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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在收集四川省第二次湿地资源调查数据的基础上，２０１７年７月和８月，通过对甘孜州和阿坝州等川西高原
区域的现有草本沼泽湿地内野生脊椎动物进行的实地调查，确认了在川西高原草本沼泽湿地栖息的现有野生脊椎

动物种类（包含鱼类、两栖类和鸟类）。结果显示：鱼类１目两科２３种；两栖类１目３科５种；鸟类４目９科２６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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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川省湿地资源丰富，根据《全国湿地资源调
查技术规程》和《四川省第二次湿地资源调查工作

方案及实施细则》，湿地划分为５类３４型，四川湿地
有４类１６型。四川的天然湿地包括３类，即河流湿
地、湖泊湿地和沼泽湿地。其中沼泽湿地共分为藓

类沼泽、草本沼泽、灌丛沼泽、森林沼泽、沼泽化草

甸、地热湿地、淡水泉／绿洲湿地等７种湿地型，本次

研究涉及的湿地型属于沼泽湿地中的草本沼泽湿

地。四川的湿地主要集中在川西，包含甘孜州和阿

坝州。根据四川省第二次湿地资源调查成果显示，

全省的草本沼泽湿地总面积占全省整个沼泽湿地总

面积比例仅为０３１％。整个川西高原的沼泽湿地
面积合计 １１７３６８３０２ｈｍ２，占全省沼泽湿地总面
积的９９８０％，其中草本沼泽湿地在阿坝州和甘孜



州的分布面积分别占全省草本沼泽湿地总面积的

３２７１％和１４８５％。四川省的草本沼泽湿地总面
积为 ３６５９４８ｈｍ２，阿坝州共计草本沼泽湿地面积
为１１９７０８ｈｍ２，其中若尔盖１１２４６２ｈｍ２，小金县
７２４６ｈｍ２。甘孜州共计草本沼泽湿地面积为
５４３５２ｈｍ２，其中九龙县７３８３ｈｍ２，炉霍县２７７０４
ｈｍ２，白玉县１３２６１ｈｍ２，理塘县 ６００４ｈｍ２［８］。整
个川西高原上（甘孜州和阿坝州）的草本沼泽湿地

总面积为 １７４０６ｈｍ２。从全省的草本沼泽湿地分
布格局来看，川西高原的分布面积很小，根据“二

调”成果，草本沼泽湿地仅若尔盖被划为单独区划

湿地区，其余地区的草本沼泽湿地均被划为零星湿

地区［８］，这说明了川西高原分布的草本沼泽湿地呈

现少集中、多分散的特点。

目前国内 的 湿 地 脊 椎 动 物 调 查 报 道 较

多［８，１２～１５］，但专门针对某一种湿地形的脊椎动物调

查尚未见报道，本报告旨在现有资料的基础上，通过

２０１７年７月和８月的两次实地再调查，进一步明确
在沼泽湿地这一类湿地中草本沼泽湿地这一湿地型

在川西高原区域内，其野生脊椎动物的多样性现状。

具体研究内容报道如下。

１　研究方法

根据不同类群的脊椎动物采用不同的调查方

法。鱼类以渔获物法为主进行标本采集，两栖爬行

类采取样线和样方法相结合的方法进行调查，鸟类

采用样线法结合样点法的方式进行统计，兽类调查

方法以样线法进行统计。

调查中对现场能够确认的种类进行记录，不能

确认的种类拍照记录后，参照相应工具书或请教相

关领域的专家进行确认。其中鱼类网捕后现场确认

或拍照后查阅工具书确认，两栖爬行类进行现场确

认，对鸟种的确认通过望远镜观察、鸣声识别和相机

拍摄等方法进行，对兽类进行现场确认。

调查工具：网兜、奥林巴斯／尼康双筒望远镜、录
音笔等。

鉴别工具书：《四川两栖类原色图鉴》、《四川爬

行类原色图鉴》、《四川鸟类原色图鉴》、《四川兽类

原色图鉴》、《中国鸟类野外手册》、《中国鸟类图鉴》

便携版等。

另外，采用访问的方法对调查区域的野生脊椎

动物进行确认。

２　结果

通过调查，并结合以往调查资料，加上查阅文献

资料，最终确认川西高原地区草本沼泽湿地中栖息

的野生脊椎动物种类有鱼类２３种，两栖类５种和鸟
类２６种。各类物种组成见以下分述。
２．１　鱼类
２．１．１　种类组成

鱼类 １目两科 ２３种（见表 １）。均为鲤形目
（Ｃｙｐｒｉｎｉｆｏｒｍｅｓ）种类，包含鳅科（Ｎｅｍａｃｈｅｉｌｉｄａｅ）和
鲤科（Ｃｙｐｒｉｎｉｄａｅ），其中鳅科１２种，鲤科１１种（见表
２）。

表１ 川西高原草本沼泽湿地鱼类名录

Ｔａｂ．１　Ｔｈｅｌｉｓｔｏｆｆｉｓｈｅｓｉｎｍａｒｓｈｅｓａｎｄｗｅｔｌａｎｄｓｏｆｔｈｅ
ＷｅｓｔｅｒｎＳｉｃｈｕａｎＰｌａｔｅａｕ

中文名 拉丁名
保护
等级

特有
种

数据
来源

鲤形目 ＣＹＰＲＩＮＩＦＯＲＭＥＳ 　 　 　
　鳅科 Ｎｅｍａｃｈｅｉｌｉｄａｅ 　 　 　
东方高原鳅 Ｔｒｉｐｌｏｐｈｙｓａｏｒｉｅｎｔａｌｉｓ 　 Ｕ 调查

黑体高原鳅 Ｔｒｉｐｌｏｐｈｙｓａｏｂｓｃｕｒａ 　 Ｕ 调查

西昌高原鳅 Ｔｒｉｐｌｏｐｈｙｓａｘｉｃｈａｎｇｅｎｓｉｓ 四川省 Ｕ 调查

拟硬刺高原鳅 Ｔｒｉｐｌｏｐｈｙｓａｐｓｅｕｄｏｓｃｌｅｒｏｐｔｅｒａ Ｕ 调查

麻柯河高原鳅 Ｔｒｉｐｌｏｐｈｙｓａｍａｒｋｅｈｅｎｅｎｓｉｓ Ｕ 调查

短尾高原鳅 Ｔｒｉｐｌｏｐｈｙｓａｂｒｅｖｉｃａｕｄａ 　 Ｕ 调查

修长高原鳅 Ｔｒｉｐｌｏｐｈｙｓａｌｅｐｔｏｓｏｍａ 　 Ｕ 调查

黄河高原鳅 Ｔｒｉｐｌｏｐｈｙｓａｐａｐｐｅｎｈｅｉｍｉ 四川省 Ｕ 调查

斯氏高原鳅 Ｔｒｉｐｌｏｐｈｙｓａｓｔｏｌｉｃｚｋａｉ 　 调查

细尾高原鳅 Ｔｒｉｐｌｏｐｈｙｓａｓｔｅｎｕｒａ 　 调查

拟细尾高原鳅 Ｔｒｉｐｌｏｐｈｙｓａｐｓｅｕｄｏｓｔｅｎｕｒａ 　 Ｕ 调查

稻城高原鳅 Ｔｒｉｐｌｖｐｈｙｓａｄａｏｃｈｅｎｇｅｎｓｉｓ 　 Ｕ 调查

　鲤科 Ｃｙｐｒｉｎｉｄａｅ 　 　
长丝裂腹鱼 Ｓｃｈｉｚｏｔｈｏｒａｘｄｏｌｉｃｈｏｎｅｍａ 四川省 Ｕ 调查

四川裂腹鱼 Ｓｃｈｉｚｏｔｈｏｒａｘｋｏｚｌｏｖｉ 　 Ｕ 调查

短须裂腹鱼 Ｓｃｈｉｚｏｔｈｏｒａｘｗａｎｇｃｈｉａｃｈｉｉ 　 Ｕ 调查

裸腹叶须鱼 Ｐｔｙｃｈｏｂａｒｂｕｓｋａｚｎａｋｏｖｉ Ｕ 资料

厚唇裸重唇鱼 Ｇｙｍｎｏｄｉｐｔｙｃｈｕｓｐａｃｈｙｃｈｅｉｌｕｓ 　 Ｕ 调查

花斑裸鲤 Ｇｙｍｎｏｃｙｐｒｉｓｅｃｋｌｏｎｉ 　 Ｕ 调查

玉树裸裂尻鱼 Ｓｃｈｉｚｏｐｙｇｏｐｓｉｓｍａｌａｃａｎｔｈｕｓ 　 Ｕ 调查

大渡裸裂尻鱼 Ｓｃｈｉｚｏｐｙｇｏｐｓｉｓｃｈｅｎｇｉ 　 Ｕ 资料

黄河裸裂尻鱼 Ｓｃｈｉｚｏｐｙｇｏｐｓｉｓｐｙｌｚｏｖｉ 　 Ｕ 资料

骨唇黄河鱼 Ｃｈｕａｎｃｈｉａｌａｂｉｏｓａ 四川省 Ｕ 资料

极边扁咽齿鱼 Ｐｌａｔｙｐｈａｒｏｄｏｎｅｘｔｒｅｍｕｓ 四川省 Ｕ 资料

注：保护等级一栏中，四川省－四川省重点保护鱼类，特有种一栏中，Ｕ
－中国特有种。

表２　川西高原草本沼泽湿地鱼类目、科及物种组成
Ｔａｂ．２　Ｔｈｅｏｒｄｅｒ，ｆａｍｉｌｙａｎｄｓｐｅｃｉｅｓ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ｏｆｆｉ

ｓｈｅｓｉｎｍａｒｓｈｅｓａｎｄｗｅｔｌａｎｄｓｏｆｔｈｅＷｅｓｔｅｒｎＳｉ
ｃｈｕａｎＰｌａｔｅａｕ

目 科 物种数
占全部物种
数比例（％）

鲤形目ＣＹＰＲＩＮＩＦＯＲＭＥＳ鳅科Ｎｅｍａｃｈｅｉｌｉｄａｅ １２ ５２
鲤科Ｃｙｐｒｉｎｉｄａｅ １１ ４８

合计　　　　１ ２ ２３ １００．０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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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１．２　特有、保护及濒危鱼类
四川省重点保护鱼类共计５种，为西昌高原鳅

（Ｔｒｉｐｌｏｐｈｙｓａｘｉｃｈａｎｇｅｎｓｉｓ）、黄河高原鳅（Ｔｒｉｐｌｏｐｈｙｓａ
ｐａｐｐｅｎｈｅｉｍｉ）、长丝裂腹鱼（Ｓｃｈｉｚｏｔｈｏｒａｘｄｏｌｉｃｈｏｎｅ
ｍａ）、骨唇黄河鱼（Ｃｈｕａｎｃｈｉａｌａｂｉｏｓａ）、极边扁咽齿
鱼（Ｐｌａｌｙｐｈａｒｏｄｏｎｅｘｔｒｅｍｕｓ）。

中国特有鱼类共计２１种，除斯氏高原鳅和细尾
高原鳅外，其余均为中国特有鱼类。

根据《中国生物多样性红色名录 －脊椎动物卷
２０１５》，濒危种（ＥＮ）有黄河高原鳅、大渡裸裂尻鱼
（Ｓｃｈｉｚｏｐｙｇｏｐｓｉｓｃｈｅｎｇｉ）、骨唇黄河鱼和极边扁咽齿
鱼，易危种（ＶＵ）有长丝裂腹鱼、四川裂腹鱼（Ｓｃｈｉｚｏ
ｔｈｏｒａｘｋｏｚｌｏｖｉ）、裸腹叶须鱼（Ｐｔｙｃｈｏｂａｒｂｕｓｋａｚｎａｋｏ
ｖｉ）、厚唇裸重唇鱼（Ｇｙｍｎｏｄｉｐｔｙｃｈｕｓｐａｃｈｙｃｈｅｉｌｕｓ）、花
斑裸鲤（Ｇｙｍｎｏｃｙｐｒｉｓｅｃｋｌｏｎｉ）、玉树裸裂尻鱼（Ｓｃｈｉｚｏ
ｐｙｇｏｐｓｉｓｍａｌａｃａｎｔｈｕｓ）和黄河裸裂尻鱼（Ｓｃｈｉｚｏｐｙｇｏｐ
ｓｉｓｐｙｌｚｏｖｉ），近危种（ＮＴ）有西昌高原鳅，因数据缺乏
（ＤＤ）无法确定濒危等级的有黑体高原鳅（Ｔｒｉｐｌｏ
ｐｈｙｓａｏｂｓｃｕｒａ）、拟硬刺高原鳅（Ｔｒｉｐｌｏｐｈｙｓａｐｓｅｕｄｏ
ｓｃｌｅｒｏｐｔｅｒａ）、麻柯河高原鳅（Ｔｒｉｐｌｏｐｈｙｓａｍａｒｋｅｈｅｎｅｎ
ｓｉｓ）、短尾高原鳅（Ｔｒｉｐｌｏｐｈｙｓａｂｒｅｖｉｃａｕｄａ）、拟细尾高
原鳅（Ｔｒｉｐｌｏｐｈｙｓａｐｓｅｕｄｏｓｔｅｎｕｒａ），其余种类为无危
（ＬＣ）。
２．２　两栖类
２．２．１　种类组成及区系

两栖类１目 ３科 ５种（见表 ３）。均为无尾目
（Ａｎｕｒａ），其中蟾蜍科（Ｂｕｆｏｎｉｄａｅ）两种，西藏蟾蜍
（Ｂｕｆｏｔｉｂｅｔａｎｕｓ）和中华蟾蜍岷山亚种（Ｂｕｆｏｇａｒｇａｒｉ
ｚａｎｓｍｉｎｓｈａｎｉｃｕｓ），蛙科（Ｒａｎｉｄａｅ）两种，高原林蛙
（Ｒａｎａｋｕｋｕｎｏｒｉｓ）和倭蛙（Ｎａｎｏｒａｎａｐｌｅｓｋｅｉ），齿突蟾
科（Ｓｃｕｔｉｇｅｒ）１种，西藏齿突蟾（Ｓｃｕｔｉｇｅｒｂｏｕｌｅｎｇｅｒｉ）。

表３　川西高原草本沼泽湿地两栖类目、科及物种组成
Ｔａｂ．３　Ｔｈｅｏｒｄｅｒ，ｆａｍｉｌｙａｎｄｓｐｅｃｉｅｓ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ｏｆａｍ

ｐｈｉｂｉａｎｓｉｎｍａｒｓｈｅｓａｎｄｗｅｔｌａｎｄｓｏｆｔｈｅＷｅｓｔｅｒｎ
ＳｉｃｈｕａｎＰｌａｔｅａｕ

目 科 物种数
占全部物种
数比例（％）

无尾目ＡＮＵＲＡ 蟾蜍科Ｂｕｆｏｎｉｄａｅ ２ ４０
蛙科Ｒａｎｉｄａｅ ２ ４０

齿突蟾科Ｓｃｕｔｉｇｅｒ １ ２０
合计　　　　１ ３ ５ １００．００

从区系来看，古北界３种，东洋界两种。从分布
型来看，季风型１种，高地型两种，喜马拉雅 －横断
山型两种（见表４）。
２．２．２　特有、保护及濒危两栖类

川西高原草本沼泽湿地中无保护两栖类分布。

在确认有分布的５种两栖类中，中国特有种３种，包

括西藏蟾蜍（Ｂｕｆｏｔｉｂｅｔａｎｕｓ）、高原林蛙（Ｒａｎａｋｕｋｕ
ｎｏｒｉｓ）和倭蛙（Ｎａｎｏｒａｎａｐｌｅｓｋｅｉ），另外两种的主要分
布区在中国，中华蟾蜍岷山亚种（Ｂｕｆｏｇａｒｇａｒｉｚａｎｓ
ｍｉｎｓｈａｎｉｃｕｓ）和西藏齿突蟾（Ｓｃｕｔｉｇｅｒｂｏｕｌｅｎｇｅｒｉ）。

表４ 川西高原草本沼泽湿地两栖类名录

Ｔａｂ．４　Ｔｈｅｌｉｓｔｏｆａｍｐｈｉｂｉａｎｓｉｎｍａｒｓｈｅｓａｎｄｗｅｔｌａｎｄｓｏｆ
ｔｈｅＷｅｓｔｅｒｎＳｉｃｈｕａｎＰｌａｔｅａｕ

中文名 拉丁名 区系
分布
型

特有
种

获得
方式

无尾目 Ａｎｕｒａ
　蟾蜍科 Ｂｕｆｏｎｉｄａｅ

西藏蟾蜍 Ｂｕｆｏｔｉｂｅｔａｎｕｓ 东 Ｈ Ｕ 调查

中华蟾蜍岷山亚种
Ｂｕｆｏｇａｒｇａｒｉｚａｎｓ
ｍｉｎｓｈａｎｉｃｕｓ 古 Ｅ Ｍ 调查

蛙科 Ｒａｎｉｄａｅ
高原林蛙 Ｒａｎａｋｕｋｕｎｏｒｉｓ 古 Ｐ Ｕ 调查

倭蛙 Ｎａｎｏｒａｎａｐｌｅｓｋｅｉ 古 Ｐ Ｕ 调查

齿突蟾科 Ｓｃｕｔｉｇｅｒ
西藏齿突蟾 Ｓｃｕｔｉｇｅｒｂｏｕｌｅｎｇｅｒｉ 东 Ｈ Ｍ 调查

注：区系中，东－东洋界，古－古北界；分布型中，Ｈ－喜马拉雅－横断山型，
Ｅ－季风型，Ｐ－高地型；特有种一栏，Ｕ－中国特有种，Ｍ－主要分布于中
国。

无保护和濒危两栖类。

２．３　鸟类
２．３．１　种类组成

调查共记录到鸟类４目９科２６种，均为非雀形
目种类，分别为鹳形目、雁形目、鹤形目和

%

形目

（见表５）。其中，其中鹳形目包含了鹭科、鹳科、
&

科３科；雁形目包含鸭科１科；鹤形目包含鹤科、秧
鸡科两科；

%

形目包含了
%

科、鹬科和反嘴鹬科 ３
科。川西高原草本沼泽中的鸟类占四川省湿地鸟类

总种数１４７种的 １７６９％，占全省鸟类总种数 ６８３
（徐雨，冉江洪，２００８）的３８１％。川西高原草本沼
泽湿地鸟类组成见表６。
２．３．２　居留型及区系

根据对川西高原草本沼泽鸟类居留类型的统计

发现，冬候鸟５种，留鸟３种，夏候鸟８种，旅鸟１０
种，各占比见图１。川西草本沼泽中的鸟类以旅鸟
和夏候鸟为主。

根据对鸟类区系分析得知，川西高原草本沼泽

湿地鸟类古北界１６种，东洋界４种，广布型６种，占
比见图２。其中，古北界中，全北型４种，古北型１０
种，高地型２种；东洋界中仅东洋型，４种。从分布
比例来看，古北界的鸟种优势较为明显。

２．３．３　特有、保护及濒危鸟类
国家一级保护鸟类两种，黑鹳（Ｃｉｃｏｎｉａｎｉｇｒａ）

和黑颈鹤（Ｇｒｕｓｎｉｇｒｉｃｏｌｌｉｓ），国家二级保护鸟类两
种，白琵鹭（Ｐｌａｔａｌｅａｌｅｕｃｏｒｏｄｉａ）和灰鹤（Ｇｒｕｓｇｒｕｓ），
四川省重点保护鸟类１种，中白鹭（Ｅｇｒｅｔｔａｉｎｔｅｒｍｅ
ｄｉａ）。无中国特有种。

８５ 　　 四　川　林　业　科　技 ３９卷



　　表５ 川西高原草本沼泽湿地鸟类名录

Ｔａｂ．５ ＴｈｅｌｉｓｔｏｆｂｉｒｄｓｉｎｍａｒｓｈｅｓａｎｄｗｅｔｌａｎｄｓｏｆｔｈｅＷｅｓｔｅｒｎＳｉｃｈｕａｎＰｌａｔｅａｕ
中文名 拉丁名 保护等级 区系 分布型 居留型 数据来源

鹳形目 ＣＩＣＯＮＩＩＦＯＲＭＥＳ 　 　 　
鹭科 Ａｒｄｅｉｄａｅ 　 　 　
池鹭 Ａｒｄｅｏｌａｂａｃｃｈｕｓ 　 东 Ｗ 夏候鸟 调查

牛背鹭 Ｂｕｂｕｌｃｕｓｉｂｉｓ 　 东 Ｗ 夏候鸟 调查

中白鹭 Ｅｇｒｅｔｔａｉｎｔｅｒｍｅｄｉａ 四川省 东 Ｗ 夏候鸟 访问

鹳科 Ｃｉｃｏｎｉｉｄａｅ 　 　 　
黑鹳 Ｃｉｃｏｎｉａｎｉｇｒａ Ⅰ 古 Ｕ 旅鸟 调查

&

科 Ｔｈｒｅｓｋｉｏｒｎｉｔｈｉｄａｅ
白琵鹭 Ｐｌａｔａｌｅａｌｅｕｃｏｒｏｄｉａ Ⅱ 广 Ｏ 旅鸟 调查

雁形目 ＡＮＳＥＲＩＦＯＲＭＥＳ 　 　 　
鸭科 Ａｎａｔｉｄａｅ 　 　 　
灰雁 Ａｎｓｅｒａｎｓｅｒ 　 古 Ｕ 旅鸟 调查

斑头雁 Ａｎｓｅｒｉｎｄｉｃｕｓ 　 古 Ｐ 夏候鸟 调查

赤麻鸭 Ｔａｄｏｒｎａｆｅｒｒｕｇｉｎｅａ 　 古 Ｕ 留鸟 调查

针尾鸭 Ａｎａｓａｃｕｔａ 　 古 Ｃ 旅鸟 调查

绿翅鸭 Ａｎａｓｃｒｅｃｃａ 　 古 Ｃ 冬候鸟 调查

绿头鸭 Ａｎａｓｐｌａｔｙｒｈｙｎｃｈｏｓ 　 古 Ｃ 冬候鸟 调查

斑嘴鸭 Ａｎａｓｐｏｅｃｉｌｏｒｈｙｎｃｈａ 　 东 Ｗ 夏候鸟 调查

鹤形目 ＧＲＵＩＦＯＲＭＥＳ 　 　 　
鹤科 Ｇｒｕｉｄａｅ 　 　 　
灰鹤 Ｇｒｕｓｇｒｕｓ Ⅱ 古 Ｕ 旅鸟 资料

黑颈鹤 Ｇｒｕｓｎｉｇｒｉｃｏｌｌｉｓ Ⅰ 古 Ｐ 夏候鸟 调查

秧鸡科 Ｒａｌｌｉｄａｅ 　 　 　
白骨顶 Ｆｕｌｉｃａａｔｒａ 　 广 Ｏ 留鸟 调查

%

形目 ＣＨＡＲＡＤＲＩＩＦＯＲＭＥＳ 　 　 　
%

科 Ｃｈａｒａｄｒｉｉｄａｅ 　 　 　
凤头麦鸡 Ｖａｎｅｌｌｕｓｖａｎｅｌｌｕｓ 　 古 Ｕ 冬候鸟 资料

金眶
%

Ｃｈａｒａｄｒｉｕｓｄｕｂｉｕｓ 　 广 Ｏ 夏候鸟 调查

环颈
%

Ｃｈａｒａｄｒｉｕｓａｌｅｘａｎｄｒｉｎｕｓ 广 Ｏ 旅鸟 资料

鹬科 Ｓｃｏｌｏｐａｃｉｄａｅ 　 　 　
红脚鹬 Ｔｒｉｎｇａｔｏｔａｎｕｓ 　 古 Ｕ 夏候鸟 调查

白腰草鹬 Ｔｒｉｎｇａｏｃｈｒｏｐｕｓ 　 古 Ｕ 冬候鸟 访问

矶鹬 Ｔｒｉｎｇａｈｙｐｏｌｅｕｃｏｓ 　 古 Ｃ 冬候鸟 调查

林鹬 Ｔｒｉｎｇａｇｌａｒｅｏｌａ 　 古 Ｕ 旅鸟 资料

孤沙锥 Ｇａｌｌｉｎａｇｏｓｏｌｉｔａｒｉａ 　 古 Ｕ 留鸟 资料

丘鹬 Ｓｃｏｌｏｐａｘｒｕｓｔｉｃｏｌａ 　 古 Ｕ 旅鸟 资料

反嘴鹬科 Ｒｅｃｕｒｖｉｒｏｓｔｒｉｄａｅ 　 　 　
黑翅长脚鹬 Ｈｉｍａｎｔｏｐｕｓｈｉｍａｎｔｏｐｕｓ 　 广 Ｏ 旅鸟 资料

反嘴鹬 Ｒｅｃｕｒｖｉｒｏｓｔｒａａｖｏｓｅｔｔａ 　 广 Ｏ 旅鸟 调查

注：保护等级中，Ⅰ－国家一级保护鸟类，Ⅱ－国家二级保护鸟类，四川省－四川省重点保护鸟类；区系中，东－东洋界，古－古北界，广－广布
种；分布型中，Ｗ－东洋型，Ｕ－古北型，Ｐ－高地型，Ｃ－全北型，Ｏ－广布型。

表６ 川西高原草本沼泽湿地鸟类目、科及物种组成

Ｔａｂ．６　Ｔｈｅｏｒｄｅｒ，ｆａｍｉｌｙａｎｄｓｐｅｃｉｅｓ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ｏｆｂｉｒｄｓｉｎｍａｒｓｈｅｓａｎｄｗｅｔｌａｎｄｓｏｆｔｈｅＷｅｓｔｅｒｎＳｉｃｈｕａｎＰｌａｔｅａｕ
目 科 物种数 占全部物种数比例（％）

鹳形目ＣＩＣＯＮＩＩＦＯＲＭＥＳ
　
　

鹭科Ａｒｄｅｉｄａｅ ３ １１．５４
鹳科Ｃｉｃｏｎｉｉｄａｅ １ ３．８５
&

科Ｔｈｒｅｓｋｉｏｒｎｉｔｈｉｄａｅ １ ３．８５
雁形目ＡＮＳＥＲＩＦＯＲＭＥＳ 鸭科Ａｎａｔｉｄａｅ ７ ２６．９２

鹤形目ＧＲＵＩＦＯＲＭＥＳ
　

鹤科Ｇｒｕｉｄａｅ ２ ７．６９
秧鸡科Ｒａｌｌｉｄａｅ １ ３．８５

%

形目ＣＨＡＲＡＤＡＲＩＩＦＯＲＭＥＳ
　
　

%

科Ｃｈａｒａｄｒｉｉｄａｅ ３ １１．５４
鹬科Ｓｃｏｌｏｐａｃｉｄａｅ ６ ２３．０８
反嘴鹬科Ｒｅｃｕｒｖｉｒｏｓｔｒｉｄａｅ ２ ７．６９

合计４目 ９科 ２６ １００．００

　　根据《中国生物多样性红色名录 －脊椎动物卷
２０１５》，易危种（ＶＵ）有黑颈鹤、黑鹳，近危种（ＮＴ）有
白琵鹭、灰鹤。其余为无危（ＬＣ）。

根据２０１６年１２月发布的濒危野生动植物种国
际贸易公约附录，列入 ＣＩＴＥＳ附录Ⅰ的有黑颈鹤，
列入附录Ⅱ的有黑鹳、白琵鹭和灰鹤。

９５２期 王疆评，等：川西高原草本沼泽湿地脊椎动物多样性现状研究 　　



图１　川西高原草本沼泽湿地鸟类居留型比例示意图
Ｆｉｇ．１　Ｔｈｅｐｒｏｐｏｒｔｉｏｎｏｆｂｉｒｄｓｓｅｔｔｌｅｍｅｎｔｉｎｍａｒｓｈｅｓ

ａｎｄｗｅｔｌａｎｄｓｏｆｔｈｅＷｅｓｔｅｒｎＳｉｃｈｕａｎＰｌａｔｅａｕ

图１　川西高原草本沼泽湿地鸟类区系比例示意图
Ｆｉｇ．２　Ｔｈｅｐｒｏｐｏｒｔｉｏｎｏｆａｖｉｆａｕｎａｉｎｍａｒｓｈｅｓａｎｄｗｅｔ

ｌａｎｄｓｏｆｔｈｅＷｅｓｔｅｒｎＳｉｃｈｕａｎＰｌａｔｅａｕ

３　分析与讨论

调查结果显示，川西高原草本沼泽湿地中栖息

的野生脊椎动物种类较少，且无爬行类和兽类栖息。

相对丰富的种类为鱼类和鸟类。这与川西高原草本

沼泽的分布面积稀少有密切关系。从川西高原草本

沼泽的分布格局来看，除了在若尔盖县有成大片草

本沼泽分布以外，其他有草本沼泽分布的县域均为

零星分布，草本沼泽分布的碎片化也是该区域野生

脊椎动物偏少的重要原因，鱼类的分布主要是在与

河流溪沟联通性较好的草本沼泽湿地中，两栖类由

于高原气候原因，导致其在该海拔段的种类本身就

比较单一，通过本次调查发现在川西高原草本沼泽

湿地内最为常见的两栖类为倭蛙和高原林蛙两种。

鸟类在该区域栖息的主要是一些游禽和涉禽等大中

型种类，由于面积小，碎片化严重，更多的湿地鸟类

在面积更广的沼泽化草甸和灌丛沼泽中栖息，草本

沼泽中有分布的这些湿地鸟类很多也在相邻分布的

其他类型的沼泽湿地中活动。

由于地理位置的特殊性，川西高原草本沼泽湿

地中鱼类和两栖类特有种十分丰富，很多更是属于

青藏高原地域特有的种类，这些种类所处环境属于

生态极为脆弱的区域，由于湿地鸟类的迁徙习性，因

此没有鸟类特有种分布。

该区域保护和濒危种类主要集中在鱼类和鸟类

中，区域水生态的安全对鱼类保护至关重要，鸟类中

黑鹳、白琵鹭和灰鹤均为区域的过境鸟，根据往年的

调查资料，黑鹳主要在炉霍境内迁徙过境，白琵鹭在

若尔盖曾见到过单只个体，黑颈鹤主要在若尔盖沼

泽湿地中繁殖，草本沼泽湿地中大量的倭蛙和高原

林蛙为这些过境或繁殖的保护鸟类提供了较为丰富

的食物来源。

总体来看，川西高原草本沼泽湿地为上述动物

类群提供了一定的栖息环境，但由于面积偏小，可承

载的动物种类和数量有限，更多的是与周边其他类

型的沼泽湿地一起发挥着其生态功能，但草本沼泽

湿地作为含水丰富的沼泽湿地资源，更能体现湿地

的价值和功能，因此，保护好这类川西高原上不可多

得的湿地资源，就是保护了其间栖息的各类野生脊

椎动物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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