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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疆北塔山雪豹对秋季栖息地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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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33B 年 4 C !3 月，对新疆北塔山地区雪豹（!"#$% &"#$%）栖息地选择进行了调查。在选定的 !D 条
样带上测定了 D4 个利用样方及 03 个任意样方的 E 种生境特征（海拔、地形、植被类型、生境平坦度、放牧状
况和坡向），其结果如下：F$+<6%;7.6/ 和 8G$H&$ 选择指数表明：雪豹对海拔、地形、植被类型、生境平坦度和
坡向存在选择性：（!）雪豹偏好利用海拔 " 333 C " "33 I，而避开 " E33 C 0 333 I 区域；（"）倾向于悬崖底部和
山嵴，避开山坡和山谷；（0）偏好于灌丛，避开森林；（B）避开平坦的开阔地；（D）倾向于选择非放牧区域活
动；（E）倾向于选择北坡，避开南坡。对生境特征的主成分分析显示：前 0 个主成分（海拔、地形和植被类型）
的累积贡献率达到 @D J@EK，可以反映雪豹的栖息地特征，同时表明：影响雪豹栖息地选择的主要因素依次为
放牧状况、植被类型、地形和生境平坦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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雪豹（!"$#% &"$#%）是一种仅分布于中亚高山

地区的珍稀濒危动物，被 5AZ_ 列为濒危物种，并

被 Z5=‘8 列为附录!，是国家!级重点保护野生动

物（a$+/ b c6+/，!442）。据统计，全世界现存雪

豹仅为 B D33 C @ 033 只，并且仍在不断下降之中。

究其原因，主要是由于非法偷猎及栖息地丧失所致

（c.W，!44B；*GZ$%-)S b Z)$;%.+，"330）。国外学

者曾对雪豹的分布、食性及活动规律等开展过广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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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研究（!"#$%%&’ &( $%，)*++$，,；-$%%./，)**)；

0#1/2$3$( 4 5$3$(，)**6；-"0$’(#7，8999；:$";<
=./，8998；-"0$’(#7 &( $%，899>），国内对其分布

和生态有少量报道（?@$.，)*+>；A$/B，)**6；-$
&( $%，8998；-$ &( $%，899>），但雪豹栖息地利用

的研究尚属空白。对此，开展雪豹栖息地选择的研

究，对分析雪豹栖息地丧失的原因和该物种的保护

具有重要意义。作者于 8996 年 * C )9 月在新疆北

塔山地区，对雪豹的栖息地选择进行了调查。现将

结果报道如下。

! 方 法

! "! 研究地区

北塔山位于新疆东北部（北纬 66D>*E C 6>D8)E，
东经 *9DF9E C *9D>FE），隶属于阿尔泰山地，是我国

与蒙古共和国的分界山。最高海拔 F 8*9 G，一般

海拔 ) H99 C F 999 G。在植被和动物区系上与大兴

安岭相近，同属于古北界。有关北塔山的气候、植

被和地理特征等见文献（?.1，)**>；I$. &( $%，8998）。

! "# 样方设置和栖息地特征测定

在调查区域内进行均匀样带调查以搜寻雪豹痕

迹，有雪豹痕迹处即可认作是雪豹利用的栖息地环

境。在雪豹痕迹处作 )9 G J )9 G 的样方作为标记

样方，记录样方处的各种栖息地特征，如海拔、地

形、植被类型、放牧状况、生境平坦度及样方坡

向。同时随机选取 8 个 6 位数，从每个样带的起点

按随机数指定距离定点，并记录以上各种栖息地特

征作为对照样方，与标记样方进行对比分析（-"<
0$’(#7，8999）。调查中共设了 +* 个样方，其中 >*
个为雪豹活动痕迹标记样方，F9 个为随机选择的

对照样方。雪豹痕迹和生境特征标准参照 :$";=./
（)**H）和 -$ &( $%（899>）进行辨别和区分。栖息

地各生态因子的类型划分方法如下：

海拔：8 999 C F 999 G，将其分为 8 999 C 8 899
G、8 899 C 8 699 G、8 699 C 8 H99 G 和 8 H99 C F 999
G 6 个等级带。地形：分为悬崖底部、山坡、山嵴

和山谷 6 个类型。植被类型：分为荒原、草地、灌

丛和森林 6 个类型；放牧状况：分为季节性放牧地

区和非牧区两个类型；生境平坦度：分为平坦、轻

度崎岖、中度崎岖和高度崎岖 6 个等级；样方坡

向：F)>D C 6>D为北坡、6>D C )F>D为东坡、)F>D C
88>D为南坡、88>D C F)>D为西坡，共 6 个等级。

! "$ 数据处理

运用 K$/2&’L%.&B 和 !"$M@$ 选择系数（!"）和

选择指数（#"）作为衡量雪豹冬季生境选择喜好程

度 的 指 标 （?&"#.3@"N， )*+8；O&@ &( $%， )***；

P#$/B &( $%，899H），计算公式如下：

!" Q （ $" R %"） R!（ $" R %"）

#" Q （!" S ) R &） R（!" T ) R &）

其中：!" 为选择系数，#" 为选择指数； " 为特征

值，& 为生态因子的特征值类别数；%" 为栖息地

中具有 " 特征的样方数； $" 为雪豹利用具有 " 特征

的样方数。#" 值介于 S ) C ) 之间。若 #" U 9 表示

雪豹偏好具有此种特征的栖息地，#" V 9 表示雪豹

避开具有此种特征的栖息地，#" Q 9 表示雪豹对此

栖息地特征无选择倾向。

运用主成分分析法对生境特征的 H 个生态因子

进行分析，寻找影响雪豹冬季栖息地选择的主要生

境特征（A$/B &( $%，899)；?@1 &( $%，8996）。

所有有关生境特征的数据经处理后，用 !W!!
（!.X(3$’& W$";$B& .X !."@$% !($(@=(@"=）)8 Y9 软件包进

行统计分析。

# 结 果

# "! 生境选择喜好

通过对样方内不同生境的统计分析，得出雪豹

对不同生境的选择系数和选择指数（表 )）。

# "# 主要影响因素

主成分分析结果表 8 显示：前 F 个主要成分特

征值大于 ) 的主分量反映了总信息量的 Z> YZH[。

其中，放牧状况对第一主分量的影响最大，反映人

为干扰会对雪豹的栖息地选择产生明显影响；植被

类型和地形对第二主分量的影响大，说明雪豹倾向

于选择草地和灌丛而避开林地，喜欢在悬崖底部和

山嵴活动而避开山坡和山谷；生境平坦度对第三主

分量影响也大，说明雪豹会刻意避开轻度崎岖的开

阔地区。

$ 讨 论

$ "! 隐蔽性是雪豹栖息地选择的主要影响因素

上述样方调查的结果和雪豹生境选择的喜好可

以看出：放牧状况、植被类型、地形和生境平坦度

是雪豹栖息地选择的主要影响因素。在这些生境特

征中，雪豹会选择非牧区、灌丛、悬崖底部和山嵴

活动。-"0$’(#7（8999）和:$";=./（8998）的研究表明：

雪豹倾向于在崎岖的、不平坦的山地活动；-$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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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 新疆北塔山地区雪豹对秋季生境的选择利用

"#$ % ! &’()(*#’(+, +- .#$(’#’ -#/’+01 $2 3,+4 56+7#08 (, 96(’# :+;,’#(,1，<(,=(#,> (, #;’;?,
生态因子

!"#$#%&"’$ (’")#*+
等级 !
,$’++

"! #!
选择系数 $!

-.$.")&/&)0 "#.((&"&.1)
选择指数 %!

-.$.")&/&)0 &12.3
选择结果

4.+5$)+
海拔（6） 7 888 9 7 788 :; <=> ?@ <>A 8 <:=; 7 8 <788 : 喜爱 B’/#*
!$./’)&#1 7 788 9 7 ?88 :> <=; 7= <A= 8 <7:@ 7 C 8 <877 > 随机 4’12#6

7 ?88 9 7 D88 >= <?D >: <>> 8 <78? = C 8 <8@@ = 随机 4’12#6
7 D88 9 : 888 >; <8A @ <A? 8 <>== = C 8 <>DA @ 不喜爱 E&+%5+)

地形 悬崖底部 ,$&((FG’+. >? <7@ 7> <:> 8 <:@8 ; 8 <7>@ ? 喜爱 B’/#*
H#I#%*’IJ0 山坡 K&$$+&2. 7: <87 >? <=; 8 <>D= A C 8 <>@D = 不喜爱 E&+%5+)

山嵴 4&2%.$&1. ?8 <?A ;8 <A7 8 <:7A = 8 <>:D 8 喜爱 B’/#*
山谷 L’$$.0 77 <77 >: <>> 8 <>;? ; C 8 <7:D > 不喜爱 E&+%5+)

植被类型 荒原 M’**.1 = <@? A <78 8 <7@@ ? 8 <8A@ A 随机 4’12#6
L.%.)’)&#1 )0I. 草地 N*’++ 7D <>@ 7D <7: 8 <7@8 : 8 <8=? D 随机 4’12#6

灌丛 -J*5G ;8 <88 ;= <:A 8 <::7 D 8 <>?> A 喜爱 B’/#*
森林 B#*.+) >; <A= A <78 8 <>?@ = C 8 <7;> 8 不喜爱 E&+%5+)

生境平坦度 轻度崎岖 -$&%J)$0 G*#O.1 7; <?8 >D <:@ 8 <7>8 : C 8 <77D ? 不喜爱 E&+%5+)
45%%.21.++ 中度崎岖 P#2.*’).$0 G*#O.1 7D <>@ 7? <;@ 8 <:8; A C 8 <8?: 8 随机 4’12#6

高度崎岖 L.*0 G*#O.1 ?A <?> ;@ <87 8 <:@= > 8 <8A= : 随机 4’12#6
放牧情况 非牧区 Q#1F%*’R&1% :: <:: ?? <7D 8 <D;= ? 8 <>:D 8 喜爱 B’/#*
N*’R&1% +)’)5+ 季节性牧区 -.’+#1’$ %*’R&1% DD <D= ;; <=? 8 <?>: @ C 8 <8@? 7 随机 4’12#6
坡向 S+I.") 东坡 ?;T 9 >:;T 7> <?: >@ <D= 8 <7:8 > C 8 <8?> ; 随机 4’12#6

南坡 >:;T 9 77;T 7A <;= @ <A? 8 <8AD : C 8 <?AD @ 不喜爱 E&+%5+)
西坡 77;T 9 :>;T 77 <77 7> <:> 8 <7?8 ? C 8 <8>@ = 随机 4’12#6
北坡 :>;T 9 ?;T 7= <=A ?@ <>A 8 <??: = 8 <7=@ : 喜爱 B’/#*

"! 为栖息地中具有 ! 特征的样方数； #! 为雪豹利用具有 ! 特征的样方数。

"!：)J. 156G.* #( +’6I$. 51&)+ &1 )J. ! )J "$’++；#!：)J. 156G.* #( +1#U $.#I’*2 5+.2 51&)+ &1 )J. ! )J "$’++ V

表 @ 新疆北塔山地区雪豹秋季栖息地主分量分析结果

"#$ % @ A,’60706’#’(+, +- -#/’+01 061;)’(,> -0+? ’.6 BCD
+- #;’;?, .#$(’#’ E#0(#$)61 +- ’.6 3,+4 56+7#08
(, 96(’# :+;,’#(,，<(,=(#,>

生态因子

!"#$#%&"’$ (’")#*+

主分量 W*&1"&I’$ "#6I#1.1)+

> 7 :
海拔
!$./’)&#1 8 <D8A C 8 <:@> C 8 <7:=

地形
H#I#%*’IJ0 C 8 <D;: 8 <;D? C 8 <::D

植被类型
L.%.)’)&#1 )0I. C 8 <;;8 C 8 <;@7 8 <78>

放牧状况
N*’R&1% +)’)5+ 8 <@87 C 8 <>:= C 8 <8A7

生境平坦度
45%%.21.++ 8 <:8= 8 <:A; 8 <A:8

坡向
S+I.") 8 <D8> 8 <?=? C 8 <7?:

特征值
!&%.1/’$5. 7 <:D@ > <7>: 8 <@D?

信息量
W.*".1) #( )#)’$ /’*&’1". :@ <?=@ 78 <7>; >D <8=8

累计信息量
W.*".1) #( "565$’)&/. /’*&’1". :@ <?=@ ;@ <D@; =; <=D?

（788;）的研究也显示：雪豹常出没在有灌丛，而

且隐蔽性好的地方。我们的结果与他们的一致。

雪豹的这种栖息地选择，主要原因可能是这些

地区隐蔽性好，雪豹在其中的活动不易被发现。雪

豹和许多猫科动物一样采用伏击的捕猎方式捕食，

因而其自身活动的隐蔽性就显得非常重要。在崎岖

山地、悬崖底部及山谷中活动可以很好地隐蔽自

己，无论对自身安全或保证其捕食的成功率都有重

要作用。雪豹喜欢在灌丛中活动而避开荒漠，也可

能是雪豹选择隐蔽性好的区域活动的原因。此外，

雪豹像其他猫科动物一样为夜行性动物（X’"O+#1，

>@@D；P",’*)J0，7888），而体色与环境色调相似，

即使在近距离也很难直接观察到，也说明雪豹的活

动确有很强的隐蔽性。

F G@ 食物对雪豹栖息地选择的影响

食物和隐蔽场所会对动物的栖息地选择产生影

响，而主要食物的密度会影响到雪豹在一个地区的

种群数量（P",’*)J0，7888）。雪豹的食物主要为高

山 地 区 活 动 的 有 蹄 类 动 物， 如 北 山 羊 （ &’(#’
!)*+ ）、 盘 羊 （ ,-!. ’//01 ） 和 岩 羊 （ ".2*30!.
1’4’2#）等，偶尔也以中小型啮齿类和鸟类等为食

（,J512’U’) Y 4’U’)，>@@?； X’"O+#1，>@@D；P"F
,’*)J0，7888）。在北塔山地区分布的有蹄类主要为

北山羊和盘羊，其中北山羊主要在山地活动；盘羊

主要在低山荒漠区活动（N’# .) ’$，7887）。据此次

对当地牧民的访问调查，在北塔山地区雪豹主要以

北山羊为食。北山羊主要活动在陡峭的悬崖、崎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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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山地及灌丛，这与雪豹的栖息环境相一致，说明

北山羊作为雪豹主要食物，其生存环境和雪豹的栖

息地选择之间具有一定的相关性。但是，这种相关

作用会产生多大影响、如何影响、是否能说明食物

因子会影响到雪豹的栖息地选择等等，都有待进一

步研究考证。

! "! 雪豹栖息地选择受人为干扰影响明显

调查结果还显示：放牧情况也是影响雪豹栖息

地选择的主要影响因素之一，在牧区和非牧区两种

生境中，雪豹倾向于在非牧区活动。北塔山位于中

蒙边境，调查中发现除紧靠边境线的禁区外，其他

区域均有牧民放牧。而且一些牧场已开始开荒耕

作，并建成了“无鼠害示范区”，这使当地的自然

生态系统产生了巨大的变化。放牧和农田耕作是导

致雪 豹 栖 息 地 丧 失 的 主 要 原 因 （!"#$%&’( )
#’$*%+,，-../），而在北塔山地区这两种情况均存

在，这对当地雪豹的生存将产生巨大威胁。

值得注意的是：北塔山地区除有雪豹分布外，

还有蒙古野驴（!"##$ %&’()*#$）、鹅喉羚（+,-&..,
$#/0#11#2)$,）、盘羊、北山羊等多种国家重点保护

野生动物，它们中不少是濒危物种，但至今该地区

仍然不是自然保护区。建议有关部门尽快在该地区

建立自然保护区，以便对这一地区的雪豹、蒙古野

驴等濒危动物进行保护。

致谢：本研究得到国际雪豹基金会（0123）、

新疆自然保护基金（4#5）的资金资助；新疆维吾

尔自治区林业厅及当地各有关部门曾给予大力支持

和帮助；论文成文过程中，中国科学院新疆生态与

地理研究所杨维康老师、戴昆老师给予指导；买尔

旦、江晓珩、蒋可威、张继国和热西提等参加野外

工作，在此一并致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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