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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经过&年的调查研究，确定了东北虎在吉林省的分布区有#处，数量为’!(只。即大

龙岭分布区#!)只，哈尔巴岭分布区!只，张广才岭分布区#只。东北虎的适宜生境为海拔

&$$!!!$$*的中低山；人口压力在!)人／+*"以下，被捕食动物野猪、狍、马鹿的密度在

",)只／+*"以上。林型为以柞木为主的阔叶混交林，林龄为中成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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虎（!"#$%&’$()&’"*$"(+"）为中国一级保护野生动物，国际濒危物种。东北虎分布

于俄罗斯远东地区，中国的吉林、黑龙江省以及朝鲜北部。俄罗斯远东地区现有成年虎

##$!#’!只［!］，中国有东北虎!"!"$只［"］。

)$年代以来，中国的经济进入一个快速发展时期，对森林资源的需求十分强烈，

虎的栖息地严重恶化和种群急剧衰退，为此，吉林省林业厅于!(("年确立了《吉林省

虎的资源考察和保护工程技术的研究》，历时&年，现将有关虎的研究结果报告如下。

! 研究地点及自然概况

东北虎在吉林省分布于东部的长白山系，即张广才岭、龙岗山脉及其以东区域，地

理坐标为北纬0"1""2!0010$2；东经!"’1!)2!!#!1!(2，总面积为’,!万3*"。该区呈

中低山，海拔在&$$!!!$$*，为湿润季风气候，年平均气温","!),’4，年平均

降水)$$!’$$**，无霜期&$!!)$5。

该区受潮湿气候影响，形成了地带性植被红松阔叶混交林，有红松（!(#,-./0
’"(&#-(-）、色木槭（1+&’2/#/）、紫椴（3(*(""2,’&#-(-）、蒙古栎（4,&’+,-2/#)/*(0
+"）、黄 檗 （!%&**/5&#5’/#"2,’&#-&）、 水 曲 柳 （6’"7(#,-2"#5-%,’(+"）、 大 青 杨

（!/8,*,-,--,’(&#-(-）等。

!,! 研究方法

!,!,! 虎资源普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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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源普查分!次在长白山区进行。"##!年""月至"##$年%月，结合林业部黑熊、

棕熊、猞猁的调查，调查面积"&’(()*!，设置"#"条调查样带，座谈访问"+’人次，

涉及本省的延边、白山、吉林、通化的!,个县。

"##’年"月至"##&年&月，结合全国陆生野生动物资源考察，在长白山区共设置

"+!!条样线。

"-"-! 虎资源专项调查

在两次普查的基础上，为了获得虎野外活动痕迹的第一手资料，于"##&年!月至

"###年(月，在初步确定有虎活动的区域内进行专项调查，共设置调查样带%+条。涉

及珲春市!%条、蛟河市、敦化市各$条、汪清县、延吉市各%条。

"-"-% 社会调查

搜集"##’年以后虎的分布与数量方面的信息，包括虎的信息的由来、留下的痕迹、

伤害牲畜情况以及相关栖息地情况（地形、地貌、植被、土壤、水文、野生动物资源）。

"-"-$ 样线考察

"##’年"月至"##&年&月虎普查样线的布设按均匀布设；虎专项调查样线的布设

是依社会调查获得的信息，在有可能分布的地区布设的。

每条样线的长度为’!",)*（图面距离），样线宽度在中心线两侧!(*，样线面

积为%,!(,.*!，平均前进速度为!!!-()*／.。

"-! 分布区与数量估计

"-!-" 虎分布区确定原则

以样带调查发现虎的活动痕迹为基础，以社会调查访问的信息为补充，兼顾地理、

植被、栖息地条件及人类经济活动对虎分布的影响，确定虎的分布区。

"-!-! 虎数量估计

以样带调查所获虎最新痕迹（足迹、粪便、扒痕等）为依据，通过虎的生态习性、

活动范围和环境因子产生的分布隔离，进行综合分析，除去重复统计，得到虎数量统计

的最低数量，即确认数量。

根据样带所获得的虎的陈旧痕迹及社会调查资料，推测虎存在的可能数量。确认数

量加上可能数量为虎的最高数量。

虎捕食动物的数量统计与虎的调查同步进行。被捕食动物调查采用常规路线法进

行，将被捕食动物痕迹在现地直接换算成实体数量。

! 结果与讨论

!-" 虎的分布与数量

"##!!"##$年普查时，野外设置的"#"条样带未见虎的痕迹，通过社会调查，获

得"##,!"##$年期间分布信息!’条，确定了虎的分布区可能为’个孤立的“岛状”

分布区，即大龙岭分布区、甄峰岭分布区、哈尔巴岭分布区、张广才岭分布区、牡丹岭

分布区和长白山分布区。

"##’!"##&年的普查和"##&!"###年的专项调查，确定了虎的实际分布区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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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即大龙岭、哈尔巴岭、张广才岭。而另!个分布区不再有虎的分布。

专项调查的结果，!"条考察样带，有#!条样带发现有新鲜的虎踪、粪便、食痕、

扒痕、虎毛等$%处踪迹，确定虎的数量为"!&只（图#）。

图# 吉林省虎的分布示意图

’()*# +(,-.(/0-(1213-()4.(25(6(27.18(294

$*#*# 大龙岭分布区

位于延边珲春市、汪清县东部，东隔珲春岭与俄罗斯接壤，北以大龙岭与黑龙江相

邻，西南为绥芬河、珲春河的上游地段，行政区划包括珲春市的敬信、板石、杨泡、马

滴达、春化及汪清县的复兴乡，面积为!"%:;<$。

该区呈低山地貌，海拔多为=::!#:::<，最高为##!"*&&<。植被以阔叶林、

柞树次生林为主。该区野猪的密度为:*&:!>:*#"只／;<$、狍为#*!%>:*$!只／;<$、

马鹿为:*$#%>:*:&只／;<$、梅花鹿为:*?%>:*##只／;<$、该区虎的数量为!!?
只。确定!只虎的位置是：

（#）马鞍山—神仙顶子一带的$条样线发现有?!@A前的扒痕（$%9<B$%9<），

!!?A前的足迹（单足迹#%9<B#%9<、垫宽=9<），确认为亚成体雄性虎。

（$）青龙台区域有$条样线发现有虎粪、虎踪（单足迹#@9<B#?9<，垫宽=9<
!&9<），确认为成年雌性虎。

（!）头道沟—大荒沟区域#条样线发现有$:A前虎的粪便和已融化的虎的足迹链，

可确认#只虎的存在，但不能确定其性别和年龄。

!#期 李彤等：吉林省东北虎的调查

万方数据



在大龙岭分布区，可能有!只虎存在，即三角山—小盘岭一带的"条样线发现#$%
前的虎粪。也许是"只独立的虎，或许是分布在马鞍山—神仙顶子的虎。

在位于葫芦鳖沟—大黑山区域的样线发现有模糊的虎足迹链，因无法测量，不能确

定是独立活动的虎还是马鞍山—神仙顶子的虎游荡到此。

!&"&! 哈尔巴岭分布区

位于汪清县西北、敦化市东部，并涉及延吉市、安图县北部的交界地带。

其北部隔哈尔巴岭与黑龙江交界，东为汪清县境内的嘎牙河和其支流春阳河。南界

为汪清县百草沟—延吉市屯田—安图县的二青、东北一带，西为敦化境内的大黑岭的臭

皮沟。行政区划为汪清的春阳、天桥岭、大兴沟、百草沟镇；延吉市的三道湾镇、安图

县的长兴乡及德惠市大石头镇的一部分，面积为"’$$()!。

该区以东北—西南走向的哈尔巴岭为主体，平均海拔高度在*$$)以上，最高海拔

’*’&+)。受众多河流的切割作用，形成复杂的地形、地势。

本区以地带性植被红松针阔混交林为主，其次为阔叶落叶松混交林，在山麓的底

部，分布小面积的蒙古栎。

被捕食动物狍的密度为"&,*只／()!，野猪密度"&-!*只／()!。

该区处于吉黑两省交界，人类活动相对较少，人口密度仅为-&+人／()!。

该区虽然样地调查没有发现虎的痕迹，但社会调查获得虎的信息较多，而且栖息地

较好，因而确认存在"只虎。

!&"&# 张广才岭分布区

位于敦化市北端，其北、东与黑龙江交界，南端界线为团山子—都陵—马鹿沟—北

大秧—吉林蛟河的双山至西部的前进、榆树沟。行政区划为敦化市的额穆镇、吉林蛟河

前进乡、黄松甸乡，区域面积为#$!$()!。

该区为张广才岭南部，地势较高，平均海拔"$$$)左右，老秃顶子为该区最高

峰、海拔高度"*.*&’)，以地带性植被红松、阔叶混交林为主，是吉林省天然植被保

存较好的地区。

被捕食动物马鹿的密度为$&!’,只／()!，狍为"&+#,只／()!，野猪为"&$-.只／

()!。张广才岭分布区确认为有#只虎，其依据是：

（"）"’’.年!月""!"*日，在蛟河北沟—关门砬子，双山五里步屯一带有"只

游荡的虎。足迹测量为长"-/)0宽"-/)，垫宽""&$/)。

"’’’年-月""日，在黄泥河林业局团北林场，测量虎的足迹为"-/)0"-/)，垫

宽"$&!/)。

两地相距-$()，时间相隔一年多，由于单足迹及掌垫的大小相近，故视为同一成

年雌性虎。

（!）"’’’年-月"#日，在蛟河市前进乡，省实验林场’林班，见有食马尸残骸及

虎踪，测量足迹结果为：第"只虎的单足迹为"+&-/)0"+/)，垫宽./)；第!只虎

的单足迹为!"/)0!"/)，垫宽"!!"#/)，因此确认为"雄"雌!只虎。

!&! 虎栖息地的生境评价

虎没有固定巢穴，活动区域很大，且属于夜行性动物，所以研究虎的栖息生境难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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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大。

经专项调查，共发现虎的痕迹!"处，根据虎发现地的生境记录，对虎发现地生境

因子分析如下：

（#）海拔高度：虎分布的海拔高度为#!$!#$%$&，以’$$!#$%$&为多；（!）

坡向：调查季节，虎的分布以阳坡为多，占(’)%*，阴坡次之，占!+)#,*；（(）坡

度：缓坡占’$)%+*； （"）坡位：坡中位占%!)+,*，下坡位占!+)"#*，上坡位占

#’),%*； （%）林相：阔叶杂木林占,")’#*，柞木林占!%)%(*，针阔混交 林 占

##)’,*；（,）林龄：成林占%-)-!*，中龄林占"#)#-*；（’）郁闭度：中郁闭度占

%-)-!*，密郁闭度占"#)#-*； （-）食物资源：食物丰富的占"#)#-*，中 等 占

"#)#-*，缺乏的占#’),*；（+）人为干扰：中等的占,")’#*，弱的占(%)!+*。

对上述生境因子，通过数量化理论#的数学模型，对虎的栖息地进行评价。

评价的结果是：虎的适宜栖息地有如下条件，海拨高度为-$$!##$$&；坡向、

坡位为阳坡、阴坡的上、中坡位；坡度为缓坡；林型为以柞为主的阔叶林；郁闭度为

中、密郁闭度；林龄为中、成龄林；中、成阔叶林占林地面积!$*以上。

人口密度低于#%人／.&!，交通公路网密度低于!&／.&!，非林业用地占林业用地

的#$*以下；被捕食动物资源（马鹿、狍、野猪等）的密度为!!%只／.&!。

而针叶林、人工林，中、成阔叶林占林地面积的#%*以下，人口密度高于($人／

.&!、交通公路网高于%&／.&!，是不会有虎分布的。

!)( 虎的濒危机制及致危因子的分析

根据资料，吉林省虎的数量#+’%年为"-只，#+-"年为#!只，#++!年为"!%
只，#+++年为’!+只。

影响虎濒危的因素很多，这些因素交互影响、互相渗透。

通过调查，影响虎数量减少和分布区退缩的主要原因是：

!)()# 人口压力大

根据文献分析，当人口压力大于!,人／.&!时虎便在县一级空间内消失［(］。

吉林省的#-个森工企业所覆盖的地理区域，总面积为()%%+万.&!，占吉林省总

面积的#+*。

该区人口#+"+年为!$$万人，#++,年为%,$万人，",年间增加了(,$万人，人口

增长远远高于全省平均水平。

由于人口增长，促进了农田的开垦，森林的采伐，村镇建筑、交通等项事业的发

展。这些因素促进虎的栖息地片断化。

!)()! 森林采伐超强度

全省森工企业#+%-年以前年均采伐面积为()$+万/&!，采伐量年均为((")#+万

&(；#+%+!#+’’年年均采伐面积为,)$#万/&!，年均采伐量为,$!)%!万 &(；#+’-
!#+-’年，年均采伐面积为#!),"万/&!，年均采伐量为’"’)"-万&(；#+--!#++,
年年均采伐面积为#!)!万/&!，年均采伐量为,$+)+万&(。

随着采伐面积、采伐量的增加，虎的数量减少，而其关键时期是#+’%!#+-"年

#$年间，由于森林采伐超强度，虎的栖息地条件恶化，生境片断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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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被捕食动物分布区退缩、数量减少

由于人类的经济活动，包括猎捕，造成鹿科动物、野猪等的分布区退缩和资源量下

降。

虎的分布区与鹿科动物主要分布区相吻合。比如梅花鹿已退缩到大龙岭的中俄边境

一带，种群数量为#$%&%’只；马鹿的适宜栖息地面积全省仅为(’$万)*!，种群数量

为万余只。狍的分布区稍广一些，种群密度在("#!("%+只／,*!之间。野猪的密度为

’"-’#!(".!+只／,*!。

由于被捕食动物资源量减少，种群密度降低，为虎的捕食造成困难。食物缺乏、营

养不良等产生直接效应，致使虎的分布区退缩和数量减少。

由于人类经济活动造成的虎的栖息地恶化、食物贫乏等多种因素，综合作用于虎的

种群，引起种群内部调节因素的变化，使之失去平衡，加剧了物种的濒危程度。

由于东北虎的数量稀少，而且生境隔离，导致物种寻偶难或近亲繁殖；加上东北虎

自身遗传繁殖因素，造成遗传多样性丧失而产生遗传漂变。

致谢：参加部分考察工作的还有关国生，/012344356，70,89:;56，5290<)39,:=/
和>0,:4?38@6，谨此致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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