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崇明东滩 鹬类迁徙路线的环志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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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崇明东滩为东亚2澳大利西亚 鹬类迁徙路线上的重要迁徙停歇地。本文通过分析崇明东滩回收

的异地环志 鹬类记录及异地回收的崇明东滩环志的 鹬类记录, 研究崇明东滩 鹬类的迁徙路线。

1979~ 2008年间, 崇明东滩共回收到来自澳大利亚西北部、澳大利亚维多利亚、美国阿拉斯加及新西兰

北岛等 17 个国家与地区环志的 鹬类 265 只, 包括大滨鹬 ( Calidris tenuirostris)、斑尾塍鹬 ( Limosa

lapponica)、红腹滨鹬( C. canutus)等 16 种鸟类, 其中春季北迁期间的记录占总数的 93% ; 2003~ 2008 年

间,澳大利亚西北部、新西兰南岛、中国大陆及新西兰北岛等 10 个国家与地区回收到崇明东滩环志的大

滨鹬、斑尾塍鹬、红腹滨鹬等 12种鸟类, 共计 164 只。在所有与崇明东滩 鹬类存在迁徙连接的 20 个国

家和地区中,澳大利亚西北部的回收记录占全部回收记录的 55%。根据斑尾塍鹬和红腹滨鹬不同亚种

的越冬地分布,崇明东滩回收的斑尾塍鹬有 L . l . menzbieri 与L . l. baueri 两个亚种, 红腹滨鹬有 C. a .

piersmai和 C. a . rogersi 两个亚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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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 act: Chongming Dongtan is an important stopover site for shorebirds along the East Asian2Australasian Flyway.

Based on the recoveries of shorebird banding and leg2flagging records, we analyzed the migration routes of shorebirds

across Chongming Dongtan.A total of 265 shorebirds of 16 species banded in 17 countries and regions were recaptured

at Chongming Dongtan, including Great Knot ( Calidris tenuirostris) , Bar2tailed Godwit (Limosa lapponica ) and Red

Knot ( C. canutus) . 93% of them were recaptured during spring migration. In addition, 164 shorebirds of 12 species

banded at Chongming Dongtan were recaptured at ten countries and regions, including Northwest Australia, where

55% of the total recoveries occur. Two subspecies of Bar2tailed Godwit (L . l . menzbieri and L . l . baueri) and Red

Knot ( C. c. piersmai and C. c. rogersi) that reported wintering in northwest of Australia and in east of Australia and



New Zealand were captured in the study area. Those birds are stopover at Chongming Dongtan during migr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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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鹬类是候鸟的重要类群, 其中绝大多数

种类具有长距离迁徙的习性
[ 1, 2]
。东亚2澳大利

西亚 鹬类迁徙路线覆盖了北至西伯利亚东部

和阿拉斯加, 南至东亚、东南亚以及澳大利亚、

新西兰的大片区域, 每年超过五百万只 鹬类

在此路线上迁徙
[ 2]
。了解 鹬类的迁徙路线对

于认识其迁徙活动以及 鹬类在繁殖地、越冬

地和迁徙停歇地之间的迁徙连接具有重要意

义
[ 3,4]
。

环志是研究鸟类迁徙路线的简便而有效的

方法
[ 5]
。从 20 世纪 90年代开始, 在对 鹬类

等鸟类进行环志的同时, 给鸟类配戴不同颜色

组合的足旗
[ 6, 7]

, 根据对同一迁徙路线上不同环

志地点或不同区域指定的颜色组合方案, 在野

外通过观察足旗的颜色组合就可以判断该个体

的环志地点
[ 6]
。足旗的应用使环志鸟类被再次

发现的机会大大增加
[ 6, 7]

,为研究 鹬类的迁徙

活动提供了便利条件。

我国东部沿海地区位于东亚2澳大利西亚

鹬类迁徙路线的中部, 在 鹬类迁徙研究方

面具有重要地位。本文通过分析在崇明东滩记

录到的异地环志 鹬类及异地记录到的在崇明

东滩环志的 鹬类资料, 探讨崇明东滩主要

鹬类类群与其繁殖地、越冬地以及其他迁徙停

歇地之间的迁徙连接。这对了解崇明东滩 鹬

类的迁徙活动具有重要意义。

1  研究地点与方法

崇明东滩地处崇明岛最东端 ( 121b50c~

122b05cE, 31b25c~ 31b38cN) , 是东亚2澳大利西

亚 鹬类迁徙路线上重要的迁徙停歇地
[ 2, 8]
。

每年春秋两季, 约 50 种, 数十万只 鹬类在崇

明东滩停歇
[ 2,8]
。滩涂湿地为 鹬类的栖息提

供了良好条件。

崇明东滩的环志工作始于 1986 年。至

1996年,共环志 鹬类 31种 1 100多只
[ 8]
。从

2002年,崇明东滩鸟类自然保护区在每年春秋

两季开始系统的环志工作。2003年, 开始使用

彩色足旗标记。至 2008年底, 保护区环志的

鹬类数量超过 2万只。在环志的同时,回收到

很多异地环志的 鹬类。本研究所收集的数据

包括:作者于 2005~ 2008年间在崇明东滩记录

到的佩戴异地足旗的 鹬类; 2003~ 2008年间

澳大利亚涉禽研究组所收集的异地观察、回收

崇明东滩环志 鹬类记录; 5中国鸟类迁徙研

究6
[5]
中记录的 1979~ 1997年间在崇明岛回收

到的异地环志 鹬类的记录; 1998~ 2008年间

崇明东滩鸟类自然保护区的环志回收记录; 世

界自然基金会中国网站之观鸟专区 ( http:PP

www. wwfchina. orgPbbsPguanniao. htm)的足旗观察

信息; 5中国鸟类观察6中报道的涉及崇明东滩

鹬类的足旗观察记录X , 以及各地观鸟者的

足旗观察记录。

本研究将回收数据归为崇明东滩记录到的

异地环志 鹬类及异地记录到的崇明东滩环志

的 鹬类两类。根据/东亚2澳大利西亚迁徙路

线的彩色足旗分配协议0,将各个地区的回收记

录按照种类分别汇总。对于协议没有涉及的观

察、回收地点,我们将其就近归于协议所列的地

区。由于中国大陆在崇明东滩以外地区的环志

和足旗观察记录较少,我们将在中国的回收地

分为中国大陆(崇明东滩除外)、中国香港与中

国台湾三个地区。分别统计各个地区每种 鹬

类的数量、来源地及每种鸟类的回收数量占回

收总数量的比例, 根据每个来源地的回收数量

所占的比例,确定与崇明东滩 鹬类迁徙连接

程度较强的国家和地区。

2  结  果

1979~ 2008年间,在崇明东滩记录到 17个

国家与地区环志的大滨鹬( Calidris tenuirostr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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斑尾塍鹬 ( Limosa lapponica )、红腹滨鹬 ( C.

canutus)、黑腹滨鹬 ( C. alpina )、红颈滨鹬( C.

ruficollis)等 16种 鹬类, 共计 265只。其中比

例较高的地区包括:澳大利亚西北部( 185只,

占总数的 70% ) , 澳大利亚维多利亚 ( 26只,

918% ) ,美国阿拉斯加( 11 只, 412%)和新西兰

北岛( 9只, 314%)等(表 1)。

图 1  崇明东滩 鹬类迁徙路线示意图

Fig. 1 Migration routes of shorebirds across Chongming Dongtan

图中圆点表示 鹬类环志和回收的地点,圆点大小表示回收的鸟类数量等级。

The dots indicate the banding and recovery sites of shorebirds.

The size of dots indicates the abundant level of recaptured and resighted shorebirds.
 

  2003~ 2008年间, 有10个国家与地区记录

到崇明东滩环志的斑尾塍鹬、大滨鹬、红腹滨鹬

等 12种 鹬类, 共计164只。其中记录数量较

多的地区包括: 中国大陆 ( 55只, 占总数的

34%)、澳大利亚西北部( 49只, 30% )、新西兰南

岛( 26只, 16% )、新西兰北岛 ( 15只, 911%)和

中国台湾( 9只, 515% )等(表 1)。

  根据崇明东滩回收的 鹬类环志记录和异

地回收崇明东滩的环志记录, 崇明东滩 鹬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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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东亚2澳大利西亚迁徙路线上的 20个国家和

地区的 鹬类存在迁徙连接(图 1)。其中数量

较多的种类包括大滨鹬、斑尾塍鹬、红腹滨鹬与

黑腹滨鹬。在大滨鹬的迁徙路线上, 崇明东滩

与澳大利亚西北部、澳大利亚维多利亚、新西兰

北岛等 9个国家与地区存在迁徙连接, 并且与

澳大利亚西北部存在非常强的迁徙连接, 崇明

东滩环志的大滨鹬的回收记录中, 95%是在澳

大利亚西北部环志。另外,崇明东滩斑尾塍鹬

与澳大利亚西北部、新西兰北岛、新西兰南岛等

7个国家与地区的斑尾塍鹬存在迁徙连接; 崇

明东滩红腹滨鹬与新西兰北岛、澳大利亚维多

利亚、澳大利亚西北部等 7个国家与地区的红

腹滨鹬存在迁徙连接; 崇明东滩黑腹滨鹬与美

国阿拉斯加、俄罗斯勘察加等 6个国家与地区

的黑腹滨鹬存在迁徙连接。

在崇明东滩记录到的 265只异地环志的

鹬类中,春季北迁期间的记录为 247只,占总数

的93% ; 秋季南迁期间的记录为 4只, 占总数

的115% ; 非迁徙季节及无具体回收月份的记

录共 14只,占总数的 513%。

3  讨  论

本研究表明,大滨鹬、斑尾塍鹬、红腹滨鹬

等21种 鹬类在崇明东滩与 20个国家和地区

间存在迁徙连接。这证明崇明东滩是东亚2澳

大利西亚 鹬类迁徙路线上的重要迁徙停歇

地。另外, 澳大利亚西北部与崇明东滩在大滨

鹬的迁徙方面存在非常强的联系, 意味着澳大

利亚西北部与崇明东滩任何一方的环境变化都

会同时影响到该迁徙路线上大滨鹬的种群动

态。由于 鹬类对迁徙停歇地具有很强的忠诚

度
[ 9]
,迁徙停歇地质量的下降,可能导致种群数

量的迅速下降
[ 10]
。崇明东滩作为 鹬类迁徙

的重要停歇地,该区域的栖息地质量优劣将直

接影响到该迁徙路线上 鹬类的种群动态。

在崇明东滩记录的异地环志 鹬类中, 数

量最多的 3种 鹬类为大滨鹬、斑尾塍鹬和红

腹滨鹬。它们都是 鹬类中个体较大的种类。

这可能由三方面原因造成: ¹大滨鹬与斑尾塍

鹬是 20世纪80~ 90年代崇明东滩捕猎数量最

多的两种鸟类, 期间的回收数据大多直接来自

于捕猎
[ 7]
; º小型鸟类的死亡率高于大型鸟

类,可能造成小型鸟类环志后的重捕机会大大

减少; »一些个体较小种类, 如弯嘴滨鹬 ( C .

f erruginea ) ,在崇明东滩停歇的数量少, 从而造

成环志和环志后重捕的数量较少
[ 2]
。

崇明东滩记录的异地环志 鹬类数据与异

地记录的崇明东滩环志 鹬类数据在地区组成

上存在差异。崇明东滩记录到的异地环志的

鹬类中, 来自澳大利亚维多利亚的数量仅次于

澳大利亚西北部, 但是澳大利亚维多利亚却至

今没有回收到崇明东滩环志 鹬类的报道。这

可能由于崇明东滩与澳大利亚维多利亚所环志

的 鹬类的主要种类差异较大的原因。大滨鹬

与斑尾塍鹬是崇明东滩环志数量最多的两种鸟

类
[8]
, 它们在澳大利亚的越冬地主要数分布在

北部海岸
[ 11]

, 在澳大利亚南部的越冬数量较

少
[7]
。另外, 异地记录的崇明东滩环志 鹬类

为各地汇报数据,存在遗漏的可能性。

不同地区野外调查工作和环志工作开展的

程度也直接影响回收的数量。在异地记录的崇

明东滩环志 鹬类中,来自新西兰南岛的记录

数量仅次于澳大利亚西北部, 而崇明东滩尚未

记录到新西兰南岛环志的 鹬类,这是由于新

西兰南岛环志 鹬类数量较少造成。另外, 异

地记录的崇明东滩环志的 鹬类中, 澳大利亚

西北部所占的比例最高, 这一方面是因为大滨

鹬在崇明东滩与澳大利亚西北部之间存在非常

强的迁徙连接, 另一方面是因为澳大利亚西北

部的 鹬类野外调查和环志工作都开展得较

好,是澳大利亚境内 鹬类足旗观察最多的地

区之一
[ 11]
。

环志回收记录对于了解不同地区鸟类的亚

种组成有很大帮助。研究表明, 在澳大利亚西

北部越冬的斑尾塍鹬为 L. l . menzbieri 亚种,澳

大利亚东部以及新西兰越冬的斑尾塍鹬为 L.

l . baueri亚种
[ 12~ 14]

。根据环志回收记录, 崇明

东滩回收的斑尾塍鹬包括了来自澳大利亚西北

部、新西兰北岛和南岛、澳大利亚维多利亚、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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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利亚昆士兰等地越冬的斑尾塍鹬(表 1) , 这

表明崇明东滩的斑尾塍鹬包括 L. l . menzbieri

与L. l . baueri两个亚种。Batt ley等
[ 15]
的研究表

明,在澳大利亚西北部越冬的红腹滨鹬为 C.

a . piersmai 亚种, 澳大利亚东部与新西兰越冬

的红腹滨鹬为 C. a . rogersi 亚种。崇明东滩回

收的红腹滨鹬包括澳大利亚西北部、澳大利亚

维多利亚、新西兰北岛和南岛的越冬个体(表

1) , 这表明崇明东滩红腹滨鹬有 C . a . piersmai

和C . a . rogersi 两个亚种。另外, 由于阿拉斯加

和西伯利亚的黑腹滨鹬为两种不同的单倍

型
[ 16]

, 崇明东滩回收的黑腹滨鹬有来自阿拉斯

加及堪察加半岛繁殖的黑腹滨鹬个体,这表明

崇明东滩黑腹滨鹬有阿拉斯加和西伯利亚两种

单倍型。

Barter等
[ 17]
以及 Hsu 等

[ 18]
的研究表明, 澳

大利亚 鹬类北迁期间主要有两条路线, 其一

由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与维多利亚等地出发,

穿越太平洋,沿中国东部海岸线,途经黄河三角

洲和渤海湾等飞往西伯利亚等地; 其二由澳大

利亚北部出发, 途经菲律宾等东南亚地区,最终

飞往俄罗斯西伯利亚等繁殖地。本研究发现,

崇明东滩的 大滨鹬、红腰 杓鹬 ( Numenius

madagascariensis)分别与菲律宾的大滨鹬、红腰

杓鹬存在迁徙连接, 表明上述两条主要迁徙路

线之间存在交叉。另外,崇明东滩还回收到来

自位于中亚候鸟迁徙路线上的印度半岛的弯嘴

滨鹬,这表明不同的迁徙路线之间也存在一定

的重叠。

崇明东滩记录的异地环志的 鹬类中, 春

季北迁期间的记录远高于秋季南迁期间的记

录。原因可能有以下三点: ¹崇明东滩是 鹬

类北迁期间的重要迁徙停歇地, 而对南迁的

鹬类来说, 该区域可能只是一些体质较弱鸟类

的临时休息场所,部分长距离迁徙 鹬类,例如

斑尾塍鹬等, 可以越过本区域直接到达越冬

地
[ 13, 19, 20]

; º秋季 鹬类南迁期间成鸟与幼鸟

的迁徙路线不同,成鸟在秋季南迁期间不经过

崇明东滩或者不在崇明东滩停歇
[21]

, 而 鹬类

繁殖地的幼鸟环志数量很少, 造成秋季 鹬类

南迁期间崇明东滩的环志回收和足旗观察记录

少; »秋季南迁期间成鸟可能早于幼鸟迁飞。

2006年之前崇明东滩的秋季环志工作都在 8

月开始,成鸟可能已经过境,因此缺少野外足旗

观察和回收的记录。

目前,在 鹬类的迁徙停歇地和越冬地都

开展了大量的研究工作, 而由于 鹬类的繁殖

地主要位于人迹罕至的北半球高纬度地区,开

展的野外调查和环志工作较少。因此,在崇明

东滩记录的异地环志 鹬类中,来自繁殖地的

记录仅限于少量的黑腹滨鹬、斑尾塍鹬与红颈

滨鹬, 尚不能根据环志回收资料对崇明东滩

鹬类的繁殖地来源进行分析。这方面工作还值

得进一步开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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