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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化地区

参加调查主要负责人名单

负 责．人

富国栋

通化市 ： 马桂祥

浑江市 罗学文 善文治

集安县 谭志福 ，’√··一

●

柳河县 何‘满

海龙县’’．?_：杨仲儒 。’、．‘

：

辉南县 张永彦 刘长青

通化县：‘匡巫|’
●

靖宇县 张永林 ．

’●

'

抚松县 卢德华 ．

●‘

长白朝鲜族自治县 李学淳’

技术负责人

高文由 葵文玉，
，

李晋荣 高元昌 杨树文

刘忠贵

陈国有

姜士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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野生经济动物资源，．‘是整个自然资源的一部分，一为宝贵的天然财富，与人类曲经济生活

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它直接为人类提供珍贵的毛皮、轻暖的绒羽，·名贵的药材、肉用和有

观赏价值的动物；它是生态系统中物质循环和能量转换过程中较为活跃的环节，对保持生态

平衡、促进物质循环，起着重要作用；同时，某些珍贵稀有动物又是大自然宝贵的历史遗7

产，因而具有保存自然种源和基因库的作用。

通化地区具有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巍峨的长白山绵亘全区绝大部分地区．浩瀚的长自林

海’，蕴藏着十分丰富的经济植物资源，有不少驰名中外的珍稀种类；林内栖息着种类繁多的

珍禽异兽，如东北虎、马鹿、梅花鹿、紫貂、水獭等，是我省自然资源的宝摩，也是一个天

然的动物园，我国在这里设立了长白山自然保护区。目前，已成为世界科教文组织研究．．“人

与生物圈”的样地。 一

为了保护和合理开发利用我区野生经济动物资源，为发展山区经济，开展多种经营生产

提供科学依据，根据国务院中发(81)13号文件“必须做好自然资源调查和农业区划工作”

的精神和省、地关于农业区划工作必须抓好农业自然资源调查的指示，在省农业区划办公室

的大力支持下，在省经济动、植物资源调查顾问组的协助下，我们于1982至83年的冬。端

季，组织了700多人参加的调查队，以县为单位，采取野外实地调查．座谈访问和搜集资料

等方法，初步查清了全区野生经济动物种类、数量．分布及资源消长情况，为开发利用及保

护资源工作奠定了基础。

，为了满足生产、科研、教学、管理等部门同志之需要，为发展多种经营生产服务，我们在

调查的基础上，参阅了大量资料，编写了《长白山西南坡野生经济动物志》，内容包括：

中名、别名、学名，形态、生态、分布、捕猎方法，饲养管理、经济意义及资源评价。为了

更好地发挥工具书的作用，书中各纲编制了图解名词，书后附中名、拉丁名两种索引．。本志．

共编入具有一定经济意义的野生经济动物188种。
’

本志在编写过程中j地委、行署和省农业区划办公室领导同志都七分重视，并给予各方

面支持。同时得到吉林农业大学、东北师范大学、吉林省环境保护研究所，长白’山自然保护

局、吉林省图书馆、吉林市图书馆、吉林省生物防治中心站等单位构热情支持和提供宝贵资

料。吉林省环境保护研究所童庸昌工程师．吉林省生物防治中心站李彤工程师等同志均提出

许多宝贵意见，在此一并致谢。

由于时闻仓促，水平有限缺点与错误实属难免，恳请读者批评指正。 ·

者

l 9 8 4年lO月 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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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长白山西南坡位于吉林省东南部，包括通化地区的两市8县。西与辽宁省宽甸、桓仁、

新宾、清源县毗邻，北与吉林省东丰．盘石、桦甸县接壤，’东与吉林省安图县相连，南与朝

鲜人民民主主义共和国慈江道、两江道隔鸭绿江相望、

．地理位置是：东端为东经128。17’51”：西端为东径i25。16 7 04”，跨经度为3。0．1’47”；南

．起北纬40。．51’40”；北止北纬43 ooo
7 49”j跨纬度为2。09 7 09”。东西长246．。5公里，南北宽

238公里，总面积为33，240平方公里。驰名中外饷长白山座落在本区的东部，长自山以其山

势雄伟，’景色瑰丽，物产珍稀，并有高山苔原带而著名于世。长白山区占通化地区面积的五

分之四以上，白头山天池群峰环绕，海拔2，200米，是我国著名的火山口湖，部分水面在我

区抚松县境内。区内东部和南部为中山区，海拔千米以上，山岭纵横，沟谷交错j西北部为

低山丘陵、平地。全区最低海拔点是集安县大路乡古马岭、鸭绿江沿岸仅108米，因海拔高

差较大，地势高低悬殊，植被垂直分布明显，蕴藏着种菇繁多的动物资源。

本区气候属温带大陆性季风气候，四季分明，但冬季漫长寒冷。年平均气温2．1—6．5℃

最高气温为35—37℃，最低气温为零下35—140℃。年降雨量为6s6．3二940．1毫米j而山区

和集安县南部可多至1，200毫米以上。区内大小河流220余条，分属松花江、鸭绿江两大水

系。森林以针阔混交林为主，东部以原始森林为主，西部多为天然次生林和人工林，森林复

盖率达70％。 ．

√．
‘

，‘在中国动物地理区划中，通化地区为古北界、．东北区、长白山亚区，分属长白山地针阔

叶混交林动物省和吉林哈达岭落叶阔叶动物省。
’

1

=_·- 说·．明，

I东北区

IA：长白山地亚区

、j IAl长自山针阔混交林动物省． ．

IA：吉林哈达岭落叶林动物省
’·

’IB松辽平原亚区 ，

IB。长白山前台地疏林草地、农田动物省‘

IB．’松嫩平原草甸草原动物省

IB；西辽河平原风沙灌木草原动物省

Ⅱ“蒙新区 ．．’ j‘
j

’Ⅱ℃ 东部草原亚区

’ⅡC。 大兴安岭中南部灌木干草原动物省

根据吉林省动物区划，本区动物分属两个动物省：／



一、长自山地针阔醉混交林动物省

该动物省包括吉林省东部山地，海拔多在800一1，200米，最高峰达到2，691．米。山间有

较大的盆谷地，呈明显的垂直地带。·气候泠湿，最热月平均温度20。C左右，最冷月平均温：

度为～l 4一-16。C。年降水量一般在700一800毫米。土壤主要为灰棕壤，自浆土和革甸土
植被以针阔时混交林、针叶林为主。海拔l，l oo米以上出现针叶纯林，1，80p一2jloo米为岳

桦林，2，100米以上为高山苔原。盆谷地中的阶地多开垦为农田。我区的抚松，长白，靖宇、

浑江市均属该动物省，还包括柳河、辉南的二部分。，
。

，

‘

(1)高山苔原动物群
一 ‘‘

i

一
。l }‘

．+●

长自山2，：100米以上，最热月的平均温度7·。C左右，全年约有270天以上有6级的大风，

因此，动、植物种类稀少。这里，仅有矮小的灌木和多年生的草本、地衣、苔藓类植物-形

成广阔的苔原。植株高一般在lo一20厘米，．且越往山上植株越矮小：2，400米以上，则是裸

露的岩石，．嶙峋突兀的峭壁。在高山苔原带，兽类只有高山鼠兔栖息于此带。鸟类有出没在

苔原灌丛的树鹨、鹪鹩、‘灰鹊鸽等，以及在悬崖峭壁上筑巢的自腰雨燕。+ ．‘

、
’

。

(2’)岳桦林动物群，
：‘ 、

．．
．． ．’

海拔I，800一2，100米之间为山地岳桦林带。这里，地面坡度陡峭、气温低、风大、‘土层

薄，降水量大，蒸发量小，相对湿度大，岳桦在这样的条件下顽强的生存，形成岳桦纯林。，

它树干低矮、。弯曲稀疏，且随海拔的增高；矮曲程度增大，甚至呈匍匐状，所以又称矮曲岳

桦林。岳桦林带是高山苔原和森林的过渡带，高山苔原和岳桦林成份彼此互相渗透，林木稀

疏，林下光线充足，灌木和草本植物生长较好，，灌木以牛皮杜鹃、兰靛果、越桔为主。

．岳桦林带，夏季气候凉爽，是大型兽类避署的好地方，每年7_8年月份，为了避免盛

夏的炎热和蚊、虻的叮咬，马鹿、熊、孢子，野猪等迁居这里。鸟类主要有红胁兰尾鸲，黄

腰柳莺、朱雀、斑胸短翅莺等。
、

●

●

一I

．(3)针叶林动物群 、

在海拔i，100～l，800米之间，地貌是由玄武岩构成的倾斜高原，土壤以山地棕色泰加林

土为主，气候冬季严寒多雪，夏季湿润凉爽。树种组成简单，以红松，云杉、冷杉及落叶松为

主，阔叶树仅在林下零量分布，因而形成四季常青的针叶林带。整个针叶林带又可划分两个

亚带；’下半部以阳性树种如红松、落叶松为主，其树干高大：林分郁闭度较小，．称为明针叶

林亚带。．海拔l，600米以上基本是云、冷杉林分，称暗针叶林亚带。林下灌木、草本植物生

长不良。地面倒木及树干多生长苔藓类植物。针叶树挂满松罗。
、

．

针叶林动物分布较少，只有些耐寒的和食性比较单纯的种类。兽类多栖居手明针叶林亚

带，1如紫貂、松鼠、飞鼠、棕背鼹平等。鸟类主要有黑头鹂、’。黑啄木鸟、’煤山雀以及花尾榛鸡等。

(4)针阔叶混交林动物群
●

～2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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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在海拔800—l，200米。，植被是以红松为主的针阔时混交林；这里地势平缓，气侯温和简

润，土壤为灰棕壤?主林层有红松，水曲柳、春榆、黄波罗。赤杨、’紫杉等树种。林下植物

种类繁多，生长良好。植被层次明显，层外植物有软枣子、狗枣子、五味子、山葡萄等。由于

植物种类繁多，生长茂盛；为野生动物提供了丰富的食物和隐蔽场所。。著名的东北虎：梅花

鹿、金钱豹等珍贵稀有种类有少量分布，马鹿、野猪、狍子等较为常见。混交林中的黑熊、

青鼬j白鼬、豹猫、．松鼠、紫貂等毛皮兽是优势种：山顶部多岩石的地方有麝i青羊等活动。⋯

鸟类种类繁多，大山雀、沼泽山雀，榛鸡、灰椋鸟、普通鸸、柳莺等为常见种。此外还有黑琴

鸡，猛禽如长耳鹗等。爬行类中有蝮蛇、极北奎等。两栖类中有中国林蛙、爪鲵等：’‘
{

‘

(5)阔叶杂木林动物群
’ ‘

．

· )
‘l

。

●
‘

一、一般多在海拔I，000米以下，气候温和湿润，降水量700一800毫米之闯，土壤主要是灰

棕壤。植被以天‘然次生林为主，多为幼令林，’较不稳定。有如下几种类型：在火烧迹地或采

!伐迹地上生长的j阢．桦林；于土层深厚、排水良好的地段上生长的水、胡林，并有黄波罗、槭

椴等树种伴生；还有次生蒙古栎林。三种主要类型中i唯数蒙古栎林最多。’阔叶杂木林的主‘

‘林层不高，在人类活动频繁的地方，·多为单层林，反之i多为复层，．林下幼树、灌木、，草本

‘．植物较多，生长茂盛。因而野生动物种类也较多。兽类中常见的有花鼠、林姬鼠、野猪i狗

獾、狐、狍、黑熊、狼等。鸟类有蕴尾伯劳、白腹兰姬鹅、’冕柳莺、黑尾蜡嘴雀、黄鹂等。。

、雉鸡，斑翅山鹑、鹌鹑j毛腿沙鸡：榛鸡等重要的狩猎鸟也常于杂木林中栖居。’
。‘ ’‘‘

：
．’

j

’

··
。．

．t 一 ’+

(6)河谷j草甸动物群 一‘ 一．。
．，

在河谷和溪流沿岸i多生长着柳。大青杨。赤杨等喜湿树种。有的散生或成疏林，有的

成柳丛，下面生长茂密的苔草及禾本科等草本植物。春夏季节，草甸内鲜花盛开，成为绚丽

多彩的五花革塘。 ·‘

’．．．‘
。‘，

在长白出中部，河谷溪流带，有国家保护的珍稀动物，，如中华秋沙鸭、鸳鸯和水獭等。

两栖类中有罕见的爪鲵及经济价值较高的中国林蛙。．
’

‘河谷草甸中鸟类常见的有白腹兰姬鹪、灰鹊钨、褐河鸟、黄胸鸸、．黑喉石鸱、、沼泽止

雀等。兽类中有狐、黄鼬、貉、巢鼠等种类：爬行类中有极北奎、草蜥等。

!(宁)农田、居民点动物群． 、

‘

、

‘

在农由和居民点附近j人类经济活动极汐频繁，动物的种类粤较拿。兽类主要有小家
鼠、褐家鼠、黄鼬，狐、狮獾、刺猬、蝙蝠等。粤类数量最多的是麻雀、家燕j灰鹤钨、金
翅雀：．

。-
’‘、．’ 一’．J，

』 ’“一

～

’
，

●

』 ’二、吉林哈达岭落叶阔叶林动物省 ．7．

’。

该动物省包括吉林省东部低山丘陵，海拔多在800米以下。气候温暖湿润，最热月子均

温度为22℃以上，最冷平均温度为一15‘一,-20℃。年降水量为700毫米左右。土壤有灰棕
壤、自浆土i苹甸土等。．植被以次生落叶阔叶林为主，盆谷地的大部分土地被开垦为农田。

● 一

：

一j3一



我区．的柳河、海龙、辉南、通化县、通化市、．集安等地均属该动物省。这里动物主要有三个

生态地理群，即阔叶杂木林动物群，沿河草甸动物群，．农田、居民点动物群o，
i? i 一 。·

、

!’’， (1)阔叶杂术林动物群l__
‘

． ?· ．．_。 ’r

-j
、

? ，

‘

i
’

．。

奉动物省柏阔卧杂木林，也是以蒙古栎林、．杨榫、水胡林三种类型为主。林槽多为单层

林，林下植物生长良好。．邑类有林姬鼠、·黄鼬、‘香鼬’、刺猬：麝聃、聃鼯j豹猫、狐、狗

獾、‘野猪、．狍、东北兔、花鼠等种类。鸟类有寒鸦、灰喜鹊、松鸦、冕柳莺i寿带鸟、．山斑

’鸠、雉鸡、斑翅山鹅、鹌鹁等。爬行类常见的有虎斑游蛇、．蝮蛇、蜥蜴等。
'

’。一
．

’

．‘

’

^

(2)沿河革甸动物群 ．

．，

。 !二·
● “

沿河的树种主要是各种柳，被人类破坏，；多成柳丛。 ， ，

．， 在沿河草甸生境中，鸟类主要代表种有自鹩钨：戴胜、大苇莺、黑眉苇莺、翠鸟等。大

型兽类不多，可见狐、貉J黄鼬等活动。河流‘沿岸常有癔鼠牺居。草甸内巢鼠、黑线姬鼠数

量也较多。两栖类有黑斑蛙，．中国林蛙、大蟾蜍等。 j
‘

’．

’
．

j
‘

·．
‘，

‘、

d

‘

、

’(3)农田、屠民点动物群 j ．

’。’

．．．

4_

i、本动物省内农田垦殖面积较大，’水田又占了很大比重、因而有些水鸟常在稻田里活动，

如绿头鸭，斑嘴鸭，红胸田鸡等。而在旱田活动觅食的有云雀、喜鹊、‘黑尾蜡嘴雀、。戴胜等。．

丘陵山地林、田交错的地带，常见斑翅山鹑、三道眉草鸦、红尾伯劳、雉鸡等。兽类常见的

有小家鼠、黑线姬鼠、花鼠、刺猬。两栖类的黑斑蛙数量较多，其次有大蟾蜍i东北雨蛙、，

花背蟾蜍等。

t居民点附近鸟类主要有麻雀、家燕、金腰燕。兽类有黄鼬及鼠类等。。
、

。 ．r
●

●

‘

●

’

附：吉林省动物地理区划图
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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