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自然概况
思蒙湿地公园及周边地区植物种类繁多，湿地植物丰富。植

被以马尾松林为主；丹霞地貌区主要为岩栎、老虎刺等构成的稀
疏灌丛；溆水两侧分布有大面积的甜橙人工林。湿地植被主要以
禾本科、蓼科、莎草科、菊科等科的湿生植物构成的季节性湿地
植被类型为主。该地的森林植被分为 3 个植被型组，14 个群系；
湿地植被划分为 3 个植被型组，40 个群系。

二、调查方法
（一）历史资料收集
查阅有关历史文献资料，了解前人做的工作，并作为参考依

据。
（二）访问调查
访问当地的渔民、猎户，了解主要或常见资源动物的生存和

变动情况，查阅水产渔政、林业等相关部门的资料记载，并向餐
馆、农贸市场经营户查询干、鲜产品的种类、经营量状况，作为
资源调查的参照信息。

（三）调查时间
2019 年 4 月及 2019 年 12 月，两次对湿地公园的野生动物资

源进行了监测，每次监测时间为 3 ～ 4 天。
（四）鱼类调查方法
调查方法主要采用文献法，以及从思蒙镇、县城农贸集市和

渔民那里查看、收集湿地公园内的鱼类标本。对所见到各种鱼类
进行拍照，向渔民或卖鱼摊主询问鱼的来源及捕获量等情况。同
时购买所需的鱼类标本，用 8%的福尔马林溶液固定，对于较大
个体的鱼，同时由胸鳍腋部和背部向体内注射 5%的福尔马林溶
液。对现场可鉴定到种的标本及时鉴定并做好记录，疑难种类带
回实验室进行形态测量，依据分类检索表、鱼类图鉴等工具书进
行分类鉴定。

（五）两栖爬行类调查方法
首先广泛查阅相关文献，对调查区域的地形、地貌、植被状

况等自然条件进行大致了解，在兼顾不同海拔、不同植物类型、
不同生境类型的情况下，根据两栖爬行动物生活习性、分布的特
点以及被调查地点的环境特征，主要采用样带法进行调查，并辅
以样方法、样线法、访问法和专项调查法。为了保护野生动物资
源，一般情况下不采集或有选择性捕获少量标本。对当场能够识
别的动物，除记录外，使用数码相机对物种实体及其生境进行拍
照。不能识别的动物捕捉少量样本对照图鉴进行分类、鉴定。此
外，走访当地居民，调查农贸市场和餐馆，对野生动物个体进行
鉴定并拍照，详细记录并实地调查予以确认。

两爬类物种的野外监测重点集中于河流和小溪沿岸的潮湿环
境和水体。白天主要进行地形观察和调查样带的确定，在天气良
好的晚上借助于人工光源沿河、溪沿岸行走，对其附近区域水体
及露出水面的岩石认真察看，记录所见两爬动物种类、数量、生
境和海拔高度等信息，辅以鸣叫声辨认。

（六）鸟类调查
主要采用样带法调查，共确定了 6 条长度不等的调查样

线（3 ～ 6km），辅以访问法。样带法调查时 3 ～ 4 人一组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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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设的样线匀速前进，速度 1.5 ～ 2km/h。使用双目望远镜
（MONARCH512×42）对鸟类进行观察，结合鸟类鸣声、飞行姿
态、羽毛等综合特征进行鸟种确认。观察时记录样带两边鸟类的
种类、数量、距样带中心线的垂直距离并利用手机GPS工具箱定
位仪记录行进的速度和样带长度、记录发现鸟类物种时和样带起
点和终点的经纬度及海拔高度，同时用专业数码相机（尼康D810
和D800 机身，200 ～ 500mm及 400mm尼康长焦镜头）对物种及
其生境拍照，供内业整理时参考。

（七）兽类调查方法
兽类调查主要采用样带法，辅以访问法。在湿地公园不同的

海拔、生境环境选取了 6 条长度不等的调查样带（3 ～ 5km，同
鸟类调查样带），统计样带两侧兽类的足迹、粪便、叫声、活动
迹象及活体的活动情况等。以捕虫网在山洞采集翼手类。查看当
地群众收集的标本，走访当地老猎人、群众。

三、调查结果
根据 2019 年 4 月、11 月对思蒙国家湿地公园的实地调查数

据，共统计到该湿地公园脊椎动物 208 种，隶属 27 目 79 科（见
表 1）。

表 1  思蒙湿地公园脊椎动物种类组成

类群 目数（占总数%） 科数（占总数%） 种数（占总数%）
鱼纲 4（14.81） 10（12.66） 44（21.15）

两栖纲 1（3.70） 6（7.59） 16（7.7）
爬行纲 3（11.11） 8（10.13） 22（10.58）
鸟纲 15（55.57） 44（55.7） 107（51.44）

哺乳纲 4（14.81） 11（13.92） 19（9.13）
合计 27（100） 79（100） 208（100）

国家林业局 2000 年规定的有益的或者有重要经济、科学研
究价值的“三有”国家保护物种名录里，本区共 135 种被列入。
其中两栖动物有 14 种，爬行动物 22 种，鸟类 89 种，哺乳动物有
10 种。

（一）鱼类物种组成
对 2019 年监测数据进行统计分析，并参考湿地邻近地区的

相关文献资料得知：思蒙国家湿地公园鱼类资源丰富，共记录
了鱼类 4 目、10 科、44 种。其中，鲤形目种类数最多，有 3 科
31 种，其种数占总种数的 70.45% ；鲇形目 3 科 7 种，其种数占
15.91% ；鲈形目 2 科 4 种，其种数占 9.09% ；合鳃鱼目 2 科 2
种，其种数只占 4.55%。湿地公园有 11 种鱼类属于中国特有种。

（二）两栖纲物种组成
统计分析 1 年来的野外监测数据，思蒙湿地公园有两栖动物

16 种，隶属 1 目 6 科，占湖南省已知 68 种两栖动物的 23.53%，
占全国已知 410 种两栖动物的 3.90%。湿地公园两栖动物均属无
尾目，其中角蟾科 1 种，占总种数的 6.25% ；蟾蜍科 2 种，占总
数的 12.50% ；蛙科 5 种，占总数的 31.25% ；叉舌蛙科 3 种，占
总数的 18.75% ；树蛙科 2 种，占总数的 12.50% ；姬蛙科 3 种，
占总数的 18.75%。

1．生态类群。思蒙国家湿地公园两栖动物的生态类型以
陆栖－静水型居多，有 10 种，占物种总数的 62.50% ；静水



型 3 种，占物种总数的 18.75% ；树栖型为 2 种，占物种总数的
12.50% ；流水型 1 种，占物种总数的 6.25%。湿地公园因植物多
样性丰富、山地高耸、溪流众多等自然环境，使得适合该生境的
陆栖静水型两栖动物占主体。

2．珍稀濒危物种。思蒙国家湿地公园的两栖类珍稀度及保
护价值较高，其中有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 1 种；国际贸易公约
保护物种 1 种；国家保护的有益的或者有重要经济、科学研究价
值的物种 14 种；湖南省地方重点保护野生动物 12 种；珍稀濒危
物种 4 种；中国特有种 5 种。

（三）爬行纲物种组成
调查监测表明：思蒙国家湿地公园现记录爬行动物 22 种，

隶属 3 目 8 科，占湖南省已知 99 种爬行动物的 22.22%，占全国
已知 462 种爬行动物的 4.55%。

珍稀度分析。思蒙国家湿地公园的爬行类珍稀度及保护价值
较高，其中国际贸易公约保护物种 1 种；国家保护的有益的或者
有重要经济、科学研究价值的物种 22 种；湖南省地方重点保护野
生动物 22 种；珍稀濒危物种 12 种；中国特有种 3 种。

（四）鸟纲物种组成
调查表明，思蒙国家湿地公园鸟类资源丰富，类群多样。公

园共统计了鸟类 107 种，录属 15 目、44 科。该湿地公园鸟类的
种数、目数和科数分别为湖南省的 28.5%、84.4%、61.9%。为中
国已知数的 9.3%、66.8%和 42.8%。

（五）哺乳纲物种组成
监测结果表明，思蒙国家湿地公园现已记录哺乳动物 19

种，隶属 4 目、11 科。该湿地公园的哺乳动物物种数、目数和科
数，分别占湖南省已发现哺乳动物的 17%、50%、37.04% ；占全
国哺乳动物的 2.52%、28.57%、33.33%。

四、保护建议
思蒙国家湿地公园自然条件优越，野生动物资源较丰富。由

于动物的种类、数量都直接影响到自然生态系统的平衡，而在自
然环境中，动物、植物和微生物相互影响，因此，保护措施与保
护对策是否得当，直接影响到自然生态系统的稳定。

（一）完善湿地公园管理体制，加大管理与保护力度
近几十年以来，由于人类活动的干扰和基础设施建设等，生

态系统破碎化加剧，野生动物资源急剧减少。特别是 20 世纪七八
十年代，许多大型兽类在省内大部分地区消失。因此，要以各种
宣传形式提高群众保护环境的意识，加强法制管理，开展野生动
植物执法检查专项活动。建立野生动植物保护宣传教育中心，丰
富人民群众的野生动物知识，并开展野生动植物执法检查专项活
动。对破坏野生动物资源和野生动物生境的人和行为要采取措施
依法惩处，切实保护好湿地公园的资源。同时利用媒体宣传该湿
地公园，以提高对保护区主要生物多样性的保护意识，主要包括
关键物种的生物多样性价值与功能，资源利用的重要性等。并加
强管理人员的执法检查，对破坏野生动物资源和野生动物生境的
人和行为进行严重处理。加大打击力度，杜绝滥捉、经营和食用
野生动物。在监管群众的同时，要重视自身人才的培养和使用，
特别是要积极从自身实际出发，创造条件，大力发展各种形式的
专业教育、岗位培训，积极为保护事业培训各层次的人才，充分
发挥各自的特长，使保护管理工作顺利地开展。

（二）加强生境保护，实施生境修复
生境的破坏和破碎化是生物多样性丧失的主要原因之一。

一些村民和外来人员受经济利益驱使，经常潜入湿地公园，偷、
盗猎野生动植物资源，严重地破坏了湿地的动物资源及其生境。
因此要保护野生动物首先要保护好野生动物赖以生存的环境。由
于该湿地公园动植物资源较丰富，环境优美，周边群众和外流人
员入区活动也随之增加，对公园内的动植物资源和景观资源威胁
极大。因此，必须定期实施生境监测，减少栖息地岛屿化和片段
化，使珍稀濒危物种受危险状况得到有效改观，资源物种得到休
养生息。

水生植被对鱼类、两栖爬行类及鸟类的觅食、繁殖和逃避
敌害都具有重要的生态学意义，因此，加强对水生植被生境的
保护，提高动物栖息生境异质性有利于湿地动物资源多样性的保

护。在工程建设中，尽量综合考量野生动物栖息、生存的需求：
思蒙库区湖岸景观和河道修复时，应该栽种不同种类的草本、灌
木及乔木植物，避免单一的人工林，最大限度满足鸟类和其他野
生动物栖息、营巢、寻觅食物的需要；河岸保留并增种水生挺水
植物，满足水鸟的长期稳定的隐蔽环境。冬季食物匮乏的时期适
量设投喂食物场招引越冬鸟类滞留。

（三）合理利用自然资源，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
应充分利用本地的优势，积极帮助社区群众发展经济。坚持

自然保护和生态旅游开发双赢方针，通过组织、资助群众发展多
种经营生产，发展种植业、养殖业、旅游纪念品加工等项目，提
高群众的生活水平，但不能破坏当地自然景观和自然资源，从根
本上改变当地群众长期以来靠山吃山，靠破坏资源以换取生产、
生活资料的传统生产模式及生活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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