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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研究表明，野生动物非法贸易是威胁野生动物生存和导致物种灭绝的原因之

一。野生生物资源的消费与野生动植物保护息息相关，对野生动物的过度利用直接导致

野生动物濒危。因此，有必要结合消费者行为学，研究影响野生动物消费行为和导致野

生动物非法贸易的心理和社会因素，从而提出有针对性的保护策略。本文在总结前人研

究成果的基础上，综述了影响野生动物贸易、野生动物消费行为和消费心理的因素，明

确了消费者行为的改变策略和未来的研究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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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llegal trafficking is a major threat to the survival of wildlife and cause of species extinc-

tions． Consumption of wildlife is closely related to the survival and conservation of endangered spe-

cies，and over utilization has endangered them． It is necessary to assess consumer behavior and

study the psychological and social factors that influence wildlife consumption and drive illegal traffic-

king of wild animals． This will help guiding design of targeted protection strategies． For this paper，

we reviewed previous work，summarized the most important factors influencing the illegal trade and

consumption behavior and psychology． Here we recommend a strategy to change consumer be-

havior and to guide future resear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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野生动物走私是世界上第三大非法生意，仅次于

毒品和 军 火，每 年 交 易 额 高 达 100 亿 至 200 亿 美

元［1］。特大走私、贩私案件的发生，对野生动物资源

造成了巨大的破坏。很多研究表明，野生动物非法贸

易是威 胁 野 生 动 物 生 存 和 导 致 物 种 灭 绝 的 主 要 原

因［1 － 5］。虽然国家对一些野生动物严令禁止贸易，但

一些野生动物贸易仍然屡禁不止。一些不法分子组成

犯罪团伙，铤而走险，专门从事野生动物的犯罪活

动。不断膨胀非法市场和暴利诱惑使野生动物正加速

走向灭绝［5］。
野生动物的通常消费形式包括食品、传统医药、

宠物、装饰品和纪念品、皮革、皮草、毛绒制品和林

产品等［6 － 7］。野生生物资源的消费与野生动植物保护

息息相关，对野生动物的过度利用是导致野生动物濒

危的主要原因［7］。我国是生物多样性资源丰富的国

家，也是生物多样性遭受严重破坏的国家之一。我国

处于濒 危 状 态 的 高 等 植 物 有 1 019 种，占 总 数 的

3. 4%，濒危的脊椎动物有 398 种，占所有脊椎动物

的 7. 7%［7］。目前，我国有 681 种动物和 1 316 种植

物列入了 CITES 公约附录，涉及食用、药用、狩猎、
实验动物和毛皮动物等几大类群，其国际贸易受到严

格管制［8］。为了保护好这些濒危物种，不但需要在控

制资源消耗、研究人工繁育技术、规范经营利用行

为、打击违法犯罪活动等方面开展工作，还需要探索

新的措施以遏制非法贸易。随着人类社会形态的演

变，人们消费野生动植物产品的行为在发生变化。随

着经济的增长和消费水平的提高，人们对高价值的野

生动物产品的消费也在迅速增长［9］。而从研究消费者

消费心理和消费行为入手，将是探明导致野生动物不

可持续利用原因的第一步［5，9 － 10］。

1 野生动物贸易与物种濒危

Wilson［11］将导致动植物濒危的主要原因分为 4
类，即过度开发、栖息地丧失、外来种和外来种传播

的疾病。地球有 24% 的哺乳类和 12% 的鸟类处于绝

灭的危险中，其中 34% 的哺乳类和 37% 的鸟类面临

的主要威胁是过度开发利用［2］。美国 《濒危物种法

案》核准的 1 880 种受威胁或濒危物种，有 17% 的物

种( 包括脊椎动物和无脊椎动物) 受到了过度开发的威

胁［12］。野生动物贸易威胁着全球三分之一的鸟类和

哺乳类［2］，30%的野生鱼类资源已经被过度利用［13］。
对不同动植物类群的研究均表明，过度捕猎和非

法贸易是导致生物多样性和种群数量急剧下降的主要

原因［14 － 18］。由于受食补思想的影响，一些地方滥食

野生动物现象还比较严重，引发了盗猎和走私野生动

物的现象［19］。例如，由于原木和野生生物的非法贸

易，使马达加斯加 90%的原始森林消失。当地的野味

市场正威胁着马达加斯加金冠狐猴( Propithecus tatters-
alli) 的生存，同时捕猎和食用野生动物带来的疾病已

经严重威胁到了公众的健康［20］。中国的蛇类由于立

法保护不足，曾招致大量开发利用，许多龟类也因为

大宗的贸易导致过度利用而高度濒危［21 － 22］。虎( Pan-
thera tigris) 豹( Panthera pardus) 制品的贸易可以获得

高额利润，尽管经过多次保护虎豹的法制宣传和非法

虎豹贸易的打击，黑市贸易仍然存在［23］。非法猎取

和走私象牙和犀牛角威胁着非洲象( Loxodonta africa-
na) 、黑犀 ( Diceros bicornis ) 和白犀 ( Ceratotherium si-
mum) 的生存。在濒危物种得到法律保护的今天，珍

稀野生产品仍然正在成为走私的对象［7］。
影响野生动物贸易活动的因子主要包括生物因

素、社会因素、文化传统因素三大方面，而社会因素

和文化 因 素 涵 盖 了 心 理、社 会、文 化 和 经 济 等 因

素［3］。由于在野生动植物利用中普遍存在产权不明

晰、成本外部化、对野生动植物的价值估算不当等问

题，导致市场干预失灵，贸易活动会通过产品效应、
规模效应和结构效应等机制影响开发利用野生动植物

的广度与深度，导致野生动植物资源过度开发［24］。
不受控制的贸易可能导致野生动植物面临生存危机。
一些将被列入 CITES 附录的物种对一些贸易者来说可

能更加有价值。对即将被列入 CITES 附录的物种进行

贸易影响评价时，该物种的国际贸易量往往有增大的

趋势［25］。探讨和分析野生动植物贸易活动的特点和

影响因子，是全面理解贸易活动的基础，也是预测贸

易动态、选择适当管理措施的前提，有利于提高野生

动植物贸易的管理水平［3］。

2 野生动物的消费行为与影响因素

2. 1 野生动物的消费

消费者行为指消费者在寻求、购买、使用、评价

和处理他们预期能够满足其需求的产品和服务过程中

所表现出的行为［26］。影响野生动物贸易的社会因素

包括政策、执法力度、社会心理、收入水平、猎捕技

术等; 同时，文化传统也会影响人们利用野生动植物

和进行相关贸易的方式与范围，而这些因素都能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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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消费者的消费行为［3，26］。消费者行为研究侧重于购

买前和购买后的有关活动，关于消费者行为的界定，

有助于从更宽广的视角审视消费者决策的间接影响，

以及对买卖双方的各种后果［27］。因此，人们的行为

是对客观环境的应答，研究人的心理、转变人的消费

行为是保护那些有价值的濒危物种的关键［7］。
消费者的行为调查涉及消费动机、消费意愿、消

费者态度、认知程度、社会文化因素等众多方面［26］。
消费者对野生动物及其贸易的态度影响其消费取向和

消费行为。2008 年，TＲAFFIC 的调查结果表明，野

生动物的消费，特别是野味、药材和补品的消费在许

多城市广泛流行，大多数被访者对食用野生动物持有

中立或接受的态度。多数受访者都对国家 I 级和 II 级

受重点保护物种的情况有所了解，能够做到相对较少

地消耗这些受保护的物种［5］。如 2005 年，中国野生

动物保护协会和美国野生救援协会的调查结果表明，

由于政府监管和舆论宣传的带动，提高了执业者的保

护意识。我国 2005 年餐厅、副食品商场、超市经营

野生动物的比例比 1999 年均有所下降，而集贸市场

经营野生动物及其制品有所上升［19］。中国的象牙雕

刻举世闻名，但牙雕消耗大量象牙对野生大象种群产

生了严重威胁，CITES 于 1989 年禁止象牙贸易，古老

的牙雕业因原料短缺而逐渐萎缩［3］。2006 年 TＲAF-
FIC 对中国 26 个城市 663 家药店和经销商调查中发

现，执业者均有虎的保护意识，声称存有虎骨的店铺

比例不到 3%［28］。传统医药和收藏用途对犀牛角的消

耗，正在使野生犀牛走向灭绝［3，7］。而国际狩猎纪念

品也是比价奢侈的消费行为［3］。
对动物蛋白和其他需求，必然会导致野生动物消

费行为的出现，而野生动物的消费行为必然会引起野

生动物的市场交易和国际贸易活动［3］。由于野生动物

的数量急剧减少，野生动物已经成为稀缺、禁止贸易

的商品，消费野生动物往往成为消费奢侈品［7，29］。中

国对于野生动物奢侈产品的消费，其中包括濒危物种

的消费，已随着经济的发展而迅速增长，减少对濒危

野生动物的消费行为需要全社会的共同努力［9］。随着

我国国民收入水平的增长和错误消费观念的误导，我

国野生动物的消费行为可能会有抬头之势［3］。这种消

费需求，以及需求所导致的不可持续的甚至非法的野

生动物贸易，正日益把中国和其他国家的野生动植物

及其生态系统推向危险的边缘［5］。
2. 2 消费行为的影响因素

随着人们收入水平和富裕程度的上升，其家庭用

于购买生活必需品的开支占其总收入的比重，会随收

入的增加而下降，而在非必需品方面的开支比重，则

可能随富裕程度的增加而上升，这被称为恩格尔定

律。很多研究表明，富裕程度和收入水平对野生动物

的消费有影响，特别是在发展中国家［30 － 33］。由于野

生动物的种群数量少，非法贸易可以获得高额的利

润，因而属于奢侈品和非生活必需品消费的范畴。将

要立法保护的物种对野生动物贩卖者和消费者反而更

有价值，在立法实施过程中反而刺激了野生动物贸易

量的增加［25］。
消费者行为的经典理论认为，心理领域的动机、

认知、学习、个性和态度对消费者的行为决策有直接

的影响［26］。2005 年，周志华等的研究结果表明，野

生动物 引 起 人 们 消 费 野 生 动 物 欲 望 的 因 素 是 复 杂

的［3，32］，有来自根深蒂固的文化习俗，也有其他方面

的原因。野生动物消费行为与受教育程度、保护意识

的提高关系密切。中国西南部，虽然有一半的人认为

濒危野生动物应当受到保护，但是有 60%的人在近两

年内都消费过野生动物，主要的消费群体是高收入和

高学历的青年男性，法律法规在控制野生动物消费方

面所起的作用有限［34］。中国野生动物保护协会和美

国野生救援协会的合作，于 2005 年开展的野生动物

消费状况调查表明，人们之所以食用野生动物，是因

为他们 认 为 食 用 这 些 野 味 可 以 反 映 较 高 的 社 会 地

位［5］、满足好奇尝鲜的心理或认为滋补营养［19］。滋

补和好奇是公众食用野生动物最主要原因，占了受访

者的 63. 5% ; 74. 2%的受访者认为滥食野生动物是一

种不文明的消费行为，应当坚决制止; 同时，大多数

公众也意识到了食用非法来源的野生动物不安全［19］。
因此，我们必须探究影响野生动物消费行为的各种心

理和社会因素，遏制野生动物非法贸易必须结合消费

者行为学，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政府严格立法执法和宣传教育对野生动物的消费

有很大的影响。相关研究表明，随着法律的颁布实

施，野生动物贸易较法律未实施以前显著减少［2］。马

达加斯加政局的混乱和外国援助的撤退加剧了环境犯

罪活动的泛滥，而且一直未得到政府的有效监管［20］。
在马达加斯加黄檀属( Dalbergia hupeana) 的物种还没

有被纳入 CITES 附录时，IUCN 已将其列为易危种。
在国际组织和政府部门的有效监管下，不但能够避免

这些物种的灭绝，而且将增加了这种受威胁生态系统

中所有物种的保护价值［20］。为了解决野生动物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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贸易问题，通常采用的措施是严格立法和有效执法，

同时加强环境保护教育和社区宣传［9］。“SAＲS”和禽

流感的发生，野生动物保护宣传工作，使得滥食野生

动物的行为得到遏制［19，35］。2005 年，中国野生动物

保护协会 和 美 国 野 生 救 援 协 会 调 查 结 果 表 明，有

71. 7%的公众未食用过野生动物，对比 1999 年的调

查，这一比例提高了 40. 3%。这说明经过政府部门多

年的严格执法和管理，以及社会各界的宣传工作，公

众的野生动物保护意识有很大提高［19］。
从消费观念和消费行为的角度来看，这些影响因

素是设计宣传活动的基础［5］。例如，野生动物的药用

作用往往通过口碑传播，所以可以采用相同方式传播

保护信息。不论购买是否发生，消费过程对于个人的

最明显的后果是最初触发这一过程的需要在某种程度

上获得满足，这一满足水平可以是完全满足，也可以

是一种负满足状态。在意识到消费带来的利益的同

时，也不应该忽视消费者行为带来的消极后果。有害

消费是指个体或群体所做的消费决策对其长期福利造

成负面影响，从而造成资源的不可持续利用［27］。

3 改变消费行为的策略

近年来，虽然政府执法部门、媒体、非政府组织

等各方在遏制非持续性野生动物消费方面做了很多努

力，但是这些活动似乎未能遏制非法捕猎活动和驱动

非法贸易的持续性市场需求。很多消费者往往不知道

自己的消费和野生生物有关，也不清楚自己的行为会

对这些生物的野外种群造成什么样的影响。必须了解

和掌握消费者使用这些产品背后的驱动因素，研究可

以改变和消除这些消费行为动因的工具和模式。
3. 1 立法保护和宣传教育

野生动植物贸易并不是一个独立的产业门类，而

是散布于多个产业中，这种特性使得研究、管理野生

动植物贸易活动有很大难度，仅仅依靠保护部门不能

实现有效的保护和管理，而需要多个行业主管部门配

合［3］。对野生动植物贸易活动特点和影响因子的分析

为管 理 相 关 野 生 动 植 物 贸 易 活 动 提 供 了 依 据［24］。
CITES 于 1975 年 7 月 1 日正式生效，它的目的是确保

物种的贸易不致危及野生动物和植物的生存［8］。李义

明［36］研究了喜马拉雅地区近 50 年来的野生动物利用

的历史和现状，发现当地的非法贸易与我国野生动物

保护法的漏洞和执法不力，以及相关国家的野生动物

保护法之间的不一致等问题有关。相关调查表明，执

法力度不足和经济落后是野生动物非法贸易的主要原

因，各部门必须开展合作，定期检查市场，严密监控

野生动物非法贸易热点地区，加大打击力度［23］。一

些国际性贸易物种必须通过有效的立法保护和行政监

管才能得以生存，因此政府立法和监管对保护野生动

物的意义重大。
有效的立法执法关系到物种的保护。为了解决野

生动物非法贸易问题，通常采用的措施是严格立法和

有效执法，同时加强环境保护教育和社区宣传［9］。近

年来，为了加强濒危野生动物的保护和减少野生动物

制品的市场需求，中国政府做出了积极的努力。1993
年我国发布了《国务院关于禁止犀牛角和虎骨贸易的

通知》，禁止虎骨的一切贸易活动并取消了虎骨的用

药标准，这是保护野生虎的一项重要举措［37］。虎骨

贸易禁令后，虎制品的厂家立即得到了取缔，同时对

药材市场和中药生产厂商的调查表明，虎骨贸易得到

有效控制［38］。2005 ～ 2006 年 TＲAFFIC 的调查表明，

中国国内虎骨的非法消费活动已不多见［23，39］。而我国

2005 年野生动物消费比例较 1999 年有所下降，主要

得益于多年政府部门的严格执法和管控，以及社会各

界的宣传工作，公众的野生动物保护意识有很大提

高［19］。同时，从消费者角度出发，还应当针对非法

消费活动制定相关法令，如明确消费者的责任，购买

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及其制品等行为，也将受到法

律追究。
3. 2 了解消费行为和动机

但是随着经济的增长和人们购买力的提高，消费

者对高价值和濒危野生动物制品的需求仍然在不断地

增长［5］。在影响和改变消费者行为以促进生物多样性

的保护方面还有许多工作需要开展［40］。近期的一些

研究表明，传统中药材的消费者一般偏好选择野生来

源的药材，并认为野生来源的药材比家养来源的药效

更可信［41 － 43］。例如，相对于家养熊胆，消费者更愿

意考虑购买野生熊胆，并且通过供给家养熊胆来减少

消费者购买野生熊胆的作用是有限的，甚至可能起相

反的作用［41］。因此，我们必须找到新的方法以了解

消费者行为和引起消费行为的驱动因子，以便于接下

来研究那些能够改变和消除消费者动机的工具和模

式［26，44 － 45］。
为了阻止野生动物不可持续利用，还应当了解消

费者的需求和动机［5］。这些驱动野生动物消费的因素

是复杂的和有文化根源的，他们包括生理( 比如有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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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功效) 和心理动机( 比如显示社会地位) ［5，26］。由于

消费者做出决定和采取行动是基于他们对现实世界的

认知，所以了解消费者如何看待他们周围的世界和如

何学习是非常重要的［26］。例如，古代中医药认为虎

骨是非常有效的药材，因此虎的形象被认为是有名的

商标图案［39，41］，中药的制造商在麝香壮骨膏药上印的

虎图案就是利用虎的品牌效应，使消费者产生一种思

维惯式甚至是条件刺激，看见虎图案后就联想到以前

的虎骨膏药。消费者的态度对消费者的行为有普遍性

的影响。例如，在中国的公众态度调查证实了消费者

普遍支持野生动物保护［34，39，46 － 47］。同时发现，消费者

普遍认为野生药材比家养药材的药效好并偏好选择野

生药材，这种观念和态度直接导致野生药材与家养药

材在价格和利润上的差别，促使消费者即便在市场上

提供有充足的替代性家养药材的情况下仍然会选择野

生药材［41 － 43］。
为了改变消费者行为，需要认识和研究个体消费

者行为和社会文化环境中的消费者行为［26］。首先，

我们必须要了解塑造个体消费者行为的微观因素，包

括消费需求和消费动机、个性、认知、行为的学习、
态度、习惯、价值观和生活方式。然后，必须了解宏

观层面的影响因素，包括参照群体和家庭、社会等级

和地位，以及社会文化因素都需要被考虑［10，26］。在我

们了解了所有影响消费者行为的因素之后，具体的营

销策略将会被制定以改变消费者的行为［10］。
3. 3 改变消费者行为的策略

对野生动物的衍生物和产品的需求将不可避免地

引起市场上野生动物的购买行为和交易活动［3］。人类

的行为是威胁生物多样性的主要动力，因此，需要认

识到保护不仅仅关乎野生动植物，而且关乎人类及其

行为［40］。2014 年 3 月 25 ～ 26 日，中国野生动物保护

协会、国际野生物贸易研究组织( TＲAFFIC) 和世界自

然基金会( WWF) 在北京联合举办了 “改变消费行为，

减少非法野生物制品需求”专家研讨会，来自政府主

管部门、NGO 和相关企业的代表参加了会议。会议讨

论的主题是了解消费者行为以及行为的改变，制定有

效的改变消费者行为的方法和策略。在会议上，专家

们讨论并确认了影响目标群体关键策略，以改变消费

者的偏好和购买行为，从而达到减少濒危物种制品非

法需求的目的［45］。
TＲAFFIC 提出了 5 个有效改变行为的策略: 客观

的且基于科学的方法; 野生动物利益相关者的参与;

针对目标群体的解决方案; 利用多元的专业知识; 以

及政府导向下的执行力［45］。根据行为改变的模型、
理论和社会营销的原理［48］，TＲAFFIC 定义了减少消

费者濒危野生动物制品对需求的 5 步法，分别为:

1) 行为的识别; 2 ) 理解这种行为对消费者产生的影

响; 3) 开发实用性的模型影响行为向积极的方向改

变; 4) 建立市场营销策略以激发所需的行为; 5) 营销

运动的开展和执行［44 － 45］。TＲAFFIC 的 5 步法中的第 3
步行为改变模型、概念和方法用以减少消费需求，可

以明确活动的类型以应用与处理不同的受众［45］。决

定消费者行为的机制可以被 “需求 － 机会 － 能力”
( NOA) 模型所证实［49］。是否成功购买一种产品，与

消费者的需求( 情感激励因素) 、机会( 商品的可获得

性) 和能力( 可支配收入) 有关。因此，减少需求的计

划通常在于设法削减消费需求; 而供应削减计划通常

在于试图削减可获得的机会和能力［45］。另一个应用

于社会营销和开展社会运动的理论基础，是基于一个

分阶段性的行为改变模型，它包括: 知识、态度、人

际沟通、障碍的移除、行为改变、威胁减少和保护的

结果［50 － 52］。行为改变是提高管理水平和自然资源保

护的关键所在，这在许多国家的当地社区已经得到了

有效的实践证明［52 － 55］。
在野生动物贸易区的保护意识宣传运动非常关注

于向公众提供信息。但是这种方法的缺陷之一是信息

并不能保证总能引起行动［44］。解决这个问题不仅仅

需要付出努力去做实证性研究，而且也要学习其他相

关领域的知识［40］。因此，有必要开展多学科的交叉

研究，例如，消费者行为的研究方法和社会心理学研

究方法能够被用于研究消费动机和其他驱动消费者购

买行为的影响因素［26］。基于行为经济学原理的非理

性消费行为的研究能够给我们提供一个新的视角以解

决问题［56 － 57］。行为经济学结合心理透视于经济模型

帮助我们理解为什么人们在现实世界中会经常偏离于

假定的理性行为［44］。社会营销策略能作为宣传教育

的有力工具［10］。因此，行为能够被改变［44 － 45，48］，行

为改变影响人们的保护行为和旧的生活方式。
早在 20 世纪 70 年代，社会营销的措施和理论就

在野生动物的保护上得到了发展和运用［52，58］。社会营

销学是从运用市场营销学的原理买卖商品推广至 “销

售”观点、态度和行为以使公众受益［58］。最近的一

些研究表明，专注于实现行为的改变不仅是可能的而

且可以推广并使用于解决一系列的保护问题［40］。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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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甘肃开展了一项运用社会营销策略以保护川金丝

猴( Ｒhinopithecus roxellana) 的研究就是一个尝试，它

促使社区迅速采用了节能炉灶以保护森林环境［58］。
另一项在马达加斯加南部开展的社会营销运动表明，

合适的社会营销运动能够鼓励渔民放弃毁灭性的捕鱼

方法，提高保护意识和促进法律法规的实施［53］。社

会营销的价格策略能够应用于解决众多的环境问题，

并且促进建立资源保护的惠益共存。比如创建当地的

互惠性协议以保护生物多样性，促使达成互惠性支付

以达到保护森林和野生动物的栖息地的目的［54 － 55］。
因此，如何将这些技术和原理在保护专家中主流化，

这无疑有助于开展在人类层面上的生物多样性保护研

究和以证据为基础的保护实践活动［40］。

4 研究展望

在社会环境中，有许多因素影响着消费者的偏好

和行为，理解这些影响因素是有针对性的改变消费者

行为的第一步［5，44］。引起人们消费野生动物的因素是

复杂的，生理、心理、文化和社会因素对消费行为都

有影响［5，7，26］。很多研究表明，富裕程度和收入水平

对野生动物的消费有影响［30 － 33，59 － 60］。贸易活动的有

效监测和科学管理、消费偏好和行为的影响因素、基

于地理 信 息 系 统 的 大 尺 度 研 究 将 是 未 来 的 发 展 趋

势［36，61］。为了从源头上遏制野生动物非法贸易活动，

就必须加强野生动物消费心理和消费行为的研究，了

解消费者的行为和偏好最终找出影响野生动物消费行

为的因素并制定影响消费行为的策略。
中国使用传统中药材有悠久的历史，近年来由于

药用濒危物种的贸易涉及动物的保护和福利问题，已

经引起了广泛的社会关注。养殖的濒危物种如虎制品

用于商业贸易和活熊取胆用于医药用途究竟能否成为

最为保护野生虎和熊的有效手段，这是存在激烈争议

的话题［41，59 － 60，62 － 63］。公众是野生动物制品的主要消费

群体，他们对濒危野生动物制品的消费情况如何，又

是如何看待这些引发社会关注的争议问题呢? 理解和

改变消费者行为的改变，明确公众对消费野生动物制

品的态度以及采取适当的改变消费者行为的方法和策

略是减少对濒危物种产品需求的必由之路［7，9］，消费

者的态度对消费者行为的影响是深远而普遍的［26］。
我们可以采用有效的问卷调查，探明公众对濒危野生

动物制品的使用情况以及他们对物种的养殖、保护和

利用的态度和立场，能够为物种保护措施的制定提供

有用的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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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北螽斯图说》征订启示

《东北螽斯图说》一书，由 刘伯文 总工程师、隋

敏智女士撰著，该书以图文并茂的形式着重介绍了东

北地区，包括黑龙江省、吉林省、辽宁省全部，内蒙

古自治区东部的呼伦贝尔盟、兴安盟、通辽市 ( 原哲

里木盟) 和赤峰市 ( 原昭乌达盟) 区域的螽斯 ( 俗

名: 蝈蝈) 。

本书共介绍目前东北地区有记录的 44 种螽斯，

其中 1 属为国内新纪录属，4 种为国内新纪录种。另

外还介绍了 2 种有观赏或饲养价值的非螽斯总科的种

类，作为附录附于书后。每种螽斯附有彩色图片，并

标注在全东北境内该种成虫首次见到的日期和秋季见

到的日期。

本书意在普及鸣虫方面的知识，增强民众热爱大

自然，进而保护大自然的意识。也是献给鸣虫爱好者

的礼物。

本书也可做与东北地区接壤的华北地区的鸣虫爱

好者在野外观察和鉴别螽斯种类时的参考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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