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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沙丘鹤"O*)&2+$+9%$&#&#在中国的分布状况传统上被认为是迷鸟& "#$) 年 ) 月 "& 日在辽宁省沈

阳市法库县獾子洞湿地进行水鸟调查时! 发现 $ 只大型涉禽! 经野外观察和查阅文献后确认为沙丘鹤!

是辽宁省鸟类新纪录& 目前我国已有沙丘鹤分布记录的地区还包括上海*江苏*江西*山东*北京*河北*

吉林和黑龙江& 结合文献及近年来沙丘鹤在我国稳定的越冬记录! 我们认为该种在中国的分布状况应

为罕见冬候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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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丘鹤 "O*)&2+$+9%$&#&#又称加拿大鹤!
属鹤形目"V_G?C6_<I;#鹤科"V_G?J>I#! 是世界
$0 种鹤类中数量最多的一种! 种群数量为
’## ### *(0# ### 只 " UIL@>HJ;-HLI_H>L?6H>@
"#$)#! 主要分布于北美洲*古巴和西伯利亚东
北部 " [6KH;F>_J $&/)! eI?HIIL>@. $&&’!
Y?_JW?CI-HLI_H>L?6H>@"#$"#& 该种共分为 0 *’
个亚 种! 在 我 国 分 布 的 指 名 亚 种 "OF2F
2+$+9%$&#&#繁殖于西伯利亚东北部和北美阿拉
斯加 " [6KH;F>_J $&/)! eI?HIIL>@. $&&’!

bKd<I_IL>@."##$! 王岐山等 "##’! 郑光美
"#$$#! 以往研究表明这一亚种通常会迁徙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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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美越冬! 个别个体冬季则会随白头鹤 "OF
:($+2"+#迁徙至日本九州 "7dG;KG # 东南部
"Y_>4?@"##&#& $&&$ *"#$$ 年在日本九州出水
市"-4G<?#越冬的沙丘鹤数量在 $ *$" 只之间
":_>HIb>_B -4G<?"#$)#&

>?沙丘鹤在中国的分布

沙丘鹤在我国的分布状况曾被认为是迷鸟
"王岐山等 "##’! 郑光美 "#$$#& 目前我国已
有该物种分布文献记录的地区包括江苏*上海*
江西*山东*河北*吉林和黑龙江 "匡邦郁等
$&/$! 刘智勇等 $&//! 赵正阶 "##$! 王岐山等
"##"! 马建华 "##)! 单凯等 "##(! 蔡音亭等
"#$$! 于国海等 "#$$! 郑光美 "#$$#& "#$) 年
) 月 "& 日! 笔者在辽宁省沈阳市西北约 (# B<
的法 库 县 獾 子 洞 湿 地 " %"N"#O)/h&t5!

$""N00O0&h0t=#进行水鸟监测时! 发现在 $ 个
白头鹤群体中有 $ 只的形态特征异于其他个
体$其颈部及身体灰色! 脸部略白! 额及顶冠
红色! 喙黑色& 利用单筒望远镜观察以及长焦
相机拍照! 参考+中国鸟类野外手册, "约翰)
马敬能等 "### #确认为沙丘鹤成鸟& % 月 %
日! 在距獾子洞湿地首次观察地点 $ B<外的
白头鹤群中再次记录到 $ 只沙丘鹤 "焦胜武
等! 个人交流#! 推测应为同一个体& 经查阅
文献! 确定其为辽宁省鸟类新纪录"常家传等
$&&0! 约翰)马敬能等 "###! 王岐山等 "##"!
钱法文 "##0! 郑光美 "#$$#& "#$) 年 $" 月 /
日在北京市密云水库北岸也发现 $ 只沙丘鹤!
为北京市该物种的首次记录 "马喆等 "#$%#&
沙丘鹤在中国各省的首次记录和混群鹤类参见
表 $&

表 >?沙丘鹤在中国各省的首次记录
+.,8’>?+4’D(%&"/$".8*"(#-="#-(",2-"%/(’$%(=#%*3./=4"88R(./’"80,-#")">()-&-# "/R4"/.

!!2$ 数据缺乏& 2$ W>3B 6CJ>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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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标本及观察记录的缺乏! 大部分相关
文献将沙丘鹤列为我国的迷鸟"赵正阶 "##$!
王岐山等 "##"! 郑光美 "#$$ #! 仅朱曦等
""##/#将沙丘鹤列为江西鄱阳湖湿地的冬候
鸟& 目前我国的沙丘鹤记录均为迁徙季节和越
冬期! 集中在东部地区! 北起黑龙江! 迁徙经
吉林*辽宁*河北和山东! 南至长江中下游的江
西鄱阳湖& 除表 $ 涉及到的各省首次记录外!
"##/ 年 & 月 "# 日黑龙江省扎龙国家级自然保
护区内拍摄到 $ 只沙丘鹤与白头鹤混群"王勇
刚 "##/#% "##& 年 & 月 $# *$) 日! 黑龙江省新
青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发现 $ 只沙丘鹤与 $ 只白
头鹤个体共同活动"张艳波等 "##&#% "#$$ 年
$# 月 ) 日苏立英等在吉林莫莫格保护区见到 $
只沙丘鹤与白鹤"OF,%)2(/%*+$)&#混群& "#$#
*"#$" 年在江苏盐城和上海崇明东滩保护区
连续发现了沙丘鹤的稳定越冬记录! 其中江苏
盐城 0 *’ 只! 上海崇明东滩 $ 只"章麟! 个人
交流#& "#$) 年 $" 月 % 日周海翔等在江苏盐
城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拍摄到 " 成 " 幼的沙丘鹤
家庭群在农田中与丹顶鹤"OFK+H($%$&#&#*灰鹤
"OF/*)&#和白头鹤混群觅食& 随着近些年观
察记录的增多! 可见沙丘鹤在中国长江中下游
地区的越冬已呈现出一定的规律性! 并且也已
经有较为稳定的个体"群体#数量&

我国东部地区是重要的鹤类繁殖地*迁徙
停歇地和越冬地& 由表 $ 可知! 在国内的已知
记录中! 沙丘鹤主要与白头鹤及灰鹤混群& 白
头鹤在中国的迁徙停歇地主要为黑龙江*吉林*
辽宁*内蒙古*河北*山东等省区! 主要越冬地
则为鄱阳湖*上海崇明东滩*安徽省升金湖和菜
子湖 "eI?HIIL>@.$&&’! 钱法文 "##0! 郑光美
"#$$#& 灰鹤繁殖地广布欧亚大陆! 在我国东
北和俄罗斯西伯利亚等地繁殖的灰鹤迁徙至长
江中下游如湖南*湖北和江西等地越冬 "王岐
山等 "##"! 王有辉等 "##) #& 就分布状况而
言! 少量在西伯利亚繁殖的沙丘鹤具备跟随其
他鹤类沿中国东部的鹤类迁徙路线迁徙至长江

中下游越冬的可能& 与此同时! =@@?;等"$&&’#
亦指出沙丘鹤*灰鹤及白头鹤在非繁殖期对栖
息地需求相近! 这可能是沙丘鹤常被观察到与
白头鹤和灰鹤混群活动的原因& 据此推测! 在
白头鹤越冬的长江中下游其他地点! 以及灰鹤
迁徙和越冬的其他省份! 春秋迁徙和越冬期也
完全有可能发现沙丘鹤&

以往对鸟类分布的研究主要依据标本采集
记录! 但物种的分布状况则是随着其本身的生
物学特性*气候等自然因素乃至人为活动的影
响而处于动态的变化过程& 近年来随着单双筒
望远镜以及长焦镜头和数码照相机的逐步普
及! 加之高质量鸟类辨识图鉴等辅助工具的增
多! 许多观鸟者的观鸟报告和野外拍摄的照片
已能够为罕见鸟种的识别和新分布记录提供确
凿证据& 随着记录数量的增加! 有些曾被看作
迷鸟的记录已被认为是规律出现的旅鸟! 例如
英国的黄腰柳莺"E"0,,(&2(H)&H*(*%/),)&#*美洲
鸭"8$+&+:%*#2+$+ # 和大白鹭 "Q/*%33+ +,4+ #
"5IAL6H "##/#& 目前在日本九州岛与大群白
头鹤混群越冬的沙丘鹤已被视为当地的冬候鸟
"Y_>4?@"##&#% 实际上! 世界自然保护联盟红
色名录"-]:5fIJ@?;L#已将沙丘鹤在中国的种
群现 状 列 为 自 然 分 布 "5>L?cI# 而 非 迷 鸟
"M>F_>HL# "Y?_JW?CI-HLI_H>L?6H>@"#$"#& 综上
所述! 根据近年来沙丘鹤在我国稳定的越冬记
录! 我们认为沙丘鹤在中国的分布状况为罕见
冬候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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