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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西新开岭自然保护区，是以亚热带森林生态系统为重点的水源涵养地保护，以兰科
植物为重点的珍稀植物保护，以林麝为重点的野生动物及其栖息地保护以及以喀斯特地貌
为重点的自然景观为保护对象的生态系统类型的自然保护区。在地理位置上，新开岭自然
保护区位于秦岭东段南坡，是秦岭自然保护区群的重要连接枢纽，对保持秦岭地区自然生
态系统的完整性、野生动植物物种多样性以及缓解栖息地破碎化均发挥了重要作用。保护
区内处处沟壑纵横，峰岭相连，起伏连绵，林木葱葱，植被覆盖率达 90． 0% ;保护区生物多样
性丰富，保存着众多的珍稀濒危保护物种，是秦岭东段南坡生物自然种质资源库。

建立陕西新开岭自然保护区，受到了各级人民政府的高度重视，保护区管理处进行了
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表达了各级人民政府对秦岭生态环境保护的决心。

为了落实《陕西秦岭生态环境保护纲要》提出的宏伟愿望，陕西新开岭自然保护区建设
势必成为秦岭自然保护区群全面建设的重要工程。为此，由保护区管理处申请并经陕西省
林业厅批准立项，在陕西省林业厅、商南县人民政府及商南县林业局的领导和支持下，由陕
西省动物研究所牵头，组建了由陕西省动物研究所、西北大学、西北农林科技大学、新开岭
自然保护区管理处等单位共同组成的科学综合考察队伍，于 2009 年 5 月起对陕西新开岭自
然保护区进行了全面考察，科考队共历时 1 年 6 个月，克服各种困难，顽强工作，取得了多方
面的成果，获得了大量的物种、生态系统和社会经济方面的标本、数据、样方、摄影、摄像等
第一手资料。

在多方面专家的共同努力下，现已完成了《陕西新开岭自然保护区生物多样性研究与
管理》一书，即将付印出版。我相信《陕西新开岭自然保护区生物多样性研究与管理》的正
式出版，将为陕西新开岭自然保护区的建设和可持续发展起到良好的促进作用，为实施西
部大开发战略的决策作出重要贡献。

唐周怀
2012 年 6 月



前 言

陕西新开岭自然保护区，地处商南县南部距县城约 30km、丹江河南部新开岭山脉腹地。具体位置
为: 保护区北起太吉河镇落花沟和耀岭河一线( 大 －耀公路) ，南至北鲁础乡徐家河，西至核桃坪，东抵冷
水河对窝坪。地理坐标为东经 110°28' ～ 110°38'，北纬 33°16' ～ 33°23'。保护区东西长约 19． 5km，南北
宽约 13． 8km，总面积 14 963hm2。是以亚热带森林生态系统为重点的水源涵养地保护; 以兰科植物为重
点的珍稀植物保护; 以林麝为重点的野生动物及其栖息地保护以及以喀斯特地貌为重点的自然景观保护
为保护对象的综合性自然保护区。在地理位置上，新开岭自然保护区位于秦岭东段南坡，是秦岭自然保
护区群的重要连接枢纽，对保持秦岭地区自然生态系统的完整性以及野生动植物物种多样性以及缓解栖
息地破碎化均发挥了重要作用。保护区范围多属低山山地，海拔多在 1000m 左右。最高海拔位于西侧
边界的大富沟( 海拔 1575m) ，最低处小河河界( 海拔 735m) ，相对高差多在 500 ～ 600m。全区山势巍峨，
沟深谷阔，河流受岩层和地质构造的控制，宽谷与山间盆地交替出现; 气候属亚热带向暖温带过渡气候，
随海拔高度有一定的差异，具有明显的山地小气候特征，海拔 600m 以下属低热区，600 ～ 1000m 属中温
区，1000m以上属高寒区，年平均气温 14℃，年平均降水量 803mm，气候温和，雨量充沛，秋淋明显，春冬
干燥，素有“夏无酷暑”之称; 保护区内处处沟壑纵横，峰岭相连，起伏连绵，林木葱葱，植被覆盖率达
90． 0% ;保护区生物多样性丰富，保存着众多的珍稀濒危保护物种，是秦岭东段南坡生物多样性丰富的区
域之一。

2004 年经陕西省人民政府批准，正式建立省级自然保护区后，保护区管理处积极与有关部门和科研
院校合作，对保护区内的自然资源、生物资源、社会经济状况等进行了充分的调查，积累了宝贵的资料，推
动了保护区的初期建设。为了适应保护区的持续发展，并为保护区进一步的建设规划、经营管理、保护监
测提供更加全面系统、详细丰富的科学依据，需要进一步对保护区的自然地理特征、生物多样性及动植物
资源、生态系统、社区经济、人文历史、旅游资源及重点保护对象的变迁与现状，进行全面深入的综合科学
考察。为此，由保护区管理处申请并经上级主管部门批准立项，在陕西省林业厅、商南县人民政府及商南
县林业局的领导和支持下，成立了陕西新开岭自然保护区综合科学考察与研究领导小组、编辑委员会;组
建了科学综合考察研究队伍，制定了综合科考研究计划，并约请陕西省动物研究所、西北大学、西北农林
科技大学部分专家协作。整个综合科学考察与研究工作自 2009 年 5 月开始，至 2011 年 12 月完成，共历
时 1 年 6 个月。

本次综合科学考察与研究结果表明，陕西新开岭自然保护区自然地理条件特殊、自然环境优越，植被
类型多样，生态系统复杂，动植物种类繁多，生物资源丰富。构成保护区内的植被属于中国—日本森林植
被植物区系的一部分。区内植被可分为山地植被类型和湿地植被两种类型; 山地植被类型包括森林( 针
叶林、阔叶林、常绿落叶阔叶混交林) 、灌丛和次生草甸;湿地植被类型包括沉水植物群落、挺水植物群落
和湿生植物群落。其中，山地植被具典型的垂直分布特征，可划分为 2 个不同的植被带，海拔 700 ～
1500m为常绿落叶阔叶混交林带，1500m以上为落叶阔叶林带;湿地植被类型主要有光华柳叶菜群落、眼
子菜属植物群落、石菖蒲群落、芦苇群落、香蒲群落、水芹群落、佛子茅群落、薄荷群落、扯根菜群落、莎草
群落、灯心草群落、五爪龙群落、茴茴蒜群落、齿果酸模群落、荻群落、葎草群落、问荆群落和节节草约 18
个群落。

由于保护区地处我国南北植物区系的交汇地带，植物种类繁多，既有亚热带植物种群，又有暖温带落
叶阔叶树种和针叶树种，植被类型具有明显的亚热带与暖温带过渡成分。区内有种子植物 156 科( 狭



义) ，622 属，1316 种( 含种下类群) ，分别占全国种子植物 3183 属、28 592 种的 19． 54 %、4． 60%，占陕西
种子植物 1143 属、4377 种( 含种下类群) 的 54． 42%、30． 07%。其中，裸子植物 6 科 9 属 13 种，被子植物
150 科 613 属 1303 种。在被子植物中，双子叶植物 130 科 488 属 1067 种，单子叶植物 20 科 125 属 236
种。有大型真菌 36 科 86 属 147 种，其中，食用菌 82 种，占区内大型真菌总种数的 55． 78% ; 药用菌 38
种，占 25． 85% ;毒菌 15 种，占 10． 2% ;真菌的营养方式比较全面，有寄生真菌 8 种，腐生真菌 102 种，菌根
真菌 37 种有蕨类植物 19 科 39 属 86 种( 含变种) ，优势科为鳞毛蕨科、蹄盖蕨科、水龙骨科、铁角蕨科、卷
柏科等，优势属为卷柏属、铁角蕨属、耳蕨属、鳞毛蕨属。由此可以看出，新开岭自然保护区是秦岭东部商
洛山区植物种类最丰富的地区之一。尤其是区内共有国家重点保护植物兰科 22 种，其他科植物 6 种;陕
西省重点保护植物 12 种，共计 40 种。由此可见，该区域是保护植物的天然避难所或自然标本馆。

保护区内森林茂密，自然生态系统完整，生物小气候多样，是众多野生动物的良好栖息地，成为林麝
及其他国家级重点保护动物的分布区域。区内共有脊椎动物 303 种，分别隶属于 28 目 79 科 216 属。其
中，鱼类 43 种，分别隶属于 4 目 7 科 34 属;两栖与爬行动物 27 种，隶属于 2 纲 4 目 11 科 23 属。其中两
栖动物 7 种，隶属 1 目 3 科 5 属;爬行动物 20 种，隶属 3 目 8 科 18 属，分别占陕西省两栖动物、爬行动物
总种数的 26． 92%和 37． 74% ;鸟类 170 种，隶属于 14 目 39 科 109 属; 兽类有 63 种( 亚种) ，隶属于 6 目
22 科 50 属。区内共有昆虫 1295 种，隶属于 28 目 251 科 959 属。在野生动物资源中，珍稀保护物种较
多。其中有国家Ⅰ级重点保护动物 4 种，Ⅱ级重点保护动物 27 种，陕西省重点保护动物 28 种。可以说
新开岭自然保护区是一个名副其实的种类繁多的天然动物园和秦岭东段南缘野生动物物种多样性丰富
的重点区域。

陕西新开岭自然保护区是一个蕴藏着众多珍稀动、植物资源和丰富生物多样性的物种遗传基因库。
对陕西秦岭东段南缘而言，它还具有一定的典型性及代表性，堪称秦岭东段南缘的一颗耀眼的绿色明珠，
具有很高的保护和研究价值。通过本次综合科学考察与研究工作的开展，不仅对保护区自然环境和生物
资源的有效保护、管理监测、科学研究、资源合理开发利用及保护区的全面发展建设将起到推动作用，而
且对国内外人士认识和研究秦岭，特别是对研究秦岭东段生态环境演变也会有一定的帮助和积极意义。
此外，对有关院校的教学和科研以及自然保护工作者、大自然爱好者，也有广泛的参考价值。

全书共分 14 章，并附有自然保护区植物、脊椎动物、昆虫及大型真菌名录，以方便保护区保护管理和
读者参考。
《陕西新开岭自然保护区生物多样性研究与管理》在新开岭自然保护区综合科学考察组织委员会组

织领导下，由陕西省动物研究所、西北大学、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及新开岭自然保护区管理处有关专家和技
术人员进行了实地考察和资料收集编写而成。在编写过程中，得到了陕西省林业厅、商洛市林业局、商南
县林业局的大力支持，特此致谢。

由于时间仓促，本书谬误、遗漏之处在所难免，我们热忱地欢迎读者和各界人士批评指正。

编著者
2012 年 2 月，西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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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书书

第 1 章 总 论

摘 要:本章对本书中涉及的自然地理概况、自然资源概况和社会经济等三方面进行了高度概况。

1. 1 自然地理概况

1. 1. 1 地理位置

陕西新开岭自然保护区，地处商南县南部距县城约 30km、丹江河南部新开岭山脉腹地。具体位置
为: 保护区北起太吉河镇落花沟和耀岭河一线( 大 －耀公路) ，南至北鲁础乡徐家河，西至核桃坪，东抵冷
水河对窝坪。地理坐标为东经 110°28' ～ 110°38'，北纬 33°16' ～ 33°23'。保护区范围多属低山山地，海拔
多在 1000m左右。最高海拔位于两侧边界的大富沟( 海拔 1575m) ，最低位于小河河界( 海拔 735m) ，相
对高差多在 500 ～ 600m，其周围北依丹凤县接壤; 南屏郧西大梁与湖北省郧县、郧西县为邻; 东界与河南
省西峡县相接;西与丹凤县雷家洞毗连。

新开岭自然保护区位于陕西省自然保护区群最东沿，周边与待建的陕西天竺山自然保护区相望。它
是陕西已建的最东边的森林生态系统自然保护区( 图 1 － 1) 。

1. 1. 2 地质地貌

秦岭山地是在秦岭褶皱系的基础上形成的褶皱断块。其最古老的地层是震旦纪变质的酸性、中基性
火山岩和石英云母片岩等变质岩系。印支运动时期，秦岭古海板块不断向中朝古陆板块之下大规模地俯
冲，结果使秦岭古海板块全部褶皱成山，即形成秦岭印支褶皱带。在此以前的漫长岁月中，秦岭古海起着
分隔南北的作用，并成为引起南北地质差异、生物群落差异的原因之一。在燕山运动时期，断块活动已十
分活跃，在秦岭山地内部形成一些断陷盆地。新第三纪以来的喜马拉雅运动，断块活动更为活跃，不仅形
成一些新的断陷盆地，而且使秦岭山地北仰南倾，北坡短而陡、南坡长而缓，加之长期流水的切割作用形
成河谷—山脊相间，除秦岭主脊外呈相互平行，南北向“梳状”间隔排列的地形特征。保护区地处秦岭东
段南坡腹地，辖区内山体岩石主要由中生代花岗岩、片麻岩、片岩、石英岩等火成岩及变质岩组成。地质
复杂，地形多变，梁岭纵横，山高谷深，垂直海拔范围 735 ～ 1575m。地貌类型主要为基岩峰岭与山间盆地
及沟谷组成的低山、中山地貌。

1. 1. 3 水文

陕西新开岭自然保护区属长江流域汉江水系丹江中游地区，保护区是丹江流域的小河、冷水河、滔
河、开河等五河的发源地。水资源丰富，水质优良，达到国家一级饮用水标准。

小河位于保护区西北部，是保护区最长的河流，流域面积 4460hm2。其发源地位于保护区西部的富
家沟，流经核桃坪、卧虎坪乱流区与钓鱼河汇合后，于螺旋岩处进入新开岭风景区西峡、北峡，经莲心洞、
庙台子村与耀岭河汇合;耀岭河，位于保护区东北部，在东西走向保护区内流域面积 3441hm2 ; 滔河为保
护区内南部河流，流域面积 4052hm2 ;冷水河位于保护区东部，其流域面积 3010 hm2，发源地位于保护区
东北部的陈家沟，经碾子坪、对窝坪流出保护区。

1第 1 章 总 论



图 1 － 1 陕西新开岭自然保护区在秦岭自然保护区群中的位置

2 陕西新开岭自然保护区生物多样性研究与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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