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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黄海湿地恢复麋鹿野生种群的研究

丁玉华1，任义军1，朱梅2，徐惠强2

(1．江苏大丰麇鹿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江苏大丰224136)

(2．江苏省野生动物保护站，江苏南京210036)

[摘要] 从1986年开始，在南黄海湿地开展恢复麇鹿野生种群的研究．从每年的2月开始，麇鹿产仔期间按

照每旬记录产仔数，直至产仔结束；逐年统计半散养和野生麇鹿种群结构，通过种群动态监测并编制麇鹿生命

表；选择不同年龄阶段和不同性别的鹿进行称重，分析鹿个体的身体发育程度；观察麋鹿行为，并予以统计分

类．研究表明：麋鹿已有了良好的繁殖能力，生命周期、野生行为、生理发育、繁殖周期表达等都较引进时发生了

显著的变化，并已完全适应了南黄海湿地生态环境．说明野生麇鹿种群恢复取得了初步成效，但人类活动干扰

仍是影响麇鹿种群恢复的一个重要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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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y on Reestablishing Wild P龟re daVid’s Deer(E五哆p而H，．zls如l，云d缸咒比s)
PopIIlati蛐in Wetland of Southem Yenow Sea

Ding Yuhual，Ren Yijunl，Zhu Mei2，Xu Huiqian92

(1．JiaIlgsu Dafeng Milu National Nature Resenre，Dafe“g 224136，China)

(2．Jiangsu wildlife Conser、『ation Station，Nanjing 210036，China)

Abst瑚吣t：Dafeng Milu National Nature ReseⅣe of Jiangsu province has been studying how to reestablish

wild P爸re david’s deer population in the wetland of southem Yellow Sea since 1986．Fmm every Febmar—

y，the baby deer are counted and recorded every ten days until the end of the birth every year． By dynam—

ically monitoring and couming the population stmcture of the captive．bred and the wild P色re david’s

deer，we draw up the P色re david’s deer life foHn．According to dif亿rent ages and difkrent sexes，the in-

dividual P色re david’s deer is weighed to analyze various degrees of body growth．，111e P苦re david’s deer

behavior is observed and statistically distributed． The studies indicate that a good achievement of点Z哆P^u，。

w d鲫i出血n瑚’ repmduction has been made，and that a greater change has taken place than the introdu—

cing period in the P爸re david’s deer’s behavior，life span，the growth and reprDductive period and etc，

7Ihe P爸re david’s deer have completely adopted the ecosystem and envimnment of the wetland of the

Southem Yellow Sea in the nonh of Jiangsu province． However，human activity’s interference is an im-

portant factor of affecting the work of reestablishing the wild P爸re david’s deer population．

Key words：P色re david’s deer(尉叩危Hn龉d删i击口n抛)，the Southem Yellow Sea，wetland，wild p叩ula-

tion

O 引言

麋鹿是中国特有大型的鹿科动物．大约第四纪中更新世(Middle Pleistocene)到全新世(Holocene)，麋

鹿是一个繁茂的物种‘1|．由于社会因素和自然因素，麋鹿在商代(公元前1700。公元前1100)已经开始衰

落，至距今约100多年野生麋鹿灭绝Ⅲ．人工豢养在北京南海子皇家猎苑中的麋鹿，也因1894年洪灾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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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0年战乱而漂泊他乡，从此麇鹿在中国大陆灭绝．而存在于世界各地的现生麋鹿多数为人工豢养种群，

最著名的是英国的乌邦寺庄园．乌邦寺在19世纪末，收存了世界仅有的18头麋鹿，后来分散于全世界各

地口]．在20世纪80年代我国启动了重引进项目．1985年在北京南海子引进40头，属于园林式饲养，不能

达到成功地保护一个濒危物种的最终效果．为此，1986年再次从英国引入39头麇鹿，在南黄海湿地——

古野生麇鹿的原生地，着手开展恢复麋鹿野生种群的研究，实现建立自然生境中野生麇鹿种群的中国麇鹿

保护战略目pJ．现将研究结果报告如下．

1研究方法

恢复野生种群共分三个阶段：一是引种扩群(1986一1988年)，让引进的39头麋鹿能够适应当地的自

然气候，正常繁殖；二是半散养(1988～1998年)，将小范围圈养麋鹿释放到相对大的范围(4．2 km2)的湿

地上正常繁衍生息，但依然为栏网圈护；三是完全放养(1998～2006年)，分别于1998年、2002年、2003年

挑选32头麋鹿(6 10，早22)分三批放归大自然，逐步恢复野生麇鹿种群．

在完全野生放养麇鹿中选择具有代表性的麋鹿个体佩带颈圈，遥感跟踪监测麋鹿，观察麋鹿脱角生

茸、周期换毛、发情产仔等生理习性，了解麋鹿对原生地光周期适应情况，借助sJ一2手持多功能记录器进

行麇鹿野生行为观察记录．麋鹿产仔期间，从每年的2月开始，按照每旬记录产仔数，直至产仔结束．逐年

统计半散养和野生麋鹿种群结构，监测麋鹿种群动态变化，收集麇鹿出生和死亡数据，按孙儒泳主编的

《动物生态学原理》编制生命表的方法编制大丰麋鹿群的生命表．

2结果

2．1种群自然增长

半散养麇鹿已经顺利繁殖了第四代(F4)，麇鹿从1986年引进的39头增加到2004年的706头，其年

均出生率为21．7％，死亡率为4．O％，年均增率为17．5％．野生放养麋鹿基础群数量已达41头，年均出生

率为15．89％，死亡率为4．8％，年均增率为2．9％，且于2003年、2004年产子二代(F：)l头．
表l大丰鏖鹿种群消长情况表

出生数n。 出生率／％ 死亡数n2 死亡率／％ 存活数n3 增长率／％

17．9

27．3

29．6

22．7

24．9

30．2

30．3

26．O

25．7

18．O

19．8

18．9

22．9

15．0

13．2

18．2

15．70

13．73

5．1

4．5

7．4

4．5

1．3

3．1

4．1

1．9

3．7

7．7

2．3

1．7

7．6

1．72

1．5

4．7

5．12

4．78

2．2繁殖生理麋鹿繁殖生理与经度、光周期、食谱等外界因素有一定的关系

雄鹿亚成体(1—3岁)，体重可达130．1 kg，雌鹿亚成体(1—2)岁，体重平均100．4 kg，表现为性成熟．

大丰麋鹿群中，雌鹿体成熟早于雄鹿大约300多天，雌鹿成体(3岁)重为139 kg，雄麋鹿(4岁)体重达到

180 kg时，表现体成熟，才能参与每年的较高等级序位的争斗，并有可能获得交配的优先权．雌麋鹿达到性

成熟标准后即可参与交配，3岁开始产仔．大丰麋鹿群产仔时间比英国乌邦寺提前20—30 d，平均25 d．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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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生地生活繁衍的18年，累计繁殖仔鹿455头，产仔成活率94．2％．产仔季节相1988年度比较紊乱(图

1)，从2月中旬开始，经3月、4月、5月，到6月下旬结束．1989～1994年度与1988年相比较，麋鹿产仔时

间相对稳定，主要集中于3月和4月，其它零星分布于5月和6月．而1995～2004年度，从3月上旬开始

产仔(4．9％)，3月上旬达高峰期(33．6％)，然后慢慢地下降至5月中旬(5．1％)，呈正态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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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1995。2004年度产仔季节相

2．3生命表

根据编制大丰麋鹿种群动态生命表(表2)，推出大丰麇鹿实际平均期望寿命仅有15．5年．
表2大丰麋鹿的生命表

x：年龄；％：各年龄开始时存活数；奴：死亡数；Q_x：死亡率；，x：各年龄开始时存活分数Dx：死亡数；k：存活分数；取：存活总个体年

值；Ex：平均期望寿命．

2．4麋鹿行为表达

在南黄海湿地麋鹿能够辨别可食植物、寻找水源、隐蔽栖息等，其行为表达非常丰富，根据不同分类方

法，可分为摄食行为，排遗行为，调温行为，发情行为，交配行为，分娩行为，育幼行为，聚群行为，冲突行

为，通讯行为，休息行为，运动行为，杂类行为等13大类HJ，148种．

2．5脱角生茸期

大丰麋鹿群脱角生茸期要比重引进初期提前30 d．在雄性麋鹿出生后的300一390 d，由角基萌发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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芽．尔后茸芽迅速生长，形成初角茸．每年茸质角生长75—90 d后，开始骨化变硬，继而茸皮变脆而脱落，

形成骨质角．12月到翌年的1月为麋鹿脱角期，1～3月为生茸期．[21较乌邦寺麋鹿脱角期提前20一30 d．

2．6换毛期

麇鹿每年季节性换毛2次．春季在3～4月份换去灰褐色的冬毛，秋季在8～9月份换去红棕色的夏

毛．如果晚春气温提前升高，晚秋气温提前下降，换毛期就提前，反之则推迟．

3讨论

(1)麋鹿是一种具有很强生命力的物种，虽然已经在原生地消失了上百年，但是仍对原生地具有很强

的适应能力．首先从麋鹿种群发展状况来看：1986年麋鹿从英国回归原生地，进行迁地保护开始，麋鹿种

群逐步走上健康有序的发展之路，目前统计的麋鹿的各项繁殖指标都是非常的理想，大丰麋鹿群已经成为

世界上第一大麋鹿种群心]．其次麋鹿回到南黄海湿地，经过十多年的生理调整，适应低纬度的光周期．刚

引进时由于长途运输和新环境的影响，1988年在产仔季节相，产仔过程竟然出现了2个高峰期，产仔基本

平均分布于长达5个月之久，这在年产一仔的哺乳动物中是少见的．然而随着时间推移经过1989～1994

年的调整期，麇鹿繁殖节律已调整到位并取得了良好的繁殖成绩，说明麋鹿这一物种适应原生地光周期的

遗传基础仍然存在[5]．麋鹿自1995年开始，近10多年麋鹿的产仔季节相非常有规律，接近理想的正态分

布(图3)．麇鹿的周期性脱角生茸和春秋2次换毛的时间也较英国有所不同，更加补充说明了麋鹿已经彻

底适应低纬度的生态环境．还有野生麇鹿种群恢复过程，也发现麋鹿发生了生命周期和行为上的变化．麋

鹿期望寿命的测定仅有15．5年，远远少于1986年报导∞J，麋鹿可以活到25年，这可能是麇鹿个体与当地

的生态环境有一定的关系．而麇鹿的行为表达就更加充分，13大类，148种与1983年美国有关报道一。的在

人工豢养状态下麋鹿行为83种，又增加了65种．

(2)南黄海湿地建立麋鹿自然保护区宗旨就是恢复麋鹿的野生种群．首先通过迁入地人工繁育，使其

达到一定的种群数量，然后大范围软释放，最后完全放归大自然．麋鹿的野放是一项涉及多种因素的巨大

工程，必须配合进行自然保护教育[8]．就现状而言，引人大丰的麇鹿已经顺利繁殖了第四代，在大丰保护

区的大围栏，处于半野化状态，已经完全习服了南黄海湿地的自然生态环境，为成功放归大自然创造了条

件隅]．1998年，2002年，2003年保护区先后在南黄海广袤的滩涂放养了三批麇鹿共计31头．至今野生基

础种群达到了41头，野生麇鹿的子二代(F：)出现，表明研究工作取得了初步成效．但是野放麋鹿繁殖率

低于整个大丰半散养麇鹿群的，死亡率也高于整个大丰半散养麇鹿群．相应增长率也低．其根本原因是麋

鹿野放范围内人类活动频繁如修路、开荒、围垦和造厂，干扰了鹿群的正常繁衍栖息．现生麋鹿在人类干扰

下，仍是一个脆弱的物种．因此在南黄海湿地进行恢复麋鹿野生种群工作不但对麋鹿的保护和将来持续利

用有重大意义，而且也是向全世界公众表达人与大自然的协调发展的可能性和必要性的一个重要范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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