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桑植县大鲵资源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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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张家界国家级大鲵自然保护区的核心区域位于湖南省桑植县境内。为了科学地掌握该县大鲵( Andr ias

davidianus )资源状况,对大鲵资源的分布区域和数量进行了调查。结果表明:近年该县野生大鲵分布区域不断缩

小,呈不连续点状分布, 主要存在于澧水北源流经的五道水镇川洞峡, 澧水南源流经的院子及酉水流经的芙蓉桥乡

泉河等 14 处; 野生资源量仍在衰退,目前仅约 976 尾。人工养殖大鲵资源主要分布五道水镇和芙蓉桥乡; 人工养

殖资源量增加较大,约 2. 64 万尾。基于以上现状,认为需要加强大鲵资源保护管理, 重视野生大鲵栖息地生态环

境保护与基础研究,增加人工养殖大鲵的野外放流数量, 以逐步恢复野生大鲵资源; 同时继续发展大鲵人工养殖,

不断增加人工养殖大鲵的资源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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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鲵 ( A ndrias dav idianus )隶属于两栖纲、有

尾目、隐鳃鲵科。大鲵曾在我国分布广泛,主要栖息

在长江中上游、珠江中上游及汉水上游的深山峡谷

的溪流中, 分布于我国河南、湖北、湖南等 17 个省

区[ 1]。由于栖息地破坏和人类掠夺式的利用等, 我

国大鲵资源已遭受严重破坏。目前,野生大鲵种群

仅存在于人类破坏难涉及的石灰岩溶洞和地下阴

河
[ 2]
。被列入5濒危野生动植物种国际贸易公约6

( CITES)附录 I 中, 为极危物种, 国家二类保护动

物[ 3]。大鲵是两栖类,是研究动物进化的好材料; 由

于其迁徙能力差且对水的依赖性强,地理上的空间

隔离更利于大鲵形成独特的种群间遗传多样性, 它

还是研究遗传多样性问题的一个好材料;此外,大鲵

的性别决定方式较复杂, 它也是研究基因型和环境

型性别决定的共同分子机制的好材料; 大鲵对于科

学研究的潜在贡献是巨大的[ 4]。大鲵还是一种传统

的名贵药用动物和营养价值极高的经济动物 [ 5]。

为加强对大鲵资源的保护, 1996年 11 月经国

务院批准在湖南张家界市设立了国家级大鲵自然保

护区, 其中桑植县为该保护区的核心地带。虽然渔

政部门在长期的大鲵保护工作中,积累了部分大鲵

资源的资料[ 6] ¹ ,主要是根据一些相关表现和数据,

如大鲵的收购价格、大鲵出现的河流长度与数量等,

进行大致的估计和分析。但自 20世纪 80 年代以

来,一直未对该县资源进行过系统的调查。为了科

学地掌握大鲵的资源现状,解决该物种资源保护方

面所存在的问题, 为政府科学制订大鲵保护与产业

化开发规划提供基础资料, 2006年 4 月~ 2007 年

12 月对桑植县大鲵的分布区域和资源量进行了系

统的调查。

1  自然地理概况

桑植县位于湖南省西北部,地理坐标 109b41c~

110b46cE 和 29b27c~ 29b84cN,面积 3 526 km
2
。桑

植县地处武陵山脉北麓, 其北支与中支延伸桑植全

境,形成 40 多条主要山脉, 整个海拔范围 154 ~

1 898 m; 山区面积达 2 932 km2 , 占全县面积的

83%。境内有澧水和溇水两大水系, 溪河密布, 干流

长度 5 km 以上的河流 72条,总长度 1 062 km。山

地湿润季风气候, 年均气温 16 e , 年极端最低气温

为 - 15 ~ - 10 e , 年均降雨量为1 400mm , 全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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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照平均 1 284 h, 无霜期 271 d。森林面积 1 224

km 2 ,覆盖率 341 7%。桑植县动物群落为亚热带森
林、林灌、草地和农田动物群, 全县分布的动物种属

有 3 000种以上, 野生动物资源丰富。桑植县境内

喀斯特地貌发达,山谷、溶洞、沟壑、深潭、阴河、泉水

众多,溪河溶洞底质多为礁石和卵石浅滩, 水质清

澈,水生动植物资源丰富, 这些为大鲵的生长、繁殖

提供得天独厚的生态环境条件, 是大鲵的主要产区

之一[ 7] 。

2  调查方法

2. 1  野生大鲵资源的调查

采用实地调查与访点普查相结合的方法进行。

根据桑植县境内水域分布进行调查访问, 结合历史

资料选点实地考察,可将大鲵分布区分为点状分布

区和有一定面积与数量的片状分布区两类, 分别确

定其范围。资源量的计算包括片状分布区资源量和

点状分布区资源量的计算: ¹ 片状分布区的资源量

是在大鲵片状重点分布区中随机取样, 调查主要河

流条数,干流和支流总长度,将干、支流长度分别乘

以单位干、支流资源量并相加,得出片状分布区大鲵

资源量[ 8]。 º 点状分布区的资源量采用抽样测算

法,抽 50%作为样点, 在样点采取野生鲵苗推算法

与河段大鲵数量估算法相结合进行大鲵数量的统

计,在资源评估上采用样点测算获得的数字结合有

经验人员的评估值进行修正的办法,估算出点状分

布区的资源总量
[ 8]
。

本课题组首次提出野生大鲵苗推算法:根据每

年冬季,从大鲵栖息洞穴游出大鲵幼苗的数量对该

洞穴内大鲵资源总量进行估算, 具体测算公式为:

大鲵资源量= 性成熟大鲵数+ 未成熟大鲵数=

(年游出大鲵幼苗量A80% A100) @ 2A25%+ 年游

出大鲵幼苗量 A80% @ 20% @ 40% @ ( 1+ 40% +

40% @ 80% + 40% @ 80% @ 80%) = 年游出大鲵幼

苗量@ 01 297 6

即估计该溶洞中每年所产鲵苗 80%从洞中游

出,成功繁殖亲本平均每对产鲵苗约 100尾,溶洞中

成熟大鲵有 25%能够成功进行繁殖,溶洞中大鲵成

熟时间为 5龄, 大鲵年成活率, 第一、二年为 40%,

从第三年后为 80%。

河段中大鲵数量估算法: 根据大鲵分布河段的

面积与密度估算。

2. 2  人工养殖大鲵资源量的调查

从桑植县畜牧水产局渔政站查询大鲵人工养殖

情况报表,实地考察养殖规模超过 1 000尾的大户,

对其他小养殖户随机抽样 30%进行实地调查。

3  结果

3. 1  野生大鲵资源

( 1)野生大鲵资源的分布  调查表明,桑植县野

生大鲵资源分布已呈不连续点状分布, 没有片状分

布区,在澧水北、中、南源 3条支流以及酉水、溇水与

河段相连的地下溶洞中分布部分大鲵, 主要存在于

澧水北源流经的五道水、芭茅溪,澧水南源流经的上

洞街院子及酉水流经的芙蓉桥泉河等 14 处水域的

山洞或河段中(表1) ; 在垂直分布上,大鲵栖息区域

表 1 桑植县野生大鲵分布点与样地资源量

Tab. 1 Distribution o f Wild Giant Salamander in Sangzhi County and the Resources Quantity on the Investigated Sites

序号 地点 所属河流 栖息区域( m 2) 年均大鲵苗流出数(尾) 资源量(尾)

1 芙蓉桥乡泉河* # 酉水 溪河段 10 000 100 100

2 五道水镇七眼泉* 澧水北源 溶洞 2 000 100 30

3 五道水镇川洞峡* # 澧水北源 溶洞 2 000 100 30

4 五道水镇芭茅溪* # 澧水北源 溶洞 2 000 100 30

5 上洞街乡院子村* # 澧水南源 溶洞 5 000 900 268

6 河口乡河口 澧水中源 溶洞 1 000 50 15

7 竹叶坪乡竹叶坪 溇水 溶洞 1 000 50 15

8 双泉水库双泉 酉水

9 岩屋口乡岩屋口 澧水中源

10 沙塔坪乡六耳口 澧水北源

11 淋溪河乡淋溪河 溇水

12 长潭坪乡长潭坪 溇水

13 人潮溪乡人潮溪 溇水

14 两河口乡两河口 澧水中源

平均值 69. 7

注: * 为重点区段; # 为建立了保护站,其中 1号为河段,估算方式为:每 100 m2 河床中约有大鲵 1尾; 2~ 7号按野生大鲵苗推算法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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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在海拔 220~ 650 m。野生大鲵栖息处水质清新,

溶解氧高, DO > 61 0mg/ L , 化学耗氧量与硫化物含

量低,分别低于 11 2与 01 09 mg/ L, 水温较稳定, 常

年保持在 13~ 22 e [ 9]。

( 2)野生大鲵的资源量  根据野生大鲵苗推算

法与河段中大鲵数量估算法进行计算, 并结合当地

百姓历年在流域中发现的大鲵的情况和桑植县渔政

人员与当地有经验人员的估算进行修正后得出结

果。从表 1中 7个样点实地考察资源量情况可知,

野生大鲵资源总尾数为: 691 7 @ 14= 976(尾) ,多年统

计该县所发现野生大鲵平均体重约为 1 kg,则野生大

鲵资源总重量约为976 kg,远少于刘英( 2004年)报道

的25万尾[ 6] ,桑植县野生大鲵资源呈衰减趋势。

3. 2  人工养殖大鲵的分布与资源量
桑植县目前有大型大鲵驯养场 2家,一家是芙

蓉桥大鲵保护与驯养繁殖场, 位于芙蓉桥泉河大鲵

保护区内。此繁殖场开凿了长 602 m、高 31 8 m、宽

4 m 的人工恒温繁殖隧道, 内建梯级三层养殖池¹

近5 000 m
2
; 有商品工厂化养殖房一栋, 面积

5 000 m2。另一家是五道水大鲵驯养繁殖场, 有

500 m2 二层工厂化养殖房一栋, 人工模拟阴河长

100 m、宽 2 m、高 2 m。两家养殖场库存大鲵量见

表 2, 总数量分别为 11 80万尾与 01 52万尾。此外,

为了在原产区加快大鲵的人工养殖规模, 2007年湖

南省畜牧水产局在桑植县试点增大了大鲵驯养繁殖

许可证的发放量, 授权桑植县畜牧水产局渔政站,办

理在县境内进行大鲵驯养的/小证0, 至 2007年底已

经办理/小证044个, /小证0养殖户多分布在澧水北

源流经的五道水、芭茅溪与沙塔坪,以五道水附近最

多,共有 20户。经过一年的努力, /小证0养殖户积
累了 3 200 尾大鲵。从表 2可以看出,桑植县目前

人工养殖大鲵资源总量约为 21 64万尾, 11 325 kg。

表 2  人工养殖大鲵资源量

Tab. 2  Amount of Cultured Chinese Giant Salamander

驯养场
幼苗

万尾 kg

幼鲵

万尾 k g

成鲵

万尾 kg

共计

万尾 k g

芙蓉桥大鲵保护与驯养繁殖场 1. 20 1 800 0. 50 3 750 0. 10 3 000 1. 80 8 550

五道水大鲵驯养繁殖场 0. 40 600 0. 10 750 0. 02 600 0. 52 1 950

其它养殖户 0. 30 450 0. 01 75 0. 01 300 0. 32 825

合计 1. 90 2 850 0. 61 4 575 0. 13 3 900 2. 64 11 325

注:幼苗为体重小于 01 25 kg,均重约 01 15 kg;幼鲵为体重大于 01 25 kg,而性未成熟者,均重约 01 75 kg;成鲵为性成熟大鲵,均重约 3 kg.

  人工养殖大鲵以生态模拟模式为主, 引用曾经

为野生大鲵种群栖息地, 至今未被污染的水源,室内

或隧道中温差小,水温保持在 12~ 22 e , 光线暗淡小

于100 lx,投喂活饵料或新鲜鱼块。由于生态条件满

足,饵料丰富,人工养殖大鲵长速快于野生大鲵。

3. 3  大鲵资源分布图

据调查结果,绘制出大鲵资源分布图(图 1)。

4  结论与讨论

4. 1  桑植县大鲵资源现状

桑植县野生大鲵资量源仍然在不断衰竭, 数量

不足千尾,呈不连续点状分布,野生大鲵基本栖息在

地下溶洞内,受迫形势十分严峻。人工养殖大鲵也

仅为 2万多尾。桑植县大鲵保护工作起步较早, 建

立了 4个大鲵保护站(见表 1) ,并有一定的成效, 特

别是上洞街院子村大鲵保护站, 保存了全国最大的

野生大鲵种群, 每年稳定的出野生大鲵苗近千尾。

由于野生大鲵在分布区域密度小, 不适宜采用标志

重捕法进行定量研究。

4. 2  桑植县野生大鲵资源枯竭的主要原因
( 1)人为因素  大鲵的分布地都是地处偏僻、贫

困的山区, 山民多把贩卖大鲵当作致富的/捷径0。

非法捕捉大鲵仍然存在,导致了大鲵资源日益减少,

而且个体越来越小。在调查过程中, 很多地方都可

见到大鲵捕捉工具。捕捉方法也是越来越多样化,

由过去的手捉、弓捕, 发展到现在的春钓、夏电、秋

掏、冬挖,甚至毒捕,严重破坏了大鲵野生资源;

( 2)生态环境的破坏  近年来, 随着森林砍伐,

山区水利设施的建设, 加上农药、化肥大量使用以及

矿产开采,改变了水体诸多生态因子,使大鲵栖息地

水位改变,水的浊度增加,水中氮、磷含量增加, 溶解

氧小于 51 0 mg/ L ,化学耗氧量增至 10 mg/ L 以上,

某些金属元素含量过高。造成大鲵生活环境恶劣,

食物匮乏。适合大鲵生长繁殖的分布区域逐渐缩

减,野生资源量不断下降;

¹ 梯级三层养殖池:第一层池子上建第二层池子,第二层池子上建第三层池子,上层池面积小于下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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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桑植县大鲵资源分布图

Fig. 1 Resources Map of Chinese G iant Salamander in Sang zhi County

  ( 3)大鲵繁殖力低  大鲵从孵出到性成熟需 5

年时间,成活率较低(约 10%)。同时大鲵自然繁殖

力弱,繁殖季节野生雌鲵卵巢成熟率为 41% , 而雄

鲵精巢成熟率为 26%
[ 10]

,且大鲵的繁殖方式为体外

受精, 受精率与孵化率低。野生大鲵生活环境较恶

劣,很可能被天敌吃掉; 大鲵的产卵高峰在初秋, 鲵

苗长到 4~ 5 cm 即开始冬眠, 有些体弱者不能安全

越冬;大鲵幼体在变态发育过程中,外鳃退化时期也

易感染病菌(这也是野生大鲵苗推算法中第 1~ 2年

成活率为 40%的原因)。这使得野生大鲵资源受破

坏之后很难得以恢复。

4. 3  资源保护的建议

4. 3. 1  加强野生大鲵资源的保护与恢复

大鲵是当地山林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 对

维护当地生态平衡起着特殊的作用。虽然由于政策

支持与效益驱使,桑植县人工养殖大鲵量在不断增

大,但人工养殖大鲵对于基因多样性与物种进化没

有帮助,不能替代野生大鲵,因此,必需采取有效措

施,加强野生大鲵的保护与恢复。

( 1)强化资源管理制度, 完善保护机构。以5野
生动物保护法6为依据, 根据大鲵资源的现状, 制定

相应的保护法规和管理制度, 明确各级主管部门的

责任和义务,做到有法可依,责任到人, 严格执法, 强

化资源管理制度。同时完善保护机构, 加强渔政执

法力度,必须在保护站配备专职保护人员,改善执法

及管理设备,将保护经费列入财政预算,使桑植县的

大鲵资源真正得到保护。此外, 引导社会力量参与

大鲵保护工作,鼓励集体与个人参与大鲵资源保护;

( 2)加强保护大鲵自然栖息地的生态环境。大

鲵是/张家界国际森林保护节0的吉祥物, 寓意为/有

大鲵生活的地方就是生态环境最好的地方0。加强

保护大鲵自然栖息地生态环境, 保护森林植被, 防止

河水受农药、化肥污染,严禁毒鱼、炸鱼,对于水利工

程应做好生态评估,以使野生大鲵资源逐渐恢复;

( 3)增加野外放流大鲵的数量与效果。为了提

高鲵苗的成活率, 将野生大鲵种群栖息洞穴中流出

的鲵苗收集后进行养殖,长大后放回野外,但实际回

放量不大,必须增加放流数量与效果
[ 11]
。以大鲵栖

息地选择因素为关键, 以重建野生大鲵种群为中心,

科学选择大鲵放流地点, 合理实施大鲵放流。要选

择具有大鲵适应生态环境, 且不易被偷捕的地方,进

行大鲵苗种与亲本的野外放流, 并跟踪保护,使其能

够自然繁殖,以恢复野外大鲵种群,增殖野生资源;

( 4)尽快开展基础研究。本文仅基本了解野生

大鲵的资源量与分布区域,尚需开展种群状况与生

活史研究,系统了解大鲵生理生态, 才能科学、准确

地了解大鲵的资源现状, 在此基础上建立对野外大

鲵种群长期监测的标准方法,为国家和当地政府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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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相关法规提供科学的依据。

4. 3. 2  加强人工养殖大鲵,发展大鲵资源

为了避免大鲵资源衰竭, 采取/护、养0并举是非
常必要的。桑植县人工养殖大鲵取得一定成效, /小

证0的发放促进了桑植县大鲵养殖,有关主管单位需

要继续给予政策、人力和财力的支持,发展大鲵人工

养殖, 不断增加这个地区的大鲵资源总量。保护和

发展两者相辅相承, 才能促进可持续发展,在加强资

源保护管理,恢复和增加大鲵野生种群数量的同时,

依法进行人工养殖大鲵的开发和利用, 发挥大鲵资

源生态价值及经济价值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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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In st itu te of Chinese Gian t Salamander, J ishou University, Zhan gjiajie 427000, C hina;

2. Bureau of Animal Hu sbandry and Aquicu lture of Zhangjiajie City, Zhangjiajie 427000, Chin a)

Abstract: Sang zhi County of Hunan Province is the co re reg ion of / Zhangjiajie Chinese Giant Salamander

State Reserv e0. To determine the present status of Chinese giant salamander resources in this country sc-i

entif ically , this paper made an investig at ion on the dist ribut ion area and the quant ity of g iant salamander re-

sources. The dist ribut ion area is mainly lo cated at the 14 sites such as Chuandongxia, Yanzi, Q uanhe and so

on. These sites are f low ed across by no rth and south headst ream o f Li Water and You Water respectively.

The results show ed that the dist ribut ion area o f w ild giant salamander in the county is cont inuously re-

duced to discont inuous punctuat ion and the quant ity of w ild g iant salamander resources in this county st ill

declined in recent years w hich w as only about 976 indiv iduals. Cultured Chinese giant salamander mainly

located at the Wudaoshui Town and H urongqiao Villages, it s amount incr eased lar gely and the quant ity w as

about 26 400. Accor ding to the above status, this paper puts forw ard some ef fect ive suggest ions to solve

these problems. In or der to r estore the w ild giant salamander resources gradually, it must st reng then the

pro tective management , pay gr eat at tent ion to protect ion of their habitat env ir onment and invest igate basic

biolo gical know ledge o f them, and increase the f ield releasing quant ity o f cultured Gaint salamander. A t the

same t ime, it should cont inuously develop the art ificial cult ivation o f Chinese g iant salamander as to in-

crease the amount of cultural giant salamander resources.

Key words: Chinese g iant salamander( Andr ias davidianus ) ; resource; Sangzhi County; inv est ig 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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