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卧龙自然保护区羚牛（Ｂｕｄｏｒｃａｓｔａｘｉｃｏｌｏｒ）的
分布格局

周小平，张明春，黄　山，徐亚琳，陈　涛，曾　文，刘桂英，张和民

（中国大熊猫保护研究中心，四川 都江堰　６１１８７０）

摘　要：羚牛是我国一级重点保护动物。近年来，受益于大熊猫自然保护区的严格管护，与大熊猫同域分布的羚牛
种群数量得以快速增长。２００５—２００８年，对卧龙自然保护区羚牛的分布及其时空动态调查表明：羚牛在保护区内
的绝大部分（９３３３％）区域均有活动痕迹；且年际间的总遇见次数和遇见率之间均没有显著差异（Ｐ＞００５），可能
是该保护区内羚牛的种群数量增加，分布范围有所扩大的原因。羚牛夏季和秋季主要活动于海拔较高人为活动较

少的区域，冬季主要活动于该保护区山体中部的范围，拐棍竹林对羚牛的活动影响较小。保护区管理者需要控制

当地村民到海拔较高的区域活动，以避免干扰羚牛的正常活动，或者被羚牛伤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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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物种的伞护效应，是指利用栖息地需求面积较
大的物种作为代理种，以保护指定的生境类型及其

所在地域，使区域内的其他物种也得到较好的保

护［１］，利用有强大号召力的旗舰物种作为伞护种，

可以起到更好的保护效果［２］。大熊猫（Ａｉｌｕｒｏｐｏｄａ
ｍｅｌａｎｏｌｅｕｃａ）是我国特有的珍稀物种，也是保护生物
学上的旗舰物种，从２０世纪６０年代起，国家花费了
大量的人力物力，建立了６７个以保护大熊猫为主的



自然保护区，制定严格的准入措施以减少人为干扰

对区域内野生动物的伤害。这些工作，不仅止住了

野生大熊猫种群数量下降的势头［３］，也使其栖息地

内同域分布的羚牛（Ｂｕｄｏｒｃａｓｔａｘｉｃｏｌｏｒ）、小熊猫（Ａｉ
ｌｕｒｕｓｆｕｌｇｅｎｓ）、金丝猴（Ｒｈｉｎｏｐｉｔｈｅｃｕｓｒｏｘｅｌｌａｎａｅ）等珍
稀动物得到了良好保护。

羚牛，又名扭角羚，是一种大型的牛科动物［４］，

是我国的国家一级重点保护动物［５］。主要分布于

中国，还有印度、不丹和缅甸的部分地区，分为指名

亚种（Ｂ．ｔ．ｔａｘｉｃｏｌｏｒ）、不丹亚种（Ｂ．ｔ．ｗｈｉｔｅｉ）、四川亚
种（Ｂ．ｔ．ｔｉｂｅｔａｎａ）和秦岭亚种（Ｂ．ｔ．ｂｅｄｆｏｒｄｉ）４个亚
种［６］。在国家实施天然林保护工程以后，特别是在

实行了严格准入制度的自然保护区内，羚牛的种群

数量增长较快，个别地区甚至在２０世纪末就达到了
其环境容纳量［７］。

卧龙自然保护区位于川西平原向青藏高原的过

渡地带，是全球２５个生物多样性热点地区之一［８］，

羚牛的分布范围和种群数量较大，胡锦矗［９］曾对该

区域羚牛的食性等生态生物学特征进行了研究，但

到目前为止尚未发现有关于它们分布特征及其变化

规律的报告。为了填补这一研究空白，作者从

２００５—２００８年，对该区域的羚牛分布及其变化规律
进行了调查，以了解该区域内羚牛的种群分布规律，

希望为以后的科研工作提供一些基础资料，或者为

保护工作决策者提供依据和参考。

１　材料和方法

１．１　研究区域简介
建于 １９６３年的四川卧龙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１０２°５２′～１０３°２４′Ｅ，３０°４５′～３１°２５′Ｎ），位于四川
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汶川县西南部、属于邛崃山

脉的东南坡。保护区南北长６２ｋｍ，东西宽５２ｋｍ，
面积约２０万 ｈｍ２，属龙门山脉褶断带，位于四川盆
地向川西高原过渡的高山峡谷地带，地势东南低而

西北高，最高峰四姑娘山海拔 ６２５０ｍ。由于卧龙
自然保护区地形带来的屏障效应，减弱了古冰川对

区域内物种的负面效应，使海拔 ３５００ｍ以下的动
植物受冰川影响较小，成为动植物的“避难所”，也

因此使该区域拥有了丰富的动植物资源。保护区内

有国家重点保护动物羚牛、金丝猴、雪豹（Ｐａｎｔｈｅｒｓ
ｕｎｃｉａ）等，还有１００多只野生大熊猫［１０］。该地区属

青藏高原气候区东缘，年均气温９８℃，最高气温发
生于７月，平均１７℃，最低气温发生于１月，平均－
１７℃，年均降雨量１８００ｍｍ，年均蒸发量８７４ｍｍ，
年日照时数９２７ｈ。

随着海拔的升高，保护区内的植被类型由常绿

阔叶林（１１５０ｍ～１６００ｍ）过渡到常绿落叶阔叶混
交林（１６００ｍ～２０００ｍ），再到针阔混交林 （
２０００ｍ～２６００ｍ），乔木层下生长着茂密的拐棍竹
（Ｆａｒｇｅｓｉａｒｏｂｕｓｔａ）林和冷箭竹（Ｂａｓｈａｎｉａｆａｂｅｒｉ）
林［１１，１２］，然 后 是 亚 高 山 针 叶 林 （ ２６００ｍ ～
３６００ｍ），再往上就是高山灌丛草甸和高山流石滩
稀疏植被（３８００ｍ以上）。
１．２　数据收集

根据卧龙自然保护区内的地形，设置 ３０条样
线，样线之间距离不少于５ｋｍ，尽量平均分布于保
护区全境，从２００５—２００８年，每季度进行１次样线
调查。由２～３名熟悉羚牛的调查人员组成调查小
组，按照海拔由低到高的行进路线，从河谷到山顶完

成所设置样线的全部路程。一旦遇见羚牛，则记录

下遇见羚牛实体和痕迹（粪便、尸体残骸）时的海拔

高度和时间。为避免重复计数，每次记录后都将尸

体残骸掩埋，或者将粪堆打碎。

１．３　数据分析
统计各年度、各季节、各海拔区间（分为小于

１６００ｍ，１６００ｍ～１８００ｍ，１８００ｍ ～２０００ｍ，
２０００ｍ～２２００ｍ，２２００ｍ～２４００ｍ，２４００ｍ～
２６００ｍ，２６００ｍ～２８００ｍ，大于 ２８００ｍ８个区
间），各森林起源类型（没有人为砍伐痕迹的为原始

林、人工砍伐后植被恢复较好为次生林、人工栽培树

木为人工林）中所遇到的羚牛次数。用卡方检验比

较各年度、各季节、各海拔区间、各森林起源类型中

遇见总次数间的差异。

卧龙保护区居民一般活动于海拔 ２０００ｍ以下
的河谷地带［１３］，拐棍竹分布上限为海拔 ２０００ｍ左
右，为了解人为活动及高度较高（５ｍ左右）的拐棍
竹林对羚牛活动的影响，我们又将海拔分为

２０００ｍ以下、２０００ｍ～２６００ｍ、２６００ｍ以上３个
范围。用单因数方差（ＯｎｅＷａｙＡＮＯＶＡ）比较（数
据经 ＯｎｅＳａｍｐｌｅＫｏｌｍｏｇｏｒｏｖＳｍｉｒｎｏｖＴｅｓｔ检验符合
正态分布）各年度间的遇见率（遇见次数／调查天
数）差异，用非参数检验（数据经检验不符合正态分

布）分析各季节和各海拔范围内羚牛的遇见率差

异。

６７ 　　 四　川　林　业　科　技 ３９卷



２　结果

在所设３０条样线中，有２８条上发现了羚牛出
现的痕迹，占全部样线的 ９３３３％，２００５年到 ２００８
年，每年遇见羚牛的次数有较小波动，但彼此之间无

显著差异（ｘ２＝１６２４，ｄｆ＝３，Ｐ＝００７；见图１），各
年度羚牛的遇见率之间也没有显著差异（Ｆ＝２３６，
Ｐ＝００８）；各季节间遇见羚牛的次数之间差异极
大，夏季和秋季遇见次数明显多于春季和冬季（ｘ２＝
８９８６，ｄｆ＝３，Ｐ＜０００１；见图２），各海拔区间遇见
羚牛的次数方面，中间和较高海拔范围遇见羚牛的

次数明显高于低海拔区域（ｘ２＝９５５９，ｄｆ＝７，Ｐ＜
０００１；见图３），各森林类型间遇见羚牛的次数差异
也

图１　调查期间每年遇见扭角羚的次数
Ｆｉｇ．１　Ｅｎｃｏｕｎｔｅｒｅｄｔｉｍｅｓｅａｃｈｙｅａｒｆｒｏｍ２００５ｔｏ２００８

图２　不同季节所遇见的扭角羚次数
Ｆｉｇ．２Ｅｎｃｏｕｎｔｅｒｅｄｔｉｍｅｓｅａｃｈｓｅａｓｏｎｆｒｏｍ２００５ｔｏ２００８

十分显著，羚牛主要活动于原始林中，很少到次生林

中活动，几乎找不到在人工林中活动的痕迹（ｘ２＝
４４７１８，ｄｆ＝２，Ｐ＜０００１；见图４）。

图３　不同海拔高度下所遇见的扭角羚次数
Ｆｉｇ．３　Ｅｎｃｏｕｎｔｅｒｅｄｔｉｍｅｓｉｎ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ｅｌｅｖａｔｉｏｎｓｆｒｏｍ２００５

ｔｏ２００８

图４　不同森林类型中所遇见的扭角羚次数
Ｆｉｇ．４　Ｅｎｃｏｕｎｔｅｒｅｄｔｉｍｅｓｉｎ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ｆｏｒｅｓｔｔｙｐｅｓｆｒｏｍ２００５

ｔｏ２００８

在人为干扰较严重的河谷区域，羚牛各季节的

遇见率差异不大，均只有少量活动痕迹（Ｐ＞００５），
在拐棍竹林覆盖的区域，秋冬季节活动较多（Ｐ＜
００５），气温较高的夏秋季则主要活动于海拔较高
的高山草甸和冷箭竹林中（Ｐ＜００５），且羚牛在夏
秋季活动频繁，春冬季则较难遇见（见表１）。

表１ 不同季节和海拔区间，扭角羚的遇见率及检验结果

Ｔａｂ．１　Ｅｎｃｏｕｎｔｅｒｒａｔｅｓａｎｄｔｅｓｔｒｅｓｕｌｔｓｉｎ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ｓｅａｓｏｎｓａｎｄ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ｅｌｅｖａｔｉｏｎｓｆｒｏｍ２００５ｔｏ２００８ｉｎＷｏｌｏｎｇＮａｔｕｒｅＲｅｓｅｒｖｅ

季节
Ｓｅａｓｏｎ

海拔区间 Ｅｌｅｖａｔｉｏｎｓ（ｍ） 检验结果Ｔｅｓｔ
＜２０００ ２０００～２６００ ＞２６００ ｘ２ Ｐ

春季 Ｓｐｒｉｎｇ ０．１３±０．６６ ０．０８±０．４４ ０．１５±１．００ ０．７８ ０．６８
夏季Ｓｕｍｍｅｒ ０．２０±０．８９ ０．１６±０．７６ ０．６８±１．５３ １６．６３ ０．００
秋季Ａｕｔｕｍｎ ０．２８±１．０９ ０．６６±１．５９ ０．３８±１．２８ ７．７９ ０．０２
冬季 Ｗｉｎｔｅｒ ０．１８±０．８７ ０．２８±１．０９ ０．０３±０．２０ ６．７９ ０．０３

ｘ２ １．４５ １９．９６ ３３．０８
Ｐ ０．６９ ０．００ ０．００

７７２期 周小平，等：卧龙自然保护区羚牛（Ｂｕｄｏｒｃａｓｔａｘｉｃｏｌｏｒ）的分布格局 　　



３　讨论和结论

野生动物在栖息地完好的情况下数量会随着时

间推移而逐渐增长［１４］，这种增长会受到天敌捕食

（人工捕猎）、疾病和容纳量的控制［１５，１６］。卧龙自然

保护区自１９６３年建立以来，就在区内实行严格的准
入措施，人为干扰较少；羚牛体型较大，在保护区内

除豺群的偶尔捕食外很少有天敌威胁［１７］；近年来卧

龙保护区没有发现大规模的偶蹄类患病现象；加之

羚牛的繁殖能力较强，所以它们的种群数量增长很

快。３０条调查样线，覆盖了保护区的大部分区域，
羚牛食量较大，基本上在活动过的区域都会留下较

大的粪堆，且活动痕迹明显；羚牛排出的粪便除春季

少部分时间成饼状外均呈粒状，保存时间较长，所以

在调查过程中很容易发现。从保护区建立到我们开

展野外调查，已历时４０多年，这样的时间段使羚牛
种群可以越过高速增长期，恢复到振荡或波动

期［１５］，所以这几年间遇见羚牛的次数相似（图１）。
野生动物在有足够的可替代栖息地时，一般会选择

逃离人为干扰较严重的区域［１８］，但当种群密度较

大，种内竞争较强时，一些偶蹄类在面对非致命性威

胁时，也会适当降低警觉性，在人类活动较频繁的区

域获取食物资源［１９］。因此，在绝大多数的调查样线

上都能发现羚牛活动的痕迹，各年度遇见羚牛的总

次数和平均遇见率相似，可能意味着卧龙保护区内

的羚牛种群密度已经接近了该保护区的容纳量。羚

牛在大熊猫的伞护作用下种群数量得以恢复，也正

如大熊猫的种群数量在近十几年来停止了快速增长

一样［３，２０］，这并不是因为保护力度降低了，相反恰恰

可以说明该区域近年来控制了对大熊猫和羚牛种群

有较大不利影响的人为干扰因素。

促使羚牛进行海拔迁移的两个最主要原因是温

度和食物［２１，２２］，当春季来临，海拔较高处还有积雪

覆盖时，山脚下的青草已经开始长出［２３］，忍受了较

差食物资源一个冬天的羚牛纷纷下山，采食新萌发

出的幼芽和青草等蛋白质含量较高的食物［２３］。随

着气温升高，海拔较高处的食物也逐渐变得丰富，羚

牛开始减少在人为活动频繁的区域内活动，并追逐

着食物慢慢地向高海拔区域移动，直至亚高山草甸

区域。到了冬天，草甸区域气温降低，且食物质量降

低［２４］，为减少能量消耗，羚牛只好活动于植被茂密

的中海拔区域。其季节性迁移活动与曾冶高等［４］

相似，仅因为卧龙保护区比佛坪保护区的海拔跨度

更大，所以羚牛季度性迁移所跨越的距离更长。有

些意外的是，拐棍竹并没有对羚牛的活动造成太多

的不利影响，这可能与拐棍竹林斑块间有很多小块

的草地，加之拐棍竹的竹叶本身就是羚牛的食物［２５］

有关。

栖居在山林中的野生动物，在与人相遇时总是

会将人类视为危险的天敌［１８，２６，２７］，同时为了避免人

类的威胁而主动攻击人类［１４］。羚牛体型较大，一旦

发出主动攻击会造成极大的伤害，唐家河自然保护

区和陕西佛坪自然保护区都发生过羚牛攻击人类的

事件。但与唐家河保护区羚牛经常到河谷区域甚至

村民居住区活动不同的是，卧龙自然保护区的羚牛

一般活动于海拔较高（见表１）的无人区，且主要活
动于人迹罕至的原始森林中，与人接触的机会较少，

仅有的一两次伤人事件都发生于海拔 ３０００ｍ以上
的针叶林或亚高山草甸上。所以到目前为止还没必

要像唐家河自然保护区一样控制羚牛的数量增

长［７］，仅需要严格控制村民到保护区内特别是海拔

较高区域活动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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