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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海祁连山地区兽类物种多样性及其分布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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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祁连山地区是我国典型的生态系统脆弱区和重要的生态屏障区，区域内物种资源丰富，珍稀和濒危野生动植物种类和数

量繁多，是青藏高原重要的生物资源基因库之一，在我国生物多样性保护中具有重要的意义。 为了掌握青海祁连山地区野生兽

类的分布现状，使用样线法和样点法完成了野外调查。 自 ２０１９ 年 １ 月至 ２０２３ 年 ６ 月，在青海祁连山地区开展野外考察 ２１ 次，
累计完成调查样线 ４９０ 条，调查样点 ９９ 个，总行驶航迹约 ２５４２６ ｋｍ。 实地调查结合文献资料结果显示，该地区共分布有野生兽

类 ７ 目 １９ 科 ５４ 属 ７５ 种。 国家 Ｉ 级重点保护动物 １１ 种，国家 ＩＩ 级重点保护动物 １７ 种，ＩＵＣＮ 评估结果显示，该地区受威胁物种

有 １５ 种（濒危 ３ 种；近危 ５ 种；易危 ７ 种），占该地区兽类总种数的 ２０％；中国生物多样性红色名录结果显示，该地区受威胁物种

有 ４０ 种（极危 ２ 种；濒危 １２ 种；近危 １６ 种；易危 １０ 种），占该地区兽类总种数的 ５３．３３％；被列入 ＣＩＴＥＳ 附录 Ｉ 的兽类有７ 种，被
列入附录 ＩＩ 的兽类有 ９ 种，被列入附录 ＩＩＩ 的兽类有 ５ 种；中国特有种兽类 １６ 种。 该地区兽类分布型主要为高地型（２４％）、中
亚型（２０％）和古北型（１８．６７％）。 兽类 Ｇ⁃Ｆ 指数为 ０．７２４，物种多样性指数处于较高的水平。 物种名录的建立为青海祁连山地

区兽类物种现状研究提供了科学且全面的数据，对加快祁连山珍稀濒危野生动物的保护具有重要意义，也为以后该地区的生态

及野生动物保护、管理决策提供科学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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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多样性关系人类福祉，是人类赖以生存和发展的重要基础。 ２０ 世纪以来，随着人口数量的持续增

长、人类活动范围和强度的不断增加以及生态环境的破坏，全球物种灭绝速度不断加快，目前物种的丧失速度

比人类干预以前的自然灭绝速度要快 １０００ 倍［１］，全球范围内正面临着第六次物种大灭绝，生物多样性丧失和

生态系统退化对人类生存和发展构成了重大风险，已成为 ２１ 世纪人类面临的最严峻挑战之一［２］。 开展野生

本底调查，摸清物种组成及分布现状，对我国乃至全球生物多样的保护及维持具有重要意义。
青海祁连山位于青藏高原、蒙古高原和黄土高原的交汇地带，处于我国荒漠、草原和高山气候三者之间，

属于高原大陆性气候和高寒干旱半干旱气候，气温日较差大，冷季长，暖季短，干湿分明，雨热同季、垂直变化

明显，年均气温和降水量的分布大体由东南向西北逐渐降低［３］，该地区物种资源丰富，珍稀和濒危野生动植

物种类和数量繁多，生态地位独特而重要，是我国重要的生物资源基因库，也是重要的水源涵养区和生态屏障

区［４—６］，在国家生态建设中具有十分重要的战略地位［７］。 兽类物种作为生态系统中的重要组成部分［８］，与高

原的植被和其他动物类群相互依存，共同维持着高原的生态平衡，作为食物链的重要环节，兽类也会直接或间

接地影响着其他物种的数量和分布［９］。
２００２ 年青海祁连山自然保护区科学考察结果显示，保护区内分布兽类 ６ 目 １５ 科 ３９ 种，占青海省兽类总

种数的 ３７．８６％［７， １０］。 ２０１９ 年，薛亚东等人通过红外相机技术在青海祁连山地区共记录到 ２３ 种野生兽类，隶
属于 ５ 目 １０ 科，其中食肉目 ４ 科 １２ 种，偶蹄目 ２ 科 ５ 种，奇蹄目 １ 科 １ 种，啮齿目 ２ 科 ４ 种，兔形目 １ 科 １ 种，
并且物种相对多度指数最高的为岩羊，其次为喜马拉雅旱獭、灰尾兔、高原鼠兔和雪豹［１１］，后来也针对高原鼠

兔和雪豹开展过相关的研究工作［１２—１５］。 然而，作为重要的生物多样性保护区域，该地区的兽类依然缺乏科学

准确且完整的野外监测和本底资料［１６］，其多样性可能被严重低估，为了更好地掌握青海祁连山地区兽类本底

资料，维护整个祁连山地区生态屏障区的功能，在青海祁连山地区进行了长期的兽类监测与调查，结合前人的

工作，全面掌握了当地兽类物种多样性现状，并评估了其受威胁因素，为青海祁连山地区制订科学的生物多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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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保护规划打下了良好基础，也针对目前的保护现状提出了保护及监测建议。

１　 研究区域和研究方法

１．１　 研究区域概况

青海祁连山位于祁连山脉南坡，青海省东北部，东经 ９６°１５′—１０３°４５′，北纬 ３５°４５′—３９°１２′，是黄土高原

向蒙新高原、青藏高原的过渡带，属青藏高原的重要组成部分。 整个地区横跨祁连山脉中段和东段，青海祁连

山地区涉及 １０ 个行政区县，分别为海西蒙古藏族自治州德令哈市和天峻县，海北藏族自治州刚察县、海晏县、
门源回族自治县（以下简称门源县）和祁连县，海东市互助土族自治县（以下简称互助县）、乐都区和民和回族

土族自治县（以下简称民和县），以及西宁市大通回族土族自治县（以下简称大通县）。 为了更好地梳理青海

祁连山地区野生兽类物种名录，研究以行政区划为研究区域背景，明晰各县（市或区）物种组成及分布现状。
１．２　 研究方法

１．２．１　 查阅文献资料及标本

查阅国内外关于青海祁连山地区（以所覆盖的行政区划为基础）野生动物研究的相关文献资料（论文、专
著、调查报告） ［１２—３０］，以及中国科学院西北高原生物研究所动物标本馆保存的野生动物标本，与中国动物主

体数据库保存的野生动物标本信息相结合［３１］，形成青海祁连山地区兽类物种记录及分布的历史资料基础。
１．２．２　 野外调查方法

１）样线调查法

使用样线法和样点法完成了青海祁连山地区兽类调查。 根据地形和野生动物的生态习性，样线以最短的

距离穿越最多的生境以保证具有较强的代表性，每条样线长度不小于 ５ ｋｍ，样线间横向距离不小于２ ｋｍ。 调

查时采用乘车与步行相结合的方式。 乘车时，行车速度保持在 ３０ ｋｍ ／ ｈ 左右；步行时，步行速度保持在 ２ ｋｍ ／
ｈ 左右。 遇到河流或深谷等无法通行的障碍时，尝试绕过障碍后回到原定路线继续调查。 如因道路缺失等环

境因素限制无法进入某调查样区，则以邻近属性（主要植被类型和海拔梯度）较为相似的区域作为替代，并做

相应记录。 在物种热点分布区域开展样点调查，以补充物种及分布信息。 以调查人员所在位置为样点中心，
观察并记录周边物种的种类，每个样点的调查时间不少于 １０ ｍｉｎ，同时拍摄物种及生境的影像资料。 在调查

过程中，记录野生动物名称、数量、痕迹种类（足迹链、卧迹、粪便及其他活动痕迹）、位置（经纬度）、栖息地类

型、干扰因素、距离等。
１．２．３　 分类系统及保护等级

青海祁连山地区野生兽类名录中各物种中文名、学名、分类阶元名称、分类地位及排序、是否为特有种依

照《中国兽类分类与分布》 ［３２］，分布型依照张荣祖（２０１１）编著的《中国动物地理》 ［３３］，物种的濒危等级和保护

级别依照 ＩＵＣＮ 濒危物种红色名录（２０２２－０２）、《中国生物多样性红色名录———脊椎动物卷》 ［３４］、濒危野生动

植物国际贸易公约（ＣＩＴＥＳ）附录（２０２３）、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名录（２０２１）。
１．２．４　 兽类物种多样性分析

为了对青海祁连山地区的兽类以及各个县域的物种多样性进行定量评估，研究以物种多样性指数（ＤＧ⁃Ｆ）

（ｇｅｎｕｓ⁃ｆａｍｉｌｙ ｉｎｄｅｘ） ［３５］为参考，通过计算科的物种多样性（Ｆ 指数，ＤＦ）和属的物种多样性（Ｇ 指数，ＤＧ）而得

到该区域的物种多样性指数。 物种多样性指数（ＤＧ⁃Ｆ）是研究科、属水平上物种多样性的重要参数参数。 Ｇ⁃Ｆ
指数是 ０—１ 的测度，非单种科越多，Ｇ⁃Ｆ 指数越高。

Ｆ 指数（ＤＦ）：

ＤＦｋ ＝ － ∑
ｎ

ｉ ＝ １
ｐｉ ｌｎ ｐｉ

式中，ＤＦｋ表示在一个特定的科（ｋ）中的 Ｆ 指数， ｐｉ ＝ Ｓｋｉ ／ Ｓｋ ， Ｓｋ 表示物种名录中 ｋ 科中的物种数， Ｓｋｉ 表示物种

名录中 ｋ 科 ｉ 属中的物种数，ｎ 表示物种名录中 ｋ 科中属的个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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ＤＦ ＝ － ∑
ｍ

ｋ ＝ １
ＤＦｋ

式中，ｍ 表示物种名录中科的个数。
Ｇ 指数（ＤＧ）：

ＤＧ ＝ － ∑
ｐ

ｊ ＝ １
ＤＧｊ ＝ － ∑

ｐ

ｊ ＝ １
ｑ ｊ ｌｎｑ ｊ

式中， ｑ ｊ ＝ Ｓ ｊ ／ Ｓ ， Ｓ ｊ 表示物种名录中 ｊ 属中的物种数，Ｓ 表示物种名录中的物种数，ｐ 表示物种名录中属的

个数。
Ｇ－Ｆ 指数（ＤＧ － Ｆ）：

ＤＧ⁃Ｆ ＝ １ －
ＤＧ

ＤＦ

２　 结果

自 ２０１９ 年 １ 月至 ２０２３ 年 ６ 月，累计在青海祁连山开展野外考察 ２１ 次，完成调查样线 ４９０ 条，总样线长

３３５６ ｋｍ，总行驶航迹 ２５４２６ ｋｍ，调查样点 ９９ 个（图 １）。 其中，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调查样线 ２１８ 条，样线

总长度 １３９９ ｋｍ，调查样点 ５７ 个；海北藏族自治州调查样线 １６８ 条，样线总长度 １０３７ ｋｍ，调查样点 ３２ 个；海
东市调查样线 ６６ 条，样线总长度 ５９６ ｋｍ，调查样点 ７ 个；西宁市大通回族自治县调查样线 ３８ 条，样线总长度

３２４ ｋｍ，调查样点 ３ 个。
２．１　 青海祁连山地区物种名录修订

２．１．１　 物种名称改动

近年来，随着分子系统学和系统发育基因组学研究的不断发展，学界对脊椎动物的起源和演化产生了大

量新的认识，部分物种的中文名存在一定差异。 在此次青海祁连山地区物种名录整理过程中，对部分存在变

动的物种名称进行了修改，该地区分布的达乌尔黄鼠阿拉善亚种（Ｓｐｅｒｍｏｐｈｉｌｕｓ ｄａｕｒｉｃｕｓ ａｌａｓｈａｎｉｃｕｓ）调整为阿

拉善黄鼠 （ Ｓ． ａｌａｓｈａｎｉｃｕｓ） ［３６］； 高原兔调整为灰尾兔 （ Ｌｅｐｕｓ ｏｉｏｓｔｏｌｕｓ）。 柴达木根田鼠 （ Ａｌｅｘａｎｄｒｏｍｙｓ
ｌｉｍｎｏｐｈｉｌｕｓ），原为根田鼠（Ａ． ｏｅｃｏｎｏｍｕｓ）柴达木亚种，后提升为种［３７］，而祁连山地区无根田鼠分布，研究则选

用柴达木根田鼠。
２．１．２　 分类阶元改动

随着古生物化石的逐渐积累和分子系统学的快速发展，各动物类群间的系统演化关系被重新评价，很多

物种的各级分类阶元发生了较大变化，同时也存在着很多争议。 本名录遵照《中国生物物种名录》（２０２３ 版）
处理这些改动和争议。 例如目水平上，原食虫目分成非洲猬目（Ａｆｒｏｓｏｒｉｃｉｄａ）和劳亚食虫目（Ｅｕｌｉｐｏｔｙｐｈｌａ），原
鲸目与原偶蹄目合并为鲸偶蹄目（Ｃｅｔａｒｔｉｏｄａｃｔｙｌａ）；科水平上，鼢鼠属与竹鼠属从原仓鼠科分出，隶属鼹形鼠科

（Ｓｐａｌａｃｉｄａｅ）；属水平上，白唇鹿由原鹿属分出，隶属白唇鹿属 （ Ｐｒｚｅｗａｌｓｋｉｕｍ）；种水平上，马鹿 （ Ｃｅｒｖｕｓ
ｅｌａｐｈｕｓ）、盘羊（Ｏｖｉｓ ａｍｍｏｎ）均视为单一种，西藏马鹿、西藏盘羊等均视为亚种。
２．２　 兽类物种多样性分析

结合文献资料与野外科考记录，青海祁连山地区共分布有野生兽类 ７ 目 １９ 科 ５４ 属 ７５ 种（附录 １）。 野

外调查发现兽类 ５ 目 １４ 科 ２４ 属 ３２ 种，占当地兽类物种总数的 ４２．６７％。 其中，分布物种数最多的兽类是啮

齿目动物，共 ２５ 种，隶属于 ６ 科 ２１ 属，占当地兽类物种总数的 ３３．３３％；其次是食肉目，共 ２０ 种，隶属于 ４ 科

１４ 属，占当地兽类物种总数的 ２６．６７％；鲸偶蹄目共 １４ 种，隶属于 ４ 科 １２ 属，占当地兽类物种总数的 １８．６７％；
兔形目共 ８ 种，隶属 ２ 科 ２ 属，占当地兽类物种总数的 １０．６７％；相对来说，翼手目（１ 科 ３ 属 ４ 种，５．３３％）、劳
亚食虫目（１ 科 １ 属 ３ 种，４％）、和奇蹄目（１ 科 １ 属 １ 种，１．３３％）的物种数相对较低。 野外科考发现的兽类

中，物种数最多的是食肉目，共 １１ 种，隶属于 ４ 科 ８ 属，占野外发现物种总数的 ３４．３８％，占当地食肉目物种总

数的 ５５％；其次是鲸偶蹄目，共 １０ 种，隶属于 ３ 科 ９ 属，占野外发现物种总数的 ３１．２５％，占当地鲸偶蹄目物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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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１　 野外调查样线和样点图

Ｆｉｇ．１　 Ｆｉｅｌｄ ｓｕｒｖｅｙ ｌｉｎｅｓ ａｎｄ ｓａｍｐｌｅ ｐｏｉｎｔｓ

总数的 ７１．４３％；啮齿目和兔形目均为 ５ 种，分别占野外发现物种总数的 １５．６３％，兔形目野外发现物种数占当

地兔形目物种总数的 ６２．５％，啮齿目野外发现物种数仅占当地啮齿目物种总数的 ２０％。
２．３　 兽类保护级别与濒危等级

青海祁连山地区共分布有国家一级重点保护兽类 １１ 种，包括雪豹、野牦牛、普氏原羚、马麝和藏野驴等。
国家二级重点保护兽类 １７ 种，包括中华鬣羚、豹猫和棕熊等。 被 ＩＵＣＮ 评估为受威胁物种的兽类共 １５ 种。
其中，濒危（ＥＮ）兽类 ３ 种，分别是普氏原羚、马麝和豺；近危（ＮＴ）兽类 ５ 种，包括盘羊、藏原羚和香鼬等；易危

（ＶＵ）兽类 ７ 种，包括野牦牛、中华鬣羚和雪豹等。 被中国生物多样性红色名录评估为受威胁物种的兽类共

４０ 种。 其中，极危（ＣＲ）兽类 ２ 种，分别是马麝和荒漠猫；濒危（ＥＮ）兽类 １２ 种，包括普氏原羚、豺和雪豹等；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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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ＮＴ）兽类 １６ 种，包括盘羊、藏原羚、藏野驴和狼等；易危（ＶＵ）兽类 １０ 种，包括豹猫、棕熊、中华斑羚、野牦

牛和中华鬣羚等。 被列入 ＣＩＴＥＳ 附录 Ｉ 的兽类共 ７ 种，包括雪豹、中华斑羚、野牦牛和中华鬣羚等；列入

ＣＩＴＥＳ 附录 ＩＩ 的兽类共 ９ 种，包括马麝、豺、野猫、藏野驴、狼和豹猫等；列入 ＣＩＴＥＳ 附录 ＩＩＩ 的兽类共 ５ 种，包
括石貂和岩羊等。
２．４　 青海祁连山地区中国特有种

青海祁连山地区分布的中国特有种兽类 １６ 种，分别是荒漠猫、普氏原羚、白唇鹿、间颅鼠兔、红耳鼠兔、四
川林跳鼠、高原松田鼠、灰鼯鼠、高原鼢鼠、甘肃鼢鼠、甘肃鼩鼱、藏鼩鼱、金管鼻蝠、狭颅鼠兔、藏仓鼠和复齿

鼯鼠。
２．５　 祁连山地区兽类分布型分析

青海祁连山地区的 ７５ 种野生兽类中有 ８ 种暂未进行分布型划分，占兽类总数的 １０．６７％。 其余物种包括

棕熊、马鹿和猞猁等的 ５ 种（占兽类总数的 ６．６７％）全北型、长尾仓鼠、灰仓鼠和虎鼬等 １５ 种（２０．００％）中亚型

（分布于中亚温带干旱区）、白腹管鼻蝠、金管鼻蝠和梅花鹿 ３ 种（４％）季风区型（主要分布于东部湿润地区）、
灰长耳蝠、四川林跳鼠和灰鼯鼠等 ５ 种（６．６７％）喜马拉雅⁃横断山区型、蒙古兔、香鼬和野猫 ３ 种（４％）不易归

类的分布型、喜马拉雅旱獭、盘羊和岩羊等 １８ 种（２４％）高地型（分布于青藏高原）、野猪、欧亚水獭和亚洲狗

獾等 １４ 种（１８．６７％）古北型、豹猫、豺和黄喉貂 ３ 种（４％）东洋型（包括少数旧热带型或全球热带⁃温带型）、大
林姬鼠 １ 种（１．３３％）东北⁃华北型（附表 １）。 总体来看，青海祁连山地区野生兽类主要分布型为高地型（Ｐ）、
中亚型（Ｄ）和古北型（Ｕ），这几个分布型的物种数均超过当地物种总数的 １０％，总和占当地物种总数的

６２．６７％。
２．６　 各县域兽类物种组成

互助县共分布有野生兽类 ６ 目 １５ 科 ３５ 属 ４５ 种，大通县共分布有野生兽类 ５ 目 １４ 科 ３２ 属 ４３ 种，祁连县

共分布有野生兽类 ７ 目 １６ 科 ３２ 属 ４０ 种，德令哈市共分布有野生兽类 ７ 目 １６ 科 ３４ 属 ４０ 种，天峻县共分布有

野生兽类 ７ 目 １７ 科 ３０ 属 ３８ 种，门源县共分布有野生兽类 ６ 目 １６ 科 ３０ 属 ３８ 种，乐都区共分布有野生兽类 ５
目 １３ 科 ２７ 属 ３２ 种，民和县共分布有野生兽类 ５ 目 １３ 科 ２４ 属 ３０ 种，海晏县共分布有野生兽类 ６ 目 １４ 科 ２５
属 ２８ 种，刚察县共分布有野生兽类 ６ 目 １３ 科 ２０ 属 ２４ 种，不同县域兽类物种组成不同（图 ２）。

图 ２　 青海祁连山地区各县域兽类物种组成

Ｆｉｇ．２　 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ｏｆ Ｍａｍｍａｌｉａｎ Ｓｐｅｃｉｅｓ ｉｎ Ｖａｒｉｏｕｓ Ｃｏｕｎｔｉｅｓ ｉｎ ｔｈｅ Ｑｉｌｉａｎ Ｍｏｕｎｔａｉｎｓ ｏｆ Ｑｉｎｇｈａｉ Ｐｒｏｖｉｎｃｅ

２．７　 各县域兽类物种多样性分析

通过前述公式计算得到青海祁连山地区的 ＤＦ、ＤＧ和 ＤＧ⁃Ｆ分别是 １３．９７、３．８５ 和 ０．７２４，显示当地兽类物种

多样性指数处于较高的水平。 就各区县而言，互助县的 ＤＦ、ＤＧ和 ＤＧ⁃Ｆ分别是 ９．４８、３．２７ 和 ０．６５５，大通县的

ＤＦ、ＤＧ和 ＤＧ⁃Ｆ分别是 ８．６７、３．２６ 和 ０．６２４，乐都区的 ＤＦ、ＤＧ和 ＤＧ⁃Ｆ分别是 ７．６、２．８７ 和 ０．６２３，德令哈市的 ＤＦ、ＤＧ

和 ＤＧ⁃Ｆ分别是 ８．１６、３．３４ 和 ０．５９１，祁连县的 ＤＦ、ＤＧ和 ＤＧ⁃Ｆ分别是 ８．１７、３．３６ 和 ０．５８８，民和县的 ＤＦ、ＤＧ和 ＤＧ⁃Ｆ分

别是 ６．１５、２．６４ 和 ０．５７，海晏县的 ＤＦ、ＤＧ和 ＤＧ⁃Ｆ分别是 ５．５９、２．５７ 和 ０．５６８，门源县的 ＤＦ、ＤＧ和 ＤＧ⁃Ｆ分别是７．２９、

９７９９　 ２１ 期 　 　 　 高红梅　 等：青海祁连山地区兽类物种多样性及其分布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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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２８ 和 ０．５５，天峻县的 ＤＦ、ＤＧ和 ＤＧ⁃Ｆ分别是 ６．７９、３．２７ 和 ０．５１９，刚察县的 ＤＦ、ＤＧ和 ＤＧ⁃Ｆ分别是 ４．１０、２．１５ 和

０．４７６。
野外调查共发现 １２ 种各区县兽类分布新记录，其中大通县 １ 种，为甘肃鼢鼠；民和县新分布物种 １ 种，为

灰尾兔；海晏县新分布 ２ 种，分别是狍和岩羊；祁连县新分布 ２ 种，分别是蒙古兔和黄鼬；门源县新分布 ２ 种，
黄喉貂；德令哈新分布的物种 ２ 种，分别是藏原羚和藏狐；天峻县新分布 ２ 种，分别是达乌尔鼠兔和沙狐。

３　 讨论

长期以来，受到种种条件限制，人们在观察、监测动物时能够到达的区域十分有限，而陆生野生脊椎动物

大多具有较强的运动能力，导致目前我国很多县级行政辖区的物种分布记录相关资料仍然稀缺。 掌握野生动

物本底现状是生物多样性保护的重要基础，也是制定科学合理保护建议的重要依据［３８］。
通过查阅文献资料，结合多年野外调查，整理出了较为全面且系统的青海祁连山地区兽类分布物种名录，

并对该地区分布的兽类的物种多样性、保护级别、濒危等级等进行了详细梳理。 青海祁连山地区共分布有野

生兽类 ７５ 种，占青海省兽类总数（１０４ 种）的 ７２．１２％，占我国兽类总数（６９４ 种）的１０．８１％［１７］。 其中，青海祁

连山地区分布的国家一级、二级重点保护兽类 ２８ 种，占该地区兽类总数的 ３７．３３％，高于青海省（３３ 种）总体

保护水平（３１．７３％）（未发表数据）。 青海祁连山地区野生兽类资源丰富，生物多样性和受威胁物种数较高，作
为生物多样性保护的关键区域之一，加强祁连山地区濒危野生动物的保护对全球生物多样的保护及维持具有

重要意义。
不同的动物类群依历史渊源、环境变化及自身的扩散能力，就会产生不同的分布型，青海祁连山地区地处

青藏高原温带半干旱地区的青海东部高原山地，属于青藏高寒区（亦称为青藏高原区）的东缘切割山地带，这
种地理位置及气候条件造就了高地型（Ｐ）物种比例最高，藏野驴、野牦牛和藏狐也也是该分布性物种的典型

代表。 另外，中亚型（Ｄ）的比例也相对较高，中亚型物种作为亚洲大陆中心部分的种类，在我国常见于蒙新高

原，包括青藏高原的柴达木盆地和青海湖盆地，普氏原羚和鹅喉羚是中亚型物种的典型代表［３３］。
通过 Ｇ⁃Ｆ 指数对青海祁连山地区兽类物种的多样性进行评估，结果显示当地兽类物种多样性指数为

０．７２４，从科和属的角度均反映出在较长时间内，青海祁连山地区兽类多样性处于较高的水平［３５］。 就青海祁

连山地区各个县域而言，互助县（４５ 种）和大通县（４３ 种）发现的兽类总数最多，且相对应的 Ｇ⁃Ｆ 指数也较高

（０．６５５ 和 ０．６２４）。 互助县和大通县的主要生境类型是林地，相较青海省最为广泛的高寒草原、草甸生境，该
生境结构更加复杂，从而可以容纳更多兽类类群，因此这些地区兽类物种的多样性指数也处于较高的水平。
相对来说，以高寒草原、草甸生境为主的天峻县和刚察县兽类种类数及多样性指数较低，首先，其生境类型较

为单一，加之近年来刚察县旅游业的发展以及人为活动增强，这些因素对野生动物的组成及分布产生了一定

的影响［３９］。 另外，在全球气候变化的背景下［４０］，天峻县和德令哈市沙化土地面积增加［４１］，高寒草甸退化程

度增加，草地植物多样性降低［４２］，造成野生动物适宜栖息地被一定程度的破坏，野生动物的生存也受到了严

重威胁，栖息地保护也是目前青海祁连山地区兽类多样性保护需要重视的一部分。
此次野外调查发现兽类 ３２ 种，占兽类物种总数的 ４２．６７％。 翼手目物种和劳亚食虫目在多次调查中均未

有发现，啮齿目原有文记录物种较多（２５ 种，占当地兽类物种总数的 ３３．３３％），在实际的调查中仅发现了 ５ 种

啮齿类。 翼手目、啮齿类和劳亚食虫目动物由于体型较小、行动隐蔽，因而在常规的野外调查中较难被发现，
作为兽类物种的重要组成部分，建议在今后的调查中，针对翼手目、啮齿类和劳亚食虫这类具有特殊习性的物

种，制定针对性的调查方案并开展相关调查。 另外，针对未在实地发现的其他类群，在原有基础地面调查的基

础上，引入更多的新型野外监测技术及方法，针对不同动物类群科学地制定针对性的保护策略，使用多种手段

相结合的调查方法，在获得更全面的野生动物分布信息的同时，对现有结果进行验证，从而可以更加科学、全
面地掌握野生动物的本底状况。

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多学科的相互融合，未来野生动物的本底监测也会向着更精准、科学的方向发展。

０８９９ 　 生　 态　 学　 报　 　 　 ４４ 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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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同时，野生动物的物种保护及其分布与栖息地质量存在密切关系，栖息地的保护是野生动物保护的重要

前提和手段之一［４３］。 栖息地保护不仅仅是针对野生动物生存环境的保护，同时也需要考虑各类影响因素，减
少人为干扰，建立健全野生动物栖息地保护的法律法规，全面覆盖各类群野生动物及其栖息地，综合提高保护

效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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Ｒｈ
ｏｍ

ｂｏ
ｍｙ

ｓ

仓
鼠

科
Ｃｒ

ｉｃｅ
ｔｉｄ

ａｅ

东
方

田
鼠

属
Ａｌ
ｅｘ
ａｎ
ｄｒ
ｏｍ

ｙｓ

２２
柴

达
木

根
田

鼠
Ａｌｅ

ｘａ
ｎｄ
ｒｏｍ

ｙｓ
ｌｉｍ

ｎｏ
ｐｈ
ｉｌｕ
ｓ

－
ＬＣ

ＬＣ
ＬＳ

Ｌ
Ｌ

Ｌ
Ｌ

Ｌ
Ｌ

Ｌ

短
尾

仓
鼠

属
Ａｌ
ｌｏｃ

ｒｉｃ
ｅｔｕ

ｌｕｓ

高
山

鼠平
属

Ａｌ
ｔｉｃ
ｏｌ
ａ

仓
鼠

属
Ｃｒ
ｉｃｅ

ｔｕ
ｌｕ
ｓ

２３
藏

仓
鼠

Ｃｒ
ｉｃｅ

ｔｕ
ｌｕ
ｓｋ

ａｍ
ｅｎ
ｓｉｓ

Ｐａ
√

ＬＣ
ＮＴ

Ｌ
Ｌ

２４
长

尾
仓

鼠
Ｃｒ
ｉｃｅ

ｔｕ
ｌｕ
ｓｌ
ｏｎ
ｇｉ
ｃａ
ｕｄ
ａｔ
ｕｓ

Ｄ
ＬＣ

ＬＣ
Ｌ

Ｌ
Ｌ

Ｌ
Ｌ

Ｌ
Ｌ

Ｌ
Ｌ

Ｌ

２５
灰

仓
鼠

Ｃｒ
ｉｃｅ

ｔｕ
ｌｕ
ｓｍ

ｉｇ
ｒａ
ｔｏ
ｒｉｕ

ｓ
Ｄ

ＬＣ
ＬＣ

Ｌ

松
田

鼠
属

Ｎｅ
ｏｄ
ｏｎ

２６
高

原
松

田
鼠

Ｎｅ
ｏｄ
ｏｎ

ｉｒｅ
ｎｅ

Ｐｆ
√

ＬＣ
ＬＣ

Ｌ
Ｌ

Ｌ
Ｌ

Ｌ
Ｌ

Ｌ

毛
足

鼠
属

Ｐｈ
ｏｄ
ｏｐ
ｕｓ

２７
小

毛
足

鼠
Ｐｈ

ｏｄ
ｏｐ
ｕｓ

ｒｏ
ｂｏ
ｒｏ
ｖｓ
ｋｉ
ｉ

Ｄｎ
ＬＣ

ＬＣ
Ｌ

松
鼠

科
Ｓｃ

ｉｕ
ｒｉｄ

ａｅ

旱
獭

属
Ｍ
ａｒ
ｍ
ｏｔ
ａ

２８
喜

马
拉

雅
旱

獭
Ｍ
ａｒ
ｍ
ｏｔ
ａ
ｈｉ
ｍ
ａｌ
ａｙ
ａｎ
ａ

Ｐａ
ＬＣ

ＬＣ
ＬＳ

ＬＳ
Ｌ

ＬＳ
ＬＳ

ＬＳ
Ｌ

ＬＳ
ＬＳ

ＬＳ

鼯
鼠

属
Ｐｅ
ｔａ
ｕｒ
ｉｓｔ
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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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
表

编
号

Ｎｕ
ｍｂ

ｅｒ

分
类

地
位

及
中

文
名

Ｃｌ
ａｓ
ｓｉｆ

ｉｃａ
ｔｉｏ

ｎ
ｓｔａ

ｔｕｓ
ａｎ

ｄ
Ｃｈ

ｉｎｅ
ｓｅ

ｎａ
ｍｅ

学
名

Ｓｃ
ｉｅｎ

ｔｉｆ
ｉｃ

ｎａ
ｍｅ

分
布

型
１

Ｄｉ
ｓｔｒ

ｉｂｕ
ｔｉｏ

ｎ
ｔｙｐ

ｅ

中
国

特
有

种
２

Ｅｎ
ｄｅ

ｍｉ
ｃ
ｓｐ
ｅｃ
ｉｅｓ

ｔｏ
ｃｈ

ｉｎａ
ＩＵ

ＣＮ
３

红
色

名
录

４

Ｒｅ
ｄ
Ｌｉ
ｓｔ

ＣＩ
ＴＥ

Ｓ附
录

５

ＣＩ
ＴＥ

Ｓ
ａｐ

ｐｅ
ｎｄ

ｉｘ

保
护

等
级

６

Ｐｒ
ｏｔｅ

ｃｔｉ
ｖｅ

ｃｌａ
ｓｓ

西
宁

海
东

海
北

海
西

大
通

７
乐

都
民

和
互

助
海

晏
祁

连
刚

察
门

源
德

令
哈

天
峻

２９
灰

鼯
鼠

Ｐｅ
ｔａ
ｕｒ
ｉｓｔ
ａ
ｘａ
ｎｔ
ｈｏ
ｔｉｓ

Ｈ
ｃ

√
ＬＣ

ＬＣ
Ｌ

Ｌ
Ｌ

Ｌ

飞
鼠

属
Ｐｔ
ｅｒ
ｏｍ

ｙｓ

３０
小

飞
鼠

Ｐｔ
ｅｒ
ｏｍ

ｙｓ
ｖｏ
ｌａ
ｎｓ

Ｕｃ
ＬＣ

ＶＵ
Ｌ

黄
鼠

属
Ｓｐ
ｅｒ
ｍ
ｏｐ
ｈｉ
ｌｕ
ｓ

３１
阿

拉
善

黄
鼠

Ｓｐ
ｅｒ
ｍ
ｏｐ
ｈｉ
ｌｕ
ｓａ

ｌａ
ｓｈ
ａｎ
ｉｃｕ

ｓ
－

ＬＣ
ＬＣ

Ｌ
Ｌ

Ｌ
Ｌ

花
鼠

属
Ｔａ

ｍ
ｉａ
ｓ

３２
花

鼠
Ｔａ

ｍ
ｉａ
ｓｓ

ｉｂ
ｉｒｉ
ｃｕ
ｓ

Ｕｂ
ＬＣ

ＬＣ
Ｌ

复
齿

鼯
鼠

属
Ｔｒ
ｏｇ
ｏｐ
ｔｅｒ
ｕｓ

３３
复

齿
鼯

鼠
Ｔｒ
ｏｇ
ｏｐ
ｔｅｒ
ｕｓ

ｘａ
ｎｔ
ｈｉ
ｐｅ
ｓ

Ｈ
ｍ

√
ＮＴ

ＶＵ
Ｌ

劳
亚

食
虫

目
Ｅｕ

ｌｉｐ
ｏｔ
ｙｐ

ｈｌ
ａ

鼩
鼱

科
Ｓｏ

ｒｉｃ
ｉｄ
ａｅ

鼩
鼱

属
Ｓｏ
ｒｅ
ｘ

３４
小

纹
背

鼩
鼱

Ｓｏ
ｒｅ
ｘ
ｂｅ
ｄｆ
ｏｒ
ｄｉ
ａｅ

Ｈ
ｃ

ＬＣ
ＬＣ

Ｌ

３５
甘

肃
鼩

鼱
Ｓｏ
ｒｅ
ｘ
ｃａ
ｎｓ
ｕｌ
ｕｓ

－
√

ＤＤ
ＮＴ

Ｌ

３６
藏

鼩
鼱

Ｓｏ
ｒｅ
ｘ
ｔｈ
ｉｂ
ｅｔａ

ｎｕ
ｓ

－
√

ＤＤ
ＮＴ

Ｌ
Ｌ

Ｌ
Ｌ

Ｌ
Ｌ

翼
手

目
Ｃｈ

ｉｒｏ
ｐｔ
ｅｒ
ａ

蝙
蝠

科
Ｖｅ

ｓｐ
ｅｒ
ｔｉｌ
ｉｏ
ｎｉ
ｄａ

ｅ

棕
蝠

属
Ｅｐ

ｔｅｓ
ｉｃｕ

ｓ

３７
北

棕
蝠

Ｅｐ
ｔｅｓ
ｉｃｕ

ｓｎ
ｉｌｓ
ｓｏ
ｎｉ
ｉ

Ｕｂ
ＬＣ

ＬＣ
Ｌ

Ｌ
Ｌ

Ｌ
Ｌ

Ｌ
Ｌ

Ｌ
Ｌ

Ｌ

管
鼻

蝠
属

Ｍ
ｕｒ
ｉｎ
ａ

３８
金

管
鼻

蝠
Ｍ
ｕｒ
ｉｎ
ａ
ａｕ
ｒａ
ｔａ

Ｅｇ
√

ＤＤ
ＮＴ

Ｌ

３９
白

腹
管

鼻
蝠

Ｍ
ｕｒ
ｉｎ
ａ
ｌｅｕ

ｃｏ
ｇａ
ｓｔｅ
ｒ

Ｅｂ
ＬＣ

ＬＣ
Ｌ

长
耳

蝠
属

Ｐｌ
ｅｃ
ｏｔ
ｕｓ

４０
灰

长
耳

蝠
Ｐｌ
ｅｃ
ｏｔ
ｕｓ

ａｕ
ｓｔｒ
ｉａ
ｃｕ
ｓ

Ｈ
ｂ

ＬＣ
ＮＴ

Ｌ

蝙
蝠

属
Ｖｅ
ｓｐ
ｅｒ
ｔｉｌ
ｉｏ

鲸
偶

蹄
目

Ｃｅ
ｔａ
ｒｔｉ
ｏｄ

ａｃ
ｔｙ
ｌａ

猪
科

Ｓｕ
ｉｄ
ａｅ

猪
属

Ｓｕ
ｓ

４１
野

猪
Ｓｕ
ｓｓ

ｃｒ
ｏｆ
ａ

Ｕｈ
ＬＣ

ＬＣ
Ｌ

鹿
科

Ｃｅ
ｒｖ
ｉｄ
ａｅ

狍
属

Ｃａ
ｐｒ
ｅｏ
ｌｕ
ｓ

５８９９　 ２１ 期 　 　 　 高红梅　 等：青海祁连山地区兽类物种多样性及其分布型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ｃｎ

续
表

编
号

Ｎｕ
ｍｂ

ｅｒ

分
类

地
位

及
中

文
名

Ｃｌ
ａｓ
ｓｉｆ

ｉｃａ
ｔｉｏ

ｎ
ｓｔａ

ｔｕｓ
ａｎ

ｄ
Ｃｈ

ｉｎｅ
ｓｅ

ｎａ
ｍｅ

学
名

Ｓｃ
ｉｅｎ

ｔｉｆ
ｉｃ

ｎａ
ｍｅ

分
布

型
１

Ｄｉ
ｓｔｒ

ｉｂｕ
ｔｉｏ

ｎ
ｔｙｐ

ｅ

中
国

特
有

种
２

Ｅｎ
ｄｅ

ｍｉ
ｃ
ｓｐ
ｅｃ
ｉｅｓ

ｔｏ
ｃｈ

ｉｎａ
ＩＵ

ＣＮ
３

红
色

名
录

４

Ｒｅ
ｄ
Ｌｉ
ｓｔ

ＣＩ
ＴＥ

Ｓ附
录

５

ＣＩ
ＴＥ

Ｓ
ａｐ

ｐｅ
ｎｄ

ｉｘ

保
护

等
级

６

Ｐｒ
ｏｔｅ

ｃｔｉ
ｖｅ

ｃｌａ
ｓｓ

西
宁

海
东

海
北

海
西

大
通

７
乐

都
民

和
互

助
海

晏
祁

连
刚

察
门

源
德

令
哈

天
峻

４３
狍

Ｃａ
ｐｒ
ｅｏ
ｌｕ
ｓｐ

ｙｇ
ａｒ
ｇｕ
ｓ

Ｕｅ
ＬＣ

ＮＴ
Ｌ

Ｌ
Ｌ

Ｓ
ＬＳ

ＬＳ

鹿
属

Ｃｅ
ｒｖ
ｕｓ

４３
马

鹿
Ｃｅ
ｒｖ
ｕｓ

ｅｌａ
ｐｈ
ｕｓ

Ｃｄ
ＬＣ

ＥＮ
一

级
ＬＳ

Ｌ
Ｌ

Ｌ
ＬＳ

ＬＳ
ＬＳ

Ｌ
ＬＳ

４４
梅

花
鹿

Ｃｅ
ｒｖ
ｕｓ

ｎｉ
ｐｐ
ｏｎ

Ｅｇ
ＬＣ

ＥＮ
一

级
Ｌ

Ｌ

白
唇

鹿
属

Ｐｒ
ｚｅ
ｗａ

ｌｓｋ
ｉｕ
ｍ

４５
白

唇
鹿

Ｐｒ
ｚｅ
ｗａ

ｌｓｋ
ｉｕ
ｍ

ａｌ
ｂｉ
ｒｏ
ｓｔｒ
ｉｓ

Ｐｃ
√

ＶＵ
ＥＮ

一
级

Ｌ
Ｌ

Ｌ
ＬＳ

Ｌ
Ｌ

Ｌ
ＬＳ

牛
科

Ｂｏ
ｖｉ
ｄａ

ｅ

野
牛

属
Ｂｏ

ｓ

４６
野

牦
牛

Ｂｏ
ｓｍ

ｕｔ
ｕｓ

Ｐｂ
ＶＵ

ＶＵ
Ⅰ

一
级

Ｌ
ＬＳ

羊
属

Ｃａ
ｐｒ
ａ

鬣
羚

属
Ｃａ

ｐｒ
ｉｃｏ

ｒｎ
ｉｓ

４７
中

华
鬣

羚
Ｃａ

ｐｒ
ｉｃｏ

ｒｎ
ｉｓ
ｍｉ
ｌｎ
ｅｅ
ｄｗ

ａｒ
ｄｓ
ｉｉ

－
ＶＵ

ＶＵ
Ⅰ

二
级

Ｌ
Ｌ

Ｌ

羚
羊

属
Ｇａ

ｚｅ
ｌｌａ

４８
鹅

喉
羚

Ｇａ
ｚｅ
ｌｌａ

ｓｕ
ｂｇ
ｕｔ
ｔｕ
ｒｏ
ｓａ

Ｄｅ
ＶＵ

ＶＵ
二

级
ＬＳ

斑
羚

属
Ｎａ

ｅｍ
ｏｒ
ｈｅ
ｄｕ
ｓ

４９
中

华
斑

羚
Ｎａ

ｅｍ
ｏｒ
ｈｅ
ｄｕ
ｓｇ

ｒｉｓ
ｅｕ
ｓ

－
ＮＥ

ＶＵ
Ⅰ

二
级

Ｌ

盘
羊

属
Ｏｖ

ｉｓ

８０
盘

羊
Ｏｖ

ｉｓ
ａｍ

ｍ
ｏｎ

Ｐａ
ＮＴ

ＮＴ
Ⅰ

一
级

Ｌ
ＬＳ

岩
羊

属
Ｐｓ
ｅｕ
ｄｏ
ｉｓ

５１
岩

羊
Ｐｓ
ｅｕ
ｄｏ
ｉｓ
ｎａ
ｙａ
ｕｒ

Ｐａ
ＬＣ

ＬＣ
Ⅲ

二
级

Ｌ
Ｌ

Ｌ
ＬＳ

Ｓ
ＬＳ

Ｌ
ＬＳ

ＬＳ
ＬＳ

原
羚

属
Ｐｒ
ｏｃ
ａｐ
ｒａ

５２
藏

原
羚

Ｐｒ
ｏｃ
ａｐ
ｒａ

ｐｉ
ｃｔｉ
ｃａ
ｕｄ
ａｔ
ａ

Ｐａ
ＮＴ

ＮＴ
二

级
ＬＳ

Ｌ
Ｓ

ＬＳ

５３
普

氏
原

羚
Ｐｒ
ｏｃ
ａｐ
ｒａ

ｐｒ
ｚｅ
ｗａ

ｌｓｋ
ｉｉ

Ｄｄ
√

ＥＮ
ＥＮ

一
级

Ｌ
ＬＳ

ＬＳ

麝
科

Ｍ
ｏｓ
ｃｈ

ｉｄ
ａｅ

麝
属

Ｍ
ｏｓ
ｃｈ
ｕｓ

５４
马

麝
Ｍ
ｏｓ
ｃｈ
ｕｓ

ｃｈ
ｒｙ
ｓｏ
ｇａ
ｓｔｅ
ｒ

Ｐｃ
ＥＮ

ＣＲ
Ⅱ

一
级

Ｌ
Ｌ

Ｌ
ＬＳ

ＬＳ
ＬＳ

Ｌ
Ｌ

奇
蹄

目
Ｐｅ

ｒｉｓ
ｓｏ
ｄａ

ｃｔ
ｙｌ
ａ

马
科

Ｅｑ
ｕｉ
ｄａ

ｅ

马
属

Ｅｑ
ｕｕ
ｓ

５５
藏

野
驴

Ｅｑ
ｕｕ
ｓｋ

ｉａ
ｎｇ

Ｐａ
ＬＣ

ＮＴ
Ⅱ

一
级

ＬＳ
Ｌ

ＬＳ

食
肉

目
Ｃａ

ｒｎ
ｉｖ
ｏｒ
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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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
表

编
号

Ｎｕ
ｍｂ

ｅｒ

分
类

地
位

及
中

文
名

Ｃｌ
ａｓ
ｓｉｆ

ｉｃａ
ｔｉｏ

ｎ
ｓｔａ

ｔｕｓ
ａｎ

ｄ
Ｃｈ

ｉｎｅ
ｓｅ

ｎａ
ｍｅ

学
名

Ｓｃ
ｉｅｎ

ｔｉｆ
ｉｃ

ｎａ
ｍｅ

分
布

型
１

Ｄｉ
ｓｔｒ

ｉｂｕ
ｔｉｏ

ｎ
ｔｙｐ

ｅ

中
国

特
有

种
２

Ｅｎ
ｄｅ

ｍｉ
ｃ
ｓｐ
ｅｃ
ｉｅｓ

ｔｏ
ｃｈ

ｉｎａ
ＩＵ

ＣＮ
３

红
色

名
录

４

Ｒｅ
ｄ
Ｌｉ
ｓｔ

ＣＩ
ＴＥ

Ｓ附
录

５

ＣＩ
ＴＥ

Ｓ
ａｐ

ｐｅ
ｎｄ

ｉｘ

保
护

等
级

６

Ｐｒ
ｏｔｅ

ｃｔｉ
ｖｅ

ｃｌａ
ｓｓ

西
宁

海
东

海
北

海
西

大
通

７
乐

都
民

和
互

助
海

晏
祁

连
刚

察
门

源
德

令
哈

天
峻

猫
科

Ｆｅ
ｌｉｄ

ａｅ

猫
属

Ｆｅ
ｌｉｓ

５６
荒

漠
猫

Ｆｅ
ｌｉｓ

ｂｉ
ｅｔｉ

Ｄｂ
√

ＶＵ
ＣＲ

Ⅱ
一

级
Ｌ

Ｌ
Ｌ

Ｌ
Ｌ

Ｌ
Ｌ

Ｌ
Ｌ

Ｌ

５７
野

猫
Ｆｅ
ｌｉｓ

ｓｉｌ
ｖｅ
ｓｔｒ
ｉｓ

Ｏ
３

ＬＣ
ＥＮ

Ⅱ
二

级
Ｌ

Ｌ
Ｌ

猞
猁

属
Ｌｙ
ｎｘ

５８
猞

猁
Ｌｙ
ｎｘ

ｌｙ
ｎｘ

Ｃｅ
ＬＣ

ＥＮ
Ⅱ

二
级

Ｌ
Ｌ

Ｌ
Ｌ

Ｌ
Ｌ

Ｌ
Ｌ

Ｌ
Ｌ

兔
狲

属
Ｏｔ
ｏｃ
ｏｌ
ｏｂ
ｕｓ

５９
兔

狲
Ｏｔ
ｏｃ
ｏｌ
ｏｂ
ｕｓ

ｍ
ａｎ
ｕｌ

Ｄａ
ＬＣ

ＥＮ
Ⅱ

二
级

Ｌ
Ｌ

Ｌ
Ｌ

Ｌ
Ｌ

Ｌ

豹
属

Ｐａ
ｎｔ
ｈｅ
ｒａ

６０
雪

豹
Ｐａ

ｎｔ
ｈｅ
ｒａ

ｕｎ
ｃｉａ

Ｐｗ
ＶＵ

ＥＮ
Ⅰ

一
级

Ｌ
Ｌ

Ｌ
ＬＳ

ＬＳ
Ｌ

ＬＳ

豹
猫

属
Ｐｒ
ｉｏ
ｎａ
ｉｌｕ

ｒｕ
ｓ

６１
豹

猫
Ｐｒ
ｉｏ
ｎａ
ｉｌｕ

ｒｕ
ｓｂ

ｅｎ
ｇａ
ｌｅｎ

ｓｉｓ
Ｗ
ｅ

ＬＣ
ＶＵ

Ⅱ
二

级
Ｌ

Ｌ
Ｌ

Ｌ
Ｌ

Ｌ

犬
科

Ｃａ
ｎｉ
ｄａ

ｅ

犬
属

Ｃａ
ｎｉ
ｓ

６２
狼

Ｃａ
ｎｉ
ｓｌ
ｕｐ
ｕｓ

Ｃｈ
ＬＣ

ＮＴ
Ⅱ

二
级

Ｌ
Ｌ

Ｌ
Ｌ

Ｌ
ＬＳ

Ｌ
Ｌ

Ｌ
ＬＳ

豺
属

Ｃｕ
ｏｎ

６３
豺

Ｃｕ
ｏｎ

ａｌ
ｐｉ
ｎｕ
ｓ

Ｗ
ｅ

ＥＮ
ＥＮ

Ⅱ
一

级
Ｌ

Ｌ
Ｌ

ＬＳ
Ｌ

狐
属

Ｖｕ
ｌｐ
ｅｓ

６４
沙

狐
Ｖｕ

ｌｐ
ｅｓ

ｃｏ
ｒｓａ

ｃ
Ｄｋ

ＬＣ
ＮＴ

二
级

Ｌ
Ｌ

Ｓ

６５
藏

狐
Ｖｕ

ｌｐ
ｅｓ

ｆｅｒ
ｒｉｌ
ａｔ
ａ

Ｐａ
ＬＣ

ＮＴ
二

级
Ｌ

Ｌ
Ｌ

Ｌ
ＬＳ

Ｌ
Ｓ

ＬＳ

６６
赤

狐
Ｖｕ

ｌｐ
ｅｓ

ｖｕ
ｌｐ
ｅｓ

Ｃｈ
ＬＣ

ＮＴ
二

级
Ｌ

ＬＳ
Ｌ

Ｌ
Ｌ

ＬＳ
ＬＳ

ＬＳ
Ｌ

ＬＳ

熊
科

Ｕｒ
ｓｉｄ

ａｅ

熊
属

Ｕｒ
ｓｕ
ｓ

６７
棕

熊
Ｕｒ
ｓｕ
ｓａ

ｒｃ
ｔｏ
ｓ

Ｃａ
ＬＣ

ＶＵ
Ⅰ

二
级

Ｌ
Ｌ

Ｌ
Ｌ

ＬＳ

鼬
科

Ｍ
ｕｓ
ｔｅ
ｌｉｄ

ａｅ

水
獭

属
Ｌｕ
ｔｒａ

６８
欧

亚
水

獭
Ｌｕ
ｔｒａ

ｌｕ
ｔｒａ

Ｕｈ
ＮＴ

ＥＮ
Ⅰ

二
级

Ｌ
Ｌ

狗
獾

属
Ｍ
ｅｌｅ

ｓ

６９
亚

洲
狗

獾
Ｍ
ｅｌｅ

ｓｌ
ｅｕ
ｃｕ
ｒｕ
ｓ

Ｕｈ
ＬＣ

ＮＴ
Ｌ

Ｌ
Ｌ

Ｌ
Ｌ

Ｌ
Ｌ

Ｌ
Ｌ

ＬＳ

貂
属

Ｍ
ａｒ
ｔｅｓ

７０
黄

喉
貂

Ｍ
ａｒ
ｔｅｓ

ｆｌａ
ｖｉｇ

ｕｌ
ａ

Ｗ
ｅ

ＬＣ
ＶＵ

Ⅲ
二

级
Ｌ

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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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
表

编
号

Ｎｕ
ｍｂ

ｅｒ

分
类

地
位

及
中

文
名

Ｃｌ
ａｓ
ｓｉｆ

ｉｃａ
ｔｉｏ

ｎ
ｓｔａ

ｔｕｓ
ａｎ

ｄ
Ｃｈ

ｉｎｅ
ｓｅ

ｎａ
ｍｅ

学
名

Ｓｃ
ｉｅｎ

ｔｉｆ
ｉｃ

ｎａ
ｍｅ

分
布

型
１

Ｄｉ
ｓｔｒ

ｉｂｕ
ｔｉｏ

ｎ
ｔｙｐ

ｅ

中
国

特
有

种
２

Ｅｎ
ｄｅ

ｍｉ
ｃ
ｓｐ
ｅｃ
ｉｅｓ

ｔｏ
ｃｈ

ｉｎａ
ＩＵ

ＣＮ
３

红
色

名
录

４

Ｒｅ
ｄ
Ｌｉ
ｓｔ

ＣＩ
ＴＥ

Ｓ附
录

５

ＣＩ
ＴＥ

Ｓ
ａｐ

ｐｅ
ｎｄ

ｉｘ

保
护

等
级

６

Ｐｒ
ｏｔｅ

ｃｔｉ
ｖｅ

ｃｌａ
ｓｓ

西
宁

海
东

海
北

海
西

大
通

７
乐

都
民

和
互

助
海

晏
祁

连
刚

察
门

源
德

令
哈

天
峻

７１
石

貂
Ｍ
ａｒ
ｔｅｓ

ｆｏ
ｉｎ
ａ

Ｕ
ＬＣ

ＥＮ
Ⅲ

二
级

Ｌ
Ｌ

Ｌ
Ｌ

Ｌ
Ｌ

Ｌ
Ｌ

Ｌ
ＬＳ

鼬
属

Ｍ
ｕｓ
ｔｅｌ
ａ

７２
香

鼬
Ｍ
ｕｓ
ｔｅｌ
ａ
ａｌ
ｔａ
ｉｃａ

Ｏ
ＮＴ

ＮＴ
Ⅲ

Ｌ
Ｌ

Ｌ
Ｌ

Ｌ
Ｌ

Ｌ
Ｌ

Ｌ
Ｌ

７３
艾

鼬
Ｍ
ｕｓ
ｔｅｌ
ａ
ｅｖ
ｅｒ
ｓｍ

ａｎ
ｉｉ

Ｕｆ
ＬＣ

ＶＵ
Ｌ

Ｌ
Ｌ

Ｌ
Ｌ

Ｌ
Ｌ

Ｌ
Ｌ

Ｌ

７４
黄

鼬
Ｍ
ｕｓ
ｔｅｌ
ａ
ｓｉｂ

ｉｒｉ
ｃａ

Ｕｈ
ＬＣ

ＬＣ
Ⅲ

ＬＳ
Ｌ

Ｌ
Ｌ

Ｓ

虎
鼬

属
Ｖｏ
ｒｍ

ｅｌａ

７５
虎

鼬
Ｖｏ
ｒｍ

ｅｌａ
ｐｅ
ｒｅ
ｇｕ
ｓｎ
ａ

Ｄ
ＶＵ

ＥＮ
Ｌ

　
　

１：
即

《中
国

动
物

地
理

》（
２０

１１
），

表
中

：Ｃ
全

北
型

：ａ
寒

带
⁃寒

温
带

（苔
原

带
⁃针

叶
林

带
）；

ｄ
温

带
（落

叶
阔

叶
林

带
⁃草

原
耕

作
景

观
）；

ｅ
北

方
湿

润
⁃半

湿
润

带
；ｈ

温
带

为
主

，延
伸

至
热

带
（欧

亚
温

带
⁃热

带
型

）；
Ｄ

中
亚

型
（分

布
于

中
亚

温
带

干
旱

区
）：

ａ
塔

里
木

⁃准
噶

尔
及

附
近

地
区

；ｂ
塔

里
木

为
主

及
附

近
地

区
；ｃ

准
噶

尔
为

主
及

附
近

地
区

；ｄ
阿

拉
善

为
主

；ｅ
塔

里
木

⁃准
噶

尔
及

附
近

地
区

、塔
里

木
为

主
及

附
近

地
区

、柴
达

木
、青

海
湖

盆
地

地
区

；ｇ
塔

里
木

⁃准
噶

尔
及

附
近

地
区

、柴
达

木
、青

海
湖

盆

地
地

区
；ｋ

阿
尔

泰
山

地
及

附
近

地
区

、塔
城

一
带

；ｎ
内

蒙
古

及
蒙

古
草

原
为

主
；Ｅ

季
风

区
型

（主
要

分
布

于
东

部
湿

润
地

区
）：

ｂ
包

括
乌

苏
里

，延
伸

至
朝

鲜
及

俄
罗

斯
远

东
地

区
；ｇ

包
括

乌
苏

里
及

朝
鲜

；Ｈ
喜

马
拉

雅
⁃横

断
山

区
型

：ｂ
喜

马
拉

雅
及

附
近

山

地
；ｃ

横
断

山
为

主
；ｍ

横
断

山
及

喜
马

拉
雅

（南
坡

为
主

）；
Ｏ

不
易

归
类

的
分

布
型

：３
地

中
海

附
近

⁃中
亚

、东
亚

；Ｐ
高

地
型

（分
布

于
青

藏
高

原
）：

ａ
包

括
附

近
山

地
；ｂ

羌
塘

、大
湖

区
；ｃ

青
藏

高
原

东
部

；ｆ
青

藏
高

原
东

北
部

；ｗ
包

括
天

山
、横

断
山

中
部

及
附

近
山

地
；Ｕ

古
北

型
：ｂ

寒
温

带
⁃中

温
带

（针
叶

林
带

⁃森
林

草
原

带
）；

ｃ
寒

温
带

（针
叶

林
带

）为
主

；ｅ
北

方
湿

润
⁃半

湿
润

带
；ｆ

中
温

带
为

主
；ｈ

温
带

为
主

，延
伸

至
热

带
（欧

亚
温

带
⁃热

带
型

）；
Ｗ

东
洋

型
（包

括
少

数
旧

热
带

型
或

全
球

热
带

⁃温
带

型
）：

ｅ
热

带
⁃

温
带

；Ｘ
东

北
⁃华

北
型

；

２：
表

中
√

为
中

国
特

有
种

３：
即

《Ｉ
ＵＣ

Ｎ
濒

危
物

种
红

色
名

录
》，

此
表

引
用

数
据

为
２０

２２
年

２月
版

，表
中

ＮＥ
为

未
予

评
估

，Ｄ
Ｄ

为
数

据
缺

乏
，Ｌ

Ｃ
为

无
危

，Ｎ
Ｔ
为

近
危

，Ｖ
Ｕ

为
易

危
，Ｅ

Ｎ
为

濒
危

，Ｃ
Ｒ

为
极

危
；

４：
即

《中
国

生
物

多
样

性
红

色
名

录
：脊

椎
动

物
》，

表
中

ＮＥ
为

未
予

评
估

，Ｄ
Ｄ

为
数

据
缺

乏
，Ｌ

Ｃ
为

无
危

，Ｎ
Ｔ
为

近
危

，Ｖ
Ｕ

为
易

危
，Ｅ

Ｎ
为

濒
危

，Ｃ
Ｒ

为
极

危
，Ｅ

Ｗ
为

野
外

灭
绝

；

５：
即

《濒
危

野
生

动
植

物
种

国
际

贸
易

公
约

附
录

Ⅰ
、附

录
Ⅱ

和
附

录
Ⅲ

》，
此

表
引

用
数

据
为

２０
２３

年
２月

版
，表

中
Ⅰ

为
附

录
Ⅰ

，Ⅱ
为

附
录

Ⅱ
，Ⅲ

为
附

录
Ⅲ

；

６：
即

《国
家

重
点

保
护

野
生

动
物

名
录

》，
此

表
引

用
数

据
为

２０
２１

年
２月

版
，表

中
一

级
为

国
家

一
级

保
护

野
生

动
物

，二
级

为
国

家
二

级
保

护
野

生
动

物
；

７：
Ｌ：

仅
为

文
献

记
录

；Ｓ
：仅

为
野

外
调

查
发

现
；Ｌ

Ｓ：
文

献
及

野
外

调
查

均
有

记
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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