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贡嘎山是四川

省的最高山
,

也是

我国和世界上的高

山之一
。

它不仅以

巍峨挺拔
,

雄伟多

姿而闻名天下
,

而

且由于它所处特殊

的地理泣置
,

具有

丰富的动植物资源

吸引着多少中外地

学和生物学家
。

贡嘎山位于四

川省西部大雪山脉

的中段
。

东濒大渡

河
,

与 “
高呀高万

丈
” 的二郎山遥遥

相 望 西 至 玉 农

希
,

与子梅山接翼

联肩
。

其范围包括

康定县灼南部
,

护

定县的西部
,

石棉

县白勺北部和九龙县

的东南部
。

面积约

。平方公里
。

在贡嘎山上
,

有许多珍稀动

物
。

一
、

多样复杂的生态环境

贡戛山茁池贡 沟造上是个近似棱形的断

块山本
。

经过印支运动
、

燕 山运动和喜马拉

雅运动为多 次抬升以及经过第四纪冰川的雕

坦
,

才造忧成 今日贡嘎山之面貌
。

境内峰峦

接第 页 不就是叫涓涓吗 这个名字也

呜 三坡否决了
。

有人提出叫
“宝宝” 或 “贝

贝 ” ,

我说 去 年十一月送给西 德 的 熊 猫

就叫
“宝宝 ” ,

我之里还有 白约 不 少 照 片

呢 里至 于 “贝贝
,

早 在一九七 五年远渡重洋

到了墨西 哥
。

又有人提 出叫
“美美

” 或 “丽

丽
” ,

可这些名字早就取过
。

夏勒说
“

叫
‘

甜

甜 兄 很好
,

唐师付做的包子甜刮
” 。

他的话

迭障
,

山高谷深
,

是典型的高山峡谷区
。

据

统计
,

海拔 一 米的 山 头 个
,

米以上的山峰 个主
。

峰海拔 米
,

屹

立于群 山之上
。

由于山体高大
,

山体的上部

终年白雪澄瞪
,

现代冰川十分发育
,

成为我

国有名的现代山岳冰川之一
。

据统计
,

冰雪

覆盖面积达 平方公里
,

占山 体面 积 的

左右
。

气势磅礴的山谷冰川从主 峰 直

泻于苍莽的原始森林之中
,

绿海银川
,

景象

万丈
。

高大的山体
,

成一天然屏障
,

阻截 了来

自东
、

南两面的水 汽
,

降 水 量 东 坡 一

毫米
,

西坡 一 毫米
,

主要集中在

一 月
,

占全年总降水量的 左右
。

形

成干湿季十分鲜明的亚热带 山 地 气 候
。

然

而
,

随着海拔高度的变化
,

水热条件发生显

著的垂直差异
。

从河谷至 山顶
,

可以划分为

山地亚热带
,

山地暖温带
,

山地温带
,

亚高

山亚寒带
,

高山寒带
,

极高山冷极 个垂直

气候带
。

随着水热条件的垂直变异
,

与野生动物

息息相关的自然植被也发生相应 的 垂 直 变

化
。

从河谷至 山岭上部
,

大致可以划 个植

被带

常绿阔叶林带 只限于东坡
。

该带

位于海拔 米以下的地段
。

由于焚风的影

响
,

大渡河谷的底部气候千热
,

发育山地褐色

土
,

形成灌丛草地景观
。

自然植被中
,

灌木

有青香木
,

小马鞍羊蹄甲
,

铁扫帚等
,

草本

植物主要有草草
、

芸香 草
、

狗 尾 草
,

扭 黄

茅
、

白茅等
。

在沪定桥以上的河谷区
,

仙人

又引起 了大家哄堂大笑
。

他特别爱吃唐师付

做的搪包子
,

他想出这个古怪的中国名字也

是有道理的
。

提 出了几十个名字
,

最后大家

还是觉得
“
婷婷

” 和 “
宁宁

” 好一些
。

潘老

师解释说 婷婷是指外在美
,

宁宁是指心里

美
。

夏勒说 他喜欢心里美
,

大家也同意叫
“
宁宁

”
这个名字

。

成都地理研究所

郑远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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掌群落十分茂盛
。

在山坡的上部
,

有云南松

林
。

大渡河谷以西地区
,

包括磨 西 河 的 中

游
,

海螺沟的下游
,

田湾河的下游以及湾东

沟的下游等地
,

为常绿林分布的范围
。

保存

得比较好的是海螺沟和湾东沟
。

这一带内
,

气候比较湿润
,

发育山地黄壤
。

自然植被的

成分主要是樟科的竹叶楠
、

润楠
、

木姜子
、

杨叶木姜子和壳斗科的懈陈等
。

林间空地上

主要是大箭竹
、

斑竹
。

灌木层主要是蔷薇科

和杜鹃花科的植物
,

草 本以贯众和寻麻科的

水麻 为主
。

此外
,

还有藤本植物
,

附生植物

和寄生植物
,

使群 落外貌严似季 雨 林 的 景

象
。

。

常绿阔叶与落叶阔叶林带
,

也只限

于东坡
。

分布在海拔 一 。米
,

环境湿

润
,

发育山地黄棕壤
。

因离居民点较远
,

林

木保存得较常绿阔叶林为好
,

尤其在海螺
,

最为典型
。

常绿乔木树种以石色栋为主
,

落

叶树较多
,

有连香树
、

领春木
、

金钱械
、

糙皮

桦
、

大叶杨等
。

林下植物除了大箭竹外
,

还

有花揪
、

野漆
、

杜鹃花等
。

草本 植物以喜湿

耐阴的种属
,

如水麻
、

贯众等
。

在这一带的

林间空地
,

主产名贵药材天麻
。

山地针叶
、

阔叶混交林 该带亦限

于东坡
。

分布在海拔 一 米的高度
。

其下限为冬季积雪的下限
,

其上限为夏季云

雾线 的下限
。

环境潮湿
,

发育山地棕壤
。

针

叶树种以铁杉为主
,

此外还有云南铁籽
、

云

杉和麦吊杉
。

在 向阳坡有少数红 杉 渗 杂 其

中
。

阔 叶树中主要是糙皮桦和械科树种
。

在

林间采伐地中大箭竹 仍为主要成分
。

此外
,

灌木层还有花揪
、

杜鹃
、

茶蕉子以及忍冬等
。

草本较少
,

活地被十分发达
,

厚达 厘米左

右
,

主要是山羽鲜
、

金发鲜
。

另外
,

层外植

物长松罗也很发达
。

亚高山针叶林带 该带分布在海拔

一 。米的高度
。

在西坡
,

以该带为基

带
。

然而
,

东西坡各群落结构特 征 绝 然 不

同
,

主要是由于
,

气候条件不同所致
。

在东

坡
,

海拔 。。一  米的高度上
,

正是夏季

云雾线的分布高度
,

所以环境特殊潮湿
。

发

育灰漂土
。

自然植被以单一的冷 杉 组 成 纯

林
,

林下灌木种类甚少
,

只有在林间空地上

有美容杜鹃
。

草本层极小
。

活地被的苔鲜层

极为发达
,

由山羽醉
,

大金发鲜和锦丝鲜等

组成
,

厚度达 一 厘米
。

为典型的苔鲜一
冷杉林

。

在西坡
,

情况有所不同
。

如在子梅

村一带
,

针叶树的成分十分复杂
,

有川西云

杉
、

康定云杉
、

鳞皮云杉
、

川滇冷杉
、

鳞皮

冷杉等交织在一起
。

林内渗杂有糙皮桦
。

在

向阳坡
,

还有大果红杉和红杉以及川滇高山

栋
。

林下灌木层 比较复杂
,

主要是忍冬科
、

蔷薇科的植物
。

此外还有冷箭竹
。

草本植物

有报春花
、

早熟禾
、

胎生寥
、

萎陵菜
、

珠芽

寥等
。

活地被苔鲜层以金发 鲜 为 主
。

层 外

植物长松罗十分发达
。

随风 飘 拂
,

景 致 冶

人
。

高 山常绿硬阔叶林带 该带只限于

西坡
,

位于亚高山针叶林带 之 上
,

从 海 拔
。一 。。米

。

发育暗棕壤
。

乔木层组成单

一
,

由川滇高山栋构成纯林
。

然而
,

随海拔

高度的增加
,

树高和群落结构均发生变化
。

从海拔   一  米树木高大
,

可与云
、

冷

杉相媲美
。

林下灌木层和草本层大致与亚高

针叶林相同
,

只是冷箭竹已 迹 灭
。

在 海 拔

一 米
,

树木变得低矮
,

林下灌木和

草本甚少
,

活地被的苔鲜植物和层外植物长

松罗都已迹灭
。

林下地面只见枯叶
。

高山灌丛草旬带 该植被带在东坡

位于亚高山针叶林带之上
,

从海拔  。米至

米
,

在西坡位于高山常绿硬阔叶林带之

上
,

从海拔 米至 米
。

群落一般分两

层 灌木层和草本层
。

灌木主要 有 多 种 杜

鹃
、

高山绣线菊
、

金露梅
、

伏毛银露梅等

草本植物主要有早熟禾
,

萎陵菜
、

篙草
、

香

青
、

园穗萝
、

绿绒篙
、

银莲花
、

金莲花
、

兰

苞葱
、

报春花
、

独一味
、

景天等
。

并且随着

海拔高度的增加
,

草本植物相应增多
,

灌木



成分减少
。

在这一植被带的下部
,

主产名贵

药材虫草和贝母
。

高山石漠稀草带 在 海 拔 米

东坡 或 米 西坡 至雪 线 东 坡

米
,

西坡   米
。

这里是第四纪冰川

作用的冰斗和冰围谷地形
。

由于地势高光
,

风大严寒
,

到处都是大大小小的石块
,

一般

植物已不能适应这种恶劣的环境
,

只有水母

雪莲花
、

绵头雪莲花
、

懈叶雪莲花
、

绵参
、

扭线莲以及四裂红景天等组成了 特 殊 的 植

被
。

这些植物都具有茸毛
、

多刺
、

质厚和根

系 发达等特点
。

以上述看来
,

贡嘎山的植物资源是十分

丰富的
。

据初步调查
,

高等植物在 种以

上
,

约占全川的三分之一左右
。

森林面积有

 公顷
,

灌丛 草 句 草 地 的 面 积 达

石 公顷
,

分别 占山体总面积的
。

和
。

此外
,

贡嘎山还分布有近百 个 高 山 湖

拍
。

有的镶嵌在林海之中
,

有的嵌人冰川之

上
,

有的位于高山之颠
,

而大多数处在高山

灌丛草句带之内
。

二
、

动物资源的宝库

高大的山体
,

多样复杂的生态环境
,

丰

富的植物资源
,

为野生动物的栖息繁衍创造

了良好的条件
。

在中国动物区划上
,

贡嘎 山

属东洋界 中印亚界西南区的一部分
。

然而
,

由于地处青藏高原与四川盆地的 过渡 性地

带
,

动物的组成十分复杂
,

即有东洋界的成

分
,

又有古兆界的动物种
,

成为两大动物区

系的动物交汇地
。

自然景观是与动物的分布息息相关的
。

因此
,

由于贡嘎山自然景观具有明显的垂直

分带性
,

而且带谱多样
,

这对动物的分布有

极其深刻的影响
,

也同样地表现出垂直分带

现象
。

从总的情况看来
,

贡嘎 山以森林动物

和高山高原动物为其主要特征
。

据不完全统计
,

贡嘎 山的野生 动 物 在

种以上
。

其中兽类近 种
,

鸟类 多

种
,

还有较多的爬行动物和昆虫
。

此外
,

还

有多种鱼类
。

在各种野生动物中
。

属国家保

护的珍贵动物有 种
,

占四川省保护 动 物

种 的百分之五十
。

属于第一类保护动物有 种 扭角

羚
,

又 叫

野牛
、

绒 藏
、

勒依列 彝
。 。

野驴

刃、 ,

又叫赛驴
、

姜

藏
。

白 唇 鹿 , , 了 了

又叫黄鹿
、

哈 马 藏
。 。

野托牛〔 几 〕又叫

野厘牛
、

伸 藏
。

其中
,

扭角羚和野驴多

分布于高山灌丛草 甸带的下部和亚高山针叶

林的林间灌丛草 甸
。

白唇鹿和野耗牛主要活

动在高山灌丛草 甸带的中上部
,

而且只分布

在西坡 包括西北坡
。

属第二类保护 动 物 的 有 小熊猫

艺 、。  , 又叫小猫熊
、

九节狼
、

洛布九 彝
、

锐 藏
。 。

毛冠

鹿 刃 乃 丙 力 。

一  

又叫青鹿
、

研 藏
、

奇诺 彝
。

绿 尾 虹 堆

又 叫 贝 母 鸡
、

鹅

彝
。

白马鸡 乡  ! 户

〕又叫藏 马 鸡
,

雪 难
、

夏 哈

藏
,

红 腹角堆 〔 , 执

 ! 〕又 叫 灰斑 角 堆
、

岩 角 堆
、

尼

彝
,

则伯嘎嘎 藏
,

盘羊
“ ,

 ! 又 叫大 角 羊
、

大 头 弯 羊
、

年

藏 等
。

其中小熊猫和毛冠鹿分布在针阔

叶混交林以下的森林 内 绿尾虹难
、

白马鸡

和红腹角推则分布在针阔叶混交林以上的林

海之中 而盘羊则分布在高山灌丛草 甸带的

上部和高山石 漠稀草带内
。

属第三类保护动物有 称猴

, 又叫广西猴
、

恒河

猴
、

黄 猴
、

女 色 彝
、

扦 藏
。

短 尾 猴 才 艺
。

又

— 一



叫大 青 猴
、

女 诺 彝
。

水 獭 (L ut la

工: :: a L in n a e u s) 又 叫 水 猫 子
。

陕 姆

( 藏 )
。

4
.

白 臀 鹿 (C e:, u s m a e n
i l l i

L y d
e

k k
e r

) 又 叫 马 鹿
、

哈 夏
。

5

.

水 鹿

(C e:。
: : ,

s
c o

l
o :

K
e r r

) 又 Hq黑鹿
、

哈那

(藏)
、

彩 (彝)
。

6
.

云 豹 (N eofelis

公。
b 一I

o s a
G
r i f f i t h )

。
7

.

金 猫 (尸e lis

f
e二二 io ck i V ig o r s e f H

o r s f ie ld ) 又 叫 花

金猫
、

日片托 (彝)
、

锡别列 (藏)
。

8
。

林察 (M
oschus be:e:o, s无11 F le r o v ) 统称n绮

璋子
,

又叫勒 (彝)
、

拉瓦 (藏)
。

9

.

马

察 (M osc入u s s艺f
a : ic u s P rz e v a ls k i) 或 叫

备 樟
、

马 璋
。

1 0

.

盆 羚 ( C aPlfcTnis

su二a tra en si: M iln e一E d
uw ards),

又叫 苏

门羚
,

山驴子
、

岩驴
、

假 (藏)
、

嘿 (彝)
。

1 1

。

兔孙 (F eli: m a:;1 P allas) 又叫乌 伦

(藏)
。

1 2

.

拾拜J (F
elis 五刀, , x

L i n n a e u S
)

,

别名猪拜」娜
、

依 (藏 )
。

1 3

.

伶动!l 口f
,‘s ta l

a

。
i

, a
l i

:
L i n n e a u S

) 又 nL}银鼠
、

巨一鼠
、

侵伶

勃
。

1 4

.

石貂 (M a rtes fo in a E rx leb en )

又 叫 样 貂
、

岩 貂和阿岗 (藏 )
。

15

.

岩羊

(尸s eu d o i: : a夕a :‘r H
o g s o n ) 又叫石羊

、

青

羊
、

那 (藏)
、

欠 (彝 )
。

1 6

.
_

血堆 (Ifh a g in is

eru e n g eo ffro了1 J
. 、 e r r e a u x

) 又 nLI血鸡
、

池勒(藏)
、

咯(彝)
。

17

.

斑羚(, 群
,“。从夕

九
“

9 0 : a l H
a r

d w i
e
k
e
) 别名叫青 羊

。

其 中
,

分布于针阔叶混交林以下的有白臀鹿纷猴
、

水鹿
、

云豹
、

金猫
、

希融
。

分布在针阔叶混

交林至亚高山针 叶林的有短尾猴
、

猪捌
、

鼠

羚
、

林察
、

马赓
、

血推
、

水獭(林中湖泊 )
,

石

貂等
。

兔孙分布在 高山灌丛草句带的中下部

和亚高山针叶林带的林间空地灌丛草旬
。

岩

羊分布在高山灌丛草句带的 中上部不fI高山石

漠稀草带
。

斑羚分布在高山石漠稀草带中
。

除此之外
,

贡嘎山还有棕熊
、

黑熊
、

野

猪
、

狼豺等有害兽类
。

三
、

珍贵动物的保护问题

贡
L
嘎山有丰富的野生动物资源

,

凡是到

过贡嘎 山的人
,

都觉得 自己进人了天然的动

物园
。

在1979年 7 月15日至 30 日
,

我们在贡

嘎山西坡的贡嘎寺大本营
,

每天 都 能 看 到

鹿
,

野驴
、

扭角羚
、

野猪还 有 松 鼠
、

兔 外

等
。

在海拔4500米以上的高山灌丛草甸和高

山石漠稀草带中
,

有岩羊
、

盘羊在觅草和迁

途
。

在考察过程中
,

甚至在芒芒草甸上可以

拾到完整的鹿角
。

1 9 8 0 年 5一 6 月
,

在贡嘎
山东坡的考察过程中

,

常 见到大青猴在树上
飞跃

,

有时可以看到猴群在溪边嬉水
。

至于

各种鸟类之多
,

就更使人 目不暇接
,

然而
,

通过我们对贡嘎山的初步考察 (主要是地理

考察)
,

使我们感到
,

贡嘎山的动物资源虽

然十分丰富
,

如果不重视保护
,

有朝一 日
,

可能会兽走鸟飞
,

资源枯竭
。

在 目前看来
,

威协到野生动物生存繁衍的主要 有 两 个方

面
。

1

.

人为的大量捕杀
。

在各类动物中
,

遭到捕杀最多是林赓和马跷
。

据了解
,

在东

坡的沪定县新兴公社
,

每年收购 的 房 香 近

200 个
,

当然
,

被捕杀的就远远超过这个数

字
。

新兴只是贡嘎 山区的六个公 社 中 的 一

个
,

要是每个公社就每年都捕杀 10’0 个璋子

的话
,

那么
,

贡嘎 山区每年就有一千多个璋

子丧生
。

的确
,

贡嘎 山区的樟子是丰富的
。

如1980年 5 月12 日至 19 日我们进燕子沟考察

期间
,

随同我们进 沟的民工 (其中的两人 )
,

在15 日那天连捕了两只璋子
。

另外
,

在 9 月

中旬 日本的所谓
“

登 山队
”

进海螺沟
“登山”

的 数 天 中
,

磨 西公社共和四队的民工在休

息之 日
,

一天捕杀了两只璋子 (均为林赓 )
。

由此可见
,

贡嘎山的璋子是丰富的
。

上述事

实
,

只是顺便兼顾而已
。

据西坡子梅村的藏

族老乡反映
,

一到冬天
,

便有三五成群的狩

猎队沿田湾河塑源而上
,

一直捕到贡嘎寺
。

猎狗乱窜
,

枪声四起
,

使这个绝优之地不得

安宁
。

据了解
。

被捕得最多的是樟子
、

鹿
、

称猴和大青猴
。

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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跟踪法
:
分两种 ¹ 由 4 至 6 人组

成调查小组
,

在予先选定的调查区内
,

进行

路线调查
,

当发现动物的新鲜足迹时
,

应立

即分成两组
,

分别洽马鹿足迹为前后两个方

向跟涂足迹涟
,

并把足迹涟 j苗绘 在 草 图 上

(也可直接箱绘在航立照片上)
,

即完成 了

外业 调左工作
。

调 叠绪 衷合
,

再从各组取得

的足迹 涟草图中
,

找出两且开始调查记录足

迹链为位置
,

按一定的方向并接起来
,

即成

为一张完整的足迹链草图
。

º 在具 有代表性

的马鹿生境地区
,

利用洛线凋查或样地调查

中
,

偶然迁到动物为机会
,

记录下当时发现

马鹿实沐的地点
,

但不要惊 动 它
。

再 于 次

日
,

由 2 至 3 人组成调查小组
。

要早于前一

日发现马鹿实体的时间
,

赶到上 述 地 点 调

查
。

其提前的时间
,

应大致与予计调查一个

足迹链的时间相同 (例如前一 日10点钟发现

动物
,

而估计调查一个足迹 链 需 要 一个小

时
,

则在次 日 9 点左右 开 始 调 查)
。

调查

时
,

由前一日发现马鹿的地点
,

沿动 物行进

的方向跟踪足迹
,

并绘制足迹链草图
。

在调

查过程中
,

要随时依据足迹的新鲜度
,

判断

调查员与动物之间的距离
,

来决定加快或放

慢调查进度
,

以便做到在迁到马鹿刚踩过的

足迹的时 间 与 前 一 日 发 现 动 物 的 时 间

相 同
。

按 着 上 述 方 法
,

从 开 始 记 录 足

迹 链 到 调 查 结 束 的 时 间 正 是 24 小时
,

由 此
,

得 的 也是 一张 完 整 的 足 迹链草

图
。

( 2 ) 样地法
:
我们还可以结合样地的

调查
,

进 行足迹链的调查 (详细方法
,

见本

刊79年试刊)
,

但在调查时要求准确地绘制

足迹链的形状
。

为提高调 查精 度
,

在 调 查 区 域 内
,

应 根 据 具 体 情 况
,

调 查 3 至 5 个 足 迹

链
。

( 接第27 页 ) 坏
,

生 存 场 所 日趋缩小
。

主

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
其一是 森 林 火 灾

。

如

197 1年在贡
r
戛山西坡的子梅时附近

,

整整烧

了两天两夜
,

烧掉了子梅前山的东坡森林
,

面积有50 公顷
。

此外
,

在西坡被火烧毁的还

有子梅村下游的云冷 杉 林
,

面 积 约 10 0 公

项
; 贡嘎寺后山的川滇高山 栋 林

,

面 积 在

100 公 顷以上
。

在 贡嘎山东坡被烧毁的森林

有三处
:
一是磨西沟上游

l
箕坪子的冷杉林

,

面积超过 巧 。公顷 ; 二是新兴公社莫岗岭
,

挠毁 了数百公顷的桥冻林(197。年冬失火 );

三是海螺沟的中下游 (即磨西公 社 共 和 四

队) 为了开荒种地
,

百余公顷的常绿阔叶林

化为乌有
。

其二是人为的砍伐
,

尤其是东坡更为严

重
。

据消定县 新兴公社一位老人说
,

在四十

年前
,

燕子沟 口原是茂密的铁杉林 (在海拔

2100米 )
。

而今
,

森林下限已退 到 药 五 庙

《在海拔 2500米 )
。

又据石棉县草科公社(在 田

湾河中下游) 一中年人说
,

在解放初期
,

小

热水 (一个温泉名
,

海拔15。。米 ) 以上的河

谷
,

全是茂密的森林
,

香樟
,

楠 木 高 大 参

天
。

可是
,

现在只见低矮的灌木丛盐肤木之

类
。

在近几年来
,

无计划的乱砍乱伐更加严

重
。

如去年在新兴考察期间
,

在磨西沟上游

的新房子附近
,

就看到有一不知那里来的伐

木队在盗伐
,

另外
,

还有某些单位以发展山

区经济为名
,

砍伐 山林
,

与无木材指标的单

位 进 行 交 易
。

据 新 兴公 社的砍伐者说
,

他 们 已 到 海 拔 300 0 米 左 右 的 地 方上砍

伐 了
,

主 要 是 砍 伐 云 杉
、

麦 吊 杉
,

一

棵 高 达 20 余 米 的 大 树
,

只 取 中 段 最好

的 3一 5 米
,

一 年 内
,

不 知 毁 了 多少木

材
。

所以
,

为了保 护 珍 贵 稀 有 动 物
,

保

持 贡 嘎 山 完 整 的 自然生态系统
,

把贡嘎

山 划 为 自然 保 护 区 已 是 刻 不 容缓的事

了
。

一 34 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