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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全世界现生存鹤科鸟类15种，黑颈鹤是其中科学发现最晚（1876）的一种。
黑颈鹤是青藏高原特有物种之一，也是15种鹤中唯一完全生活在高原上的鹤类。
黑颈鹤在被科学发现、定名后的百余年中，由于其分布地高寒偏僻，以及区域社会各方面在相当时期
与外界相对闭塞等特殊的历史原因，致使在科学上对它进一步的研究一直十分有限，它也因此成为国
际上最受关注的濒危物种之一。
    我们从20世纪80年代初就开始进行黑颈鹤的研究及保护工作，历时多年，野外工作范围涉及去、贵
、川、甘、青、藏等黑颈鹤的主要分布省、自治区。
本书即是我们在总结多年的黑颈鹤野外研究成果和参与推进黑颈鹤自然保护等工作的基础上，进一步
参阅、整理了国内外有关黑颈鹤研究的成果和最新资料精心编著而成。

Page 2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黑颈鹤研究>>

作者简介

李筑眉，1954年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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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三、黑颈鹤与青藏高原的关系　　黑颈鹤繁殖于青藏高原，其中部分种群迁徙到云贵高原越冬。
根据动物地理学原理，迁徙鸟类的分布型及其区系从属关系，主要是依据该物种繁殖分布区所处的动
物地理区而定的。
青藏高原以其特殊的自然环境条件构成地球上一个独特的自然地理单元，在我国自然地理分区中被单
独列为“青藏高寒区”，并因此对动植物的地理分布产生巨大而深刻的影响。
在我国动物地理区划中，主要或只分布于青藏高原的种类被划为“高地型”分布类型，黑颈鹤即是青
藏高原特有的“高地型”物种（张荣祖，1999)，因而电有“高原鹤”之称。
　　由于地理分布上的独特性，黑颈鹤与青藏高原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青藏高原是世界上最大的高原，平均海拔高达4500m以上，在气候上自成系统，但由于青藏高原
的上升历史较晚，自然条件形成的历史较短，因此动物特有种较少（张荣祖，1999）。
特有种是指分布上只限于某一地区而不见于其他地区的物种，通常均视为近期起源于当地的土著种（
张荣祖，1999）。
物种的起源进化一般都与自然环境条件及其变化有关。
因此有研究者认为，黑颈鹤的起源，或者说是物种形成，是由于青藏高原隆起造成环境改变的结果（
钱燕文，1992；Bai Xiujuan et al.，2002），黑颈鹤迁徙机制的形成则是在青藏高原隆起和第三纪冰川期
的共同作用下逐步建立起来的(Bai Xiujuan et al.，2003)。
　　黑颈鹤除部分种群会到云贵高原越冬外，大部分终年都生活在青藏高原。
青藏高原是我国藏族人民聚居的地方，由此黑颈鹤又被称为“藏鹤”。
　　藏族群众世世代代与黑颈鹤生活在一起，在外界和科学尚未认识黑颈鹤以前，藏族群众和生活在
青藏高原上的其他各族人民就已经对黑颈鹤十分熟悉了，黑颈鹤在他们的历史文化、古代传说、地域
风俗习惯，甚至宗教信仰中都有许多表现。
例如：黑颈鹤在藏族地区普遍被视为吉祥的象征，被称为“神鸟”而备受保护；在西藏著名的唐卡画
和藏柜上描绘的“长寿图”中，黑颈鹤常是画面中的吉祥动物；甚至在关于格萨尔王的传说中也有提
到黑颈鹤的故事。
　　第四节 研究史略　　在全世界现存的15种鹤类中，黑颈鹤是其中科学发现最晚的一种。
1876年，俄国博物学家普热瓦尔斯基(H.M.np，KeBajlbCKPHH)根据他在我国青藏高原的青海湖采到的
标本，首先描述和命名发表了黑颈鹤，确立了黑颈鹤的科学记载。
　　黑颈鹤生活在青藏高原和云贵高原的高海拔地区，栖息地大多自然条件严酷、地域偏僻、交通不
便，更由于区域社会在历史上政治、经济比较落后，较长时期内处于相对封闭状态，因此黑颈鹤在被
发现后的百余年中，很少被人进行研究，以致外界对它的科学了解一直非常有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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