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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中华秋沙鸭"1%*/)&&2)+3+4)&#是典型的森林溪流生态系统的指示种! 鲜有在人工水体大群越冬

的报道’ "##* 年 & 月至 "#$( 年 ( 月! 连续 E 年在广东白盆珠水库发现其越冬群体’ 监测结果如下$ $#

中华秋沙鸭最早可于 & 月底到达白盆珠水库! 在翌年 ( 月陆续迁离! 居留时间最短为 ( 个月左右! 最长

为 E 个月左右& "#"##* )"##& 年! 其最大群体数量基本保持稳定! 均为 ($ 只& "##& )"#$( 年! 数量逐

年减少! 最少时为 $" 只& (#其活动区域较稳定! 皆在白盆珠水库的打锣岽附近! 活动范围 $##H#$ )

$/#H&# >8" ! 该位置水体宽阔! 水质洁净! 受外界干扰少’ 我们认为! 水库拥有较理想的自然栖息环境

和保护区有效管理是中华秋沙鸭在此越冬的关键因素& 为了进一步加强对中华秋沙鸭的保护力度! 建

议将白盆珠水库打锣岽附近区域划为广东省惠东莲花山白盆珠省级自然保护区核心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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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秋沙鸭"1%*/)&&2)+3+4)&# 隶属于雁
形目"JAWDY:<5Y8DW#鸭科"JA9Z:C9D#! 是第三纪
冰川期后残存下来的物种 "易国栋等 "##/#!
是国家#级重点保护鸟类和东亚地区特有珍稀
水禽’ 中华秋沙鸭是一种分布区域狭窄! 数量
稀少的物种! 仅繁殖于中国东北和俄罗斯远东
地区"赵正阶 "##$#’ 近年来! 由于栖息地丧
失%非法狩猎和人为干扰! 中华秋沙鸭已成为
一个较小且数量正在下降的种群 "LDDZ9;.
"##"! U5;5̂:D̂9DZ9;."##E! P:? DZ9;."#$##!
被列入世界自然保护联盟"-MN4# "#$( 年濒危
物种红色名录7濒危"64# "-MN4"#$(#’

鸟类越冬生境的选择直接影响到越冬种群
的数量变化"章志琴等 "#$"#’ 中华秋沙鸭的
主要越冬区域在中国长江流域和东南沿海地
区! 偶尔有少数个体到日本%韩国和中国台湾
等地越冬"何芬奇等 "##E! 刘宇等 "##/! 林清
贤等 "##/#’ 赣东北的弋阳%婺源等地曾经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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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总数量超过
$## 只"方第安等 "##&#’ 中华秋沙鸭在广东
的分布! 只有零星发现的报道! 如廖晓东于
"##E 年在石门台发现 $ 只中华秋沙鸭的雌性
个体"何芬奇等 "##E#’ 李小燕等""#$"#报导
了 "##* 年在广东惠东莲花山白盆珠自然保护
区内的白盆珠水库发现 ($ 只中华秋沙鸭! 是
广东地区发现的最大越冬群体’ 为掌握该保护
区中华秋沙鸭的越冬规律及特点! 以指导该物
种越冬群体的保护! 作者对白盆珠水库的中华
秋沙鸭越冬群体进行了持续 E 年的监测与研
究! 现将结果报道如下’

AB保护区概况

广东惠东莲花山白盆珠自然保护区地处广
东省东南部 ""(d#%e4! $$’d#/e6#! 东江一级
流域的西枝江上游’ 该区属南亚热带季风气
候’ 年均气温 ""H#f! 最热月"* 月#平均气温

"/H&f! 最冷月"$ 月#平均气温 $%H$f& 年均
日照时数" #(/H& >& 年均降雨量 $ &(’H* 88&
年蒸发量$ /*’ 88& % )& 月份为雨季! 占年降
雨量的 /"H(g! 干湿季明显! 年均相对湿度
/#g! 常年基本无霜! 气候垂直差异大’ 该区
植物种类具有明显的南亚热带常绿阔叶林%针
阔混交林及热带植物种类成分的特征’ 白盆珠
水库位于广东惠东莲花山白盆珠自然保护区
内! 水库面积 % $E(H’ >8"! 占保护区总面积的
"&H*g "骆土寿等 "##(#’

CB研究方法

CDAB调查方法B"##* 年 & 月至 "#$( 年 % 月每
月进行 $ )" 次调查! 每次调查为期 " )( C’
每日调查的时间为上午 E$## )$#$## 时和下午
$’$## )$/$## 时’

采用样点法调查! 在 "##* 年发现中华秋
沙鸭区域的基础上! 确定 ’ 个样点进行观察
"图 $#’ 使用 "# )%’ 倍单筒和 / )$# 倍双筒
望远 镜! 手 持 _‘U 定 位 仪 " XJ_6PPJ4!
bY:Z5A#! 数码相机"佳能 6,U7-+U7XJ]h::及佳
能镜头 6T/##T#’ 调查过程中! 对发现秋沙鸭
个体的生境! 进行样方调查! 记录海拔%水深
和植被类型参数! 并在 $i’ 万地图上进行标
示! 同时拍摄照片’ 此外在整个库区进行随机
样线法和访问法调查! 以确认在其他位置是否
有中华秋沙鸭的分布’
CDCB数据处理方法B采用直接计数法对水库
水面及周边生境中的秋沙鸭进行调查! 调查结
果排除重复记录! 并保留最大值’ 中华秋沙鸭
每次越冬的数量取这一时间段调查到的最大数
量’ 每次调查的活动范围取这一时间段调查记
录到的活动坐标点! 连接周边各点形成一个封
闭区域! 选择最大区域为其最大活动范围’

EB结果与分析

EDAB群体数量及滞留时间B于 "##* 年 $$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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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次观察到中华秋沙鸭的活动’ "##* )"#$(
年! 每个时间段初次和末次观察到的情况见表
$’ 中华秋沙鸭最早于 & 月底即到达白盆珠水
库! 在翌年 ( 月陆续迁离! 居留时间最长约 E
个月左右! 最短 ( 个月左右’ "##* )"##& 年!
最大越冬群体数量一致! 均为 ($ 只’ "##& 年
的越冬群体较 "##/ 年有明显下降! 减少 & 只&
"#$$ 年较 "#$# 年又有明显下降! 减少 * 只’
但 "#$# 年观察到的越冬群体的最大值仅比
"##& 年的减少 " 只! "#$" 年较 "#$$ 年减少 $
只! 下降幅度放缓’
EDCB生境及空间动态B每年观察到中华秋沙
鸭皆在水库中部的打锣岽 "小岛#东南侧的滩
涂和水域附近"图 $#! 通过访问和现场调查证
明在其他区域并未见中华秋沙鸭的活动’ 打锣
岽位于保护区的缓冲区! 附近河段水面辽阔!
冬季平均水位为 */ 8! 水深 # )’ 8’ 水质清
澈%水流缓慢! 鱼虾和水生昆虫丰富! 其小岛
植被覆盖率约 *’g! 植被类型以针阔混交林和

灌木林为主’ 人为活动干扰少’ "##* )"#$(
年! 中华秋沙鸭的活动范围大致稳定! 活动面
积在 $##H#$ )$/#H&# >8" 之间! 历年的活动区
域有较大范围的交集’ 值得注意的是! 该群秋
沙鸭在白盆珠水库的活动范围显示逐年缩小的
趋势"表 $#’

FB讨B论

中华秋沙鸭是典型的森林溪流生态系统的
指示种"邹红菲等 "##/#! 多出没于湍急河流
或开阔湖泊! 在国内已有的报道中! 鲜有中华
秋沙鸭在水库过冬的记录"何芬奇等 "##E! 刘
宇等 "##/! 易国栋等 "#$#! 邵明勤等 "#$"#’
本研究发现在白盆珠水库中! 中华秋沙鸭的越
冬栖息地只局限在水库打锣岽 "小岛#东南侧
"图 $#! 究其原因如下! 汪志如等""#$##发现
秋沙鸭在水系中的活动点偏好阔叶林! 白盆珠
水库周边植被以南亚热带常绿阔叶林为主! 有
多条溪流流入水库! 拥有典型森林溪流生态系

图 AB莲花山白盆珠省级自然保护区中华秋沙鸭的活动范围
G(4DABH91&,’(;(’(1/&31& "*!"#$%&&’%()(*%&()I(&)9$&/9&)7&(#1)89$!3";(),(&%J&’$31:1/1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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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ABCKKL MCKAE 年中华秋沙鸭的群体动态及活动区域
H&>%1AB!"#$%&’(")/(81/&)09"N13&)41/"*!"#$%&&’%()(*%&0$3()4 CKKL OCKAE

统! 故该水库环境与中华秋沙鸭的栖息地偏好
相符合’

其次! 章志琴等""#$"#发现中华秋沙鸭越
冬栖息生境地势平缓广阔! 河道内均有大面积
沙洲存在! 且至少一面与山林相连! 河水清
澈%水流缓慢! 具有岛屿化的分布特征’ 打锣
岽靠近溪流流入水库的位置! 具有流动水体和
较为丰富的食物! 而且该水域较为宽阔! 水流
较其他区域平缓! 周边被有滩涂的半岛和岛屿
包围! 利于中华秋沙鸭的捕食和休息! 且很少
受到人为干扰’ 该位置的生境与章志琴等
""#$"#的发现相似’ 因此! 我们认为尽管白盆
珠水库是人工水体! 但其拥有中华秋沙鸭理想
的越冬栖息环境! 是中华秋沙鸭在此越冬的关
键原因’

值得注意的是! "##& 年以及 "#$$ 年! 越
冬群体数量有两次明显下降’ 鉴于保护区的管
理策略一直未变! 我们推测出现这个现象有以
下原因! 首要原因可能是中华秋沙鸭种群的整
体数量下降所致"P:? DZ9;."#$##& 其二! 可能
与其在迁移过程中个体的死亡有关"汪志如等
"#$##’ 其三! 人为因素干扰! 自 "##/ 年! 通
过媒体的广泛宣传吸引了大批游客前来观鸟!
越来越多的人类活动可能影响到其活动范围!
使得群体向别处迁移’ 其四! 我们是以单次观
察的最大数目作为鸭群的最大数量! 不排除分

群现象’ 但由于秋沙鸭的躲避性强! 未能发现
其他群’ 从我们历年的观察中发现! 中华秋沙
鸭的活动范围也存在逐年缩小的趋势! 这一变
化可能和过冬数量减少以及人类活动的干扰有
关’ 因此! 在未来加强保护和宣传工作的同
时! 应考虑进行保护区的功能区划调整’ 目前
打锣岽区域属于缓冲区’ 鉴于人为干扰已经影
响到中华秋沙鸭在白盆珠水库的活动范围! 缓
冲区不足以保护这一濒危物种! 有必要将这部
分区域从缓冲区转变为核心区! 加大对该区生
态环境保护的投入! 完善监测机制! 减少甚至
杜绝人为干扰! 更好地保护中华秋沙鸭越冬群
体和越冬栖息地’
致谢!本监测得到了广东省林业厅野生动植物
保护管理处的支持’ 本保护区的李东洋%杨磊%
赖子钦%郭向品等同事参与了监测工作! 华南
濒危动物研究所袁喜才研究员%蒋果丁%姚志
军%刘金成等工作人员也参与了部分工作! 在
此一并表示感谢’

参!考!文!献

-MN4."#$(.-MN4 ]DC P:WZ5<b>YD9ZDADC U[D2:DW.jDYW:5A

"#$(. $. ) +R0,P* ) "#$(7#*7$E *. >ZZ[$00\\\.

:?2AYDC;:WZ.5Y@.

LDTI! XD;̂:;;D+! _?:SQ! DZ9;."##".UZ9Z?W5<Z>DW29;V7

W:CDC 8DY@9AWDY\:AZDY:A@:A 89:A;9AC N>:A9:A Z>D$&&#W.

c9ZDYa:YCW! "’"%# $ %E" k%E%.



% 期 朱慈佑等$广东惠东白盆珠水库中华秋沙鸭越冬群体监测 (’"*!!(

P:? ‘I! P:T! U5A@L +! DZ9;."#$#.J W?ŶDVZ5Z>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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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武汉发现长嘴半蹼鹬

+,)-./#.)%&&0.1.2(0"%&P>/13;10()5$9&)$ 6$>1(!3";(),1

"#$% 年 % 月 * 至 "’ 日! 在湖北省武汉市江夏区汤逊湖千亩塘"(#d"Ee%/m4! $$%d"%e"*m6#观测到长嘴半蹼鹬
"7#3$(6*(3)&&=(,(9+=%)&#$ 只! 隶属于鸻形目鹬科半蹼鹬属’ 该鹬被发现于一大型荷塘内! 同域分布有扇尾沙锥
"5+,,#$+/(/+,,#$+/(#%林鹬"G*#$/+ /,+*%(,+#%鹤鹬"GF%*04"*(9)&#%泽鹬"GF&4+/$+4#,#&#等鹬科鸟种’

借助蔡司 E# 倍单筒望远镜观察! 并拍摄下图片及视频后发现! 该鹬中等体型! 与扇尾沙锥近似! 但比鹤鹬
小’ 具长而粗的嘴! 全嘴色深’ 白色眉纹明显’ 上体体羽深褐色! 具浅色羽缘’ 尾上覆羽具横斑’ 下体色浅! 胸
及胁部沾红! 胁部至尾下覆羽具粗横斑’ 飞羽呈暗红褐色’ 腋羽和翼下覆羽色浅! 次级飞羽具白色端斑! 形成明
显白色后缘’ 脚黄绿色’ 该鹬频繁将嘴插入水下觅食! 嘴前端几乎不出水面! 呈现出本属鸟种觅食典型行为’ 与
曾在同一地区出现过的同属鸟种半蹼鹬"7F&%3#9+,3+4)&#相比! 体型明显为小! 且嘴更细而长! 且嘴末端无隆起!
脚色亦不同’ 经查对资料"胡鸿兴等 $&&’! 郑光美 "#$$! 雷进宇 "#$"#! 该种为湖北省鸟种新记录’

长嘴半蹼鹬繁殖于俄罗斯西伯利亚东北部和美国阿拉斯加! 越冬于北美南部和南美’ 在东亚地区有小部分种
群越冬及迁徙途经沿海区域’ 国内记录较少! 见于天津%青海%上海%广东%香港及台湾等地"郑光美 "#$$#’ 近年
零星记录包括 "#$" 年 $ 月 $& 日四川德阳广汉 $ 只"危骞! 个人通信#! "#$( 年 ’ 月 ’ 日江苏常州滆湖 $ 只"中国
鸟类记录中心#! "#$% 年 % 月 ’ 日江苏连云港 $ 只! % 月 * 日上海崇明东滩 " 只"袁晓! 个人通信#’ 本次湖北的记
录为罕见的内陆记录! 且显示出 % 月可能为其迁徙经过长江中下游区域的高峰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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