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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氏原羚的活动规律与生境选择 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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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 , 北京 , 100080)

摘要 　普氏原羚生活在沙漠与干旱草原生态交错区 (Ecot one) 。青海湖畔沙漠中植被盖度较

高 , 沙地沙蒿群落中普氏原羚活动较多 , 而沙地柏群落中普氏原羚活动较少。普氏原羚在沙

地和距离沙地 2～3 km以内的地域内活动 , 利用起伏沙丘作为隐蔽生境。草原中的芨芨草群

落、冷蒿 —紫花针茅群落是普氏原羚的主要取食场所。普氏原羚具晨昏型活动规律 , 在傍晚

和清晨取食 , 其活动避开牛羊的取食时间。普氏原羚常常聚群活动 , 它们在繁殖期、育幼期

和交配期形成大小不同的群体。群体的类型包括同性群、混合群和单一个体群。非繁殖季节

普氏原羚雌雄分群活动。目前在人为活动影响下 , 普氏原羚很难进行季节性迁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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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人口增长 , 人类活动加剧 , 普氏原羚 ( Pr ocap r a p r zewa l s k i i ) 的分布区不断

萎缩[ 1 ,2 ] 。目前普氏原羚仅分布于青海湖环湖地区 , 数量极少 , 普氏原羚可能是中国 ,

甚至是全球最濒危的有蹄类[ 3 ] 。对青海湖地区普氏原羚的活动规律和生境选择只有简

单的描述[ 4 ,5 ] , 没有系统的研究报道 , 而有关普氏原羚的基础生物学资料是设计普氏原

羚保护区和制定普氏原羚保护对策的基础。我们于 1994 至 1997 年调查了普氏原羚的活

动规律和生境 , 在青海湖地区最大的沙地 ———湖东 —克图沙地对普氏原羚种群数量、活

动规律和生境特征进行了初步研究。

1 　研究地点概况

青海湖位于青藏高原东北部 , 位于东经 97°05′～101°13′, 北纬 36°28′～38°20′之

间 , 东邻祁连山系 , 湖东部和北部为日月山、团保山和月布山 , 南部为青海南山 , 西部

为布哈河谷地 , 形成一个广阔盆地 , 向北西西 ———南东东方向伸展 , 盆地面积约 20 800

km2 。青海湖流域面积 3 450 km2 。青海湖西岸和北岸边坡较缓斜 , 南岸、东岸边坡陡倾。

湖区属高寒半干燥草原气候 , 1 月份气温最低 , 达零下 30 ℃, 平均为零下 1217 ℃, 7 月

份最高可达 28 ℃, 平均为 1214 ℃, 每年 11 月至翌年 3 月 , 平均温度在 0 ℃以下 , 湖面

冰封 , 冰厚可达 015 m, 湖区夏季降雨量平均为 24716 mm, 占全年降水量的 2/ 3 , 年蒸

发量为降雨量的 318 倍左右。

Ξ 本研究得到中国科学院“百人计划”项目、美国哥伦布动物园协会 (Col umbus Zoo As s oc i a t i on) 、国家

　　自然科学基金 (39770104) 、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 (39725005) 和博士后基金的资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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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氏原羚在青海湖东部和北部分布于刚察县以东至湖东种羊场距湖岸 5～10 km 左

右的沙漠及毗邻地区 , 在青海湖西部普氏原羚仅分布于鸟岛。青海湖近湖地区的山体低

矮 , 处于西风带上 , 蒸发量高。湖岸附近分布着“沙丘”、“沙垅”、“沙山”、“沙滩”,

荒漠植被局限分布于“沙沟”和形成较早的沙质景观上。芨芨草草原植被分布在“沙

山”、“沙丘”外周边缘。此外 , 还有小面积的河漫滩、潴水滩的草地草甸等植被类型。

2 　调查与分析方法

211 　活动规律

我们于 1994～1997 年在不同季节对普氏原羚的数量、分布和活动规律进行了野外

考察。普氏原羚在沙漠中活动时在沙地上留下足迹链、粪堆和尿迹。当年生仔羚随母羚

活动 , 从足迹链中原羚的蹄印大小可判断其年龄 (成体或幼体) 和群体的组成。从足迹

链可以判断群体的大小。考察中我们还利用 GPS 确定发现普氏原羚活体或活动痕迹的地

理位置 , 记录普氏原羚的数量、年龄组成 , 并跟踪观察普氏原羚活体行为 , 将有关信息

输入地理信息系统进行分析。我们检取了粪样和草样在实验室进行显微镜检[ 6 ,7 ] 。

212 　生境分析

发现普氏原羚活动痕迹后 , 记录周围植物组成、地形等数据。选择有代表性的植物

群落作样方 , 样方大小为 2 ×2 m, 记录植物的物种数、高度、覆盖度 , 并在样方内取

0125 ×0125 m的样方 , 剪取地上部分 , 风干后称取植物生物量。

3 　结果与分析

311 　活动规律

日活动节律 : 湖东 —克图沙地是牛羊的冬季牧场。冬季每天 05 : 00～07 : 00 时普

氏原羚在距离沙地 1～2 km 的草地上觅食。牛羊一般 09 : 00～10 : 00 时出圈 , 在牛、

羊到来之前 , 普氏原羚渐渐退到沙前草地 , 然后进入沙漠。普氏原羚在清晨活动可以摄

入有露水的植物 , 并且环境温度较低 , 可以降低水分蒸发和体能消耗。黄昏牛羊回圈

后 , 普氏原羚开始从沙地内部向外缘运动 , 到沙地 —草地交界处觅食 , 活动至日落后

1h 左右。每年 6 月 20 日左右 , 湖东种羊场牧民将牛羊赶入高寒草甸的夏季牧场 , 于是

夏季普氏原羚活动区内牛羊很少 , 普氏原羚的活动节律发生相应的变化。夏季大多数普

氏原羚白天尽管往沙丘方向移动 , 但有一部分仍在草地活动。在水源边发现普氏原羚活

动的足迹 , 在食物分析中 , 发现取食的是水源边的植物。

季节性迁移规律 : 当地牧民认为普氏原羚有季节性水平短程迁移现象。普氏原羚奔

跑速度快 , 在受惊或被人追赶时的速度为 45～55 km/ h。但是 , 一般情况下 , 普氏原羚

受到外界干扰后 , 2～3 d 后又回到原来生境活动。冬季普氏原羚成群向南迁移到食物

较丰富、积雪少和有水源的地方 , 夏季再北返原来的栖息地。牧民将牛羊赶到高山草甸

以后 , 部分普氏原羚冬季迁移到离湖东沙地 20 km左右的倒淌河流域 , 在河边的芨芨草

—针茅草滩取食 , 1994 和 1997 年初冬调查时倒淌河一带都发现了大群普氏原羚在活

动。由于青海湖地区大面积推广建设草场围栏 , 普氏原羚的季节性迁徙活动受到了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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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有些围栏离流动沙丘有 100～500 m, 使得普氏原羚的活动限于在沙地和沙地边缘 ,

并且草地围栏妨碍了普氏原羚的迁移。初春牛羊食物缺乏 , 常常深入沙地觅食 , 这时普

氏原羚被迫迁到沙地深处。在沙地深处普氏原羚面临狼的捕食。

分群活动习性 : 集群行为是有蹄类动物的一种常见行为。普氏原羚的集群多则 30

多只 , 少则 1 只。普氏原羚的分群习性与其繁殖和育幼习性密切相关。调查中共发现普

氏原羚 22 群 , 冬季 8 群 , 植物生长季 14 群。依季节不同 , 普氏原羚的集群有以下几种

类型 :

31111 　单独活动 　雄性普氏原羚以及年老、体力差的普氏原羚常常单独活动 , 雄性普

氏原羚喜欢单独行动 , 年老的普氏原羚无法进行长距离的迁移 , 只能在沙地草地边缘活

动 , 有时同羊群一起取食。

31112 　雄性群和母仔群 　夏季雌性普氏原羚产仔后 , 雌雄个体分开活动 , 雄性个体结

成雄性群或单独活动 , 雌性个体与幼体一起活动。母体带着幼体觅食 , 在考察中见到有

一只或两只普氏原羚幼体跟随一只雌羚。偶尔能见到雌雄混合的小群 , 一般是普氏原羚

受到惊吓 , 雄性群和母仔群混和形成混合群体 , 这时雄性个体一般是处于领头和哨羊的

位置。危险过去后 , 雄性个体与雌性个体又分开活动。

31113 　混合群 　普氏原羚在冬季交配季节形成 50 只以上的大群体。

312 　生境特征与生境选择

普氏原羚对生境的选择受到多种因素限制 , 如食物丰富程度、水源远近、隐蔽物特

征、天敌捕食压力以及人为活动干扰程度等。普氏原羚的生境类型可以根据植被来划

分。在青海湖环湖地区 , 沙地植物群落多种多样 , 由于水分条件不同 , 青海湖环湖地区

从湖边到沙地依次分布有芨芨草群落、针茅群落、冷蒿群落、沙蒿灌丛、唐古特铁线莲

灌丛、鬼箭锦鸡儿灌丛和沙地柏灌丛等。这些植被中普氏原羚利用的主要有 6 种类型 :

芨芨草 ( Achna t he r um sp l endens ) 群落 : 广泛分布于青海湖北岸的沙山前平原、

湖滨平原和青海湖鸟岛。受微地形的影响 , 水分条件较好的沙漠洼地亦有小面积芨芨草

群落分布。海拔 3 200 ～ 3 300 m, 总盖度 40 %～ 60 % , 主要植物种类有芨芨草

(Achna t he r um sp l endens ) , 盖度 30 %～40 % , 赖草 ( Leymus s eca l i nus ) 、冰草 ( A2
gr op r yr on c r i s t a t um ) 、细叶苔草 ( Ca r ex s t enophyl l a ) 等 , 都是普氏原羚喜欢取食

的植物。植物生长季普氏原羚很少取食芨芨草 , 但在冬季 , 当冰雪覆盖大地时 , 芨芨草

是普氏原羚的主要食物。滩地的芨芨草群落由于围栏 , 限制了普氏原羚的活动。

紫花针茅 ( S t i pa purpur s a ) 群落 : 广泛分布于尕海和克图的山前平原地带 , 海

拔 3 300～3 400 m, 紫花针茅总盖度为 50 %～70 % , 其它植物有波伐早熟禾 ( Poa

p r a t ens i s ) 、细叶苔草、洽草 ( Koe l e r i a c r i s t af a ) 等。在围栏内紫花针茅群落被牛

羊过度利用 , 覆盖度极低 , 然而在围栏外面与流动沙丘交界的地方紫花针茅生长良好。

分析在该群落类型中采集的普氏原羚粪便进行镜检发现 , 普氏原羚取食针茅、早熟禾、

苔草和棘豆。紫花针茅群落中雌性普氏原羚和幼仔多见 , 但很少见到雄性普氏原羚活

动。

冷蒿 ( Ar t emi s i a f r i g i da ) —针茅 ( S t i pa purpur s a ) 群落 : 以冷蒿为主 , 6～7

月植被盖度 30 %左右 , 伴生种有紫花针茅、青海固沙草 ( Or i nus kokonor i ca ) 、细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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苔草等 , 该类型群落在湖东种羊场沙地外缘有广泛分布 , 虽然有毒植物如狼毒等较多 ,

但普氏原羚喜食冷蒿、细叶苔草等植物 , 冷蒿 —针茅群落是普氏原羚采食地点。在该地

区采集到的普氏原羚粪便进行显微组织学分析 , 清楚地见到很多冷蒿的组织细胞。但是

冬天冷蒿 —针茅群落中普氏原羚可食的植物种类少。

中麻黄群落 ( Ephedr a i n t e rmedi a ) : 分布青海湖东北沙丘的外围地区 , 分布地点

多数沙丘已被固定 , 盖度为 50 %～60 %。该类型作为冬春牧场 , 在湖东等地区放牧过

度 , 极度退化 , 植被退化 , 牛羊不能取食的狼毒、多头蓟多。同时人们挖掘麻黄作药

材 , 破坏了植被 , 中麻黄群落分布区沙化严重。夏季普氏原羚在中麻黄群落中活动频

繁。

沙蒿 ( Sab i na vu l ga r i s ) 群落 : 分布于沙丘地带的外缘 , 为沙生植被中面积最大

的类型。总盖度 25 % ～ 45 %。主要伴生种有赖草 ( Leymus s eca l i nus ) 、佛子茅

( Ca l amagr os t i s phr agmi t es ) 、冰草 ( Agr op r yr on c r i s t a t um) 、黄芪 ( As t r ga l us

t angu t i cus ) 等普氏原羚喜食的植物 , 普氏原羚取食部分沙蒿的嫩枝。白天普氏原羚在

沙丘内沙蒿群落之中活动。同时发现沙蒿群落中有很多狼的足迹和被狼猎杀的普氏原羚

的残体。

沙地柏 ( Sab i na vu l ga r i s ) 群落 : 分布于青海湖与尕海间沙梁地带及湖东沙地。

海拔 3 205～3 250 m, 灌丛高 30～50 cm, 覆盖度 30 %～50 % , 普氏原羚很少在该类型

群落内部活动 , 多在沙地柏群落与其它群落的交界处活动。在考察中 , 见到普氏原羚的

足迹链 , 同时普氏原羚的活动地段 , 狼的活动足迹链很多 , 并在沙地柏群落见到普氏原

羚的头骨 , 是被狼捕食的普氏原羚残骸。

普氏原羚对这些生境的选择和利用程度不同 , 这些植物群落的主要特征和普氏原羚

的选择性见表 1。除上面 6 种生境以外 , 能被普氏原羚利用的植物群落还有碱蓬

( Suaeda s a l s a) —西伯利亚蓼 ( Po l ygonum s i b i r cum) 群落 , 主要分布在青海湖鸟岛

湖水下降后暴露的沙地。植物种类稀少、盖度较低 , 常见植物有碱蓬、西伯利亚蓼、西

北利亚冰藜 ( At r i p l ex s i b i r ca) 、碱茅 ( Pucc i ne l l i a mi c r andr a ) 等耐盐植物。碱茅

是普氏原羚取食植物。碱蓬 —西伯利亚蓼群落是分布于鸟岛的普氏原羚主要活动生境。

唐古特铁线莲 ( Cl ima t i s t angu t i ca) 群落在离草地不远处的流动沙丘 , 具有很好的固

沙作用 , 普氏原羚很少取食 , 但取食群落中的其他草本植物。在由于过度放牧影响形成

的毒草群落如巨头蓟、狼毒群落以及藏锦鸡儿等有刺植物群落中几乎没有普氏原羚的活

动。

人类活动是影响普氏原羚生境选择的重要因素。普氏原羚对不同生境的选择有季节

性变化 , 在牛、羊进入夏秋牧场之后 , 沙丘前的植物群落人为干扰少 , 普氏原羚的活动

空间较大 , 普氏原羚可以利用离沙丘较远的芨芨草草滩。秋季 , 芨芨草、针茅等禾草植

物较高 , 普氏原羚白天有时也停留在芨芨草草地。夏季食物充足时 , 普氏原羚只取食采

食植株上部的鲜嫩部分和草丛下低矮鲜嫩的草本。冬、春季 , 普氏原羚的采食生境是放

牧牧场 , 此时普氏原羚主要在离沙地较近的冷蒿 —针茅群落和沙地灌丛植被活动。但冷

蒿 —针茅群落和沙地灌丛植被中能取食的植物生物量很少。冬季食物缺乏 , 这时牛羊也

进入沙地采食与普氏原羚竞争食物。冬季普氏原羚对食物选择性降低 , 曾见到有普氏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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羚啃食草根的情形。
表 1 　青海湖地区主要植被类型特征与普氏原羚活动状况

Tabl e 1 　Cha r ac t e r i s t i cs of ma j or vege t a t i on communi t i es i n t he Qi ngha i Lake r egi on

and t he ac t i vi t y of t he Pr zewa l s kiπs gaze l l e i n t hes e vege t a t i on communi t i es

　　　　　　　　　　　群落 Communi t y

　　　　　　项目
I t ems 芨芨草

Achna t he r um
sp l endens

紫花针茅
St ipa

purpur s a

冷蒿
Ar t emi s i a

f r i gi da

麻黄
Ephedr a

i nt e rmedi a

沙蒿灌丛
Ar t emi s i a

des e r t or t um

沙地柏
Sabi na

vul ga r i s

植被盖度
Cove r ( %) 65 60 45 43 33 79

植被高度
He i ght (cm) 98 50 21 32 77 78

物种多样性
No1 of spec i es

17 10 16 12 15 13

离沙地距离
Di s t ance t o
des e r t (km)

1～10 0～5 015～215 0～2 0 0～4

水源现状
Wa t e r s our ces

丰富
Ri ch

一般
Medi an

一般
Medi an

差
Poor

差
Poor

差
Poor

坡向
Sl op

南
Sout he r n

南
Sout he r n

南
Sout he r n

南
Sout he r n

南
Sout he r n

西南
Sout hwes t

海拔高度
Al t i t ude (m) 3 260 3 300 3 300 3 300 3 400 3 300

人为活动
Human di s t2

ur bance

强烈
Ve ry s t r ong

较多
St r ong

较多
St r ong

一般
Gene r a l

轻微
Li ght

轻微
Li ght

生产力
Pr oduc t i vi t y

(g/ m2)
11113 3318 6715 50 3318 6715

放牧强度
St ocki ng r a t e

高
Hi gh

高
Hi gh

高
Hi gh

中等
Medi an

中等
Medi an

低
Low

牛羊放牧季节
Gr aze s eas on of

l i ves t ock

冬、春季
Wi nt e r and

sp r i ng

冬春
Wi nt e r and

sp r i ng

冬春
Wi nt e r and

sp r i ng

冬春
Wi nt e r and

sp r i ng

少 , 或夏季
Ra r e or

s umme r onl y

很少
Ra r e

围栏现状
Fenc i ng s t a t us

基本被围栏
Al l

部分
Pa r t i a l l y

部分
Pa r t i a l l y

少部分
Sma l l

por t i on

没有
None

没有
None

有毒植物比率
Poi s onous

p l ant s ( %)
6 10 13 14 20 80

狼足迹数
Wol f f oot

p r i nt cha i ns
0 1 4 3 24 4

原羚群数
No1of gaze l l e

gr oups
4 5 4 3 5 3

原羚总数
Tot a l gaze l l e No1 100 35 15 15 48 10

狼与普氏原羚同域分布 , 是影响普氏原羚选择生境的重要因素之一。在 1996～

1997 年湖东种羊场沙地附近的调查中 , 在近 20 km2 的面积中见到多处被狼捕食而留下

121 期 　　　　　　　　　　　　　李迪强等 : 普氏原羚的活动规律与选择 　　　　　　　

© 1995-2005 Tsinghua Tongfang Optical Disc Co., Ltd.   All rights reserved.



的羊腿和头骨 , 估计被狼捕食的普氏原羚为 9 只。其中主要是小原羚。在调查的 170 多

条普氏原羚的足迹链中 , 发现有狼的足迹链 12 条。狼一般在较深的沙地活动。综合考

虑人类活动压力、狼的捕杀压力和食物分布的影响 , 普氏原羚的最佳生境是草地沙地之

间的生态交错区。

水源是影响普氏原羚分布的关键因子。水源较好的地方已多辟作放牧点 , 有水源的

沙地及草原上家畜饮水处有大群的普氏原羚脚印 , 普氏原羚的集中活动区与放牧点分布

相重叠。沙丘深处 , 有水源及植被状态良好的地方才有普氏原羚的活动。而缺少水源的

沙地草地边缘很少发现普氏原羚的活动。

普氏原羚的卧息生境主要在沙丘地带 , 影响其选择卧息生境的关键因子是风向和向

阳性。夏季普氏原羚在与周围沙丘相对高差大于 3 m的沙丘凹地底部背风处卧息。干热

风环境下 , 普氏原羚白天活动少 , 多卧息在沙丘背风处 , 以减少水分消耗。冬季普氏原

羚则选择较低洼避风处卧息 , 以减少热量散失 , 在无风的日子 , 则选择向阳坡卧息。

4 　小结

人类活动是全球变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 人类活动以及相应的土地覆盖面的变化影响

了普氏原羚的分布 , 同时 , 普氏原羚对人类活动表现了多方面的行为适应 :

411 　从日活动节律上看 : 普氏原羚形成了早晚采食的习性 , 以避开白天牛羊活动。同

时清晨和傍晚的草上有露水 , 湿度较大 , 减少了寻找饮水点的体力消耗。

412 　从景观学上分析 : 沙地 —草地地理景观地形复杂多变 , 固定沙丘与流动沙丘地形

起伏较大 , 有利于普氏原羚隐蔽。借助沙丘地形 , 普氏原羚能逃脱捕食者。沙地与滩地

草原之间的生态交错带为普氏原羚的采食生境 , 沙丘洼地则为普氏原羚卧息生境。

413 　从迁移规律看 : 普氏原羚留恋家域 , 受到外界干扰被迫离开后 , 2～3 d 后普氏原

羚又回到原来生境活动。普氏原羚有季节性短程迁移现象。冬季有时普氏原羚成群向南

迁移到较为丰富、雪薄和有水源的地方 , 夏季再北返原来的栖息地。由于草场围栏 , 普

氏原羚的活动受到限制。

414 　从聚群习性看 : 雄性普氏原羚以及年老、体力差的普氏原羚常常离开群体单独活

动。夏季雌性普氏原羚产仔后 , 雌雄个体分开活动 , 雄性个体结成雄性群或单独活动。

在冬季交配季节普氏原羚形成混合群体。

进入 90 年代以来 , 人为捕杀普氏原羚的现象减少 , 人与普氏原羚的关系改善 , 在

倒淌河一带 , 普氏原羚出现越冬草场围栏内。目前威胁普氏原羚生存的因素为狼的捕食

和冬季食物短缺。通过加强公众教育 , 增强当地牧民的野生动物保护意识 , 加强生境管

理 , 冬季投放食物 , 采取合适措施 , 控制狼种群 , 普氏原羚种群数量将会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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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TIVITY PATTERNS AND HABITAT SEL ECTION OF THE

PRZEWALSKIπS GAZELL E ( PROCA PRA PR ZEWALS KI I)

IN THE QINGHAI LAKE REGION

L I Di q i ang 　J IANG Zhi gang 　WANG Zuwang
( I ns t i t ut e of Zool ogy , t he Chi nes e Academy of Sc i ences , Be i j i ng , 100080)

Abs t r ac t 　Pr zewa l s k iπs gaze l l e i s endemi c t o Chi na , now t he s pec i es i s on l y f ound

i n t he Qi ngha i l ake r e g i on , whe r e vas t des e r t deve l ops . The Pr zewa l s k i πs gaze l l e

t akes des e r t as a r ef uge . Wheneve r i t i s d i s t u r bed , t he gaze l l e f l ee i n t o t he

des e r t . I t a l s o r es t s and r umi na t es i n t he s and h i l l s . The gaze l l e had two ma j or

f eed i ng bou t s , one i n t he ea r l y mor n i ng and ano t he r i n t he l a t e af t e r noon. The

gaze l l es adop t ed s uch a ac t i v i t y t o avo i d t he i n t e r f e r ence of l i ves t ockπs gr az i ng

i n t he i t s f eed i ng hab i t a t dur i ng t he da y t ime . S i nce 1994 , mos t of t he gr as s l ands

and meadow i n t he Qi ngha i l ake r e g i on have been f enced , cons e quen t l y l i t t l e r oom i s

l ef t f o r t he gaze l l e . The gaze l l es a r e now hangi ng on i n t he eco t one be tween des e r t

and gr as s l and.

The r e a r e n i ne ma j or vege t a t i on t ypes i n t he Qi ngha i l ake r e g i on : Achna t he r um

sp l endens Communi t y , whi ch occup i es t he t e r r a i n. I n t he p l an t communi t y , t he r e

a r e Leymus s eca l i nus , Agr op r yr on c r i s t a t um, Ca r ex s t enophyl l a , whi ch a r e a l l

g r azed by t he Pr zewa l s k i πs gaze l l e . Howeve r , t he gaze l l e ea t l i t t l e Achna t he r um

sp l endens due t o i t s h i gh f i be r con t en t i n s umme r , bu t i n wi n t e r when ava i l ab l e

f oods a r e s ca r ce , Achna t he r um sp l endens t u r ned ou t t o be ma j or f ood r es our ce f or

t he gaze l l es . S t i pa purpur s a communi t y i s d i s t r i bu t ed on t he p l a i n r e g i on 3 300～

3 400 m above s ea l eave , wi t h i n t he communi t y p l an t cove r a ge i s abou t 50 %～70 % ,

ot he r p l an t s i n t he communi t y i nc l ude Poa p r a t ens i s , Ca r ex s t enophyl l a , Koe l e r i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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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r i s t af a . Mi c r os copy of t he f eca l s amp l es of t he Pr zewa l s k i πs gaze l l e f ound i n t he

communi t y i nd i ca t ed t ha t t he gaze l l e a t e S t i pa purpur s a , Poa p r a t ens i s , Ca r ex

s t enophyl l a and Koe l e r i a c r i s t af a . Fema l e gaze l l e and l ambs s pen t much of t he i r

da i l y t ime i n t he p l an t communi t y , whe r eas t he ma l e gaze l l es we r e s e l dom f ound i n

t he hab i t a t . Ar t emi s i a f r i g i da2S t i pa purpur s a communi t y i s deve l oped a r ound t he

s and h i l l s , ve ge t a t i on cove r a ge i s abou t 30 % , S t i pa purpur s a , Or i nus kokonor i ca

and Ca r ex s t enophyl l a a r e a l s o f ound i n t he p l an t communi t y , t he Pr zewa l s k i πs

gaze l l e s e l ec t ed t he Ar t emi s i a f r i i da and Ca r ex s t enophyl l a i n t he hab i t a t .

Ephedr a i n t e rmedi a communi t y i s a l s o d i s t r i bu t ed a r ound t he s and h i l l s , wi t h

p l an t cove r a ge of abou t 50 %～60 %. The gr as s l and i s ove r gr azed by l i ves t ock i n

wi n t e r and ea r l y sp r i ng , t he r ef o r e many poi s onous p l an t s now gr ow i n t he p l an t com2
muni t y. Howeve r , t he Pr zewa l s k i πs gaze l l e us e t he gr as s l and as a f eed i ng gr ound i n

s umme r when t he l i ves t ock moved t o i t s s umme r r an ge l ands . Sab i na vu l ga r i s s h r ub

and Sab i na vu l ga r i s communi t i es a r e t he two ma j or des e r t ve ge t a t i ons i n t he r e2
gi on. The p l an t cove r a ge i n t he f orme r was 30 %～50 % wi t h t he s hr ub abou t 30～50

cm t a l l . The Pr zewa l s k i πs gaze l l e ma i n l y gr aze i n t he ma r g i ns of t he des e r t s h r ubs .

We di s cove r ed many wol f f oo t2p r i n t s f o l l owed t he hoof p r i n t s of gaze l l e i n t he

s hr ubs . Sab i na vu l ga r i s Communi t y i s t he l a r ges t vege t a t i on t ype i n t he des e r t .

Pl an t cove r a ge was abou t 25 % ～ 45 % i n t he p l an t communi t y. The Pr zewa l s k i πs

gaze l l e b r ows ed t he t i p of t he Sab i na vu l ga r i s . Ot he r f r e quen t l y f ound p l an t

spec i es i n t he communi t y a r e Leymus s eca l i nus , Ca l amagr os t i s phr agmi t es , Agr o2
p r yr on c r i s t a t um , As t r ga l us t angu t i cus whi ch a l l a r e gr azed by t he gaze l l e . Suae2
da s a l s a2Pol ygonum s i b i r cum communi t y i n t he s and l and eme r ged af t e r t he l ake wa t e r

dec r eas ed , t he r e a r e on l y f ew p l an t spec i es i n t he communi t y. Howeve r , t he

Pr zewa l s k iπs gaze l l e f eed on Suaeda s a l s a . The i nf orma t i on abou t hab i t a t s e l ec 2
t i on , f eed i ng hab i t and ac t i v i t y pa t t e r n of t he Pr zewa l s k i πs gaze l l e s hed l i gh t s on

i t s i n s i t u and ex s i t u cons e r va t i on.

Key wor ds : Pr zewa l s k iπs gaze l l e ( Pr ocap r a p r zewa l s k i i ) ; Ac t i v i t y pa t t e r n ; Hab i 2
t a t e l ec t i on ; Qi ngha i l ak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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