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茂兰自然保护区内捕猎现状与野生动物保护

冉景丞! 陈会明! 陈正仁! 余登利! 玉屏
（ 贵州茂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 荔波 ! ))&%##）

摘要：通过访问调查、问卷调查及参与式社区评估（*+,）方法对茂兰保护区内捕猎活动的存在形式和捕猎原因进

行了调查，结果为：贫困、缺乏经济来源、为保护家畜家 禽 及 农 作 物 免 受 野 生 动 物 危 害 是 茂 兰 自 然 保 护 区 内 群 众 捕

猎的主要原因。捕猎人群为 $# ’ -# 岁的男性。捕 猎 对 象 包 括 国 家 和 地 方 重 点 保 护 野 生 动 物 和 非 重 点 保 护 动 物。

捕猎收入主要用于购生活必需品和送子女上学。因此改 变 保 护 区 内 捕 猎 现 状 的 关 键 是 改 善 当 地 经 济 结 构 和 改 变

传统的生产方式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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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引言

捕杀是生物多样性损失和受威胁的主要原因之

一（ XXY，$11#；>J2::NR :G FNT ，$11#；X8>8，

$11"）。在发展 中 国 家，捕 杀 犹 为 严 重（+LQ45KL5 Z
/LIU:H，$111；2LOFHL :G FNT ，"###；C4 :G FNT ，"###；

李义明，李典谟，$11)；刘爱忠等，"###；章克家，王小

明，"###）。即 使 是 在 保 护 区 内，捕 杀 仍 普 遍 发 生。

而有关捕杀的研究却比较少。如何控制这种非法捕

杀是保护区管理面临的一个重大挑战。

保护区内的捕杀经常与当地居民的生存和生活

连在一起（+LQ45KL5 Z /LIU:H，$111；2LOFHL :G FNT ，

"###），与 当 地 人 的 宗 教 和 传 统 文 化 有 关（ 刘 爱 忠

等，"###；章克家，王小明，"###）。控制捕 杀 的 关 键

是了解当地人的利益，发动当地居民参与保护。茂

兰保护区是个多民族地区，经济不发达，有多种的宗

教和传统文化，捕杀在保护区内十分普遍。我们的

目的是：（$）了解猎物的种类和捕杀的原因；（"）调

查主要的捕猎工具、狩猎历史与文化；（[）发展控制

捕杀的对策。

?> 地点和研究方法

?@ => 研究地自然概况

茂兰自然保护区位于贵州省南部荔波县境内，

是以保护喀斯特森林生态系统为主体的国家级自然

保护区，也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与生物圈（>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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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护区网络成员。地理位置为 %&’()*+%&, - %&"(&)+
!&, .，*)(&/+*&, - *)(*&+)&, 0。总 面 积 *%% 12* 。

地貌主要有 喀 斯 特 峰 丛 洼 地、峰 丛 漏 斗、峰 丛 槽 谷

等，地 势 总 趋 势 为 西 北 高 东 南 低。 岩 石 裸 露 率 达

/&3 ，在裸露的岩石上生长着茂密的亚热带常绿落

叶阔叶混交林，森林覆盖率 /&3 以上。年平均气温

%)4 #5 ，年 降 水 量 %’)& 22 左 右，是 典 型 的 中 亚 热

带湿润季风气候。据初步统计，本区有维管束植物

%*&& 余种，其中 百 余 种 属 国 家 重 点 保 护 植 物；有 昆

虫 %#&& 余种；脊椎 动 物 !&& 余 种，其 中 兽 类 6% 种，

鸟类 *&& 种，两栖爬行类 %&& 余种，鱼类 #/ 种。有

!# 种脊椎动 物 属 国 家 重 点 保 护 种 类。保 护 区 内 居

住着布依、水、汉、瑶等族群众 %)’! 户 ’*)* 人，其中

布依族占 ’#4 /3 ，水 族 占 /4 63 ，瑶 族 占 !4 #3 ，汉

族及其他民族占 %*4 *3 。各民族群众在实验区、缓

冲区和核心区都有分布。

!" !# 研究方法

%//" 年 %* 月 - *&&& 年 ! 月，主要 采 用 访 问 调

查和问卷调查 以 及 789（ 参 与 式 社 区 评 估 调 查）方

法，对保护区内的大多数村寨的群众作了调查，调查

人数 %*&& 人。同时作一些实地考察。789 调查即

调查者仅作简单的调查内容引导，群众自己列举调

查事例，自己分析原因和结果，最后由调查人员统计

的调查方法，是问卷调查的基础。与问卷调查不同

的是，789 调 查 针 对 所 有 在 场 的 人，具 有 很 强 的 群

众参与性，而问卷调查针对的是特定人群。首先通

过 789 方法让群众自 己 列 举 他 们 所 用 捕 猎 工 具 种

类、捕猎动物种类、捕猎目的类型、捕猎所获的经济

用途等信息，将这些信息与被调查人的基本情况信

息共同制成调查问卷内容，进行问卷调查。对特殊

人群（ 如经常捕猎者）作重点访谈。因在用 789 方

法作调查时 的 结 果 表 明 女 性 群 体 及 %& 岁 以 下、’&
岁以上的男性不参与捕猎活动，在作问卷调查时只

选择 %& - ’& 岁的男性。

$# 研究结果

$" %# 捕猎种类

捕猎种类有国家重点保护种类、贵州省重点保

护种类，也有非重点保护种类（ 表 %）。包括兽类、鸟

类、两栖类、爬行类、鱼类和昆虫。

$" !# 捕猎工具

猎枪：国家正规出产的猎枪较少，主要为自制的

火药枪，用于猎杀大中型兽类和鸟类。保护区各村

寨、各民族群众手中都有，基本上均匀分布，平均 %&
个男性有 % 支猎枪。

铁铗：多为自制品，主要用于捕猎中、小型兽类。

除瑶族以外的其他几个民族使用。

竹铗：瑶族群众自制的捕猎工具，用于捕捉鼠类

及其他小型兽类。

绳套：用棕丝、马尾、钢丝等制成，主要是瑶族群

众用于捕捉雉类、猛禽等。

毒药：主要有鼠药、自制麻醉药、一般农 药 和 石

灰等，用于毒杀鼬獾、鼠类等中小型兽类及中小型鸟

类和鱼类。除瑶族外的其他几个民族使用。

网具：主要有用于捕鱼的鱼网，用于捕捉鸟类的

鸟网（ 盖网）及用于捕食草动物的兽网。

炸药：主 要 用 于 炸 鱼。 主 要 是 汉 族、布 依 族 使

用。

$" $# 捕猎人群

通过调查得知，保护区内参与捕猎的主要为 %&
- ’& 岁的男性，女性除某些特殊原因有打杀野生动

物的情况外，一般不主动参与捕猎。%& - ’& 岁的男

性中，经 常 捕 猎（ 主 动 捕 猎 ）者 占 %&4 #3 ，其 中

!&4 )3 为 #& - !& 岁 男 性；遇 见 就 猎（ 机 会 捕 猎）者

占 6%4 )3 ，其中 %& - *& 岁者仅占 "4 !3 ，*& 岁以上

者各年 龄 段 情 况 相 似；而 从 来 不 捕 猎 的 仅 占 *&4
63 ，其中 )!4 ’3 为 %& - *& 岁男性（ 表 *）。

$" &# 捕猎与民族的关系

调查结果显示，捕猎习惯与民族有一定的关系。

瑶族是保护区内生活的几种民族中最热衷于捕猎的

民族，长期的捕猎经验使他们有一套自身的捕猎伦

理（ 如怀孕母兽及幼兽一般不猎等）和捕猎方法，有

独特的捕猎工具。瑶族群众捕猎目的主要是食用，

其他民族的捕猎则因具体情况而定。居住在区内的

汉族因受同化与反同化的影响，在捕猎方面与少数

民族无明显差异。

在捕猎种类上，民族之间有一定的差异，瑶族群

众对他们崇拜或忌讳的种类不猎。如瑶族群众认为

蟒（!"#$%& ’%()*)+）是能呼风唤雨的神灵之物，猕猴

是人的祖宗，喜鹊（!,-. /,-.）是报喜的灵鸟，都是不

能打 的；认 为 大 嘴 乌 鸦（ 0%*1)+ ’.-*%*$"&-$)+）、白

鹭、红角鸮（2#)+ +-%/+）、领角鸮（2#)+ 3.44.’%5&.）、

斑头鸺!（6(.)-,7,)’ -)-)(%,75+）、领 鸺!（ 6(.)-,7,8
)’ 3*%7,5,）、草鸮（9"#% -./5&+,+）等是不祥之鸟，也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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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 茂兰保护区内捕猎的种类与原因
%&’() *# %+) ,-)./), 01 2/(3(/1) -0&.+)3 &43 5)&,04, 105 -0&.+/46 /4 7&0(&4 8&9:5) ;),)5<)

种类

=-)./),

捕猎人群

8&9/04&(/9>
捕猎原因"

;)&,04, 105 -0&.+/46

布依

?0:>)/
水

=+:/
汉

@&4
瑶

A&0 B ? C D E F

保护级别

C04,)5<&9/04
.(&,,

翼手目（C+/50-9)5&）种类 G G
猕猴 ./,/,/ 012/))/ 3 3 3 3 !
穿山甲 ./-"( 4&-)/$/,)*2/ 3 3 3 3 3 3 !
野兔 5&41( ,--H G G G G G G
鼯鼠 6&)/1’"()/ ,--H G G G G G G G
松鼠科（ =./:5/3&)）种类 G G G G G G
竹鼠 78"9#0*( ,--H G G G G G G G
其他鼠类 I9+)5 J0:,) G G
鼬獾 .&2#:/2& 0#(,8/)/ 3 3 3 3 3 3 3
斑灵狸 6’"#-#$#- 4/’$",#2#’ 3 3 3 3 !
果子狸 6/:10/ 2/’%/)/ 3 3 3 3 3 3 "
豹猫 ;&2"( <&-:/2&-("( 3 3 3 3 3 "
野猪 +1( (,’#=/ 3 3 3 3 3 3 3
林麝 .#(,81( <&’&9#%(>"" 3 3 3 3 3 3 3 !
麂子 .1-)"/,1( ,--H G G G G G
毛冠鹿 ?2/48#$1( ,&48/2#481( 3 3 3 3 3 "
苏门羚 @/4’",#’-"( (10/)’/&-("( 3 3 3 3 3 !
白鹭 ?:’&))/ :/’9&))/ 3 3 3 3
鹰隼类 E&6() G G G G G G !
鸮类 I2( 3 3 3 !
白颈长尾雉 +*’0/)",1( &22"#)" 3 3 3 3 3 3 !
白鹇 5#481’/ -*,)8&0&’/ 3 3 3 3 3 3 !
红腹锦鸡 @8’*(#2#481( 4",)1( 3 3 3 3 3 3 3 !
雉鸡 68/("/-1( ,#2,8",1( 3 3 3 3 3 3
鹧鸪 ;’/-,#2"-1( 4"-)/$&/-1( 3 3 3 3 3 3
棕胸竹鸡 !/0<1(",#2/ ="),8"" 3 3 3 3 3 3
鹌鹑 @#)1’-"A ,#)1’-"A 3 3 3 3 3
秧鸡科 ;&((/3&) 3 3 3
山斑鸠 +)’&4)#4&2"/ #’"&-)/2"( G G
画眉鸟科（%/J&(//3&)）种类 G G G "
其他鸟类 I9+)5 ’/53, G G G G
蛇类 I-+/3/&4 G G G G G G G G "
脆蛇蜥 B48"(/1"1( 8/’)" 3 3 3
壁虎 C&>>#-"$/& 3 3 3
大蟾蜍 !1=# <1=# 3 3
虎纹蛙 7/-/ )":’"-/ G G G G G G !
其他蛙类 I9+)5 1506, G G G G G "
鱼类 F/,+ G G G G G
昆虫 K4,).9 G G G G

809),："捕猎原因 B：改善生活（ 食用）；?：出售换钱；C：娱乐；D：保护农作物和家畜家禽免受动物伤害；E：药用；F：其他原因（ 如民族习惯等）。

";)&,04, 105 -0&.+/46：B：F003；?：I11)5 105 ,&()；C：BJ:,)J)49；D：L5)<)49/46 .50- 3&J&6) &43 30J),9/. &4/J&( -5)3&9/04；E：F05 J)3/./4)；F：

I9+)5 5)&,04,（ )H 6H J/405/9> .:,90J )9.H ）H
保护级别 C04,)5<&9/04 .(&,,：# 一级保护 C(&,, * -509).9)3；! 二级保护 C(&,, M -509).9)3；" 省重点保护 L509).9)3 /4 N:/O+0: L50</4.)

不能打的。除此之外的其他种类，上至飞禽走兽，下

至蛇蛙鱼虫，都是捕猎对象，其中最喜捕猎种类是雉

类、画眉鸟类等。布依族则主要捕猎有经济价值的

种类，小鸟兽一般不猎，一些被视为不吉祥之物的乌

鸦、鸮类也不猎。

#$ %" 捕猎目的

保护区内群众的农地主要分布在森林中的洼地

和槽谷底部，种植种类主要为玉米、黄豆、红薯等，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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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 茂兰保护区内捕猎人群调查表
%&’() *$ %+) ,-&.+/01 2)&3-03 /0 4&-(&0 5&672) 8)3)29)

类型

%:,)

;< = *< 岁

;< 6- *<
:)&23 -(>

*< = ?< 岁

*< 6- ?<
:)&23 -(>

?< = !< 岁

?< 6- !<
:)&23 -(>

!< = #< 岁

!< 6- #<
:)&23 -(>

#< 岁以上

#< 7,@&2>3
合计

%-6&(

人数 5-A B 人数 5-A B 人数 5-A B 人数 5-A B 人数 5-A B 人数 5-A B
经常捕猎 C-&.+ 2)17(&2(: * ;A D ;D ;! !E !<A # ?* *FA ! *; ;DA ! ;*; ;<A ?
遇见就猎 C-&.+ ’: .+&0.) F; "A ! ;!? ;EA " ;D! *! ;F! **A D ;"* *#A ; D*! F;A #
偶尔捕猎 C-&.+ -..&3/-0&((: *! *FA D *# *DA F ;! ;#A F ;! ;#A F ;? ;!A ! E< DA F
从不捕猎 5)9)2 ,-&.+/01 ;?? #!A D !* ;DA ? *D ;;A ; *" ;;A # ;? #A ! *!? *<A F
合计 %-6&( **< **D *F! *?" **E ;;D" ;<<

注：该表统计的调查对象全部为男性

5-6)3：G0(: H&()3 @)2) /09-(9)>

表 #" 茂兰保护区内群众捕猎原因统计
%&’() ?$ 8)&3-0 I-2 ,-&.+/01 /0 4&-(&0 5&672) 8)3)29)

原因

8)&3-0

年龄 J1)

;< = *<
:2A

*< = ?<
:2A

?< = !<
:2A

!< = #<
:2A

#< 以上

K #< :2A
合计

%-6&(
比例

C)2.)06&1)

改善生活（ 食用）L--> *; * * !; F# ;?; ;!
出售换钱 GII)2 I-2 3&() *F E! ;?* F< !F ?#" ?"A ?
娱乐 JH73)H)06 D ; < < < " <A E

保护农作物及家畜（ 禽）

C2)9)06/01 .2-, >&H&1) &0>
>-H)36/. &0/H&( ,2)>&6/-0

?? "D ;<; ;<" E" !*D !#A D

药用 L-2 H)>/./0) < ; * ; D ;; ;A ;
合计 %-6&( "D ;"# *?D *;< *;F E?# ;<<

表 $" 茂兰保护区内群众捕猎收入用途统计
%&’() !$ %+) ,72,-3) -I ,-&.+/01 -I ,)-,() /0 4&-(&0 5&672) 8)3)29)

用途

C72,-3)

年龄 J1)

;< = *<
:2A

*< = ?<
:2A

?< = !<
:2A

!< = #<
:2A

#< 以上

K #< :2A
合计

%-6&(
比例

C)2.)06&1)

购生活必须品 M&/(: 0).)33&2/)3 ,72.+&3) ;; ## ?# *# *F ;#* !*A #
添置农具 L&2H 6--(3 &>>/01 < " ;D * ? ?< "A !
生产投资 L&2H ,2->7.) /09)36H)06 ; ;* * D ;D ?E ;<A 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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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猕猴、鼬獾、各种鼠类等危害。另外，多数家禽都

是散放散养，易受猛禽等伤害，而种植养殖业是当地

群众的主要收入，占总收入的 D"B 左右，因此，群众

为了保护其财产，经常猎捕对他们经济有影响的野

生动物。从表 ? 可以看出，猎捕的最主要原因就是

保护财产，占 !#A DB 。虽然猎捕野生动物所得收入

在经济收入中所占的比例不大，但对于一些非常贫

苦、无其他经 济 来 源 的 群 众 来 说，这 一 收 入 是 最 直

接、最方便的，因此为了出售换钱也是捕猎的主要原

因，占 ?"A ?B 。但 从 表 ! 可 以 看 出，出 售 野 生 动 物

所得收入主要是购生活必需品（ 占 !*A #B ）和 送 子

女上学（ 占 ?<A *B ），真正想通过猎捕野生动物发财

致富的很少（ 仅占 #A ?B ）。

$" 保护对策

保护区有 其 特 殊 性，应 因 地 制 宜 地 采 取 措 施。

保护区管理机构可以通过严格执法，收缴猎具等手

段控制捕猎。但这只能起到短期效果，无法从根本

上消除或减少捕猎。发展社区经济，实施社区共管

是解决保护区的保护管理与社区发展之间矛盾的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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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办法（ 张金良等，&’’’）。

!" #$ 宣传教育

通 过 宣 传 改 变 人 们 对 一 些 野 生 动 物 的 厌 恶 心

理，如改变传统的“ 见蛇不打三分过，打蛇不死七分

怨”、“ 野生无主，谁猎谁有”等观念。向群众讲解野

生动物在生态平衡中起到的作用和保护野生动物的

重要意义等，使群众从心理上放弃捕猎。

!" %$ 补偿群众损失

按《 中华人民共和国野生动物保护法》及《 中华

人民共和国 陆 生 野 生 动 物 保 护 管 理 条 例》规 定，因

保护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而造成群众损失的，当

地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给予补偿。在自然保护区内

不仅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受到严格保护，所有野

生动物都应受到保护，应对所有野生动物造成的危

害都实施补偿，以减少群众因作物受害而捕杀野生

动物的现象。

!" &$ 改变生产方式

群众捕猎的最主要原因是为了保护农作物（ 玉

米、黄豆、红薯等）和家禽免受野生动物伤害。可以

通过改变原 有 的 种 植 方 式，改 种 玉 米 为 种 药 材、魔

芋、经济林木等；改家禽散放为笼养，减少野生动物

保护与群众生产生活之间的矛盾。在鱼类捕捞中改

原有的毒鱼、炸鱼、电鱼为垂钓等。改变生产方式需

要一些资金投入，同时也需要一些技术扶持，保护区

管理机构应拿出一些资金来资助群众，并组织人员

进行技术培训。

!" !$ 改善经济状况

群众捕猎的主要目的之一是出售换钱，增加经

济收入。通过其他方式如种植中药材、经济林、发展

手工业、旅游服务业，组织富余劳动力外出打工等增

加群众收入，改善经济，可以消除一些因经济所迫而

进行的捕猎。

!" ’$ 移民搬迁

保护区内人口太多，是保护区自然资源的最大

威胁因素，将保护区内边远贫苦地方的部分或全部

群众搬出保护区，可以减少捕猎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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