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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第 "’% 号国际重点鸟区位于云南蒙自坝区! 但此地区缺乏系统的鸟类数据& "##’ *"#$% 年! 每

年 $ 月下旬至 " 月上旬! 在蒙自坝区的三个湖泊长桥海*大屯海和三角海"简称’三湖( #进行水鸟调查!

累计记录到水鸟 $" 科 )) 属 ’) 种& 其中有国家’级保护野生动物 $ 种! 黑鹳"!#2($#+ $#/*+#! 国家%

级保护动物 " 种! 白琵鹭"E,+3+,%+ ,%)2(*(9#+#和彩鹮"E,%/+9#&-+,2#$%,,)&#! 极危":f#鸟类 $ 种! 青头潜

鸭"803"0+ 4+%*##! 近危"5T#鸟类 % 种& 在长桥海记录的水鸟种类和数量最多! 但 \K>HH6H8U?IHI_多样

性指数较低! 优势度指数较高& 在三角海记录到的鸟类种类较多! \K>HH6H8U?IHI_多样性指数较高而

优势度指数较低& 在大屯海记录到的鸟种和数量都很少& 分别对三湖越冬水鸟种数*数量和雁形目*骨

顶鸡和鹳形目水鸟数量变化趋势进行了 e>H87IHJ>@@检验! 发现调查期间! 三湖越冬水鸟种数和数量无

显著变化! 骨顶鸡数量无显著变化趋势! 雁形目水鸟略有下降趋势! 而鹳形目水鸟有显著下降趋势&

鉴于三角海记录到的国家’*%级保护动物和鹳形目水鸟数量! 建议将该地包括在第 "’% 号国际重点

鸟区的范围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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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南部最大的盆地蒙自坝! 其面积超过
"## B<"! 海拔 $ )## <左右! 除坝区北部和西
部分别为开远市和个旧市管辖外! 大部属蒙自
市& 蒙自坝是大型陷落盆地! 大小池沼湖泊广
布其中"蒙自县志编纂委员会 $&&0 #& 目前!
蒙自坝内面积最大的 ) 片水域是长桥海*大屯
海和三角海! 分别在蒙自*个旧和开远管辖区
内"图 $#&

历史上! ,A;L6H 和 -F_>< "魏天昊 $&/&#*
Y>HF;等 "$&$%#及 W>T6G3KI"$&") #等在 "#
世纪 )# 年代以前! 先后于蒙自境内采集记录
到 & 科 $’ 属 $& 种水鸟& 此后! 直至 $&/) 年冬
季! 方有中国科学院昆明动物研究所的研究人
员在蒙自长桥海和个旧大屯海开展过鸟类调查
"王应祥 $&/(#! 共计采集"记录#到 $# 科 "’
属 )) 种水鸟"杨岚等 $&&0#& "##’ 年 " 月! 红

图 >?蒙自坝及周边地区主要湖泊以及水鸟调查点的分布
B"6@>?+4’#H’$4’I.D%*-4’#-2=) #"-’#*%(<"/-’("/6 <.-’(*%<8#2(&’) "/0’/6T"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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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州林业局与西南林学院专家共同组织了一次
越冬水鸟快速调查! 蒙自及周边地区是重点关
注区域"张开平等 "##’#! 在这一区域共记录
到 $# 科 "# 属 )’ 种水鸟& "#$# 年! 开远市的
鸟类组成见诸报道"李飏等 "#$##! 涉及 $) 科
)$ 属 %& 种水鸟! 这些鸟类大多被记录于蒙自
坝北端的三角海& 上述历史数据显示! 蒙自及
周边地区是云南重要的水鸟栖息地! 有大量越
冬水鸟聚集& 虽然长桥海与大屯海已被列入重
点鸟区"?<‘6_L>HLE?_J >_I>! -YQ56."’%# "陈
承彦 "##& #! 但长期系统的调查工作依然缺
乏& 为全面反映蒙自坝区湿地越冬水鸟的组
成*分布和数量变化趋势! 我们从 "##’ 年至
"#$% 年! 于每年 $ 月下旬至 " 月上旬间! 对长
桥海*大屯海和三角海的越冬水鸟种类*数量和
分布进行了调查! 现报道结果如下&

>?研究地点

蒙自坝位于 ")N$(O*")N)(O5! $#)N$)O*
$#)N"’O=! 属亚热带季风气候区! 年平均气温
$/h’i! 年平均降雨 /$0h/ <<&

长桥海"")N"’O’t5! $#)N""O$"t=#位于蒙
自市区以北约 ’ B<处! 东西长 ’h/ B<! 南北最
宽处达 )h( B<! 平均宽 #h/ B<! 面积 $# B<"&
长桥海东*西*南三岸筑有围堤! 南岸堤内有大
面积平缓湖岸和滩涂! 在枯水季节尤为广布&
东*南两侧堤外有常年积水的水田和鱼塘& 长
桥海为浅水型湖泊! 丰水季节最大水深 ( <!
平均水深 % <& 有沙拉河*黎江河从南侧入湖%
丰水季节! 湖水由西北端的嘉明河"永丰渠#流
入毗邻的大屯海&

大屯海"")N"0O)/t5! $#)N$/O)&t=#东临长
桥海 "最近处水面仅相隔 $h) B<#! 南北长
’h% B<! 东西最宽处 "h/ B<! 面积 $"h% B<"&
大屯海四面均有围堤! 西*南两岸堤外有常年
积水的水田和鱼塘& 大屯海为浅水型湖泊! 丰
水季节平均水深 %h0 <&

三角海"")N)%O%)t5! $#)N$/O$t=#位于大
屯海以北 $( B<& 三角海水面狭长! 呈反’((
字型! 总长逾 ’ B<! 最窄处宽 #h0 *#h’ B<! 最

宽处约 " B<! 面积 ’h0 B<"& 三角海仅最南端
和最北端建有围堤! 西侧和南侧沿岸有滩涂!
并有大面积水田和鱼塘& 三角海北部水较深!
丰水季节平均水深超过 ( <! 南岸近滩涂处水
甚浅& 有大庄河从东北岸入湖&

A?方?法

"##$ 年至 "##0 年! 我们不定期地前往长
桥海*大屯海和三角海进行鸟类观察! 并通过
这些预备观察获知了上述水域的地形! 水鸟分
布状况和周边路况&

"##’ *"#$% 年""#$$ 年除外#! 每年 $ 月
下旬至 " 月上旬! 我们对上述水域进行至少两
轮调查& 调查区设置在长桥海*大屯海和三角
海沿岸水鸟较多且易于观察的路段& 主要采用
定点计数的方法对鸟类进行统计! 共设置 $"
个观察点! 其中! 长桥海 % 个! 大屯海 0 个! 三
角海 ) 个"图 $#& 调查人员在观察点用 / 倍双
筒望远镜 "/ q%"! ,@d<‘G;! 日本#和 "0 *(0
倍单筒望远镜""0 *(0 q/"! Y,\eQ! 广州#结
合观察& 在同一观察点! 由至少 " 名调查人员
先后分别以单筒望远镜扫视水面和开阔滩涂!
逐个计数! 并依据+中国鸟类野外手册, "约翰
)马敬能等 "####鉴别种类! 剔除无法互相印
证的数据& 对同种鸟的计数统计数据采取最大
数值保留法 "S6AI;IL>@.$&/&#& 在每个点的
观察计数时间约为 "# <?H! 观察半径 " B<& 以
湖心岛*网箱设施等作为地标! 避免在不同观
察点对相同水域的鸟类进行计数& 在观察点间
驱车移动! 保证在尽量少的时间内调查完整个
水域% 并在 $ J 之内遍历所有点! 以避免鸟群
大范围移动造成的重复计数或者漏计& 对少见
或疑难鸟种! 用焦距 %## << 的镜头 "=9
%## <<90h’W]\e! :>H6H! 日本#和单反相机
"=,\ )#+! :>H6H! 日本#进行拍照记录! 以备
鉴定使用& 对优势种*常见种和稀有种的划分
以调查期间各种鸟类个体数占统计个体总数的
百分比为标准! 大于 $#k为优势种! $#k *
$k为常见种! 小于 $k为稀有种 "郑光美等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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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e>L@>E 软件的W?@@?ILI;L函数对每个湖泊
历年记录到的水鸟密度和种数进行正态分布检
验! 用 38LI;L函数对各个湖泊历年记录到的水
鸟密度和种数进行配对 T检验& 用 e>L@>E 编
写程序对每个湖泊历年记录到水鸟总密度*三
类主要水鸟"雁鸭类*骨顶鸡和鹳形目鸟类#变
化趋势进行单边 e>HH87IHJ>@@"e7#检验&

根据调查数据! 计算每个湖泊的水鸟历年
\K>HH6H8U?IHI_指数 "U#! Ung%

#
E?@6FE?%

均匀度指数! 即 b?I@6G 指数"Q#! QnUVU<>a!
U是群落物种多样性 \K>HH6H8U?IHI_指数!
U<>a是群落物种总数的对数% 优势度指数"B#!

Bn%
#
E?

"! E?是第 ?个物种个体数与各物种总

个体数之和的比"郑师章 $&&%#&

E?结?果

"##’ 年至 "#$% 年""#$$ 年无数据#! 在长
桥海*大屯海和三角海累计记录到水鸟 $" 科
)) 属 ’) 种"附录#& 其中有国家’级保护动物
$ 种! 黑鹳"!#2($#+ $#/*+#! 国家%级保护动物
" 种! 白 琵 鹭 "E,+3+,%+ ,%)2(*(9#+ # 和 彩 鹮
"E,%/+9#&-+,2#$%,,)&#% 极危":f#鸟类 $ 种! 青
头潜鸭"803"0+ 4+%*##! 近危"5T#鸟类 % 种! 罗
纹鸭"8$+&-+,2+3+#*白眼潜鸭"803"0+ $0*(2+#*

白腰 杓 鹬 ">):%$#)&+*W)+3+ # 和 黑 尾 塍 鹬
" =#:(&+ ,#:(&+ #& 在 历 次 调 查 中! 骨 顶 鸡
"X),#2+ +3*+#*小"T+2"04+H3)&*)-#2(,,#&#和
白鹭 "Q/*%33+ /+*D%33+#数量较大! 为优势种&

绿头鸭"8$+&H,+30*"0$2"(&#*绿翅鸭"8F2*%22+#

等 "" 种鸟类见于大多数年份且数量较大! 为
常见种&

在长桥海累计记录到 %0 种水鸟! 其中有
$/ 种鸭! $) 种鸻鹬! ( 种鹭! " 种鸥! " 种
! $ 种秧鸡 "骨顶鸡#! $ 种鹳! 即钳嘴鹳
"8$+&3(:)&(&2#3+$&#! $ 种鹮 "彩鹮#& 上述鸟
类中包括青头潜鸭 $ 个极危":f#物种! % 个近
危"5T#物种! " 种国家%级保护动物& 有 $)

种鸟目前仅记录于长桥海! 分别是花脸鸭
"8$+&-(*:(&+#*白眉鸭"8FW)%*W)%9),+#*斑背

潜鸭 "803"0+ :+*#,+#*青头潜鸭*斑头秋沙鸭
"1%*/%,,)&+,4%,,)&#*白腰杓鹬*黑尾塍鹬*泽鹬
"T*#$/+ &3+/$+3#,#&#*林鹬"TF/,+*%(,+#*红颈滨
鹬"!+,#9*#&*)-#2(,,#&#*黑翅长脚鹬"U#:+$3(H)&
"#:+$3(H)&#*棕头鸥 " =+*)&4*)$$#2%H"+,)&#*夜
鹭 " >023#2(*+7 $023#2(*+7#* 绿 鹭 " I)3(*#9%&
&3*#+3+#和彩鹮&

在大屯海累计记录到 $& 种水鸟! 其中有 %
种鸭! 0 种鸻鹬! % 种鹭! " 种鸥! " 种秧鸡! $
种& 有 $ 种鸟仅记录于大屯海! 是大沙锥
"O+,,#$+/(:%/+,+#&

在三角海累计记录到 %% 种水鸟! 其中有
$% 种鸭! $$ 种鸻鹬! ) 种鸥! ) 种秧鸡! ’ 种
鹭! " 种鹳! " 种! $ 种琵鹭"白琵鹭#! $
种鸬鹚! 即普通鸬鹚 "E"+,+2*(2(*+72+*4(#! $
种潜鸟! 即红喉潜鸟 "O+A#+ &3%,,+3+#& 上述鸟
类中有 " 个近危"5T#物种和 $ 种国家’级保
护动物& 有 / 种鸟仅记录于三角海! 分别是普
通秋沙鸭 "1%*/)&:%*/+$&%*#* 白 胸 苦 恶 鸟
"8:+)*(*$#&H"(%$#2)*)&#*凤头麦鸡 "Y+$%,,)&
A+$%,,)&#* 灰 头 麦 鸡 "YF2#$%*%)&#* 反 嘴 鹬
"C%2)*A#*(&3*+ +A(&%33+#*红喉潜鸟*普通鸬鹚和
黑鹳&

长桥海*大屯海和三角海历年调查记录到
的水鸟密度和种类见图 "& 在除 "##& 年以外
的所有年份! 长桥海的水鸟密度都超过另外两
处湖泊! 但种类并非最多& 在所有年份! 在大
屯海记录到的水鸟种数最少% 除 "#$" 年外! 在
大屯海记录到的水鸟密度也最少& 在多数年
份! 在三角海记录到的水鸟种数最多% 除
"##&*"#$" 年外! 在三角海记录到的水鸟密度
仅次于长桥海&

对各湖泊历年记录到的水鸟种数和水鸟密
度进行两两配对 T检验! 调查期间长桥海水鸟
平均种数比大屯海显著多 "3n%h00! El
#h##0#! 但与三角海差别不显著 "3n$h$’! E
n#h"/0#% 三角海平均鸟种数比大屯海也显著
多"3n(h"%! El#h### 0#& 长桥海水鸟密度比
大屯海 "3n(h#/! E l#h### 0 #*三角海 "3n
)h)$! El#h#0#均显著大& 三角海水鸟密度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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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A?AXXQ YAX>J 年"AX>> 年除外#分别在长桥海$大屯海和三角海记录到的

水鸟密度".#和水鸟种数",#

B"6@A?+4’<.-’(,"(==’/#"-) ".# ./=-4’/2I,’(%*#D’$"’#",# (’$%(=’=.--4’-4(’’8.H’#%

R4./61".%4.""RZG#% !.-2/4.""!+G# ./=3./[".%4.""3\G#

*(%I AXXQ -% AX>J "’5$’D-*%(AX>>#

比大屯海大"3n)h&0! El#h#$#&
对各湖泊历年记录到的水鸟种数和密度变

化趋势分别进行单边 e7检验! 调查期间长桥
海*大屯海*三角海水鸟种数变化均不显著"长
桥海$@n#! En#h0#% 大屯海$@ng#h%"! E
n#h((% 三角海$@ng#h"0! En#h’%& @为
整体趋势变化速率! E为趋势显著性水平#%
除三角海水鸟密度有显著下降趋势外! 其他两
湖水鸟密度变化趋势不显著 "长桥海$@n
$#h"%! En#h"(% 大屯海$@ng#h$/! En
#h’%% 三角海$@ng"(h#/! En#h&(#&

在长桥海*大屯海和三角海! 鸭类*骨顶鸡
和鹳形目鸟类计数之和分别占到历年调查水鸟
计数的 &$h’k p0h&k* (0h#k p$’h#k 和
(&h0k p0h’k! 对上述鸟类数量的年际变化
进行整理"图 )#! 以探讨三处湖泊近年水鸟组
成的变化&

对 "##’ *"#$% 年三个湖泊中骨顶鸡*鸭类
和鹳形目鸟类的数量变化趋势进行单边 e7检
验"表 $#& 在长桥海! 骨顶鸡和鹳形目鸟类变
化趋势不明显! 但鸭类有较为明显的减少趋势
"@ng0(h&"! En#h/(#& 在大屯海! 骨顶鸡
无明显变化趋势! 鸭类有显著减少趋势 "@n
g’h0)! En#h&0#! 鹳形目鸟类略有减少趋势
"@ng0h"#! En#h’%#& 在三角海! 骨顶鸡无

明显变化趋势! 鸭类略有减少趋势 "@n
g$)h0/! En#h’%#! 鹳形目鸟类有显著减少
趋势"@ng/(h/)! En#h&&&#&

三个湖泊历年记录水鸟的多样性 \K>HH6H8
U?IHI_指数*优势度指数和均匀度指数变化见
图 %& "##’ *"#$% 年! 长桥海的 U值和 Q值在
大多数年份均低于另外两处! B值在大多数年
份均高于另外两处! 且 U*Q和 B值在 "##& 年
至 "#$# 年间均有一明显拐点& 三角海的 U值
和 Q值在大多数年份均高于另外两处& 大屯
海的 Q值在所有年份均高于其他两处&

J?讨?论

上述结果显示! 蒙自坝区的长桥海*大屯
海和三角海在每年冬季为数千只水鸟和其他鸟
类提供栖息地! 其中不乏国家’*%级保护动
物& 三处水域的鸟种组成各有特点! 这由三处
水域的不同环境特点所决定&

长桥海三面围堤内外均有大面积平缓滩
涂! 湖盆亦浅! 遍布沉水植物! 为偏植食性的
水鸟提供了区内面积最大的优质栖息环境& 虽
然在长桥海累计记录到的水鸟种类最多! 但多
数年份在长桥海记录到的种类并不多! 骨顶鸡
等少数植食性鸟种成为优势种! 这一效应在
"##& 年旱灾之后尤为明显! 这也是其多样性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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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E?AXXQ YAX>J 年"AX>> 年除外#在长桥海$大屯海和三角海记录到

三类水鸟的数量
B"6@E?+4’-%-.8"/="&"=2.8#%*,"(=%&’(.88#D’$"’#.--4’-4(’’8.H’#% R4./61".%4.""RZG#%

!.-2/4.""!+G# ./=3./[".%4.""3\G# *(%I AXXQ -% AX>J "’5$’D-*%(AX>>#
!!!>.雁鸭类% E.骨顶鸡% 3.鹳形目鸟类& Q.QH>L?J>I% E.:66L% 3.:?36H?C6_<I;E?_J.

表 >?三湖骨顶鸡$鸭类和鹳形目鸟类 AXXQ YAX>J 年数量变化单边 0;检验结果
+.,8’>?+4’(’#28-#%*2/"8.-’(.80.//K;’/=.88-’#-%/-4’"/="&"=2.8#%*$%%-% :/.-"=.’%

./=R"$%/"*%(I’#"/-4(’’8.H’#*(%I AXXQ ]AX>J

!!@F整体趋势变化速率% EF趋势显著性水平& @.TKI_>LIC6_6cI_>@@L_IHJ% E.TKI;?FH?C?3>H3IC6_LKI6cI_>@@L_IHJ.

数和均匀度指数值较低! 优势度指数值较高的
原因&

三角海既有一定面积滩涂! 又有开阔的深

水区! 且渔产颇丰& 在三角海越冬的水鸟种类
最多! 而且国家’级保护动物黑鹳和国家%级
保护动物白琵鹭主要记录于此! 这些物种均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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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J?AXXQ YAX>J 年"AX>> 年除外#长桥海$大屯海和三角海水鸟多样性
B"6@J?3D’$"’#="&’(#"-) "/=’5 *%(-4’<.-’(,"(=#(’$%(=’=.--4’-4(’’8.H’#% R4./61".%4.""RZG#%

!.-2/4.""!+G# ./=3./[".%4.""3\G# *(%I AXXQ -% AX>J "’5$’D-*%(AX>>#
>.\K>HH6H8U?IHI_指数"U# % E.优势度指数"B# % 3.均匀度 b?I@6G 指数"Q# &

>.TKI\K>HH6H8U?IHI_?HJIa"U# % E.+6<?H>H3I?HJIa"B# % 3.b?I@6GO;?HJIa"Q#.

大型食肉"鱼#鸟类& 在 "##’ 年以后三角海的
优势种不明显! 但有较多的常见种和偶见种&
上述原因使其多样性指数和均匀度指数值较
高! 而优势度指数值较低&

大屯海四面均有围堤! 堤内完全没有滩
涂! 水域内网箱养殖和捕捞活动盛行! 人为干
扰极大& 因此! 在大屯海越冬的水鸟无论种类
还是数量都很少! 其多样性指数*优势度和均
匀度指数都不高&

"##/ *"#$" 年! 云南遭遇历史罕见的多年
连旱灾害& 长桥海水面在此期间下降达 " <以
上! 南部大片浅水区域干涸退化为草地& 长桥

海的鸭类*骨顶鸡和鹳形目鸟类计数在 "##& 年
均出现了大幅下滑! 应与这一重要栖息地的改
变有关& "##& 年后! 长桥海南部持续干涸! 剩
余水面形成大片新的浅水区! 并逐渐长出繁茂
的水生植物& 此后! 骨顶鸡数量迅速回升至极
旱的 "##& 年以前的水平! 鹳形目鸟类同期也
呈现缓慢上升的趋势! 我们推测这与新浅水区
中发生的动植物群落变化有关& 另外! 自 "###
年以来! 三角海周围的大量水田改种蔬菜! 这
可能是当地以鱼为食的鹳形目鸟类近年大幅减
少的原因&

"# 世纪 /# 年代在蒙自坝区开展的鸟类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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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结果显示! 赤麻鸭"T+9(*$+ -%**)/#$%+#*赤颈
鸭"8$+&H%$%,(H%#*白眼潜鸭*凤头潜鸭"803"0+
-),#/),+#*赤嘴潜鸭">%33+ *)-#$+#*普通秋沙鸭
和白琵鹭在长桥海和大屯海有相当数量! 为冬
季常见种或优势种"杨岚等 $&&0#& "# 世纪 )#
年代以前的调查记录显示! 白头鹮鹳"1023%*#+
,%)2(2%H"+,+# "Y>HF;IL>@.$&$%#冬季不罕见
于上述地区! 斑嘴鹈鹕 "E%,%2+$)&H"#,#HH%$&#&#
也偶有记录"杨岚等 $&&0#& 至 "# 世纪 (# 年
代! 灰鹤"O*)&/*)&#在大屯海周围还有相当数
量"杨德华 $&/"#& 我们开展的调查未在长桥
海和大屯海记录到赤嘴潜鸭*普通秋沙鸭*白头
鹮鹳和灰鹤% 而赤麻鸭*赤颈鸭*白眼潜鸭和凤
头潜鸭在 "##& 年以后仅为偶见! 数量远不能
达到优势种或常见种水平& 上述鸟类的减少乃
至消失! 应与三湖水库化和周边的生境变化有
关& 相比历史记录 "杨岚等 $&&0! 张开平等
"##’#! 在这一调查中新记录到的水鸟种类!
如翘鼻麻鸭"T+9(*$+ 3+9(*$+#*斑背潜鸭*青头
潜鸭*黑腹滨鹬"!+,#9*#&+,H#$%#等数量均很少!
多为偶见种! 调查强度和持续时间增加使得这
些偶见种可能被记录到&

另外! 自 "#$" 年以来! 大群钳嘴鹳出现在
长桥海和三角海! 在长桥海单群最高记录数超
过 "## 只& "#$) 年 $ 月! 一群 $& 只彩鹮被记
录于长桥海& 上述两笔分别为钳嘴鹳和彩鹮近
年在国内已知的单次数量最大记录& 作为云南
纬度*海拔最低的高原湖群! 长桥海*大屯海和
三角海水热条件充分! 应当具有较高的生产力
和生物量& 只要管理得当! 蒙自坝区内的这些
湿地今后依然能够成为高质量的水鸟栖息地!
重现历史景观&

L?保护建议

蒙自坝区是云南较早为国内外鸟类学者关
注的地区! 长桥海*大屯海和三角海是这一地
区的重要水鸟栖息地& 其中! 三角海是鸬鹚*
白琵鹭等大型食鱼鸟类目前在蒙自坝区内的最
后栖息地! 调查期间发现的唯一一种属于国家
’级重点保护动物的水鸟"黑鹳#也记录于此&

基于上述发现! 建议扩大’长桥海8大屯海(重
点鸟区的范围! 将三角海一并纳入& 为保护蒙
自坝区三湖的水鸟! 需要对水位和湿地区域内
的人为干扰进行管理! 并开展研究探讨浅水
区*滩涂和冬季积水的水田对越冬水鸟生存的
意义! 制定更有针对性的保护措施&
致谢!云南红河*昆明地区的观鸟爱好者及云
南野鸟会会员董伦*丁楠雅和韦铭等为野外工
作做出了贡献& 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林业局
野生动物植物保护办公室对上述工作给予了支
持& 在我们进行水鸟调查的初期! 西南林业大
学的韩联宪教授和北京大学自然与社会研究中
心的王昊*李晟等对调查方法提出了建议! 特
此致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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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AXXQ YAX>J 年 > YA 月"AX>> 年除外#调查在三湖记录到的水鸟
:DD’/="5?+4’$4’$H8"#-%*-4’<.-’(,"(=#(’$%(=’=.--4’-4(’’8.H’#"/\./2.()KB’,(2.() #2(&’)#%

*(%I AXXQ -% AX>J "’5$’D-*%(A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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