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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绿孔雀曾分布于中国南方多个省份,由于人类活动等因素的影响,绿孔雀分布区不断退缩,野
生种群数量持续下降。 目前绿孔雀在中国仅见于云南省,呈斑块化分布,数量约 500 只,已变得罕

见。 根据相关资料,从绿孔雀生物学特性、野生种群数量、分布区现状、种群结构和种群隔离几方面

分析中国绿孔雀面临的灭绝风险,在就地保护的前提下,重点探讨易地保护策略。 提出人工繁育,
建立纯绿孔雀人工种群用于开展野外放归,逐步扩大绿孔雀分布区,增加野生种群数量,降低灭绝

风险等保护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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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Green
 

peafowl
 

(Pavo
 

muticus)
 

was
 

once
 

distributed
 

in
 

many
 

provinces
 

of
 

southern
 

China.
 

Due
 

to
 

the
 

influence
 

of
 

human
 

activities,
 

the
 

distribution
 

range
 

of
 

green
 

peafowl
 

continued
 

to
 

shrink,
 

and
 

the
 

number
 

of
 

wild
 

populations
 

continued
 

to
 

decline.
 

At
 

present,
 

green
 

peafowl
 

was
 

only
 

found
 

in
 

Yunnan
 

Province
 

in
 

China
 

and
 

were
 

distributed
 

in
 

patches.
 

And
 

the
 

number
 

of
 

population
 

was
 

about
 

500,
 

which
 

had
 

become
 

very
 

rare.
 

According
 

to
 

relevant
 

data,
 

the
 

current
 

status
 

and
 

extinction
 

risk
 

of
 

green
 

peafowl
 

were
 

analyzed
 

in
 

China
 

from
 

biological
 

characteristics,
 

wild
 

population
 

quantity,
 

distribution
 

status,
 

pop-
ulation

 

structure
 

and
 

population
 

isolation,
 

and
 

the
 

strategy
 

of
 

ex
 

situ
 

conservation
 

was
 

discussed
 

under
 

the
 

premise
 

of
 

in-situ
 

conservation.
 

Through
 

artificial
 

breeding,
 

the
 

establishment
 

of
 

pure
 

green
 

peafowl
 

cap-
tive

 

population
 

for
 

reintroduction
 

was
 

an
 

important
 

measure
 

to
 

gradually
 

expand
 

the
 

distribution
 

area
 

of
 

green
 

peafowl,
 

increase
 

the
 

number
 

of
 

wild
 

population
 

and
 

reduce
 

the
 

risk
 

of
 

extin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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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 50 ~ 100 年前,绿孔雀(Pavo
 

muticus)还广泛

分布于南亚、东南亚和东亚的适宜栖息地,在中国也

曾常见于湖南、湖北、四川、广东、广西、西藏及云南

等省份。 一个世纪以来,由于人口的急剧增长,人类

活动影响加剧,绿孔雀野生种群数量急剧下降。 目

前,绿孔雀在马来半岛已灭绝;在印度东北部和孟加

拉国也可能灭绝;在中南半岛和印尼爪哇尚有分布,
但分布区急剧退缩为零星的斑块,在多数曾经的分

布区域已灭绝。 绿孔雀在中国的分布区同样急剧退

缩,现仅分布于云南省[1-5] 。 本文收集相关资料,分
析绿孔雀在中国的现状及其面临的灭绝风险,提出

保护策略。

1 概　 述
 

1. 1 分类

绿孔雀隶属雉科( Phasianidae)孔雀属(Pavo),
在全球记录有 3 个亚种:P. m. muticus 现仅分布于印

尼的爪哇,在马来半岛已灭绝;P. m. spicifer 分布于

印度东北部、孟加拉国和缅甸西北部,现可能已灭

绝;P. m. imperator 分布于中国和中南半岛,但分布

区已急剧退缩,目前仅在缅甸东南部、泰国西北部、
老挝西北部和南部、越南中部、柬埔寨大部及中国云

南尚有分布[6-8] 。
另有观点[9] 认为,分布于中国云南的 imperator

亚种和分布于中南半岛其他国家的 imperator 有所

不同,可能是新的亚种,相关研究需进一步开展。
1. 2 生物学特性

绿孔雀体型大,是中国最大的雉类;羽色鲜艳显

眼,鸣声洪亮;翅膀短圆,不善飞行;主要生活于热

带、亚热带河谷的常绿阔叶林、混交林和稀树草

地[2] 。 性成熟晚,产卵量少[10] 。 偏好选择接近永久

性水源地和无人为干扰的生境[11] 。 在海拔变化显

著的环境,高度聚集于隐蔽条件好且食物和水源丰

富区域[12] 。 栖息环境既要满足温度条件,又需比较

充足的食物和隐蔽环境[13] 。

2 绿孔雀在中国的现状

2. 1 分布区现状

绿孔雀在中国现仅云南省中部、南部和西部尚

有分布,且分布区正不断退缩为零散的斑块[10,14] 。
多年来云南省共 52 个县(市、区)曾有绿孔雀分布

记录[15] 。 据近年来的调查[10,15-16] ,20 世纪 90 年

代,云南省有 34 个县(市、区) 分布绿孔雀;2014—

2017 年,绿孔雀在中国分布于云南省 22 个县(市、
区);2018 年,绿孔雀在中国仅分布于云南省的双

柏、新平等 19 个县(市、区),以元江中上游流域的

河谷地区分布较为集中;在过去的 30 年间,绿孔雀

在云南 60%的分布区域已灭绝。
2. 2 种群数量

随着分布区的退缩,绿孔雀野生种群数量日趋

减少。 20 世纪 90 年代,绿孔雀在中国的野生种群

数量约 800 ~ 1 100 只[10] 。 2014—2017 年,中国绿孔

雀野生种群数量不足 500 只;2018 年,野生种群数

约 485 ~ 547 只,在楚雄州和玉溪市分布较为集中,
其中,在双柏和新平两县交界处的元江流域河谷狭

小区域内分布着中国一半以上的绿孔雀[15-16] 。

3 灭绝风险分析

绿孔雀分布区退缩、野生种群数量减少的原因

很多,有绿孔雀自身内在因素,也有很多外在的原

因,其中,人类活动的影响最大,其压缩了绿孔雀的

可利用生境,由此引起的栖息地丧失是主要的威胁

因素,加剧了绿孔雀分布区的退缩和种群数量的下

降[1,8,10,14-16] 。 随着人们保护意识的提高和保护行

动的开展,人类活动对绿孔雀造成的负面影响正在

减少。 然而,绿孔雀生物学特性以及野外种群现状

反映出其脆弱特征,即使人类活动的负面影响完全

消除,绿孔雀野生种群可能依然面临区域灭绝风险。
3. 1 生物学特性与灭绝风险

绿孔雀生物学特性反映其易被发现、易受攻击

和繁殖率低的特点,加之其对气温、海拔及水源等栖

息条件的高要求,限制了栖息地的选择,导致其呈高

度聚集性分布,在丧失原栖息地后,难以再选择到适

宜栖息地,导致其容易区域性灭绝,这也是绿孔雀野

生种群数量持续减少的原因之一。 相关研究[17] 还

显示,纯系绿孔雀的遗传多样性低,同样反映其对环

境变化的适应能力差,栖息地的改变极易导致其区

域性灭绝。
3. 2 野生种群数量与灭绝风险

在中国野生绿孔雀已罕见,数量约 500 只。 野

生种群绝对数量小,意味着面临的灭绝风险相对

较大。
3. 3 分布区现状与灭绝风险

中国绿孔雀现生活于云南省部分热带、亚热带

河谷,聚集性高,地理分布区域过小,超过 50%的野

生种群集中分布于双柏和新平两县交界的元江流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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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狭窄河谷地带。 该区域的栖息环境对中国绿孔雀

的生存至关重要,任何环境的变化都有可能对中国

绿孔雀整体产生重要影响。
3. 4 群体结构与灭绝风险

据调查,即使在种群密度较高的元江中上游河

谷,绿孔雀也呈小群体分布格局,群体内个体数量呈

下降趋势,由 20 世纪 90 年代的每群 8 ~ 20 只下降

到现在的 3 ~ 5 只[8,10,15-16] 。 在楚雄、南华、耿马、永
德、峨山等县(市)调查到的绿孔雀数量少,有的县

(市)不足 10 只,同样说明当地绿孔雀呈小群体分

散分布。 绿孔雀野外种群的小群体结构增加了对局

部灭绝的敏感性,区域灭绝风险较大。
3. 5 种群隔离与灭绝风险

中国绿孔雀在云南省总体呈斑块状分布,种群

隔离严重。 在各个适宜的栖息地斑块间,由于高山、
城镇、公路、水电站等阻隔,导致绿孔雀种群碎片化,
形成种群隔离,群体间难以相遇进行有效基因交流。
长期种群隔离导致的近亲繁殖会降低绿孔雀原本就

很低的遗传多样性和环境适应能力,加大了绿孔雀

灭绝风险。

4 保护策略

为了降低绿孔雀面临的灭绝风险,必须扩大绿

孔雀的分布区,增加其野外种群数量。
4. 1 就地保护

就地保护就是尽量消除人类活动的负面影响,
增加正面行动,保护好现有的绿孔雀野生种群及其

赖以生存的栖息地,使现有的分布区域向外扩散,野
生种群数量稳中有升,这是绿孔雀保护工作的首要

任务和根本所在。 建设绿孔雀保护区和保护小区,
修复现有栖息地、规划建设潜在栖息地及生态廊

道,加强保护管理和宣传教育,开展野外监测和基础

生态研究等措施是就地保护的核心,也是各级野生

动物保护主管部门和保护机构当前开展的主要

工作[16] 。
4. 2 易地保护

消除人类活动的负面影响,做好现有野生种群

的就地保护尚不足以确保绿孔雀远离灭绝威胁,因
为影响绿孔雀生存的因素很多,因自身特性和种群

现状,绿孔雀野生种群十分脆弱,即使做好现有野生

种群的就地保护工作,消除了人类活动的负面影响,
其仍可能面临灭绝威胁。 探索易地保护,将人工繁

育的纯绿孔雀放归(或引入)到现有的栖息地和潜

在的适宜栖息地生活和繁衍,是促进基因交流,改善

遗传多样性,扩大分布区,增加野外种群数量的有效

措施,是就地保护的重要补充。
4. 2. 1 引进野生种源

我国当前人工饲养的绿孔雀几乎都是杂交孔

雀,不能用于野外放归,否则会引起基因污染,导致

绿孔雀遗传灭绝[18] 。 绿孔雀有亚种分化,为防止基

因污染,避免遗传灭绝,用于野外放归的绿孔雀和当

地分布的绿孔雀最好为同一亚种,除非是不能提供

足够的数量[19] 。 长久以来的分类观点认为,中国和中

南半岛其他国家分布的绿孔雀同为 P. m. imperator 亚
种,因此,开展国际合作,相互引进绿孔雀进行基因

交流是适宜的。 然而目前也有观点认为,中国分布

的绿孔雀和中南半岛其他国家分布的有所不同,可
能是新的亚种。 虽然这一观点尚需进一步研究,但
中国和中南半岛其他国家间相互引进绿孔雀开展野

外放归或人工繁育后放归应谨慎。
为开展绿孔雀易地保护,需探索从云南的双柏、

新平等绿孔雀集中分布区引进野生种源用于人工繁

育研究,建立人工种群后进行野外放归,有计划地从

多个分布区引进野生种源,可减轻对野生种群的影

响,也可引进更丰富的遗传多样性。
4. 2. 2 遗传管理和人工繁育

根据野生种源的来源情况,加强遗传管理,用适

宜地理起源的绿孔雀进行配对繁殖,让来自不同野

生种群的绿孔雀在人工环境下进行基因交流,增加

后代的遗传多样性。 通过不同的配对方案,建立不

同的人工种群,达到一定个体数量后用于野外放归。
建成的人工种群具有更丰富的遗传多样性,通

过遗传管理,科学开展异地间野外放归或复壮,在增

加种群数量的同时改善野生种群的遗传多样性。
4. 2. 3 野化训练

探索绿孔雀野化训练方法,建设野化基地,供绿

孔雀野化训练和环境过渡。 在人工种群达到一定数

量后,有计划开展野外放归。
4. 2. 4 野外放归地的选择

参考野外调查报告,开展实地考察和评估,根据

放归目的、野外绿孔雀数量及分布情况制定放归方

案,选择适宜栖息地放归。
1)在有野生绿孔雀分布,种群数量较多的栖息

地放归,主要目的是促进本地野生绿孔雀的基因交

流,改善遗传多样性,降低种群隔离影响。
2)在有野生绿孔雀分布,种群数量稀少的栖息

地放归,主要目的是增加本地野生绿孔雀的种群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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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对本地野生绿孔雀种群进行再加强或复壮。
3)在曾经有绿孔雀分布,现已灭绝的适宜栖息

地放归,主要目的是在曾经的分布区重引入,扩大绿

孔雀分布区,增加野生种群数量。
4)在无绿孔雀分布记录的适宜栖息地放归,主

要目的是在适宜栖息地引入绿孔雀,扩大绿孔雀分

布区,增加野生种群数量。
4. 2. 5 野外放归监测和评估

探索野外监测方法,监测绿孔雀野外放归后的

生存及繁育状况,评估野外放归对中国绿孔雀野生

种群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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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越的栖息地环境。 区内的落叶季雨林和被称作

“河谷型萨瓦纳植被”的稀树灌木草丛丰富,对保护

区的植被进行保护和研究,可以为揭示干热河谷地

区的原生植被和顶级群落提供很好的启示。 而保护

区自然植被独特的地理替代现象,是研究滇中及滇

中南地区植被形成、演变和联系规律的重要地区。
保护区内分布有不少于 90 只野生绿孔雀和数千株

的野生滇南苏铁,均属国家一级重点保护和极小种

群物种,其种群数量为云南乃至全国自然保护区之

冠。 可见,保护区生物多样性丰富而特殊,具有巨大

的科研价值和保护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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