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碰护·



●

●

●

‘

●

●

● ●

i●

●

●

VERTEBRATE FAUNA OF N INGXIA
‘；

L． 疗．
’| ·

．．

一。
、．

●

●

‘

J●‘

●
．、

●

。●

，。
’、

●

●

Chief editor

by ．
1．：

、、,Vang Xian gting

Nihgxia

●

唧I}E啊隧 眦皿m I嚏__ l
●

People，S．Publishing House
●·

r一 ：!

‘Yinchuan’1990
’，-

． r 0
●，

’
～

●

●

p

，●

，

、专，．，儿，h
．‘

_

，

、

●

．

_

-

，

‘●■■■■—I簟J，§

■暴

．纛螽墨誓毫{

．：盈I

I
冉

百

．

皇

jr

，r



f

曲V■

_7峰叶．

●

、’内睿提娶

本专著是宁夏脊椎动物调查研究至现阶段的科学成果。书中收录鱼、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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鉴别特征，生态及经济意义等，有的种还对亚种分化和分类问题作了讨

论。书中有黑白插图336张、彩色图版8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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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夏回族自治区位于我国西部偏北。地处黄河流域的中上游。在动物地理区划上跨华北
1

区黄土高原亚区，蒙新区东郝草原亚区和西部荒漠亚区。境内秉观多样，有黄土黄原、■尔 ：
，

多斯台地、黄河冲积平原、山地洪积扇、森林草原，河漫滩，沼泽湖泊，荒漠半茏漠和沙

漠，栖居着繁多的脊椎动物。这些动物对人类有益还是有害，对制定区域性大农业规划，进

一步查明脊椎动物资源，阐明定向提高脊椎动物生产力的途径，加强对脊椎动物的合理开发

和保护，开晨动物地理区划，都需要有一本比较系统的脊椎动物书籍作为科学依据。本态就

是适应了选些要求，在过去不少学者大量研究成果的基础上箱写的。

本志记述了宁夏回族自治区脊椎动物中鱼纲3冒5科25属31种，两栖纲l目3科3属6

种，．爬行纲2目8科12属19种，鸟纲17目47科156属282种I哺乳纲6冒19科5l属73种·包括

l新种54个宁夏新记录· ，

本书所用的量衡度，t度以毫米，衡度以克为单位·
1’

本工作是在宁夏回族自治区林业厅主持下。由兰，I{大学生物系、甘肃省科学院生物研究

所，陕西省动物研宛所，宁夏地方瘸研究所、宁夏农学院生物系，宁夏水产研究所，银川市

园林局，银JlI市动物园等单位共同协作完成的。并褥捌中国科学院兰，11沙漠研究所、宁夏回

族自治区六盘山林业局，中卫沙坡头自然保护区沙漠管理所辱单位的支持，谨此表示衷心穗 、

谢。
‘

宋世良，罗时有，郑涛三位同志对有关书稿作了j亡总工作·

．本态在编辑过程中受时闻所限，在深度和广度方面都还有商榷之处，敬请读者批评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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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迅速发展，脊椎动物资源和其它自然资源一样，合理开

发利用与保护工作越来越引起人们的关注。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几乎所有的脊椎动物都可以’卜
’

直接或问接的为人类所荆用。它们不仅为人类生产和生活提供所需的各种原料，又是培养新．． ：
‘

品种的物质基础，是生态系统中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在科学研究上有着巨大的作甩。
’

宁夏回族自治区位子我国西部偏北，地处黄河流域的中、上游，气候多样，景观复杂，

。．． 有着较为丰富的脊椎动物资源。在制定自治区大农业规划，开展野生脊椎动物资源合理荆

． 用、保护工作时，迫切需要了解这些情况。 ，

一 ．．

．

， ．1986年西北五省，区野生动物保护委员会年会认为。长期以来各地区出现的乱捕溢猎， ，

破坏野生脊椎动物资源的现象十分严重。已知至少有4种珍稀动物(平鳍鳅蛇，野马、羚羊

．和虎)在西北灭绝了，另有20余种脊椎动物处于濒危，几起重大猎杀破坏珍贵脊椎动物的案

． 件，大都与不认识保护对象或同物异名有关。丽各地盲目狩猎或药杀1种或几种有害脊椎动
． 物，致使生态平衡失调，所带来的后果也是十分严重的。也因不识别物种以及它们同的关系

有关。．因此，编辑出版地方性脊椎动物志就显得十分必要。

宁夏脊椎动物志于1986年lO月着手筹备，1987年进行野外补点调查和搜集资料组织编

写，收录了5纲、29目、82科，247属，共411种脊椎动物，并绘稠插图336幅。编写中对每
’

种动物作了慎重的鉴定，书中详尽地概述了其地理分布、鉴别特征，形态、生态和经济意

’、 义。为实用起见，每纲动物前附有鉴定用述语，茸、科、属，种都附有检索表。在巳往调查的

．基础上发现l新种、自治区54个新纪录，是宁夏回族自治区有史以来有关脊椎动物较为系统t

的科学记录。 ．．
，

^
，

‘

：

‘

本志在宁夏回族自治区人民政府及自治区科委的关怀和支持下，由自治区林业厅和野生

动物保护协会主持，兰州大学生物系、甘肃省科学院生物研究所、陕西动物研究所、宁夏回．·

族自治区地方病防治所、宁夏农学院生物系、宁夏水产研究所，银川市园林局和银川市动物
。 园等单位有关同志参加编写，也是省际闻多单位协作的一项重大科研成果。7．： ．

‘

随着社会的进步和历史的推移，本态的出版，其经济效益、生态效益、社会效益和在科

。一‘研、教学上的作用会逐渐显示出来，必将为宁夏回族自治区农，林，牧、剐，渔业等现代化

建设作出应有的贡献。。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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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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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宁夏脊椎动物研究史
一二

国内有关宁夏脊椎动物文字的记载，最早始于公元15世纪中叶，迄今已近500年的历史。

’明孝宗弘治年闻(公元1488--'1505)，胡汝砺撰写的《宁夏新志》，记载了鱼类6种，鸟类

20种，哺乳类25种。嗣后，《嘉靖宁夏祈志》(公元1565)，《朔方新志》(公元1616)、

《宁夏府志》(公元1750)，《朔方道志》(公元1926)等书中都或多或少地记述了宁夏的

脊椎动物，其中以《朔方道志》记述的种类最多，如鳞类(鱼类)10种、羽类(鸟类)41种，

毛类(兽类)27种(不包括家畜)，另有鳖等爬行动物记载，并涉及形态，生态。但上述志

书所载往往有些种名不够确切，家养、野生不分，且不完善。如鼠类仅载有4种，有关虎，

熊等的记载有些至今尚难定论。

19世纪末叶和20世纪初期，一些外国人曾深入我国腹地进行所谓的搿生物资源考察一，

有些考察队或他们中的个别成员，曾涉足宁夏，为中国生物学研究作了一些工作。但却将研

．究资料和采集到的标本悉数盗走。

l 旧中国时，有些学者也曾设想进行全国性的(包括宁夏)脊椎动物调查，但均因条件不

’具备而未能如愿。 ．

宁夏脊椎动物系统地研究是在新中国成立后逐渐进行的。1958年宁夏地方病防治所对银

南及宁夏中部县，市兽类，特别是啮齿动物进行了调查，1959年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鱼类

组在《黄河渔业生物学基础初步调查报告》一文中，记载了宁夏有鱼15种11 1963年兰州大学

生物系王香亭和宁夏水产试验场贺汝良发表了《宁夏渔业调查》，记载了共17种鱼类，此后

’王香亭每年都带领学生在宁夏进行动物调查，并予1974年发表了《银川平原两栖类及其益害

评价》，1977年《宁夏地区脊椎动物调查报告》记述了245种(包括亚种)脊椎动物。其中

’鱼类17种，两栖类3种，爬行类10种，鸟类153种，哺乳类62种，是宁夏有史以来关于脊椎

动物较为完整的一次记录o 1965年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李思忠在《黄河鱼类区系探讨》一

文中记载了黄河宁夏段鱼类15种，1968年和1979年陕西师范大学生物系王庭正和方荣盛在陕

北进行脊椎动物调查以后，整理发表了《陕北及宁夏东部鸟类调查》、《陕北及宁夏东部兽

类调查报告》，这两份论著涉及宁夏回族自治区仅盐池、银川两地区部分鸟兽就有约60余

种，1981年西北高原生物研究所对六盘山地区脊椎动物进行考察，在《六盘山地区鸟类》一

文中，增加了一些新的记录，1983年宋世良在《渭河上游鱼类区系研究》一文中，涉及渭河

在宁夏境内主要支流葫芦河鱼类6种，1984年宁夏农学院徐虹对贺兰山东麓金山草原鼠类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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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了调查，1985年东北林学院在《贺兰山脊椎动物考察报告》中仅鸟类就录得21种新记录，

1986年兰州大学生物系刘遭发在《宁夏沙坡头夏季鼠类密度及危害调查》一文中，记载了lO

种鼠类，张迎梅于同期内在《中卫沙坡头自然保护区鸟类区系与沙漠治理研究》一文中，收

录了102种鸟类，其中宁夏新记录13种，并且采得了百年前由外国人定名而国内尚无标本的

贺兰山岩鹨(Prunella koslowi)。所有这些研究包皤若干未列入的个体生态研究论文或

调查报告，都为本志的编写提供了科学依据。

二，宁夏自然概况

动物的分布总是和一定生境相联系的，而且受地形地貌、山川，河流，气候、植被等条

件所制约。

宁夏回族自治区位于我国西部偏北，地处东经104。177"-'107。397，北纬35。147-,-39。237·

地势南高北低，海拔在1000米l；J上。南北长约465公里，东西宽45,-一，250公里。西及东南接甘

肃，东凄陕西，北及东北与内蒙古相铲。跨黄土高原，总面积为6．64万平方公里。

宁夏回族自治区自然条件复杂多样，并且呈现出明显的过渡性特征。冉然地貌大体上可

分为黄土高原、鄂尔多斯台地、洪积，冲积平原及山地等。黄土高原位于自治区南部，海拔

1200----2200米，地势南高北低，原面破碎，塬，梁，峁，涧和壑沟交错分布，为主要农耕

区。鄂尔多斯台地位于自治区东面盐池县释灵武县一带，海拔1300-v1900米，呈缓坡丘陵地

貌，但切割不深，台地面比较完整，降雨量少，风蚀作用强烈，台地北面则有较大的沙丘，

呈现出向沙漠过渡的特征。位于自治区中部的黄河冲积平原，即通常说的河套地区，海拔

1090,'-'1300米，除贺兰山麓及山前洪积扇外，地势平坦，引黄灌溉，沟渠成网，沃野千里，

不仅农业发达，野生脊椎动物亦多。自治区西部中卫县北有大面积的风成沙丘，为腾格里沙

漠东南缘，有为数不多的沙漠湖泊，平岗浅滩，小面积草场。

山地宁夏山地，由南向北主要有六盘山，月亮山、南华山、西华山，罗山．香山和贺

兰山。海拔多在2000米以上。贺兰山绵直于黄河之西，地势高耸，生峰高3556米，有阻挡寒

流风沙的作用，六盘山高耸于自治区南部，海拔2500--一2942米(属阴湿山区，是泾河、清水

河、葫芦河发源地)，与贺兰山、罗山穆为宁夏三大天然林区。 ，

水系宁夏河流均属黄河水系，境内除黄河千流外，另有较大支流祖历河，清水河、红

柳沟，苦水河及黄河两岸沟溪，处境内黄河上游段，渭河主要支流葫芦河和泾河则流经中游

段，另有黄河流域闭流区(盐池县)及内陆河区(甘塘)。全区流域面积大于1000平方公里

的河流有15条。

黄河千流自中卫县南长滩入境，流经卫宁灌区、青铜峡灌区，至石嘴山头道坎麻黄沟出

境，区内流程397公里。

祖历河在西吉，海原两县境内，区内集水面积597平方公里，至甘肃靖远县汇入黄河。

清水河是宁夏直接流入黄河的最大支流，河长320公里，集水面积14．481平方公里，交

流右岸有双井子沟、拆死沟，左岸有东至河、中河、苋麻河、西河、金鸡儿沟，长沙河等，

流经固原、同心，西吉，海原、中卫及中宁等县，在中宁县泉眼山汇入黄河。

红柳沟为直接汇入黄河的小支流，集水面积1064平方公里，径流长107公里，流经同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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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宁两县，在中宁鸣沙溯入黄河。 ·。
1，．，

·

苦水河长224公里，由甘肃环县流入，经盐池，同心，灵武、吴忠等县入黄河。至于黄

河两岸诸沟，较大的有中卫县的高崖沟、灵武县的大河子沟及陶乐县的都思兔河，左岸的卫

宁河·贺兰山区流入区内的沟溪主要有化石沟，苏峪Ⅱ沟，大水沟，汝箕沟，大武口沟、红

果子沟等。 ⋯ ·

。

．

：

．葫芦河在宁夏境内长120公里，支流颇多，左毕有马莲川，唐家河，什字路河、好水川、

．甘渭河、庄河、水洛河等，右岸有滥泥河，流经西吉、固原、隆德三县入甘肃。

泾河在宁夏干流长仅39公里，支流有暖水河、吉河、洪川河，茹河、蒲河、环江等，流

经泾源，固原，彭阳，盐池四县后入甘肃。 一
．

： · 宁夏境内较大的湖泊有郝家湖、盛家湖、万光湖、大白湖，雁窝池和吉兰泰盐池，此外

还有所谓的七十二连湖，实际上是一些大小不等的沼泽，池湖。湖面原有80余万亩。近年

来，面积有所缩小。 ．．

宁夏水库截至1980年有216座，总库容8．38亿立方米。所有这些水系为脊椎动物的鱼类、’

两栖类、水栖禽类和哺乳类提供了栖息繁殖场所，陆栖脊椎动物生命活动也离不开水。因此

水流影响着动物的分布甚至种类。 ‘

气候众所周知，气候对脊椎动物的影响最为显著，鸟类的南迁北巡，一些动物的蛰

眠，无不受气候所制约。宁夏地处西北内陆，南北相跨5个纬度，大陆性气候特别显著。总

趋势是干旱少雨，具有南寒北暖，南湿北干，冬寒漫长，夏少酷暑、雨雪稀少、气候干燥、

日照充足，风大沙多的特点。气温南北相差很大，最冷1月份平均气温为一7 CN--10℃，

·最高7月份平均气温为17℃～23℃，年温差30"C左右，最大年温差39．4℃(陶乐县1971年)·

极端最高气温41．4"C(灵武县1953年7月8日)，极端最低气温"30．6℃(银川市1955年11

月4日)，日变幅一般都在IO。C以上，中卫沙坡头沙面最高温达74℃，冬长达210天，南部

固原地区几无夏季，无霜期短。霜期年平均185．",--221天，初霜出现在9月下旬至10月中旬，

终霜在4月上旬至5月中旬。年均It照总时数为3000小时。年均风速2．6～3．0米／秒，以北

风为多。 ．t． ’‘． ，。
．、

降水宁夏降水量小，且自南向北递减。南部六盘山多年平均为800毫米，向北至黄河两

岸为200毫米，石嘴山最少为47．9毫米，且年内分配不均，降水主要集中在7，8，9三个

月，10月初即降雪，翌年3月雪融。 、 r、
．

簟技植被是脊椎动物的饵料或间接饵料，也是脊椎动物隐蔽、栖息和繁殖的场所。宁夏

植被受场所、气候、土壤、水文及人类经济活动的影响，区系成分较为复杂。南部六盘山地区有

植物821种，隶属于116科391属。其中苔藓植物有20科3l属41种，蕨类有7科14属19种，裸予

植物有2科5属6种，被子植物有85科341属755种，森林主要的建群树种，针叶树有华北落叶松

(Lari髫prineipi$rUpprechtli)、青海云杉(Picea crassifolia)、华山松(Pinus armar--

dli)和油松(Pin”譬tabulaeformis)、刺松(1anipirus formosanna)、侧松(platycladus

oriertali毒)，阀叶乔木有山杨(PoPulus dauidianus)、红桦(Betula albosinensis)、白

桦(Betula platyPhylla)、糙皮桦(Betula utili s)、辽东栎(Ouercus liaotungensis)、

华椴(Tilia chi疗口疗sis)，蒙椴(Tilia mongolica)，少脉椴(Tilia Paucicosrata)，春榆

(【，lmus dividiana)，白蜡树(Praxinus chinensis)、水曲柳(Praxinus mandshuri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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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香檀(Evodia daniellil)，漆树(Toxicotendro,叶veznicifl"优)、青榨槭(Acer

darvidii)、鹅耳枥(Carpinus turozaniowii)等组成纯林或混交林。下木有筐柳(Salix

cheloPhil口)，黄花柳．(Salix caprea)，中华柳CSalix cathayan 1)，杯腺柳@．

cuPularis)，榛(Corylus heterophylla)、毛榛(C．mandshurica)，虎椽COsir—

yop sis davidiana)、灰枸子(Cotoneaster acudiolis)，水枸子CC．mul tiflorus)等

组成，灌丛则由小檗(Berberis amurensis)、黄花刺(Berrebis diaphano)，蔷薇
(Rosa sp．)、悬构子(Rubus sp．)、锦鸡儿(Caragana iubota)、沙棘(HipPoPhac

rhamncides)、忍冬(Fonicera sp．)等组群r有大面积的华西箭竹(Fargesia nitida)’

灌丛。草被层极为复杂，习见的有禾本科的赖草(Aneurolepidium)，拂子茅CCalamagros．

ti s)、针茅(Stipa)、披碱草(Elymus)：羊茅(Festuca)、早熟禾CPoa)，鹅冠草

(Roogeria)，莎草科的扁穗草(Blysinus)、苔草(Carex)、蓼科的篇蓄(Polygonum

alatum)，圆穗蓼(尸．macrohyllum)，珠芽蓼(JP．viviparun．)、藜科的猪毛菜(Salsola)，

乌头(彳．conitum)、升麻(Cimicffuga)、银莲花(Anemone)，毛茛(Ranunculus．

japonicus)、唐松草(Thalictrum)。十字花科的葶苈①raba)、虎耳草科的茶藤子

(Ribss)，豆科的黄芪(Astragalus)、棘兰(Oxytropis)，拟龙胆(Gentianal)，糙

苏(Phlom 、马先蒿(P 、亚菊(么 ，蒿 ，火绒草．is)

、凤毛菊edicularis) ，蕨

Jania)

，铁(A线rt蕨emi(sia)(Leontopodium) CSoussurea) CPtoridium) Adiantum)，。

蹄黄蕨(Attyri”枋，冷蕨(Cystoptori)，鳞毛藏(Dryopteris)等一种，几种或几
十种组群，地被物较为简单，习见紫背苔(Plaglochagma)，细牛毛藓CDitrichum)，

山毛藓COres)、大帽藓(EnealyPta)，扭口藓(Barbul口)、紫萼藓(GrimmiD、

葫芦藓(F"加玎a)，真藓(Bryum)，提灯薛(Mnium)．．羽藓CThuidium)，绢薛

(Entodon)，广泛见于湿地，林地和石上。上述植被组成如下的景观群系(见表5～7

页)I

罗山植被与六盘山植被有许多相似的地方，而月亮山、西华山植被较少。

宁夏平原，长期以来由于人类经济活动的结果，主要为农耕田，绿树成荫，人工林主要

由杨，柳、槐(Sophora)、榆(Ulmus)组成。经济树种有桃(Prunus pcrsica)，杏(Pr-

(口仃"s口rmBniac口)、苹果(Malus pumil口)，梨CPyrus)，洋槐(Robini口)和沙枣

(F，口P口gnus)·农作物主要为水稻(Oryz口)、小麦(Triticum)，高粱(Sorghum)、．7

’马铃薯(Solanum)．。
’

、

宁夏境内荒漠，半荒漠和沙漠景观，主要分布于自治区西及西北，中卫沙坡头为典型地

区，植被稀少，且以灌木、半灌木为主。分沙生植物群丛及湿生植物群丛两大类。植被盖度

因生巍而异，流动沙丘以籽蒿(Artemisia sphaerocephala)，花l擎(Hedysarum)、沙

米(Agriophyllum squarrosum)为优势种，盖度l_2咖，半固定沙丘以油蒿(Arlem-

isia ordosica)，猫头刺(Oxytropis)为优势种，盏度为5～16％，固定沙丘以柠条

(Caragana)、油蒿为优势种，盖度为15～55呖，湿地盐渍化处以芦苇(Phraymites sp．)，

马蔺(Lris)等为主要建群种类，混生有碱蓬(Suaedo)，白刺(Nitraria)，盏度30,--

80呖，白僵土低地以滨草(彳triple．．)、白刺为优势种，盖度10"-'40咖，沼泽湖泊除芦苇

外多香蒲(Typha angustata)·人工植被主要为箭杆杨(Populunigra thevest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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