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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蒙古哈素海发现池鹭繁殖群

!!池鹭"A*?%(,+ 3+66")&#在内蒙古夏季见于呼伦贝尔市’赤峰市克什克腾旗和敖汉旗’呼和浩特市哈素海’包头

和鄂尔多斯市黄河沿岸’巴彦淖尔市乌梁素海!但未见繁殖记录的报道&

哈素海" .$$#m-,n’$$$m#$n!(%#m+%n’%#m+Jn# 位于大青山南部土默川平原北端!在呼和浩特市区向西 A#

]0处的土默特左旗境内!是黄河改道而遗留的椭圆形牛轭湖!属于大黑河水系的外流性淡水湖泊!主要水源来自

黄河& 湖泊周边除了鱼池外还有树林’沼泽地’农田’居民点等!为鸟类的迁徙’繁殖和觅食提供适宜栖息条件&

作者从 $&&, 年开始监测哈素海鸟类!"##" 年 , 月 $$ 日!乘船调查湖泊芦苇塘生境鸟类时!在面积约 +# 0 p

$- 0的芦苇"1"*+/G#4%&+)&4*+,#&#丛中首次观察到 J 只池鹭!这是本种在呼和浩特市地区首次分布记录!但未见巢

穴"赵格日乐图 "##+#& 后来的调查中在鱼池岸边’芦苇丛’浅水沼泽’渔业网具’树林等生境多次见到 $ ’+ 只零散

的池鹭个体& "#$# 年 A 月 ", 日!在湖泊东侧".$$#m-&n!(%#m+An#面积约 $## 0 p%# 0的小片人工树林内发现
+ 处池鹭巢穴& "#$$ ’"#$+ 年在此片人工树林内发现的池鹭巢穴数量分别为 +- 处’&, 处和 AJ 处& 据 "#$" 年对位

于 J- 棵树&, 处巢位的观察发现!池鹭巢主要位于杨树"1(>),)&:D*#上!少数选择旱柳"7+,#=G+4&)?+$+#%一棵树上

一般有 $ 处巢!少量有 " 处甚至 + 处巢的现象& 用铝合金折叠梯’竹竿和卷尺测量!巢穴离地面最低为 , 0!最高为
$, 0!平均高度为 $#H"A 0"$ q&,#& 对 J 处巢穴的观察!巢主要以干树枝和草茎构成!粗糙而简陋!卵呈蓝绿色!窝

卵数 + ’- 枚%树下草丛里可见到少数破碎的卵壳和掉地死亡的幼鸟& % 月中旬池鹭开始迁来!在鱼池周边零散活

动!- 月下旬开始营巢产卵!A 月上旬幼鸟离巢后在巢穴及周围树枝上等候亲鸟喂养& "#$" 年 A 月 & 日!对巢区和

巢区周边鱼池同步调查!在巢区树林中统计到 A# 只成鸟’$-# 只幼鸟!巢区周边面积 $ -## 0 p"## 0鱼池中统计

到 %# 只成鸟&

对哈素海池鹭种群动态和繁殖栖息地选择需长期深入研究!也应关注在内蒙古地区繁殖区域再北扩散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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