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贺兰山林区马麝隔离种群的生存现状及保护

刘志霄%#盛和林-#李元广-#王绍绽2#赵登海2#杜和平D

.%E新疆大学生物系#乌鲁木齐 ’2))D/+-E华东师范大学生物学系#上海 -)))/-+2E内蒙古贺兰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

理局#巴彦浩特 ,*)2)/+DE宁夏贺兰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银川 ,*))-%1
摘要!贺兰山林区是一个孤立的F林岛G#区内马麝总数量估计为 %’20--,头#主要零星地分布于陡坡林中#已处于濒危

状态$%&’)年以前马麝种群衰退的主要原因是灌木林的急剧减少#%&’)年以后种群衰退的主要原因则是钢丝套偷猎$建

立严励的F奖惩制度G#严格控制放牧区是拯救贺兰山马麝的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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贺兰山林区是具有全国意义的生物多样性分布中心之一Q%R$马麝.5!,;0-,;0{’,!&z,|x{1是贺兰山森

林生态系统中的关键种#其生物学Q-R和种群情况Q2R已有记述$自 %&’*年以来#贺兰山的马麝惨遭了毁灭性

的偷猎#麝的数量已极为稀少#种群崩溃以致濒危QDR#因此其种群生存现状及保护的研究已是当务之急$
S 自然概况

贺兰山.北纬 2’T-%U02&T--U#东经 %)*TDDU0%)/TD%U1位于宁夏回族自治区与内蒙古自治区毗邻处$东

临银川平原#西依阿拉善荒漠#北端隐入乌兰布和沙漠#南段西麓掩埋于腾格里沙漠#唯南端东麓在中卫县

马夫峡子处与黄土丘陵相接$贺兰山大致呈南北走向#主峰高达 2**/E#可明显地划分为南"中"北三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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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口以南的南段与大武口以北的北段山势平缓!均为剥蚀低山!光秃裸露!唯中段山体高大!沟谷深幽!幸

存有林!成为孤立的"林岛#$其植被分布特点有文献%&’介绍$
( 研究方法

结合分层样地)样带粪堆统计法%*’和样线法粪堆计数%+’的优点!本 文 采 用 分 层 样 地)样 线 粪 堆 计 数 法

进行研究$贺兰山中段山势陡峻!悬崖林多见!主要林型是青海云杉纯林!占 +,-以上!其它林型较少!且

分布极为零散!给多层抽样调查带来了一定的困难$根据实际情况!将林区划分为两大林型!即乔木林.包

括云杉纯林/油松林/山杨林/针阔混交林等0和灌木林.包括灌木林/疏林草地等0$样线宽均取 &1$作为计

算马麝种群密度的累计排粪时间为 23!日排粪率为 456+堆738$按 9:;<=>1等的估计公式%*’进行计算$
研究过程中对影响马麝种群生存的一些生态因子也进行了考察$

? 结果与分析

?5@ 麝的栖息生境

贺兰山现有马麝主要零星地分布于陡坡林中!坡度多在 2AB以上!多栖息于人迹罕至的坡上位!林下空

旷!缺乏灌木林!多为苔藓层基底$这种栖息地周围的食物与隐蔽条件均很差!但由于偷猎者难以布设钢丝

套!而成为麝极为难得的避难所$沟底灌丛/林缘灌丛及阳坡稀疏灌丛原本是马麝的适栖生境!但由于在灌

丛中极易布设钢丝套!呈"天罗地网#般的钢丝套已基本将灌丛中的麝套光$

?5( 麝密度分布的差异

?5(5@ 不同样线密度的差异 CDD&年 CAECC月份!在总计调查的 4C条样线中!只在 C2条发现了新粪!
占 2C5+C-!其余的 ,6条上只见陈粪.粪粒多已风化!干裂!灰白!系多年前的粪场0或未见麝粪$发现有新

粪的 C2条样线密度也有较大的差异!密度较大的 4头7F1,以上!密度较低的不到 C头!相差 4E*倍$

?5(5( 不同样地密度的差异 在调查的 D个样地中!*个发现了新粪!占 **5*+-!其余的 2个样地上未

见新粪$在见新粪的 *个样地中!苏峪口密度最高!为 C5*,头7F1,!是密度最低的哈拉乌 A5C,头7F1,的

C25&倍$哈拉乌是遭受偷猎最严重的区域$在调查的 6条样线中!只在鹿角台的陡坡林中发现了新粪$在

北沟 D=1,的灌木林中竟发现陈粪 ,*堆!在岔沟灌木林中也只见陈粪 &堆$资料记述!仅在 CD6+年 CE,
月管理局主要在此沟就抓获偷猎分子 ,+人!在清理钢丝套时往往是成捆的$

?5(5? 两种生境类型密度的差异 在调查的 ,+条乔木林样线中!CC条有新粪!占 4A5+4-G在调查的 C4
条灌木林样线中有新粪的只有 ,条!占 C45,D-$乔木林样线的平均密度为 A5*A头7F1,!是灌木林平均密

度 A5,,头7F1,的 ,5+2倍$而 6A年代初期!马麝主要分布在阳坡灌木林和混交林!云杉林内少见$

?5(5H 东西坡密度的差异 在东坡调查的 ,C条样线中!+条有新粪!占 22522-G在西坡调查的 ,A条样

线中!*条有新粪!占 2A-$东坡的平均密度为 A5+4头7F1,!是西坡平均密度 A52+头7F1,的 ,倍$

?5? 种群数量估计

贺 兰山林区马麝总数量估计为 C62E,,+头.见表 C0$CDD*年春末比 CDD&年秋 末 种 群 数 量 减 少 44
头!越冬死亡率高达 CD526-$

以上结果表明!贺兰山林区现有麝已经稀少!且分布极不均匀$这是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与生境

中的食物条件/隐蔽条件/水源/野生有蹄动物之间的竞争/放牧以及人为捕杀密切相关$其中人为捕杀是

导致贺兰山马麝数量与分布格局现状的首要因素$过度的猎杀已使很多区域成为麝的历史分布区$

H 讨论

H5@ &A年代以来贺兰山马麝种群数量与分布的变化趋势

根据宁夏土特产收购部门麝香的记录推算!CD&6年以前贺兰山 林 区 马 麝 数 量 至 少 约 有 CAAAA头%2’!
按当时的有林面积计算!种群密度约为 C,头7F1,.CD&*年贺兰山的有林面积总计为 6,45DF1,0$CD6&年

4*4 生 态 学 报 ,A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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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 统 计!种 群 数 量 为 "##$头%&’!即 &()间*"+$$,"+-$年.!下 降 了 -&/!平 均 每 年 以 01-/的 速 度 递 减2
"++$年底!降为 003头!即近十年来!又减少了 -#/以上!平均年递减率为 -1#/!是 "+-$年以前平均年递

减率的 &倍*图 ".2$(年代!马麝广泛分布于贺兰山林区2"+-$年于孝臣%&’调查时!麝主要分布于黄旗口4
苏峪口4插旗口和哈拉乌这些核心区域!但此次调查表明!麝现只零星地分布于贺兰山林区2上述的核心区

域除苏峪口密度稍高外!均已不再是麝的核心分布区2
表 5 两种生境类型中马麝的种群密度与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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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 贺兰山马麝种群数量变化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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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1x 近 $()来!贺兰山马麝种群衰退的原因分析

w1x15 灌木林面积锐减 尽管贺兰山东坡*即宁夏部

分.s个 时 期 乔4灌 木 林 的 调 查 方 法4精 度 和 要 求 可 能

存在差异!但图 0也大致反应了该林区乔4灌木林的变

化趋势2
*"."+-0年以前!只重视乔木林的管护!忽视了灌

木林2$(,#(年代的中4幼龄林由于保护较好!陆续长

成成龄林!故乔木林的面积有所增加2而对于灌木林未

采取任何的管护措施!沿山群众肆意砍伐用作薪柴!灌
木林每年都遭受毁灭性的破坏2

*0.长 期 过 度 放 牧!放 牧 羊 群 一 般 在 海 拔 "$((,
"-((U!但 有 时 在 0s((U以 上 直 至 山 顶!尤 其 是 #,-
月 放 牧 期 间!海 拔 &(((U以 上 满 山 遍 野 都 是 家 羊%s’2
据保护区测算!贺兰山在 "+s+,"+-$年的 &#)间!流动4固定放牧的羊只4大牲畜以及随牧人员烤火4做饭

等毁灭疏林达 ""&1&&dU02
#(年代初!东坡沿山社队只不过 0((((只羊!"++(年发展到 "-((((多只2特别是 "+-"年实行承包责

任制以后!羊群的发展更快2贺兰县金山乡插旗口村 "+-"年有羊 3((余只!"++(年发展到 s#s(只!"()间

羊只增长 #1#倍2"+$-年宁夏农业厅畜牧局调查!苏峪口有羊 s((多只!根据草场载畜能力可发展羊群到

-((多只!"++(年实有羊 $(((余只2贺兰山东坡大水沟一带 "+-$,"++(年的羊只发展趋势如图 &所示2
以上两种原因!造成灌木林大幅度减少2自 "+-&年以来的 "(多年间!由于干旱气候加重!成片的阔叶

树枯死!乔木林面积稍有下降2但因划定了严格的禁牧区!并对少数几条沟道死封!灌木林面积基本稳定2
灌木林是马麝的适栖生境!栖息地的大面积丧失!是贺兰山马麝种群衰退的重要原因2

w1x1x 干旱 据宁夏贺兰山自然保护区管理局资料!$(,#(年代!局所管辖范围内的 30条沟!$(/以上

$#s&期 刘志霄等y贺兰山林区马麝隔离种群的生存现状及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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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 贺兰山东坡乔"灌木林面积变化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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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水8特别是汝箕沟以南8三关口以北 9:条沟中 !;条

有水8水沟占 <=>?@A到 BC年代8气候严重干旱8水源

枯竭8现只有 ;条沟内有水8水沟仅占 ??>?@8且沟内

水量大幅度地减少A贺兰山是宁夏山缘地区与内蒙阿

拉善左旗的重要牧区D9EA由于气候干旱8低山区域草场

已严重退化8促使大批家畜进山放牧8贺兰山残存植被

雪上加霜A自 ?B<!年干旱季节8畜群进山度荒放牧起8
深山区域实际上成了沿山群众畜群的夏牧场A放牧期

间8麝的栖息环境受到极大的破坏8更直接的是畜群与

随牧人员几乎占用了各条沟内的所 有 水 源8麝 与 其 它

的有蹄动物的饮水活动受到严重的干扰与威胁A?B;!
年 大 旱8山 上 放 牧 更 烈8麝 与 其 它 有 蹄 动 物 因 食 物 缺

乏8大 批 饿 死 于 山 麓8在 !CF7!的 云 杉"油 松"山 杨 混

交林中竟发现 <:具麝残骸D:EA贺兰山已卷入干旱与过

度放牧的恶性循环圈中8干旱气候仍 将 深 远 地 影 响 着

图 : 贺兰山东坡大水沟一带羊只增长趋势

#$%&: ’()*+),-./0())51,-%.1*01*G10(2$%.2H1

51+*./*())10*)+,04.5)./6)41,I.2,*1$,J

麝的种群数量与分布A
K>L>M 天敌 贺兰山曾经有雪豹HNOPQRSTOUPVWOJ生

活8XC年代末8有人在贺兰口还见过豹尸A近 ?C多年

来8再未发现过豹的踪迹A=C年代8狼HYOPWZ[U\UZJ较
多8<C]XC年代8从纯畜牧业发展的角度考虑8贺兰山

沿山各社队都组织了专门的捕狼队8实行规模性捕狼A
至 XC年 代 中 期8狼 的 数 量 已 很 稀 少8而 赤 狐 Ĥ U[\SZ
_U[\SZJ的数量急剧增多8赤狐成为麝的主要天 敌A但

XC年 代 后 期8部 分 地 区 实 行 大 面 积 内 的 毒 饵 药 狐8现

山上赤狐的数量也不多A赤狐主要对仔麝与孕麝构成

危胁A?BB<年 <];月收集了 :C堆食肉动物粪块8粪

块直径 ??>=C]!!>XC778平均 ?X77‘?>9C778麝毛

在粪块中出现的频率为 ?C@A
K>L>K 偷猎 马麝是珍贵的经济动物8长期以来一直是偷猎的主要对象A查阅了 ?BXC年以来8保护区管

理局文件中记述的偷猎情况A虽然其中的数据很不完善8难以全面而准确地反映贺兰山马麝的偷猎情况8
但 仍能从中窥见几点重要的信息a?B;C年以前8偷猎的主要对象是 雄 麝8雌 麝 所 占 比 例 很 小H大 约 为 ?b
?CJc?B;C年 开 始 使 用 钢 丝 套8偷 猎 性 比 近 于 ?b?8大 量 雌 麝 和 幼 麝 被 套 死c钢 丝 套 偷 猎 从 东 坡 到 西 坡8
?B;X年达到偷猎高峰c钢丝套偷猎仍持续不断A

以上分析表明8贺兰山马麝近 =C1来受到过多种因素的干扰与威胁8其种群生存现状是多种因素综合

影响的结果A但 ?B;C年以前种群衰退的主要原因是灌木林的急剧减少8?B;C年以后种群崩溃的主要原因

则是钢丝套偷猎A
K>M 种群保护

?BB<年 9]<月份单在西坡就记录到 <头麝尸8其中 =头确认为钢丝套套死8占 ;:>:@8另 ?头估计

为天敌所害A幸存的麝现只零星地分布在不同的山沟里8仍然遭受着严重的偷猎8并承受着一定程度的天

敌危害8因此贺兰山马麝已处于濒危状态A
贺兰山隔离林区内偶蹄动物除麝外8还有马鹿和岩羊D9EA由于缺乏大"中型食肉动物的捕食8近年来8

马鹿与岩羊已有相当的数量A?BB<年 9月作者参加了插旗口护林点组织的查山工作8在不到 <C(7!的调

查范围内8竟抓获 !只病岩羊8其中 ?只患肠炎8在沟底活动8无力奔跑上山8次日仍在同一地点将其抓获A
还解剖了 ?只刚病死的岩羊8发现肝有黑色硬块和黄色脓肿8肺也囊肿A也抓获 ?只因贪食腐肉不能飞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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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秃鹫!"#$%&’()*+,-./()01另外尚发现 2处马鹿残骸34只病死不久的岩羊完整尸体3岩羊残骸则更多

见1
马鹿与岩羊都是喜集群活动的动物3马鹿喜栖于林中与林缘灌丛3岩羊则常活动于林缘草地5疏林地

和阳坡草地3两者均与马鹿有明显的食物与空间竞争关系1调查发现在麝的卧迹与粪场上常可见到马鹿和

岩羊活动的痕迹3在鹿和岩羊活动频繁的区域很少能见到麝粪1迫于竞争压力3胆怯独居的麝逐渐地退出

适栖生境1
林木采伐与过度放牧更使麝的生境受到严重危胁1成千上万的家畜在山上活动3给植被造成了极大的

破坏3麝的适栖生境成片消失3汝箕沟大面积榆树林惨遭家畜破坏3教训是极为惨重的1
鉴于以上分析3要拯救贺兰山马麝种群应及时采取以下措施6
!70广泛地宣传教育群众3建立严格分明的8奖罚制度93对于偷猎分子依法处置3决不轻容3对于管理

人员明确责任范围3要求严加看护3抓获偷猎者给予重奖3反之3林班内发现钢丝套或其它的捕麝机关要追

究责任1实行定期与不定期的检查1
!:0严格控制放牧区3划定明确的封护区3绝不允许家畜放牧和其它人为干扰活动1
!40系统研究贺兰山这一独特隔离林区内马鹿5岩羊与马麝的食性与空间竞争关系3为这 4种偶蹄动

物的可持续利用提供理论依据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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