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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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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一
一
口

河北谏河上游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 2001 年开始筹建， 2002 年经河北省人民政府批

准建立省级自然保护区， 2008 年 1 月晋升为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 保护区位于河北省围

场满族蒙古族自治县西北部，属内蒙古高原和冀北山地的过渡地带，地理坐标为北纬

41 047' ~42006' ，东经 11605 1 '~llr45' ，是温带暖温带交接带中的典型地区，总面积

50 637. 4 hm2 。 境内环境复杂多样， 各种类型的森林、 草原、湿地造就和保存了丰富的

动植物资源，成为华北地区重要的生物物种基因库。 历史上，这里曾是清代闻名中外的

皇家猎苑，也是世界上最大的狗猎场之一，据'史料记载，当时林草茂盛，野生动物资源

丰富;区内的小深河、伊玛图河和伊逊河是谏河上游的主要河流。 良好的森林生态系

统，起到了防风固沙的作用，缓解了内蒙古高原浑善达克风沙对京、津地区的侵袭 ; 同

时，涵养了水源，净化了谏河上游的水质， 是京、津生态安全的绿色屏障。

保护区以保护森林生态系统和野生动植物资源为主，同时，也是谏河的水源涵养

地 。 保护区建立后 ， 主要在保护区管理、维护、科学研究、科普教育等方面开展了系统

的工作，使保护区的建设和管理步入了正规化、 法制化和科学化的轨道。 200 1 ""'" 2004 

年，由河北师范大学赵建成、吴跃峰教授和保护区主管领导主持，组成了以生命科学学

院教师、博士及硕士研究生为主的科学考察队 20 余人 . 在保护区的大力支持和协助下 .

开展了对该保护区生物多样性的系统性调查研究工作，并结合 1994~ 1997 年的考察结

果，于 2005 年出版了 《温带暖温带交接带生物多样性研究一一木兰围场自然保护区科

学考察集》。 这一研究成果既反映了河北谏河上游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生物多样性的现状，

也为社会各界认识温带暖温带交接带生物多样性特点提供了一个窗口 ，为生物资源的研

究、利用和保育提供了宝贵的基础资料。

本志是在上述研究成果的基础上， 2008~2012 年，成立由河北师范大学吴跃峰教

授和保护区徐成立、孔昭普高级工程师组成的科研队伍，对河北?~河上游国家级自然保

护区脊椎动物野外考察和科学研究的总结 。 本志包括总论和各论两部分 . 总论介绍了河

北谏河上游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概况和脊椎动物组成分析;各论描述了保护区现存脊椎动

物 5 纲 30 目 8 1 科 1 90 属 3 1 5 种 。 其中硬骨鱼纲 4 目 5 科 21 属 23 种;两栖纲 l 目 3 科

3 属 5 种;爬行纲 1 目 5 科 8 属 1 5 种;鸟纲 18 目 54 科 123 属 228 种 ; 哺乳纲 6 目 1 4

科 3 5 属 44 种 。 各纲首先简要介绍了分类常用的名词术语及纲、目、科、属的主要特

征;每个分类阶元超过 2 个的均列有检索表; 每种描述包括中文名、拉丁学名 、另IJ名 、

鉴别特征、形态特征、生态、地理分布 、 亚种分化和经济意义，附有 312 幅插图和 73

幅动物彩色照片 。 保护区内曾经分布的虎于 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绝灭，原腐和黄羊于

20 世纪 60~70 年代绝灭 ， 本志未进行描述 。 梅花应在保护区也已经灭绝，但保护区成

立后 ， 于 2007 年从东北引进 70 余只，放入孟奕管理区牛槽洼围栏放养 ， 2010 年又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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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德避暑山庄引进 200 余只，目前生长状况良好， 2011 年 8 月 保护区在五道沟放归 14

只，目前已观测到繁殖个体，形成稳定的野外种群，因此本次将梅花鹿列入统计范围 。

书末附有参考文献、中文名及拉丁学名索引 。

本志反映了该区域脊椎动物区系组成和资源现状，展示了河北j~河上游国家级自然

保护区成立以来科学研究的重要成果，为保护区今后进一步提升管理水平和开展科学研

究、开发利用、科普宣传等工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也为社会各界及科研院所、大专院

校了解保护区的脊椎动物资惊提供了一个重要窗口 。

限于编者水平有限，不足之处在所难免，恳请各位专家、同行批评指正，以臻

完善。

本志编委会

201 3 年 6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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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论

一、河北漆河上游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概况

(一)地理位置

河北漆河上游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位于河北省北端的围场满族蒙古族自治县境内，地

处内蒙古高原与冀北山地的过渡地带，地理坐标为北纬 41 047 '~42006' ，东经 11605 1' ~

117 045' ，保护区管理局所在地为围场镇，其距北京 384km，距天津 504 km 。 保护区由

燕格柏管理区、孟潦管理区、深河管理区组成，总面积为 50 637. 4hm2 。

(二)地质地貌

保护区位于阴山山脉、大兴安岭山脉的尾部向西南延伸和燕山山脉余脉的结合部，

地质发展历史和地貌发育形成比较复杂。 从整体上来看，该地区以保罗纪地层最为发

育，占全区的大部分;较少部分属于第三纪上新世和第四纪中更新世和全新世。

保护区地处高原与山地的过渡地带，属于坝上高原区东段的"围场高原亚区"，其

山地部分北连坝上高原，属于冀北山地中的"坝根中山亚区"，地质构造属于内蒙古台

背斜的一部分。 保护区地质构造表现的榴皱、断裂甚为明显 。 依据构造运动时期的划分

及榴皱、断裂所在的构造单元，该区的地质构造可分为两个部分，大部分发育在围场新

拔断凹中，宏观上呈东南向及北西向构造线，生成时期均在晚保罗系早白主系 。

(三)水文

流经保护区内的河流受到所处地势的控制，总的趋势是由北向南的外流水系 。 区内

主要有小谏河、伊逊河和伊玛图河， 三条河均属谏河水系的主要支流，均由北向南流入

隆化县境内 。 在郭家屯附近，小煤河与大深河 (潦河干流)汇合，始称谏河;伊逊河与

伊玛图河于隆化县城附近汇合后，在承德市谏河镇汇入谍河。 深河中游流经燕山山地 ，

下游在乐亭 、 昌黎两县间人渤海 。

谏河上游地区地表水多来源于降水，并且以降雨为主。 年降水量为 380~560mm ，

地域分布差异较大。 从所处地理位置和地形条件分析，该区地处内陆，远离渤海，北接

内蒙古高原，是典型的大陆气候区 。 从' 12 月至第 2 年 2 月，地面受蒙古强大冷高压控

制， 7k汽含量低，降水量很少，仅占全年降水量的 1 %0 3 ~5 月， 蒙古高压逐渐衰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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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旋活动频繁，天气多变，受变性大陆气团影响，降水仍然偏少，约占全年降水量的

13% 。 此间，大风日数是全年最多的季节，蒸发量大，形成了围场"十年九春旱"的特

点 。 6 ---- 8 月，太平洋副热带高压加强，海洋暖湿气流带来大量水汽沿伊逊河北上，与

北来的冷空气相遇，在山脉的抬升作用下形成较大的降水，故此时雨水集中，约占全年

降水量的 69 % ，尤其高温的 7 月，雨量为全年之冠，约占全年降水量的 31 %。明显的

水热同季，对植物的生长发育十分有利。 但由于地形复杂，山间对流旺盛，多局部暴

雨，且时间短、强度大，致使径流加大，易形成洪涝灾害和水土流失 。 9 ---- 11 月，是冬

季环流的过渡时期，副高压减弱、南退，蒙古高压逐渐发展，雨季结束。但由于海上高

压形成回流和北来冷空气相遇所形成的复合降水较多，故秋雨多于春雨，其降水量占全

年降水量的 17 % ，仅次于夏季。 各月降水量分配特征是两头小，中间大，其曲线变化

呈"单峰一谷型" 。 保护区内天然植被保持良好，土层深厚，保水能力强，地下水资源

丰富 。 据 1997 年的资料显示，小潦河流域地下水含量为 0. 327 X 108时;伊玛图河流域

为 O . 9 1l X 108 m3 ; 伊逊河流域为1. 792 X 10日时，保护区地下水总含量约为 3. 030 X 

108 m3 。

(囚)气候

保护区气候类型组合是(中)温带向寒温带过腹、半干旱向半湿润过渡、大陆性季

风型高原一山地气候。

冬季该区地面被强大的蒙古冷高压所控制，高压则处于强而稳定的东亚大槽的后

部，盛行西北风。春季是冬季风向夏季风转换的过渡季节，高空槽、脊活动频繁， 地面

则常常是锋面气旋与冷高压相互交替，南北气流相互争雄，进退不定，因而天气多变，

时冷时热，夜冷日暖，气温和气压的日际变化到达了一年中的最大值。 在春季，大气底

层增温迅速，而高空冷空气活动相当强，因此，大气层经常处于上冷下暖的不稳定状

态，常刮大风，成为一年中大风日数最多、风速最大的季节 。 此期间，植被稀少，土壤

干松，尘粒易被大风卷到高空，形成浮尘或沙尘。夏季 6 月至 8 月上旬，降水量明显增

多，而且比较集中，但个别年份也有夏旱出现。 秋季是夏季风向冬季风的过渡季节，该

区的地面重新被蒙古高压控制，高空则受暖空气影响，大气层结处于上暖下冷的稳定状

态，因而天气晴朗，风速较小，气候宜人，可谓是"天高气爽"。

(五)土壤

保护区内的土壤可分为 7 个土类 ， 15 个亚类 。

棕壤 : 包括 4 个亚类，即棕壤、生草棕壤、棕壤性土和草伺棕壤。 主要分布在海拔

900m 以上，半温润具有温凉气候的地区 。

褐土 : 包括 5 个亚类，即淋溶褐土、典型褐土、碳酸盐褐土、草甸褐土和和土性

土 。 主要分布在海拔 800~ 900m，半干旱、温暖的低山、黄土台地及平川地区。

风沙土 : 主要分布在南北河川东岸的迎风坡上 。 风沙土风蚀重、土壤发育层次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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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显 。

草甸士 : 由于地下水受季节性浸润影响，分布在泡子(湖)周围及河岸二洼地上 。

草甸土锈纹锈斑较多，土壤较肥沃，有机质含量平均 2. 32 % 。

沼泽土 : 分布在涝洼地上，由于三价氧化铁还原为二价氧化铁，土粒被染成蓝色，

形成蓝色潜育色 。

灰色森林土 : 包括 2 个亚类，即灰色森林土亚类和l暗灰色森林土亚类 。 主要分布于

保护区北部。

黑土 : 分布在保护区北部，其特点是草高、土黑 (草皮有机质层 ) ，暗色过渡层

(铁膜脱色、腐殖质染色) ，脱钙微酸性，底层有白色硅粉末 。

(六)社会经济状况

行政区域 : 保护区与围场县的 8 个乡、 51 个村衔接。 乡镇包括燕格柏、大头山 、

石桌子 、 南山咀、西龙头、牌楼、 御道口、老窝铺。

人口数量与民族组成 : 据统计，该县总人口 52 . 63 万人，其中保护区内人口 225 6

人，满、 蒙、 回为主的少数民族人口占 50 . 6 % ，组成了一个多民族的大家庭 。

交通、通信 : 近些年来，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商品经济的发展，社区公路建设发

展很快。 国道京加线是自然保护区和围场县的交通命脉，该线从丰宁县经隆化县，由围

场县西部的石桌子乡入境，经大头山、牌楼、半截塔、道坝子、龙头山、围场镇、朝阳

湾、杨家湾，从兴巨德出境，在围场县境内长达 134 . 5 km o 2003 年，国家启动"乡乡

通"公路工程 ， 工程的启动对保护区的发展具有很大的促进作用 。 但保护区管理站之间

的巡护便道，雨季经常中断，制约着保护区的发展 。

近 1 0 年来，管理站和各乡镇开通了程控电话，国道 111 沿线开通了移动电话，保

护区、社区通信业以前所未有的步伐向前发展 。

土地和资源的权属 : 保护区分布在河北省木兰围场国有林场管理局所属的燕格柏、

挑山、孟深 3 个国营林场范围内，其土地和资源属国家所有，土地和资源、由自然保护区

管理局经营管理。 河北省木兰围场满族蒙古族自治县人民政府颁发的林木所有证，确认

自然保护区林木权属为国有 。

土地现状与利用结构 : 保护区总面积 50 637. 4阳币 。 其中林业用地面积 49 69 1. 2hrn2 , 

占保护区总面积的 98. 13% ; 非林业用地面积 946 . 2hrn2 ，占保护区总面积的1. 87 % ，保
护区森林覆盖率 82. 37 % 。 在林业用地中，有林地面积 41 708. 8hrn2 ，占林业用地面积的

83. 94 % ;疏林地 775 . 4hrn2 ，占林业用地面积的 1. 56 % ，占保护区总面积的 1. 53% ; 灌木

林地 606. 3hm2 .占林业用地面积的1. 22% . 占保护区总面积的1. 20% ; 未成林造林地

1669. 3hrn2 ，占林业用地面积的 3. 36 % ， 占保护区总面积的 3. 30% ; 宜林 地面积

5537. 8hm2 • 占林业用地面积的 1 1. 14 % ，占保护区总面积的 10. 94% 。

(七)历史和法律地位

历史沿革 : 保护区是在河北省木兰围场国有林场管理局的基础上建立的，保护区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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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占林场管理局面积的 49 . 4 % 。

河北省木兰围场国有林场管理局始建于 1963 年，原称河北省孟?秉国营林场管理局，

1 963~ 1969 年，林管局隶属于河北省林业局，下设孟煤、桃山、燕格柏、北沟、龙头

山、四合永、新丰、克勒沟、八英庄、 山湾子 10 个国营林场。

1969~ 1978 年，孟谏林管局下放到县管理，与当时的围场县林业局合井，设国营

组、民营组，分工管理。

1978~ 1979 年 10 月，经营权分开，恢复河北省孟跺国营林场管理局，归河北省林

业局管理至今。

1979 年 10 月至 1980 年 10 月，河北省孟谏国营林场管理局曾更名为塞罕坝林管

局 。 1980 年 10 月 ，恢复河北省孟谏国营林场管理局 。

2002 年，经河北省人民政府批准(办字 [2002J 56 号)建立河北谏河上游省级自

然保护区，经河北省林业局批准成立了自然保护区管理处。

2004 年经河北省人民政府批准 (办字 [2004J 106 号)将保护区更名为河北木兰围

场省级自然保护区;河北省机构编制委员会办公室批准保护区管理机构更名为河北木兰

围场省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处;河北省林业局批准从河北省孟谏国营林场管理局人员总编

制中核定 180 人负责保护区管理工作。 随着机构的建立，保护管理工作逐步规范。

2006 年，河北省孟谏国营林场管理局经河北省机构编制委员会办公室批准更名为

河北省木兰围场国有林场管理局 。

2007 年，河北木兰围场省级自然保护区通过国家环保总局专家组的评审。 2008 年

1 月，国务院办公厅文件 (国办发 [2008J 5 号)正式批准为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同时

更名为河北谏河上游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

法律地位:保护区管理局为县级事业单位，与河北省木兰围场国有林场管理局实

行"一套班子，两块牌子"，直属省林业厅领导，为独立法人单位 。 保护区总面积

50637 . 4hm2 。保护区内无风景名胜区和国家重大基础建设项目，中远期也无风景名

胜区和重大工程项目规划 。 除实验区有小部分社区农户外，无其他生产建设单位 。

(八)现状评价

丰富的生物多样性:保护区地处内蒙古高原与华北山地温带暖温带的过渡地带，该

地区温带暖温带森林生态系统植被类型比较完整，基本上保持着比较原始的生态环境，

其中包含针叶林、落叶阔叶林、落叶阔叶灌丛、亚高山草甸 4 个植被类型及 25 个群系。

考察结果表明，该保护区是华北落叶阔叶林生态系统中生物多样性最为丰富的地区之

一，在华北地区具有鲜明的代表性和典型性。

保护区范围内共有高等植物 1 36 科 468 属 1016 种，大型真菌 24 科 60 种，野生脊

椎动物 5 纲 30 目 8 1 科 1 90 属 315 种，昆虫 970 种 。 其中包含国家重点保护植物 4 种，

国家重点保护动物 43 种，其中国家 I 级重点保护动物 6 种，国家 E 级重点保护动物 37

种 。 此外，还包含一批华北地区特有或珍稀动植物 。 区内的物种多样性资源对于开发利

用、科学研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理论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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典型的森林生态系统 : 保护区的森林生态系统具有典型的代表性，是华北地区落

叶阔叶林生态系统面积大而集中的典型区域。 保护区内森林生态系统类型多样，不同

森林生态系统的结构与功能有较大的差别 。 保护区完好的植被自然状态及完整的森林

生态系统，为研究暖温带森林生态系统的生态效益特别是水源涵养效益提供了宝贵的

实验地。

一 河北漆河上游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脊椎动物…-、

(一)脊椎动物资源概况

河北谏河上游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地处内蒙古高原与冀北山地的过渡地带，横跨高原

和中山两大地貌单元， 气候属于温带向寒温带过渡，半干旱向半湿润过渡，大陆性季风

型高原一山地气候。在动物地理区划上，为古北界华北区、蒙新区、东北区的交汇处 。

保护区环境复杂，有各种类型的森林、草原、湿地等，野生动植物资洒、丰富。 根据野外

调查和相关文献记载，保护区内现存脊椎动物 3 1 5 种，隶属于 5 纲 30 日 81 科 190 属，

其中硬骨鱼纲 4 目 5 科 21 属 23 种;两栖纲 l 目 3 科 3 属 5 种;爬行纲 1 目 5 科 8 属 15

种;鸟纲 1 8 目 54 科 12 3 属 228 种;哺乳纲 6 目 14 科 35 属 44 种(表1) 。

表 1 保护区脊椎动物组成

纲 目数 手斗数 属数 种数 占总种数/%

硬骨鱼纲 4 5 21 23 7. 30 

两栖纲 3 3 5 1. 59 

爬行纲 5 8 15 4. 76 

鸟纲 18 54 123 228 72. 38 

哺乳纲 6 14 35 44 13. 97 

合计 30 8 1 190 315 100 

(二)硬骨鱼类

1.种类组成及区系分析

保护区地形复杂，伊逊河、伊玛图河、小深yüJ等河流纵横交错，为鱼类生存提供有

利条件。 深河上游自然保护区鱼类的研究甚少，目前仅有 1934 年森为三发表的 《热河

淡水鱼类》 和 1985 年王所安发表的 《漆河水系的鱼类种群与分布 》 有所涉及。 根据调

查，深河上游自然保护区共有鱼类 23 种，隶属于硬骨鱼纲的 4 目 5 科 2 1 属(表 2) 。分

别是蛙形目 C SALMONIFORMES) 蛙科 C Salmonidae) 1 属 1 种;鲤形目 (CYPRI

NIFORMES) 鲤科 C Cypri nidae) 14 属 1 5 种，锹科 (Cοbitidae) 4 属 5 种;勘形目

C SILURIFORMES) 钻科 ( Siluridae) 1 属 1 种;刺鱼目(GASTEROSTEIFORMES) 

刺鱼科 CGasteros teidae) 1 属 1 种，其中细鳞蛙 CBra.chymysta.x lenok) 为国家 E 级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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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保护动物。 鲤形目 鱼类是谏河上游向然保护区鱼类 的 主体，占鱼类总种数的

86. 95% ; 蛙形目 、自占形目 、刺鱼目鱼类均为 l 种， 各占鱼类总种数的 4. 3 5 % 。

表 2 保护区硬骨鱼类组成

科 属 种
目

数量 比例 % 敛拉 比例/% 数盘 比例/%

蛙jf;目 20. 00 4. 76 4. 35 

~.!I!jf;目 2 40. 00 18 85. 72 20 86. 95 

量占形目 20. 00 ~ . 76 4. 35 

事IJ鱼目 20. 00 '1. 76 4. 35 

合计 ;> 100 2 1 100 23 100 

保护区硬骨鱼类区系成分较为复杂，根据鱼类的起源、 地理分布和生态习性，保护

区内硬骨鱼类可划分为 5 种区系复合体 。

1)上第三纪区系复合体。 这一区系类群的鱼类形成于第三纪早期，在北半球北温

带地区 ， 并在第四纪冰川后残存下来 . 多为一些常见的广布种。 赤眼蹲 ( Squaliobαr

bus curricuLus ) 、泥瞰 ( Misgurnus a咆uillicaudαlus) 、北方泥锹 (Misgurnus biμrti

tus) 、鲤 (Cyprinus cαrρio ) 、脚 ( CαrGSII-USGLtrαtus ) 、麦穗鱼 ( Pselldorasbora ραr

va) 、 马 口 鱼 (OpsQ./-iichthy.'、 bidens ) 、钻 ( Sil llrus asοt us) 等属于这一区系类群 。

2) 北方平原区系复合体。 这一区系类群的鱼类形成于北半球北部亚寒带的平原区 。

北方花撒 (Cobitis gra noci) 、 链 ( Hyρ。ρhthα Lmichthys moL山-ix) 等属于该区系 。

3) 北方山区区系复合体。 该区系主要指形成于北半球亚寒带山区的种类。 细鳞娃、

洛氏酵 (Phoxinus Lagoωskii ) 、瓦氏雅罗鱼 ( Leωscu s wα Leckii ) 、北方须锹 ( Barbat

ula 71uda ) 属于这一区系类群 。

的江河平原区系复合体。 这是一群在第三纪形成于中国东部平原地区的鱼类，多

是一些适合开阔水域的中上层鱼类 。 如肇睐( Hemic叫ter LeuclscuLus) 、条纹似 白 费句

( Pαraleucogobio slriga tu.'、 ) 、棒花胸 C Cobio rivllLo ides ) 、蛇胸 ( Sαurogobio dabryi) 、

长蛇阙 (Sα urogobio dwneriLi ) 等 。

5 ) 北极谈水区系复合体。 起源于寒原带北冰洋沿岸耐严寒的冷水性鱼类。 如中华

多刺鱼 (Pωψ1 1. U.'门ine川is ) 。

从鱼类区系组成情况看，保护区鱼类中北方平原鱼类和北方山区鱼类均占有一定比

例，细鳞蛙、洛氏盼、 瓦氏雅罗鱼及中华多刺鱼属冷水性鱼类 ， 其他鱼类也多具耐高

寒、 低温的特点，反映了本地区的气候特色 ; 第三纪古老种类适应性强， 种类 、 数量均

占很大优势 。

2. 生态类型及地理分布

保护区的 23 种鱼类全部属于定居型 。 按食性分，以小鱼、虾为食的鱼类有细鳞娃、

钻;食底栖动物、水生昆虫的鱼类有马口鱼 、 棒花胸、蛇胸、 长蛇例; 食浮游生物的鱼

类有鳞、链、 麦穗鱼、赤眼蹲 ; 杂食性鱼类有哪、笙跺、泥橄 、 鲤、洛氏盼 、 宽鳝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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