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湖南、江西两省中华穿山甲野外调查报告

前 言：

过去，中华穿山甲是我国南方十分常见的物种。由于栖息地破坏、

历史上盗猎现象严重等因素，我国中华穿山甲数量出现明显下降。目

前野外已很难再看到穿山甲实体，保护形势非常严峻。本调查报告重

点呈现在湖南浏阳和江西修水两个地方的野外调查情况。

一、地理经济概况

浏阳是湖南省县级市，由长沙市代管，因县城位于浏水之北（阳面）而得名。

浏阳地处湘赣边界，湖南东部偏北，总面积 5007.75 平方千米，总人口 149.1

万。

浏阳境内地处幕阜一一罗霄山脉北段，属幕阜连云山丘区。地势东北高，西

南低，山体脉络清楚，谷岭平行相间，构成北东南西走向的雁行式背斜山地理地

貌景观。境内发育有浏阳河、捞刀河、南川河三条水系。汇纳 1300 多条支流，

总长约 2200 余公里，分别汇入湘江。地貌类型中:山地占 52.85%，丘陵占 25.

08%，岗地占 7.87%，平原占 12.56%，水面占 1.64%。

修水县位于湘、鄂、赣三省九县交界处，距离南昌、长沙、武汉、九江、岳

阳等大中城市均在 200 公里左右。全县辖 19 镇 17 乡，人口 87 万，面积 4504

平方公里，是江西省面积最大和九江市人口最多的县。

修水是个比较典型的山区县，以山为主，境内四周群山环绕，北有幕阜山，

南有九岭山，均为东北——西南走向，从四周向中心依次是中山、低山、丘陵

和河谷地形。中、低山占总面积的 65%，高丘占总面积的 20.5%，低丘占总面

积的 13.5%，河谷阶地仅占总面积的 1%。修水县属亚热带湿润季风气候区，光、

热、水资源较为丰富，霜期比较短，农业生产条件较为优越。修河是境内主要水

系，修河及其 11 条支流，流贯全境。

二、调查面积

修水县调查区域主要位于修水县黄沙镇下高丽村，该村地处修水县东南部，

黄沙镇西南部，距县城 18 公里，又与本县何市镇上田铺村毗邻，属黄沙偏远山



村，全村面积 11.3 平方公里，其中耕地 1980 亩。山林面积 12800 亩，全村总

户数 223 户，人口 857 人，辖 14 个村民小组。

浏阳市调查区域较为广阔，在洞阳镇、道吾山区、吉祥谷等多地均有开展调

查工作。

三、调查情况

长沙市野生动植物保护协会于 2017 年 10 月开始着手在修水境内开展中华

穿山甲的调查监测工作。走访了多个村镇但一直没有监测到活体。直到 2019 年

的 12 月份，终于在修水县黄沙镇的下高丽村，成功监测到了一头重约 5 公斤的

中华穿山甲成体。由于资源限制以及对该地了解程度欠缺，首次前往该区域时仅

在 4 个潜在中华穿山甲洞穴旁放置了红外相机，红外相机安装位置都在距离地面

0.5~1.5 米的地方，考虑到地面坡度、树木高度和 15°~30° 之间的倾角，以实

现摄像机覆盖范围的最大直径和范围。

此后 2020 年 9 月回收了一批红外相机。又拍到两头中华穿山甲的影像，此

外还拍摄到斑林狸、猪獾、鼬獾、白鹇、野猪、黄麂、红嘴蓝鹊、鼠类等其它物

种。此批红外相机放置的时间从 2020 年 4 月-9 月，共计 5 个月时间。接下来，

在此地又开展了多次走访调查，欣喜地发现该区域内由亚热带常绿长荣的宽叶林

和高度多样化的动植物组成，在 4 平方公里的山林内又陆续发现了近 60 个中华

穿山甲洞穴，这些洞穴包括穿山甲的觅食洞和居住洞。为了更精准地摸清该地穿

山甲的种群数量和分布情况，长沙野保协会和江西省穿山甲组调查成员一起，分

三次在这片区域又安装了近 50 台红外相机。监测工作还在持续进行中。

2020 年 6 月-8 月，协会在浏阳洞阳镇、道吾山、吉祥谷等地均放置了多批

红外相机，这些地区都是接到当地村民反馈曾有穿山甲存在，2020 年 11 月-12

月，这些相机都被收回，这些地区与修水的气候类似，植被种类也十分接近，拍

摄到的物种有豹猫、鼬獾、白鹇、野猪、黄麂、鼠类等等，虽然没有发现穿山甲，

但是大部分物种都是相同的，监测工作还将继续进行。

四、保护建议

通过红外相机获得的中华穿山甲影像资料分析和对栖息地的调查发现，修水



县的林区保持着相当完整的生态多样性和完整性，存在健康的中华穿山甲种群，

且数量在中国并不多见。因此特提出以下建议：

1、对该区域的中华穿山甲开展专项细致调查。加强对此区域的保护，迅速

组织资源与力量，开展更完整的调查，对此区域的中华穿山甲数量及栖息地情况

作一次更详细的调查，给出更完整的资源量、栖息地面积及分布图等资料。

2、开展中华穿山甲栖息地野外生物学研究。加大科技投入，依靠科技保护

中华穿山甲资源，对中华穿山甲一年四季及昼夜活动规律、活动习性、食性、繁

殖习性、种群结构组成以及对栖息地的要求等生物学知识进行重点研究。填补中

国历史以来对中华穿山甲研究的空白。

3、加强栖息地保护，在此地建立中华穿山甲社区保护地。实施就地保护，

充分发挥民间专业野生动植物保护组织的优势和力量，在当地建立守护站。开展

守护行动。通过在社区开展宣传教育，提高当地民众和外界民众对保护中华穿山

甲的认知，引导在地居民的参与，加强监管，开展反盗猎行动，形成当地政府、

社区与社会组织三方共管的模式，合力保护此区域的中华穿山甲及其它野生动植

物。

通过浏阳地区红外相机获得的物种影像资料分析和对栖息地的调查发现，浏

阳市的林区有一定的生态多样性和完整性，虽未发现中华穿山甲，但是物种和环

境和与修水县高度相似，且当地村民也反馈该区域曾存在中华穿山甲。因此特提

出以下建议：

1、对该区域的物种开展细致调查。加强对这些区域的保护，组织资源与力

量，开展更完整的调查，对此区域的物种种类与数量及栖息地情况作更详细的调

查，给出更完整的资源量、栖息地面积及分布图等资料。

2、进一步加强湖南省内调查工作。扩大调查范围，湖南与江西环境相似，

多处地区的村民都有反馈称当地曾有穿山甲存在，除了浏阳地区外，其它地区都

可以进一步加强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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