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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 例

凡 例

一、本志为《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史志丛书》之一，专记本州野生动物，不含家畜家

禽。

二、本志下限为1992年底，下限内的事物，尽力收集人志。

三、本志设述、记、志、录诸体，‘有关图表穿插其中。根据志书横排竖写、述而不作的

原则，对动物的分述’以种为竖写条目，对兽类、鸟类、两栖爬行类、鱼类各个种，均分学

名(含中文名，个别加俗称)、形态、习性、经济意义、分布等细目，顺序记述，部分种并

附录国内药方。无脊椎动物因数量大，且有些种属尚缺确切考察资料，故只选记一部分

“目”，所选。目”中只详记个别种，其余种略写，仅列部分名录。对各大类记述中，同属有几

个种的，详述一个种，其余作相近种略写。

四、分细目记述中，“分布”所注地名指标本采集地或确知分布的区域，并不表示其他地

区无分布。为节省篇幅，有的种只在种名之后打括号写地名表示分布，不另起行。部分昆虫

分布于州境，但不确知分布地域的，不标地名；有的昆虫种类尚无中文名，便只录拉丁名。

五、本志各章所用资料，主要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中央、云南或其他省区及本

州各科研、教学等单位历次考察收集的资料。所引用的资料，分章列注。兽类板齿凰鸟类

黑鹳、灰鹤、鸳鸯，为本州新记录。
‘

一

六、附录部分，特录《中华人民共和国野生动物保护法轨以示本志出版宗旨，“奇闻趣

事”仅收入目前收集到的国内报刊书籍已载资料及少数作者来稿，供科学工作者及广大读者

探秘廨迷，并欢迎各界人士继续投稿或提供线索待再版时补充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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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 述

概 述

西双版纳潦族自治州(以下简称西双版纳)地处云南省南部边缘，位于东经99。56 7

—101。50 7，北纬2l。08 7--22。36 7之间，北接横断山区，南连中南半岛。处于热带

向亚热带过渡地带，自然环境复杂多样，蕴育着十分丰富的野生动物资源。全州面积为

19124．5平方公里，约占全国国土面积的0．2％和云南省面积的5％，但分布的脊椎动物种类

却占全国陆地脊椎动物的四分之一和云南省的近一半，昆虫也占全国和云南已订名种类的

5．7％和19．8％。与自然条件相似的海南和台湾比较，面积虽然只有这两个地区的一半略

多，但物种数却与之相当；鸟类和哺乳类种类还稍多。西双版纳是我国小区域单位：爵积上动

物种类最多的地区之一，因此，素有动植物。种质资源的基因库”的誉称。 、

全州目前已知的动物群有多孔动物(Porifera)、刺胞动物(Cnidaria)、扁形动物

(Plafyhlminthes)、轮形动物(Rotifera)、棘头动物(Acauthocephala)、分虫动物

(Nematda)、线形动物(Nematomorpha)、软体动物(Mollarca)、环节动物

(Annelida)、节肢动物(Arthropoda)、和脊索动物(Chordada)等十余个门类。其中脊椎

动物有762种，无脊椎动物达3000余种。

无脊推动物中，研究得较多的是昆虫和寄生虫等直接经济意义较大的类群。据不完全统

计，西双版纳州已记录的昆虫有15目2448种，畜禽寄生虫220种。其他经济意义较大的还

有浮游动物，贝类、蚯蚓、蚂蝗、甲壳类，蜘蛛、蜈蚣等，但其研究基础都较差。此外，还

有许多类群未及研究，至今还处于空白或半空白状态。

脊椎动物是进化地位最高等的类群，其体型一般都较大，许多种类与人类的物质和文化

生活有着密【刀的联系。20世纪50年代以来，国内外有关机构对这一地区的动物区系进行了

大量的考察研究，积累了丰富的资料。据现有资料，西双版纳州有鱼类6目19科，92种，

两舾类3目8科44种，爬行类3目14科63种，鸟类19目55科455种，哺乳类9目32科

108种。

西双版纳地处磺断山系的尾端，位于欧亚板块与印度板块的交接地带，北部及两侧是无

量山、怒山余脉的山原高地。南部和东南部由突起的山原及其间的低地、河谷与东南亚的缅

甸．、老挝交接。腹部是地势较低的山地河谷。全区地形呈周高中低状，地势由北向南具有阶

梯状下降的特征。境内河网密布、纵横深切，山川交错，地势起伏较大，最低海拨为480

米，最高海拨达2429米，相对高差近二千米。这种地形条件使印度洋的西南季风及太平洋

的东南季风能不断向区内障人并滞留，而北方的寒潮空气则被阻挡或削弱，因而在一定区域

内(主要是800米以下的河谷和低山地带)形成热带气候，成为世界三大热带区之一的印度

一马来热带区的北缘地带。因此，本区的自然条件具有热带和亚热带的过渡特征，气候终
年温暖湿润，谊物种类繁多而茂密，森林层次极其复杂，为各种类型的动物提洪了丰富的食

物和各自适宜的栖息繁衍场所。

按照动物地理区划，西双版纳的动物(除昆虫外)属于东洋界、华南区的滇南山地亚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2’ 西双版纳动物志

区。从区系组成上看，在陆栖脊椎动物的繁殖种类中，以华南区的物种成分为主，占全区物

种的三分之一以上，是本区主要的动物群；在生态地理类型上属于热带森林一一林灌草地、

农田动物群。但是，由于特殊的地理位置和环境条件，东南亚区系和印缅区系的动物可溯谷

延伸到此，我国西南和华南地区的动物也有条件沿山地进人本区栖留。这样，西双版纳州就

成为我国其他地区罕见的、具有几个不同自然区域生物区系的野生动物荟萃地，为热带、亚

热带动物富集，物种高度多样性的一个地区。同时，由于地理环境的差异和地域上的隔离，

西双版纳的动物除富含东南亚区系的物种外，有许多与国内其他地区相同的物种已演化成独

特的亚种，婕西双版纳成为一个独特的亚区．

因此，西双版纳野生动物，具有明显的热带特点，形态特异的树栖种类和热带森林种类

特别多。许多种类体型较小、体包浓深。同时，在生态分布上具有鲜明的层次性。

从激流到静水、从土壤到地表，从草丛到灌林、从林下到林冠，在不同的生态位上都有

各种动物牺居，形成独特奇异的生物群落组合。这些动物是西双版纳独特的生态景观的重要

组成部分。

由于特殊的地理环境，西双版纳东南亚热带型动物的许多种类以此为其分布的最北限，

在我国境内的分布极为狭窄，属于国内特有种，鼷鹿、小齿狸、大泡灰鼠、灰头绿鸠、棕头

鹃鸠、白喉犀鸟、棕颈犀鸟、橙胸咬鹃、鳞腹啄木鸟、双瓣八色鸫、西双游蛇、。版纳摄龟、

裸耳飞晰、大姬蛙、黑斜线蛙、多疣棘蛙、凹顶角蟾、突肛拟角蟾、双孔鱼、钯鲤、爪哇鲍

鲤、斑腰单孔鲍等。还有一些种类在国内的分布仅局限于西双版纳及其毗邻地区，或以本区

的种群数量为最多，如亚洲象、野牛、白颊长臂猿等．同时，由于西双版纳在第四纪地质时

期＆于冰川进退的边缘，大部分地区没有发育过冰川，部分古热带动物得以幸存，在整个地
． 质演变过程中又逐步适应了生境并且继续得到发展和繁衍，因此，原始种类较多，如双孔

鱼、版纳鱼螈、蟒蛇等。另外，西双版纳还分布着一些家畜、家禽的近缘种或原始种，如野

猪、野牛、原鸡这些动物，在国内的分布范围和种群数量不大，而且在本州也仅分布在原始

森林等一些狭小地域内，一些种类甚至已经处于濒临灭绝的状态，在全国及西双版纳极为珍

稀。

在国家重点保护的335种陆牺脊椎动物中，西双版纳有129种，其中一类保护动物20

种，二类109种。此外，尚有10种属于云南省珍稀濒危保护动物。这些动物中，有24种还

属于国际性的保护种类，如灰叶猴、白颊长臂猿、狼、黑熊、斑林狸、金猫、云豹、金钱

豹、印支虎、亚洲象、鬣羚、黑颈长尾雉、双角犀鸟、金花蟒等。
’

．

优越的自然条件是西双版纳野生动物多样性极其丰富的原因。但是，由于动物的特殊分

布规律，本州野生动物尽管区系丰富，品种繁多，但每个种的种群密度都较小，分布范围也

较狭窄，因此种群数量一般部不大。同时，每个物种都有其最适应的特殊生境，和所栖居的

环境里的各种生物和非生物因子互为依赖、彼此影响着，并以一种动态的形式生存和繁衍，

保持首泪对的稳定性，构成一个相对稳定的生态系统。因此，一旦生境遭到破坏，动物也就

受到生存的威胁。尤其足热带动物，对生境要求严格，极为脆弱。一鉴于此，1958云南省就

在西双版纳建立了勐养．小勐仑、勐腊和大勐龙四个自然保护区．目前，西双版纳之所以还

残留有这佯一个动物区系，一方面是因与东南亚动物区系相毗邻，可以进行热带动物种类的

彼此交流，更重要的是还有一定面积的热带森林存在，可以为这些动物提供必要的食物和栖

居场所。但足，近四十年来，随着本地区人口的急剧增长和土地资源的开发利用，热带原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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森林已遭到颇大程度的破坏，给野生动物的繁衍造成了严重威，虎、熊、鹿、象、孔雀等

动物一度大量减少。

野生动物的分布是与自然景观的各种条件一地貌、土壤、水文、气候、植被等密切关
联的，动物与自然环境的关系尤如毛与皮的关系，。皮之不存，毛将焉附。?

西双版纳是我国热带及亚热带动物保持较为完好的一个地区。动物区系特殊，物种极其

丰富。中外生物学家历来对此非常重视和关注．自50年代以来，中外学者对这一地区的动

物资源作过多次的综合考察和大量的专题调查，积累了丰富的资料，为保护和开发利用研究

提供了科学依据．1982年，国家科委决定将实验动物中心之一的灵长类中心建在西双版

纳，以开展灵长类实验动物的开发利用研究；1986年，国务院批准经调整后包括勐养、勐

腊、尚勇、勐仑、曼稿的西双版纳自然保护区列为国家级森林和野生动物类型的自然保护

区；1988年，州人民政府成立了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自然保护区管理局，并在勐养和补

建立了动物观察研究基地，进行野生动物的养殖复原、生态观察及热带雨林林冠动物区系和

生态等的研究．西双版纳有了专门从事动物学领域研究的基地，推动了国内和国际问的科技

合作。80年代以来，对这一地区野生动物的研究不断深入和发展，除动物分类和区系的研

究外，还加强了动物生态学、动物保护学和动物驯养繁育等领域的研究，使本州的物种名录

不断增加，对珍稀动物的资源数量及分布、害虫及天敌的区系和生态等的认识不断深入，并

开展了灵长类、蝶类、山瑞鳌等珍稀动物的驯养繁殖、开发利用研究，为积极有效的保护和

开发利用奠定了基础．同时，由于采取了各种保护措施，各种珍稀动物的种群数量有所增

加．到1990年，野象由80年代的约192头增到240头，野牛由约518头增到约650头。

野生动物是可以更新和再生的资源．许多种类都具有直接的现实利用价值。不少种类具

有开发怍为驯养品种或培育家畜新品系的潜在价值，各具特色的动物种也是文化艺术、旅游

观赏、娱乐、教学实验、科学研究的素材。其中不少种类，如灵长类、啮齿类、蝙蝠、蜥

蜴、蛙类、鱼类等，还具有开发作为生物学、医学、行为学、环境科学以至宇航生物学等生

命科学中进行实验探索研究的实验动物的潜力。更为重要的是野生动物多样陛存在的间接价

值，如转f匕有机物质、净化环境、改良土壤、传花授粉、传播籽种、抑制害虫、维持生态平

衡等，这些阼用所带来的生态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是难以估量的，但是，这些价值尚未为人

们普遍认识。开发利用水平也还较低，即使是那些具有直接利用价值的品种，也还处于野生

采集、依赖自然的状况．．生物资源的价值是随着人类的进步而逐渐认识的，至今还有许多品

种的潜在价值尚未被发现，未为人类开发利用。人类社会的发展对生物资源的综合利用能力

的增强和对需求量的增加是显而易见的，保持丰富的生物多样性，对于人类解决不断严峻的

环境、人口、食物、疾病等问题，适应新的变化，将会提供更多的选择机会。

西双版纳丰富的野生动物资源为发展经济，开展科学研究，改善和丰富人民物质和文化

生活、维护生态平衡等。提供了优越的条件。我们必须进一步增进认识，加强保护和研究工

作，合理地开发利用，使这一宝贵资源能永续地造福于人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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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6年，中国科学院云南热带生物资源综合考察队，考察西双版纳兽类区系。

1956—1958年，云南大学生物系在西双版纳进行生物考察。
‘

1957年，云南大学生物系在小勐养组建工作站。

1958年，。云南省人民委员会批准在西双版纳建立自然保护区；1959年由中国科学院综

合考察队主持，完成勐养、小勐仑、勐腊和大勐龙四个自然保护区的勘察划界工作．

1958-1962年，中国科学院昆明动物研究所在勐仑进行野牛、猕猴、大灵猫驯养工作。

1959年，中国科学院昆明动物研究所在勐仑组建工作站．’

1960年，中国科学院昆明动物研究所，云南大学等单位组成考察队、考察西双版纳鸟

兽区系。

1967-1968，中国科学院昆明动物研究所考察西双版纳大灵猫资源．

1970-197．1年，上海动物园在勐养捕捉亚洲象．

1974年，贵阳医学院在西双版纳调查病原宿主动物鼠类和翼手目．

1979-1982年，云南省农业科学院组织调查农业害虫天敌昆虫。 ·

1980年，云南省林业厅组织森林昆虫调查。

1981年11月，云南省人民政府决定将西双版纳州内的自然保护区调整为一个保护区，

统称西双版纳自然保护区。经调整后的保护区包括勐养、勐腊、尚勇、勐仑、曼稿五片。面

积为241776公顷。

1982年4月，西双版纳州在原宣慰街(澜沧江与流沙河交汇的下游半岛上)筹建州动

物园。1983年由国家科委改建为。云南西双版纳灵长类实验动物中心”，1985改名为“中国实

验动物云南灵长类中心”。

1982年11月，国家科委在西双版纳主持召开全国第一届实验动物工作会议。

1983年，西双版纳森林公安局成立。

1983年，云南西双版纳自然保护区综合考察团调查西双版纳自然保护区动物资源。

1984年，景洪组建动物园．

1984-1985年，云南省科委、云南省林业厅组织考察云南省猕猴资源，西双版纳州为考

察区之一．

1985年7月28日-8月6日，云南省动物学会、民盟西双版纳支部委员会联合在景洪

举办。云南省首次野生资源兽类讲习班”。

1986年4月，中国高等教育动物地理学术讨论会在景洪召开。

1986年7月9日，国务院批准将西双版纳自然保护区列为国家级森林和野生动物类型

的自然保护区．

1987年2月。勐腊县那秀村哈尼族民兵金刚等3人精心保护失群的一头小野象，受到

勐腊县人民武装部表彰。

1987年8月，西双版纳自然保护区综合考察报告集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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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7年，西双版纳州人民政府决定建立。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自然保护管理局”。

1989年3月16日一4月8日，．西双版纳州环境保护监测站委托中科院昆明动物研究所

脊椎动物研究室承担纳板河流域脊椎动物考察。

1989年7月，景洪县境勐养自然保护区内江边寨后山，有一头出生不久的小野象跟随

母象到林边包谷地寻找食物，掉人沟内，被当地农民发现，及时报告并配合保护区管理所，

救出了小象。小象在保护区管理所人员精心饲养下脱离生命危险，并被取名为“勐勐”。

1989年l 1月18 El，中共中央总书记江泽民到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视察工作途经勐养

时，到跟护区管理所观看了小象，并询问了小象的抢救、饲养及成长过程。

．1990年3月27日，中共西双版纳州委室传部、共青团西双版纳州委、西双版傣族自治

州教育委员会、西双版纳潦族自治州国家自然保护区管理局联合发出《关于开展。四·一”爱

鸟周，热爱大自然，为小象“勐勐”进行捐款活动的倡议》，号召全州共青团员及广大青少年

为保护西双版纳生态环境作出应有贡献。
。‘

1990年7月。中国灵长类保护国际讨论会在昆明、西双版纳召开．

1990年，州自然保护管理局与美国自然保护基金会在补建立“林冠走廊”，开展热带

雨林林冠动物区系的研究。 ．

1990年7月2日新华社电讯：有关部门新近应用遥感技术监测获得的资料表现，西双

版纳自然保护区森林植被上升，各种珍稀野生动物的种群数量有所增加．’

1990年7月4日，勐棒农场七分场三队六号胶林附近的茅草山一带，出现约16头象．

这是30多年来第一次出现的大群野象。大象践踏了新定植的22亩胶苗，农场工人认真保护

象群，未加伤害。

1990年7月14日，-自治州人民政府在勐养自然保护区管理所召开表彰大会，表彰了去

年抢救两头遇难幼象及一个大象的管理所有关人员及江边寨村长蔡新文等24人，州长召存

信在大会上讲了话。 ，

1991年3月9 El，自治州人民政府召开紧急会议，部署贯彻执行国务院关于加强野生

动物保护、严厉打击违法犯罪活动的《紧急通知》及省人民政府有关文件的具体措施。

1991年3月15日，州人民政府发布《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人民政府关于加强野生动物

保护，坚决打击违法犯罪活动的通告》。

1991年6月8日，，自洽州人大常委会公布经云南省人大常委会批准的《云南省西双版

给潦族自州澜沧江保护条例》。

1992年9月8口，自治州人大常委公布经云南省人大常委批准的《云南省西双版纳潦

族自ifi,kl·I自然保护区管理条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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