 近危 @*’. &,.*’-*/*0
海南孔雀雉 @0,<(,"-3%0# ?&3*)2&3&" 濒危 =/0’/5*.*0
灰孔雀雉 @1 8.-&,-&%&3)2 > 略需关注 E*’1- 96/3*./ >>
绿孔雀 @&60 2)3.-)* > 易危 CD)/*.’()* >>

"指我国《 野生动物保护法》中国家重点保护物种的等级 9’-*56.7 4/ -,* F4)0)48* G.6-*3-46/ E’H 68 9,4/’I
"" 自 JD))*. K :’.16/（LMMM）I 94-*0 8.6; JD))*. K :’.16/，LMMMI

从表 + 可以看出，由于采用的标准不同，不同机构所

确定的保护种类 也 不 相 同。在 #NOO 年 颁 布 的《 中

华人民共和 国 野 生 动 物 保 护 法》中，我 国 将 生 存 受

到威胁的 +O 种鸡形目鸟类作为国家重点保护物种，

其中 > 级重点保护鸟类 #N 种，>> 级重点保护鸟类 #N
种。近年来，由 世 界 雉 类 协 会（ FGA）、国 际 鸟 类 联

盟（P4.0E48*）和世界自然保护联盟 物 种 生 存 委 员 会

（<<9）联合对全球鸡形目鸟类的生存现状进行了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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估。该评估体系共确定中国鸡形目受胁种类 "% 种，

其中濒危物种 & 种，即四川山鹧鸪和海南孔雀雉；易

危物种 "’ 种，分别为红胸山鹧鸪、白额山鹧鸪、海南

山鹧鸪、黑头角雉、灰腹角雉、黄腹角雉、绿尾虹雉、

白尾梢虹雉、褐马鸡、白颈长尾雉、黑颈长尾雉、白冠

长尾雉和绿孔雀（()**+, &) ./0 ，&---；()**+, . /0,1
234，&---；5067+ . 58/3904，&--&）。

目前国内外对野生动植物的评估有很多等级和

标准（ 蒋 志 刚 等，"::;）。但 为 了 保 护 管 理 上 方 便，

根据鸡形目鸟类的分布范围和种群数量，同时考虑

到各物种在自然界中的受胁状况以及国际上对该物

种的关注程度，我们建议把我国的野生鸡类分成以

下 ’ 种类型：

（"）严重受胁物种

指分布范围狭窄、种群数量稀少、生存受到严重

威胁而急需加以拯救的种类。包括四川山鹧鸪、海

南山鹧鸪、白额山鹧鸪、褐马鸡、绿尾虹雉、白尾梢虹

雉、黄 腹 角 雉、白 冠 长 尾 雉、白 颈 长 尾 雉、黑 颈 长 尾

雉、海南孔雀雉和绿孔雀。这些鸟类野生种群数量

稀少、分布范围狭小，栖息地受到破坏或呈严重的片

断化，一些物种尚未得到有效的保护。尤其是四川

山鹧鸪、海南山鹧鸪及海南孔雀雉所面临的威胁十

分严重，而现有的研究与保护工作相对又比较薄弱，

需要予以特别关注。黄腹角雉主要栖息在亚热带原

始森林中，森 林 面 积 减 少 是 其 主 要 的 致 危 因 素（ 郑

光美，王岐山，"::#）。白冠长尾雉的分布区面积减

少和种群数量下降均十分显著，由于该物种一直作

为我国的 << 级重点保护动物，因而在各地区没有得

到足够重视，致使其生存状况日趋恶化，目前该物种

所受到的 威 胁 远 远 超 过 我 国 许 多 < 级 重 点 保 护 动

物。对上述物种需要采取的措施主要为就地保护，

即建立和完善自然保护区，加强野外巡护和定点观

测，严禁任何形式的捕猎行为。在条件适宜地区，应

积极开展对已破坏栖息地的恢复工作。

（&）近危物种

指分布范围和种群数量有限，生存受到一定威

胁但尚未出现明显下降趋势的种类，以及一些以往

属于严重受胁物种、经过有效保护后种群数量趋于

稳定或有明显 上 升 的 种 类。包 括 & 种 榛 鸡、’ 种 马

鸡（ 褐马鸡除外）、& 种锦鸡、蓝鹇、红腹角雉、黑长尾

雉、台湾山鹧鸪、灰孔雀雉等 "& 种鸟类。这些种类

在野生种群数量和分布范围方面远远超过绿孔雀、

四川山鹧鸪、海南孔雀雉等急需拯救的雉类。此外，

经过多年的科学研究，已经对其种群数量、栖息地选

择、生活习性和保护状况有了一定程度的了解，并已

采取 了 一 定 的 保 护 措 施（ 卢 汰 春 等，"::"；=>,6?>@+
<4A+,40A>340*，&---）。但 目 前 它 们 仍 面 临 着 栖 息 地

丧失、退化和片断化等问题，需要有针对性地进行栖

息地恢复和就地保护（BC+47 . BC047，"::’）。

（’）低危物种

指地理分布较广、种群数量较多、所受到的威胁

相对较轻，需加强资源监测并具有适度利用潜力的

种类，包 括 雪 鹑（ 1&’2. /&’2.）、雪 鸡（ 3&)’.#4.//5(
2DDE ）、石鸡（ 6/&,)#’"( ,758.’）、山 鹑（ 9&’$": 2DDE ）、

竹鸡（ !.;<5(",#/. 2DDE ）、血 雉、勺 鸡 和 环 颈 雉 等。

在上述种类中，雪鹑、雪鸡和血雉多分布在海拔较高

的山区，受人类活动的干扰较少。石鸡、山鹑、竹鸡

和勺鸡等雉类分布广，繁殖能力强，种群数量相对较

多，只要禁止滥捕乱猎，其种群可保持相对稳定，对

这些物种 应 加 强 科 学 研 究 和 种 群 监 测。 对 花 尾 榛

鸡、黑琴鸡、雪鸡、斑翅山鹑（9&’$": $.55’",.&）、蓝胸

鹑、灰胸竹鸡、白鹇、红腹锦鸡、环颈雉等有良好利用

前景的物种，在不破坏野生资源的前提下，应积极开

展综合利用研究，以便在开展保护工作的同时实现

资源的可持续利用。

!" #$ 致危因素

鸡形目是一个起源古老的鸟类类群。在长期演

化过程中，该 类 群 所 具 有 的 一 些 生 物 学 特 性（ 如 体

型大、地栖、飞翔能力差、不迁徙、繁殖率低）限制了

种群的发展。除这些自然因素以外，导致鸡形目鸟

类分布和数量缩减、一些种类濒临灭绝的还有一些

人为因素，包括栖息地的破坏、非法捕猎、人为活动

的干扰以及散放所引起的杂交等。

（"）栖息地的破坏。栖息地在鸟类生活史中发

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其质量的高低直接影响鸟类

的分布、数量和存活（ 张正旺，郑光美，":::）。在我

国，随着社会经济的迅速发展和人类活动范围的日

益扩大，对物种栖息地的影响在不断加剧。马鸡属、

角雉属、长尾雉属、锦鸡属、孔雀雉属、原鸡属和山鹧

鸪属均为典型的森林鸟类，大规模的森林砍伐和树

种改造使许 多 珍 稀 雉 类 典 型 栖 息 地 的 面 积 逐 渐 减

少，片断化现象日趋严重。已有研究表明，黄腹角

雉面临的主要威胁是典型栖息地丧失、退化和片断

化，栖息地内阔叶林被人工栽植的针叶林取代亦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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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 了 黄 腹 角 雉 栖 息 条 件 的 恶 化（ 郑 光 美，王 岐 山，

#$$&）。白颈长 尾 雉 的 分 布 区 相 对 较 大，但 由 于 砍

伐森林、烧山垦植和农业侵占等人类活动的影响造

成该雉栖息地的破坏与丧失、导致栖息地的片断化，

是白颈长尾雉目前面临的最主要胁迫。如浙江省开

化县的水坞山区白颈长尾雉栖息地面积逐年下降，

#$&" 年至 #$$! 年该地白颈长尾雉栖息地共减少了

’$( &)*（ 丁平等，)+++）。

（)）非法捕猎。过度捕猎曾经是导致我国鸡形

目资源遭 到 破 坏 的 主 要 原 因。)+ 世 纪 &+ 年 代 以

后，随着野生动物保护法的颁布和实施，这种状况有

了明显改观。但在一些偏僻的山区，猎捕珍稀雉类

的现象仍时有发生。例如，在海南原始林区的一些

农贸市场上，经常可以发现待出售的白鹇、原鸡、海

南孔雀雉等珍稀雉类。在大别山区的一些地方，为

获取尾羽而捕猎白冠长尾雉的现象依然存在。在我

国许多地区，一些农民为了保护庄稼，在山区小块耕

地的周边布放毒饵，造成雉类中毒死亡的现象也很

普遍，应引起我们的注意。

（’）人类活动的干扰。除了砍伐森林对栖息地

造成破坏以外，在分布区内所实施的开矿、烧炭、修

路、建电站等大规模的建设工程也会对野生鸡类的

正常生存造成严重影响。山区农民上山砍柴、放牧、

采药等活动，可能影响野生鸡类的繁殖活动。对山

西吕梁山地区褐马鸡的调查发现，当地农民在大规

模采挖羊肚菌期间对褐马鸡的繁殖活动的干扰，是

导致其繁 殖 成 功 率 下 降 的 主 要 原 因（ ,-./0 !" #$% ，

)+++）。近年来 迅 速 发 展 的 旅 游 活 动，对 鸡 形 目 鸟

类及其他野生动物的干扰需要引起人们关注。

（"）散放所 引 起 的 杂 交。 已 有 的 研 究 表 明，在

一些热带地区家鸡与原鸡的杂交造成某些地区野生

原鸡种 群 遗 传 纯 洁 度（ 123456）下 降（ 7899:，#$$$）。

我国云南、广西等地的原鸡种群可能存在着类似问

题。在台湾，由于散放人工饲养的环颈雉杂种，导致

本地特有的环颈雉台湾亚种（&’#()#*+( ,-$,’),+( .-/0
1-(#*+(）已经十分濒危。目前我国为了发展地区经

济和开展旅游，陆续办起了一批野生动物养殖场和

狩猎场，越来越多人工饲养的动物被散放到野外生

境中，其中包括环颈雉、石鸡、鹌鹑等鸟类，而这种无

节制的散放给生存在自然界的野生雉类种群带来了

严重威胁。

!" 我国鸡形目鸟类保护工作的主要进展

自 )+ 世纪 ;+ 年代末开始，我 国 逐 渐 加 强 了 对

鸡形目鸟类的保护和研究工作，尤其在特产珍稀濒

危雉类的研究与保护方面取得了明显的进展。

!# $" 就地保护

#$&+ 年我国正式加入了 <=>?@ 公约，开始对包

括珍稀濒危雉类在内的野生动植物的国际贸易进行

严格的控制。#$&& 年，全 国 人 大 颁 布 了《 中 华 人 民

共和国野生动物保护法》，将 ’& 种鸡形目鸟类列入

国家重点保护动物名单，使我国的珍稀雉类得到了

法律的有效保护。自 #$$! 年起，全国开始严格管理

各种枪支，基本上杜绝了利用猎枪捕杀各种野生动

物的现象。与此同时，我国加大了自然保护区的建

设力度。截止到 )++) 年底，我国共建设各种类型的

自然保护区 #;!; 个，总面积 #( ’’ 亿公顷，占国土面

积的 #’( )* 。在 这 些 自 然 保 护 区 中，大 约 有 )+ 多

个是以保护珍稀濒危雉类为主的自然保护区，比较

著名的 有 山 西 的 庞 泉 沟（ 褐 马 鸡 ）、芦 芽 山（ 褐 马

鸡），河北小五台山（ 褐马鸡），甘肃莲花山（ 斑尾榛

鸡），河南董寨（ 白冠长尾雉），浙江乌岩岭（ 黄腹角

雉）、古田山（ 白颈长尾雉），贵州的雷公 山（ 白 颈 长

尾雉）等保护区。此外，还有近 #+++ 个各种类型的

自然保护区中有野生鸡类分布。这些保护区在我国

鸡形目鸟类资源的保护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 %" 易地保护

截止目前在国内动物园及饲养中心饲养过的鸡

形目鸟类达 !+ 多种，已繁殖成功的有 ’& 种，其中包

括我国特产雉类 ## 种，即褐马鸡、蓝马鸡、白马鸡、

蓝鹇、绿 尾 虹 雉、黄 腹 角 雉、白 冠 长 尾 雉、白 颈 长 尾

雉、红腹锦鸡、海南山鹧鸪、海南孔雀雉等。在我国

台湾，蓝鹇和黑长尾雉的饲养繁殖也获得了成功，并

建立了一定规模的人工种群。

从目前情况看，我国饲养比较成功且人工种群

数量比较大的鸡形目鸟类有石鸡、鹌鹑、环颈雉、白

鹇、蓝胸鹑、红腹锦鸡等；繁殖成功并已经建立稳定

人工种群的有原鸡、蓝鹇、褐马鸡、蓝马鸡、白马鸡、

绿孔雀、灰胸竹鸡、红腹角雉、黄腹角雉、白腹锦鸡、

棕尾虹雉、白颈长尾雉、白冠长尾雉、黑颈长尾雉等；

饲养繁殖已取得初步成功但尚未建立稳定人工种群

的有勺鸡、藏马鸡、藏雪鸡、绿尾虹雉、白尾梢虹雉、

海南山鹧鸪、海南孔雀雉等；有少量饲养尚未取得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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殖成功的种类有血雉、黑琴鸡、花尾榛鸡、红胸角雉、

台湾山鹧鸪等；雉鹑、四川雉鹑、斑尾榛鸡、白额山鹧

鸪、红胸山鹧鸪、四川山鹧鸪等科研和保护价值较高

的野生鸡类的驯养繁殖在我国尚属空白。

在珍稀雉类再引入方面，我国尚未启动相关的

保护工程，仅 对 黄 腹 角 雉（ 丁 长 青 等，%&&’）和 褐 马

鸡开展了前期的预试验。

!" #$ 科学研究

自 "# 世纪 (# 年代起，在郑作 新 院 士 的 积 极 倡

导和组织下，我国学者对斑尾榛鸡、褐马鸡、藏马鸡、

黄腹角雉、绿尾虹雉、红腹角雉、白颈长尾雉、白冠长

尾雉、血雉、红腹锦鸡等 %# 种珍稀鸡类开展了大规

模的生态生物学研究，在多个方面填补了这些种类

生物学资料 的 空 白，并 出 版 了《 中 国 珍 稀 濒 危 野 生

鸡类》专著（ 卢 汰 春 等，%&&%）。进 入 "# 世 纪 &# 年

代，我国的雉类研究一直是国内鸟类学领域的优势

研究项目，在白鹇、血雉、褐马鸡、黄腹角雉、斑尾榛

鸡、红腹锦鸡、白颈长尾雉等的生态学研究方面取得

了显著进展，为 进 一 步 开 展 保 护 工 作 奠 定 了 基 础。

%&&( 年 ) "##" 年，郑光美教授主持完成了国家自然

科学基金重点项目“ 中国珍稀濒危雉类的生态适应

机制及保 护 对 策 研 究”。该 项 目 选 取 血 雉、红 腹 角

雉、黄腹角雉、褐马鸡、白冠长尾雉、白颈长尾雉、红

腹锦鸡和灰孔雀雉等 ( 种典型代表性雉类为研究对

象，调查了栖息地异质性和片断化程度对我国珍稀

濒危雉类种群的影响，探讨了不同雉类对栖息地片

断化的适应机制。在黄腹角雉等珍稀濒危雉类的人

工繁殖方面，我国学者已掌握了人工授精等关键技

术，并建立了包括子六代在内近 %"# 只个体的世界

上最大的黄腹角雉人工种群。"### 年，郑光美教授

主持的“ 中国特产濒危雉类生态生物学及驯养繁殖

研究”荣获了国家自然科学二等奖。

%$ 保护工作存在的问题及其对策

%" &$ 所面临的主要问题

尽管我国在鸡形目鸟类的保护方面取得了明显

的进展，但由于各种因素的制约，仍然存在着下面一

些亟待解决 的 问 题：（%）对 鸡 形 目 鸟 类 资 源 的 变 动

情况缺乏长期监测，重点保护物种的确定以及保护

等级的划分 带 有 一 定 的 主 观 性；（"）栖 息 地 的 退 化

和片断化问题突出，自然保护区的建设与管理水平

不高，非法捕猎现象没有完全被遏制，人为干扰依然

严重；（*）饲养繁殖“ 各自为战”，缺乏技术和经验的

交流，人工种群谱系不清，繁殖成功率低，再引入工

作进展缓慢；（!）科学研究没有专门的研究机构，专

业人员偏少，研究经费严重不足；（+）资源利用缺乏

国家宏观政策的支持，模式单一，且尚未形成产业规

模。

%" ’$ 保护对策分析

为了更好地保护我国鸡形目鸟类资源，国家林

业局已经决定在“ 十五”期间启动和实施“ 中国雉类

保护工程”，并已经编制了《 全国雉类保护工程建设

规划（"##% ) "#%#）》。根据目前我国鸡形目鸟类保

护工作中所存在的问题，我们建议有关部门做好以

下工作：

（%）开展全国珍稀濒危雉类的专项调查，对以

往资 料 缺 乏 的 地 区（ 如 海 南、西 藏 东 南 部、四 川 西

部、云南 与 广 西 的 边 境 地 区 ）和 珍 稀 物 种（ 如 山 鹧

鸪、马鸡、角雉、长尾雉、孔雀雉）的资源状况进行全

面普查。建立全国鸡形目鸟类资源监测技术规程，

在不同地区选择 *# 个地点开展长期监测工作。利

用所获得的数据，根据国际通行的受胁物种等级划

分的标准，对我国鸡形目鸟类资源进行科学评估，调

整国家重点保护物种名录，建立中国雉类资源和保

护状况的数据库。

（"）利用实施天然林保护工程和退耕还林工程

的契机，恢复、改善和扩大我国珍稀濒危鸡类的栖息

地和生态环境。新建、扩大一批珍稀濒危鸡类的自

然保护区，完善自然保护区的机构建设，提高保护区

的管理水平。坚决制止各种非法捕猎的行为，控制

干扰珍稀雉类繁殖活动的现象。

（*）加强国内野生动物饲养单位之间的交流与

合作，积极探索珍稀濒危鸡类饲养繁殖的关键技术，

加强对人工种群的谱系管理，提高卵的受精率和雏

鸟成活率；开展血雉、勺鸡、斑尾榛鸡、海南山鹧鸪等

种类的引种驯化研究；建立褐马鸡、藏马鸡、黄腹角

雉、绿尾虹雉、白冠长尾雉等珍稀濒危物种的种源基

地；通过再引入的方式，扩大黄腹角雉、褐马鸡和白

冠长尾雉的分布范围和种群数量。

（!）建立全国雉类研究中心，协调和组织国内

的科研技术力量，从国内外多渠道筹集研究经费，开

展中国珍稀濒危鸡类的保护生物学研究。对国内自

然保护区的科研和管理人员进行定期培训，培养我

国雉类研究的专业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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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制我国雉类资源合理利用的规划，对雉

类资源的综合利用进行专题研究。建设白鹇、斑翅

山鹑、灰胸竹鸡、红腹锦鸡等研究基础较好的经济雉

类的商品基地，满足国内外市场的需要。在北京、广

东、上海等经济发达地区规划并建立雉类运动狩猎

场，探索雉类资源利用的新途径。积极培育雉类资

源的新品种，开发新产品，在加强生物多样性保护的

同时，通过雉类资源的合理利用促进社会经济的可

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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