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渤海湾地区红腹滨鹬迁徙动态的初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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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红腹滨鹬（!+,#1*#& 2+$)3)&）繁殖于环北极地区，属长距离迁徙鸟类，我国黄渤海地区是其在东亚 ,
澳大利西亚迁徙路线上重要的停歇地。!""& ) !""$ 年，通过对渤海湾北部双龙河口（东经 %%’-!%.，北纬

&+-!.）及其附近地区红腹滨鹬的种群调查，发现其迁徙高峰期出现在 $ 月底到 # 月初，峰值为 !""$ 年 (
月 %( 日的 & ’%$ 只；!""$ 年北迁时期，记录到佩戴有澳大利亚和新西兰脚旗的红腹滨鹬 %+ 只次，证实在

澳大利亚西北部、东南部以及新西兰等 & 个地区越冬的 ! 个红腹滨鹬亚种都在北迁时使用渤海湾作为

其停歇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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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腹滨鹬（!+,#1*#& 2+$)3)&）隶属于*形目

鹬科滨鹬属［%］，繁殖于环北极苔原地带，冬季至

美洲南部、非洲、印度次大陆、澳大利亚及新西

兰越冬［!］。迁徙时，红腹滨鹬主要经过我国东

部、东南及南部沿海地区，冬季有少量个体在台

湾、海南、广东及香港沿海越冬［! ) $］。该物种已

被列入《中日保护候鸟及其栖息环境协定》及

《中澳保护候鸟及其栖息环境协定》。李湘涛等

%**! ) %**& 年 的 调 查 和 湿 地 国 际 !""" 年 及

!""! 年的调查表明，渤海湾地区是*鹬类迁徙

途中的重要驿站［(，#］。但关于红腹滨鹬在该地

区的种群变化尚未见报道。为了了解迁徙期红

腹滨鹬在渤海湾的种群数量变动情况，我们于

!""& ) !""$

""""""""""""""""""""""""""""""""""""""""""""""""""""""""""

年进行了调查，现将结果报道如下。



! 研究地自然概况

渤海 湾 地 处 渤 海 西 部，海 岸 线 长 约 !""
#$，是我国滨海湿地和滩涂分布最集中的地理

区域之一［%］，研究区地处渤海湾北部，位于河北

省滦南县南部南堡村与嘴东村之间（图 &），即

东经 &&’()&*，北纬 !%()*。本地区的气候属暖温

带半湿润大陆性季风气候，四季分明，夏季炎热

多雨，冬 季 寒 冷 干 燥。年 平 均 气 温 在 && +
&),，& 月 平 均 气 温 为 - .,，% 月 平 均 气 温

)/,，无霜期一般为 &’’ 0，全年降水量 1"" +
%"" $$，其中夏季占 %12左右。该区域的湿地

包括潮间泥滩和盐池两种类型（图 &）。其中淤

泥质海岸潮滩宽阔，宽度约为 ! + 1 #$，平均潮

差可达 ) 3 1 $。研究区内虽有两条河流、水渠

汇入海湾，但由于上游筑坝，淡水大部分被拦

截。陆地植被种类较少，全部分布在盐场堤坝

及盐池间的土埂上，多为草本植物、极少数为小

灌木，草本植物以菊科、禾本科、藜科为主，常见

种类有盐地碱蓬（ !"#$%# &#’&#）、碱蓬（ !"#$%#
(’#")#）、白刺（*+,-#-+# &+.+-+)#）、芦苇（/0-#(1+,$&
)211"3+&）、獐茅（4$’"-25"& ’+,,2-#’+& 456 3 &+3$3&+&）、

碱菀（6-+52’+"1 7"’(#-$）等。河口内有中国北部

规模较大的民用渔港———嘴东港，所有滩涂均

为承包的养蛤场，海堤内全部为盐场或虾池，人

类活动较频繁。

图 ! 研究地位置示意图及研究区的生境分布

!为研究地点的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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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研究方法

自 !""# 年 $$ 月 % !""& 年 $! 月，对研究区

内的红腹滨鹬进行观察和统计，在鸟类迁徙的

春、秋季节（# 月中旬 % ’ 月上旬、( 月 % $" 月）

每周调查一次，在非迁徙季节（’ 月中旬 % ) 月

上旬、$$ 月 % # 月上旬）每 ! % & 周调查一次。

调查于涨潮过程中或退潮过程中潮水距海堤

"*+ % $ ,- 时进行，由于渤海湾北部为不规则

的半日潮，每次调查的起始时间依当日涨落潮

时间而定，调查所用时间约 # .。调查采用直接

计数法，沿嘴东村与南堡村之间 ’ ,- 长的海堤

（图 $），利用 $" / &! 双筒望远镜和 !+ / ’" 单筒

望远镜，统计和记录海堤左右两侧各 $ ,- 宽度

范围内的滩涂上和盐池中红腹滨鹬的绝对数

量。对佩有彩色脚旗标记的个体，仔细辨认并

记录其颜色特征。

" 结 果

从 !""# 年 $$ 月 % !""& 年 $! 月底，在 ## 次

调查中共见到红腹滨鹬 $# 次，即在 !""& 年 & 月

底到 ’ 月底的每次调查中都有记录，其中 & 月底

到 + 月底的数量最多；全年种群最大值出现在

!""& 年 + 月 $+ 日，共记录到 # )$& 只；从 ’ 月底

到 $" 月的整个夏季和秋季迁徙期只出现过 &
次，每次均不超过 $" 只；从 $" 月以后到翌年 &
月，在研究区内没有记录到红腹滨鹬（图 !）。

红腹滨鹬利用了研究区内的 ! 种生境类

型，在低潮期它们常常与其他*鹬类结成较大

的群体在滩涂上觅食，涨潮期间它们分批飞往

滩涂附近的初级盐池，在盐池中红腹滨鹬结成

密集群体，在池中浅水处休息，有时与大滨鹬、

弯嘴滨鹬及斑尾塍鹬混群，少量个体在盐池内

觅食或在池间土埂上休息。

图 ! 研究区内红腹滨鹬种群数量的季节变化

野外调查期间，共记录到佩戴有彩色脚旗

的红腹滨鹬 $0 只次（其中 & 月中旬 $ 只次，+ 月

上旬 ) 只次，+ 月下旬 ’ 只次，’ 月上旬 ! 只

次），脚旗颜色有 # 种：黄色、橙色和白色。经查

询有关文献［)］，得知这些标记个体分别来自澳

大利亚的西北部（环志地 1233-4）、东南部（环志

地 56783269）以及新西兰。详见表 $。

# 讨 论

据估计，每年利用东亚:澳大利西亚路线迁

徙的红腹滨鹬数量约 !!" """ 只［(］。本次调查

发现，红腹滨鹬在研究区的种群仅最高峰值就

达到 # )$& 只，数量达到了该路线上其种群总

数的 $;，考虑到红腹滨鹬群体出现在研究区

的时间较长（从 & 月中到 ’ 月初），而且在迁徙

期内不断地迁入和迁出，因此，本研究区在整

·0)·# 期 杨洪燕等：渤海湾地区红腹滨鹬迁徙动态的初步研究



表 ! "##$ 年研究区内目击佩戴脚旗的红腹滨鹬

序号
发现日期

（月 ! 日）

脚旗颜色

（位置）
环志地区 备注

" # $"% 白色（右） 新西兰

& ’ $# 橙色（右） 澳大利亚东南

( ’ $# 橙色（右） 澳大利亚东南

# ’ $# 橙色（右） 澳大利亚东南

’ ’ $# 橙色（右） 澳大利亚东南

) ’ $# 橙色（右） 澳大利亚东南

% ’ $# 黄色（右） 澳大利亚西北

* ’ $# 黄色（右） 澳大利亚西北

+ ’ $# 白色（右） 新西兰

", ’ $&" 橙色（右） 澳大利亚东南

"" ’ $&" 黄色（右） 澳大利亚西北

"& ’ $&& 橙色（右） 澳大利亚东南

"( ’ $&& 橙色（右） 澳大利亚东南

"# ’ $&& 黄色（右） 澳大利亚西北

"’ ’ $&& 白色（右） 新西兰

") ) $+ 白色（左） 新西兰 右脚有金属环

"% ) $+ 橙色（右） 澳大利亚东南

个迁徙期内所能支持的红腹滨鹬的数量应远远

高于其在该路线上种群总数的 "-。根据“东

亚.澳大利西亚涉禽保护区网络”制定的国际重

要湿地的标准之一（"++)），即通常能够支持超

过一个迁徙*鹬类物种或亚种种群 "-的湿地

即可被视为国际重要湿地，因此，可以认为渤海

湾北部地区在春季北迁时对红腹滨鹬具有重要

意义。

沿东亚.澳大利西亚路线迁徙的红腹滨鹬

被分成 & 个亚种，即在俄罗斯新西伯利亚繁殖、

主要在澳大利亚西北部沿海越冬的 !"#$%&" 亚

种，以及在俄罗斯楚科奇半岛繁殖、主要在澳大

利亚东南部及新西兰越冬的 ’()#’$" 亚种［",］。

/011234 等观察到红腹滨鹬从澳西北迁离的高峰

期为 ’ 月初至 ’ 月中，同时，他们根据红腹滨鹬

其他亚种的迁徙资料和各亚种繁殖地的气象资

料推断，这 & 个亚种到达繁殖地的时间应为 )
月中旬。这就意味着，它们必须在 # 5 ) 周内完

成超 过 " 万 67 的 路 程 到 达 繁 殖 地［",］。而

/08138 等在崇明岛的研究表明，红腹滨鹬从澳西

北起飞后大约经 ", 9 即可到达中国东 部 沿

海［""］。所以，研究者推断这 & 个亚种春迁时均

采取直飞方式，飞越太平洋后，只在中国黄渤海

地区做一次补给停留，之后直接飞往北极繁殖

地［",，""］。

通过目击到 ( 种颜色的脚旗，我们的调查

结果证实在澳西北、澳东南和新西兰等 ( 个地

点越冬的 & 个红腹滨鹬亚种的确都在春迁时使

用渤海湾北部作为停歇地。从 # 月开始，首先

发现带新西兰白色脚旗的红腹滨鹬 ’()#’$" 亚

种，到 ’ 月，( 种颜色———橙（澳东南）、黄（澳西

北）、白（新西兰）的脚旗一同出现在研究区内，

表明 & 个亚种北迁期间同时利用此研究区。

:;38<708 在澳西北的研究表明，在进行从澳

西北到中国黄渤海地区这段 ’ #,, 5 ) ’,, 67
的北迁之前，红腹滨鹬储备了约 ’, = 脂肪，在

澳西北红腹滨鹬的体重增长率为每天 , $ + =，所

以储存 ’, = 脂肪一般需要 ## 5 ’, 9 的时间［"&］。

:;38<708 认为红腹滨鹬从中国黄渤海北部到俄

罗斯繁殖地需要几乎同样多的脂肪储备以应付

超过 ( +,, 67 的飞行和繁殖初期可能遇到的食

物匮乏。而对红腹滨鹬其他亚种北迁中停歇的

研究表明，该鸟在高纬度的停歇地体重增长率

（&!% 5 #!) =>9）远高于低纬度停歇地［"&］，如果黄

渤海地区的食物量能使红腹滨鹬达到这种体重

增长率，则它们就有可能在很短的时间（+ 5 "%
9）完成能量的补充，并在 ) 月中旬到达靠近北

极的苔原繁殖地［",］。

同时，:;38<708 等对红腹滨鹬全球其他各亚

种砂囊的研究表明，世界各地的红腹滨鹬在迁

徙期都偏好食用双壳类软体动物，而且，通过对

底栖动物的调查，:;3<708 认为与热带越冬地相

比，北半球潮间带的物种多样性更低但生物量

更高［"&］。因此，/011234 和 /08138 推测，红腹滨鹬

之所以能这么晚迁离澳洲越冬地，原因是黄渤

海北部地区的双壳类软体动物有可能在春季快

速增长，使红腹滨鹬得以在短时间内迅速补充

能量以便飞往繁殖地［",，""］。我们认为这种推测

是很有可能的，因为研究区内有双龙河的 & 个

入海口，双龙河上游为农业区，虽然流量较小，

但仍可能使河口地区营养富集，增加了河口地

区滩涂的生产力。此外更重要的是，研究区及

附近海岸全部为承包的养蛤场，承包人在每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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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春季和秋季都向泥滩分撒大量幼蛤以保证蛤

类生产，加上滩中成熟蛤类自身的繁殖，红腹滨

鹬很有可能在此地得到大量的食物补充。但迄

今有关渤海湾北部潮间带大型底栖动物的资料

非常缺乏，因此，我们建议在未来的研究中应对

此开展详细的调查。

致谢 感谢湿地国际的涉禽专家 !"#$ %"#&’# 先

生及中国办事处的陈克林主任对本研究给予的

大量指导和热情鼓励；唐山市唐海县第七农场

在调查初期给予我们各种帮助，刘阳同学和乔

轶仑先生协助完成了部分野外调查工作，在此

一并致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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