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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年通过地面和航空调查等方法，对繁殖于小兴安岭沾河流域的白头鹤（1*)& 2($+3"+）种群进

行了数量调查，共统计到白头鹤 (" 只。发现了 ( 对鹤的巢；! 对以及 ! 只单只的个体，虽然没有发现巢，

但根据其保护领域的行为，可以确定其为繁殖个体。同时统计到 %( 只没有参加繁殖的个体，以及 ( 只

不能判明是否参加繁殖的个体。通过本次调查表明，小兴安岭沾河流域的森林沼泽是我国白头鹤的重

要繁殖地。

关键词：小兴安岭；白头鹤；繁殖地；种群数量

中图分类号：,+#* 文献标识码：- 文章编号："!#".(!’(（!""#）"$.#%."$

! "#$%&’&()#* +$(,-, ./ 0..1$1 +#)($ ".2-%)3&.( &( 34$
5#$$1&(6 !#$) ./ 7$,,$# 8&(6)( 9.-(3)&(,

/01 23.456!" 780 95:6;.756# 90 <=36.>=3$ ,8-? @:.AB6% 78 756&
（!!(,,%/% (- 4#,5,#-% 6%&()*3%&，7(*8"%+&8 9(*%&8*0 :$#;%*&#80，<+*=#$ %#""$"；

">%?+*82%$8 (- @#(,(/0，>+A#$/ 7(*2+, !(,,%/%，>+A#$/ %’()%!；

#B($/ <)+C#+$/ 9(*%&8 D+$+/%2%$8 B%*;#3% (- <%#,($/C#+$/ E*(;#$3%，<+*=#$ %#"""*；

$>%?+*82%$8 (- @#(,(/0，<+*=#$ 7(*2+, :$#;%*&#80，<+*=#$ %#""*"；

%7+8#($+, @#*5 @+$5#$/ !%$8%* (- !"#$+，@%#C#$/ %"""+%；

&4#,5,#-% F$&8#8)8% (- <%#,($/C#+$/ E*(;#$3%，<+*=#$ %#""$"，!"#$+）

!:,3#);3：C=B DED3F:G5E6 H5IB EJ KEELBL <M:6B（1*)& 2($+3"+）:G G=B5M NMBBL56; H5GB O:H PE6L3PGBL NQ ;ME36L :6L
:BM5:F PB6H3HBH 56 !""$ :G >=:6=B R5SBM S:FFBQ，7BHHBM 956;:6 4E36G:56H，KB5FE6;T5:6; UMES56PBV - GEG:F EJ ("
KEELBL <M:6BH OBMB MBPEMLBL，56 G=B WB:6 G5WB ( 6BHGH OBMB FEP:GBLV @MEW G=B GBMM5GEMQ LBJB6L56; NB=:S5EM，! D:5MH
EJ N5MLH :6L ! H56;FB <M:6BH OBMB PE6J5MWBL GE NB NMBBLBMHV 4EMBESBM，%( OBMB MBPE;65IBL :H 6E6NMBBLBMH :6L G=B
NMBBL56; H5G3:G5E6 EJ ( WEMB N5MLH O:H 6EG :NFB GE LBGBMW56BV C=5H H3MSBQ PE6J5MWH G=:G G=B HO:WD EJ >=:6=B R5SBM
S:FFBQ，7BHHBM 956;:6 4E36G:56H，5H :6 5WDEMG:6G NMBBL56; H5GB JEM KEELBL <M:6BH 56 <=56:V
<$* =.#1,：7BHHBM 956;:6 4E36G:56H；KEELBL <M:6B（1*)& 2($+3"+）；XMBBL56; :MB:；UED3F:G5E6

基金项目 国家林业局野生动植物保护司资助；

第一作者介绍 郭玉民，男，博士，副教授；研究方向：野生动

植物保护与利用；Y.W:5F：N5ML%’*Z%!’[ PEW。

收稿日期：!""$.%!.!)，修回日期：!""#."#.%+

白头鹤（1*)& 2($+3"+）是国家一级重点保

护野生动物，被中国濒危动物红皮书列为濒危

（Y）物种，80<?（%++$，!""%）列为易危（\0）物

种，并列入 <8CY] 附录’中［%］。白头鹤的全球

种群数量约为 + #"" 只［!］。白头鹤的繁殖地在

俄罗 斯 的 东 西 伯 利 亚 和 我 国 的 小 兴 安 岭 地

区［(，$］。关 于 其 越 冬 地 的 种 群 数 量 报 道 较

多［# & *］。我国白头鹤繁殖地最早由李林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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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 月在沾河林区发现，记载了 " 对繁殖鹤以

及 " 个有 # 枚卵的繁殖巢［$］。由于在小兴安岭

林区白头鹤繁殖地对白头鹤数量进行统计难度

很大，因此繁殖地的种群数量一直未见报道。

我们的调查工作主要集中在 #%%& 年 & ’ ! 月下

旬。

! 研究地概况

本项目的主要研究地点位于黑龙江省小兴

安岭的大沾河湿地自然保护区，区内地势较平

缓，生境类型以森林沼泽为主（图 "：(），地理坐

标为东经 "#)*!)+!&, ’ "#-*#)+#&,，北纬 &-*%"+
#$, ’ &-*&.+&!,。此外还涉及保护区周边的森

林沼泽。研究地的植被以兴安落叶松（ !"#$%
&’()$*$$）为建群种，参与植被构成木本植物有白

桦（ +(,-)" .)",/.0/))"）、毛赤杨（ 1)*-2 2$3$#$4"）、

油桦（卵 叶 柴 桦）（+(,-)" 56")$75)$"）、笃 斯 越 桔

（8"44$*$-’ -)$&$*52-’）、兴安杜鹃花（905:5:(*:#5*
:"0-#$4-’）、狭叶杜香（ !(:-’ .")-2,#(）等，草本

以瘤囊苔草（;"#(% 240’$:,$$）为主，间有其他苔

草类（;"#(% /001）植物以及泥炭藓类（<.0"&*-’
/001）等。

" 研究方法

"#! 地面调查 结合我们以前的工作成果对

重点地区设定路线踏查，踏查过程中，播放白头

鹤占区鸣叫录音，并用摄像机和照相机等辅助

设备进行记录。

在调查地区发放有关白头鹤的宣教材料，

以图文并茂的信息告知当地群众如遇到白头

鹤，及时通知当地林业部门或研究人员。根据

反馈的信息，到现场加以核实，以研究者见到实

体为准。

利用防火塔以及无线电对讲系统，请防火

观察员协助进行观察。发现白头鹤后及时加以

确认，以研究者见到实体为准。

"#" 航空调查 利用防火直升飞机巡护飞行

的机会，登机沿巡护航线进行观察记录，在白头

鹤可能分布的重点区域，沿所需路线飞行。飞

行高度为 "%% ’ "!% 2。航速为 "!% ’ "-% 3245。

#%%& 年 的 调 查 中，累 计 有 效 飞 行 时 间 为 $ 5
! 267、航程约 !%% 32。

$ 结果与讨论

$#! 地面调查结果 #%%& 年，在沾河林业局的

乌兹孟、北沾河、嘎拉气、尖新山、五道林、二可

河和茂岚等林场历经 & 个多月的地面调查，在

总面积为 -89 万 52# 的范围内，共记录到白头

鹤 #9 只，详见表 "。根据观察，白头鹤每年 & 月

初到达小兴安岭繁殖地（图 "：:）。& 月下旬产

卵，! 月下旬孵出雏鸟（图 "：; ’ < 和封面照片为

#%%& 年 ! 月摄于小兴安岭沾河森林湿地）。

$#" 航空调查结果 #%%& 年 ! 月 ". 日进行了

约 $ 5 的航空调查，在近 !%% 32 的调查路线约

"% 万 52# 的面积上，仅在南沾河林场地面调查

没能涉及的 """ 林班（"#-*%-+&.,=，&-*)+#),>），

记录到 " 只白头鹤。航空调查范围几乎包括了

地面调查的全部面积。在航空调查过程中，航

线几乎垂直通过 # 号巢（"#-*%$+"98!,=，&-*#"+
#%8#,>）的上空，但没有见到白头鹤起飞，也没

有观察到任何个体的活动。

根据我们以往的工作，#%%$ 年 ! 月，对白

头鹤巢进行观察期间，恰有防火直升飞机从巢

上空飞过，高度不足 #%% 2，巢上正在孵卵的雄

鹤只是歪头关注，并不紧张，更无离巢或起飞的

迹象。这与丹顶鹤的情况相同［9］。! 月中旬，

当地的树已经放叶，森林沼泽中的隐蔽条件较

好。此时对白头鹤进行航空调查已不适合。但

#%%# 年 ! 月 " 日进行的调查效果比较好。在近

$ 5 的调查中，记录到白头鹤 "# 只。

$#$ 小结 利用白头鹤的领域行为，通过播放

其占区鸣叫声，可将白头鹤引出，以进一步寻找

鹤巢，这对研究繁殖于森林沼泽中的白头鹤十

分有效。文中判别白头鹤是否参加繁殖的依据

是其有没有巢及保护领域的行为。本次调查对

在 ! 月 "! 日以后成对，又无保护领域行为或成

小群活动的个体都视为非繁殖个体。

在统计数量时，把可能重复的数据都视为

重复记数，所得到的数量虽然少，但比较可靠。

另外，当年繁殖的个体也不计算在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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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 白头鹤种群数量地面调查结果

"#$%& ! ’&()%* +, -.+)/0 ().1&2 ,+. 3++0&0 4.#/&(

日期 !"#$
（月%日 &’(#)* +",）

地点

-’."#/’(
数量（只）

01&2$3
备注

0’#$
4%56 北沾河林场 44 林班 5 已经确定是繁殖对，并找到巢，定为 7 号巢（7589:4;7:%<=>，48974;?7=0）。

4%7@ 北沾河林场 74 林班 5 在麦茬田中采食，是否参加繁殖不详。

?%@，< 北沾河林场 74 林班 5 同上，疑是同一对。

?%75 北沾河林场 A? 林班 7 B 7
在 7 号巢东 7 7:: & 处，其中 7 只被驱赶（疑是去年幼鸟）。获胜者从 7?：A:
时一直守候到 7<：?: 时，而后飞往 7 号巢。

4%7@ C 76 乌兹孟林场 46 林班 5 于 ? 月 7< 日找到巢，定为 5 号巢（7589:A;76%?=>，48957;5:%5=0）。

?%7< 乌兹孟林场 @A 林班 5 5 号巢所在地。

4%7< 乌兹孟林场 4? 林班 4 没参加繁殖的个体。

4%7< 乌兹孟林场 46 林班 4 与上面的鹤是相同的 4 只。

4%56 C ?%5 嘎拉气林场 << 林班 5 有领域行为，已连续 A 年见到，距离最近的 5 号巢 76%4 D&。

?%5? 嘎拉气林场 7: 林班 7 有领域行为，应视为 7 对。距离 << 林班 7: D&。

4%A: 尖新山林场 A: 林班 5 有领域行为，距离最近的 5 号巢 75%? D&。

?%@，75，7@ 五道林林场 ?4 林班 7 有领域行为，应视为 7 对。

?%5A，5@ 二可河林场 < 林班 5 B 5 4 只同来同去，在地面成对活动，非繁殖个体。

?%54 茂岚林场 A6 林班 5 已经确定是繁殖对，并找到巢，定为 A 号巢（75<958;A8%5=>，4894<;??%<=0）。

?%5? 茂岚林场 57 林班 4 陈吉安种地点的农田中，没参加繁殖。

8%7? C 7< 茂岚林场 57 林班 4 B 4
可以确定其中 4 只是 A 号巢的一个家庭，另 4 只疑是 ? 月 5? 日同一地点见

到的没参加繁殖的个体。

航空调查的最佳时间应在白头鹤刚刚迁徙

到繁殖地的 4 月中旬进行，但此时防火飞机尚

未到，或在树叶未放开的 4 月末、? 月初进行。

? 月中旬，树叶放开，视野变小，此时白头鹤活

动范围虽然比较固定，但其隐蔽于林中，只要不

起飞很难被发现。这与在较为宽阔平原地区的

芦苇沼泽上的航空调查不同，研究者常将调查

时间确定在 ? 月初直至 ? 月下旬，即使被调查

对象不活动，但因没有树木、芦苇等草本植物的

遮挡，从空中也能很清晰地确定丹顶鹤等大型

涉禽是否存在［6，7:］。

本文的数据仅仅来自小兴安岭沾河流域。

在伊春北部、大兴安岭北部以及大、小兴安岭的

过渡地带还广泛分布着北方特有的森林沼泽。

在上述地点是否还有一定数量的繁殖白头鹤，

有待今后继续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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