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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青藏高原，以羌塘为中心，南至拉萨以北，北至昆仑山，东至西藏昌都地区北部和青海西南部，

西至中印边界的高山草原、草甸和高寒荒漠上，繁衍生息着中国重要珍稀物种之一，国家一级保护动

物——藏羚羊，青藏高原的生命精灵。 

 

藏羚羊生存的地区东西相跨1600公里，季节性迁徙是它们重要的生态特征。每年的11～12月，藏羚

羊在青藏高原北部的越冬地交配，第二年的5月、6月，雌性藏羚羊经过长途跋涉到青藏高原南部的青海

产羔地——乌兰乌拉湖、卓乃湖、可可西里湖、太阳湖等地产崽。6～7月产崽后，母羊又率幼崽经历7

～8月份的旅程，原路返回越冬地与雄羊合群，完成一次迁徙过程。据已有研究表明，藏羚羊回到的，

有可能不是以前它所在的种群，或有少数种群不迁徙。而一些年轻雄性藏羚羊在雌性藏羚羊开始迁徙

时，会离开群落，同其他年轻或成年雄性藏羚羊聚到一起，直至最终形成一个混合的群体。 

 

迄今为止，藏羚羊的这种夏季大迁徙是全球最为壮观的3种有蹄类动物大迁徙之一。 

 

藏羚羊为什么要跋山涉水去繁育它们的后代？迁徙的目的地何在？如此规模庞大的以产羔为目的的

群体迁徙行为，引起了众多动物保护工作者及野生动物爱好者的关注，种种猜测纷至沓来。至今，这种

古老而原始的迁徙规律在国内外动物学研究中仍是不解之谜。 

 

近日，《科学时报》记者再次采访在青藏铁路建设期（2004～2006年）和运营期（2007～2010

年），连续7年进行青藏铁路野生动物通道监测的西北濒危动物研究所、陕西省动物研究所吴晓民团

队。 

 

该团队自2007年8月至2010年8月以来，在国家林业局野生动植物保护司、青海省野生动植物和自然

保护区管理局及可可西里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的大力支持下，与日本酪农学园大学、北海道大学、

京都大学等多家单位合作，得到日本文部科学省科学研究补助金资助，并获得日本酪农学园大学提供的

10套ARGOS无线发射跟踪设备，利用现代卫星定位系统的研究手段，首次将卫星定位跟踪技术应用于藏

羚羊迁徙规律的研究。经过对卫星跟踪数据解析，基本获得藏羚羊迁徙规律特点，解开其迁徙之谜。特

别是青藏铁路修建和运营以来，对高原精灵的迁徙及繁衍的影响。 

 

吴晓民团队承担完成的“青藏铁路运营期野生动物通道监测评估”课题是铁道部主持完成的“青藏

铁路工程”项目内容之一，成为荣获2008年度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特等奖成员。 

 

吴晓民从3个方面解答世人的这些疑问。 

 

藏羚羊种群现状与迁徙路线 

 

目前世界上藏羚羊分布区估计约100万平方公里，主要集中在西藏、青海、新疆三省（区），其中

西藏自治区行政管理区内藏羚羊分布区域近70万平方公里，占世界上藏羚羊分布区域的70%。藏羚羊受

到季节、生境与区域的影响，除冬季交配期外，在一年中的很多时间雌雄性是分离活动的，同一性别个

体间会建立某些联系。 

吴晓民团队破解藏羚羊迁徙之谜
连续7年的系统监测表明，青藏铁路对藏羚羊迁徙几无影响



 

因为藏羚羊有季节性迁徙现象，吴晓民团队按照藏羚羊主要活动栖息地和迁徒路径，将广布于青藏

高原的藏羚羊分为四大地理种群，即西藏羌塘群（Q）、青海可可西里（K）、青海三江源（S）和新疆

阿尔金山（A）等几个大的地理种群。每年6～8月要在冬季居留地（A，Q，S）与产崽地（K）间进行长

距离迁徒。目前，青藏铁路阻隔的仅仅是青海三江源种群。 

 

越来越多的研究表明，藏羚羊的迁徙并非如之前人们所认为的是沿着单一方向进行，而是以主要产

羔地为中心，呈辐射状迁徙。在距青藏公路180公里的卓乃湖，是羊群的集中产羔地。来此产羔的藏羚

羊的迁徙路线，主要来自3个方向：东南方青海曲麻莱地区的雌性藏羚羊群，主要在楚玛尔河大桥至五

道梁区间跨越青藏铁路和青藏公路西行，在卓乃湖东南湖岸产羔；部分西藏羌塘地区的羊群也来到卓乃

湖南岸产羔；西北方阿尔金山地区的羊群经鲸鱼湖、太阳湖到达卓乃湖西面产羔。 

 

利用卫星跟踪技术揭示藏羚羊迁徙规律 

 

吴晓民说，为解开藏羚羊迁徙之谜，探究此种迁徙现象的内在机制，课题组利用现代卫星定位系统

的研究手段，首次将卫星定位跟踪技术应用于藏羚羊迁徙规律的研究。当然，这也是我国在高原野生动

物研究方面作出的一次探索性尝试。 

 

项目组成员刘楚光向记者介绍给藏羚羊佩戴卫星跟踪发射装置的情况。项目组采用围网捉捕的方

法，在2007年首次为两只藏羚羊分别佩戴了卫星跟踪发射装置；经过为期一年的卫星跟踪数据观测，结

合2007年野外监测的基础资料，项目组于2009年再次为夏季回迁途中的两只雌性藏羚羊佩戴了装置；

2010年8月，又先后为6只雌性藏羚羊佩戴了卫星跟踪发射装置，成功地完成了该研究项目的佩戴任务。

至今，卫星跟踪监测工作一直在顺利进行，卫星跟踪数据显示一切正常。 

 

吴晓民说，从已取得藏羚羊迁徙的第一手资料来看，可以给出其迁徙的特点有三：第一，对于之前

一些学者推测的藏羚羊集群北上产崽，回迁时不会返回最初所在种群的基因交流之说，从目前卫星发回

的数据来看，并未如前所料。并据卫星监测显示，目前携带跟踪设备的藏羚羊在与南方青海曲麻莱地

区、西藏羌塘地区、西北方阿尔金山地区的种群之间，没有出现明显的种群交流，种群关系相对稳定。

第二，不是所有的雌性藏羚羊都进行长距离迁徙。第三，近年来的监测数据显示，藏羚羊的迁徙时间并

非一成不变，每年受气候、草场水源等条件因素的影响，藏羚羊的迁徙时间呈现出逐年提前的现象。是

什么原因导致这种现象的出现，还有待进一步深入研究。 

 

可以说，该项目组的研究资料与分析结果为解开藏羚羊种群迁徙之谜提供了客观连续的关键性证

据。同时，结合前人所做的工作及目前项目组取得的宝贵资料，这些证据也为下一步利用分子生物学技

术，继续开展藏羚羊的种群遗传多样性研究奠定了坚实基础。吴晓民激动地规划着下一步的研究内容，

以期彻底解开高原精灵的生态学之谜。 

 

青藏铁路与藏羚羊的迁徙 

 

在迁徙过程中，藏羚羊需要穿越青藏铁路，翻越青藏公路，这是否影响其繁衍？ 

 

吴晓民回答，为了解铁路和公路沿线藏羚羊种群活动规律，在铁路建设期（2004～2006年）和运营

期（2007～2010年）他们连续进行了7年的系统监测。监测表明：随着藏羚羊对通道的熟悉与适应，在

通道前聚集的群体在减小，集群、徘徊的时间在缩短，恐惧感在缩小，藏羚羊均在几分钟到几十分钟不

等的时间内通过，繁殖上迁和携崽回迁都从容自由地穿越青藏铁路动物通道和青藏公路，未发现滞留和

长时间等待现象；可可西里通道仍是藏羚养迁徙的主要通道，部分个体已开始利用楚玛尔河通道和铁路

小桥穿越铁路；藏羚羊正在适应青藏铁路修建对该地区的环境所带来的新变化。 

 

吴晓民还向记者透露，青藏铁路在中国铁路工程建设史上成为首次为野生动物大规模修建迁徙通道

的典范。在即将开始建设的青藏铁路二期工程——拉萨至日喀则段，将应用在一期建设中为保护藏羚羊

等野生动物所取得的成果与经验，并更进一步实现标准化保护和监测。 

 



以下评论只代表网友个人观点，不代表科学网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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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多阅读 

  

吴晓民：守护天路上的生命通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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