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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神仙山自然保护区兽类资源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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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２００８年６月、１０月，２００９年４月、５月和２０１４年５月、６月，对四川神仙山自然保护区的兽类资源进行了调
查。调查并结合历史文献，确认保护区有兽类６目２０科５６种；其中，东洋界种类有２５种，古北界种类有２８种，广
布种３种。保护区分布有国家级保护动物２４种，其中国家Ⅰ级保护动物有林麝、高山麝、白唇鹿、雪豹、豹５种；国
家Ⅱ级保护动物１９种。保护区有我国特有或主要分布于我国的特有兽类２５种，有５个兽类物种值得关注，它们是
林麝、高山麝、大绒鼠、青海松田鼠和山东小麝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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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川神仙山自然保护区始建于 ２００１年，２００２
年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人民政府以甘府［２００２］

９２号文批准其晋升为州级自然保护区，同年升为省
级自然保护区。保护区总面积３９１１４ｈｍ２，其中，核



心区面积１６７４１ｈｍ２，缓冲区面积６６５２ｈｍ２，实验区
面积１５７２１ｈｍ２。其主要保护对象是高寒湿地生态
系统、高寒山地垂直生态系统和高山麝、猞猁等珍稀

野生动物及其栖息地。保护区自成立以来，对于四

川神仙山自然保护区的兽类资源未曾做过系统的调

查。２００８年６月、１０月，２００９年４月、５月和２０１４
年５月、６月对四川神仙山自然保护区的兽类资源
进行了细致调查，今将调查结果报告如下：

１　自然概况

四川神仙山自然保护区地处横断山脉中段，青

藏高原东南缘，地理坐标介于东经１００°４３′１０．５″～
１００°５７′２５″，北纬２９°３７′１２．５″～２９°５３′５７．５″之间。
行政区划隶属于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雅江县德差

乡、西 俄 洛 乡 和 麻 郎 措 乡。保 护 区 总 面 积

３９１１４ｈｍ２，最低海拔３０６０ｍ（位于保护区东南部
的果隆

&

沟沟口附近），最高海拔５１００ｍ（位于保护
区东部斋隆沟沟尾山脊），相对高差为２０４０ｍ。保
护区南北最宽距离 ２３０８ｋｍ，东西最长距离
３０９２ｋｍ。保护区是以高寒湿地生态系统、高寒山
地垂直生态系统和高山麝、猞猁等珍稀野生动物及

其栖息地为主要保护对象的自然生态系统类型的自

然保护区。

保护区年平均气温为 ２℃ ～１０℃，最低气温
－６５℃，最高气温 １４８℃，０℃ 以上年积温为
３９８９℃，１０℃以上年积温３０９８℃；区内年平均降水
量约７０５ｍｍ；年平均相对湿度为５３％；年降雨主要
集中在５月 ～１０月（其中６月 ～９月为最多），这６
个月内的降雨量占全年降雨量的９４％，形成明显的
干湿季节；区内日照多、辐射强、空气透明度好，平均

年日照时数为２３１９ｈ；区内年太阳辐射量为
１４６４４ｋａｌ·ｃｍ－２；区内无霜期短，仅１８８ｄ。

保护区内河流羽状分布，属雅砻江水系。河流

通过霍曲河和西俄洛河注入雅砻江。区内高寒湖泊

数量极多，有高寒湖泊６６个，它们零散或集中分布
于保护区中部高原面上。

保护区土壤类型有高原潮土、山地棕壤、山地暗

棕壤、亚高山草甸土和高山草甸土等５类。
保护区植被类型包括寒温性常绿与落叶针叶

林、针阔叶混交林、常绿硬叶林、寒温性常绿针叶灌

丛、常绿革叶灌丛、常绿硬叶灌丛、温性落叶阔叶灌

丛、草甸、高山流石滩植被和水生植被等１０种类型。

２　研究方法

四川神仙山自然保护区大、中型兽类采用样线

法进行调查，调查时２人 ～３人一组。从低海拔到
高海拔穿越不同的生境类型，观察样线上动物留下

的痕迹，如食迹、足迹、粪便、皮毛、爪痕等。发现国

家Ⅰ、Ⅱ级重点保护动物时，用 ＧＰＳ进行定位。此
外，对部分大、中型兽类采用访问法调查，主要是访

问对兽类有一定识别经验的老猎人以及保护区经常

巡护的工作人员，对照兽类原色图鉴或动物实体照

片判定兽类物种。

小型兽类（包括鼠兔类、食虫类、啮齿类）用样

方法进行调查，通过铗夜法进行调查。铗距５ｍ左
右，行距２０ｍ左右，在遇有鼠洞的地方置铗位置略
有偏移，诱饵为玉米粒、花生粒；对食虫类采用陷阱

的方法进行调查。将采集的标本用灭害灵杀灭体表

寄生虫，测量、记录小型兽类的外形量度数据，标本

保存于７％～９％的福尔马林溶液中。闙?类物种
鉴定参照 Ｈｏｆｆｍａｎ（１９８７）；鼠兔类物种鉴定参照冯
祚建，郑昌琳（１９８５）；仓鼠科及其它类群物种鉴定
参照ＳｍｉｔｈａｎｄＸｉｅ（２００８）；王酉之，胡锦矗（１９９９）
及罗泽询等（２０００）。

布设并实施大、中型兽类调查样线５６条，样线
涵盖保护区各种生境类型。小型兽类调查样方 ９
个，下铗４５５个，收铗４４５个，捕获小型兽类标本９７
号，捕获率为 ２１１０％。布设陷阱 ４５桶次，捕获食
虫类标本１号，捕获率２２２％。

３　结果

３１　物种构成
根据野外调查结果并结合历史文献（施白南，

赵尔宓，１９８２；胡锦矗，王酉之，１９８４；王酉之，胡锦
矗，１９９９；张荣祖，１９９７；胡锦矗，胡杰，２００７），按照
ＷｉｌｓｏｎａｎｄＲｅｅｄｅｒ（２００５）分类体系，确认四川神仙
山自然保护区有兽类６目２０科５６种，结果见表１。

从表１可以看出，从目的组成来看，食肉目数量
最多，有２０种，其次啮齿目和偶蹄目，分别有１６种
和１１种，兔形目、闙形目和灵长目种类较少，分别有
４种、３种和２种。

从科的组成来看，鼬科和猫科数量最多，有 ７
种，其次是鼠科，有６种，牛科和鹿科各４种，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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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犬科、仓鼠科、鼠兔科和松鼠科各３种，菊头蝠
科、猴科、猫科、牛科、鼯鼠科和鼠兔科各３种，熊科、

麝科和鹿科各２种，小熊猫科、猪科、鼯鼠科、鼹形鼠
科、林跳鼠科、豪猪科和兔科各１种。

表１ 四川神仙山自然保护区兽类名录

序号 兽类名称 区系 分布型 保护级别 特有种 数据来源

　 一、闙形目 ＳＯＲＩＣＯＭＯＲＰＨＡ 　 　 　 　 　
（一）闙?科 Ｓｏｒｉｃｉｄａｅ

１ 纹背闙? Ｓｏｒｅｘｃｙｌｉｎｄｒｉｃａｕｄａ 东 Ｈ Ｔ 调查

２ 云南闙? Ｓｏｒｅｘｅｘｃｅｌｓｕｓ 东 Ｈ 调查

３ 山东小麝闙 Ｃｒｏｃｉｄｕｒａｓｈａｎｔｏｎｇｅｎｓｉｓ 广 Ｏ 调查

二、灵长目ＰＲＩＭＡＴＥＳ
（二）猴科 Ｃｅｒｃｏｐｉｔｈｅｃｉｄａｅ

４ 猕猴 Ｍａｃａｃａｍｕｌａｔｔａ 东 Ｗ Ⅱ 调查

５ 藏酋猴 Ｍａｃａｃａｔｈｉｂｅｔａｎａ 东 Ｓ Ⅱ Ｔ 资料

三、食肉目ＣＡＲＮＩＶＯＲＡ
（三）犬科 Ｃａｎｉｄａｅ

６ 豺 Ｃｕｏｎａｌｐｉａｕｓ 东 Ｗ Ⅱ 调查

７ 狼 Ｃａｎｉｓｌｕｐｕｓ 古 Ｃ 调查

８ 藏狐 Ｖｕｌｐｅｓｆｅｒｒｉｌａｔａ 古 Ｐ 调查

（四）熊科 Ｕｒｓｉｄａｅ
９ 黑熊 Ｕｒｓｕｓｔｈｉｂｅｔａｎｕｓ 古 Ｅ Ⅱ 调查

１０ 马熊 Ｕｒｓｕｓａｒｃｔｏｓ 古 Ｃ Ⅱ 调查

（五）小熊猫科 Ａｉｌｕｒｉｄａｅ
１１ 小熊猫 Ａｉｌｕｒｕｓｆｕｌｇｅｎｓ 东 Ｈ Ⅱ Ｚ 资料

（六）鼬科 Ｍｕｓｔｅｌｉｄａｅ
１２ 石貂 Ｍａｒｔｅｓｆｏｉｎａ　 古 Ｕ Ⅱ 资料

１３ 黄喉貂 Ｍａｒｔｅｓｆｌａｖｉｇｕｌａ　 东 Ｗ Ⅱ 孙科

１４ 伶鼬 Ｍｕｓｔｅｌａｎｉｖａｌｉｓ　 古 Ｕ 资料

１５ 香鼬 Ｍｕｓｔｅｌａａｌｔａｉｃａ 广 Ｏ 调查

１６ 狗獾 Ｍｅｌｅｓｍｅｌｅｓ　 古 Ｕ 调查

１７ 猪獾 Ａｒｃｔｏｎｙｘｃｏｌｌａｒｉｓ 东 Ｗ 调查

１８ 小爪水獭 Ａｏｎｙｘｃｉｎｅｒｅａ　 东 Ｗ Ⅱ 资料

（七）猫科 Ｆｅｌｉｄａｅ
１９ 金猫 Ｃａｔｏｐｕｍａｔｅｍｍｉｎｃｋｉ 东 Ｗ Ⅱ 调查

２０ 漠猫 Ｆｅｌｉｓｂｉｅｔｉ　 古 Ｄ Ⅱ 资料

２１ 兔狲 Ｆｅｌｉｓｍａｎｕｌ　 古 Ｄ Ⅱ 资料

２２ 豹猫 Ｐｒｉｏｎａｉｌｕｒｕｓｂｅｎｇａｌｅｎｓｉｓ　 东 Ｗ 调查

２３ 猞猁 Ｌｙｎｘｌｙｎｘ　 古 Ｃ Ⅱ 调查

２４ 雪豹 ＰａｎｔｈｅｒａＵｎｉｃａ　 古 Ｉ Ⅰ Ｚ 资料

２５ 豹 Ｐａｎｔｈｅｒａｐａｒｄｕｓ　 广 Ｏ Ⅰ 调查

四、偶蹄目ＡＲＴＩＯＤＡＣＴＹＬＡ
（八）猪科 Ｓｕｉｄａｅ

２６ 野猪 Ｓｕｓｓｃｒｏｆａ 古 Ｕ 调查

（九）麝科 Ｍｏｓｃｈｉｄａｅ
２７ 林麝 Ｍｏｓｃｈｕｓｂｅｒｅｚｏｖｓｋｉｉ 东 Ｓ Ⅰ Ｔ 调查

２８ 高山麝 Ｍｏｓｃｈｕｓｃｈｒｙｓｏｇａｓｔｅｒ 古 Ｐ Ⅰ Ｔ 调查

（十）鹿科 Ｃｅｒｖｉｄａｅ
２９ 毛冠鹿 Ｅｌａｐｈｏｄｕｓｃｅｐｈａｌｏｐｈｕｓ 东 Ｓ Ｚ 调查

３０ 水鹿 Ｒｕｓａｕｎｉｃｏｌｏｒ　 东 Ｗ Ⅱ 调查

３１ 白臀鹿 Ｃｅｒｖｕｓｅｌａｐｈｕｓｍａｃｎｅｉｌｌｉ 古 Ｃ Ⅱ 资料

３２ 白唇鹿 Ｐｒｚｅｗａｌｓｋｉｕｍａｌｂｉｒｏｓｔｒｉｓ　 古 Ｐ Ⅰ Ｔ 调查

（十一）牛科 Ｂｏｖｉｄａｅ
３３ 藏原羚 Ｐｒｏｃａｐｒａｐｉｃｔｉｃａｕｄａｔａ　 古 Ｐ Ⅱ Ｚ 资料

３４ 鬣羚 Ｃａｐｒｉｃｏｒｎｉｓｍｉｌｎｅｅｄｗａｒｄｉｉ 东 Ｗ Ⅱ Ｚ 调查

３５ 斑羚 Ｎａｅｍｏｒｈｅｄｕｓｇｒｉｓｅｕｓ 古 Ｅ Ⅱ 调查

３６ 岩羊 Ｐｓｅｕｄｏｉｓｎａｙａｕｒ　 古 Ｐ Ⅱ Ｚ 调查

五、啮齿目 ＲＯＤＥＮＴＩＡ
（十二）松鼠科 Ｓｃｉｕｒｉｄａｅ

３７ 喜马拉雅旱獭 Ｍａｒｍｏｔａｈｉｍａｌａｙａｎａ　 古 Ｐ Ｚ 调查

３８ 西伯利亚花鼠 Ｔａｍｉａｓｓｉｂｉｒｉｃｕｓ 古 Ｕ 调查

３９ 珀氏长吻松鼠 Ｄｒｅｍｏｍｙｓｐｅｒｎｙｉ 东 Ｓ Ｚ 调查

（十三）鼯鼠科 Ｐｅｔａｕｒｉｓｔｉｄａｅ
４０ 红白鼯鼠 Ｐｅｔａｕｒｉｓｔａａｌｂｏｒｕｆｕｓ　 东 Ｗ 资料

４５ 　　 四　川　林　业　科　技 ３７卷



　　（续表１）
序号 兽类名称 区系 分布型 保护级别 特有种 数据来源

（十四）鼠科 Ｍｕｒｉｄａｅ
４１ 龙姬鼠 Ａｐｏｄｅｍｕｓｄｒａｃｏ　 东 Ｓ Ｚ 调查

４２ 大耳姬鼠 Ａｐｏｄｅｍｕｓｌａｔｒｏｎｕｍ 东 Ｈ Ｔ 调查

４３ 大林姬鼠 Ａｐｏｄｅｍｕｓｐｅｎｉｎｓｕｌａｅ　 古 Ｘ Ｚ 调查

４４ 川西白腹鼠 Ｎｉｖｉｖｅｎｔｅｒｅｘｃｅｌｓｉｏｒ　 东 Ｗ 调查

４５ 安氏白腹鼠 Ｎｉｖｉｖｅｎｔｅｒａｎｄｅｒｓｏｎｉ 东 Ｈ 调查

４６ 社鼠 Ｎｉｖｉｖｅｎｔｅｒｃｏｎｆｕｃｉａｎｕｓ　 东 Ｗ 调查

（十五）仓鼠科 Ｃｒｉｃｅｔｉｄａｅ
４７ 大绒鼠 Ｅｏｔｈｅｎｏｍｙｓｍｉｌｅｔｕｓ　 东 Ｙ Ｔ 调查

４８ 青海松田鼠 Ｎｅｏｄｏｎｆｕｓｃｕｓ　 古 Ｐ Ｔ 调查

４９ 高原松田鼠 Ｎｅｏｄｏｎｉｒｅｎｅ　 古 Ｐ Ｚ 调查

（十六）鼹形鼠科 Ｓｐａｌａｃｉｄａｅ
５０ 中华鼢鼠 Ｍｙｏｓｐａｌａｘｆｏｎｔａｎｉｅｒｉｉ　 古 Ｂ Ｔ 调查

（十七）林跳鼠科 Ｚａｐｏｄｉｄａｅ
５１ 四川林跳鼠 Ｅｏｚａｐｕｓｓｅｔｃｈｕａｎｕｓ　 古 Ｐ Ｔ 调查

（十八）豪猪科 Ｈｙｓｔｒｉｃｉｄａｅ
５２ 豪猪 Ｈｙｓｔｒｉｘｂｒａｃｈｙｕｒａ 东 Ｗ 调查

六、兔形目 ＬＡＧＯＭＲＰＨＡ
（十九）兔科 Ｌｅｐｏｒｉｄａｅ

５３ 灰尾兔 Ｌｅｐｕｓｏｉｏｓｔｏｌｕｓ 古 Ｐ Ｚ 调查

（二十）鼠兔科 Ｏｃｈｏｔｏｎｉｄａｅ
５４ 川西鼠兔 Ｏｃｈｏｔｏｎａｇｌｏｖｅｒｉ 古 Ｐ Ｔ 调查

５５ 藏鼠兔 Ｏｃｈｏｔｏｎａｔｈｉｂｅｔａｎａ　 东 Ｈ Ｔ 调查

５６ 间颅鼠兔 Ｏｃｈｏｔｏｎａｃａｎｓｕｓ　 古 Ｐ 　 Ｚ 调查

注：区系：东：东洋界，古：古北界，广：广布种；分布型：Ｃ全北型，Ｕ古北型，Ｐ／Ｉ高地型，Ｅ季风型，Ｈ喜马拉雅－横断山型，Ｓ南中国型，Ｗ东洋
型，Ｂ华北型，Ｄ中亚型，Ｙ云贵高原型，Ｘ东北－华北型，Ｏ不易归类型；保护级别：Ⅰ＿国家Ⅰ级保护动物；Ⅱ＿国家Ⅱ级保护动物；特有种：
Ｚ：主要分布于我国，Ｔ：中国特有；ＣＩＴＥＳ－２０１１：《濒危野生动植物种国际贸易公约》；ＩＵＣＮ（国际保护联盟）：ＥＮ＿濒危；ＶＵ＿易危；ＮＴ＿近危；
ＬＲ／ｌｃ＿低危／需予关注；ＬＲ／ｎｔ＿低危／接近受危；ＬＣ／ｃｄ＿低危／依赖保护；ＤＤ－数据缺乏。

３．２　区系组成
根据中国动物地理区划（张荣祖，１９９９），四川

神仙山自然保护区位于东洋界西南区西南山地亚

区，在位置上处于东洋界和古北界的分界线偏东洋

界。根据张荣祖区划（１９９９），神仙山自然保护区分
布的５６种兽类，其中古北界物种有２８种，东洋界有
２５种，不易归类的广布种 ３种，分别占 ５０００％、
４４６４％和５３６％。保护区古北界物种和东洋界物
种均丰富，保护区虽位置上属于东洋界，但由于平均

海拔超过３０００ｍ，因此，古北界物种稍占优势，保护
区内另分布有少量广布种。

四川神仙山自然保护区兽类有 １２个分布型
（张荣祖，１９９９）。属于“全北型”有４种，狼、马熊、
猞猁和白臀鹿；“古北型”有 ５种，分别是石貂、伶
鼬、西伯利亚花鼠、狗獾和野猪；“高地型”１３种，包
括高山麝、间颅鼠兔、雪豹和川西鼠兔等；“东北 －
华北型”１种，大林姬鼠；“云贵高原型”１种，大绒
鼠；“华北型”１种，中华鼢鼠；“中亚型”２种，漠猫和
兔狲。上述７个分布型属于北方兽类。

南方种类有４个分布型。“南中国型”５种，它
们是藏酋猴、林麝、毛冠鹿、珀氏长吻松鼠和龙姬鼠；

“东洋型”１３种，它们是猕猴、豺、黄喉貂、猪獾、小爪
水獭、豹猫、金猫、水鹿、鬣羚、社鼠、川西白腹鼠、红

白鼯鼠、豪猪；“喜马拉雅 －横段山区型”６种，分别
是纹背闙?、云南闙?、小熊猫、大耳姬鼠、安氏白腹

鼠和藏鼠兔；“季风型”２种，即黑熊和斑羚。
另有３种属于“不易归类”的广布种，包括山东

小麝闙、香鼬和豹等。

从分布型来看，神仙山自然保护区的兽类以东

洋型和高地型为多，均为 １３种，占有分布兽类
２３２１％；其次是喜马拉雅 －横断山区型 ６种，占
１０７１％；南中国型和古北型 ５种，占 ７６９％；全北
型４种，占７１４％。上述分布型动物占保护区有分
布兽类总数的８２１４％，构成了保护区兽类区系的
主体。

３．３　珍稀特有兽类
保护区分布的５６种兽类中，属于国家级保护动

物有２４种，占保护区有分布兽类的４２８６％，所占
比例高，说明保护区兽类种类虽然不多，但珍稀性突

出，保护价值大。其中有５种为国家Ⅰ级保护动物，
它们是白唇鹿、林麝、高山麝、雪豹和豹。国家Ⅱ级
保护动物有１９种，包括猕猴、藏酋猴、豺、黑熊、马
熊、小熊猫、石貂、黄喉貂、小爪水獭、金猫、漠猫、兔

狲、猞猁、水鹿、白臀鹿、藏原羚、鬣羚、斑羚和岩羊。

保护区有分布的 ５６种兽类中，列入 ＣＴＩＥＳ－
２０１１名录１９种，其中附录Ⅰ８种，包括黑熊、马熊、

５５４期 张　惠，等：四川神仙山自然保护区兽类资源调查 　　



小熊猫、金猫、雪豹、豹、斑羚、鬣羚；附录Ⅱ１１种，它
们是猕猴、藏酋猴、豺、狼、小爪水獭、漠猫、豹猫、猞

猁、林麝和高山麝；列入 ＩＵＣＮ－２００３名录２５种，属
于ＥＮ＿濒危有纹背闙?、小熊猫、豹和雪豹４种；ＶＵ
＿易危有豺、黑熊、金猫、漠猫、白唇鹿、鬣羚、四川林
跳鼠和豪猪 ８种；ＮＴ＿近危的有兔狲和猞猁 ２种；
ＬＲ／ｎｔ＿低危／接近受危有猕猴、小爪水獭、高山麝、林
麝、斑羚、岩羊和青海松田鼠７种；ＬＲ／ｃｄ＿低危／依
赖保护有臧酋猴１种；ＤＤ＿数据缺乏不适于评估有
云南闙?、白臀鹿和毛冠鹿３种。

保护区分布有我国特有或主要分布于我国的兽

类特有种２５种，约占４４．６４％。其中１２种属于我
国特有，它们是纹背闙?、藏酋猴、林麝、高山麝、白

唇鹿、大耳姬鼠、大绒鼠、青海毛脚鼠、中华鼢鼠、四

川林跳鼠、川西鼠兔和藏鼠兔等。主要分布于我国

的兽类１３种，它们是小熊猫、雪豹、毛冠鹿、藏原羚、
鬣羚、岩羊、喜马拉雅旱獭、珀氏长吻松鼠、龙姬鼠、

大林姬鼠、高原松田鼠、灰尾兔和间颅鼠兔。

４　值得关注的物种

本次调查发现了３个感兴趣的小型兽类物种。
其一是在海拔３９５０ｍ的德差乡德差村采集到２号
青海松田鼠（Ｎｅｏｄｏｎｆｕｓｃｕｓ）标本。青海松田鼠原归
于田鼠属（Ｍｉｃｒｏｔｕｓ）（王酉之，胡锦矗，１９９９），经分
子生物学证实其属于松田鼠属（Ｎｅｏｄｏｎ）（Ｌｉｕｅｔ
ａｌ．，２０１２），青海松田鼠在四川仅发现于甘孜州石渠
县，国内分布于青海（张荣祖，１９９７），青海松田鼠在
雅江的发现说明它的分布是断裂分布的，其栖息地

呈岛屿状孤立分布。本次采集的标本相较于石渠标

本，其个体明显偏小；第２个物种是在海拔３６８０ｍ
的灌丛生境中捕获的山东小麝闙（Ｃｒｏｃｉｄｕｒａｓｈａｎ
ｔｏｎｇｅｎｓｉｓ），山东小麝闙记载于云南、贵州、海南和台
湾（王应祥，２００３），通过分子生物学实验证实了其
在四川的分布。川东地区栖于室内及农田的北小麝

闙（Ｃｒｏｃｉｄｕｒａｓｕａｖｅｏｌｅｎｓ）（王酉之，胡锦矗，１９９９）个
体大小与山东小麝闙相近，但海拔差异大，其物种分

类地位需要进一步界定；第３个物种是海拔３６５０ｍ
的农耕地中采集的４号大绒鼠（Ｅｏｔｈｅｎｏｍｙｓｍｉｌｅｔｕｓ）
标本，这是迄今获得的（大）绒鼠（类）分布的最高记

录，其在雅江的分布也是一个岛屿状孤立分布。

其次，保护区麝类资源丰富。麝类动物在所有

动物的痕迹或实体中其发现率均高，远大于其它物

种痕迹的发现率；保护区对于林麝、高山麝及其它等

野生动物的保护卓有成效，保护区内大、中型野生动

物种类丰富，数量多，容易发现集群的野生动物活

动。即使在干扰较大的公路附近或林窗内高大乔木

下也常常能发现实体。从发现林麝和高山麝的痕迹

和实体位置和生境来看，高山麝分布的海拔相对要

高，针叶林和栎林（灌丛）中高山麝痕迹数量多，林

麝在海拔较低的针阔叶混交林中密度大。在２０１４
年的保护区林麝资源调查中发现，在不足８０ｍ２的
针叶林下有１８处高山麝的新鲜卧迹，卧穴内有脱落
的高山麝毛发，这个现象说明高山麝有集群休息现

象。

保护区林麝、高山麝容易观察到实体。建议在

保护区实验区开展林麝、高山麝生态观赏活动，将之

作为一个品牌进行打造，这既可以增加保护区的收

入，也可扩大保护区的知名度，同时还可以实现保护

区对公众进行野生动物保护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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