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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1994 年 5～ 6 月、9～ 10 月及 1995 年 6～ 12 月, 作者对西藏东南部南迦巴瓦峰和邻近地

区的孟加拉虎的分布及生态进行了野外调查, 初步弄清了该地区虎的现状。通过在墨脱县格

当乡的抽样调查及跟踪观察虎的移动和觅食, 查明了金珠藏布江流域内近两年有关虎捕食大

型牲畜的报告属实。1993 年 10 月至 1995 年 7 月, 该河谷内因虎捕食共损失牛、马和骡 302

头, 估计活体总重量约 59 881 kg, 平均月损失 2 722 kg, 相当于自然状态下 11 头虎的月进食

量。全乡 12 个村的牲畜均受到不同程度的影响, 受损的户数占该乡总户数的 62% , 户牲畜损

失率为 717%～ 100% 不等。对其它动物的调查表明, 虎大量捕食牲畜与低海拔河谷的开发和

环境中虎的自然食物缺乏有关。

　　关键词　虎; 西藏; 分布; 捕食; 牲畜

　　在本世纪, 世界上有 8 个虎亚种, 其中 3 个已于本世纪因人类的猎杀和对栖息地的

破坏而灭绝, 即巴厘虎 (P an thera tig ris ba lica)、爪洼虎 (P. t. sond a ica) 和里海虎 (P.

t. v irg a ta) , (Balouet, 1990; 谭帮杰, 1992; Jack son 等, 1994)。世界上现存的 5 000～

7 000 只虎中分属 5 个亚种, 即孟加拉虎 (P. t. tig ris)、东北虎 (P. t. a lta ica)、华南

虎 (P. t. am oy ensis)、印支虎 (P. t. corbetti) 和苏门虎 (P. t. sum a trae)。这些亚种

同样因偷猎、栖息地消失和由近亲繁殖带来的遗传漂变受到严重威胁。国际动植物商业

贸易记录分析委员会 (TRA FF IC) 的调查表明, 1992 年和 1993 年冬季, 前苏联解体之

际, 有 80～ 110 头西伯利亚虎 (即东北虎) 遭到猎杀, 使这一亚种的数量损失了三分之一

(TRA FF IC In terna t iona l, 1994; L inden, 1994) , 当今世界上对虎资源的研究和保护已

到了迫在眉睫的地步。

我国境内原有 5 个虎亚种, 曾广泛分布于东北 (东北虎)、华中和华南 (华南虎) , 云

南南部和西南部 (印支虎)、云南西北和西藏东南部 (孟加拉虎)、以及新疆部分地区

(里海虎)。里海虎也即新疆虎, 本世纪 50 年代就已消失, 其它亚种的分布在本世纪也大

大退缩 (王福麟等, 1993; 王振堂等, 1993; 高中信等, 1993; 吴家炎等, 1993)。据估计,

国内现有虎的种群数量仅为 100～ 120 头, 一些虎的种群数量已下降到极低的水平, 如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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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于福建、广东、湖南和江西一带的华南虎数量仅在 20～ 30 只 (Jack son 等, 1994; 孟宪

林等, 1995)。

西藏东南的孟加拉虎最初由沈孝宙 (1963) 报道, 当时的研究工作主要集中在分类

和区系方面, 虎的具体分布及状况, 一直未见确凿的资料, 后经考察, 证实了虎在墨脱

的分布 (冯祚建等, 1986) , 此后有关虎的状况鲜为人知。本项研究旨在查明虎在西藏东

南部的分布及现状。

研究地点和方法

　　 西藏南迦巴瓦峰地区位于喜马拉雅山东段, 包括林芝地区的米林、林芝、隅察、墨

脱和波密县。雅鲁藏布江自西流入该区, 在米林、林芝和墨脱交界处形成蔚为壮观的大拐

弯, 被国内外地学专家公认为世界上最大、最深的峡谷。湍急的江水骤然南折, 穿过墨脱

县, 下降至印度的阿萨姆平原。潮湿的印度洋水汽沿漏斗形的雅鲁藏布江河谷直驱北上,

给这一地区带来丰富的降雨 (800～ 4 000 mm ) , 其中大部分集中在 3～ 10 月 (张荣祖等,

1982)。该区切割纵深, 地形极为复杂, 从南迦巴瓦峰至背崩直线距离仅 45 m , 高差达 7

000 m , 包括了从热带沟谷雨林至半常绿阔叶林、常绿阔叶林、针阔混交林、针叶林、高

山灌丛草甸、裸岩和永久积雪多个自然带。该区除孟加拉虎外还分布有熊猴 (M acaca as2
sam ensis)、长尾叶猴 (T rachyp ithecus en tellus)、黑熊 (S elena rctos th ibetanus)、云豹

(N eof elis nebu losa )、豹 (P an thera p a rd us)、牛羚 (B ud orcas tax icolor)、苏门羚 (Cap ricor2
n is sum a traensis)、赤斑羚 (N em orhaed us cranbrook i)、赤麂 (M un tiacus m un tjak )、林麝

(M oschus berez vosk ii )、马麝 (M . sif an icus)、岩羊 (P seud ois nay au r)、盘羊 (O v is

am m on) 等 10 多种大型兽类。

有关虎的调查, 至今尚未有一个客观有效的方法 (Karan th, 1987) , 我们通过走访,

从有经验的猎人那里获得有关该区虎及其它动物的信息, 然后进行野外路线调查, 记录

虎的分布点、踪迹、粪便和爪痕等。在有牲口被捕食的地方, 首先通过实地调查, 排除牲

畜的损失是由其它动物或其它因素造成 (如豺、豹、洪水和疾病等) 的可能。我们在大

型牲畜损失严重的墨脱县格当乡对 22 户住家进行了抽样调查, 然后同乡政府的牲畜记

录进行了核实。我们尽可能对牲畜损失进行实地调查, 对一些虎进行长距离跟踪, 所见

踪迹的长轴、短轴、土壤质地和海拔高度进行了记录。对那些在森林中下落不明的家畜

我们组织群众多方巡找, 查明死因, 一旦确认为被虎所杀, 即对吃剩的家畜进行称量。

结　　果

　　孟加拉虎在西藏主要分布于墨脱和察隅县喜马拉雅山南坡的林区, 另外, 林芝、米

林及山南地区中国和不丹边境一带也有分布, 但数量极低。据调查, 1965～ 1967 年间低

海拔的地东和背崩一带发生过多起虎食牲口的事件。1968～ 1969 年间, 海拔较高的亚

让、巴日一带也屡遭虎灾。从 70 年代初虎开始在支流金珠藏布河谷内盗食牲口, 当地群

众在 1972 年击毙虎 1 头, 1977 年再次击毙 1 头, 由于雅鲁藏布江主干河谷内人为的开

垦活动频繁, 背崩至加热萨一带近年已少有虎的活动。调查期间我们仅在大捌弯处人迹

罕至的河谷内发现一团陈旧的虎的粪便, 形成柱状长为 90 mm , 直径 38 mm , 内含赤斑

羚的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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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 墨脱县北部的格当、帮辛和加热萨等地出现虎捕食大型牲畜频繁, 其中以

格当乡最为严重。我们核实了发生在 1993 年 10 月至 1995 年 12 月的 302 例虎捕食大型

牲畜的记录, 其中牛 234 头, 马 53 匹, 骡 15 匹 (表 1)。另外, 还有牛、骡、马 12 头被

虎咬伤存活下来。该记录表明, 全乡 12 个村有 90 户人家受到不同程度的损失, 占该乡总

户数的 62%。各户的大牲口的损失率为 717%～ 100% 不等。表 1 列出金珠藏布江河谷中

格当乡大牲畜被虎捕食的数量, 表 2 为调查期间记录到的虎的新鲜足迹。
表 1　墨脱县格当乡虎捕食大型牲畜的数量 (1993 年 10 月～ 1995 年 12 月)

T able 1　N um ber of large livestock p redated by tiger at Gedang of M edog

村名
V illage

牛
Cattle

马
Ho rse

骡
M ule

小计
Subto tal

　　曲那塘
　　Q unatang

7 0 0 7

　　兴凯
　　X ingkai

72 15 6 93

　　当隆
　　D anglong

30 5 0 35

　　上布隆
　　Shangbulong

21 11 3 35

　　下布隆
　　X iabulong

12 3 1 16

　　格当
　　Gedang

46 7 3 56

　　衣日卡
　　Yirika

14 4 0 18

　　乃沙大
　　N aishada

0 1 0 1

　　藏格卡
　　Zanggeka

4 2 1 7

　　看着等
　　Kanzhedeng

10 1 0 11

　　桑登卡
　　Sangdengka

2 0 0 2

　　那巴
　　N aba

16 4 1 21

　　总 计
　　To tal

234 53 15 302

表 2 调查期间记录到的虎的新鲜足迹 (1995 年 7～ 12 月)

T able 2 F resh tiger foo tp rin ts reco rded in the area (Ju ly～D ecem ber 1995)

日期
D ate

地点
L ocation

长
L ength (mm )

宽
W idth (mm )

备注
Comm ent

1995- 07- 03
当隆

D anglong

115
120
140
69

109
137
135
77

位于疏松的玉米地内
In loo se co rn field

1995- 07- 07
当隆

D anglong

120
115
140
134

125
140
135
130

位于人行小道上
O n sidew ay

1995- 07- 12
格当

Gedang
135
140

144
112

粘土、牧场上
O n clay and grazingland

1995- 07- 19
当隆与查丘卡间

Betw een D anglong
and Chaqiuka

126
140
140

110
110
110

位于人行小道上
O n sidew ay

1995- 11- 14
格当

Gedang
148
148

122
121

粘土上, 附近有杀死牲畜
O n clay, there are

dead livestock nearb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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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2　Continuation of tab le 2　　　　　　　　　　　　　　　　　　　　　　　　　　　

1995- 11- 17
格当与当隆间

Betw een Gedang
and D anglong

139 137
位于人行小道上

O n sidew ay

1995- 11- 18
曲那塘

Q unatang

144
145
144
134
138
130

125
138
129
132
120
125

沙土, 位于河滩旁的
牛圈外

O n sandy so il and outside
ox fence by flood land

1995- 11- 18
曲那塘

Q unatang
150 150

粘土、牧场上
O n sandy and grazing land

1995- 11- 26
曲那塘

Q unatang

135
130
126
140

145
120
122
130

河滩沙土上
O n sandy so il of flood land

讨　　论

1. 虎的生态及其与人的冲突

虎的足迹在格当乡各村极为常见, 表 2 所列为部分新鲜足迹的量度。1995 年 7 月 3

日在当隆村一玉米地中发现的一大一小并行且新鲜程度相当的两条足迹说明该虎种群具

自然繁殖能力。

虽然在南迦巴瓦峰大部分地区有豹的分布, 但在我们调查大牲畜损失严重的格当乡

却未发现有豹的踪迹, 当地干部和群众也一致反映没有豹的活动。我们调查过的 22 例大

牲畜被咬死的现场, 其中有 20 例猎物被拖至数米至数十米的地方, 豹和黑熊等其它动物

均无此习性, 说明虎对大牲畜的危害是肯定的。至于虎和豹在格当乡是否存在竞争性排

斥 (Com pet it ive exclu siveness) 尚待进一步研究。

食物、水源和隐蔽物为虎生存的三个必要条件 (N ow ak, 1991) , 但是, 即使环境中

有一定食物来源, 虎还必须依靠适当大小的动物才能生存 (Karan th, 1987)。胡锦矗

(1994) 和袁喜才等 (1994) 报道过分布在四川和广东的华南虎捕食斑羚、苏门羚、野猪

(S us scrof a )、毛冠鹿 (E lap hod us cep ha lop hus)、林麝、水鹿 (Cervus un icolor) 和獾

(M eles m eles) 等, 但在这些地区虎的密度极低。在墨脱县内, 可供虎捕食的印度野牛

(B os g au rus) 和水牛 (B uba lus buba lus) 主要集中在北纬 29°以南受印度控制的门瑜地区

(沈孝宙, 1963)。在雅鲁藏布江及支流河谷虎只能靠野猪、麂和一些高度适应高山环境

的动物生存, 如牛羚、苏门羚、红斑羚等。冬季虎集中在牧民的“冬窝子”里, 即金珠藏

布江 1 500～ 2 100 m 的河谷两岸, 夏季则跟随牧民的牲口, 沿河谷追随至高山上的牧

场。1995 年 7 月 19 日至 23 日, 我们追踪一只虎, 这只虎刚在海拔 2 100 m 的曲那塘村咬

死一头马后, 沿金珠藏布江河谷主流向上行至海拔 3 300 m 的提琴附近, 顺一条猎麝人

行走的便道, 翻过 4 570 m 的金珠拉山口, 进入了过去从未有虎活动的波密县境内的金

珠弄巴河谷。然而, 金珠弄巴的森林曾受到严重砍伐, 牛羚在 10 多年前就已消失, 高山

上放养的牲口也不多, 7 月 23 日, 这只觅食的虎再次翻越金珠拉, 重新回到墨脱县。

根据 Schaller (1967) 和 Sunqu ist (1981) 等在印度和尼泊尔对自然状态下虎的研究,

一只成年的虎每年需要消耗活体重量为 3 000 kg 的草食动物, 月平均消耗量为 250 kg。

我们曾在曲那塘对那头被虎猎杀、吃掉一支后腿的马进行称量, 估计其活体重约 170 kg。

在这一地区, 骡子的大小和重量与马相当, 牛的品种大多为西藏牛, 体重平均为 206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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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g (中国家畜家禽品种志编委会, 中国牛品种志编写组, 1986) , 由于格当乡群众总是将

1 岁以下的幼龄牲畜关在住房内或拴在住房周围饲养, 因而被虎食掉的牲口均为敞放在

外的二龄以上的牲畜。据此推算, 在 1993 年 10 月至 1995 年 7 月, 活动在金珠藏布江河

谷中的虎捕食家畜的活体总重量达 59 881 kg, 每月虎的平均消耗量约 2 722 kg, 如果假

设虎捕食的牲畜生物量与环境中的自然食物 (如野猪、麝等) 的相等, 也不考虑自然食源

及捕食动物和被捕食动物的性别和个体差异, 依照前人研究得出的数据计算, 那么在金

珠藏布江流域虎的数量为 11 头。

2. 虎的保护和管理

金珠藏布江河谷内牧场有限, 1993 年格当乡的大牲畜总数为 1 392 头, 至 1995 年这

个数量下降至 1 215 头, 年平均下降 414% , 可见发展大牲畜并不是切实可行的致富办

法。从过去虎的分布以及近 20 年在墨脱部分消失的规律看, 低海拔河谷和雅鲁藏布江主

干沿岸的开发导致虎的栖息环境的退化或消失。近年来雅鲁藏布江沿岸频繁的人为活动

迫使大部分珍稀野生动物进入地势更加险恶的高山峡谷地带, 狩猎活动对赤斑羚、牛羚

等动物的种群构成极大威胁 (尹秉高等, 1993) , 自然食源急剧减少, 使一些虎丧失了食

物来源, 生态系统中的食物链遭到破坏, 引起虎的北移。例如本世纪 70 年代在海拔仅 700

余米的背崩以及稍高的墨脱一带的河谷里均有虎的分布, 现在已基本消失。5 年前位于

海拔 1 500 m 的达木乡附近的小路上常常能见到虎的足迹, 现在很少发现。近两年出现

虎咬死、咬伤大型牲口主要在 1 900 m 和 3 600 m 的海拔高度之间。1995 年 6 月, 在海

拔 2 000 余米的当隆和兴凯村, 出现了虎游荡到村中的情况。

为了保障格当及邻近地区的人畜安全, 同时保护好西藏东南部的孟加拉虎资源, 我

们特建议林业主管部门及当地政府迅速采取以下措施:

(1) 加强西藏东南林区的野生动物资源管理, 其中包括执法和对大型兽类数量的监

护。该地区分布的一些有蹄类, 如牛羚、红斑羚、苏门羚等在国内和国际上都是重要的保

护对象, 不仅如此, 这些动物同时也是虎不可缺少的食源。这些动物种群数量的下降将

加剧虎对大型牲畜的依赖, 扩大人与虎之间的利害冲突。大型野生有蹄类的保护有助于

维护食肉动物食性的多样性, 从而对捕食动物种群动态产生稳定效应 (Begon 等, 1990)。

(2) 对墨脱县北部已损失的家畜实行间接补偿, 通过控制运入物资价格上涨, 提高

当地的民工费和骡马驮运费, 增加当地群众的收入。少数因丧失奶牛或耕牛的五保户和

困难户, 应考虑对其生活进行补贴和照顾。一些群众因牲口被虎食掉, 生产和生活受到影

响, 于是上山狩猎, 促使食物链紊乱的恶性循环, 这个问题只能通过政府的适当补贴来

解决。

(3) 因为环境的恶化, 加之大骨节病 (O steoarth ro sis defo rm an s endem ica) 和肺结

核 (T ubercu lo sis) 等疾病的流行, 一些居民已经自发地搬迁到喜马拉雅山北坡的波密定

居, 这类搬迁对减轻虎的栖息地的压力有积极作用, 但自发性的移居需要一定的亲戚关

系和经济力量, 政府对这类的搬迁应鼓励和扶持, 并制定计划首先将虎灾较严重、地方

病最普遍的兴凯、曲那塘和当隆村的群众迁出。

(4) 加强野生动物的法制教育, 开展有关虎的习性及人畜安全措施的教育, 通过当地

的小学广泛宣传生物和生态学知识, 鼓励有前途的学生到波密或八一镇受教育, 尤其应

提倡和鼓励女性儿童受教育。结合 1998 年农历和藏历均为虎年的传统, 在国内外组织一

些专业和业余人员到该区实地考察, 一方面增强社会对西藏东南部虎及独特的地理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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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的了解, 另一方面也能给当地带来一定的经济收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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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PREL IM INARY STUDY ON THE BENGAL T IGER
(PAN TH ERA T IGR IS T IGR IS ) IN NAM CHA

BARW A , SOUTHEASTERN T IBET
Ξ

Q IU M ingjang　　ZHAN G M ing
(Conserva tion B iology Cen ter, K unm ing Institu te of Z oology , the Ch inese

A cad emy of S ciences, K unm ing , 650223)

L IU W u lin
(F orestry B u reau of the T ibet A u tonom ous R eg ion)

Abstract

　　Betw een M ay and June, Sep tem ber and O ctober 1994, June and D ecem ber 1995, w e

conducted a study on Bengal t igers in N am cha Barw a and adjacen t areas, sou theastern

T ibet. W e determ ined the range of t igers and co llected basic eco log ica l info rm at ion on

th is la rge p reda to r. By track ing and independen t ly invest iga t ing livestock p reda t ion

around villages in J inzhu Zangbu V alley, w e confirm ed the lo sses of 302 large livestock

due to t iger p reda t ion betw een O ctober 1993 and Ju ly 1995. A con serva t ive est im ate of

the to ta l live w eigh t lo st w as 59 881 kg, w h ich averaged 2 722 kg per m on th, an equ iva2
len t to the m on th ly in take of 11 free2rang ing t igers. T iger p reda t ion affected a ll 12 vil2
lages and 62% hou seho lds living in J inzhu Zangbu V alley, w ith fam ily lo ss ra te of live2
stock ranging betw een 717% and 100%. F ield ob serva t ion s suggest tha t, in addit ion to

uncon tro lled hun t ing, lo sses of low land fo rest to agricu ltu re and pastu re have resu lted in

dw indling of the food base fo r t igers in the reg ion.

　　Key words 　T iger; T ibet; D ist ribu t ion; P reda t ion; L ivesto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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