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动物学杂志 !"#$%&% ’()*$+, (- .((,(/0 !""#，$%（&）：&! ’ &#

中华秋沙鸭在中国的近期越冬分布与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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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中华秋沙鸭（1%*/)& &2)+3+4)&）以往在我国广有越冬记录，但分布点零散，且多为小群或零星个

体，很少在同一地点见到 %" 只以上的个体记录。!" 世纪 *" 年代以来在个别地点虽发现有中华秋沙鸭

的越冬群体，但缺少持续性观察结果。!% 世纪初在赣东北的弋阳、婺源相继发现中华秋沙鸭的较大越

冬群，总数量至少超过 %"" 只，且数量和分布地点相对保持稳定。两地记录到的最大数量分别超过该

种全球总量的 %+，应当加强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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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秋沙鸭（1%*/)& &2)+3+4)&）属雁形目

（-3H2F4IAFR2H）、鸭科（-39J4G92），是东亚地区特

有珍稀水禽，在我国列国家&级保护动物，国

际上视其为易危物种（[QL32F9OL2，[C）［% ’ )］，我

国出版 的《红 皮 书》中 将 其 列 为 稀 有 物 种［$］，

《红色名录》中将其列为易危物种［&］。

中华秋沙鸭主要繁殖于俄罗斯的西伯利亚

东南部和远东地区以及我国东北的部分地区，

在朝鲜北部亦有零星繁殖记录；迁徙个体\群体

经由我国东北和华北沿海；越冬记录见于我国

南方大部地区（包括台湾），并见于日本、韩国，

偶见于东南亚国家［)，# ’ *］。

!!!!!!!!!!!!!!!!!!!!!!!!!!!!!!!!!!!!!!!!!!!!!!!!!!!!!!!!!!

在过去的十几年间，随着对湿地及越冬水



禽日渐深入的野外调查和研究，对中华秋沙鸭

在我国的越冬地及其越冬群体的数量有了较为

明晰的认识（图 !）。

图 ! !""# 年以来中华秋沙鸭（!"#$%& &’%()(*%&）在我国的越冬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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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历史上的记录

越冬中华秋沙鸭在中国南方省份的早期记

录可追溯到 !- 世纪末，为 ./*01*234)567 在湖南

西北部沅江（黔阳）的记述［!#］，但近来又对这一

记录的可靠性提出质疑［8］。

%# 世纪前叶有关中华秋沙鸭在我国的越

冬记录中，9:5;2) 和 <56/, 于四川岷江支流青

衣江沿雅安、洪雅、乐山一线的多地点系列记

录［!!］，以及 =5)726,、>5 9?@A:2、郑作新等人在

福建 省 中 北 部 较 大 范 围 内 的 广 泛 采 集 记

录［!% $ !B］，对于分析、研究中华秋沙鸭越冬栖息

地的选择以及该种在局部范围内的分布态势多

有裨益。

《亚洲受威胁鸟类》一书对中华秋沙鸭在历

史上的分布地点做了相当详尽的记述［8］，这里

不再赘述。

7 近年来的调查结果

在 %# 世纪 -# 年代初期所进行的数次较大

规模的隆冬水禽数量调查中，曾记录有少量的

越冬中华秋沙鸭，具体数字为 !--# 年 %C 只，

!--! 年 %# 只，!--% 年 !! 只，数量甚少并呈逐年

下降趋势。越冬地点包括辽宁丹东、山东青岛、

江苏盐城滩涂、高宝湖、湖南东洞庭湖等，并远

及兰州附近（由黄河而生成）的湿地［!D，!C］。

从以上所涉及的中华秋沙鸭越冬地点的数

量统计来看，只有江苏的两块湿地保有中华秋

沙鸭的越冬群体，其中高宝湖 !D 只（!--# 年）、

沿海滩涂 !% 只（!--! 年）［!D］。

另据报道，于迁徙季节在黄河三角洲国家

级自然保护区时有中华秋沙鸭经停［!-］，近期又

有报道在山东省聊城附近的东昌湖，于 !% 月

至次年的 8 月间曾多次出现中华秋沙鸭的记

录，数量由数只至 %# 余只不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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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 !" 年代中后期，有报道在云南西北部丽

江的拉市海于 # 月初发现 $ 只中华秋沙鸭，为

目前该种在我国西南地区越冬的最新实例［%&］。

在此之前的最近记录应当是 &!’( 年 & 月份在

平塘的采集记录［%%］。

据相关报道和我们的野外观察，江西鄱阳

湖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几乎每年冬季均可见到零

星的越冬中华秋沙鸭，但始终未见有越冬群

体［%#，%)］。

湖南东洞庭湖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及其相邻

水域多年来也一直有中华秋沙鸭的越冬记录，

并且数量曾出现过增长之势!。&!!! * %""" 年

冬季前后共观察、记录到中华秋沙鸭越冬群体

的数量达 #" 只，主要栖息于东洞庭湖与南洞庭

湖的交界地带［%)］。

&!!! 年 &% 月曾报道于江西省弋阳县的信

江河段发现有百余只中华秋沙鸭个体结成越冬

集群［%(］。我们对弋阳越冬中华秋沙鸭的调查

始于 %""" 年 && 月下旬，当时对弋阳信江约 &"
+, 的江段进 行 了 一 次 考 察，统 计 结 果 是 &-
只［%$］。%""& 年 &% 月下旬的统计为 &% * &# 只，

%""% 年 &% 月下旬的统计为 &- 只［%’］。%""# 年

&& 月 &% 日，共清点、记录到中华秋沙鸭 #& 只。

随后，于 %"") 年 & 月 & 日和 ! 日，又分别记录

到 (- 只和 (" 只，是那个冬季统计的两次最高

记录。%"") 年岁尾的最高记录为 #! 只，%""(
* %""$ 年岁月之交的最高记录为 #) 只。

婺源 越 冬 中 华 秋 沙 鸭 的 正 式 确 认 是 在

%""% 年底，作者由此提出赣东北地区维系着一

个相对大而稳定的中华秋沙鸭越冬种群［%’］。

%"") 年 &% 月 - * &" 日，我们对婺源境内

)" +, 的乐安河段做了全面考察，共清点、记录

到中华秋沙鸭 $" 只（%( 雄，#( 雌）。%""( *
%""$ 年 冬 季 的 最 高 记 录 为 )& 只（%) 雌，&’
雄）。

有关赣东北地区弋阳、婺源两地越冬中华

秋沙鸭的详细资料，正在整理中。

%""$ 年 # 月 & 日，我们在贵溪县的信江河

段见到 &( 只中华秋沙鸭（’ 雌，- 雄）。

%""$ 年 & 月 %& 日，廖晓东先生在广东从

化的石门观测到一只雌性中华秋沙鸭，为近 #"
年来中华秋沙鸭越冬个体在广东的惟一记录。

据台湾方面的报道，在台湾越冬的中华秋

沙鸭“每年平均少于 ( 只”［%-］。

! 讨 论

关于中华秋沙鸭在我国的越冬分布，以往

文献提得较为笼统，多称该种在长江以南省份

越冬［’，-］。即使是在新近出版的有关中国鸟类

的专著中，这一看法并未有多大的改变［)，!］。

这主要是由于往日的资料和数据欠缺所致。

秋沙鸭是水禽中比较特殊的一个类群，由

于食性的关系，只要环境条件适宜，它们似乎并

不一定要进行迁徙、尤其是长距离的迁徙。关

于这一点，俄罗斯方面以往文献曾多有提及，

并明确指出相当数量的中华秋沙鸭在冬季仍会

滞留于其繁殖地域而不行迁徙［$，%!，#"］。如果真

是如此，则中华秋沙鸭的越冬区域应当与其总

体分布范围大致相当。

分析近十几年来对我国越冬中华秋沙鸭的

报道，所涉及的地点基本涵盖了、但却并未超越

中华秋沙鸭以往已知的总体分布范围。%" 世

纪 !" 年代初在辽宁丹东和山东青岛的两处越

冬分布记录成为首次正式报道的该种在我国北

方地区越冬的地点。可惜直到现在尚无有关中

华秋沙鸭在我国繁殖区域内是否留有其越冬个

体.群体情况的报道，现有资料至多只是涉及

繁殖期过后的集群［#&］，但也有人认为冬季在我

国东北地区仍有可能见到中华秋沙鸭［#%］。

另外，从 %" 世纪初期 /01234 和 51678 在四

川岷江支流青衣江沿雅安、洪雅、乐山一线的多

个地点系列记录，到 914:368、;1 /<=>03、郑作

新等人在福建省中北部较大范围内的广泛采集

记录［&& * &$］，再发展到 %& 世纪以来在赣东北地

区弋阳、婺源等地对中华秋沙鸭越冬群体的持

续观察记录，前后历时百余年，其间虽出现了

数十年的间断记录，不过仍然可以看出，近一个

·)(· 动物学杂志 !"#$%&% ’()*$+, (- .((,(/0 )& 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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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纪以来，尽管一些地区的生态环境可能已发

生很大变化，但是，在我国越冬的中华秋沙鸭主

体上仍是沿河流分布这一点并未发生实质性改

变。

有关中华秋沙鸭在全球范围内的种群数

量，!"#$%&’ (&#")&%#*+&%$（湿地国际）于 ,- 世纪

.- 年 代 提 供 的（参 考）数 字 是 / 0-- 1 2 3--
只［//］，这一数字主要是基于中国鸟类学家赵正

阶等人于 .- 年代初期对该种繁殖种群进行研

究、分析所得的结果［/2］，并在近年来所出版的

专著中被反复引用［,，/，/3，/0］。

虽然对于中华秋沙鸭全球种群数量的主流

认识是呈下降趋势［,，/，//，/0］，但近期也有俄罗

斯学者提出在俄罗斯远东地区中华秋沙鸭的数

量近年来有所回升［/4］。

从近些年的报道来看，尽管中华秋沙鸭在

我国的实际越冬范围较以往所认识的更为广

布，但仍不足以说明我国接纳和承载了越冬中

华秋沙鸭群体的主体。这是因为，以目前所知

的大致数量进行评估，在中国境内越冬的中华

秋沙鸭数量仅占该种全球总量很小的一部分，

如果考虑到冬季数量的统计中还包括有当年幼

鸟，这一比例则更低。

总的来讲，中华秋沙鸭多出没于湍急河流

或开阔湖泊，常成对或以家庭为群，潜水捕食鱼

类［4］。根据我们的野外观察，中华秋沙鸭在冬

季依然保持着这种习性。这在某种程度上增加

了野外调查的难度，同时也说明为什么相当高

比例的观察、统计结果都是零星个体，而很少见

到由数十只个体所组成的群体。

自 ,5 世纪以来在赣东北地区调查、统计到

的中华秋沙鸭越冬群体，是目前所知在我国越

冬的中华秋沙鸭的最大群体，且弋阳和婺源两

地各自对越冬中华秋沙鸭的最高保有量，已分

别超过了该种全球群体总量的 56。

从弋阳和婺源两处中华秋沙鸭越冬群体所

栖息的生境来看，其共同特点为河水清澈、水流

（相对）湍急、河心多有沙洲显露，河两岸地形至

少有一面相对陡峭、人类活动和干扰较少［,4］。

值得注意的是，虽然四川已许久未见有中

华秋沙鸭的越冬记录，但丁长青等人曾于秋季

在陕西洋县、佛坪见到中华秋沙鸭（个人交流），

表明中华秋沙鸭极有可能在四川仍有越冬分

布。另外，安徽、浙江、福建数省多年来未见有

中华秋沙鸭越冬的报道，应加强调查。

! 保护建议

在《中国濒危动物红皮书（鸟类）》中，已

明确 提 出 对 中 华 秋 沙 鸭“应 建 立 专 项 保 护

区”［2］。

综合近些年来有关中华秋沙鸭在我国越冬

状况的报道，可以看出，江苏省沿海滩涂和某些

湖泊（如高邮湖和邵伯湖）、湖南洞庭湖、以及赣

东北地区弋阳、婺源等地是目前所知的中华秋

沙鸭相对集中的越冬地点或区域，尤其是弋阳

和婺源，能够较持续性地保有中华秋沙鸭的越

冬群体，应予以重点关注。

在上述三块地域中，江苏已划定或正在划

定数处较大范围的自然保护区，湖南洞庭湖早

已是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且东洞庭湖自然保护

区还是我国的一处国际重要湿地，惟江西弋阳

的信江流域目前还没有相应级别和类型的自然

保护区建制。考虑到在与弋阳同属上饶地区的

婺源县，持续性地保有一个颇具规模的鸳鸯越

冬群体，数量每年至少在千余只上下。建议在

对赣东北地区其他各种类型湿地生境以及越冬

水禽作进一步野外调查的基础上，结合婺源县

规划自然保护小区的成功范例，制订对该地区

湿地生境及越冬水禽的保护措施和管理办法。

（封面照片：中华秋沙鸭，林剑声 ,--0 年 ,
月摄于江西婺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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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A
［ / ］ B*)’G*?" (&#")&%#*+&%$ A FD)"%#"&"’ B*)’: +? @:*%：#D" B*)’G*?"

(&#")&%#*+&%$ N"’ O%#% B++PA 7%H;)*’I"， JK： B*)’G*?"

·33·3 期 何芬奇等：中华秋沙鸭在中国的近期越冬分布与数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