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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 到 迁 徙 季 节 ， 斑 头 雁
（如图） 途经青海湖至玛多县一
带，大多在玛多县境内的鄂陵

湖、扎陵湖、东给措那湖、黄
河 沿 的 湿 地 作 较 长 时 间 的 停
留，然后经玉树抵达拉萨河谷
及雅鲁藏布江流域的越冬地。

斑头雁与棕头鸥、渔鸥、
普通鸬鹚、凤头 是青海湖
区5大繁殖夏候鸟。

普氏原羚、黑颈鹤是青海
湖的旗舰物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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链 接

严冬尚未过去，鲍永清和他的团队从3月末就开始在天峻县跟踪
记录雪豹和藏狐。雪豹母亲带着一岁大的幼崽，几乎每天都要去捕
食，所以记录团队要背着设备去找寻雪豹的踪迹。图为 2023年 5月
14日拍摄到的雪豹。 鲍永清摄

记录团队在大山中等待雪豹出现。 刘晓萍摄

人们常将青海湖体验路线比作一个美丽的“圆环”。随着国家公园建设

逐步推进，“青海湖”的范围有可能大大扩充。我们不仅欣赏、保护一池湖

水，而且应把视野与足迹延展至广袤的青海湖母亲河流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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祁连山南麓发育的布哈河、泉吉河、哈尔盖河、甘子
河，都是鳇鱼洄游的重要途径并在湖边孕育了迷人的湖、
草、沙、鸟、冰景观。这里也是普氏原羚的迁徙通道。

祁连山南麓发育的布哈河、泉吉河、哈尔盖河、甘子
河，都是鳇鱼洄游的重要途径并在湖边孕育了迷人的湖、
草、沙、鸟、冰景观。这里也是普氏原羚的迁徙通道。

在国家公园背景下 重新理解“青海湖”在国家公园背景下 重新理解“青海湖”

S208 省 道 和 G315 国
道串联了青海湖岸的西、
北地带。

在建设青海湖国家公
园过程中，它们被赋予了
新的意义：作为“环湖”基
础设施的重要组成部分，
它们处于河-湖环境的“中
间”位置，是理解人与自然
的交融过程、领略“文化多
样、生物多样、地质多样”
的重要体验线路。

经过连续78小时的环青海湖鸟类观察，17支参赛队共记录了
172种鸟类，还有多种野生哺乳动物也被拍摄记录下来。

在 5月 22日开始的首届青海湖国家公园观鸟赛中，参赛队员
还拍摄到了非常罕见的赤颈 。

青海湖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局长何玉邦总结说，经过这
次观鸟比赛，在中国有分布的5种 ，青海湖保护区都有了！

参赛队员捕捉到的赤颈 捕鱼场景。 惠 营摄

向布哈河中上游进发，就进入祁连山南麓。这里与青海湖边的地貌截然不同。布哈河的网状支流不仅经过人们熟悉的高原草地，
而且穿越陡峭的峻岭沟崖。雪中的崇山气势雄伟又分外寂静；岩羊随处可见，是观察雪豹、藏狐、黑唇鼠兔和各种鸟类的好地方。

图为王舰艇在寒风中进行野外观测。 本报记者 齐 欣摄

“青海湖”的腰线

以 往 环 湖
骑 行 的 游 人 ，
大多只是将目
光一路投向湖
岸，而忽视了山
和水的上游，那
里同样蕴藏有
丰富的生物多
样性。实际上，
沿河道一直上
溯至祁连山国
家公园，景观更
令人震撼。

青海湖地处青藏高原
东北部，是中国面积最大
的湖泊，中国最大的内陆
咸水湖，是世界高原内陆
湖 泊 湿 地 类 型 的 典 型 代
表，是国际水鸟迁徙的主
要节点和青藏高原水鸟重
要的繁殖地和越冬地。

青海湖也是中国西部
重要的水源涵养地和水气
循环通道，是维系青藏高
原生态安全的重要水体，
是阻止西部荒漠化向东蔓
延的天然屏障，被称为中
国西北部的“气候调节器”

“空气加湿器”和青藏高原
物种基因库。

1992 年，中国加入《关
于特别是作为水禽栖息地
的国际重要湿地公约》，青
海湖被列入首批国际重要
湿地名录，在国际上承担着
水禽资源栖息地和湿地保
护的义务和责任。

深入青海湖区

记者在5月下旬启程，前往久违
的高原。青海湖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正在举办首届“青海湖国家公园观鸟
赛”。同样在 5 月，青海省人民政府
宣布，将于 7 月 8 日至 7 月 16 日举行

“第二十二届环青海湖国际公路自行
车赛”。

这两项赛事都与一个重要的背景
密切相关。《中华人民共和国青藏高
原生态保护法》将于2023年9月1日
开始实施。该法明确，在从事或者涉
及青藏高原生态保护的相关活动时，
应遵循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
然的原则。于是我在出发时就带齐应
对严酷环境的装备，想通过环湖骑
行，描绘一条国家公园体验线路。

但我很快发现，简单地“环湖”，
难以准确阐释、展现近年来从“自然
保护区”向“国家公园”的转变过程。青
海湖位于封闭式山间内陆盆地，流域
总面积达到296.61万公顷，拟建中的
青海湖国家公园评估区总面积也极贴
近这个数字——这是一个重要的信
息。你很快就难以炫耀到过、环绕过青
海湖了。理解全新的“青海湖”，需要将
目光投向周边的群峰，去看河-湖一
体的水系。

“河-湖一体”，能看到什么？
S208 省道和 G315 国道，串联起

青海湖的西、北湖岸。哈达滩湿地位

于两条公路的夹角地带。起伏的山丘
恰好挡住了路人的视线，形成了一片
观鸟胜地。水鸟是湿地演化的指示性
物种。鸟与牛羊构成了初夏高原湖岸
最“繁忙”的景观，清晨更是大地生灵
的快乐时光。羊群追逐青草，与天上
的白云一道缓慢移动行进；大鵟则落
在电线杆顶，搜寻高原鼠兔作为早
餐。鼠兔的叫声婉转温柔，很容易被
认作是蒙古百灵在梳羽歌唱。5月已
进入斑头雁的“恋爱”季。它们在我
头顶上掠过，几乎都是成双飞翔，一
唱一和，“哼”“哈”交替，极易辨
识。斑头雁与棕头鸥、渔鸥、普通鸬
鹚和凤头鸊鷉合称青海湖5大繁殖夏
候鸟。和鸟岛上一样，哈达滩湿地
中，可以看到整面山坡都被筑巢斑头
雁密密麻麻覆盖的景象。

“再过一个月，路上就能见到大
鸟带着小鸟的场景了。”青海国家公
园观鸟协会会长王舰艇说。

不约而同地，环绕青海湖的骑行
者大多依当地风俗，沿东、南、西、
北方向顺时针绕行。于是，青海湖北
侧的 G315 国道总被视作令人最疲
惫、最艰苦且倍感乏味的路段。人们
往往只欣赏右侧的湖面，忽略了转头
眺望白雪皑皑的远山。祁连群山孕育
了众多流入青海湖的河流。河流环绕
着草原，在湖边沙丘中留下一串串碧
绿的湖荡和湿地，也是关键性物种青
海湖裸鲤的洄游通道。

青海湖畔很难见到成林的树木，
所以人们常认为这里鸟类多样性乏善
可陈。然而，此次观鸟者收获颇丰，
在 G315 国道穿越的哈尔盖河、甘子
河一带，就记录了大天鹅、苍鹭、普

通燕鸥、渔鸥、白骨顶、凤头鸊鷉、
黑颈鸊鷉、绿头鸭，绿翅鸭、红头潜
鸭、小云雀、百灵以及黑颈鹤和斑头
雁。最令他们欣喜的是，拍摄到了在
全国各地都难得一见的赤颈鸊鷉。

记录者的“游戏”

流入青海湖的大小河流超过 70
条。其中布哈河、沙柳河、哈尔盖
河、吉尔孟河、泉吉河和甘子河等河
流径流量占到入湖总量的九成以上。

西海镇位于青海湖东北端。我从
有名的“骑兵营”自行车店出发，与王
舰艇暂时远离湖岸，进入了海西蒙古
族藏族自治州。天峻县位于布哈河的
中上游，与祁连山国家公园相接。山谷
中可以遇到成群的岩羊，能发现捕食
喜马拉雅旱獭的藏狐。这里是生态摄
影师常年守候、记录雪豹的地方。

一个人骑行时，更能感受到大自
然的美和力量。祁连山南麓的山谷和
草原中，道路曲折延绵，伸向仿佛无
穷无尽的远方。在这样的环境中骑
行，你无论如何加速，都显得很慢、
很渺小。

瞬间发现飞行或隐匿的动物很
难。“它们都在哪？我找不到！”进入
天峻县的祁连丛山中，耳边只能听到
雪花飘落的声音、空谷中藏雪鸡的啼
鸣以及自己沉重的喘息。

“少说话、少打搅，用心听。”正在
观察和记录的王舰艇反复提醒。

学会聆听，真心融入，感受大自
然和动物们的家园，是我和生态记录
者在一起学到的重要一课，改变了我
随后的行为方式。

鲍永清自小生长在天峻，是国内
外知名的生态摄影师。“我的家乡有
祁连山国家公园和青海湖国家公园天
峻片区。这里面积很大，但人口很
少，保持着独特的生物多样性。”与我
相遇时，鲍永清正在跟踪雪豹和记录
一个藏狐家庭的生活日常。

“藏狐是我拍摄最多、跟踪时间
最长的动物，目的是想了解这个高原
特有物种的生活习性。”他说。

藏狐非常机警。鲍永清给自己定
下的“游戏规则”是耐心。“人与动物
之间的安全距离，是由动物决定的。”
起初，他会站在与藏狐相距 200 米的
地方，每隔一两个小时往前挪几米，等
它们适应了再往前“蹭”。“一直‘蹭’到
约150米的位置，就静静地趴着；等到
它们不再用惊恐的眼神注视我、开始
自在玩耍时，我就起身慢慢离开。”这

样重复了一个星期，鲍永清才架起相
机开始拍摄记录。

2003 年，青海湖国家级自然保
护区管理局在环湖巡查中，首次发现
一对大天鹅在青海湖北岸的褡裢湖芦
苇丛中营巢孵卵。青海湖是大天鹅的
冬季栖息地，但是一直未观测到孵化
成功的实例。

2023年，王舰艇团队再次发现了
大天鹅孵卵。他们反复前来，小心翼
翼地记录。那只大天鹅的巢就在观鸟
赛位于哈尔盖河、甘子河的比赛地一
带。事实上，我和他一起骑行、观测的
路途中，他还抽空又去看过一眼；但他
始终没有提起，就好像没有这回事。

“我观测到许多稀有鸟类，但对它
们的行踪，我能不说就不说。鸟不会
理解人的意图。如果人来了，它就可
能跑掉，甚至会弃巢而去。”王舰艇说。

所以我在与鲍永清、王舰艇的交
流中，很默契地“不打听、少公布”。

6月1日，幼雏破壳而出。
6月27日，在外忙碌的王舰艇接

到最新的报告：母子平安。
“待到幼鸟能起飞、能单独活动

的时候，就可以公布数据啦。”王舰艇
知道很多人在关注这个“孕妇”。

发现大天鹅在青海湖成功繁殖后
代的例证能否改变“大天鹅只是青海
的冬候鸟”这个说法呢？对此，王舰艇
回答，目前还不能，因为数据太少。

“保密就是保护！我们都在悄悄
地、默默地工作，这是保护它们一个
重要方式吧。”王舰艇说。

王舰艇记录多样的鸟类，鲍永清
记录雪豹和藏狐，我观察和记录他
俩。我们在忙碌中相互影响并不断增
进共识。

青海湖国家公园全新的体验路
线，在展示美景的同时，也引导体验
者和游客认真思考，到达这里后，能够
做些什么，或者什么都不应去做。

更加严格的荒野

降雪稍有停歇，藏狐就出来碰碰
运气，从我们车前不远的山丘跃下，
而后在水洼间跳跃，慢慢靠近王舰艇
正在观测的黑颈鹤。孵化期间的各种
鸟巢，是狐狸钟爱的搜索目标。

“黑颈鹤可不傻。”王舰艇正忙着
做记录，看都不看那只狡猾的入侵
者。从望远镜可以看得很清楚，黑颈

鹤将巢穴建在湿地的空旷水面中央，
这样易于发现和躲避猎食者，让它们
难有得手的机会。

黑颈鹤在当地被视为神鸟，有自
己的藏文名：格萨尔达日孜，意思是

“格萨尔王的牧马人”。在青海湖沼泽
湿地中，黑颈鹤有固定繁殖地，是青
海湖重要的夏候鸟和旗舰物种。

近年来，研究青海湖生态环境的
科学工作者逐渐增多，对青海湖的科
学认知也在不断深化。人们原来印象
中的荒野，受到多角度关注，得到更
好保护。

从 2004 年起，青海湖的“体量”
止跌回升。2005 年至 2021 年，青海
湖水位增高了3.29米。水位上升会淹
没岸边的黑颈鹤巢穴。在 S208 省道
48 公里处，王舰艇团队就观测到雨
季中的黑颈鹤四处衔草，徒劳地垫高
爱巢又最终放弃。

王舰艇的当下愿望，是能将青海
境内的黑颈鹤存量资源做一次统计普
查。一对黑颈鹤每次孵化两枚蛋，
这样从稳定的“繁殖对”开始记录，争
取用3年左右的时间，搞清楚青海有
多少黑颈鹤“繁殖对”。

“这就是我想做的，你可以说我
为鹤狂，我要将自己后半生的精力都
用在鸟类保护上。”王舰艇说。

“一旦你走进野生动物的生活，
或者记录到它们的某个时刻，你就会
立即感觉到这些动物真的很像我们人
类。它们也有情有爱、有快乐有悲
伤，还有狡诈和顽皮。它们与家人一
起生活，有自己的生活方式，有能力
逃避天敌。对它们真正的威胁来自我
们人类。”鲍永清表示，应该让更多
人看到镜头中动物真实的生活，“我
相信人们看后，会更加喜爱那些可爱
的精灵并成为它们的朋友，会更加热
爱大自然。”

青海湖地区自古即为多民族聚居
区，历史悠久，人文荟萃。唐蕃古道
和丝绸之路在此交会。我在 S208 省
道上，还寻迹周边的舍布其岩画，去
石乃亥乡铁卜加村看了伏俟城遗址。
最新的考古发现证明，吐谷浑伏俟城
从北朝延续至隋和唐初，宋代对其进
行了利用和重修，现在被列为丝绸之

路南亚廊道青海段的重要节点之一。
“在我心目中，我的家乡今后应

该是让动物保有野性、让人类存于人
与自然和谐相处中的美丽家园。”与
王舰艇一样，鲍永清始终自豪于自己
对荒野的尊敬和执着，“真心希望我
们大家都站在对人类文明负责的高
度，尊重生物多样性，切实承担起保
护野生动物的责任。”

S208 省道和 G315 国道，是环青
海湖景区线路的西北段。未来，它们
会成为新的平台，叠加更多的资源，
成为青海湖国家公园的“腰线”。在其
左右，聚集着丰富的地质、生态、人
文资源，也动态地展现当地人在大自
然中的创造与活力……

青海湖始终在那里，只是我们心
中的景观已完全改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