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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江流域兽类物种多样性的分布格局

于晓东，罗天宏，伍玉明，周红章"

（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北京 !"""#"）

摘要：共记录了长江流域内兽类 $#" 种，隶属于 !! 目 %& 科 !%’ 属，特有种和受威胁物种分别有 !( 种和
!’( 种。根据兽类分布特点，依据山系和水系将长江流域分为 !) 个区域，除了江源区外，物种丰富度、!"# 多
样性指数和特有种比例，从上游到下游区域总体趋势是随海拔降低逐渐降低，形成以四川盆地和沅江为分界线
的 % 个数量级；利用 *+,,+-. 物种相似性系数对长江流域内 !) 个区域进行聚类分析，发现整个流域分成 ( 部分：
江源区；横断山区、川西高原、云南高原、四川盆地和秦巴山区；贵州高原、江南丘陵、鄱阳湖平原和长江三
角洲；淮阳山地、两湖平原和长江下游平原，基本反映了流域内自然地理环境及我国大陆地势三级台阶变化的
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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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江的定义和范围，本文是以水利部长江水利

委员会 !))) 年出版的《长江流域地图集》所划定

的范围为标准。长江流域内地貌复杂多样，可概括

为高原、山地、丘陵和平原四大类，这不仅影响水

域类型、数量和水面率的分布关系，而且影响水域

环境的气象、水文、水质理化性状等因素，还极大

地影响该区域内动物的分布（\57C，!))"）。

长期以来，长江流域兽类的研究集中在流域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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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分类和区系研究方面，对于整个流域物种多样性

格局研究很少（附录 !）。近年来，已经开始对鱼

类进行这方面研究，并取得了一定的成绩（"#$% $&
’(，)**)；+, $& ’(，)**-，)**.），但兽类研究仍

然局限在区系和分类水平。基于以上原因，我们综

合多年来的文献积累，并参照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

所标本馆的馆藏标本，重新对长江流域内兽类物种

及采集地进行校对和分析，从物种组成、特有种和

受威胁物种的分布、物种多样性以及区域相似性分

析等几方面研究长江流域兽类物种多样性的大尺度

格局。本文为长江流域动物多样性大尺度格局系列

研究（/, $& ’(，)**0’，1，2）之一。

! 研究方法

! "! 地理分区

长江流域的范围依据水利部长江水利委员会

（!333）所划定（图!），分为上中下游-部分，!!个分

支流域。江源至宜昌段为上游，全长 . -** 45，流

域面积 !** 6 !*. 45)，地势险要，海拔落差大，包

括 江源区、金沙江（包括雅砻江）和上游主干流流

图 ! 长江流域略图
+78 9 ! :4$&2# 5’; <= /’%8&>$ ?7@$A B’C7%

!：长江流域水系分布（?7@$A ’%D &A71,&’AE）；"：本研究中兽类自然地理分区［F$<8A’;#72 A$87<%C（C,1G1’C7%C）
=<A 5’55’(C 7% &#7C C&,DE］。
2!：玉树（/,C#,）；2)：攀枝花（H’%>#7#,’）；2-：宜宾（/717%）；2.：宜昌（/72#’%8）；20：岳阳（/,$E’%8）；
2I：武汉（J,#’%）；2K：湖口（L,4<,）；2M：上海（:#’%8#’7）。
L/：江源区（L$’DN’&$A <= /’%8&>$ ?7@$A B’C7%）；O/：金沙江—雅砻江（O7%C#’P7’%8 ?7@$A Q /’(<%8P7’%8 ?7@$A）；
/R：雅砻江—大渡河（/’(<%8P7’%8 ?7@$A Q R’D,#$ ?7@$A）；金沙江南（:<,&# &< O7%C#’P7’%8 ?7@$A）；RS：大渡河—
岷江（R’D,#$ ?7@$A Q S7%P7’%8 ?7@$A）；SO：岷江—嘉陵江（S7%P7’%8 ?7@$A Q O7’(7%8P7’%8 ?7@$A）；:B：四川盆地

（:72#,’% B’C7%）；OJ：金沙江—乌江（O7%C#’P7’%8 ?7@$A Q J,P7’%8 ?7@$A）；LT：汉江—秦岭（L’%P7’%8 ?7@$A Q
T7%(7%8 S<,%&’7%）；OL：嘉陵江—汉江（O7’(7%8P7’%8 ?7@$A Q L’%P7’%8 ?7@$A）；LR：汉江—大别山（L’%P7’%8 ?7@$A
Q R’17$C#’% S<,%&’7%）；J/：乌江—沅江（J,P7’%8 ?7@$A Q /,’%P7’%8 ?7@$A）；/U：沅江—湘江（/,’%P7’%8 ?7@$A
Q U7’%8P7’%8 ?7@$A）；UF：湘江—赣江（U7’%8P7’%8 ?7@$A Q F’%P7’%8 ?7@$A）；VH：两湖平原（R<%8&7%8 V’4$ H(’7%
’%D O7’%8#’% H(’7%）；HH：鄱 阳 湖 平 原（H<E’%8 V’4$ H(’7%）；FJ：赣 江—武 夷 山（F’%P7’%8 ?7@$A Q J,E7C#’%
S<,%&’7%）；WVS：下游主干流北（W<A&# &< &#$ (<N$A 5’7%C&A$’5）；:VS：下游主干流南（:<,&# &< &#$ (<N$A 5’7%G
C&$’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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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岷沱江（包括大渡河）、嘉陵江和乌江等主要

支流流域。在自然地理上，江源区流域覆盖了青藏

高原东南部波状平原部分；金沙江流域覆盖了横断

山区和云贵高原高海拔部分（云南高原）；岷沱江

流域覆盖了川西高原和四川盆地；嘉陵江流域覆盖

了秦岭西段南坡和大巴山西段；乌江流域覆盖了云

贵高原低海拔部分（贵州高原）；著名的长江三峡

就位于宜昌上游段。宜昌至鄱阳湖湖口段为长江中

游，全长 !"" #$，流域面积 %& ’ ()* #$+，主干流

地势平坦，水流平缓，主要支流包括南岸的洞庭湖

水系的沅江、湘江以及鄱阳湖水系的赣江，以及北

岸的汉江。自然地理上，长江中游覆盖了江南丘

陵、秦岭东段南坡和大巴山区东段、部分淮阳山地

（南阳盆地和大别山地区）和中下游平原低海拔地

区。鄱阳湖湖口至长江口段为下游段，全长 ( )*"
#$，流域面积 (+ ’ ()* #$+，江阔水深，地势平缓，

可以进一步分成主干流流域和太湖流域（长江三角

洲）。

鉴于兽类分布与主要山系和水系密切相关，我

们在长江流域水系自然分区（(( 个分支流域）的

基础上，根据流域内主要山脉、长江干流与主要支

流和湖泊的覆盖范围，将长江流域分为 (! 个区域

（图 (!）。

! "# 数据来源及分析

本文的兽类物种分布数据和文献基于长江流域

兽类编目数据库，由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伍玉明

收集整理（附录 ( 和附录 +）。在收集历史文献的

基础上，对照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的馆藏标本，

校对标本的采集地信息，对物种分布记录进行增

补，并补充最新发表的物种分布信息及中国物种数

据库（,-.-）更新的最新数据（/01 12 34，+))*），

对于有争议的物种进行处理筛选后汇总而成。

对有争议物种采取以下 % 种处理方法：（(）引

入种为非长江流域固有种，影响到流域内数据分析

结果，不收录到数据库 内，如 麝 鼠（ !"#$%&$ ’()
*+%,(-./）及屋顶鼠（0$%%./ &$%%./）；（+）文献中分

类地位有争议物种，但其在长江流域内的分布明

晰，不会影响到数据分析结果，以发表的《动物

志》为准，收录到数据库中，如洮州绒鼠（1$&2)
342/ +5$）、苛岚绒鼠（1 6 ("+’）、棕背!（17+%,&()
3"342/ &.83-$"./）、红背!（ 1 6 &.%(7./）、滇绒鼠

（93%,+"342/ +7+./(/）、秦 岭 鼢 鼠（ : 6 &.8+/-+"/）、

高原 松 田 鼠（ ;(%242/ (&+"+ ）、白 尾 松 田 鼠（ ; 6

7+.-.&./）、锡金松田鼠（; 6 /(<(4+"/(/）、青海田鼠

（:(-&3%./ 8./-./）以 及 沟 牙 田 鼠（ : 6 *+#83&#(）；

（5）文献中分类地位有争议物种，但其在长江流域

内的分布明晰，不会影响到数据分析结果，目前尚

无发表的《动物志》，以中国物种数据库（,-.-）

（/01 12 34，+))*）为准，收录到数据库中，如北小

麝"（1&3-(#.&$ =4+7("(）、长尾大麝"（1 6 8.7(=()
"3/$）、甘肃川"（>7$&("+77$ =&(/+7#$）、云南川"

（> 6 ?$&#(）、川西长尾"（@3&(-.7./ ,2A/(*(./）、甘

肃长尾"（@ 6 7$4.7$）、缺齿"（ @ 6 /4(%,((）、云

南缺齿"（@ 6 A$&-$）、峨眉"鼹（B&3A/(7./ $"#+&)
/3"( ）、 长 吻 " 鼹 （ B 6 =&$-(7(/ ）、 犬 吻 蝠

（ 1,$+&+A,3" A7(-$%./ ）、 长 翼 蝠 （ :("(3A%+&./
/-,&+(*+&/((）、灰伏翼（C2A/.=3 A.75+&$%./）、短翼菊

头 蝠 （ 0,("373A,./ /,3&%&(#=+( ）、 宽 耳 犬 吻 蝠

（D$#$&(#$ ("/(="(/）、东 亚 蝙 蝠（ E+/A+&%(7(3 /.A+&)
$"/）、缺 齿 伶 鼬（ :./%+7$ $(/%33#3""(5$7(/）、兔 狲

（!%3-373*./ 4$".7 ）、白 唇 鹿（ 1+&5./ $7*(&3/%&(/ ）、

斑羚（ F$+43&,+#./ -$.#$%./）、鬣 羚（ F 6 /.4$)
%&$+"/(/）以及短尾锋毛鼠（:$G342/ 4.//-,+"*&3+<)
(）；（*）分类地位存在变更，根据物种实际情况进

行收录，如萨氏伏翼（;(A(/%&+77./ /$5((）仅有亚种

阿拉善伏翼（C 6 /$5(( $7$/,$"(-./）在长江流域内

分布，在《中国物种红色名录》 （6378 9 /01，

+))*）内已经提升为种，但其他专著仍采用原名

称，本文仍保留原名称，如灰头小鼯鼠（ ;+%$.)
&(/%$ -$"(-+A/）原为白斑小鼯鼠（; 6 +7+=$"/）的亚

种，在长江流域内分布，而现在重新厘定后的白斑

小鼯鼠分布区不包括长江流域，所以数据库内将其

删除，采用灰头小鼯鼠作为种名；（"）分布存疑，

长江流域内分布可能性很小，不收录到数据库中，

如大 缺 齿 鼹 （ :3=+&$ &3*./%$ ）、 中 蹄 蝠 （ C(A)
A3/(#+&3/ 7$&5$%./ ）、北 棕 蝠（ 9A%+/(-./ =3*(+"/(/ ）、

茶褐伏翼（;(A(/%&+77./ $88("(/）、双色蝙蝠（E+/A+&)
%(7(3 4.&("./）、日本鼠耳蝠（:23%(/ 4$-&3#$-%27./）、

蜂猴（F2-%(-+*./ *+"=$7+"/(/）、菲氏叶猴（D&$-,2A)
(%,+-./ A,$2&+( ）、 沙 狐 （ E.7A+/ -3&/$- ）、 马 来 熊

（ C+7$&-%3/ 4$7$2$"./ ）、 蒙 古 野 驴 （ 9H../
,+4(3"./）、高鼻羚羊（ @$(=$ %$%$&(-$）、明纹花松

鼠（ D$4(3A/ 4$--7+77$"#(( ）、阿 拉 善 黄 鼠 （ @A+&)
43A,(7./ $7$/,$"(-./ ）、 阿 尔 泰 鼢 鼠 （ :23/A$7$G
423/A$7$G）、越南猪尾鼠（D2A,7342/ -,$A+"/(/）及

白腹巨鼠（F(5(5+"%+& -3"("=$）；（%）分类地位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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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大争议，分布区不明晰，暂不收录，如长翼南蝠

（ !" #$%&’("%"）。此外，由于不同文献中物种的中

文学名差异较大，故本文以物种的拉丁学名为准，

并标注目前比较认同的中文学名为参考。

长江流域内特有种信息主要来源于数据库内物

种分布信息（基于已经发表的《兽类志》），并在此

基础上参照最新发表的文献（!"#$，%&&’；!"#$
( )*+，%&&,）和中国物种数据库（-./.）（)*+ +0
"1，%&&,）更新信息。濒危等级则参照最新出版的

《中国物种红色名录》 （!"#$ ( )*+，%&&,），将

《名录》中定为近危以上等级的物种视为目前急需

保护的受威胁物种。多样性评估采用 ) 2* 指数

（3*"#$ ( 3*，4555）：

（4）* 指数（+*）：指科间的多样性。在一个

特定科 ,，+*, - .!
%

’ - 4
/’ 1#/’ ，其中 /’ 6 0,’ 7 1,，1,

为长江流域内兽类 , 科中物种数， 0,’为 , 科 ’ 属中

的物种数，% 为 , 科中的属数。一个地区的 * 指

数+* - !
(

, - 4
+*, ，其中 ( 为长江流域内兽类的科

数。

（%）) 指数（+)）：指属间的多样性。+) - .

!
/

2 - 4
3’ 1#32 ，其中 32 6 02 7 1， 1 为长江流域内兽类

的物种数， 02 为兽类中 2 属中的物种数， / 为兽类

中属数。

（’）)4* 指数：+)4* 6 4 8 +) 7 +*

)4* 指数的特征：（4）非单种科越多，)4* 指

数越高；（%）)4* 指数是 & 9 4 的测度。

长江流域分区之间的相似性比较，采用聚类分

析（:;<=*$ ( >+?#@1<A，45BB），以分区内物种组

成的相异程度和相似程度，对生境进行归类，建立

树状图。采用物种种类的有无（& 9 4 值），利用

3"CC"D< 相似性系数对 45 个分区进行归类描述，比

较整个地区的相似性。物种分布信息见附录 %。分

析中先后采用组内联法（=*0E*#2$D@;FA）、组间联法

（G+0=++#2$D@;FA）、最近邻法（#+"D+A0 #+*$EG@D）和

最远邻法（H;D0E+A0 #+*$EG@D），最远邻法的结果最

具有生物学意义，本文最终采用这一分析结果。聚

类分析使用数理统计软件 .I..（455J）完成。

! 结果与分析

! "# 物种组成

共记录长江流域兽类 %B& 种（亚种），隶属于

44 目 ’K 科 4’L 属（附录 %）。物种数量最多的 L 目

与全国及世界上分布趋势相同。K 目物种数达到了

全国总数的一半以上；L 目物种数达到了世界总数

的 4&M以上：可见长江流域兽类多样性具有重要

地位（表 4）。

表 # 长江流域兽类物种组成（目级单元）

$%& ’ # (%)*%+ ,-./-0121-*（34564）-7 .%..%+0 1* 286 9%*:2;6 <1=64 >%01*
目 ND<+D 长江流域 O"#$0P+ >*Q+D R"A*# 中国 -E*#"4 世界 !@D1<%

啮齿目 >@<+#0*" BB 45’（%&J） %&%4
翼手目 -E*D@F0+D" L’ 4%&（4%&） 5%L
食虫目 /#A+C0*Q@D" ,, KB（J%） ,%B
食肉目 -"D#*Q@D" ,4 L5（K4） %J4
偶蹄目 SD0*@<"C0?1" %’ ,L（,B） %%&
兔形目 :"$@T@DFE" 4B ’,（’%） B&
灵长目 ID*T"0+A B %4（%%） %’’
鲸目 -+0"C+" % ’%（’L） JB
鳞甲目 IE@1*<@0" 4 %（%） J
奇蹄目 I+D*AA@<"C0?1" 4 ’（L） 4B
树"目 .C"#<+#0*" 4 4（4） 45

4数据（括号内数据）分别引自《中国物种红色名录》（!"#$ ( )*+，%&&,）和《中国哺乳动物种和亚种
分类名录与分布大全》（!"#$，%&&’）［U"0"（!*0E*# *# GD"CV+0）"D+ C*0+< HD@T 56’%" 1/78’70 97: ;’0<（!"#$ (
)*+，%&&,）"#< = 5$(/#7<7 5678,#’0< $> ?"(("# 1/78’70 "%: 1@A0/78’70 ’% 56’%"（!"#$，%&&’）］；
%数据引自 ?"(("# 1/78’70 $> <67 B$C#:，%#< +<*0*@#（!*1A@# ( >++<+D，455’）［U"0" "D+ C*0+< HD@T ?"(("#
1/78’70 $> <67 B$C#:，%#< +<*0*@#（!*1A@# ( >++<+D，455’）］。

蝙蝠科、仓鼠科和"#科的物种数占整个长江

流域的 4&M以上，是物种最丰富的类群；鼠科、松

鼠科和鼠兔科物种数占整个流域的 LM 9 4&M，是

比较丰富的类群；鼬科、鹿科、菊头蝠科、猫科、

鼹科、牛 科、猴 科、灵 猫 科、蹄 幅 科、犬 科、猬

科、兔科和跳鼠科物种数占整个流域的 4M 9 L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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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熊科、竹鼠科、豪猪科、树"科、狐蝠科、

假吸血蝠科、犬吻蝠科、穿山甲科、浣熊科、大熊

猫科、海 豹 科、淡 水 豚 科、鼠 海 豚 科、马 科、猪

科、猪尾鼠科和睡鼠科只有 ! " # 个物种，比较稀

少（附录 #）。

! "! 特有种和濒危物种分布

长江流域特有种仅有 !$ 种，仅占整个流域物

种数的 %&；相比较，整个流域内中国特有种比例

达到了 #$&，有 ’( 种，占这些类群所对应的中国

特有种总数的 ’’&，而且这些类群在流域内的中国

特有种数量都达到这些类群所对应的中国特有种总

数的 $)&以上（表 #）。从长江源区到入海口，中

国特有种的比例可按上游和中下游的地理范围分为

两级水平，北岸以汉江为分界线，南岸以沅江为分

界线，分界线以西中国特有种比例在 !*&以上，分

界线以东在 !)&以下；长江流域特有种与中国特有

种分布规律相似，同样可以汉江和沅江为分界线，

除了赣江—武夷山外，分界线以东没有长江特有种

分布（图 #）。

长江流域内被《国家野生保护动物名录》（+,-
./0 12 3456 7849/5 :;1<-=<418 12 <,- :-1>5-?@ A->BC54=
12 D,48/，!E(E）收录的物种共有 %# 种，其中一级

保护动物 !( 种，以猴科最多，有 % 种，其次为猫

科，有 $ 种；二级保护动物共 F$ 种，以牛科和鹿

科最多，有 ’ 种，其次为猫科，有 % 种（附录 F）。

《被濒危野生动植物种国际贸易公约附录》（DG+HI，

#)))）收录的物种共有 %$ 种（附录!、"和#分

别收录 !(、#$ 和 !# 种），以猫科、猴科和灵猫科

最多，分别有 !!、( 和 * 种（附录 F）。此外，被列

入《中国物种红色名录》（3/8J K L4-，#))$）内

的受威胁物种（濒危等级在近危以上）有 !%$ 种，

占整个长江流域物种数的 %%&，达到了这些类群在

我国受威胁物种总数的一半以上；除了鲸目和树"
目外，其他类群受威胁的物种数都达到了这些类群

在《中国红色名录》内所对应的受威胁物种总数的

F)&以上（表 #），其中，蝙蝠科、"#科、鹿科、

鼬科和猫科数量在 !) 种以上，数量较多（附录 #）。

! "# 物种多样性

在 !E 个地理区域内，除了江源区外，物种丰

富度从上游到下游区域总体趋势是逐步降低，上游

流域远高于中下游流域。上游流域以四川盆地再细

分为两部分：四川盆地以上区域包括横断山区、川

西高原、四川盆地及云南高原，物种数量最多，平

均值达到 !%F，数量均在 !$F 种以上；四川盆地以

下区域包括秦岭、大巴山以及贵州高原，物种数量

平均值为 !#$，数量在 !!) " !F* 种之间。中下游流

域包括江南丘陵、两湖平原、鄱阳湖平原、淮阳山

地、长江三角洲等中下游低海拔地区，物种数量较

少，平均值仅为 ’’，数量都在 !)) 种以下（图 F）。

长江流域内被《国家野生动物保护名录》（+,-
./0 12 3456 7849/5 :;1<-=<418 12 <,- :-1>5-?@ A->BC54=
12 D,48/，!E(E）、《濒危野生动植物种国际贸易公

约附录》（DG+HI，#)))）和《中国物种红色名录》

（3/8J K L4-，#))$）所收录的保护物种（受威胁

表 ! 长江流域兽类特有种、中国特有种及受威胁物种的数量
$%& ’ ! ()*&+, -. +/0+*12 34+21+3，561/% +/0+*12 34+21+3 %/0 76,+%7+/+0 34+21+3 -. *%**%83 1/ 76+

9%/:7;+ <1=+, >%31/

目 M;6-;
长江流域特有种

H86-94= @>-=4-@ <1
N/8J<O- A4P-; Q/@48

中国特有种

H86-94= @>-=4-@ <1 D,48/!
受威胁物种

+,;-/<-8-6 @>-=4-@!

长江流域

N/8J<O- A4P-; Q/@48
中国

D,48/
长江流域

N/8J<O- A4P-; Q/@48
中国

D,48/
啮齿目 A16-8<4/ F #E F( !( F(
翼手目 D,4;1><-;/ ! $ !! FF ’#
食虫目 G8@-=<4P1;/ ’ !* #! #$ F’
食肉目 D/;84P1;/ # # F $! %$
偶蹄目 7;<416/=<R5/ ) % !! ## $F
兔形目 ./J191;>,/ ! ’ !$ $ E
灵长目 :;49/<-@ ! $ $ ( #!
鲸目 D-</=-/ ) ! ! # #F
鳞甲目 :,15461</ ) ) ) ! !
奇蹄目 :-;4@@16/=<R5/ ) ) ) ! F
树"目 I=/86-8<4/ ) ) ) ) )
总计 +1</5 !$ ’( !)F !%$ #E)
! 修订于《中国物种红色名录》（3/8J K L4-，#))$）［S/</ /;- 916424-6 2;19 !"#$% &’()#(* +(, -#*.（3/8J K L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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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 长江流域内兽类特有种比例

"#$ % ! &’()’*+,$’ -. ’*/’0#) 12’)#’1 -. 0,00,31 #* +4’ 5,*$+6’ 7#8’( 9,1#*
区域代号同图 :（;<=>=,1#* )-/’1 ,(’ +4’ 1,0’ ,1 +4-1’ #* "#$ % :）。

图 ? 长江流域不同地理区域内物种丰富度

"#$ % ? ;2’)#’1 (#)4*’11 #* /#..’(’*+ (’$#-*1 #* +4’ 5,*$+6’ 7#8’( 9,1#*
区域代号同图 :（;<=>=,1#* )-/’1 ,(’ +4’ 1,0’ ,1 +4-1’ #* "#$ % :）。

物种）的分布趋势基本相似，物种数量从上游到下

游呈逐级下降趋势，且除了江源区外，上游的物种

数远高于中下游，其中雅砻江—大渡河区域数量最

多，汉江—大别山区域数量最少（图 @）。

计算各区域物种多样性的 ! 指数、" 指数和

!#" 指数，从表 ? 发现：（:）! 指数分布与物种数

量分布规律相似，除了江源区（A BCDE@）较低外，

上游流域远高于中下游流域。上游以四川盆地为分

界线再细分成两部分，四川盆地以上区域（含四川

盆地）! 指数较高，均在 ! B@D 以上，平均值达到

! BD@；四川盆地以下区域在 : BEE F ! B?: 之间，平

均值为 ! B:?。中下游区域较低，平均值仅为 : B:E，

均低于 : BGA；（!）" 指数与 ! 指数相似，除了江

源区（E B!AEE）较低外，上游流域远高于中下游流

域，平均值达到 :E BA!，均在 :H B@? 以上，但上游

区域之间差异不明显，金沙江—雅砻江区域较高，

金沙江—乌江较低；中下游区域 " 指数较低，平

均值仅为 C BED，均低于 :? B@!；（?）!#" 指数分布

比较均匀，均在 A BED F A BCA 间，平均值为 A BEE。

! "# 区域相似性

基于 I,)),(/ 物种相似性系数对长江流域内 :C
个区域进行聚类分析，可以发现整个长江分成四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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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 长江流域不同地理区域内受威胁兽类物种丰富度

"#$ % ! &’()#(* +#),-(** ./ 0,+(10(-(2 313314* #- 2#//(+(-0 +($#.-* #- 0,( 51-$06( 7#8(+ 91*#-
:：《国家野生动物保护名录》（;,( <1= ./ >#42 :-#314 ?+.0()0#.- ./ 0,( ?(.’4(@* 7(’AB4#) ./ C,#-1，DEFE）

［;,( 4#*0 ./ >#42 :-#314* A-2(+ G10#.-14 ?+.0()0#.-（0,( <1= ./ >#42 :-#314 ?+.0()0#.- ./ 0,( ?(.’4(@* 7(’AB4#)
./ C,#-1，DEFE）］；9：《濒危野生动植物种国际贸易公约附录》（CH;I&，JKKK）［!"#$%#&’"# "# (#&%)#*+
&’"#*, -)*.% ’# /#.*#0%)%. 12%3’%4 "5 6’,. 7*8#* *#. 7,")* 9 :22%#.’3%4（CH;I&，JKKK）］；C：《中国物种红色
名录》（>1-$ L M#(，JKK!）［!;’#* 12%3’%4 <%. =’4&（>1-$ L M#(，JKK!）］。
区域代号同图 D（&ABNB1*#- ).2(* 1+( 0,( *13( 1* 0,.*( #- "#$ % D）。

分（图 O）：!仅包括江源区，地理上属于青藏高

原东南部波状平原地区，是我国地势一级台阶部

分；"包括金沙江流域及金沙江—雅砻江—大渡河

—岷江—嘉陵江—汉江间的长江中上游主干流江北

区域，地理上属于横断山区、川西高原、云南高

原、四川盆地、秦岭和大巴山等中上游高海拔地

区，以我国地势二级台阶为主，同时包括一级台阶

向二级台阶过渡地区；#包括金沙江—乌江—沅

江—湘江—赣江—长江口间的长江干流南岸大部分

地 区，地理上属于贵州高原、江南丘陵、鄱阳湖平

原和下游平原等中下游低海拔地区，以地势三级台

阶为主，同时包含二级台阶向三级台阶过渡地区；

$包括淮阳山地（汉江—大别山）、两湖平原和长

江下游平原江北流域，地理上属于长江中下游平原

地区，是我国地势三级台阶：由此可见，兽类物种

的分布与海拔及自然地理密切相关。

! 讨 论

长江流域内兽类物种达到了 JFK 种，近全国总

数的一半，虽然该流域的特有种比例仅占 OP，但

中国特有种比例占全国总数的 QQP，是物种极为

丰富的地区（>1-$，JKKR；>1-$ L M#(，JKK!）；

长江流域内中国红色名录所收录的受威胁物种的比

例也达到了全国总数的 ORP 以上（>1-$ L M#(，

JKK!），所以长江流域在我国物种多样性保护以及

濒危动物保护中占有重要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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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物种种数、受威胁物种种数、!"# 多样性指

数以及特有种的比例看，除了江源区外，其他区域

都是从上游到下游随着海拔降低而逐渐降低，并以

四川盆地和沅江为分界线，基本上对应我国地势的

表 ! 长江不同分支流域兽类物种多样性的 !"# 指数

"#$ % ! !"# &’()* +, -#--#. /0)1&)/ &’ (&,,)2)’3 2)4&+’/ +, 35) 6#’437) 8&9)2 :#/&’
分支流域

!"#$#%&’(
! 指数

!$’()*+（$!）
# 指数

#$’()*+（$#）
!"# 指数

!"# ’()*+（$!"#）

江源区 ,- ./0123 2 /4.22 . /2254
金沙江—雅砻江 6- 4 /5570 78 /1329 . /2987
雅砻江—大渡河 -: 4/2091 47 /90.8 . /2991
金沙江南 !6 4 /3229 70 /.2.8 . /2909
大渡河—岷江 :; 4/1317 78 /0755 . /2180
四川盆地 !< 4 /3184 70 /1900 . /2833
岷江—嘉陵江 ;6 4 /7495 79 /0143 . /2839
金沙江—乌江 6= 7 /2290 73 /2547 . /2842
汉江—秦岭 ,> 4/7119 78 /8754 . /2825
嘉陵江—汉江 6, 4 /5.81 72 /3348 . /2830
乌江—沅江 =- 4/70.0 79 /35.9 . /2998
沅江—湘江 -? 7/3.71 74 /7.47 . /2234
汉江—大别山 ,: ./3428 5 /3731 . /2833
两湖平原 @A . /9082 9 /3393 . /2072
湘江—赣江 ?B 7/901 75 /3771 . /2859
赣江—武夷山 B= 7/9.13 75 /747. . /2889
下游主干流南 !@; 7 /9452 74 /8925 . /2842
鄱阳湖平原 AA 7 /.142 0 /47.9 . /2218
下游主干流北 C@; ./0339 2 /5934 . /2287
区域代号同图 7（!"#$#%&’( DE)*& %F* GH* &%I* %& GHE&* ’( J’K L 7）。

图 1 长江流域不同区域内基于兽类物种相似性的聚类分析

J’K L 1 MN%&&’O’D%G’E( EO 70 F*K’E(& "&’(K 6%DD%F) &’I’N%F’GP I*%&"F* #%&*) E( GH*
I%II%N )’&GF’#"G’E( ’( GH* -%(KGQ* R’S*F <%&’(

区域代号同图 7（!"#$#%&’( DE)*& %F* GH* &%I* %& GHE&* ’( J’K L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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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级台阶而形成三个数量级；根据各区域内物种分

布进行的相似性分析看，基本上依照我国阶梯形地

势聚类，形成了高原、中高海拔山地或盆地、丘陵

和平原等特点鲜明的栖息地类型。这与各区域内自

然地理特征差异密切相关。根据我国的自然地理，

长江流域横跨了我国阶梯形地势的 ! 级台阶，可分

为 青 藏 区 、西 南 区 和 华 中 区!部 分（"#$ % &’(，

)**+；,-’$./0’$. 1234(5(.06’5 ,(77088## (9 1234(5(.2
:0$0;842，)***）。青藏区在流域内包括江源区和横

断山区北部的高山峡谷区域（金沙江—雅砻江—大

渡河—岷江），属于一级台阶，前者属于青藏东部

高原亚区，寒冷低温；后者属于川西—藏东南亚

区，气候温暖半湿润。西南区在流域内包括金沙江

南大部分地区和横断山区中部和南部的低海拔地

区，属于二级台阶，干湿季节明显。华中区在流域

内可再分为江汉、秦岭亚区，江南、南岭亚区和川

黔亚区。江汉、秦岭亚区地处暖温带向亚热带的过

渡区域，可再细分为属于二级台阶的秦巴山区小区

以及属于三级台阶的淮阳山地、长江中下游平原和

长江三角洲小区，其中秦巴山区小区与其他小区在

气候、植被以及地貌（形）因素上差异明显，而且

相对于前者，其他小区工农业发达，人为活动频

繁，森林覆盖率低。江南、南岭亚区在流域内包括

了沅江—湘江—赣江—武夷山间的大范围区域以及

鄱阳湖平原流域，属于三级台阶，气候温暖多雨。

川黔亚区属于我国地势一级台阶向二级台阶的过渡

地带，可再细分为四川盆地小区和贵州高原小区，

前者在流域内主要包括岷江—嘉陵江及和嘉陵江—

汉江西部区域，以四川盆地及周围低山山地为主，

冬暖、春早，云雾多、日照少，内部地貌差异大；

后者在流域内主要包括金沙江—乌江—沅江间的区

域，以贵州高原为主，夏无酷暑、冬少严寒、阴雨

天多。鉴于兽类对栖息地质量依赖性较大，中下游

地区由于工农业发达，植被受到很大破坏，尤其是

平原和盆地地区，生境片断化严重，影响了兽类的

栖息和生存，导致物种数量和多样性较低，相反，

上游地区在自然景观上具有从河谷亚热带到高山顶

永久冰雪带的垂直分布，且有显著的地区差异和山

地自然条件复杂性，植被种类和气候多样化，导致

了栖息地的多样化；鉴于以畜牧业为主，栖息地的

保护程度相对较高，为不同种类的兽类的栖息地选

择提供了良好的场所，因此除了源头地区自然环境

恶劣导致物种数量较少外，上游地区在物种数量及

多样性程度上较高，同时也能反映阶梯型地势对兽

类分布的影响。

从物种组成的区域相似性看，也反映了各区域

所对应的自然地理特点：!仅包括江源区，反映了

青藏东部高原亚区特点；本区有物种 <= 种，该区

域内的特有成分（指长江流域内仅在该区域分布的

物种）< 种。"包括了除了江源区外的中上游流域

江北部分以及金沙江以南流域，反映了我国以一、

二级台阶为主的中高海拔地区物种特点；本区有物

种 +>) 种，特有成分 >< 种。#包括长江干流南岸

大部分地区，反映了以三级台阶为主的长江南岸中

下游低海拔地区特点；本区有物种 )?@ 种，特有成

分 )) 种。$包括长江中下游平原地区，反映了长

江北岸中下游低海拔地区特点；本区有物种 >= 种，

特有成分仅 ) 种。上述四种情况中!物种少，几乎

所有物种都在"分布，说明与后者相似性很高；$
分别相邻的"和#两区的共有种达到了 >) 和 >+
种，几乎没有特有成分，说明$与相邻区域间的物

种交流频繁，特异性差，与该区域的地理特点相符

合；"和#共有种也达到了 )>< 种，相似性很高，

但"的特有成分显著高于其他区域，反映了该区域

的地理特异性强，为不同物种栖息提供了多样化的

生境，而#的地理特异性相对较差：由此可见，自

然地理的亚区界限对于兽类物种分布影响并不明

显，而海拔梯度和人为活动程度对其分布影响比较

明显。此外，区域相似性分析的结果也反映了长江

作为天然屏障对南北两岸的物种分布的影响，除了

源头和金沙江南区域外，长江流域物种组成特点基

本上以长江干流为南北分界线自然分开，"和$反

映了长江北岸的物种特点，而#则反映了长江南岸

的物种特点。

总之，长江流域兽类物种丰富，受威胁物种的

数量丰富，+ A ! 的中国特有种都在本流域内分布，

是重点保护区域，而流域内的阶梯型海拔梯度和区

域内的自然地理特征决定了兽类物种分布特点。当

然由于各区域内物种调查工作的强度不同以及文献

收集可能存在不足也会对我们目前的研究结果造成

一定影响，但保护自然环境，增加森林植被覆盖

率，减少人为活动对栖息地的压力是保护兽类物种

多样性的必然途径和基本要求。

致谢：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冯祚建研究员帮

助核实了部分物种信息，特此表示感谢。

*+)+ 期 于晓东等：长江流域兽类物种多样性的分布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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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 长江流域兽类动物名录及分布

)**+,-./ ( 0.12 3,- -.124.562.7, 78 93993: 1*+;.+1 ., 2<+ =3,>2?+ @.A+4 B31.,
物种 FA:<+:1 CL @L LN NI F@ FM I@ @- CZ @C -L CN E. L* *H H- SEI .. FEI

食虫目 _71:<2+P6>,
猬科 U>+7,<:+4,:

东北刺猬
8./2+)%’( +&’.%2(/( ‘ ‘ ‘ ‘ ‘ ‘ ‘ ‘ ‘ ‘ ‘

"猬
B90#&9( (/2%2(/( ‘ ‘ ‘ ‘ ‘ ‘

达乌尔猬
C%(%)-/2’( $+’’./)’(< ‘ ‘

林猬 C D -’<-/J，< ‘ ‘ ‘ ‘ ‘
鼹科 V,?A+4,:

巨鼹
8’.#()+"*#. <.+2$/(< ‘

长吻鼹
8 D 0#2</.#(*./(J，< ‘ ‘ ‘ ‘ ‘ ‘ ‘ ‘ ‘

（续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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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上表）
物种 !"#$%#& ’( )( (* *+ !) !, +) )- ’. )’ -( ’* /0 (1 12 2- 3/+ 00 !/+

华南缺齿鼹
!"#$%& ’()*+&%’)4，$ 5 5 5 5 5 5 5 5

白尾鼹
,&%&)-&./"% +$*-*%*) 5 5

甘肃鼹
0-&.&(*+*) "1$(’4，$ 5 5 5 5

麝鼹
0-&./"-2’%*) 3")-2&/*)4，$ 5 5

长尾"鼹
0-&./"(45 6*)’-&*7& $ 5 5 5 5 5 5 5 5 5

峨眉"鼹
8%".)’+*) &(7$%)"(’6，4，$ 5 5 5 5 5 5

长吻"鼹
8 9 #%&-’+’) 5 5 5 5 5 5 5 5

"鼹
8 9 )"%’-’.$)6，4，$ 5 5 5 5 5 5

"#科 !78%$%96#
短尾"
:("*%")"%$5 );*&3’.$) 5 5 5 5 5 5 5 5 5 5 5

甘肃川"
<+&%’($++& #%’)$+7& 5 5 5

黑齿"#
< 9 ;*&7%&/’-&*7& 6，4，$ 5 5 5 5 5 5 5 5 5 5 5

云南川" < 9 1&%7’$ 5 5
喜马拉雅水"
=2’3&%%"#&+$ 2’3&+&4’-& 5 5 5 5 5 5 5 5 5 5

斯氏水"
= 9 )/4&(’$ 5 5 5 5 5 5 5 5

灰麝"
=%"-’7*%& &//$(*&/&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长尾大麝"
= 9 6*+’#’(")& 5 5 5 5 5 5 5 5

北小麝" = 9 #3$+’(’$ 5
南小麝"
= 9 2"%)6’$+7’’$ 5 5 5

华南中麝" = 9 %&.&5 5 5 5 5 5
山东小麝"
= 9 )2&(/*(#$()’) 5 5 5 5 5 5 5 5

西南中麝"
= 9 >"%&56，4，$ 5 5 5

蹼麝"
?$-/"#&+$ $+$#&()$ 5 5 5 5 5 5

小纹背"#
0"%$5 @$76"%7’&$$ 5 5 5 5 5 5 5 5

中"#
0 9 -&$-*/’$()$ 5

甘肃"#
0 9 -&()*+*)4，$ 5 5

纹背"#
0 9 -4+’(7%’-&*7&4 5 5 5 5 5 5 5 5

云南"#
0 9 $5-$+)*)$ 5 5 5 5 5 5 5

姬"#
0 9 3’(*/’))’3*) 5 5

陕西"#
0 9 )’(&+’)4，$ 5 5 5 5

藏"#
0 9 /2’@$/&(*)4 5 5 5 5 5

长尾"#
0"%’-*+*) -&*7&/*) 5 5 5 5 5

川西长尾"
0 9 24.)’@’*)4 5 5 5 5 5 5 5 5 5

（续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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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上表）
物种 !"#$%#& ’( )( (* *+ !) !, +) )- ’. )’ -( ’* /0 (1 12 2- 3/+ 00 !/+

甘肃长尾"
! " #$%&#$4 5 5 5 5 5

缅甸长尾"
! " %$’(&(&) 5 5 5 5 5 5

云南缺齿"
! " *$(’$$ 5 5 5 5

大长尾"
! " )$#+,)-..6，4，$ 5 5 5 5

缺齿"
! " )%./0..6，4，$ 5 5 5 5 5

臭"
!&,’&) %&(.,&) 5 5 5 5 5 5 5 5 5

树"目 !$678#79%6
树"科 :;"6%%86#

北树"
1&*$.$ 2+#$,3+(. 5 5 5 5 5

翼手目 <=%>?"9#>6
狐蝠科 09#>?"?8%86#

棕果蝠
45&)+//&) #+)’0+,$&#/. 5 5

假吸血蝠科
+#@68#>A69%86#

印度假吸血蝠
6+3$7+(%$ #8($$ 5 5 5 5 5 5

蹄蝠科 ’%""?&%8#>%86#
三叶蹄蝠
9)+##.)’&) )/5#.’:-$,&)$ 5 5

无尾蹄蝠
;5+#5*) <(./0.$ 5 5

大蹄蝠
=.**5).7+(5) $(%.3+(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双色蹄蝠 = " *5%5,$$ 5 5 5 5
普氏蹄蝠 = " *($//.$ 5 5 5 5 5 5 5 5 5 5 5

菊头蝠科 B=%7?C?"=%86#
中菊头蝠
40.,5#5*0&) $<<.,.)$ 5 5 5 5 5 5 5 5 5 5

角菊头蝠 4 "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马铁菊头蝠
4 " <+((&%+>&.,&%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大菊头蝠 4 " #&’/&)$ 5 5 5 5 5 5
大耳菊头蝠
4 " %$’(5/.) 5 5 5 5 5 5 5

奥氏菊头蝠
4 " 5)3557.6，4，$ 5

皮氏菊头蝠
4 "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菲菊头蝠 4 " *&).##&)$ 5 5 5 5 5 5 5
贵州菊头蝠 4 " (+?4，$ 5 5 5 5
鲁氏菊头蝠 4 "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短翼菊头蝠
4 " )05(/(.73+. 5 5 5 5

托氏菊头蝠
4 " /05%$).$ 5 5

蝙蝠科 D#&"#>9%C%?7%86#
宽耳蝠
@$(2$)/+##$ #+&’5%+#$)$ 5 5 5 5 5

大棕蝠
A*/+).’&) )+(5/.,&) 5 5 5 5 5 5

南蝠 B$ .5$ 5 5 5 5 5 5 5 5 5

（续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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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上表）
物种 !"#$%#& ’( )( (* *+ !) !, +) )- ’. )’ -( ’* /0 (1 12 2- 3/+ 00 !/+

哈氏彩蝠
!"#$%&’() *)#+,$-."$$ 4

彩蝠 ! / 0$-1) $ 4
长翼蝠
2$3$&01"#’4 4-*#"$5"#4$$ 4 4 4 4 4 4 4 4 4 4 4 4 4

小管鼻蝠
2’#$3) )’#)1)$ 4 4 4

圆耳管鼻蝠
2 / -6-(&1$4$ 4

白腹管鼻蝠
2 / ("’-&7)41"# 4 4 4 4 4 4

西南鼠耳蝠
26&1$4 )(1)#$’8$ 4 4 4 4 4 4 4

中华鼠耳蝠
2 / -*$3"34$4$ 4 4 4 4 4 4 4 4 4 4

水鼠耳蝠
2 / +)’5"31&3$ 4 4 4 4 4 4 4 4 4 4

绯鼠耳蝠
2 / 9&#8&4’45，$ 4 4 4 4

长尾鼠耳蝠
2 / 9#)1"#$ 4 4 4 4

伊氏鼠耳蝠
2 / $.&33$.&%$ 4 4

须鼠耳蝠
2 / 8641)-$3’4$ 4 4 4 4 4 4 4

北京鼠耳蝠
2 / 0":’$3$’45，$ 4 4

大足鼠耳蝠
2 / #$-."11$5 4 4 4 4 4

大山蝠
;6-1)(’4 )%$)1&#$ 4

褐山蝠 ; / 3&-1’() 4 4 4 4 4 4 4 4
东亚伏翼
<$0$41#"((’4 )5#)8’4 4 4 4 4 4 4 4 4 4 4 4 4 4 4 4

印度伏翼
< / -&#&8)3+#)$ 4 4 4 4

棒茎伏翼
< / 0)1"#-’(’4$ 4

伏翼 < / 0$0$41#"((’4 4 4 4 4 4
灰伏翼
=604’7& 0’(%"#)1’4$ 4 4 4 4 4 4 4

萨氏伏翼 = / 4)%$$ 4 4 4
褐长耳蝠
<("-&1’4 )’#$1’4$ 4 4 4 4 4

灰长耳蝠
< / )’41#$)-’4 4 4

斑蝠
>-&1&8)3"4 &#3)1’4 4 4 4 4 4 4

小黄蝠
>-&1&0*$(’4 .’*($$ 4 4

扁颅蝠
?6(&36-1"#$4 0)-*60’4$ 4

东亚蝙蝠
@"40"#1$($& 4’0"#)34 4 4 4 4 4 4

犬吻蝠科 +676&&%89#
犬吻蝠
A*)"#"0*&3 0($-)1)$ 4 4

宽耳犬吻蝠
?)+)#$+) 1"3$&1$4$ 4 4 4

灵长目 0:%;9<#&
猴科 =#:$6"%<>#$%89#

（续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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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上表）
物种 !"#$%#& ’( )( (* *+ !) !, +) )- ’. )’ -( ’* /0 (1 12 2- 3/+ 00 !/+

短尾猴
!"#"#" "$#%&’()*$ 4 4 4 4 4 4 4 4 4

熊猴 ! + "**",)-*’*$ 4 4 4 4
猕猴 ! + ,./"%%"$ 4 4 4 4 4 4 4 4 4 4 4 4 4 4 4 4 4
藏酋猴
! + %0’1)%"-"5，$ 4 4 4 4 4 4 4 4 4 4 4 4 4

滇金丝猴
20’-&3’%0)#.* 1’)%’5，$ 4 4

黔金丝猴
2 + 1$)/’#0’6，5，$ 4 4 4

川金丝猴
2 + $&4)//"-"5，$ 4 4 4 4 4 4 4 4

黑叶猴
5$"#063’%0)#.* 7$"-#&’*’$ 4 4 4 4

食肉目 7689%:;86
犬科 769%<6#

狼 8"-’* /.3.*$ 4 4 4 4 4 4 4 4 4 4 4 4 4 4 4 4 4
豺 8.&- "/3’-.*$ 4 4 4 4 4 4 4 4 4 4 4 4 4 4 4
貉
96#%)$).%)* 3$&#6&-&’()*$ 4 4 4 4 4 4 4 4 4 4 4 4 4 4 4

藏狐 :./3)* 7)$$’/"%"$ 4 4 4 4 4 4
赤狐 : + ;./3)*$ 4 4 4 4 4 4 4 4 4 4 4 4 4 4 4 4 4 4

熊科 =8&%<6#
棕熊 <$*.* "$#%&*$ 4 4 4 4 4 4 4
黑熊 < + %0’1)%"-.*$ 4 4 4 4 4 4 4 4 4 4 4 4 4 4 4

大熊猫科 >%?@8;";<%<6#
大熊猫
=’/.$&3&(" ,)/"-&/).#"6，5，$ 4 4 4 4 4 4

浣熊科 08;$A;9%<6#
小熊猫
=’/.$.* 7./>)-*$ 4 4 4 4 4 4 4 4 4 4

鼬科 +@&B#?%<6#
小爪水獭
=,1/&-64 #’-)$)" $ 4 4 4

猪獾
=$#%&-64 #&//"$’*$ 4 4 4 4 4 4 4 4 4 4 4 4 4 4 4 4

水獭 ?.%$" /.%$"$ 4 4 4 4 4 4 4 4 4 4 4 4 4 4 4 4 4 4
青鼬
!"$%)* 7/";’>./"$ 4 4 4 4 4 4 4 4 4 4 4 4 4 4

石貂 ! + 7&’-" $ 4 4 4 4 4 4 4
狗獾 !)/)* ,)/)*$ 4 4 4 4 4 4 4 4 4 4 4 4 4 4 4 4 4
鼬獾
!)/&>"/) ,&*#0"%"$ 4 4 4 4 4 4 4 4 4 4 4 4 4 4 4 4

缺齿伶鼬
!.*%)/" "’*%&&(&--’;"/’*$ 4

香鼬 ! + "/%"’#"$ 4 4 4 4 4 4 4
艾鼬 ! + );)$*,"--’$ 4 4 4 4 4 4 4
黄腹鼬 ! + @"%0’"0$ 4 4 4 4 4 4 4 4 4 4 4 4 4
伶鼬 ! + -’;"/’*$ 4 4 4 4
黄鼬 ! + *’1’$’#"$ 4 4 4 4 4 4 4 4 4 4 4 4 4 4 4 4 4

灵猫科 C%:#88%<6#
红颊&
A)$3)*%)* B";"-’#.*$ 4 4

食蟹& A + .$;"$ 4 4 4 4 4 4 4 4 4 4 4 4 4
花面狸
C">.," /"$;"%" $ 4 4 4 4 4 4 4 4 4 4 4 4 4 4 4 4

椰子狸
C"$"(&4.$.* 0)$,"30$&(’%.*$ 4

（续下表）

DEFG 期 于晓东等：长江流域兽类物种多样性的分布格局



（接上表）
物种 !"#$%#& ’( )( (* *+ !) !, +) )- ’. )’ -( ’* /0 (1 12 2- 3/+ 00 !/+

斑灵猫
!"#$%$&$% ’("&#)$*$"$ 4 4 4 4 4 4 4 4 4

大灵猫
+#,-""( .#/-01($ 4 4 4 4 4 4 4 4 4 4 4 4 4 4 4 4 4 4

小灵猫
+#,-""#)2*( #%&#)($ 4 4 4 4 4 4 4 4 4 4 4 4 4 4 4 4 4

猫科 5#6%78#
金猫
3(0$’24( 0-44#%)5##$ 4 4 4 4 4 4 4 4 4 4 4 4 4 4

漠猫 6-*#7 /#-0#$ 4 4 4 4
丛林猫 6 8 )1(27$ 4 4 4 4
猞猁 9:%; *:%;$ 4 4 4 4 4 4 4 4
云豹
<-$=-*#7 %-/2*$7($ 4 4 4 4 4 4 4 4 4 4 4 4 4 4

豹
!(%01-"( ’("&27$ 4 4 4 4 4 4 4 4 4 4 4 4 4 4 4 4 4

兔狲 6 8 4(%2*$ 4 4 4 4 4
虎 ! 8 0#>"#7$ 4 4 4 4 4 4 4 4 4 4 4 4 4 4 4 4 4 4
云猫
!("&$=-*#7 4("4$"(0( $ 4

豹猫
!"#$%(#*2"27 /-%>(*-%7#7$ 4 4 4 4 4 4 4 4 4 4 4 4 4 4 4 4 4 4

雪豹 ?%)#( 2%)#( $ 4 4 4 4 4
海豹科 09:$%78#

斑海豹
!1$)( *(">1( $ 4

鲸目 ;#<8$#8
淡水豚科 068<8=%&<%78#

白暨豚
9#’$0-7 ,-;#**#=-">，$ 4 4 4 4 4 4 4

鼠海豚科 09:$:#=%78#
江豚
<-$’1$)(-%( ’1$)(-%$#&-7$ 4 4 4 4 4

奇蹄目 0#?%&&:78$<@68
马科 ABC%78#

藏野驴 @A227 5#(%>$ 4 4 4
偶蹄目 D?<%:78$<@68

猪科 !C%78#
野猪 B27 7)"$=( 4 4 4 4 4 4 4 4 4 4 4 4 4 4 4 4

鹿科 ;#?E%78#
西伯利亚狍
3(’"-$*27 ’:>(">27$ 4 4 4 4 4 4 4

白唇鹿
3-",27 (*/#"$70"#7>，$ 4 4 4 4 4 4

马鹿 3 8 -*(’127$ 4 4 4 4 4 4 4
梅花鹿 3 8 %#’’$%$ 4 4 4 4 4 4 4
水鹿 3 8 2%#)$*$"$ 4 4 4 4 4 4 4 4 4 4
毛冠鹿
@*(’1$&27 )-’1(*$’127$ 4 4 4 4 4 4 4 4 4 4 4 4 4 4 4 4 4 4 4

獐
C:&"$’$0-7 #%-"4#7$ 4 4 4 4 4 4 4

林麝
D$7)127 /-"-.$,75##$ 4 4 4 4 4 4 4 4 4 4 4 4 4 4 4

马麝 D 8 )1":7$>(70-"$ 4 4 4 4 4 4 4
原麝 D 8 4$7)1#=-"27$ 4
黑麂
D2%0#()27 )"#%#="$%7>，$ 4 4 4

赤麂 D 8 42%0E(5$ 4 4 4 4 4 4 4 4

（续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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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上表）
物种 !"#$%#& ’( )( (* *+ !) !, +) )- ’. )’ -( ’* /0 (1 12 2- 3/+ 00 !/+

小麂 ! " #$$%$&’4，$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牛科 ,67%89#

野牦牛
()& *#+,,’$,&$ 5 5 5 5 5 5

羚牛
(+-)#./& 0/1’.)2)#$ 5 5 5 5 5 5 5 5

斑羚
3/$4)#5$-+& ./+-/0+&4，$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鬣羚 3 " &+4/0#/$,&’&$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盘羊 6%’& /44),$ 5 5 5 5
藏羚
7/,05)2)8& 5)-*&),’$ 5 5 5

藏原羚
7#)./8#/ 8’.0’./+-/0/ $ 5 5 5 5 5 5 5 5

岩羊
7&$+-)’& ,/9/+#$ 5 5 5 5 5 5 5 5 5 5

矮岩羊 7 " &.5/$:$#’4，$ 5 5 5
鳞甲目 0:6;%86<9

穿山甲科 +9=%89#
穿山甲
!/,’& 8$,0/-/.092/$ 5 5 5 5 5 5 5 5 5 5 5

啮齿目 >68#=<%9
松鼠科 !$%?@%89#

沟牙鼯鼠
;$#$0$& 4$2/,)80$#+&4，$ 5 5 5 5 5

毛耳飞鼠
($2)49& 8$/#&),’’$ 5 5 5 5 5 5

赤腹松鼠
</22)&.’+#+& $#90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珀氏长吻松鼠
=#$4)49& 8$#,9’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红腿长吻松鼠
= " 89##5)4$#+&4，$ 5 5 5

红颊长吻松鼠
= " #+:’*$,’&$ 5 5 5 5

黑白飞鼠
>92)8$0$& /2?),’*$#$ 5 5 5 5 5

喜马拉雅旱獭
!/#4)0/ 5’4/2/9/,/ 5 5 5 5 5 5

红白鼯鼠
7$0/+#’&0/ /2?)#+:/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灰头小鼯鼠
7 " ./,’.$8& 5 5 5 5 5

红背鼯鼠
7 " 8$0/+#’&0/ $ 5 5 5 5

霜背大鼯鼠
7 " 85’2’88$,&’&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灰鼯鼠
7 " 1/,05)0’&4 5 5 5 5 5 5 5

小飞鼠
70$#)49& %)2/,&$ 5 5 5 5 5

岩松鼠
@.’+#)0/4’/& -/%’-’/,+&4 5 5 5 5 5 5 5 5 5 5 5

侧纹岩松鼠
@ " :)##$&0’4 5 5 5

花鼠 A/4’/& &’?’#’.+& 5 5 5
倭花鼠
A/4’)8& 4/#’0’4+& 5 5 5 5 5 5 5 5 5

隐纹花松鼠
A " &B’,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续下表）

ABCD 期 于晓东等：长江流域兽类物种多样性的分布格局



（接上表）
物种 !"#$%#& ’( )( (* *+ !) !, +) )- ’. )’ -( ’* /0 (1 12 2- 3/+ 00 !/+

复齿鼯鼠
!"#$#%&’"() *+,&-.%’)4，$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仓鼠科 67%$#8%9:#
斯氏高山!
/0&.1#0+ )&#0.123+,() 5

洮州绒鼠
4+"5#65) ’7+4 5 5 5 5 5

苛岚绒鼠 4 8 .,’24 5 5 5
棕背!
40’&-".#,#65) "(9#1+,() 5

红背! 4 8 "(&.0() 5
黑线仓鼠
4".1’&(0() :+"+:’,).) 5 5 5

康藏仓鼠 4 8 3+6’,).) 5 5
长尾仓鼠
4 8 0#,$.1+(;+&() 5 5 5

灰仓鼠 4 8 6.$"+&#".() 5
克钦绒鼠
<#&-’,#65) 1+1-.,() 5 5 5 5

中华绒鼠
< 8 1-.,’,).):，4 5 5 5 5 5 5

西南绒鼠
< 8 1()&#)4 5 5 5 5

滇绒鼠 < 8 ’0’().)4 5 5 5 5 5 5
黑腹绒鼠
< 8 6’0+,#$+)&’"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大绒鼠 < 8 6.0’&()4 5 5 5 5 5
昭通绒鼠 < 8 #0.&#"4 5 5 5 5
玉龙绒鼠 < 8 %"#;.&#"4 5 5 5
德钦绒鼠 < 8 =+";.4 5 5
棕色田鼠
>+).#%#;#65) 6+,;+".,() 5 5

沟牙田鼠
?.1"#&() :’;9#";.4，$ 5

东方田鼠 ? 8 9#"&.) 5 5 5 5 5 5 5 5
青海田鼠 ? 8 9()1()4 5 5
根田鼠 ? 8 #’1#,#6() 5 5 5 5 5 5 5 5
中华鼢鼠
?5#)%+0+* 9#,&+,.’".4 5 5 5 5 5

罗氏鼢鼠
? 8 "#&-)1-.0;.4 5 5

秦岭鼢鼠
? 8 "(9’)1’,)4 5 5 5

斯氏鼢鼠
? 8 )6.&-..4 5

高原松田鼠
@.&565) ."’,’4 5 5 5 5 5 5 5

白尾松田鼠
@ 8 0’(1("() 5

锡金松田鼠
@ 8 ).3.6’,).) 5 5

大仓鼠
!)1-’")3.+ &".&#, 5 5 5 5 5

四川田鼠
A#0’65) 6.00.1’,):，4，$ 5 5

鼠科 +;7%9:#
黑线姬鼠
/%#;’6() +$"+".()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高山姬鼠
/ 8 1-’7".’".4 5 5 5 5 5 5 5 5 5 5 5

（续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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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上表）
物种 !"#$%#& ’( )( (* *+ !) !, +) )- ’. )’ -( ’* /0 (1 12 2- 3/+ 00 !/+

中华姬鼠 ! " #$%&’ 4 4 4 4 4 4 4 4 4 4 4 4 4 4 4
大耳姬鼠
! " (%)$’*+,5 4 4 4 4 4 4 4 4 4

长尾姬鼠 ! " ’$-.)-.5 4 4 4 4 4 4 4 4 4 4
大林姬鼠
! " /-*0*.+(%- 4 4 4 4 4 4 4 4 4

小林姬鼠 ! " .1(2%)0&+. 4 4 4 4 4 4 4 4 4 4
板齿鼠
3%*#0&’)% 0*#0&% 4 4 4 4 4

青毛硕鼠
3-$1(,1. 4’5-$.00 4 4 4 4 4 4 4

小泡巨鼠
6-’/’(#%,1. -#5%$#.0 4 4 4 4 4 4 4 4 4 4 4 4

短尾锋毛鼠
7%8’,1. ,+..&9-*4$’-:0 4

巢鼠 70&$’,1. ,0*+)+. 4 4 4 4 4 4 4 4 4 4 4 4 4 4 4 4
琉球小家鼠 7+. &%$’(0 4 4
小家鼠 7 " ,+.&+(+. 4 4 4 4 4 4 4 4 4 4 4 4 4 4 4 4 4 4 4
锡金小鼠 7 " /%9%$0 4 4 4 4 4 4
安氏白腹鼠
;0202-*)-$ %*#-$.’*0 4 4 4 4 4 4 4 4 4 4 4 4 4

北社鼠 ; " &’*<+&0%*+. 4 4 4 4 4 4 4 4 4 4 4 4 4 4 4 4 4 4
灰腹鼠 ; " -9% 4
川西白腹鼠
; " -8&-(.0’$5 4 4 4 4 4

针毛鼠 ; " <+(2-.&-*. 4 4 4 4 4 4 4 4 4
黄毛鼠 =%))+. (’.-% 4 4 4 4 4 4 4 4 4 4 4
大足鼠 = " *0)0#+. 4 4 4 4 4 4 4 4 4 4 4 4 4 4 4 4 4 4
褐家鼠 = " *’$2->0&+. 4 4 4 4 4 4 4 4 4 4 4 4 4 4 4 4 4 4
黄胸鼠 = " )%*-?+,0 4 4 4 4 4 4 4 4 4 4 4 4 4 4 4 4 4 4
中亚鼠
= " )+$:-.)%*0&+. 4 4 4 4 4 4 4 4 4 4 4 4 4 4

长尾攀鼠
@%*#-(-+$0% ’(-$%&-%$ 4

滇攀鼠 @-$*%1% <+(2%$ 4 4 4
竹鼠科 67%89:;%<=#

银星竹鼠
=90?’,1. /$+0*’.+. 4 4 4 4 4 4

中华竹鼠 = " .0*-*.0. 4 4 4 4 4 4 4 4 4 4 4 4 4 4
睡鼠科 2>%?%<=#

四川毛尾睡鼠
A$1’,1. .0&9+%*-*.0.=，5，$ 4

猪尾鼠科
0>=@=$=A@79:;%<=#
猪尾鼠
B1/9(’,1. &0*-$-+. 4 4 4 4 4 4

跳鼠科 *%"9<%<=#
五趾跳鼠
!((%&)%>% .040$0&% 4

蹶鼠 C0&0.)% &’*&’(’$$ 4 4 4 4 4 4
林跳鼠
D’?%/+. .-)&9+%*+.5，$ 4 4 4 4 4 4 4 4 4

豪猪科 ’;&@?%$%<=#
帚尾豪猪
!)9-$+$+. ,%&$’+$+.$ 4 4 4 4

豪猪
E1.)$08 4$%&91+$% $ 4 4 4 4 4 4 4 4 4 4 4 4 4 4

兔形目 /=B9:9?"7=

（续下表）

CDCE 期 于晓东等：长江流域兽类物种多样性的分布格局



（接上表）
物种 !"#$%#& ’( )( (* *+ !) !, +) )- ’. )’ -( ’* /0 (1 12 2- 3/+ 00 !/+

鼠兔科 4$56768%9:#
间颅鼠兔
!"#$%$&’ "’&()(; < < < < <

高原鼠兔 ! * ")+,$&-’. < < < < <
达乌尔鼠兔
! * /’))+-")( < <

红耳鼠兔
! * .+0%#+$%-(; < < <

灰颈鼠兔 ! * 1$++.(%-$ <
川西鼠兔 ! * 23$4.+-; < < < < <
黄河鼠兔
! * #)’&2.&(-(; < < < < <

拉达克鼠兔
! * 3’/’".&(-( <

大耳鼠兔 ! * 5’"+$%-( < < < <

木里鼠兔
! * 5)3-.&(-(:，;，$ <

奴布拉鼠兔
! * &)6+-"’ <

灰鼠兔 ! * +$03.- < < <
藏鼠兔 ! * %#-6.%’&’ < < < < < < < < < <
狭颅鼠兔
! * %#$5’(-;，$ < <

兔科 /#"6=%9:#
云南兔 7.8)( "$5)($ < < < < <
高原兔 7 * $-$(%$3)( < < < < < <
华南兔 7 * (-&.&(-( < < < < < < < < < < < <
托氏兔 7 * %$3’- < < < < < < < < < < < < < < < <

区域代号同图 >；:长江流域特有种；;中国特有种；$《中国红色名录》（-:8? @ 1%#，ABBC）收录受威胁物种。

!D;E;:&%8 $69#& :=# 75# &:F# :& 756&# %8 G%? H > H
: I89#F%$ &"#$%#& 76 (:8?7J# K%L#= ;:&%8；; I89#F%$ &"#$%#& 76 M5%8:；$ N5=#:7#8#9 &"#$%#& %8 9#-&’ :8."-.( ;./ 7-(%（-:8? @ 1%#，ABB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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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 长江流域兽类野生物种保护名录

"##$%&’( ! )’*+ ,- #.,+$/+$& 010012* ’% +3$ 41% !!5+6$ 7’8$. 91*’%
物种 !"#$%#& ’ ( 物种!! !"#$%#& ’ (

灵长目 )*%+,-#& 兔狲 !"#$#%#&’( )*+’%!! ! !
猴科 .#*$/"%-0#$%1,# 豹 ,*+"-./* 0*/1’(!! " "

短尾猴 2*$*$* */$"#31.( ! ! 虎 , 4 "35/3(!! " "
熊猴 2 4 *((*).+(3( " ! 雪豹 6+$3* ’+$3*!! " "
猕猴 2 4 )’%*""* ! ! 云猫 ,*/1#7.%3( )*/)#/*"*!! !
藏酋猴 2 4 "-3&."*+* ! ! 豹猫 ,/3#+*3%’/’( &.+5*%.+(3(!! !
滇金丝猴 8-3+#03"-.$’( &3."3 " ! 海豹科!! )0/$%1,#
黔金丝猴 8 4 &/.%3$-3 " ! 斑海豹 ,-#$* %*/5-*!! ! !
川金丝猴 8 4 /#9.%%*+* " ! 鲸目!! .#-,$#,
黑叶猴 :/*$-;03"-.$’( 7/*+$#3(3 " ! 淡水豚科!! )2,-,3%&-%1,#

食肉目 .,*3%4/*, 白暨豚 <30#".( =.93%%37./!! " "
犬科 .,3%1,# 鼠海豚科!! )0/$/#3%1,#

豺 >’#+ *%03+’( ! ! 江豚 ?.#0-#$*.+* 0-#$*.+#31.(!! ! "
狼 >*+3( %’0’( ! 奇蹄目!! )#*%&&/1,$-52,

熊科 6*&%1,# 马科!! 789%1,#
棕熊 6/(’( */$"#( ! " 藏野驴 @A’’( B3*+5!! " !
黑熊 6 4 "-3&."*+’( ! " 偶蹄目!! ’*-%/1,$-52,

大熊猫科 ’%29*/"/1%1,# 鹿科!! .#*4%1,#
大熊猫 C3%’/#0#1* ).%*+#%.’$* " " 林麝 2#($-’( &./.D#=(B33!! ! !

浣熊科 )*/$5/3%1,# 马麝 2 4 $-/;(#5*("./!! ! !
小熊猫 C3%’/’( 7’%5.+( ! " 原麝 2 4 )#($-37./’(!! ! !

鼬科 :9&-#2%1,# 黑麂 2’+"3*$’( $/3+37/#+(!! " "
水獭 <’"/* %’"/* ! " 白唇鹿 >./=’( *%&3/#("/3(!! "
青鼬 2*/".( 7%*=35’%* ! # 马鹿 > 4 .%*0-’(!! !
石貂 2 4 7#3+* ! # 梅花鹿 > 4 +300#+!! "
香鼬 2’(".%* *%"*3$* # 水鹿 > 4 ’+3$#%#/!! !
黄腹鼬 2 4 B*"-3*- # 獐 E;1/#0#".( 3+./)3(!! !
黄鼬 2 4 (3&3/3$* # 牛科!! (/4%1,#
小爪水獭 C)&%#+;9 $3+./.* ! 野牦牛 F#( 5/’++3.+(!! " "

灵猫科 ;%4#**%1,# 羚牛 F’1#/$*( "*93$#%#/!! " !
斑灵猫 ,/3#+#1#+ 0*/13$#%#/ ! " 斑羚 ?*.)#/-.1’( $*’1*"’(!! ! "
大灵猫 G3=.//* D3&."-* ! # 鬣羚 ? 4 (’)*"/*.+(3(!! ! "
小灵猫 G3=.//3$’%* 3+13$* ! # 盘羊 !=3( *))#+!! ! !
红颊& E./0.(".( H*=*+3$’( # 藏羚 ,*+"-#%#0( -#15(#+3!! " "
食蟹& E 4 ’/=* # 藏原羚 ,/#$*0/* 03$"3$*’1*"*!! !
花面狸 ,*5’)* %*/=*"* # 岩羊 ,(.’1#3( +*;*’/!! !
椰子狸 ,*/*1#9’/’( -./)*0-/#13"’( # 矮岩羊 , 4 ($-*.7./3!! !

猫科 <#2%1,# 鳞甲目!! )0/2%1/-,
金猫 >*"#0’)* ".))3+$B33 ! " 穿山甲科!! :,3%1,#
漠猫 I.%3( &3."3 ! ! 穿山甲 2*+3( 0.+"*1*$";%*!! ! !
丛林猫 I 4 $-*’( ! ! 啮齿目!! =/1#3-%,
猞猁 <;+9 %;+9 ! ! 松鼠科!! !$%9*%1,#
云豹 ?.#7.%3( +.&’%#(* " " 喜马拉雅旱獭 2*/)#"* -3)*%*;*+* #

’：《国家野生动物保护名录》（>0# ?,@ /A B%21 ’3%+,2 )*/-#$-%/3 /A )#/"2#C& =#"9D2%$ /A .0%3,，EFGF）；(：《濒危野生动植物种国际贸易公
约附录》（.H>7!，IJJJ）。

’：:-. <3(" #7 J3%1 C+3)*%( ’+1./ ?*"3#+*% ,/#".$"3#+（>0# ?,@ /A B%21 ’3%+,2 )*/-#$-%/3 /A -0# )#/"2#C& =#"9D2%$ /A .0%3,，EFGF）；

(：>#+=.+"3#+ #+ K+"./+*"3#+*% :/*1. 3+ @+1*+5./.1 L0.$3.( #7 J3%1 I*’+* *+1 I%#/* 4 C00.+13$.(（.H>7!，IJJJ）K

LMEI 期 于晓东等：长江流域兽类物种多样性的分布格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