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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为了更全面地了解马边大风顶自然保护区的物种资源情况，本研究调查了马边大风顶自然保护区从２０１６
年至今红外相机数据中发现的保护区新物种记录，共计８种，包括１种国家二级保护动物（灰林），４种国家“三
有”物种（褐头鸫、棕朱雀、丘鹬、橙色小鼯鼠），１种ＩＵＣＮ红色名录中易危物种（褐头鸫）。建议应对这些动物分布
区（如中等海拔地区（２１００ｍ～２６００ｍ）进行集中研究，如探究其生境适宜性及日常行为，加强对它们的监测和保
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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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马边大风顶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位于四川省乐山
市马边彝族自治县和凉山彝族自治州雷波县境内，

地理位置为东经１０３°１３′～１０３°２６′，北纬２８°２６′～
２８°４５′。保护区呈一狭长地带，东西宽约１３ｋｍ，南
北长约３８ｋｍ，保护区总面积约 ３０１６４ｈｍ２。保护
区地势由西向东倾斜，最低海拔 ８００ｍ，最高海拔
４０４２ｍ，相对高差超过 ３２００ｍ。保护区属山地地
貌，为全国地势的第一阶梯向第二阶梯的过渡地带。

保护区由于地势相差高度大，立体气候明显，气

候冬季长而寒冷，夏季短而温凉，四季分明。雨量充

沛，为“华西雨屏”、“天漏”的组成之一。马边大风

顶自然保护区植被分为四个垂直带谱，分别为阔叶

林、针叶林、灌丛及灌草丛和草甸，丰富的生境多样

性孕育了丰富的植物群落多样性，并维持着丰富的

动物多样性。

截至到２０１５年，已有的调查研究表明马边大风
顶自然保护区共有脊椎动物４０８种，动物种类十分
丰富。其中，兽类８个目２７科８０种；鸟类１６目４９
科２６０种；爬行类两目６科１０属２１种；两栖类两目
９科２６种（亚种）；鱼类两目５科９属２１种。蕨类
植物及种子植物共计１５５科，７２７属，２０２５种（包括
种以下的分类等级），其中蕨类植物 ２３科，６８属，
２４３种；裸子植物 ５科，１１属，２８种；被子植物 １２７
科，６４８属，１７５４种。

由于早期的动物资源调查多采用样线法、样点

法、样方法等传统调查方法，在一定程度上存在调查

不全面的局限性（如无法获得连续的数据、不适用

于行为隐蔽动物的调查）［１］，而红外相机作为新兴

非损伤性监测技术，具有较好的研究前景［２］，为了

更全面地了解马边大风顶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动物

资源情况，本研究于２０１６年开始在保护区内布设红
外相机，进行长期的连续监测，以期为保护区管理和

规划提供依据。

１　方法

１．１　红外相机布设
从２０１６年１０月至今，共在马边大风顶保护区

安放了７９台相机，相机安放处涉及了动物主要分布
区域，以尽量保证数据资料的完整性和可靠性。在

布设红外相机过程中，选择在动物经常活动的小生

境安装相机，相机间距２００ｍ，红外相机设置为两次

连拍和１次摄像，拍摄时间间隔为１０ｓ。将相机固
定在取景合适、牢固的树干或其他固定物上，镜头与

地面基本平行。同时，工作人员记录相机所在位置

的经纬度、海拔、坡度、坡向、放置日期与时间、相机

编号及森林植被类型等信息。研究期间，工作人员

每个月进行１～２次的相机检查及电池、ＳＤ卡更换
并进行数据的下载。在电脑中整理相片数据，建立

独立的相机编号文件，并识别相片中的鸟类，记录到

ＥＸＣＥＬ表中［３］。

１．２　监测区域
监测区域位于四川马边大风顶国家级自然保护

区，位于北纬２８４２９４５～２８７８２４８，东经１０３２３２００
～１０３４０６２８之间，海拔８７２ｍ～３０１０ｍ，包括沙腔
保护站、白家湾保护站、高卓营保护站、永红保护站

４个保护站所涉及的日别依皆、郭色拉打、冷水洛、
银河、金河５条主要河流流域，即皆日依莫、探加波
惹、涡马普、觉罗豁、鸡公山、涡孜博罗、立吉无沙、咱

石列皆、涡牧挖皆、古鲁包、丝厂拉达、拉索皆涡、加

姑挖掏、涡博多和阿得其等区域。

１．３　新记录种类认定及鉴定方法
马边大风顶自然保护区动物物种新记录是指未

在《四川马边大风顶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综合科学考

察报告（第二次）》及相关研究结果中报道记录到的

物种。对所有红外相机数据进行整理，并参考ＩＵＣＮ
红色名录、《中国脊椎动物红色名录》［４］、《国家保护

的有益的或者有重要经济、科学研究价值的陆生野

生动物名录》［５］确定各个新记录的濒危等级、种群

动态、保护级别、是否特有种等信息。

物种新记录鉴定由马边大风顶保护区管理局、

西华师范大学长期从事科研工作的动物专家通过参

考《中国鸟类野外手册》［６］、《中国兽类野外手

册》［７］、《中国哺乳动物多样性及地理分布》［８］等资

料对红外相机拍摄到的动物照片进行物种鉴别。

２　监测结果

通过对２０１６年至今的红外相机监测数据进行
整理，并与马边大风顶自然保护区科考报告中的物

种记录进行对比，筛选出新记录，提取照片进行二次

鉴定，得出马边大风顶保护区动物新记录８种，分属
４目６科６属，包括７种鸟类和１种兽类，其中国家
二级保护动物１种（灰林（Ｓｔｒｉｘｎｉｖｉｃｏｌｕｍ）），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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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有”物种 ４种（褐头鸫（Ｔｕｒｄｕｓｆｅａｅ）、棕朱雀
（Ｃａｒｐｏｄａｃｕｓｅｄｗａｒｄｓｉｉ）、丘鹬（Ｓｃｏｌｏｐａｘｒｕｓｔｉｃｏｌａ）、橙
色小鼯鼠（Ｐｅｔａｕｒｉｓｔａｓｙｂｉｌｌａ）），ＩＵＣＮ濒危等级“易
危”物种１种（褐头鸫）。根据 ＩＵＣＮ红色名录的记
录，新记录中有两种种群变化趋势为“下降”（褐头

鸫，金色鸦雀（Ｓｕｔｈｏｒａｖｅｒｒｅａｕｘｉ）），４种种群动态变

化为“未知”（白眉鸫（Ｔｕｒｄｕｓｏｂｓｃｕｒｕｓ）、赤颈鸫（Ｔｕｒ
ｄｕｓｒｕｆｉｃｏｌｌｉｓ）、丘鹬、橙色小鼯鼠）。物种新记录的
发现地区主要集中于探加波惹、皆日依莫、觉罗豁等

地，发现的海拔主要在２１００ｍ～２６００ｍ之间，详见
表１、表２和图１。

表１ 马边大风顶物种新记录名录

Ｔａｂ．１ ＴｈｅｌｉｓｔｏｆＮｅｗｒｅｃｏｒｄｓｏｆｓｐｅｃｉｅｓｉｎＭａｂｉａｎＤａｆｅｎｇｄｉｎｇＮａｔｕｒｅＲｅｓｅｒｖｅ

中名 拉丁名 濒危等级 种群变化趋势 分类 保护级别

白眉鸫 Ｔｕｒｄｕｓｏｂｓｃｕｒｕｓ ＬＣ 未知 雀形目 鸫科 鸫属

赤颈鸫 Ｔｕｒｄｕｓｒｕｆｉｃｏｌｌｉｓ ＬＣ 未知 雀形目 鸫科 鸫属

褐头鸫 Ｔｕｒｄｕｓｆｅａｅ ＶＵ 下降 雀形目 鸫科 鸫属 三有

金色鸦雀 Ｓｕｔｈｏｒａｖｅｒｒｅａｕｘｉ ＬＣ 下降 雀形目 莺鹛科 鸦雀属

棕朱雀 Ｃａｒｐｏｄａｃｕｓｅｄｗａｒｄｓｉｉ ＬＣ 稳定 雀形目 燕雀科 朱雀属 三有

丘鹬 Ｓｃｏｌｏｐａｘｒｕｓｔｉｃｏｌａ ＬＣ 未知
%

形目 丘鹬科 丘鹬属 三有

灰林 Ｓｔｒｉｘｎｉｖｉｃｏｌｕｍ ＬＣ 稳定 形目 鸱科 林属 二级

橙色小鼯鼠 Ｐｅｔａｕｒｉｓｔａｓｙｂｉｌｌａ ＤＤ 未知 啮齿目 松鼠科 鼯鼠属 三有

注：ＶＵ：易危；ＬＣ：无危；ＤＤ：数据缺乏

表２ 马边大风顶物种新记录分布位点

Ｔａｂ．２ Ｔｈｅ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ｓｉｔｅｓｏｆＮｅｗｒｅｃｏｒｄｓｏｆｓｐｅｃｉｅｓｉｎＭａｂｉａｎＤａｆｅｎｇｄｉｎｇＮａｔｕｒｅＲｅｓｅｒｖｅ

中名 拉丁名 经度 纬度 海拔 小地名

白眉鸫 Ｔｕｒｄｕｓｏｂｓｃｕｒｕｓ １０３．３２０６０ ２８．５１０６３ ２５９１ 皆日依莫

赤颈鸫 Ｔｕｒｄｕｓｒｕｆｉｃｏｌｌｉｓ １０３．３１０１４ ２８．６９６９２ ３２０９ 觉罗豁

褐头鸫 Ｔｕｒｄｕｓｆｅａｅ １０３．３２１９５ ２８．４９９１５ ２２４８ 皆日依莫

金色鸦雀 Ｓｕｔｈｏｒａｖｅｒｒｅａｕｘｉ １０３．３８５２７ ２８．６１２９０ ２１６２ 探加波惹

棕朱雀 Ｃａｒｐｏｄａｃｕｓｅｄｗａｒｄｓｉｉ １０３．３８５２７ ２８．６１２９０ ２１６２ 探加波惹

丘鹬 Ｓｃｏｌｏｐａｘｒｕｓｔｉｃｏｌａ １０３．３１０１４ ２８．６９６９２ ３２０９ 觉罗豁

灰林 Ｓｔｒｉｘｎｉｖｉｃｏｌｕｍ １０３．３６２２５ ２８．６０３８２ ２３９６ 探加波惹

橙色小鼯鼠 Ｐｅｔａｕｒｉｓｔａｓｙｂｉｌｌａ １０３．３５０７７ ２８．５４８１７ ２４９７ 涡马普

３　讨论

近年来红外相机由于其独特的调查优势被越来

越广泛地使用，成为各个保护区常规监测工作中的

重要工具，在本次新记录中，褐头鸫、赤颈鸫、白眉鸫

均为地面活动且行动隐秘，灰林、橙色小鼯鼠为夜

行性动物，而丘鹬不动时非常隐蔽与落叶层浑然一

体难以发现，这些都是常规调查方法难以发现的物

种，而红外相机的使用则弥补了传统调查在这方面

的局限性，使马边自然保护区增加了８种脊椎动物
新记录，达到４１６种。参照《中国鸟类野外手册》，
新记录中的７种鸟类在马边自然保护区均有分布，
其中褐头鸫为迁徙路过马边自然保护区［６］，但这些

物种都未在保护区本底调查数据中出现。

新记录的发现更进一步地揭示了保护区脊椎动

物资源概貌，说明马边自然保护区内的生物多样性

比已记录的更高。被ＩＵＣＮ红色名录评为易危的褐
头鸫、国家二级保护动物灰林等物种的发现，表明

保护区能为其生长、繁衍提供合适的环境，有更高的

科研价值，在保护更多珍稀濒危动物这一方面具有

较大潜力。

此外，根据ＩＵＣＮ红色名录，本次新记录中有６
个物种的种群变化为“下降”或“未知”，占新记录物

种数的７５％，这表明大多数的新记录种群增长形势
并不乐观，马边大风顶保护区在未来保护工作中可

以在其分布区（如中等海拔地区（２１００ｍ～２６００
ｍ））进行更多科研保护工作（如栖息地适宜性调查、
日常行为观察、种群动态监测等），同时，这些新记

录集中分布于研究区域的探加波惹、皆日依莫等地，

可以重点在这些区域加强日常巡护、科研监测。同

时，虽然近年来保护区保护管理能力不断提高，但科

研能力仍然薄弱，相关资源文献资料较少，表明保护

区科研工作开展不够深入，应与科研院所合作开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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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　新记录物种红外相机照片

Ｆｉｇ．１　Ｉｎｆｒａｒｅｄｃａｍｅｒａｐｈｏｔｏｓｏｆｎｅｗｒｅｃｏｒｄｓｏｆｓｐｅｃｉｅｓ

更多科学研究以提高自身能力并用科研成果指导保

护管理工作的开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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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人员阿罗拉布、阿火落甲等，以及参与内业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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