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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前言前言前言

中国历史上曾经是东北虎分布的中心区，近百年来森林开发、人口增长、土地

开垦、道路延伸等因素影响，东北虎分布区逐渐缩小、隔离形成岛屿状，种群

数量急剧下降，接近于濒临绝迹的边缘。虎是森林生态系统中最具影响的重要

物种，不仅具有重要的生态价值、经济价值、科学价值，也具有重要的文化价

值和观赏价值。虎是是自然界珍贵物产，是生物多样性保护的旗舰种，是珍稀

动物保护的关键种。保护野生虎不仅是虎分布区域的责任，也是共同的责任。

黑龙江省东北虎野外种群监测项目是在国家林业局保护司资助下完成的，特别

致谢国家林业局保护司资助，致谢黑龙江省林业厅、黑龙江省森工总局野生动

物保护处以及开展监测的各林业局的大力协助！



东北虎种群监测东北虎种群监测东北虎种群监测东北虎种群监测

自从1999年黑龙江省东北虎国际合作调查之后，黑龙江省

野生动物研究所连续开展

东北虎野外种群监测。监

测东北虎分布区、种群数

量变动趋势；有蹄类猎物

丰富度；迁移生态通道现

状和栖息地现状等。



1研究地区研究地区研究地区研究地区

监测地区位于黑龙江

省东南部，包括完达

山东部、老爷岭和张

广才岭南部林区。地

理坐标为东经128º24′

—134º05′，北纬

43º08′—47º15′， 监测区域跨8个森工林

业局和9个市县，监测区总面积约35000Km²。



2监测方法监测方法监测方法监测方法

根据黑龙江省东南部山

地的自然地理位置和目

前东北虎的分布状 况，

按三个大的山系划分4

个重点监测区建立监测

网络：

完达山东部完达山东部完达山东部完达山东部

老爷岭南部老爷岭南部老爷岭南部老爷岭南部

老爷岭北部老爷岭北部老爷岭北部老爷岭北部

张广才岭南部张广才岭南部张广才岭南部张广才岭南部

完达山东部
老爷岭北部老爷岭南部张广才岭南部

东北虎监测区示意图



（（（（1））））监测区划分监测区划分监测区划分监测区划分

完达山东部

1.东方红林业局 2.迎春林业局
3.饶河县虎林市、宝清县

老爷岭南部

4.绥阳林业局南部 5.穆陵林业局

东宁市、穆陵市

老爷岭北部

6.绥阳林业局北部 7.八面通林业局 8.鸡东市

东宁市、穆陵市

张广才岭南部

9.东京城林业局 10.大海林林业局 11.山河屯林业局
12.宁安市、海林市、五常县



（（（（2））））监测样点监测样点监测样点监测样点

在12个监测区以独立的行政管理区或林场单元施业区确
定为监测样点，共设38个样点。

（（（（3））））监测人员监测人员监测人员监测人员

由野生动物研究专业科研人员、管理人员和当地熟悉野

生动物人员组成。

（（（（4））））野外监测野外监测野外监测野外监测

定期或不定期按预定样线进行监测，发现东北虎活动痕

迹及时到现地核实。

（（（（5））））收集数据收集数据收集数据收集数据

收集测量东北虎足迹、卧迹、粪便、爪痕、毛及食物残

骸等数据，栖息生境和活动等相关资料。

（（（（6））））足迹测量足迹测量足迹测量足迹测量

测量前足大小、前足掌垫宽度、步距等数据，前进方

向，辨别个体。



监测与信息收集

� 监测人员固定样线监测

� 广泛收集当地发现东北虎信息

� 现地进行信息核查

� 样线调查有蹄类相对丰富度

� 监测结果数据资料分析



足迹测量

� 足迹大小

� 掌垫大小

� 步距大小

足迹宽

掌垫宽

足迹长

掌垫长



个体鉴别

� 足迹大小（掌垫数据）

雄虎掌垫宽度11cm以上；

雌虎掌垫宽度10—10.5cm之间；

幼虎及亚成体掌垫宽度5.5—9.5cm之间；

� 掌垫宽度不同区分个体

� 足迹发生时间、距离、走向区分个体

� 两只虎除繁殖交配期外，常为雌虎和幼虎。



3东北虎数量东北虎数量东北虎数量东北虎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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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北虎数量变动趋势东北虎数量变动趋势东北虎数量变动趋势东北虎数量变动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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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2007东北虎监测结果东北虎监测结果东北虎监测结果东北虎监测结果

2006-2007年监测到东北虎活动信息33个，

完达山东部15个(45.5%)，老爷岭南部13个

(39.4％)，老爷岭

北部5个(15.1%)，

张广才岭南部没又

发现东北虎活动。



监测数据汇总分析监测数据汇总分析监测数据汇总分析监测数据汇总分析







种群数量种群数量种群数量种群数量

完达山东部完达山东部完达山东部完达山东部:4—6只(♂ 1—2，♀2，亚成体1—2);

老爷岭南部：3—4只（ ♂1，

♀ 1—2，亚成体1 ）;

老爷岭北部：3—4只（ ♂ 2，

♀ 1－2）;

张广才岭南部：没有发现东北

虎活动。

2001年以后，东北虎的数

量呈上升趋势。



4东北虎的分布东北虎的分布东北虎的分布东北虎的分布

（（（（1））））完达山东部分布区完达山东部分布区完达山东部分布区完达山东部分布区

（（（（2））））老爷岭北部分布区老爷岭北部分布区老爷岭北部分布区老爷岭北部分布区

（（（（3））））老爷岭南部分布区老爷岭南部分布区老爷岭南部分布区老爷岭南部分布区

（（（（4））））张广才岭南部分布区张广才岭南部分布区张广才岭南部分布区张广才岭南部分布区

张广才岭南部张广才岭南部张广才岭南部张广才岭南部2004年后年后年后年后
未发现东北虎活动信息未发现东北虎活动信息未发现东北虎活动信息未发现东北虎活动信息，，，，

吉林一侧的黄泥河林业局吉林一侧的黄泥河林业局吉林一侧的黄泥河林业局吉林一侧的黄泥河林业局

曾发现虎足迹曾发现虎足迹曾发现虎足迹曾发现虎足迹。。。。

完达山东部

老爷岭部

北
张广才岭南部

老爷岭南部



5有蹄类猎物种群有蹄类猎物种群有蹄类猎物种群有蹄类猎物种群

东北虎捕食的主要

猎物为大型有蹄类

动物，野猪、马鹿、

狍和梅花鹿等。



黑龙江省东北虎分布区有蹄类动物相对丰富度评价黑龙江省东北虎分布区有蹄类动物相对丰富度评价黑龙江省东北虎分布区有蹄类动物相对丰富度评价黑龙江省东北虎分布区有蹄类动物相对丰富度评价

高0.3214高1.3459高0.572544.07完达山东部 较高0.2617较高0.8355较高0.392666.19老爷岭南部 低0.156低0.7633较高0.381538.85老爷岭北部 较低0.229较低0.8131低0.321340.76张广才岭南部
181.627合计

马鹿狍野猪总长度
/
Km

样线数
/条地区 评价相对丰富度24h新足迹链数评价相对丰富度24h新足迹链数

评价相对丰富度24h新足迹链数



6生态廊道生态廊道生态廊道生态廊道

中俄生态廊道中俄生态廊道中俄生态廊道中俄生态廊道：：：：

1、完达山东方红林业局、

饶河、虎林边境廊道；

2、老爷岭南部绥阳林业局

东宁边境廊道；

3、老爷岭北部鸡东凤凰山、

东宁鸟青山、绥阳和八面通

与俄罗斯东北虎分布区的廊

道连接。

完达山东部

老爷岭北部

老爷岭南部

张广才岭南部



跨边境合作保护

� 生态廊道保护

� 边境自然景观保护

� 有蹄类猎物保护

� 降低建筑设施阻隔

� 减少人为活动影响



谢谢谢谢谢谢谢谢各位各位各位各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