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38卷第7期         西 南 大 学 学 报 (自然科学版)           2016年7月

Vol.38 No.7 JournalofSouthwestUniversity(NaturalScienceEdition) Jul. 2016

DOI:10.13718/j.cnki.xdzk.2016.07.003

我国驯鹿Rangifertarandus的
种群分布、数量及致危原因①

曾 治1,2, 孟凡露2, 王 朋2, 孟秀祥1

1. 中国人民大学 环境学院,北京100872;2. 中央民族大学 生命与环境科学学院,北京100081

摘要:2012年7月至2013年8月间,在大兴安岭对我国驯鹿Rangifertarandus开展了野外调查,以确定其分布及种

群数量波动,并分析其致危原因.结果表明:我国驯鹿仅分布于大兴安岭西北麓的内蒙古根河地区(E121°11'-

122°25',N50°42'-51°50'),其分布区与我国鄂温克族聚居区完全重叠.我国现存驯鹿种群718头,分布于12个彼

此隔离的种群,各驯鹿种群数量分布极不均匀,每个种群由9~240头驯鹿组成,大部分种群呈典型小种群状态,

其平均种群大小仅为59.83头(±18.42,n=12);驯鹿分布生境的海拔区间为700~926m,平均海拔为813.67m

(±21.72m,n=12);小种群及相关的近交衰退、生境丧失及适宜性下降、管理政策不合理、高强度的生态旅游和

盗猎及天敌捕杀是制约我国驯鹿种群发展的主要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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驯鹿Rangifertarandus,又名角鹿,雌、雄有角,是资源性有蹄类动物,分布于欧洲、亚洲、北美洲的

北极和亚北极区域的苔原、山地及泰加林区[1-2],共9个亚种[3].我国的驯鹿属西伯利亚森林驯鹿亚种,仅

分布于我国大兴安岭西北麓的根河区域,与我国鄂温克族聚居区域重叠,种群已极为稀少,被列为我国Ⅱ
级重点保护动物.长久以来,我国驯鹿呈半野生状态semi-domesticated,为鄂温克族所驯养,其分布区变动

和种群消长与鄂温克族的迁移和发展息息相关,是泰加林区“驯鹿-鄂温克”生态系统的关键组成之一.
关于我国驯鹿的研究有诸多报道,但多见于民族学和人类学研究中的鄂温克族驯鹿文化(reindeercul-

ture)方面,如王永曦[4]、唐戈[5]及祁惠君[6]等学者描述了鄂温克与驯鹿的关系及对驯鹿的观察.冯超等[7]

研究了驯鹿栖息地的苔藓物种多样性,钟立成等[3,8]报道了我国驯鹿的历史分布和迁移,Ma[9]综述了我国

鄂温克族对驯鹿的驯养和利用格局.但是,迄今缺乏关于我国驯鹿现存种群分布、数量及保护现状的生态

生物学报道.
本研究通过实地调查,确定我国驯鹿的分布区域、种群数量、保护现状及胁迫因素等,其结果可为我

国驯鹿资源的有效保护和可持续利用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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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研究地概况

本研究于我国大兴安岭西北麓的内蒙古根河地区(E121°11'-122°25',N50°42'-51°50')开展.该区

域年均气温-5.3℃,年降水量450mm,无霜期80d,冻结期210d以上.区域面积为1767.2km2,植被

以森林为主,主要树种为落叶松Lalixolgensis、白桦Betulaplatyphylla、红松Pinuskoraiensis等.境内

野生动物主要为狍Capreoluspygargus、黑熊Selenarctosthibetanus及猞猁Felislynx 等.

2 研究方法

因我国驯鹿种群相互隔离,种群间相距50~280km,因此驯鹿种群间无重叠,无个体交流.此外,驯

鹿种群内的个体分布极为集中,尤其是在夏季,驯鹿仅于夜间离开猎民点觅食,而整个昼间时间均卧息于

猎民点蚊烟周围以躲避蚊蝇叮咬.
通过查阅文献记载[10,3],并咨询当地主管部门,拟定驯鹿当前种群的分布区域,结合驯鹿的分布特点

和活动节律,于2013年7月1日至8月22日开展驯鹿种群调查.在进行驯鹿个体计数时,通过辨识驯鹿个

体的角形、毛色及体型等显著体征,并参照鄂温克牧民对驯鹿的耳号标记、颈部彩带标记及个性化命名等,
对驯鹿进行逐一记录,并记录种群分布地的经、纬度和海拔等生态特征.

驯鹿分布区域的社会经济调查结合驯鹿种群调查进行,采用结构式和半结构式访谈,对驯鹿迁移、种

群波动、繁殖及胁迫因素等进行调查.

3 结果与分析

3.1 我国驯鹿分布区的变迁

我国驯鹿源于俄罗斯贝加尔湖东北部尼布楚河上游的温多森林苔原高地,16世纪至17世纪中叶,迁

徙到贝加尔湖东北勒拿河支流威吕河和维提姆河一带,17世纪中叶以后,鄂温克族及驯鹿逐渐向东南迁

移,逐渐进入我国的大兴安岭区域[11-12].1957年后,因驯鹿鄂温克族与额尔古纳河右岸中俄交界处的我国

内蒙古奇乾地区之间已建立密切关系,当地政府和主管部门于奇乾建立了鄂温克定居点,自此鄂温克族及

驯鹿即主要分布于奇乾及周边区域.1965年,鄂温克及驯鹿迁移至内蒙古的满归地区[12,8].2003年8月,
为改善驯鹿鄂温克的教育及医疗条件等[6],当地政府实施了“生态移民”,将于满归分布的驯鹿及鄂温克族

迁至内蒙古根河市西郊的敖鲁古雅(图1).

图1 我国驯鹿分布区的变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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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种群数量现状

我国现存驯鹿共718头,分布海拔区间为700~926m,平均喜好海拔为813.67m(±21.72,n=12).
如表1所示,各驯鹿种群的数量分布极不均匀,平均种群大小为59.83(±18.42,n=12)头,其中分布

于阿龙山阿北林场的 M种群最大,有240头驯鹿,其他的种群均在100头以下,呈典型的隔离小种群状

态,如分布于根河市敖鲁古雅附近西乌乞亚的L种群及阿龙山镇郊先锋林场的 H种群最小,分别仅为

10头和9头驯鹿.
表1 我国现存驯鹿种群数量

种群名称 地点 经  纬  度 海拔/m 种群大小/头

Bd 上央格气 N51°01'866″,E121°25'073″ 926 70

M 阿北林场 N51°50'894″,E122°25'393″ 864 240

Bl 阿雅苏克 N51°41'228″,E121°38'506″ 848 75

Y 阿南林场 N51°41'000″,E122°16'000″ 867 25

Dm 达赖沟 N51°16'000″,E121°18'000″ 847 90

E 古峰北 N50°52'040″,E121°21'135″ 786 21

Sy 得耳布尔 N50°45'724″,E121°11'239″ 746 21

Ss 乌力库玛 N50°51'045″,E121°56'452″ 915 32

L 西乌乞亚 N50°42'721″,E121°24'821″ 701 10

Dw 嘎拉牙 N51°27'000″,E121°35'000″ 767 85

H 先锋林场 N51°45'539″,E122°08'122″ 769 9

G 敖鲁古雅 N50°46'560″,E121°28'105″ 716 40

图2 我国驯鹿种群的分布

3.3 种群分布现状

我国现有的12个驯鹿种群仅分

布于内蒙古大兴安岭北部根河市郊的

大兴安岭林区(E121°11'-E122°25',

N50°42'-N51°50').因受天然屏障

及区域内人为活动的影响(道路及城

镇),我国的驯鹿种群互相完全隔离,
呈岛屿状分布(图2).

在现存的驯鹿种群中,除发展旅

游业的Bd,Ss,Sy,L,G种群距居民区

较近(<30Km)外,其余7个种群均

较偏远,其中最靠东北的 M 种群分

布于阿龙山(N51°50',E122°25'),
距根河市280km,而Sy种群为分布

最西的种群(N50°45',E121°11'),

L种群是分布最靠南的种群(N50°
42',E121°24').
3.4 我国驯鹿种群动态

结合本次驯鹿种群数量调查结果

及报道的驯鹿历史种群数量[8-9,11],

我国1970-2013年的驯鹿种群数量如图3所示.44年间,驯鹿种群数量在1982年增至1080头,在1998
年降至463头,多年来一直在800头左右徘徊.自2010年以来驯鹿种群数量有所回升,但现存种群仅为

718头,甚至未达到1970年的种群数量(840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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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我国驯鹿历年驯鹿种群数量波动图(1970-2013年)

4 讨 论

本研究表明,我国驯鹿现仅分布于内蒙古根河周边的鄂温克族聚居区域,分布区稳定,而且极为狭窄.
从1970至2013年以来的44年间,我国驯鹿种群波动激烈,而且呈明显下降趋势,这与我国分布驯鹿的种

群特征及生境格局等因素有关.
我国驯鹿现存种群仅700余头,分属于12个彼此隔离的种群,平均种群大小仅为59.83头.因此,我

国驯鹿呈典型的隔离小种群状态,加之鄂温克族的粗放式驯鹿驯养管理,驯鹿种群的近交程度极高,导致

遗传衰退[8].李永增[10]和邢秀梅等[13]曾报道,近交导致我国驯鹿的体格大小、角质量和对称性等生产指标

逐年下降,死产率和分娩畸形率逐年上升.
生境作为动物的栖息基地、食物基地和隐蔽所,其适宜性决定了动物的种群增长.因生境破碎化导致

动物生境的适宜性降低,导致孤立动物种群的消减[14-15],因此生境丧失、破碎化及质量下降是导致野生动

物种群数量下降的首要原因[16].我国驯鹿栖息于大兴安岭的泰加林区,该区域曾是我国最主要的森工采伐

区域,加上几次特大森林火灾,森林质量、森林覆盖率及立木蓄积量递减迅速[17-18].此外,区域内植物采

集、林木采伐、道路建设及矿产开采等人类活动也直接降低了驯鹿生境的适宜性,并使驯鹿种群间相互隔

离.因此,适宜生境的减少及生境质量下降是限制我国驯鹿种群发展的重要原因.
除上述直接性生境减少和质量下降外,管理政策调整导致的生境变化也与驯鹿的种群波动和分布变迁

相关.驯鹿属亚北极动物,适应低温、高湿环境,对环境的水热变化非常敏感,食物组成也极为单一,其最

喜好食物是石蕊Cladoniaspp.和问荆Equisetumarvense等季节性变化明显的植物[7],加上其极强的繁殖

物候特性,驯鹿会在其栖息地内进行长达几十公里的夏冬迁徙[9],这也是我国鄂温克族“游牧式驯鹿驯养”

传统生计的生态内核.因区域内的保护政策实施,当地政府于2003年实施了“生态移民”,将鄂温克及驯鹿

从满归向南迁移到近300km外的根河区域,给每个种群划定了固定的牧放区域(猎民点).驯鹿无足够的栖

息地进行迁徙,其生境内的地衣等食物资源等得不到恢复,产生食物匮乏及夏季的高温胁迫等问题,直接

导致了驯鹿种群的存活率及繁殖率下降.此外,当地大力开展“鄂温克-驯鹿文化”生态旅游,为了交通便

利及经营方便,一些驯鹿种群被限制在根河市附近区域,这更增加了对驯鹿的胁迫.其他国家的驯鹿和生

态旅游也有类似格局,如挪威和芬兰的驯鹿会减少使用旅游地周边5~15km的区域,并极端回避旅游地

周边0~5km的区域[19-20].
在驯鹿生境中的诸多自然和人为因素均可直接导致驯鹿种群的减少[18].王绍维等[21]报道,我国每年驯

鹿的年死亡个体为200~300头,在诸多致死因素中盗猎是首要原因.本研究发现,仅2012-2013年间,因

盗猎损失的驯鹿个体即已达近100头,因此盗猎是导致我国驯鹿种群下降的重要原因.此外,天敌捕杀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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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驯鹿致死的重要原因.在大兴安岭林区,驯鹿的主要天敌动物为猞猁Lynxlynx、黑熊Ursusthibetanus
和狼Canislupus.王咏曦[4]曾报道,每年约有1/3的仔鹿死于上述天敌捕杀.本研究发现,在2013年,除

处于圈养方式的G种群外,12个驯鹿种群中有11个种群的近100头新生仔鹿被天敌捕杀致死.
驯鹿已被列为我国Ⅱ级重点保护动物,当地政府也已通过禁猎、没收枪支和加强执法等加大了对我国

驯鹿的保护.此外,为应对我国驯鹿的近交衰退,当地政府也一直在从俄罗斯和挪威等国引进种鹿[22],而

且也一直在进行人工授精和驯养管理方式等方面的尝试和改进.
因驯鹿的生态生物学特性决定了“圈养”不适用于驯鹿驯养,加上鄂温克族传统性的游牧生计,当地政

府可基于现存的驯鹿种群和生境,于其核心分布区建立自然保护区,保护驯鹿及生境.此外,当地在规划和

发展旅游时,应当充分考虑旅游活动对当地生态系统和濒危动、植物的影响[23-24],从而使驯鹿保护与“驯

鹿-鄂温克生态系统”旅游协调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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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urrentDistribution,PopulationTrendsand
CausesofDeclineofReindeerinChina

ZENG Zhi1,2, MENGFan-lu2, WANG Peng2, MENGXiu-xiang1
1.SchoolofEnvironmentandNaturalResources,RenminUniversityofChina,Beijing100872,China;

2.CollegeofLifeandEnvironmentSciences,MinzuUniversityofChina,Beijing100081,China

Abstract:Thereindeer(Rangifertarandus)isanendangeredspeciesdistributedinthesub-arcticregionin

thenortheasternpartofChina.Todeterminethecurrentstatusofthepopulationandthedistributionpat-

ternsofreindeer,thisstudywasconductedintheGreatXingAnlingofChinaduringJuly2012toAugust

2013.TheresultsshowedthatthereindeerinChinaonlyoccursinGenheareaofInnerMongolia(E121°

11'-122°25',N50°42'-51°50'),wherehasbeenthedwellingregionofEwenkipeople.Therewere718

reindeerin12populationsin2013withthepopulationrangefrom9to240andtheaveragepopulationsizeof

59.83(±18.42,n=12),whichindicatedthatthemostreindeerpopulationsinChinaweresmallpopula-

tions.Thepreferredhabitatsofreindeerlocatesfrom700to926mwiththeaverageof813.67m(±21.72,

n=12).Smallpopulationsandtherelatedinbreeding,habitatlossanddegradation,managementpolicy,in-

tensivetourismandpoachingandthepredationhavebeenthemainfactorsinfluencingthepopulationincrease

ofreindeerinChina.

Keywords:Reindeer(Rangifertarandus);distributionarea;population;conservation;influencingfac-

to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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