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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 要 ! 世界上野双峰驼（!"#$%&’ (")*+,"-&’ .$+&’）目前仅分布于中国新疆境内及中蒙边境，即：中国新

疆的塔克拉玛干沙漠、阿尔金山北麓、戛顺戈壁、中蒙边境及蒙古国西部的外阿尔泰戈壁。总数共计 "56

4 >>6 头。目前已为极度濒危物种。本文对野驼在不同分布区由于生境及人类活动影响所造成的 差 异

加以对比研究并进行评价，为野骆驼保护提供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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野双峰驼（ !"#$%&’ (")*+,"-&’ .$+&’）是世界上唯存的野生骆驼，属珍稀物种，是家驼的 祖

先。亚洲中部是野双蜂驼在世界上的最后栖息地。在 3 个分布区内，中国的塔克拉玛干沙漠

东部有 36 4 [6 头，阿尔金山北麓有 %>6 4 536 头，罗布泊地区戛顺戈壁有 [6 4 >6 头，中蒙边境

与蒙古西部外阿尔泰戈壁 5\6 4 366 头，总共仅有 "56 4 >>6 头，数量比大熊猫还要少，而且野

驼生存的面积也日益缩小，环境状况日益恶化。以往中外学者对野驼的研究大都限于分布种

群数量和生态习性的研究，而对其生存环境的研究较少。在 #$$\ 年至 #$$" 年春季，联合国环

境规划署 ]IKE ’<:8 博士同新疆环境保护研究所、新疆环境监测中心站联合对我国内地及中蒙

边境野驼的生存环境进行了考察，曾 \ 次进入罗布泊无人区。本文仅对野驼的生存环境状况

和人类影响加以讨论和评价。

#! ! 野双峰驼生存的自然地理环境

目前世界上野双峰驼仅分布在 3 个区域，其中 5 个位于中国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境内，即罗

布泊北部戛顺戈壁、阿尔金山北麓地区和塔克拉玛干沙漠。另外 # 个是跨越中蒙边境，包括蒙

! 收稿日期：#$$" ^ #6 ^ %"；修改稿收到日期：#$$> ^ 6[ ^ 63
!参加本项目野外科考的还有联合国环境规划署 ]IKE ’<:8 博士及新疆地质局赵子允等，参加样品分析 的 有 新 疆 环 保 所 王
琳、卓丽菲娅、柳军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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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国西部的外阿尔泰戈壁及与中国新疆哈密、伊吾、甘肃西北部和内蒙古西端同蒙古国接壤的

边境地区（ 图 !）。这 " 片区域都同处于亚洲大陆中心的干旱区域，地貌起伏平缓，山地的相对

高差不大，植被稀疏，以棕漠土、灰棕漠土、风沙土为主要的土壤类型。

!" !# 较平缓的地貌条件

" 个分布区都以较平缓的地貌为主要特征：塔克拉玛干沙漠以高大沙丘、丘间低地为主，

地表组成物质为细沙。阿尔金山北麓为平缓略有倾斜的洪积冲积扇地带，由山北麓一直延伸

至库姆塔格沙漠的南缘，地表以松散的沙和砾石组成。罗布泊戛顺戈壁地区地表组成物质也

是以细砾石和沙为主，地势起伏不大，中间分布着一些低山丘陵。中蒙边界外阿尔泰戈壁是相

对高度不大的山地，有着宽阔的山间盆地及谷地，地表主要由细土物质组成。考察中我们在坚

硬的盐壳上（ 如罗布泊湖盆）或地形起伏大的山地都没有发现野驼的行踪。

!" $# 严酷干旱的气候环境

极端恶劣的大陆性气候———冬季严寒，夏季酷热，干燥少雨，春秋多大风是野驼分布区气

候的典型特征。分布区基本上处于亚洲中心地带，距离海洋较远，加之四周高大山脉阻挡了水

汽进入，导致该区域的气候极端干燥，其中又以塔克拉玛干沙漠为最。野驼分布区附近城市气

候状况如表 !。

表 !# 野双蜂驼分布区附近气象站气候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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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荒漠类型的植被

野双峰驼分布区都属于内陆干旱荒漠区，植物类型都为荒漠植被。由于各分布区的地理

位置、地形及土壤的差异，所生长的植物种类也有不同。罗布泊北部戛顺戈壁植被的组成主要

为盐生草（!"#$%&’$( %#$)&*"’+,）、盐穗木（!"#$,’"-./, -",01-"）、骆驼刺（2#."%1 0,&+3"#."%1）、芦

苇（4.*"%)1’&, -$))+(1,）、琵琶柴（5&"+)+*1" ,$$(%$*1-"）、膜果麻黄（60.&3*" 0*7&8"#,911）、沙拐

枣（:"##1%$(+) )$(%$#1-+)）、白 刺（ ;1’*"*1" ,1<1*1-"）、泡 泡 刺（ ;= ,0."&*$-"*0"）和 假 苇 拂 子 茅

（:"#")"%*$,’1, 0,&+3$0.*"%)1’&,）。在中蒙边境主要植物有盐穗木、红柳（>")"*1? 6KK）、假木贼

（2("<,1, 6KK）、麻黄、梭梭（!"#$?/#$( "))$3&*$(）、琵琶柴、针茅（ @’10" 6KK）和泡泡刺等。阿尔

金山北麓有琵 琶 柴、膜 果 麻 黄、梭 梭、柽 柳、沙 拐 枣、白 刺、合 头 草（ @/)0&%)" *&%&#11）、芨 芨

（2-.("’.&*+) ,0#&(3&(,）、盐穗木和盐节木（!"$#-(&)+) ,’*$<1#"-&+)）等。塔里木中下游主要植

物为柽柳、胡杨（4$0+#+, 31A&*,1B$#1"）、盐穗木、盐 生 草 等。绝 大 部 分 地 区 的 植 被 盖 度 为 DQ I
!DQ ，中蒙边境和胡杨林带要高一些，分散的盐泉周围生长着盐穗木 @ 盐节木群丛或芦苇、红

E> 生 ( 物 ( 多 ( 样 ( 性 ( ( ( ( ( ( ( ( ( ( ( ( ( ( ( ( ( ( ( ( 第 : 卷



柳等，在局部地区的植被盖度可达 !"# 。

!" #$ 恶劣的饮水条件

在野驼分布区内，因气候炎热干燥，降水量极少，没有河流形成，水源十分缺乏。野驼通常

固定去一些终年有水的咸泉边饮水。这些咸泉水有的矿化度极高，甚至可达到 $%& % ’ ( )。分

布区内的饮水条件差还表现在咸泉与咸泉之间距离较远，相间多在 *" + !" ,-。对 % 个分布

区采得的野驼饮泉进行化学分析见表 *。由于历史上淡水区被人类占据，野驼已形成适应吸

收高盐份水的特殊生理结构，从而得以在干旱缺水的荒漠地区生存下来。

表 %$ 各分布区野双蜂驼饮用咸泉水化学分析（ 单位：’ ( )）

./012 *3 452-67/1 /8/19:6: ;< =/>2? ;< :/1> :@?68’: 68 >52 A6:>?60B>6;8 ;< =61A C/7>?/68 7/-21:（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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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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塔中 N" ,- 水池

./,16-/,/8 1/8A-/?, N" ,- O& %N H& "$ P& !N "& "P "& PH "& P! "& ** *& *%

塔中 PNH ,- 水池

./,16-/,/8 1/8A-/?, PNH ,- !& !N *& O" P& O* "& "P "& "N "& *P "& *$ P& NQ

巴什考贡泉

C/:56,/;’;8’ :@?68’ PN& !H Q& !$ P& OH "& "P "& "Q "& %H "& PN !& $%

拉配泉 )/@26 :@?68’ H& "% P& "P "& HQ "& "% "& !Q "& *P "& *$ P& NQ

阿其克谷地甜水井

RS6, T/1129 :=22> =211 *& *% P& "H "& O% "& "" "& PP "& *P "& "O "& "N

戛顺戈壁黄羊泉

U;:5B8 U;06 U/V2112 :@?68’ H"& QO PH& O$ $& QP "& "P "& !P "& NQ "& P* P"& %P

笔架山东麓骆驼泉

W/:> C6X6/5611 4/-21 :@?68’ PQ& %! O& $H %& OQ "& "P "& PP "& OP "& P" !& *P

明水泉 K68’:5B6 :@?68’ $%& %P HP& P* H& !H "& "$ "& *Q P& P" *& ON P$& %%

!" &$ 分布区的野生动物及天敌

野驼分布区的脊椎动物如表 H，分布区内的山地有盘羊、北山羊、雪豹、豺、棕熊及秃鹫等

活动，其它爬行类、鸟类、哺乳类动物主要分布在野驼活动的平原荒漠区。其中狼、豺、雪豹是

野驼主要天敌，特别在中蒙边境区狼害最为严重。我们现将各种类动物在野双峰驼各分布区

出现的频度分四等，“ E ”表示无，“ J ”表示偶见，“ J J ”表示常见，“ J J J ”表示多见，如表

H。

表 ’$ 中国野双峰驼分布区主要脊椎动物名录及分布

./012 H3 Y2?>20?/>2: 68 >52 A6:>?60B>6;8 /?2/: ;< 4568/Z: =61A C/7>?6/8 7/-21:

种 3 3 名

F@2762:

阿尔金山区

R?S6 K;B[
8>/68 /?2/

戛顺戈壁区

U;:5B8
U;06 /?2/

塔克拉玛干区

./,/?-/,/8
/?2/

中蒙边境区

C;/?A ;<
4568/[K;8’;16/

有鳞目

变色沙蜥 !"#$%&’()"*+,- .(#-/’&+&#
快步麻蜥 0#(1/*- .(+&2
荒漠麻蜥 0#(1/*- )#3(4*+-5//
草原鬣蜥 67*1* -*%7,/%&+(%8*
东方沙蟒 0#$2 8*8*#/’,-

9 9
9 9 9
9
9
9

9 9
9 9 9
9 9
9
9

9 9 9
9 9 9
9
9
9

9 9
9 9 9
9 9
9
9

隼形目

红隼 :*+’& 8/%%,%’,+,-
草原雕 6;,/+* #*)*2
秃鹫 6(7$)/,- 1&%*’",-

9 9
9
9

9
9
<

9
<
<

9 9
9
9

鸡形目 石鸡 6+(’8&#/- 7#*(’* 9 9 < 9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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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 续）! !"#$% &（ ’()*+),%-）

种 . . 名

/0%’+%1

阿尔金山区

234+ 5(,6
)*"+) "3%"

戛顺戈壁区

7(18,)
7(#+ "3%"

塔克拉玛干区

!"9"3:"9")
"3%"

中蒙边境区

;("3- (<
=8+)"65()>($+"

鸽形目
毛腿沙鸡 "#$$%&’()* ’&$&+,-.*
黑腹沙鸡 /()$,01)* ,$2)3(&12*

4 4
4 4 4

4 4
4 4 4

4
4

4 4
4 4

佛法僧目 戴胜 5’.’& )’,’* 4 4 4 4

雀形目

短趾沙百灵 6&1&3+$)11& 023)$)&
小沙百灵 6&1&3+$)11& $.7)*0)3*
凤头百灵 8&1)$2+& 0$2*(&(&
角百灵 9$):,’%21& &1’)*($2*
岩燕 /(#,3,’$,;3) $.’)*($2*
秃鼻乌鸦 6,$<.* 7$.;21);.*
沙即鸟 =)3&3(%) 2*&>)1123&

4
4 4
4 4 4
4 4
4
4 4
4 4

4
4 4
4 4 4
4 4
4
4
4

4
4
4
4
4
4
4

4
4 4
4 4 4
4 4 4
4
4 4
4 4

偶蹄目

野双峰驼 6&:)1.* >&0($2&3.*
鹅喉羚 8&?)11& *.>;.((.$,*&
盘羊 =<2* &::,3
北山羊 6&’$& 2>)-
野猪 ".* *0$,7&

4 4
4 4
4
4
4

4 4 4
4 4
4
4
@

4
4
@
@
4

4 4
4
4
4
4

奇蹄目 蒙古野驴 9A..* ’$?)B&1*C22 4 4 @ @ 4 4

兔形目
塔里木兔 D)’.* #&$C&3+)3*2*
蒙古兔 D)’.* (,1&2

4 4 4
4 4 4

4 4
4 4

4 4
4 4

@
4 4 4

食肉目

狼 6&32* 1.’.*
豺 6.,3 &1’23.*
赤狐 E.1’)* <.1’)*
沙狐 E.1’)* 0,$*&0
棕熊 5$*<* &$0(,*
雪豹 /&3(%)$& .302&

4
4 4
4 4
4 4
4
4

@
@
4
4
@
@

@
@
4
4
@
@

4 4
@
4
4 4
4
@

啮齿目
子午沙鼠 F)$2,3)* :)$2+2&3.*
柽柳沙鼠 F)$2,3)* (&:&$2*023.*

4 4
4 4

4
4

4 4
4 4

4
4

?. . 人类经济活动对野双峰驼分布的影响

"# $% 狩猎的影响

狩猎是导致野生骆驼种群数量迅速下降的最直接原因。在历史上，狩猎已使野驼在哈萨

克斯坦及以西的大部分分布区消失。目前狩猎最严重的要属戛顺戈壁，其次为塔克拉玛干沙

漠。过去因当地老乡的狩猎方式较原始，每年的狩猎数量相对较少。然而近些年来，一些来自

乌鲁木齐、托克逊、哈密的武装偷猎者，配备有冲锋枪、半自动步枪，乘坐卡车和越野车进行明

目张胆的猎杀活动，其危害最大。现存的野驼为躲避人类而远涉荒漠深处，在那些人类极难进

入的地方栖息。考察队在无人区的泉水地，看到所建的掩体、猎人的遗弃物和被啃食的野双蜂

驼及鹅喉羚残剩的尸骨。

"# "% 放牧活动的影响

放牧对野生双峰驼的直接影响：!家畜侵占了野驼的草场；"家驼与野驼杂配，导致野驼

的基因变化，使纯野驼数量下降；#放牧使野驼活动范围更小。

从现存的 @ 片野驼分布区来看，放牧影响严重的是阿尔金山北麓分布区，甘肃 阿 克 塞 的

?AB C &BB 头家驼群已远远伸入到野驼分布区的中心地带拉配泉以北进行放牧，加之建国初期

一支国民党军队的骆驼团也将其家驼群抛弃而野化，这样使该分布区野骆驼血统的纯度大为

降低。据安南坝牧民反映，该地每年有雌家驼丢失和在家驼群中有与野驼杂交的 DB 余只后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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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现。

在中蒙边境野驼分布区南部的我国境内，家驼及其它家畜的放牧影响更为严重，有大量的

家驼在分布区内，家驼同野驼在繁殖期杂交现象严重。!""# 年考察队访问了公婆泉附近的几

家牧民，据说他们的不少母驼被野驼掠走而野化，群中也常有杂交仔驼出现。只有戛顺戈壁较

封闭，没有家驼在该区域放牧，从而使纯种野驼得以生存下来，可认为是目前世界上纯种野驼

的最后栖息地。

!" #$ 采矿的影响

伴随着社会经济发展，采矿业也逐渐向荒漠中部无人区扩展，不仅带来了一系列的环境问

题，同时也对野驼的活动带来了巨大影响。在戛顺戈壁，野驼分布区铁矿、金矿的开采已深入

到荒漠腹地 $%% &’ 的地方，罗布泊的阿其克谷地水草条件较好，由于谷地北山探出了金矿，大

量金农拥向这里，使这远离人烟的地方几乎成了小城镇。!""( 年已有 ) 家 !% 个采金点，北部

的铁矿也有 !% 余个。塔克拉玛干沙漠中石油勘探开发，对野驼的迁徙环境也产生了影响。在

中蒙边境地区，金矿、铁矿等的开采已接近边境，迫使野驼分布区向北明显退缩。

!" %$ 道路交通的影响

道路对阻隔野驼分布区的影响很大，野驼的 * 个分布区主要是人类交通活动影响所致，如

兰新铁路及公路、由尉犁到若羌的 +!, 国道、在塔克拉玛干沙漠内修建的塔中石油公路。公路

的修建一方面使来往的人及车辆增多，惊吓了野驼，另一方面又切断了公路两边野驼传统的迁

徙路线。+!( 国道是从阿克赛到若羌的老公路，正从阿尔金山野驼保护区穿过，它的存在对该

保护区十分不利，好在该路的新疆段已多年因洪水冲坏而不能正常使用。而甘肃安西向北经

红石山口边防站到蒙古境内建立的国际贸易公路开通，对该分布区的野驼也产生了不利影响。

$- - 野双峰驼分布区生存环境条件评价

#" &$ 评价的目的及评价方法

对 * 个野驼分布区的各种环境条件及人类活动影响进行综合分析可比较出各区适合野驼

生存的条件优劣。以打分法来评价野驼的适生环境。条件好坏和影响大小的每个因子分为 !
. # 共 # 个等级，自然条件好、人类活动影响小打高分，反之打低分（ 由于能进入野驼分布区人

数较少，对各项因子的打分都由考察队员统一评定），见表 *。

表 %$ % 个野驼分布区适生环境条件评价

/0123 *- 4526 7089:50; 80’32 65<9:51=95>; 0:30 3;?5:>;’3;9 >@ <=:?5?5;A 0<<3<<’3;9
- - - - - 环境因子

- - - - - B;?5:>;’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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戛顺戈壁

C><D=;
C>15

阿尔金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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塔克拉玛干

/0&0:’0&0;
0:30

中蒙边境

7>0:6 >@
HD5;0IG>;A>2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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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09=:02 @089>:<

隐蔽 H>;8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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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敌 B;3’L
水源 4093:

$
$
#
*

$
#
+
#

*
+
#
!

*
$
!
$

人为影响

M=’0; 3@@389

放牧 M3:6
狩猎 M=;95;A
采矿 G5;5;A
交通 /:0@@58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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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
$
$

总 - 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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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该表可以看出各分布区其适生因子有好有坏，但从自然因子来看，戛顺戈壁区和阿尔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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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更适合野驼生存。从人为影响来看中蒙边境区和阿尔金山区情况较好。评价结果戛顺戈壁

区分数最高为 !"，其次为阿尔金山，说明戛顺戈壁虽因狩猎及采矿业影响严重，但没有放牧影

响等原因，对野驼的生存条件及保持种质资源相对于其它几个分布区条件较好。

#$ $ 野双峰驼的保护

为保护野双峰驼，在蒙古国西南部中蒙边境地区建有戈壁公园 % 和 &，我国在新疆阿尔金

山和甘肃安南坝也建有野骆驼自然保护区。但由于对野骆驼保护的宣传力度不够，偷猎现象

依然严重，加之狼害的影响，致使野驼数量近年明显下降。为加强野驼保护，首先要积极做好

宣传，提高人民群众保护野骆驼的意识；其次要加强野驼资源保护的法制管理，依靠法律手段

对野驼进行保护；再次要加强深化对野驼资源的科学研究；最后还要限制阿尔金山家驼牧业活

动的范围及在狼害严重的中蒙边境分布区进行适当的灭狼，同时在戛顺戈壁建立自然保护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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