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 37卷  第 1期 陕西师范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 Vol. 37  N o. 1
 2009年 1月 Journal of Shaanx i Normal U niversity ( Natur al Science Edit ion) Jan. 2009  

文章编号: 1672-4291( 2009) 01-0052-08

收稿日期: 2008-01-15

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项目( 30770304)

作者简介:巩会生, 男,工程师, 主要从事野生动物生态及保护管理工作.

* 通讯作者:曾治高, 男,副研究员, 博士. Email: zengzhg@ io z. ac. cn.

陕西省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的现状及分析

巩会生1 ,  曾治高2* ,  王西峰3,  赵凯辉1,  张  琼2

( 1 陕西佛坪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 陕西 佛坪 723400;

2 中国科学院 动物研究所动物生态与保护生物学重点实验室, 北京 100101;

3 陕西牛背梁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 陕西 长安 710100)

摘  要:分析了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在陕西省的分布状况.陕西省境内分布的国家级重点保护野

生动物共有 98种,包括 23种哺乳类、69种鸟类、1种爬行类、1种两栖类、2种鱼类和 2种昆虫,其

中属于国家 Ñ、Ò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的物种分别有 19种和 79种. 华南虎( P anther a tigr is )、小

熊猫( A ilur us f ulgens)、猞猁( L ynx lynx )和雪号鸟( N yctea scandiaca)在陕西的分布及存在有待以

后的调查求证. 国家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在陕西的分布存在明显的地域性差异,它们在陕北分布的

物种数明显低于陕南的秦岭及大巴山地区.秦岭及大巴山地区是陕西珍稀濒危物种保护及生物多

样性保护的关键区域.针对陕西境内受保护动物资源的现状与分布格局提出了相应的保护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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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 he current dist ribut ion status of nat ional pr otected animal species in Shaanx i province

of China has been review ed. T her e w ere state-protected 98 key species of w ildlife in Shaanx i

pro vince, including 23 species of mammals, 69 species of bir ds, 1 species of rept ile, 1 species of

amphibian, 2 species of f ishes and 2 species of insects. Among of the 98 species, 19 species

belong to the f irst-class and 79 species belong to the second-class nat ional pr otected animal

species. Dist ribut ion and existence o f t iger ( Panther a t igr i s ) , red panda ( A ilur us f ulgens ) ,

lynx ( L ynx lynx ) and snow y ow l ( N yctea scand iaca ) are r equired further invest ig ation. The

dist ribut ion o f nat ional, protected animal species in Shaanx i had obv iously reg ional dif ference.

Species number w ere obviously less in northern Shaanx i than in Qinling and Dabashan M ountains

of southern Shaanx i. T he Qinling and Dabashan mountain ar e key regions for rare and endangered

species conservat ion and for biodiver sity conservat ion in Shaanx i province. According to the

current status and dist ribut ion pattern of the pro tected species in Shaanxi pro vince, some

conserv at ion implicat ions have been propos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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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陕西省位于我国中部偏北, 其南部的秦岭山脉

不仅是动物地理区划上东洋界和古北界的分界线,

也是我国南北气候的分界线[ 1] .独特的地理位置和

气候特征造就陕西省境内蕴涵有丰富的动物资源,

也使秦岭地区成为具有国际意义的中国陆地生物多

样性关键地区[ 2] .野生动物是人类的财富,保护好野

生动物是每个公民应尽的义务.然而,在当前国民经

济高速发展的形势下, 野生动物的栖息地不断地受

到人类活动的侵扰和破坏;人类的生产、生活等社会

活动的干扰,已使一些物种处于濒危状态甚或灭绝.

所以保护野生动物和保护自然资源中生物物种的多

样性已显得特别重要. 研究特定地区关键物种的组

成与分布状况将有助于生物多样性的保护, 因为珍

稀濒危物种及其分布形式可被用作表示某一地区物

种多样性的重要指标 [ 3] .

国家重点保护的野生动物是依据物种的生存状

况和受威胁程度而确定的, 它们都是处于极危、濒

危、易危、接近受胁状态的物种[ 4] .陕西省分布的国

家重点保护的野生动物一直受到人们的广泛关注.

根据 1982年野生动物保护的法律草案,郑永烈等报

道了陕西省分布的 30种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的

分布范围和种群数量 [ 5] ;王德兴专门报道了 42种濒

危鸟类在陕西的分布状况
[ 6]
.为保护珍稀濒危动物,

国家于 1988 年制定了5野生动物保护法6, 并于
1989年 1 月 14日正式发布了5国家重点保护野生
动物名录6.据此名录,闵芝兰从生态、地理分布、保

护意义及措施等方面论述了陕西省分布的 77 种国

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其中有 23种哺乳类、48种鸟

类、1 种爬行类、2 种两栖类、2 种鱼类和 1 种昆

虫
[ 7]
.随着物种生存状况和受威胁程度的变化,国家

林业局于 2003年发布了第 7 号令, 把5国家重点保
护野生动物名录6中麝( Moschus spp. )的保护级别

由Ò级调整为Ñ级. 随后,徐振武和冯宁依据前人的

研究结果,通过图鉴的形式展示了分布于陕西省的

84种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 其中林麝已被归为国

家Ñ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 同时较之前增加了 8 种

受保护的鸟类和剔除了国家Ò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
岩羊 ( Pseudois nayaur ) , 因为岩羊自 1922 年

Rothschild在太白山获一标本外后再无踪迹
[ 8]
. 近

年来,王开峰和郑生武阐述了陕西省分布的 7 种国

家Ñ级重点保护野生兽类的历史变迁和分布现
状

[ 9]
;李先敏等报道了 35种国家重点保护兽类在陕

西省的分布并提出了相应的保护对策[ 10] . 然而, 近

十多年来随着各自然保护区本底动物资源调查的开

展及一些动物专项调查的进行, 人们对陕西省分布

的野生动物资源有了更为深入的了解, 但是从全省

角度去分析报道珍稀濒危动物物种的资料仍然非常

少,所给出的主要是物种在大范围上的分布,更没有

向人们展示它们在空间层面的丰富度信息.为此,根

据现有文献资料, 结合多年来的野外实际调查结果,

我们报道了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在陕西省的分布

状况及其空间分布格局, 以期促进我国的生物多样

性保护和当地的野生动物资源保护与管理工作.

1  陕西省野生动物的栖息地概况

陕西省( 105b29c~ 111b02cE, 31b43c~ 39b35cN)

位于我国内陆腹地,土地面积为 206 000 km
2
.北山

和秦岭把陕西分为三大自然区域: 北部是海拔 900

~ 1 500 m 的陕北黄土高原, 中部是海拔 300~ 800

m 的关中平原, 南部是海拔 400~ 3 800 m 的秦巴山

地.秦岭是陕西省内的最大山脉, 横贯全省东西. 秦

岭山脉对南北的气候起屏障作用, 陕南温暖湿润并

具有北亚热带气候特征, 关中和陕北则寒冷干燥而

具有暖温带和温带气候特点. 森林覆盖率陕北约

35%,陕南则达 80%以上.因此,不论从地貌、气候、

植被和土壤等自然条件自北向南都具有由北方型向

南方型逐渐过渡的特征.这种水平差异的现象, 形成

了由北向南的草原、荒漠、黄土高原、渭河谷地和秦

巴山地等多种自然景观类型,为野生动物的栖息繁

衍,提供了极其良好的生存环境和庇护场所.

2  研究方法

2. 1  资料与数据来源

本文的资料和数据来源于 2 个方面: ( 1)作者

20多年来在陕北、关中、陕南所作的鸟兽调查结果,

以及平时收藏的标本和拍摄的照片资料; ( 2)上世纪

80 年代至今的记录有陕西省野生动物资源的主要

文献资料[ 5, 11-30] .

2. 2  数据处理与分析

依据物种分布及其在各分布区域的数量状况,

大致地把各物种的种群数量划分为罕见、稀少、较

少、较多、很多 5个等级,以说明它们的资源现状.统

计各县级行政管理单元中受保护动物的物种数, 并

通过地理信息系统软件绘制它们的空间分布图, 进

而分析国家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在陕西的空间分布

格局.

3  结果

3. 1  物种组成

陕西省境内分布有国家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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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8种,隶属 6纲、17目、29科(见表 1) . 其中爬行类、

两栖类、鱼类和昆虫分别只有 1 种、1种、2 种和 2

种,均为国家Ò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而哺乳类和鸟
类则占绝大多数( 93. 9% ) ,分别有 23种和 69种. 在

这 23种哺乳动物中, 属国家 Ñ、Ò级重点保护野生

动物的分别有 7种和 16种;在 69种鸟类中, 属国家

Ñ、Ò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的分别有 12种和 57种.

3. 2  资源现状

在 98种国家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中,罕见的种

类有虎、小熊猫、猞猁、雪号鸟4种; 种群数量稀少的种

类有大熊猫、云豹、金钱豹、朱 、丹顶鹤、中华秋沙

鸭、鹰号鸟、大鸨、鹰雕、三尾褐凤蝶等 50种;数量较少

的种类有川金丝猴、黑熊、水獭、大灵猫、林麝、大狂鸟、

秃鹫、灰背隼、白冠长尾雉、遗鸥、雕号鸟、山瑞鳖、大

鲵、中华虎凤蝶等 30种;数量较多的种类有青鼬、羚

牛、斑羚、赤腹鹰、红腹角雉、红翅绿鸠、斑头鸺留鸟等

11种;种群数量很多的种类有红腹锦鸡、川陕哲罗

鲑、秦岭细鳞鲑 3种,结果见表 1.

表 1 陕西省分布的国家重点保护的野生动物*

Tab. 1  Distribution of the key species of state-protected wildlife in Shaanxi province of China

动物名称
保护

状态

资源

现状
分布地点

Ñ 哺乳纲 Mammalia

 一、灵长目 Primates

  (一)猴科 Cercopithecidae

   1.猕猴 Macaca mula tta Ò X 南郑, 宁强, 西乡, 镇巴, 镇坪, 平利

   2.藏酋猴P Macaca thibe tana Ò X 西乡

   3.川金丝猴P Rhinopithecus roxellana qinl ingensi s Ñ S 周至, 佛坪, 宁陕, 太白, 洋县, 户县

   R. roxe llana rox el lana 宁强

 二、食肉目 Carnivora

  (二)犬科 Canidae

   4.豺 Cuon alpinus f umosus Ò X 佛坪, 柞水, 宁陕, 镇坪, 平利, 岚皋, 陇县

  (三)熊科 U rsidae

   5.黑熊 S elenarc tos thibetanu s mup inensis Ò S 佛坪, 西乡, 镇安, 柞水, 宁陕, 旬阳, 陇县, 太白, 周至, 南

郑, 宁强, 洋县, 石泉, 汉阴, 紫阳, 岚皋, 安康, 平利, 镇坪,

白河, 长安, 城固, 略阳

  (四)小熊猫科 Ailu ridae

   6.小熊猫 o A i lur us f u lg ens sty ani Ò E 宁陕, 佛坪, 宁强

  (五)大熊猫科 Ailu ropodidae

   7.大熊猫P A i lur op oda me lanoleuca Ñ X 佛坪, 洋县, 太白, 周至, 宁陕, 留坝, 宁强, 城固, 凤县

  (六)鼬科 Mustelidae

   8.青鼬 Mar te s f lav ig ula f lav ig ula Ò D 榆林, 定边, 靖边, 绥德, 延安, 黄龙, 吴起, 洛川, 太白, 周

至, 华阴, 佛坪, 洋县, 宁陕, 石泉, 宁强, 平利, 镇坪, 紫阳,

镇安, 柞水, 长安, 南郑, 陇县

   9.石貂 Mar te s f oina inter media Ò S 定边, 靖边, 吴起, 神木, 府谷

   10.水獭 Lu tr a lut ra chinensi s Ò S 陇县, 太白, 佛坪, 洋县, 南郑, 留坝, 柞水, 镇安, 宁陕, 石

泉, 平利, 商南

  (七)灵猫科 Viverridae

   11.大灵猫 Viv err a z ibetha ashtoni Ò S 安康, 紫阳, 平利, 白河, 南郑, 镇坪, 西乡, 镇巴, 宁强, 岚

皋, 石泉, 汉阴, 旬阳

   12.小灵猫 Viv err icu la indica pal l id a Ò S 南郑,镇巴,安康,石泉,镇安,旬阳,平利,紫阳,白河,汉台

  (八)猫科 Felidae

   13.漠猫 F eli s bi et i v el l erosa Ò X 榆林, 定边

   14.金猫 Catop uma temmincki Ò X 佛坪, 南郑, 留坝, 太白, 宁陕, 陇县, 柞水, 镇安, 汉阴, 宁

强, 西乡, 镇巴, 岚皋, 镇坪, 平利, 旬阳, 石泉, 安康, 汉台

   15.猞猁 L y nx lynx isabel lina Ò E 安康

   16.云豹 N eof e li s nebu losa nebulosa Ñ X 佛坪, 汉阴, 宁陕, 镇安

   17.金钱豹 P anth era p ard us f usca Ñ X 佛坪, 宁陕, 长安, 商州, 南郑, 丹凤, 平利, 镇安, 紫阳, 白

河, 镇坪, 石泉, 汉阴, 旬阳, 岚皋, 略阳, 镇巴, 西乡, 柞水,

山阳, 太白

      P. p . f ontanieri i 延安, 吴起, 志丹, 富县, 黄陵, 洛川, 黄龙, 宜川, 安塞, 甘

泉, 陇县

   18.虎 P anth era t ig ri s amoy ensis Ñ E 佛坪, 镇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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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续表 1.

动物名称
保护

状态

资源

现状
分布地点

 三、偶蹄目 Art iodactyla

  (九)麝科 Moschidae

   19.林麝 o Moschus bere zov skii Ñ S 佛坪, 周至, 宁陕, 陇县, 镇坪, 南郑, 长安, 户县, 凤县, 宝

鸡, 太白, 勉县, 眉县, 洋县, 留坝, 蓝田, 略阳, 西乡, 镇巴,

石泉, 紫阳, 岚皋, 平利, 白河, 旬阳, 柞水, 镇安, 宁强

  (十)牛科 Bovidae

   20.黄羊 o P rocap ra g . g ut tu rosa Ò S 榆林, 定边, 靖边, 横山, 神木

   21.羚牛 o B udorcas tax ic olor bed f or di Ñ D 佛坪, 周至, 宁陕, 留坝, 洋县, 太白, 柞水, 凤县, 镇安, 眉

县, 勉县, 城固, 户县, 略阳, 长安, 蓝田, 石泉, 西乡

   B. t. t ibetana 宁强

   22.斑羚 o N aemorhed us cau datus g ri seus Ò D 柞水, 周至, 佛坪, 宁陕, 石泉, 平利, 华县, 汉阴, 紫阳, 镇

坪, 旬阳, 白河, 镇安, 山阳, 潼关, 留坝, 凤县, 镇巴, 略阳,

勉县, 眉县, 宁强, 城固, 户县, 洋县, 南郑, 长安, 岚皋, 西

乡, 洛南

   23.鬣羚 N . sumatr aensis mi lne edw ar d si Ò D 佛坪, 洋县, 周至, 宁陕, 南郑, 长安, 城固, 户县, 勉县, 西

乡, 宁强, 略阳, 镇巴, 留坝, 凤县, 汉阴, 石泉, 紫阳, 平利,

镇坪, 旬阳, 白河, 陇县, 太白, 柞水, 镇安, 岚皋, 山阳

Ò 鸟纲 Aves

 四、鹈形目 Pelecaniformes

  (十一)鹈鹕科 Pelecanidae

   24.斑嘴鹈鹕 P elecanus p hi lip pensis cri sp us Ò X 榆林, 神木, 定边, 南郑

 五、鹳形目 Cicon iiform es

  (十二)鹳科 Cicon iidae

   25.黑鹳 Ciconia nigr a Ñ X 周至, 西安, 华阴, 宁陕, 柞水, 长安, 榆林, 神木, 延安, 黄

陵, 铜川, 洛南, 丹凤

   26.东方白鹳 C. ci conia boyc iana Ñ X 宁强, 平利

  (十三) 科 T hreskiornith idae

   27.朱 P N ip p onia nipp on Ñ X 洋县, 城固, 佛坪, 西乡, 宁陕, 周至, 汉台, M

   28.白琵鹭 P la talea leucorodia leucorodia Ò X 神木, 周至, 石泉, 合阳, 汉台

 六、雁形目 An seriformes

  (十四)鸭科 Anat idae

   29.大天鹅 Cy gnus cy gnu s cy gnu s Ò X 合阳, 横山, 神木, 大荔, 榆林, 佛坪, 西安, H

   30.小天鹅 C. columbianus bew icki i Ò X 榆林, 神木, 西安

   31.鸳鸯 A ix g ale ri culata Ò X 佛坪, 大荔, 潼关, 汉阴, 华阴, 石泉, 华县

   32.中华秋沙鸭 Mer gu s squamatus Ñ X 洋县, 佛坪

 七、隼形目 Falconiformes

  (十五)鹗科Pandionidae

   33.鹗 P andion haliaetus Ò X 西安, 安康, 汉台

  (十六)鹰科 Accipit ridae

   34.凤头蜂鹰 P erni s p ti l orh ynchu s ori enta li s Ò X 洋县, 榆林, 定边, 佛坪

   35.黑冠鹃隼 A v ic eda leup h otes w ol f e i Ò X 佛坪, 西安, 洋县

   36.黑鸢 Milvus mig rans lineatus Ò S 眉县, 周至, 华阴, 洋县, 佛坪, 太白, 宁强, 南郑, 安康, 留

坝, 宁陕, 柞水, 长安, 宁强, 西乡, 平利

   37.玉带海雕 H al iaeetus le ucoryp hus Ñ X 西安

   38.白尾海雕 H . albi ci lla albi ci lla Ñ X 西安, 合阳

   39.凤头鹰 A ccip it er tri v i rg atu s indicus Ò X 洋县, 佛坪

   40.赤腹鹰 A . soloen si s Ò D 佛坪, 南郑, 周至, 宁陕, 西安, 华阴, 城固, 洋县, 山阳, 太

白, 宁强, 石泉, 汉阴, 安康, 留坝, 柞水, 长安, 西乡, 平利

   41.雀鹰 A . ni sus ni sosmi li s Ò S 周至, 华阴, 洋县, 佛坪, 石泉, 安康, 留坝, 太白, 柞水, 长

安, 西乡, 平利, 定边, 渭南

   42.松雀鹰 A . vi r gatus af f inis Ò S 周至, 佛坪, 太白, 留坝, 洋县, 柞水, 长安

   43.苍鹰 A . gent i li s schv ed ow i Ò X 佛坪, 汉台, 太白, 长安, 榆林, 南郑

   44.褐耳鹰 A . bad ius p oliopsi s Ò X 佛坪

   45.大
狂
鸟B ute o hemilasiu s Ò S 西安, 华阴, 佛坪, 山阳, 留坝, 洋县, 周至, 太白, 柞水, 长

安, 宁强, 延安

   46.普通狂鸟 B. bu teo j ap onicu s Ò S 山阳, 石泉, 留坝, 洋县, 周至, 佛坪, 西乡, 凤县, 定边, 榆

林, 神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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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7.毛脚
狂
鸟 B. la gopu s kamtschatkensi s Ò X 华县, 渭南, 西安, 周至, 眉县

   48.灰脸
狂
鸟鹰 B. ind icus Ò X 南郑, 石泉, 安康

   49.金雕 A quila chr ysaetos d aph anea Ñ S 佛坪, 周至, 洋县, 眉县, 留坝, 宁陕, 安康, 汉台, 西安, 太

白, 柞水, 石泉, 长安, 宁强, 西乡, 平利, 武功, 扶风, 镇坪,

延安, 神木

   50.白肩雕 A . h el iaca he liaca Ñ X 西安, 太白, 铜川

   51.蛇雕 S p ilorni s c heela ri cket ti Ò X 佛坪

   52.鹰雕 S p iz aetus nipalensi s nip alensi s Ò X 佛坪

   53.短趾雕 Circae tus g al li cus Ò X 佛坪, 定边

   54.秃鹫 A eg yp ius monachu s Ò S 洋县, 佛坪, 周至, 武功, 神木, 宝鸡

   55.白腹鹞 Circu s sp i lontus sp i lontus Ò X 西安

   56.白尾鹞 C. cyaneus cyaneu s Ò X 周至, 西安, 汉台, 安康, 宁强

   57.鹊鹞 C. melanoleuc os Ò X 宁强

  (十七)隼科 Falconidae

   58.猎隼 F alc o che rru g milv ipe s Ò X 武功, 榆林

   59.游隼 F . p eregr inu s calid us Ò X 西安, 太白

   60.燕隼 F . subbuteo subbuteo Ò S 眉县, 周至, 西安, 华阴, 洋县, 南郑, 留坝, 佛坪, 太白

   61.黄爪隼 F. naumanni Ò X 汉台, 神木

   62.红隼 F . t innunculus int erst inctu s Ò D 周至, 西安, 华阴, 洋县, 佛坪, 山阳, 太白, 汉台, 安康, 留

坝, 柞水, 西乡, 城固, 长安, 平利, 定边, 榆林, 神木, 宁陕,

渭南, 礼泉, 定边, 潼关, 石泉, 宝鸡, 彬县

   63.红脚隼 F. amur ensis Ò S 眉县, 西安, 华阴, 洋县, 太白, 佛坪, 周至, 柞水, 西乡, 长

安, 定边, 榆林, 神木, 潼关

   64.灰背隼 F. columbar iu s insigni s Ò S 榆林, 延安, 佛坪, 太白

 八、鸡形目 Gallif ormes

  (十八)雉科 Phasianidae

   65.血雉P I th agini s c ruentus sinensi s Ò D 眉县, 佛坪, 周至, 宁陕, 柞水, 洋县, 太白, 镇安, 留坝

   66.红腹角雉 T rag op an temminckii Ò D 周至, 城固, 洋县, 佛坪, 太白, 宁强, 南郑, 石泉, 安康, 留

坝, 宁陕, 柞水, 西乡, 长安, 平利, 镇坪

   67.勺鸡 P ucr asia macr olop ha ru f i coll i s Ò D 周至, 华阴, 城固, 洋县, 佛坪, 太白, 南郑, 石泉, 安康, 留

坝, 宁陕, 柞水, 长安, 宁强, 旬阳, 平利, 陇县

   68.白冠长尾雉P S yr mati cus re ev esii Ò S 佛坪, 宁陕, 南郑, 紫阳, 镇巴, 镇坪, 平利, 洋县, 城固, 汉

台, 安康, 柞水, 华阴, 西乡, 汉阴, 旬阳, 石泉, 太白, 镇安,

商南

   69.红腹锦鸡P Chr ysolop hus p ictus Ò H 眉县, 周至, 华阴, 城固, 长安, 洋县, 佛坪, 山阳, 丹凤, 太

白, 宁强, 南郑, 汉台, 石泉, 汉阴, 安康, 留坝, 宁陕, 柞水,

西乡, 平利, 凤县, 商州, 镇巴, 紫阳, 旬阳, 白河, 宝鸡

   70.褐马鸡P Cr ossopt i lon mantchuri cum Ñ S 黄龙, 宜川, 韩城

 九、鹤形目 Gruiformes

  (十九)鹤科 Gruidae

   71.灰鹤 G rus g rus li l f ord i Ò X 西安, 华阴, 汉台, 长安, 定边, 榆林, 神木, 渭南, 大荔, 千

阳   72.蓑羽鹤 A nth ropoide s v i rg o Ò X 周至, 城固

   73.丹顶鹤 Gr us j ap onensis Ñ X 大荔, 潼关, 合阳

  (二十)鸨科 Otidae

   74.大鸨 Oti s tar da d ybow skii Ñ X 周至, 定边, 榆林, 神木, 大荔, 延安, 潼关, 华阴, 西安, 合

阳, 渭南 十、行鸟形目 Charadriif ormes

  (二十一)鹬科 Scolopacidae

   75.小青脚鹬 T ringa gut ti f er Ò X 佛坪

  (二十二)鸥科 Laridae

C76.遗鸥 Lar us re li ctus Ñ S 榆林, 神木

 十一、鸽形目 Columbiformes

  (二十三)鸠鸽科 Colum bidae

   77.红翅绿鸠 T rer on si ebold ii f oping ensis Ò D 佛坪, 周至, 眉县, 太白, 洋县, 西乡

 十二、号鸟形目 St rigiformes

  (二十四)鸱号鸟科 St rigidae

   78.红角号鸟 Otus scop s st ic tonotus Ò S 华阴, 佛坪, 宁强, 南郑, 安康, 周至, 留坝, 洋县, 宁陕, 太

白, 柞水, 长安, 平利, 镇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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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9.领角号鸟 O. bakkamoena ussur iensi s Ò S 洋县, 佛坪, 周至, 太白, 留坝, 宁陕

   80.雕号鸟 B ubo bu bo kiaut schensi s Ò S 佛坪, 眉县, 宁陕, 周至, 太白, 洋县, 南郑, 柞水, 宁强, 山

阳, 长安, 城固, 西安, 西乡

   81.黄腿渔号鸟 K etu pa f lav ip es Ò X 周至, 留坝, 佛坪, 太白, 平利, 镇坪

   82.领鸺留鸟 G lauc id ium br od ie i br od iei Ò S 周至, 留坝, 洋县, 佛坪, 太白

   83.斑头鸺留鸟 G. cuculoide s wh it el eyi Ò D 周至, 华阴, 城固, 洋县, 佛坪, 山阳, 丹凤, 太白, 宁强, 南

郑, 石泉, 汉阴, 安康, 留坝, 宁陕, 柞水, 长安, 西乡, 平利,

镇巴, 汉台

   84.鹰号鸟 N inox scutula ta bur manica Ò X 佛坪, 安康, 洋县, 周至, 宁陕, 宁强, 平利, 镇巴

   85.雪号鸟 N yc tea scand iaca Ò E 户县

   86.纵纹腹小号鸟 A th ene noc tua p lumip es Ò S 周至,华阴,宁强,南郑,安康,洋县,佛坪,宁陕,太白,平利

   87.灰林号鸟 S t rix aluco niv i cola Ò S 佛坪, 南郑, 安康, 洋县, 宁陕, 太白, 柞水, 长安, 宁强, 西

乡, 平利

   88.乌林号鸟 S . ne bulosa Ò X 汉台

   89.长耳号鸟 A sio otus otus Ò X 西安, 华阴, 洋县, 山阳, 丹凤, 太白, 宁强, 平利, 长安

   90.短耳号鸟 A . f lammeus f lammeus Ò X 佛坪, 西乡

   91.鬼号鸟 A eg ol ius f u nereu s beic kianus Ò X 宁强

 十三、雨燕目 Apodiformes

  (二十五)雨燕科 Apodidae

   92.灰喉针尾雨燕 H irundap us cochinchinensis Ò X 佛坪

Ó 爬行纲 Rept ilia

 十四、龟鳖目 T es tu doformes

  (二十六)鳖科 T rionychidae

   93.山瑞鳖 T riony x st eindachneri Ò S 平利

Ô两栖纲 Amphibia

 十五、有尾目 Caudata

  (二十七)隐鳃鲵科 Cryptobrachidae

   94.大鲵P A ndr ias d av idiamus Ò D 商南, 宁陕, 佛坪, 太白, 柞水, 丹凤, 洋县, 岚皋, 宁强, 留

坝, 洛南, 略阳Õ 鱼纲 Pisces

 十六、鲑形目 Salm on iformes

  (二十八)鲑科 Salm onidae

   95.川陕哲罗鲑 H ucho bleekeri Ò H 宁强, 镇巴, 南郑, 太白, 陇县, 略阳

   96.秦岭细鳞鲑 Br achymy stax lenok t sinl ing ensi s Ò H 太白, 眉县, 周至, 佛坪, 陇县

Ö 昆虫纲 Insecta

 十七、鳞翅目 Lepidopter a

  (二十九)凤蝶科 Papi lionidae

   97.三尾褐凤蝶 Bhutani tis thaidina dongchuanensi s Ò 太白, 眉县, 佛坪

   98.中华虎凤蝶 Luehdorf ia chinensis Ò 华阴, 华县, 周至, 太白, 宁陕, 佛坪

  * . P . 表示特有种; o . 表示半特有种; Ñ . 国家一级重点保护动物; Ò . 国家二级重点保护动物; E . 罕见; X. 稀少;

S. 较少; D . 较多; H. 很多

3. 3  分布特征
各受保护物种在陕西的分布范围存在明显差

异.除前述 4种罕见动物的分布与存在还需进一步

的调查求证外, 藏酋猴、白尾海雕、褐耳鹰、蛇雕、鹰

雕、白腹鹞、鹊鹞、黄爪隼、小青脚鹬、乌林号鸟、鬼号鸟、

灰喉针尾雨燕和山瑞鳖计 13 种动物只分布在陕西

的局部区域,而其他物种则相对有较广的分布范围.

国家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在陕西的分布存在明

显的空间差异, 带有明显的地带性和区域性.

国家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在陕北高原分布的物

种数明显低于陕南的秦岭及大巴山地区, 且在中部

关中平原分布的物种数最少. 国家 Ñ级重点保护野
生动物、国家级重点保护野生哺乳动物及鸟类的空

间分布也是如此. 虽然关中平原地区也分布有国家

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且分布有国家 Ñ级重点保护
野生动物,但是在该区域分布的国家级重点保护野

生动物主要是鸟类而非兽类.关中平原、渭河和黄河

流域主要分布有玉带海雕、白尾海雕、毛脚狂鸟、白腹

鹞、大天鹅、小天鹅、黑鹳、衰羽鹤、丹顶鹤、白琵鹭等

大型猛禽、水禽和涉禽. 与此不同的是, 陕北黄土高

原多分布耐寒、耐旱动物如漠猫、黄羊、石貂、褐马

鸡;秦岭中西段主要分布有大熊猫、金丝猴、羚牛、黑

熊、鬣羚、斑羚,秦岭南坡分布有朱 、猕猴、短耳号鸟、

红翅绿鸠和近年发现的中华秋沙鸭、蛇雕、鹰雕、黑

冠鹃隼、凤头鹰、褐耳鹰、鹊鹞、灰喉针尾雨燕等;巴

山地区发现有藏酋猴, 汉江流域分布有东方白鹳、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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鲵、山瑞鳖等.在陕西省境内, 位于陕南秦岭地区的

佛坪、太白、周至、洋县和宁陕 5 县分布有最丰富的

受保护珍稀物种( 34~ 61种) , 陕北的神木、榆林及

定边 3县也相对地分布有较多的珍稀物种( 14~ 17

种;表 1) .

4  讨论

与徐振武和冯宁给出的分布于陕西省的国家重

点保护野生动物相比, 本文新增了 2种国家 Ñ级重
点保护野生动物(玉带海雕和白尾海雕) ,及 12种国

家Ò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藏酋猴、黑冠鹃隼、凤头

鹰、褐耳鹰、白腹鹞、鹊鹞、游隼、黄爪隼、小青脚鹬、

乌林号鸟、鬼号鸟和灰喉针尾雨燕) [ 8] . 其中藏酋猴是

2006年在陕西龙池自然保护区(西乡县)综合科学

考察中发现的. 这些结果表明,近年来分布于陕西省

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的物种数有增加的趋势.

究其原因,至少有 3方面: ( 1)动物资源不清楚区域

的科学考察工作得以开展; ( 2)随全球气候的变暖,

我国南方分布的一些动物, 如黑冠鹃隼、凤头鹰等,

也逐渐向西北的秦岭地区渗透扩散,导致一些受保

护物种在秦岭局部地区出现; ( 3)基层工作者科研素

质的提高,使更多的罕见物种尤其是鸟类得以及时

地发现与记录. 然而,人类活动加剧及早期森林砍伐

所造成的野生动物栖息地破坏与恶化、乱捕滥猎等,

不仅使陕西分布的部分物种如金丝猴、大熊猫、云豹

等的分布区缩小及种群数量大幅度减少, 也使一些

物种如虎等处于灭绝的边缘[ 9] .

目前,虎、小熊猫、猞猁和雪号鸟4种罕见动物在

陕西的分布存在疑问. 小熊猫的分布区有待以后的

调查确认.因为虽然有文献记载曾在宁陕县获小熊

猫皮一张及佛坪也曾分布有小熊猫
[ 31, 32]

,但近几十

年来在这些区域调查时再没有相关的发现记录; 对

小熊猫在宁强县分布的最新依据也只是来自新闻报

道,即 2007年 6月 2日小熊猫下山到宁强县城郊的

石咀子河滩觅食时被当地一名村民捉拿并致死. 猞

猁的分布详情待查, 虽然 1964年西北大学生物系在

陕西省肉食畜产公司购得来源于安康地区的猞猁皮

一张
[ 33]

,但嗣后迄今不复再见. 虽然 1964年 6月 14

日在佛坪县龙草坪乡东河村雄黄池曾猎杀到 1 只

虎[ 34] ; 1985年笔者也亲眼在佛坪县陈家坝乡发现虎

的踪迹(及时向单位领导报告过,但未有结果) ,但当

前虎在秦巴山区的存在与否还是需要更多的野外调

查取证才能确定的. 雪号鸟标本系 1960年采于陕西户

县[ 35] , 其居留型为迷鸟, 嗣后迄今各地在调查中尚

未发现,有待于调查.

处于濒危状态的珍稀动物需要重点关注.例如,

大熊猫在陕西分布于佛坪、洋县、太白、留坝、周至等

地,野外调查所获得的信息并非乐观,拯救大熊猫仍

然是野生动物管理部门的重中之重, 因为 20年来的

抢救工作发现死亡大熊猫患蛔虫病的高达 100%且

该病致死率特高; 林麝上世纪 50年代各地自然种群

很多, 70年代以后由于自由贸易的出现, 自然界麝

的种群数量大大减少, 现处濒危状态
[ 9]
;大鲵以往在

秦岭及大巴山的许多河流广泛分布, 数量大,但由于

一度过量捕捉,以及近年来分布区的部分县发生特

大暴雨,造成栖息环境遭到极大破坏,种群数量由过

去的优势种,变为如今难以见到的濒危种类.

国家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在陕西的分布格局存

在区域性差异.这种差异在陕北黄土高原、关中平原

及秦巴山地三大自然区域之间尤其明显. 结果表明,

陕西南部的秦岭及大巴山地区蕴涵最丰富的珍稀濒

危物种.这暗示该区域是陕西省境内珍稀濒危物种

保护及生物多样性保护的关键区域, 也指示着该区

域内的各县级相关行政管理机构应注意加强对野生

动物的保护与管理, 并增强居民保护野生动物的意

识.但是,从全局角度看, 我们也不应该忽视对其他

区域野生动物的保护与管理.由于地形、地貌、气候、

植被及水源等诸多因素的影响, 国家级重点保护野

生动物在陕西的分布差异不仅表现在物种的丰富度

上,还表现在物种本身的异同上. 例如, 在陕北黄土

高原区,虽然只分布有相对较少的珍稀濒危物种,但

它们与陕南的物种明显不同.因此,加强对陕北高原

区野生动物的保护也应该是保护陕西境内动物物种

多样性的重要一环.此外,虽然关中平原地区分布的

国家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很少, 分析结果还是暗示

我们要对该区域的珍稀鸟类给予一定的关注,因为

不少大型猛禽、水禽和涉禽在此区域分布.

5  保护建议

根据陕西境内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的资源现

状及分布格局,我们提出如下动物物种保护建议:

( 1) 在通过宣传教育提高居民对野生动物的保

护意识的同时,加强对基层科研人员的业务素质培

训以提高其监测与识别野生动物的能力. 此举能使

更多的珍稀濒危物种得以及时地被发现与记录, 尤

其有助于新扩散物种及罕见物种的被偶然发现.

( 2) 地方各级野生动物管理部门,尤其是自然

保护区,必须坚持定期开展野生动物资源状况调查

或监测,及时地掌握所辖区内野生动物资源及其栖

息地的动态变化信息, 为保护管理工作提供翔实的

资料.

( 3) 借助地理信息系统技术对野生动物物种的

分布及其多样性变化进行长期监测和管理.通过该

技术可建立野生动物监测的数据库系统, 并从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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层面可视化地展示与及时反映野生动物资源的动态

变化,从而为管理者的决策及时地提供必要的科学

依据.

( 4) 对蕴涵丰富珍稀濒危物种的秦巴山区, 在

注重自然保护区的效用及保护好现有森林植被的同

时,要继续进行通过退耕还林等形式逐步恢复低海

拔区域的森林植被,使鸟兽的适宜栖息地得以恢复

与重建;对关中平原区,则需加强对水域与湿地的监

测与管理,使区内的珍稀鸟类得以繁衍壮大; 对陕北

黄土高原区,可通过完善濒危物种分布区内自然保

护区的建设来有效地保存相关物种及其栖息地.

( 5) 搞好动物园及繁育基地等机构的建设, 充

分发挥它们对珍稀野生动物的异地保护及救护保存

作用.目前在洋县的朱 救护饲养中心及周至楼观

台的陕西省珍稀野生动物抢救饲养研究中心等, 都

在陕西省珍稀濒危野生动物的异地保护中取得显著

的成效,具有良好的示范作用.它们的存在有助于保

存更多的动物种质资源, 尤其是对珍稀濒危动物物

种的保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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