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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在佛坪
自然保护区的分布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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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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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北京　100101)

摘　要:地处秦岭中段南坡的佛坪自然保护区具有丰富的动植物资源。当前该保护区分布有 61 种国家

重点保护野生动物 ,其中Ⅰ 、Ⅱ级的国家重点保护动物分别有 10 种和 51 种;分布的国级重点保护野生

植物有 54 种 , 其中Ⅰ 、Ⅱ级国家重点保护植物分别有 2种和 52 种。此外 ,该保护区内还分布有 13 种中

国特有种或半特有种。结果表明佛坪自然保护区是秦岭生物多样性保护的关键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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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stribution Status of Key Wildlife in Foping National Nature Reser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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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Inst i tute o f Zoolog y , Chinese Academy o f S ciences , Bei j ing　100101)

Abstract:Foping Nature Reserve is lo cated in the southern slope of the middle range of the Qinling

Mountains in China , and has rich w ildlife resource.Sixty-one animal species in the reserve belong to

the key w ildli fe w ith state-protection in China , ten of w hich belongs to the first-class and 51 belong s

to categ ory 2 of state special pro tected animals..Fif ty-fo ur plant species in the re serve belong to cate-

gory of state special proteced plants , tw o of w hich belongs to the catego ry 1 and 52 belong s to catego-

ry 2.In addition , there are 13 endemic species o f China in the reserve.Our results show that Foping

Nature Reserve is a key region fo r the conse rv ation o f biodiversity in the Qinling M ountains.

Key words:Foping Nature Reserve;key wi ldlife w ith state-pro tect ion , dist ribution;endangered spe-

cie s;conservat ion

　　佛坪自然保护区地处我国秦岭中段南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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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岭地区蕴涵有丰富的

动植物资源 ,使该区域成为具有国际意义的中国

陆地生物多样性关键地区
[ 2]
。然而 ,早期的森工

作业已使大部分秦岭地区的森林遭受不同程度的

采伐 ,分布其中的动植物资源也随之受到重大影

响 ,有的珍稀濒危动植物已只存在于秦岭腹地的

原始林区[ 3] 。佛坪自然保护区是目前我国秦岭地

区保存有最完整原始森林植被的 、所受人为干扰

最小的自然保护区 。因此 ,该保护区也可能是秦

岭生物多样性保护的最关键区域之一。研究该保

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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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物种 、特有种 、濒危种 、稀有种及

其分布形式可被用来作为表示某一地区物种多样

性的重要指标[ 4] 。为此 ,根据保护区的馆藏标本

资料及现有文献资料[ 5-13] ,结合历年来的野外巡

护及调查数据 ,我们集中报道了在佛坪自然保护

区分布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种类和资源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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状 ,以期促进秦岭地区的生物多样性保护 ,并促进佛

坪自然保护区的野生动植物资源保护与管理工作。

1　自然概况

陕西佛坪自然保护区(107°41′～ 107°55′E ,

33°33′～ 33°46′N)位于我国陕西南部的秦岭腹

地 ,总面积 292.4 km2 。区内海拔 1000 ～ 2904 m ,

年均温13℃,降雨量 1000 ～ 1100 mm ,无霜期 200

d。该保护区交通闭塞 ,人为干扰小 ,森林覆盖率

在 95%以上;植被的垂直分带明显 ,主要为针阔

混交林带(1000 ～ 2200 m)、亚高山针叶林带

(2200 ～ 2900 m);分布有 1583 种植物 、338种脊

椎动物和 1354种无脊椎动物。佛坪自然保护区

是秦岭地区珍稀濒危野生动植物的集中分布区 ,

也是孑遗物种的天然庇护所。

2　研究方法

本文的数据来源于 3个方面:(1)近 20多年

来在佛坪自然保护区的野外巡护及野外调查记

录 ,包括野外遇见的实体及痕迹数据 ,记录的指标

主要有时间 、地点 、分布海拔和数量;(2)保护区

20多年来收藏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标本;

(3)记录有保护区动植物资源的文献资料[ 5-13] 。

本文中的动物分类系统 、中文学名 、拉丁学名

参照《中国哺乳动物种和亚种分类名录与分布大

全》[ 14] 和《中国鸟类分类与分布名录》[ 15 ] 。动物

的致危状态(包括极危 、濒危 、易危 、稀有和接近受

胁等)依据《中国濒危动物红皮书 ·鸟类》[ 16] 、《中

国濒危动物红皮书·兽类》[ 17] 、《中国物种红色名

录》
[ 18]
、IUCN(世界自然保护联盟)红色名录

[ 19]

和 CITES(濒危野生动植物种国际贸易公约)附

录Ⅰ和Ⅱ;植物的学名及致危状态(包括濒危 、渐

危和稀有)依据《中国珍稀濒危植物》
[ 19]
。

3　结果

佛坪自然保护区分布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

物共 61种 。其中国家Ⅰ 、Ⅱ级重点保护动物分别

有 10种和 51种;区内分布的中国特有种 、半特有

种分别有 9种和 4种;有 32种被中国濒危物种红

皮书列为濒危 、易危 、稀有物种 , 25种被列入中国

物种红色名录 ,14种被列入世界自然保护联盟红

色名录 ,25种被列入濒危野生动植物种国际贸易

公约附录 I 和 II(表 1)。区内分布的国家重点保

护野生植物共 54种 ,其中国家 Ⅰ 、Ⅱ级重点保护

植物分别有 2种和 52种(表 2)。

表 1　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在佛坪自然保护区的分布

动物名称 Rc
分布地点

L Y D X S F

海拔
/ m Ps

致危状态

RDB IUCN CSL CITES

采集或
遇见时间
(年份)

I 哺乳纲 MAMM ALIA

一 、灵长目 PRIM ATES

(一)猴科 Cercopi thecidae

1.金丝猴⊙Rhinop ithecus ro x ellanae qi nl ingensis S + + + + + + 1300-2600 I B VU CU P 1964-2007

二 、食肉目 CARNIVO RA

(二)犬科 Canidae

2.豺 Cuon al p inus f umo sus X + 1400-2800 II V VU BN H 1986

(三)熊科 U rsidae

3.黑熊 Selenarctos thib etanus mup i nensis X + + + + + + 1100-1800 II V VU CU P 1981-2007

(四)小熊猫科 Ailuridae

4.小熊猫★A ilurus f ulgens s tyani E + 1540 II B EN BN 1981

(五)大熊猫科 Ailuropodae

5.大熊猫⊙A iluropoda melanoleuca X + + + + + + 1100-2850 I B EN BN P 1964-2007

(六)鼬科 Mus telidae

6.青鼬 Martes f lavi gul af l av igula D + + 1100-2000 II DT 1981-2007

7.水獭 L utra lutra chinensis S + + 1250 II V VU BN P 1981-1982

(七)灵猫科 Vive rr idae

8.大灵猫 Vi verra zibetha ashtoni S + 1300-2000 II V BN 1985

(八)猫科 Felidae

9.金猫 Catopuma temmincki X + + + 1300-2800 II V VU AR P 1984 , 1999

10.云豹 Neo f el is n.nebulosa X 1600-2900 I B EN AR P 文献记载

11.金钱豹 Panthera pardus f usca X + 1300-2800 I B EN AR P 文献记载

12.虎 Panthera t igr is amoyensis E + 1900-2900 I B W AR P 文献记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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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1)

动物名称 Rc
分布地点

L Y D X S F

海拔
/ m

Ps
致危状态

RDB IUCN CSL CITES

采集或
遇见时间
(年份)

三 、偶蹄目 ART IODACTYLA

(九)麝科 Moschidae

13.林麝★Moschus berezov sk ii S + + + + + + 1300-2800 I B LR BN H 1981-2007

(十)牛科 Bovidae

14.羚牛★Budo rcas tax icolo r bed f ordi D + + + + + + 1400-2900 I B EN BN P 1981-2007
15.斑羚★Naemo rhedus caudat us griseus D + + + + + + 1300-2800 II V LR BN 1981-2007

16.鬣羚 N .milneedwardsi D + + + + + + 1300-2500 II V VU CU P 1981-2007
II鸟纲 AV ES

四 、鹳形目 CICON IIFORMES

(十一)鹮科 Threskio rnithidae

17.朱鹮⊙Ni pponi a ni p p on X + + 1000-1300 I B W P 2005

五 、雁形目 ANSERIFO RMES

(十二)鸭科 Ana tidae

18.鸳鸯 A i x galer iculat a X + 1100 II V DT 2006

19.中华秋沙鸭 Mergus squamatus X + 980-1000 I R CV 1985 , 1995
六 、隼形目 FA LCON IFO RM ES

(十三)鹰科 Accipitr idae

20.凤头蜂鹰 Per nis p ti lorhynchus o rient al is X + 1540 II V H 1997 , 2007
21.黑冠鹃隼 A vi ceda leuphotes wo l f ei X + 1100 II 2007

22.黑鸢 Milv us migrans l ineatus S + + II 1982

23.凤头鹰 A ccip iter tr ivir gatus indicus X + 1540 II R H 1997

24.赤腹鹰 A.soloensi s D + + + + + 1000-1600 II 1982-2007

25.雀鹰 A .ni sus nisosmi lis S + + 1000-1300 II 1986 , 1991
26.松雀鹰 A.v irgatus af f i nis + 1200 II 1987 , 1995
27.苍鹰 A .genti lis schvedowi X + + 1300-1540 II 1985

28.褐耳鹰 A .badi us po lio p si s X + 1070 II R H 1995

29.大鵟 Buteo he milasius S + 1070 II 1990

30.普通鵟 B.buteo j ap onicus S + + + 1200-2500 II 1985 , 1993

31.金雕 Aqui la chrysaeto s daphanea S + + 1200 I V H 1989 , 2006
32.蛇雕 S p ilo rnis cheela r icket ti X + 2100 II V H 2000

33.鹰雕 S p iz aetus nipalensis nipalensis X + 2100 II 1993 , 2003

34.秃鹫 Aegyp i us monachus X + 1200 II V H 1997

(十四)隼科 F alconidae

35.燕隼 Falco subbuteo subbuteo X + 1300 II 1995

36.红隼 F.t innunculus intersti nctus D + + 1300-1540 II 1992-1994

37.红脚隼 F.amurensis S + 2800 II 2003 , 2007
38.灰背隼 F.columbarius insi gnis S + + 1300-1600 II 2002

39.游隼 F.p eregrinus cali dus X + 1890 II R H 1981

七 、鸡形目 GA LLIFORMES

(十五)雉科 P hasianidae

40.血雉⊙I thaginis cruentus s inensis D + + + 2400-2800 II V 1981-2007

41.红腹角雉 T ragopan temminck ii D + + + + + + 1100-2800 II V DT 1981-2007
42.勺鸡 Pucrasia macro lopha r uf ico lli s D + + + + + 1300-2300 II 1981-2007
43.白冠长尾雉⊙Sy rmaticus reeves ii S + + 1000-1200 II B CU P 1981-2006

44.红腹锦鸡⊙Chry so lophus p ictus H + + + + + + 980-2500 II V DT 1981-2007
八 、鸻形目 CHARADRIIFO RM ES

(十六)鹬科 Sco lopacidae

45.小青脚鹬 T ringa gut ti f er X + 1200 II BN P 1987

九 、鸽形目 CO LUM BIFO RM ES

(十七)鸠鸽科 Co lumbidae

46.红翅绿鸠 T reron siebo ldi i f o p ingensis D + + 1300-1600 II R CT 1981-2006
十 、鸮形目 STRIGIFO RM ES

(十八)鸱鸮科 S trig idae

47.红角鸮 Otus suni a stictonot us S + 1540 II 1991 , 1992

48.领角鸮 O.bakkamoena ussuriensis S + + 1300-1540 II 1999 , 2004
49.雕鸮 Bubobubo kiautschensis S + + + + 1000-1600 II R H 1989 , 2002
50.黄腿渔鸮 Ket upa f lav i pes X + 1600 II R DT H 1998

51.领鸺鹠 Gl auc idiumb rodiei b rodiei S + + 1100-1600 II 1982 , 2003
52.斑头鸺鹠 G.cuculo ides white le yi D + + + 1000-1600 II 1988 , 1995
53.鹰鸮 Ni nox scutulata burmanica X + 1200 II 1989

54.纵纹腹小鸮 A thene no ctua p lum ip es X + 1200 II 1989

55.灰林鸮 Str i x aluco nivi co la X + 1100 II 1987

56.长耳鸮 A sio o tus o tus X + 1100 II 2001

57.短耳鸮 A.f lammeus f lammeus X + 1200 II 2001

十一 、雨燕目 APODIFORMES

(十九)雨燕科 Apodidae

58.灰喉针尾雨燕 H irundapus cochi nchinensis X + 2180 II 1987

III 两栖纲 AM PHIB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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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1)

动物名称 Rc
分布地点

L Y D X S F

海拔
/ m

Ps
致危状态

RDB IUCN CSL CITES

采集或
遇见时间
(年份)

十二 、有尾目 CAUDA TA

(二十)隐鳃鲵科 Cr yp tob rachidae

59.大鲵⊙Andrias dav idiamus D + + + + + 980-1500 II 1981-2000
IV 昆虫纲 IN SECTA

十三 、鳞翅目 LEP IDPTERA

(二十一)凤蝶科 Papilionidae

60.中华虎凤蝶⊙L uehdo r f ia chinensi s huashanensis X + 1280 II 1995

61.三尾褐凤蝶⊙Bhutani tis t haidina X + 1280 II 1995

注:⊙、★分别表示中国特有种 、半特有种[ 14 ,21 ] ;Rc表示资源现状 ,该栏的E 、X 、S、D 、H 分别表示十分稀少 、稀少 、较少 、较多 、很多;分布地点栏的 L 、Y 、

D 、X 、S 、F 分别表示龙潭子 、岳坝 、大古坪 、西河 、三官庙 、凉风垭保护站辖区;Ps 表示保护状态 , I 、II分别表示国家一 、二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 20 , 22] ;RDB表

示中国濒危动物红皮书 ,该栏下的 B、V 、R 分别表示红皮书中的濒危、易危 、稀有物种[ 16 , 22] ;IUCN(世界自然保护联盟)栏下的 W 、EN 、VU 、LR 分别表示

IUCN 红色名录中的极危 、濒危 、易危 、接近受危物种;CSL(中国物种红色名录)栏下的 AR、BN 、CU 、DT 分别表示名录中的极危 、濒危 、易危 、接近受危物

种[ 18] ;CITES(濒危野生动植物种国际贸易公约)栏下的 P 、H分别表示该公约附录 I、II物种[ 20] 。

表 2　国家重点保护野生植物在佛坪自然保护区的分布

植物名称 Ps Rc
分布范围

S D Y L X

海拔高度
/m

采集或观察时间
(年份)

I松杉纲 CON IFEROPSIDA

(1)松科 Pinaceae

1.太白红杉 Lari x chi nensis II V + 2800-2900 1982-2007

2.秦岭冷杉 A bies chensiensis II V + + 1350-2000 1982-2007

3.大果青7Picea rievei tchi i II B + + + 1600-1800 1982-2007

II 红豆杉纲 TAXOPSIDA

(2)红豆杉科 Taxaceae

4.红豆杉 T axus chinensi s I B + + + 1200-2000 2002 ,2005

III单子叶植物纲 MONOCOTYLEDON EAE

(3)兰科 Orchidaceae

5.春兰 Cymb idium goer ingi i II R + 900-1200 1982-2007

6.蕙兰 Mbidi um f ab er i II R + 900-1200 1982-2007

7.扇叶杓兰 Cyp ri p edium japonicum II R + + + 1200-1350 1982-2007

8.毛杓兰 C.f ranche tii II R + 2700-2900 1982-2007

9.大花杓兰 C.macranthum II B + 2700-2900 1982-2007

10.紫点杓兰C.gut tatum II B + 2700-2900 1982-2007

11.细葶无柱兰 Am itos tigma graci le II B + 100-1300 1982-2007

12.单花无柱兰 A.monanthum II R + 2600-2800 1982-2007

13.白及Blet il la s tr iata II V + 1100-1300 1982-2007

14.弧距虾脊兰 Calanthe arcuata II R + + 1300-2750 1982-2007

15.剑叶虾脊兰 C.ensi f ol ia II R + + 1080-1400 1982-2007

16.流苏虾脊兰 C.f imbri ata II R + + + 1080-2800 1982-2007

17.三肋虾脊兰 C.tr icar inata II B + + 1080-1300 1982-2007

18.银兰Cephalanthera erecta II R + 1080-1300 1982-2007

19.长叶头蕊兰 C.longi f ol ia II V + 1000-1200 1982-2007

20.凹舌兰Coelog lo ssum v ir i de II V + 2600-1750 1982-2007

21.杜鹃兰Cremastra m itrata II R + + + 1200-1400 1982-2007

22.线兰Cymbidi um f aber i II B + + 1300-1400 1982-2007

23.石米Ep i geneium f arges ii II B + 1150-1250 1982-2007

24.小花火烧兰 Ep i pacti s he llobor ine II V + + + + 1500-1700 1982-2007

25.火烧兰E.mairei II V + 1080-1500 1982-2007

26.天麻Gastrod ia elata II R + + + + 1080-1600 1982-2007

27.毛萼山珊瑚 Galeola lindeyana II V + + + + 1200-1500 1982-2007

28.大花斑叶兰 Goody era bi f lora II V + 1200-1400 1982-2007

29.小斑叶兰G.rep ens II V + + + 1200-1500 1982-2007

30.角盘兰 Herm inium monorchis II V + 2500-2800 1982-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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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2)

植物名称 Ps Rc
分布范围

S D Y L X

海拔高度
/m

采集或观察时间
(年份)

31.羊耳蒜 Liparis jap onica II R + + + + + 1100-1600 1982-2007

32.秦岭羊耳蒜 L.j ap onica.va r.pur purea II B + 1100-1400 1982-2007

33.大花对叶兰 Lis tera grandi f lora II B + + 1600-2700 1982-2007

34.对叶兰 L.puberula II V + + 1300-1500 1982-2007

35.沼兰 Malax is monophy l los II V + 1600-2680 1982-2007

36.尖唇鸟巢兰 Neott ia acumi nata II V + 2500-2800 1982-2007

37.库莎红门兰 Orchis chusua II R + + 2500-2900 1982-2007

38.山兰Oreorchis patens II R + + + + + 1080-2800 1982-2007

39.蜻蛉兰 Perularia f uscescens II B + 1200-1400 1982-2007

40.舌唇兰 Pl atanthera japonica II R + + 1200-1500 1982-2007

41.朱兰状独蒜兰 Ple ione bulbocodio ides II B + + 1200-1400 1982-2007

42.绶草S p iranthes s inensis II R + + + 1200-1500 1982-2007

IV 双子叶植物纲 DICOTYLEDOEAE

(4)马兜铃科 Arist olochiaceae

43.木通马兜铃 Ar isto lochia manshuriensis II B + 2700 1995

(5)水青树科 T et racentraceae

44.水青树 Tetracentron sinensis II R + 1400-1900 1982-2007

(6)连香树科 Cercidiphyllaceae

45.连香树Cercidiphy ll um j aponicum II R + + 1300-1800 1982-2007

(7)小檗科 Berberidaceae

46.马蹄香S aruma heny i II + 1000-1600 1982-2007

47.桃儿七S inopodophul lumhe xandrum II R + 2700-2900 1982-2007

(8)毛莨科 Ranunculaceae

48.独叶草K ingdonia uni f lora I B + 2600-2800 1982-2007

(9)豆科 Leguminosae

49.野大豆Gl ycine soj a II V + + 1200-1700 1982-2007

(10)木兰科 Magno liaceae

50.厚朴 Magnol ia o f f icinali s II V + 1500 1982-2007

(11)木犀科 Oleaceae

51.水曲柳Frax inus mandshurica II V + + + + 1200-2000 1982-2007

(12)茜草科 Rubiaceae

52.香果树Emmenop tery s henry i II R + + 1200-1300 1982-2007

(13)杜仲科 Eucommiaceace

53.杜仲Eucommia ulmoides II R + 1400 1982-2007

(14)葫芦科 Cucurbitaceae

54.胶股蓝Gynostemma pentaphy llum II V + + + 1200-1600 1982-2007

注:Ps 表示保护状态;I 、II分别表示国家一 、二级重点保护植物;Rc表示资源状况 ,B 、V 、R分别表示濒危 、渐危 、稀有物种;S、D 、Y 、L 、X 分别表示三官庙 、大

古坪 、岳坝 、龙潭子 、西河保护站。

4　讨论

与陕西秦岭地区分布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

物比较
[ 22]
,佛坪自然保护区内分布的国家 Ⅰ级重

点保护野生动物物种数占整个秦岭地区的 90%

以上 , 除东方白鹳(Ciconia boyciana)、黑鹳

(Ciconia nigra)之外 ,秦岭分布的种类在佛坪自

然保护区内都有分布;Ⅱ级重点保护动物的物种

数也占整个秦岭地区的 80%, 除猕猴(Macaca

mulatta)、小灵猫(Viverr i cula ind ica)、猞猁

(L ynx lyns)、蓑羽鹤(Anthro poides v ir go)、灰鹤

(Gr us gr us)、白尾鹞(Cir cus cyaneus)、灰脸鵟鹰

(Butastur indicus)、小天鹅(Cygnus columbia-

nus)、白琵鹭(Platalea leucorodia)、山瑞鳖(Tri-

ony x steindachneri)、贝氏哲罗蛙(H ucho b leek-

er i)、秦岭细鳞蛙(Br achymystax lenok)、阿波罗

绢蝶(Parnassi sus apo llo)13种外 ,其余的在佛坪

自然保护区也都有分布。类似地比较植物物种 ,

佛坪自然保护区分布的国家Ⅰ级重点保护野生植

物 ,占秦岭分布总种数的 33%, Ⅱ级重点保护野

生植物占总种数的 42%。鸟类中 ,灰喉针尾雨

燕 、小青脚鹬 、蛇雕 、鹰鵰 、褐耳鹰仅见于佛坪自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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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护区 ,并发现佛坪自然保护区为鸳鸯 、朱鹮 、短

耳鸮 、中华秋沙鸭 、凤头鹰 、凤头蜂鹰 、灰背隼 、黄

腿渔鸮 、游隼 、三尾褐凤蝶等鸟类的新分布点 。有

些国家级重点保护动物 ,如中华秋沙鸭 、黑冠鹃

隼 、凤头鹰等 ,还是目前未列入陕西省分布的国家

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名录中的物种[ 22] 。上述分析

表明 ,陕西佛坪自然保护区具有丰富的野生动植

物资源 ,是濒危物种的天然基因库 ,也应该是秦岭

地区野生动植物保护的关键区域。

同域分布有大熊猫 、羚牛和金丝猴 3大关键

种是佛坪自然保护区作为秦岭生物多样性保护的

关键区域的具体体现 。佛坪自然保护区是当前秦

岭地区大熊猫分布密度最高的区域
[ 7 , 12]

。区内的

羚牛和金丝猴的数量也很丰富并保持稳定的增长

态势[ 5 , 10 , 11] 。同时 ,保护区的鳖山 、光头山 、西河

一带还可能是虎的栖息地或潜在栖息地 , 因为

1964年曾在保护区东侧的长角坝乡东河台地段

捕杀到一只老虎 。此外 ,国家 Ⅱ级重点保护鸟类

血雉 、红腹锦鸡 、红腹角雉的数量也很丰富 ,其分

布密度分别为 1.14只/hm
2
、0.45只/hm

2
和0.10

只/hm2 [ 6] ;国家 Ⅰ级重点保护植物独叶草和红豆

杉也在区内有大量分布 ,前者成片分布于光头山

一带 ,后者成片分布于西河地区
[ 11]
。这些分析进

一步表明了佛坪自然保护区在秦岭地区生物多样

性保护中具有重要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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