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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保护区概况



03

保护区内山峰林立，地势起伏，最高峰海拔达XX米。

01
江西抚河源自然保护区位于江西省东部，地处武夷山脉和雩山

山脉之间。

02
保护区总面积约为XX平方公里，涵盖了多个自然生态系统和生

物多样性关键区域。

地理位置与范围



气候水文条件

01

保护区属于亚热带湿润气候，四季分明，温暖湿润

，雨量充沛。

02

年平均气温在XX-XX℃之间，年降水量达XX-XX毫

米。

保护区内有众多溪流、瀑布和水潭，是爬行动物的

重要栖息地。

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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植被类型丰富多样，包
括常绿阔叶林、落叶阔
叶林、针叶林、竹林、
灌丛和草地等。

植被垂直分布明显，从
低海拔的常绿阔叶林到
高海拔的针叶林和灌丛

均有分布。

保护区内还保存有较大
面积的原始森林，为爬
行动物提供了良好的栖

息环境。

植被类型及分布



江西抚河源自然保护区已建立
较为完善的管理机构，负责制
定和执行保护区的保护和管理
政策。

保护区积极开展生态保护和恢
复工作，加强对非法狩猎、采
集和砍伐等行为的打击力度。

通过开展科学研究和宣传教育，
提高公众对爬行动物保护的认
识和意识。

保护区管理现状



02 爬行动物资源调
查



样方法

在特定生境内设置样方，对样方内的

爬行动物进行全面调查，包括种类、

数量、性别、年龄等。

数据整理与分析

对调查数据进行整理，运用统计学方

法对爬行动物种类、数量、分布等进

行描述和分析。
访问调查

向当地居民、保护区工作人员等了解

爬行动物的分布、数量及生活习性等

信息。

样线法

在保护区内设置多条样线，沿着样线进

行定期巡查，记录遇到的爬行动物种类、

数量及生境信息。

调查方法与步骤



物种组成
江西抚河源自然保护区共有爬行动物XX种，隶属于XX科XX属。其中，以XX科

和XX科为主，占总种数的XX%。

分布特点
爬行动物在保护区内分布广泛，但不同生境中的种类和数量存在差异。例如，

在XX生境中，以XX种和XX种为主；而在XX生境中，则以XX种和XX种为主。

物种组成及分布特点



国家二级保护动物，属于濒危物

种。在保护区内主要分布在XX区

域，数量较少，需要重点保护。

XX蛇

国家二级保护动物，属于珍稀濒

危物种。在保护区内主要分布在

XX河流附近，数量稀少，亟待加

强保护。

XX龟

重点保护物种介绍



根据调查结果，江西抚河源自然保护区的爬行动物资源相对丰富，但部分物种数量较少，需要采取保护措施。

资源量评估

近年来，随着保护区的建设和管理不断加强，爬行动物栖息环境得到改善，部分物种数量有所增加。然而，仍有

一些物种受到威胁，如XX蛇和XX龟等，需要进一步加强保护工作。

动态变化

资源量评估与动态变化



03 爬行动物区系分
析



种类丰富

江西抚河源自然保护区拥有众多

爬行动物种类，包括蛇、蜥蜴、

龟鳖等。

地理分布广泛

这些爬行动物在保护区内分布广

泛，从低海拔到高海拔地区均有

分布。

生态习性多样

不同种类的爬行动物具有不同的

生态习性，包括陆生、水生、树

栖等。

区系组成及特点

0302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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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西抚河源自然保护区的爬行动物区系与邻近的

浙江、福建等省份有一定的相似性，但也有一些

特有种。

与邻近省份比较

与同纬度的其他地区相比，该保护区的爬行动物

种类更为丰富，且有一些珍稀濒危物种。

与同纬度地区比较

该保护区拥有一些特有的爬行动物种类，这些特

有种对于研究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系统稳定性具有

重要意义。

保护区内的特有种

与周边地区爬行动物区系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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