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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洲象对人工硝塘利用情况的初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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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硝塘作为亚洲象在野外环境中获取盐分的重要场所，对亚洲象的生存具有重要意义。2019 年 6

月 -2020 年 8 月，利用红外相机对人工硝塘监测，结果显示：包括亚洲象在内的多种动物到访人工硝塘；

亚洲象到访人工硝塘的有效次数为 20 次，利用 1 至 4 号人工硝塘的频次依次为 1 次、0 次、9 次和 10 次，

主要时间段为 2:00-9:00 和 16：00-22：00；亚洲象到访人工硝塘的总时长为 246min，其中群象到访时间为

108min（平均到访时间为 21.6min），雄象到访时长为 138min（平均到访时间为 9.2min）。群象在人工硝

塘的平均停留时间更长，可能雌性个体在繁殖和哺育期需要补充更多的盐分和矿物质；受人类活动的影响，

亚洲象在人工硝塘的活动主要集中在晨昏时段；人工硝塘在一定程度上能够作为天然硝塘的补充。在开展

实际的保护工作中，人工硝塘的选址是野生动物能否利用人工硝塘的关键，建议结合野生动物的栖息地、

食源、水源等生存必备要素来选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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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s an important place for Asian elephants to obtain salt in the wild environment, saltpetre ponds are 
of great significance to the survival of Asian elephants. From June 2019 to August 2020, we used infrared camera 
to monitor the artificial saltpetre pond. Monitoring results show that: many animals visited the artificial saltpetre 
ponds including Asian elephants. Asian elephants visited the artificial saltpetre ponds 20 times. The number of visits 
to No. 1 to No. 4 saltpetre ponds was 1, 0, 9 and 10 times respectively. The main time periods for Asian elephants 
in artificial pond were 2:00-9:00 and 16:00-22:00. The total visiting time of Asian elephants was 246min, the 
total visiting time of group elephants was 108min and male elephants was 138min. The average visiting time of 
group elephants was 21.6min and male elephants was 9.2min. The average residence time of the group elepha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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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as longer in the artificial saltpetre ponds, which may be due to the females' need to supplement more salt and 
minerals during the breeding and feeding periods. The activities of Asian elephants in the artificial pond are mainly 
concentrated in the morning and dusk period, which is related to the influence of human activities. Artificial saltpetre 
pond can supplement natural nitrate pond to some extent. In the actual protection work, the location of artificial 
saltpetre pond is the key to wildlife utilization, which should be combined with habitat, food source, water source.
Keywords: Asian elephant; artificial saltpetre ponds; activity; Menga Town, Menghai County, Xishuangbanna

野生动物通过天然硝塘获取食物中匮乏的矿

物质元素，来补充自身生理代谢损失和维持体内生

理平衡［1-3］，这一现象在食草动物中尤其明显，

比如非洲象（Loxodonta africana）［4］、驼鹿（Alces 
americanus）［5］、 梅 花 鹿（Cervus nippon）［6］、

羚 牛（Budorcas taxicolor） ［2］、 麋 鹿 （Cervus ela-
phus）［7］、山地大猩猩（Gorilla beringei）［8］等。

目前主要的研究大多是关注食草动物舔盐行为的季

节特征［9-11］，并推断主要影响因素是季节性食物化

学成分的变化，导致某些元素的过多消耗；以及不

同的生命阶段对常量元素和微量元素的需求不同［6］。

亚洲象（Elephas maximus）是现存最大的陆生

哺乳动物之一，国家Ⅰ级重点保护动物，被世界自

然保护联盟 ( IUCN) 列为濒危物种（EN）。我国野

生亚洲象种群数量约为 293 头，种群呈增长趋势，

主要分布于云南省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普洱市和

临沧市［12］。硝塘作为亚洲象在野外环境中获取盐分

的重要场所，对亚洲象的生境选择具有重要意义［13］。

天然硝塘在自然环境中稀少、大小不一且分布不均，

导致天然硝塘易受外界因素（如：干旱、自然填埋、

土地开发利用等）的影响。为了填补数量稀少的天

然硝塘给野生动物带来的不利影响，建立人工硝塘

逐渐成为野生动物保护中的重要手段［6］［14］。分析

了亚洲象对人工硝塘的利用频次、群体结构、到访

时间等，探讨人工硝塘是否具有为亚洲象等野生动

物提供人工盐分及矿物质的作用，为保护部门在野

生动物保护工作中提供人工硝塘建设的依据和指导

建议。

1 研究地点

勐 阿 镇（ 东 经 100°11′35"-100°34′40"， 北 纬

22°04′49"-22°18′57）位于云南省西双版纳傣族自治

州勐海县北部，东北连景洪市，东南连勐宋乡，南

邻勐海镇，西接勐满镇，西北与澜沧县交界，北依

勐往乡。镇政府距勐海县城 30 公里。全镇辖区总

面积 538.77 平方公里，其中山区 330.77 平方公里，

坝区 208 平方公里。辖曼迈、嘎赛、南朗河、勐康、

纳京、纳丙、贺建 7 个行政村，59 个自然村 71 个

村民小组。勐阿镇是勐海县唯一以拉祜族为主的乡

镇，境内山高谷深，河谷交错纵横，山坝相间，地

形复杂，是勐海县的主要林区之一 。气候多样，属

东南亚热带气候，坝子年平均气温 18.5℃。

2019 年，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勐海县林业和

草原局在勐海县勐阿镇辖区的国有林区内建设 4

个人工硝塘（图 1），每个人工硝塘的面积约为

5m×5m，每隔 2 月对人工硝塘进行维护管理和定

量盐分补充（表 1）。为确保常年有水注入人工硝塘，

同时考虑到雨季雨水对人工硝塘的冲刷，在人工硝

塘的选址时均为沟谷平缓且略与溪水主流处相隔。

图 1 人工硝塘建设位置示意图
Figure 1. Schematic diagram of artificial saltpetre pond 

construction lo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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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景信息
人工硝塘编号

1 号 2 号 3 号 4 号

坐标位点（GPS）
N:22.21598°
E:100.37020°

N:22.22160°
E:100.37380°

N:22.22351°
E:100.34933°

N:22.19874°
E:100.34580°

海拔（H） 1119m 1075m 1096m 1128m

植被信息 次生林内 次生林边缘 次生林边缘 次生林边缘

地形条件 平缓（<5°） 平缓（<5°） 平缓（<5°） 平缓（<5°）

水源 良好 一般 良好 一般

总投放食盐次数 7 次 7 次 7 次 7 次

每次投放食盐数量 3-5kg 3-5kg 3-5kg 3-5kg

表 1 人工硝塘基础背景信息
Table 1. Basic background information of artificial saltpetre pond

2 研究方法

2019 年 6 月至 2020 年 8 月，通过布设 4 台红

外相机（型号：猎科 6511）监测每个硝塘区域亚

洲象的活动情况，红外相机有效工作日为 780 天，

共获取照片 10,154 张。红外相机布设于离地 100 ～

200 cm（视具体地形而定）的树干上，采取 24 小

时监测模式，统一设置拍摄模式、日期、灵敏度、

拍摄间隔等，拍摄时间间隔 1 秒，连续拍摄 3 张。

每 2 个月对红外相机进行数据收集和维护，并

利用Bio-Photo V2.1提取和整理红外相机拍摄时间、

日期、有效工作日、物种名、个体数量、性别等信息，

并将照片归类为工作人员、非工作人员、无效照片、

兽类和鸟类。利用 EXCEL 等分析软件对红外相机

收集到的照片信息进行分析处理。

将亚洲象在同一硝塘区域活动 30 min 内拍摄的

照片计为 1 次有效的活动事件［15］。根据亚洲象的

外形鉴别特征（是否具有象牙），将活动于人工硝

塘的亚洲象分为雄象和群象。

3 研究结果

3.1 红外相机照片数

利用红外相机有效工作日为 780 天，共获取照

片 10,154 张，按照照片拍摄内容归类统计依次为，

非工作人员照片 5,434 张（占比 53.52%）；空拍无

效照片 3,281 张（占比 32.31%）；兽类照片 1,013 张（占

比 9.98%），其中拍摄到亚洲象照片 632 张，家畜（黄

牛）381 张（最大群数量为 19 头）；工作人员照片

374 张（占比 3.68%）；鸟类照片 52 张（占比 0.51%）。

3.2 亚洲象在人工硝塘区域活动的频次
红外相机在人工硝塘区域的监测结果显示，亚

洲象在人工硝塘区域活动的独立有效次数为 20 次，

雄象在人工硝塘活动次数比群象多。其中，群象独

立有效次数为 5 次，雄象独立有效次数为 15 次（1

头雄象为 7 次，2 头雄象为 8 次）。亚洲象到访 3

号、4 号人工硝塘最为频繁，分别为 9 次和 10 次，

到访 1 号人工硝塘仅为 1 次，未监测到亚洲象到访

2 号人工硝塘（家畜到访 1 号、2 号硝塘次数分别

为 5 次和 4 次）。亚洲象到访人工硝塘活动的时间

为 2020 年 3 月、4 月、5 月、6 月，每月的活动次

数分别为 4 次、6 次、8 次和 2 次，群象只在 2020

年 4 月多次利用人工硝塘，雄性则在多个月份多次

利用人工硝塘（图 2）。

0
1
2
3
4
5
6
7
8
9

10

/N
um

be
r

/Time

0

0.5

1

1.5

2

2.5

3

3.5

/N
um

be
er

/Time

图 2 亚洲象在人工硝塘的月活动次数
Figure 2. Monthly activity of Asian elephants in artificial saltpetre ponds

苏锐，等：亚洲象对人工硝塘利用情况的初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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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亚洲象在人工硝塘区域活动时间和节律
红外相机在人工硝塘区域的监测结果显示，亚

洲象利用人工硝塘的主要活动时间段为 2:00-9:00

和 16:00-22:00，其中群象的活动时间主要集中在

凌晨时段，雄象的活动时间主要在清晨和黄昏两

个时段（图 3）。亚洲象到访人工硝塘的总时长为

246min，群象到访时间为 108min，平均到访时间为

21.6min，雄象到访时长为 138min，平均到访时间

为 9.2min（表 2），群象对人工硝塘的平均利用时

间明显高于雄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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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亚洲象在人共硝塘活动的日节律
Figure 3. Diurnal rhythm of Asian elephant activity in a aartificial saltpetre pond

4 讨论

2019 年 6 月至 2020 年 8 月期间，亚洲象对不

同区域硝塘的利用情况不同，重复利用 3 号、4 号

人工硝塘，而对 1 号、2 号人工硝塘利用频次极低

或不利用，除了监测到亚洲象利用人工硝塘外，家

畜（黄牛）及其他野生动物也到访人工硝塘，其中

家畜到访 1 号、2 号人工硝塘有效次数分别为 5 次

和 4 次，未到访 3 号、4 号硝塘。表明人工硝塘能

够为多种动物提供盐分和矿物质的同时，也可能存

在不同物种间的相互影响［18］，可能与家畜之间也

存在一定的影响。因此，今后在人工硝塘的建设过

程中，应结合栖息地、食源、水源等野生动物生存

必备要素，来考虑人工硝塘位置的选址，还应考虑

避免家畜与野生动物共用同域的人工硝塘，造成家

畜与野生动物之间的冲突与疾病传播。

利用红外相机对人工硝塘监测发现，亚洲象的

群象（含幼体）和雄性都多次到访人工硝塘，表明

人工硝塘具有为亚洲象补充所需盐分和矿物质的功

能［16］，并且携带幼体的群象在人工硝塘平均停留时

间要比雄象平均停留长，可能雌性个体在繁殖和哺

育幼崽时期需要补充更多的盐分和矿物质［16、17］。

亚洲象在长期人类活动干扰下形成了日落而

出、日出而息的行为［19-21］，亚洲象到访人工硝塘

区域的时间与群体结构相关，可能与护幼行为有

关，群象更倾向于凌晨时段利用人工硝塘，而雄象

的活动则与长期形成的活动规律相吻合。受人类

活动干扰明显（红外相机拍摄到人类活动占比为

57.20%），人工硝塘投入使用初期（2019 年 6 月

-2020 年 2 月）未监测到亚洲象在人工硝塘区域活

动，也表明新建设的人工硝塘需要亚洲象在活动过

程不断探索后才能被发现和利用。亚洲象对人工硝

塘的利用是否具有季节性和周期性，仍需开展长期

监测工作才能得出结论。

硝塘作为亚洲象在野外环境中获取盐分的重要

场所，对亚洲象的生存具有重要意义［13］，而天然

硝塘在自然环境中稀少、大小不一且分布不均，天

然硝塘受外界因素（如：干旱、自然填埋、土地开

发利用等）影响时，人工硝塘在一定程度上能够作

为天然硝塘消失后的补充。

人工硝塘是人为建设形成的硝塘，与天然硝塘

存在一定差异，应该关注两者之间盐分和矿物质的

利用人工硝塘情况对象 群象 雄象

总停留时间（min） 108 138

最短停留时间（min） 1 1

最长停留时间（min） 30 27

平均停留时间（min） 21.6 9.2

表 2 亚洲象到访人工硝塘的停留时间
Table 2. Stayed time of Asian elephants visiting 

artificial saltpetre po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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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别。本研究中选取的天然硝塘受气候的影响，导

致天然硝塘区域缺水，未监测到野生动物在选取的

天然硝塘区域活动，因此未做亚洲象在天然硝塘区

域活动的分析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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