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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乌鸦越冬期．内数量波动 

^：南北 路 线 B：东西 路线 

均不显著，可以认为乌鹛在本区越冬数量相对 

稳定 ，是一个数量很少的稳定型的种群，象这样 

的种群数量 ，直加保护。 

为了反映鸟鹃越冬数最波动规律 ，傲据表 

2和表 3各月数量均值制成图 】。 

由图 1看出．两条诵查路线越冬数量波动 

基本一致 ，呈单蜂型，但 东西路线峰值不太突 

出。本区 1月气温最低 (一6．6℃)，但乌鹃的越 

冬数量最高 (2．33和 7．0O只)，这一数 量 波 动 

规律，充分表明本区为该鸟的越冬地之一。但 

应指出，乌鸱迁人本区后，有部分个体向其它越 

冬区扩散及一些老弱病残体自然死亡等 ，因而 

1月数量高峰过后 ，其数量又逐月减少。 

四、食性 通过野外直接观察和剖 胃分 析 

结果列入表 4。 

由表 4看出 ，乌鹛冬季的食性以动物性食 

物为主，其中农田鼠类和野兔的比重较大 ，占总 

食量的 65．9{弼。还见有鸟类 7种，占总食量般 

3{．O5％。 

龙羊峡地区鸟类现状及水库蓄水后演化预测书 

三 塑 登 
(中国科学院西北高原生物研究所) 

龙羊峡永库是高寒、干旱、多风沙地区的一 

座大型水库 ，它的建成除具有发电、防洪、灌溉 

等效益外 ，还将改善库区周围环境 ，促进农、林、 

牧、渔业发展的综合效能。从鸟类学的角度预 

铡水库环境影响评价工作还是一种新 的尝 试， 

这次考察只不过是一个开端，有待进一步完善。 

阻 1 主羊峡地区岛类考寰工作点示意图 

· l6 · 

1984年 6—7月 ，我们对龙羊峡地区进 行 

了一个多月的考察 ，围绕龙羊峡水库共设了九 

个工作点 (见图 1)，通过考察对本地区鸟类区 

系组成 分布，有了一个较概括的了解，并收集 

了有关生态资料 ，作为龙羊峡水库蓄水前鸟类 

区系组成的本底材料 ，无疑是宝贵的 ，同时试 

图在龙羊峡水库蓄水后鸟类的演化进行一些讨 

论 ，以作今后进一步研究时参考。 

一

、 自然环境概况 

龙羊峡地区地处青海省海南藏族自治州东 

北部的共和县境内，于黄河在青海第二个大拐 

·遗箍文章在中国鸟类学会第三届学术讨论会上宣读 

过。参加考察的还有胃吉军，车德诸葡志，夏武平教授 

提供宝贵意见，一#致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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弯处，东与蠹德县毗连，东亩与贵南县相望，西 

南 与兴海县接壤 ，西北与海西州都兰县和青海 

期 相邻。龙羊峡地区为新生代第四纪喜马拉雅 

造 山运动的上升地带境内，地形 较为复杂 ，山、 

构 、滩、谷相连交融，整个地形由西南向东北倾 

科 ，平均海拔 2500— 3250米 ，四面环 山、北部为 

青海南山、日月山、拉脊山，西南为鄂拉山，东南 

为西倾山 ，龙羊峡水库像一个长喇 形 ，日部向 

东北 ，横卧在共和盆地的东南部，活不 绝的河水 

在此汇集成一个大湖 ，为千百万人造福。 

龙羊峡地区出于青藏高原东部边缴 ，具有 

显著的高原太陆性气候特征 ，由于境内地形复 

杂 ，有高山、河滩、沟谷之别，各地气候不尽相 

祠 ，总的气候特点是：光照充足、日照强烈、冬 

寒夏凉、四季不明、温差较大 、降水集中、干旱少 

雨 、风大沙多。全年丑照时数为 2670—3036小 

时 ，日照百分率达 60—69形，年总辐射量 1 56— 

172千卡／cm ，年均大于秘国同纬度的其他 地 

区。垒年平均气温在 0．7m6．3ac之间，最冷月 

平均气温 一8．3℃，最热月平均气温 1 8．3ac，年 

总 降水量在 200—400 mm 之间 ，垒年降水量主 

要集中在 5— 9月。平均风速在 2．0—3．6米，秒 

之 间，大风日数平均在 30—85天，主要出现在 

冬 、春季节沙暴 日数 8— 24天。为较典型的高 

原 荒漠 气傧。 

调查区的植被主要为盐生和荒漠 化 草 甸、 

灌丛，海拔 2400--2550米的地方多为地下水位 

高的阶地和冲积沟 ，土壤盐溃化的程度较大 ，檀 

物种类比较单纯 ，但频度多、盖度大、较低的 

地方多为一年生藜科植物 ，最多的如平卧碱蓬 

(Suaeda prostraIa)、黑翅地肤 (Kochia m 

lanopelra)、平卧地肤 (Kochla prottrata)， 

野滨藜 (~1triplex ，4)等，在小土丘或高坎 

上可见到西伯和亚 白刺 (Nitrdria sibirica)， 

黑翅地挟等。 这些地区很多地方被开垦为 农 

田，尤其黄河边虽然经常被洪水淹没，但人们仍 

然种植小麦、油莱 ，侥幸得到收成。水库建成 

后 ，蓄水线为海拔 2600米 ，已超过这一范围，当 

地群众以国家的安排迁往其他地方落户。 

有些土层薄和岩石裸露的地方或陡壁 ，虽 

然在同一海拔地区内，但植物种类很 不 相 同 ， 

常见的有猪毛莱 (Salsola collina)、 瑞马柳 

(Reaumuria kascarica)、小叶铁线莲 (Cla— 

ma~is nannopkylla)、戈壁针茅 (Stipa gobi— 

d)、沙蒿 (．4rtemDia desertorura)、 猪毛蒿 

(tlrtemlsia scoparia) _年生草本植有 草霸 

王 (Zygophyllum mucro：atum)，滨藜 (Atr· 

iptex sibiriea)等，这些植物虽占面积小，但也 

反映了荒演化的景观 

在很多弃耕地里，生长有禾本科、豆科等植 

物 ，在水渠边和地坎上常见有苦马豆 (Swains— 

oiua sahula)，白刺，枸杞 (Ly~ium barbarum) 

囊 l 龙单峡地区鸟奏名录囊其分布 

采 粜 或 遇 觅 摊 点 留居 地理 

种 类 名 录 曲淘 沙璩玉 更尕海 选连海 巴仓 术格滩 沙淘 罗汉堂 衡 情况 区域 

__ — —  

1 2 3 I 5 6 7 8 9 10 儿 
。— — 。 

I-鹏鹁 目 PODICIPEDIFORMES 

1．黑颈聃鹤 Podicept 4 P 口 + 夏候鸟 广 

2．凤头睛鹦 Pod；eep#crfsratus crittatB~ 十 夏候鸟 广 

u．罹形强 ANSF．,RIFOgM~S 

5． 雁  ̂fⅧ  r + 夏候鸟 古 

4．斑头雁 Anter；#dicut X + 夏侯鸟 古 

，．赤麻鸭 Tmdorna ferrug~ ~o X )t 厦 傧鸟 古 

6．赤嘴港鸭 Ⅳ 口ru／ina 十 夏展鸟 古 

7．红头潜鸭 ， ／erlne + 旅 鸟 古 

IIl 卓形 日 FALCONIFOgM ES 

．聋 硝 ，川  口，jf lin dt + X 留 鸟 广 

I1  ． ● _  I。 ．̈1 自强 乏 ：  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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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 集 囊 遇 见 地 点 
留居 地童 
情况 区蟮 

一 种 龚 瘩 录 曲商 沙珠玉 更尕离 选连海 巴仓 术播谇 秒淘 罗祝壹 新街 

___— —  。。— —  ___— —  ^ 。 — —  ___— —  

l 2 ) 6 7 8 9 10 I1 

— —  — — — —  _ _ _ — —  _ — —  — —  

9．雀盅 AcclpireT# ， mela schistot + X 留 皇 古 

lO．大鼙 暑 l 0 êmil j + X 留 皇 古 

lI．燕率 Falco ， 0 subbx~eo 上 夏畏鸟 古 

l2．红卑 Falco lfinn j l r f _ + X 留 鸟 广 

lV．鸿 形 目 GALLIFORMES 

l3·石鸡 Al~cf。， graeca palHd~ X 上 + + 上 留 鸟 古 

¨·斑翅山鹑 Perdix daxuti c4 r；ewalskii X 上 1 留 鸟 古 

l5·高原山鹑 一Perdix hodl拍 ia 口̂stowi 上 留 鸟 吉 

l6· 颈 Pha sian⋯ otchicuj， m f̂ X X 上 冒 鸟 古 

V．鹤形 且 GRUIFORMES 

|7．骨琅玛 h tica 4l⋯ J r + 夏候鸟 古 

VI．鹅形 目 CHARADRIIFORMES 

l8．金 眶鹅 Cha~adriul d ro ， + + + X 夏候 鸟 古  

19·蕞 古 氆 Cha radriuf mong口j̈ schater／ + + 夏候乌 古 

z口·虹强鹳 Tringa，口 m ， 口 ㈣  X + X + + 夏靛鸟 古 

21．髓_堆鹬 ¨ 口r̂y f̂d ftruth ，J + 留 乌 古 

22-黑翅长脚鹬 。 j  ̂ d + 夏候鸟 古 

23．普通燕鹤 G，#，f口fI帅，tdi~a r 掰 + + 旅 

VII．鸥形目 LARIFORMES 

2{．蕾通燕鸥 5 #r _ îr~ndo __· X + + X X 夏候乌 茸 

Vl】f．鹄形 目 c0LuMBIFORME8 

2，·岩鹄 Cot~mba ，_， ， ， ”rf| + X + X X X X 留 鸟 古 

IX．鹃形 目 CUCULIFORMES 

26·大拄睛 c _“，f· o，_J 口 eri X + + X X 夏候鸟 广 

x 鹑形 目 STRIGIFORMES 

27·皱毁嚏 j、鹗 h f f 口 impas~a 上 留 鸟 古 

XI，雨 燕 耳 APODIFO~M ES ． 

28· 燕 却  apes peal*on Jj， 一 + + + 夏横乌 古 
XlI．擤法僧目 CORACIIFORME$ _ 

．戴驻 Up~pa ，口JF，4 口 + X X X 夏候鸟 广  

．XlII 碍 形目 PICIFORMES 
30．黑枕绿啄术乌 P ，fd 口̂fo 、 + 留 鸟 广 

3I。斑啄木鸟 Dendrocopoj坷 ，口r b + + 留 鸟 古 

XIV．雀形 目 PASSERIFORMES 

32．长嘴百最 埘f，口 Dr” 。̂m~xiraa ~oldercrl + 留 鸟 恃 

33-荣古百灵 fj口删 。 y 口 。 。， f口 emancipa~a X + + 留 鸟 古 

“ 、 百灵 C~landrelta， lf #l b~icl~i X + X 留 鸟 广 

35·鼠头百灵 G口，erida crit J 掰4P_口 + X X X + X X 留 鸟 吉 

36．小云雀 At~~da ，P a inoplndJ4 + + + 留 鸟 广 

37．角百曼 Ercmaphita alpe， ， f f f‘ X X X + + X + 留 鸟 古 

}8．灰沙 燕 Riparla，扣a ria*ibetan~ + 夏僻乌 古 

39．岩燕 口 r rOpcs~rls r ，iJ + 夏候鸟 古 

10．家焘 陆 ㈣ ， d P ，l r·“ + 夏候鸟 古 

， 1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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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裹 1 

采 集 或 遗 见 地 点 留居 地马 

曹 娄 名 录 曲淘 眇珠玉 更尕海 选连海 巴它 术格滩 沙肉 罗祝 新暂 情况 区蚓 

— — — —  ___— —  _。 — —  ●— —  

1 2 3 1 6 7 8 9 10 1l 
__ _— —  。 — —  ___— —  __— —  。— —  

4I·黄头鹁鹄 村atacil， tit 。la“lcara~a + X X X X 夏髅 古 

42．灰鹤蒋 Mo~aei!l cin r d ob d + 旅 古 

牛3·白鹤鹎 Motac；lla 4 4， 口 Jj J + X + X + X 旅 广 

44．母碧 F̂㈨ F4 t f∞ndia P r d̂r + + + X 夏接 古 

_5．红尾伯劳 L ni m ， 口 f r saidom sif X + 夏氍 古 

_6·灰背伯劳 Laniu J tephtop。 i tep 口 otKs X 十 X X 夏候 古 

_7·灰喜鹊 cy口nopica yah 4Ⅲ f j + + 留 古 

幅．喜鹊 Pic pica bot*anen*if ÷ X X X 曲 古 
49·褐背拟地鸦 Pseudopodocff$ ûmiti + × 留 特 

50-红嘴山鸦 Pyrrhocorax pyrr~oco rax IdroMcyanuJ + × X 留 壹 古 

，1．；蟹鸦 Cort~u eduta du*urlcu J 留 喜 古 

52．褐岩镕 P， f la fulvesceus⋯ 』hanlca 十 留 鸟 古 

53．赭红尾鸲 PhoenlcK~u och rKgof ru／iventrlt 十 + 夏按壹 古 

5_．黑喉缸尾鸲 o~nlcur J hodg Jo i X X + 夏按鸟 古 

55·黑喉石晴 Saxicola r。w przewats~ii + 留 乌 古 

56．沙晴 0 口 jf eillne 十 十 十 ： 夏髅鱼 古 

57．谟■ Oena f detertl oreophila + + + 蔓候鸟 旨 

58·白瓶晴 Oenontk~  ̂ pletcku h + + 夏慎鸟 古 
59．山 噪鹛 Gatrulax davldl da~idl X + = 
6O．沙白喉莺 Sylvia juula marg~lanlc~ + 1 哥 鸟 古 

6I·缸翅旋壁截 Tiehodroma m~rarla nepzlentls 1 蔓嫉 古 

1 碧 乌 古 

62．树麻雀 Pass r优口 fⅢ  川̂ ㈣ j + X X + x l 岛 广 

船 ．石雀 Petronia petronfu eoirot*rls + l 鸟 古 

．黑喉曹雀 Monti／rlngitla daoidian4山  ·̂ X 《 要 鸟 古 

65．叠翅雀 Card*~t tlnica slnlc* + X ! 侯鸟 

．黄嘴朱顶雀 Catduelit，，4virost~is f ，雌 ntit + + l 鸟 古 

67·漠雀 尺̂ D 。 配  ̂ tithaglne~s mongolie~s 十 + 臣候鸟 古 

6B．涉色朱雀 Carpodnc*s tynoic*t belcl(i + + 置 鸟 古 

69·缸眉束雀 Carpodacu*pdleheri~ t arEropSrys + 哥 鸟 特 

70·普通朱雀 c4 rpodmcss erytl~tln*s，。} 4lⅣ + + + 候 鸟 古 

1．白翊拟腊嘴雀 Myecroba s ca,ni~er earslp~t 古 
r2．灰眉岩鸥 Emb~riga cia godl*ws~ii + 自 日 鸟 

+ 日 鸟 古 

在弃 耕 地 上 有 滨 藜 无 芒 稗 (EchinocMoa 

frusgall1)、白草 (Pennisetum flaccidum)等 。 

反映出盐生或旱生植物景观。 

在海拔 2500--2600米之间，在一些古老的 

二级阶地处 ，为荒漠化的草原类型 ，正处于水库 

建 成后蓄水线左右，为多年生小灌木或半灌木 

为主，主要的植物有瑞马柳，其次为惠翅地肤， 

抄生葱 (dllium p 2 4 {抽 m)、滨黎、芨 

芨 草 (／Ichnalherum tplendens)、 赣草 (Le． 

ymH dasTstachy$) 等，它们都具有旱生和盐 

生植物的特点。 

海拔 2600--3200米，为草原类型 ，分布于 

山坡、山间盆地及草原 ，以旱生禾本科草为主， 
一 般为多年生 ，植物种类较上述地区较多，主要 

有短花针茅 (Stipa breviflora)、 戈壁 针茅 

(S*ina gobica)、克氏针茅 (Stipa~rylovii)， 

还有芨芨草、赖草 ，海拔越高，针茅的种类越多。 

海拔 2800--2900米处一些沟谷地区 分衣 有 1 

米高左右的灌木，如短 叶锦 鸡 儿 (Caragana 

brevifolia)等。从这些植物种类来看，这一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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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基本上属于干旱的草原类型。 海拔 3000米 

以上全部为多年生草本植物，多为禾本科与沙 

草科植物 ，反映了气候的潮湿而高寒。 

这里还需提及的是龙羊峡水库地区西部与 

南部和共和县的一塔拉沙漠和贵南沙漠的北部 

边缘接近 ，而且在沙珠玉、巴仑，也出现小片沙 

丘 ，随着植被不断破坏，开荒及冬季大风，沙漠 

有向北向东扩展的趋势 ，直接影响到水库 ，这是 

一 个值得注意的问题。 

二、调 查 结 果 

调查区扩大到水库西北 50公里和 水 库 东 

南 50公里范围内 ，北纬 35。30 一36。20 ，东经 

100。5 一 101。30 
， 西北至共和县的沙珠玉，东 

南至贵南木格滩、沙沟、贵德新街、罗汉堂等地 ， 

沙珠玉的更尕海、达连海离水库最近 ，我们对这 

里的水禽重点作了调查。经这次考察共录得鸟 ， 

类 72种 ，分隶于 14目，27科 (见表 1)，表 1 

中所列各种鸟 ，凡是我们采到标本的，分别用 

“+”号填^，凡是见到的用“× 号填^。 

在我省有繁殖记录或在繁殖季节 采 到 的， 

有 68种，占全部鸟类总数的 94％，这些繁殖鸟 

类是本文分析的主要依据 ，应该指出，这次鸟类 

调查 ，只能作为龙羊蛱水库地区鸟类区系组成 

的现状 ，蓄水后若千年，再进行详细深人的调 

查，则可以看出鸟类区系演化的过程和现在预 

测的结果。从长远看 ，这项研究工作具有一定 

的科学价值和生产中应用的前景。 

三、区 系 特 征 

龙羊峡地区在全国动物地理区划中属青藏 

区青海藏南亚区(郑作新 1959)，在青海省动物 

地理区划中属河湟省、青海扎、鄂湖盆省和青南 

省(冼耀华 1964)，境内所有种类除广泛分布于 

高原的以外 ，数量最多的是荒漠和半荒漠的种 

类，也有一些华北区的种类和高原特有种 ，这些 

种类在此地的分布与它们所在的自然环境是密 

切相关的。 

从考察地区所得 72种鸟类区系组成来看 ， 

(如表 2)古北界的种类有 55种之多 ，占龙羊峡 

地区繁殖鸟类总数的 80字鑫，广布种占 15移，特 

有种占 4弼，区系划分不明的占 5两，显然该地 

区古北界种类 占绝对优势，其中蒙新区和青藏 

区的种类为数较多，如：斑头雁、黄头鹳鸽、赤 

麻鸭、褐岩鹨、大鸳 、赭红尾鸲 、石鸡 、沙鸱、蒙古 

沙鹞、漠鹎、红脚鹬、白顶鸱、鹩嘴鹬、沙 白喉莺、 

黑翅长脚鹬、石雀、长嘴百灵、黑喉雪雀 、蒙古百 

灵、黄嘴朱顶雀、小沙百灵、漠雀、凤头百灵、沙 

色朱雀、角百灵、红眉朱雀。 

囊 z 龙羊峡墙区鸟类 区蕞对比 

总种敦 区 系 成 分 

地 区 
(繁殖鸟) 古北种 广布 种 特有种 区系划 

不 明的 

龙羊峡地区 68 55 10 3 

百 分比 ％ 80 4 5 

有些种类 ，其繁殖范围只限于青藏高原，可 

以认为是青藏高原特有种，如：高原山鹁、褐背 

拟地鸦、长嘴百灵、红眉朱雀。 

该区还有一些华北区的成分，但只限于本 

区的东部温暖的河谷、农 田、人造小片林及草坡 
一 带，如：环颈雉、岩鸽 、山噪鹃、绿啄木鸟、喜 

鹊、斑啄木鸟、灰喜鹃、寒鸦。 

综上所述该区鸟类属古北界的青藏区，除 

当地的特产种外 ，大部分种类为蒙新荒漠区的 

成分，还有些华北区的种类伸人该区东部 ，说明 

龙羊峡地区与相邻的地区的鸟类均有一定的联 

系。 

还应指 出的是考察区内水禽或喜水边生活 

的鸟类较多 如沙珠玉的更尕海 ，水域面职不到 

10平方公里，但在这盟集中了很多水禽，如： 

黑颈鹧鹛、凤头鹏鹛、灰雁、斑头雁、赤麻鸭、赤 

嘴潜鸭、红头潜鸭、白骨预、蒙古沙鹞、红脚鹬、 

黑翅长脚鹬、普通燕鹤 灰沙燕，其中黑颈鹧鹛、 

白骨顶、赤麻鸭数量最多 ，这里除食物丰富外， 

有一个安静的环境，适于这些永禽生活和繁殖 

后代 ，期 中自 80年放 养鲤鱼 、草鱼 ，现最大的鱼 

可达 6—7斤 ，已开始捕捞 ，湖边多沼泽地 ，芦苇 

水草丛生、周围环山、避风，加之有人保护，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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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成为鸟类栖 息很好的地方。其他地区如述连 

海、赤麻鸭、金眶鹆、普通燕鸥、黄头鹳鹗、白鹤 

鹄鄂处可见 ，说 明该地区适于水篙和水边生活 

的地方较多，这给龙羊峡水库建成后库区鸟类 

的增加提供了有利的条件。 

四、水库建成后鸟类的演化预测 

水库建成后 ，龙羊峡地区大气傧可能不会 

有大的变化 ，但就从龙羊峡水库周围来说 ，由于 

水面的加宽，水库边缘水位的稳定，昼夜温差减 

小，湿度增大 ，较缓的岸边和弯曲而高低不平的 

库弯 ，将会出现一些大小不一的小岛屿和浅永 

滩，这些条件会造成永生植物的生长 ，沉水植物 

如水毛茛 (Batrachium tri~hophyllura)、眼子 

菜 (Potarnogeton pectinatus)、角果藻 (Zan— 

nlcheltla palustris)、 杉 叶 藻 (Hippaeis 

vulgaris)，挺水植物如： 芦苇 (Phragrnites 

communis)、 海 菲菜 (Triglochin maritim 

Ⅳm)、 水麦冬 (Triglocbin palustre)，水葱 

(Scirpus f4 r dfm0 ld )等。 库区岸边旧 

有的盐生植被可能向上推移，岸边出现沼泽地 

和水生植物的草地。这些条伴给许多鸟类在这 

里栖 息造成有利条件 ，如：黑颈鹕鹃 、鼠头鹅 

鹛、斑头孵、赤麻鸭、赤嘴谘鸭、红头潜鸭、白骨 

顶、红脚鹬、黑翅长脚鹬、普通燕镐等 ，喜水边生 

活的鸟类大大增加如：金眶鹆 、蒙古沙鹤、楼 

燕 、灰沙燕、黄头鹊鹄、灰鹊钨等。其他鸟类随 

着岸边、山坡植被的改变，农作物的种植种类会 

比现在增多，除以上所述外 ，预计蒙新区荒漠鸟 

类将不断减少、华北区鸟类成分不断增加，如雉 

鸡类、鸦科鸟类、鹰隼、啄木鸟、杜鹃及一些喜小 

片林间生活的鸟类。 

龙羊峡水库蓄水后在综台开发项 目中，水 

库养鱼成为首先考虑的问题 ，随着养鱼事业的 

发展，水库地区食鱼鸟类的种类数量会很快增 

加，如：鱼鸥、棕头鸥、鸬鹚、鹦嘴鹬、秋沙鸭等。 

这些鸟会给鱼业带来一定的危害 ，如果台理的 

利用它们，每年进行有计划的狩猎 ，则可变害为 

和 ，收到经济效益。 

龙 羊峡盘于青海湖、更尕海、迭连海东南 

部 ，许多鸟每年春季来这些湖泊，迂稚路线大都 

是由东南向西北方向的，龙羊峡水库是必经的 

路线 ，当水库蓄水后 ，许多鸟就会在这里栖息、 

繁殖。过路的鸟也会在这里暂时栖息，常年如 

此 ，龙羊蛱水库的鸟类也将逐步增多。 

综上所述龙羊峡蓄水后许多条件有利于鸟 

类的生存和繁衍，由于库区环境条件的改变鸟 

类数量不断增加，区系成分亦遂之而改变，预计 

蒙新区的成分减少或退缩 ，华北区的成分不断 

伸人。 

五 、 建 议  

为了发展水库的综合利用，保持水库自然 

环境的生态平衡 ，特提出以下几点建议： 

I．龙羊峡地 区因干旱、植物稀少、降水量集 

中，水土流失相当严重，水库建成后应在水库属 

围种植护坡和护库植物，这样既美化净化了环 

境 ，更重要的是舫止水土流失，减少水库的泥沙 

量，延长水库寿命。种植的植物要因地而异、气 

温较高、低海拔地区可种植经济植物、灌丛及草 

坡 ，较高的地方可种植常绿针叶林和灌丛，随着 

种植树木、灌丛的增加，一些食虫、食谷鸟类随 

之而来 ，如：山雀、啄术鸟、喜鹊、乌鸦 ，噪鹛、朱 

雀、柳莺和雉鸡 类。对水库生态平衡将起到有 

益的作 用。 

乏龙羊峡水库位于共和县一塔拉和贵南县 

沙漠边缘 ，许多地方已出现不同大小的沙丘和 

沙坡，大片的沙漠正在 向东扩展，为了防止沙漠 

扩大 ，保证水库安全，应急时种植固沙植物，防 

止沙漠继续扩大。当地沙珠玉和宁夏沙坡头治 

沙的经验和方祛 ，宜在这里进行推广，使之在较 

短的时间内控制沙化 ，这是关系到水库能否延 

长寿命的大事 ，应当引起足够的重视。 

3．水库蓄水后许多水禽会逐年增多，如能 

给以补饲 ，斑头雁、赤麻鸭、天鹅等数量达到一 

定的水平，成为一项很好的资源。增加水库综合 

利用的效益，在控制一定数量的基础上，有计划 

的进行猎取 ，或开展旅游业，这也是一项不可忽 

视的水库资源。 

4．加强对库区自然环境和鸟类的保护，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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