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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简介

本书包括了黑龙江省、吉林省，辽宁省和内蒙古自治区东北部等中国东北地区的珍稀濒危脊

椎动物。列有圆日纲1目l科3种，鱼纲3目4科8种，两栖纲2目4科9种，爬行纲2目7科

19种，鸟纲17目54科288种，哺乳纲6目19科52种。对所列各种除按一般志书规格记述其鉴

别特征、形态、生态，地理分布与亚种分化外，还根据IUCN 1994年划分濒危动物最新等级标准

进行了濒危等级评估，并记述了现有的保护措施。

该书是迄今对中国东北地区珍稀濒危动物研究较为系统和全面的总结，不仅为这些地区野生

动物的保护和进一步研究提供了基础资料，而且可供动物学教学和农、林、牧、副、渔等生产和

主管部门参考。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东北地区珍稀濒危动物志／中华人民共和国濒危物种进出口管理办公室

编．一北京：中国林业出版社，199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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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1999)第07350号

出版 中国林业出版社(100009北京西城区刘海胡同7号)

发行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

印刷北京地质印刷厂

版次1999年8月第1版 1999年8月第1次印刷

开本787mm×1092mm 1／16

印张45．25 ．

彩插8

字数ii00千字

印数1"--1500册

定价98．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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雀科，莺科，鹁科(er喉姬鹁、鸲姬鸫、白腹姬鹁、灰斑鸫)，山雀科，鸦科，旋木

雀科，雀科(苍头燕雀、黄雀、松雀、粉红腹岭雀、北朱雀、红腹灰雀、灰腹灰雀、

白翅交嘴雀、红交嘴雀)，鸦科；食肉目猬科，熊科，猫科；鹿科；牛科(斑羚)

食肉目犬科(狼、赤狐、沙狐、豺)；牛科(黄羊)

食肉目鼬科(狗獾、猪獾)

百灵科(蒙古百灵、凤头百灵)，鸫科(寿带、紫寿带)，黄鹂科(黑枕黄鹂)，雀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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野生动物是大自然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是人类的朋友。野生动物在人类发展和人类生

活中的地位和作用，以及与人类的密切关系已越来越为人们所关注。因而“保护野生动物”

“救救野生动物”“让野生动物和我们共同拥有地球”的呼声在全球范围内越来越高涨。这是

社会发展的必然结果，也是人类文明的标志之一。

中国是野生动物资源丰富的国家之一，很多特有珍稀动物一直受到世人的喜爱。因此，中

国对野生动物的保护也一直为人们所关注。如何保护好我国珍稀野生动物资源、为人类保存

这份大自然留下来的宝贵财富呢?我想，除了野生动物主管部门采取有力的保护管理措施外，

更重要的是发动全社会参与，提高公众对珍稀濒危野生动物的保护意识。这样，出版介绍珍

稀濒危动物的书籍就很有必要了。在这一指导思想下，我们先组织西北地区的动物学家编写

了《中国西北地区珍稀濒危动物志》，取得了很好的效果。现在我们又请动物学家、吉林省林

业科学院赵正阶研究员负责主持编写《中国东北地区珍稀濒危动物志》，这是我国野生动物保

护和研究工作中又一重大成果。

东北地处寒温带和温带，其地域辽阔，植被类型多样，有森林、森林草原和沼泽植被，是

我国森林面积最大的地区．，在不同的自然条件下，蕴藏着丰富的野生动物资源，是我国传统

的野生动物毛皮、药材的生产出口基地。但是在过去几十年里，由于森林大量砍伐，无计划

地开垦及滥捕滥猎，致使很多物种的种群数量急剧减少，有的已濒临绝灭或已经绝灭。如分

布于大兴安岭的镰翅鸡和雷鸟．，已有几十年未见到了，或许在我国已经绝灭。世界驰名的东

北虎目前在我国已濒临绝灭；金钱豹、猞猁在东北也十分稀少；过去相当丰富的狍子和榛鸡

(飞龙)，‘现在也不多了。因此，保护东北珍稀濒危动物已刻不容缓。

《中国东北地区珍稀濒危动物志》立足于东北地区，以种、亚种为基本分类单元，包括：

东北地区分布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省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东北地区罕见、稀少的珍

稀动物以及过去因资料不足而未列入国家重点保护的珍稀濒危动物，本书反映了珍贵、稀有、

濒危野生动物的特点，是一部比较全面描述东北地区珍稀濒危动物的专著。

《中国东北地区珍稀濒危动物志》全面、系统地总结了几十年来许多专家、学者对东北珍

稀濒危动物的调查研究成果。全书内容翔实，资料丰富，既具有一般动物志书的风格，又突

出了珍稀濒危动物志的特点。书中首次在我国使用IUCN 1994年划分濒危等级的新标准，对

东北地区的珍稀濒危动物进行了全面评估，并在亚种水平上进行了濒危等级的划分。因此，

《中国东北地区珍稀濒危动物志》不仅是一部重要的学术著作，也是一部具科学性、知识性的

工具书，它不仅对野生动物主管部门在决策、制定计划和管理时具有重要的科学价值和参考

价值，而且对农、林、牧、渔、医药卫生、科研、教学、环保等有关部门和人员，对广大野

生动物爱好者和公众，都具有参考价值和使用价值。因此，本书的出版，不仅对东北地区的

野生动物保护管理和研究具有重要意义，而且对国内外的野生动物保护都将起到推动作用。

卿建华

1997年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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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北地区地域辽阔，既有大、小兴安岭和长白山茂密的森林，又有三江平原、松嫩平原、

辽河平原和呼伦贝尔大草原等辽阔的草原和湿地，为各类野生动物提供了优良的栖息环境，野

生动物资源十分丰富，素有“棒打狍子瓢舀鱼”之称，是我国传统的野生动物毛皮、药材的

出口基地和狩猎基地。但是由于历史的原因和近几十年来建设与生产的发展，森林被大量砍

伐，草原、湿地被开垦，野生动物生存空间缩小，栖息环境质量下降，加之过去滥捕乱猎等

诸多因素，致使野生动物资源急剧下降，有的已濒临绝灭。为了加强对东北地区珍稀濒危野

生动物的保护和管理，提高公众珍稀濒危动物方面的知识水平和保护意识，在中华人民共和

国濒危物种进出口管理办公室的主持和资助下，我们编写了这部著作奉献给广大读者。

本书所包括的行政区域有黑龙江省、吉林省、辽宁省，以及内蒙古自治区东北部的呼伦

贝尔盟、兴安盟和东南部的哲里木盟、赤峰市，从而形成一个完整的东北地域概念，与我国

动物地理区划中的东北区大致吻合。

本志所包括的珍稀濒危动物范围主要是哺乳纲、鸟纲、爬行纲、两栖纲、鱼纲等脊椎动

物。对无脊椎动物中的珍稀濒危动物，本书暂未列入。

本书所列入的珍稀濒危动物，主要根据下列标准：

1．国家I级I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114种(亚种)。

2．东北地区各地规定的省(自治区)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190种(亚种)。

3．虽未列入国家和省(自治区)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名录，但已列入国际自然与自然资

源保护联盟(1UCN)世界濒危物种红皮书和国际鸟类保护联盟(Birdlife International)世界

受胁鸟类名录的动物。

4．东北地区罕见或数量极为稀少的珍稀种类。

对一些省(自治区)从传统习惯、经济价值或传统的益害关系角度考虑而列入的省(自

治区)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而当前种群数量较大、尚未受到明显威胁的种类，本书暂未列

入。对东北地区多数省(自治区)都列为重点保护的动物，尽管当前种群数量较大，分布较

广，从长远考虑，本书仍将其列入，但未作濒危等级的评估，仅在相关栏目内以保护动物

(P)表示。对于列入本书的其他所有种类，均按IUCN 1994年修订的《世界物种红色名录》

濒危等级新标准进行了评估和等级划分，并使用全球统一的字母符号表示。等级划分的新标

准已列入本书附录。为了使我们的划分能与世界一致，基本上是以亚种群作为基本的分类单

元，除了考虑在东北地区的分布和种群数量外，也评估和参考了本亚种或种在东北以外和国

外的分布和种群数量。对种群数量和分布不清楚的种类，则按新标准划人数据不足(DD)或

未予评估(NE)项内。

本书分总论、各论、附录几大部分。总论包括研究历史，自然环境，东北野生动物的保

护、管理和利用，东北珍稀濒危动物总表等内容。各论按鱼纲到哺乳纲的分类顺序排列。每

纲分别按目、科、种进行编写。．每一种包括学名、别名、英名、同物异名、鉴别特征、形态、

地理分布、生态、种群状态、濒危等级、保护措施等内容，既有一般志书的特点，又突出了

珍稀濒危动物志的特点。对每一物种，基本上是以东北地区采集的标本为基础进行描述。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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