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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1月1日清晨，山
东东营的滨海大道上，便有
举着望远镜或架着相机的观
鸟者俯在路边的矮墙上，观
察正在远处优雅散步的几只
丹顶鹤。

“看，是丹顶鹤！我觉
得它们比我还高，低头是在
找东西吃吧？”一个小朋友一
边挪着小步、举着望远镜观
察，一边问身旁的妈妈。

“你很幸运啊，新年第
一天就遇到了仙鹤。”妈妈轻
声回应。

距这对母女不到 1米，
一位装备专业的观鸟者正在
看镜头中的丹顶鹤。她已连
续几天到此处拍摄。

滨海大道是熟悉东营鸟
况的鸟友推荐的观鸟路线
之一，不仅有当地人沿这
条路观鸟，还有慕名而来
的外地观鸟者。再往北走，
是山东黄河三角洲国家级自
然保护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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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属于它们的家
园，不要打扰”

黄河从青藏高原一路向东，最终
在山东省东营市汇入渤海。泥沙在
此冲刷沉积，造就了神奇壮美的黄
河三角洲，孕育出大片湿地。这是
中国暖温带最广阔、最完整、最年
轻的湿地生态系统。

早晨，在这片湿地上，刚刚升起
的太阳将滩涂上未消的积雪染了色。
群鸟展翅掠过，在天空中形成优美的
弧线。观鸟者放慢脚步、放低声音，
生怕惊扰了这群大自然的精灵。在一
片恬静中，远处的鸟鸣声清晰起来。

“这是属于它们的家园，不要打扰。”
观鸟者说。

为守护这片自然之境的安宁，黄
河三角洲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于 1992
年建立，定位是以保护黄河口新生湿
地生态系统和珍稀濒危鸟类为主体的
湿地类型自然保护区。数据显示，该
保护区现有野生动物 1632 种，其中
鸟类 373 种，国家一级保护鸟类 26
种，国家二级保护鸟类 66 种，是全
球鸟类重要的中转站、越冬地和繁殖
地，也是东方白鹳全球最重要繁殖
地、黑嘴鸥全球第二大繁殖地。

保护区内的植物资源也很丰富，

拥有种子植物685种，其中野生种子
植物193种。盐地碱蓬、柽柳和罗布
麻在自然保护区内广泛分布，芦苇集
中分布面积达40万亩。

去年 11 月，这片湿地迎来了国
际性大规模观鸟活动——“沿着黄河
遇见海”黄河口国际观鸟季。其中，

“黄河口国际观鸟季观鸟比赛”是重头
戏。比赛期间，生物多样性保护专
家、《中国鸟类野外手册》的作者、此
次鸟赛外籍评委马敬能 11 月 12 日早
7时便带着简单的午餐、三脚架和相
机，乘黄河三角洲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高级工程师单凯的车出发，往保护区
走。当时正值东营气温骤降，但不能
阻挡马敬能的观鸟热情。“这是我第一
次到黄河三角洲，丰富的鸟种让我惊
叹。此外，我感到幸运的是，还看到
了一些珍稀鸟类，如卷羽鹈鹕、白枕
鹤等。这得益于这里有适合鸟类的栖
息地以及觅食区。”他告诉记者。

观鸟赛参赛队员、正在复旦大学
做交换生的美国小伙柯风然也被保护
区的壮美和生物多样性所震撼。“我
是第一次到黄河三角洲国家级自然保
护区观鸟。这里的湿地辽阔，水鸟成
群，抬头可见的鸟浪特别壮观，在天
上盘旋的鹤类身姿优美……这一切都
让你沉浸在大自然的最佳状态中，似
乎进入了一个奇妙独特的世界。”柯
风然参加过不少国家和地区的自然调
查和观鸟活动，对比之下，他对黄河
三角洲的生物多样性赞叹不已。“这里
也是一些濒危物种的庇护所，是一个
很棒的地方。”他感叹。

●“哪儿环境好，鸟儿
最知道”

在早些年，黄河三角洲地区并不
像现在这般物种丰富。

“黄河在黄河三角洲国家级自然
保护区内入海，海河相汇，泥沙沉
积，形成了黄河入海口新生的湿地生
态系统。”由单凯、杨长志等撰写的论
文《黄河三角洲自然保护区湿地生态
恢复的原理、方法及实践》中写道，
这个新生的湿地生态系统具有年轻
性、脆弱性、不稳定性等生态特点，
在自然条件和人为因素的双重影响
下，部分区域生态环境恶化，生态退
化。2002 年起，自然保护区开始实
施湿地生态恢复工程。

“这几年，根据鸟类保护需求，
我们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比如，开展
湿地修复工程、鸟类繁殖岛建设、筑
巢招引工程等。通过这些措施，当地
的鸟类种类和数量有了明显增加。”单
凯说。

“哪儿环境好，鸟儿最知道。”鸟
的选择，正是生态环境变化的有力

佐证。
东方白鹳是保护区的旗舰物种，

但最早只是迁徙途经东营。据单凯介
绍，东方白鹳历史上曾广泛分布，由
于非法狩猎、栖息地锐减等原因，种
群数量逐渐减少。

“2003 年，首对东方白鹳在黄
河三角洲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筑巢繁
殖；2005 年，首次 2 对东方白鹳繁
殖成功，孵化雏鸟 7 只；随后，东
方白鹳种群逐步扩大，至 2021 年共
有 809 对繁殖种群筑巢繁殖，孵化
雏鸟总计 2278 只。根据 2023 年的调
查结果，东方白鹳在这一年繁殖种
群达到 251 对。”单凯说，“东方白鹳
喜食活鱼，对生活环境要求极为苛
刻，能达到这种要求的湿地一定是
食物丰富、环境质量高的地区，因
此它们也是湿地环境质量优劣的标
志，被看作湿地生态环境的‘指示
物种’。”

在单凯看来，湿地恢复导致了淡
水湿地面积增加，芦苇等湿生植被开
始大面积生长，生活在湿地中的鱼类
及依赖湿地生存的两栖类开始繁殖，
这些因素为东方白鹳繁殖提供了水、
食物资源及栖息地条件，具备了繁殖
生态需求。

相关专家表示，东方白鹳从无到
有，从路过到定居，从首次在此筑巢
繁殖到种群及其雏鸟数量增势明显，
与黄河三角洲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湿
地恢复紧密相关，或者说，这直观反
映了黄河三角洲地区湿地生态恢复的
成效。

“黄河三角洲地区从物种保护
（比如东方白鹳、黑嘴鸥和鹤类）方
面所做的努力以及纳入整个中国黄

（渤）海候鸟栖息 地 自 然 遗 产 保 护
进行的探索，可谓一个成功案例，
贡献了中国经验。”北京林业大学
东亚—澳大利西亚候鸟迁徙研究中
心青年研究员贾亦飞说。

●吸纳社会各界力量参
与保护

在观鸟赛闭幕式上，评委提议把
掌声送给黄河三角洲国家级自然保护
区的工作人员，原因之一是“他们常
年 高 质 量 完 成 鸟 类 监 测 与 保 护 工
作”。正是因为他们的努力，使得本
次比赛成为 20 年来朱雀会参与主办
的观鸟比赛中唯一一次比赛地区未产
生鸟种新记录的比赛，“保护区的工作
做得太好了”。

不只是保护区的工作人员，当地
居民、企业等都为候鸟栖息地的保护
贡献了力量。

山东省东营市胜利第四中学九年
级物理教师常燕于2010年成立“小脚
丫”团队，利用周末带学生们开展生
物多样性调查。如今，这个团队已
大名鼎鼎。

去年 10 月，常燕受邀参加联合
国气候变化教育大会TeachersCOP分
享案例。“我们平常进行鸟类调查，不
同季节会有不同的候鸟来到黄河三角
洲，这就是气候变化对鸟类的影响。
前年，我们开展了一个小公民物种调
查活动，通过对东营的一些湿地样线
进行物种调查，来观察一年四季中这
些物种的变化。”常燕说，“我们开展活
动的初衷是踏踏实实做些小事，但没
想到积累下来的成果被外界认可，是

意外的惊喜！”
吸纳社会力量参与保护也是一

种有效的保护方式。以东方白鹳的
保护为例，2023 年，东营市有 251
对东方白鹳筑巢繁殖，其中自然保
护区内 126 巢、自然保护区外 125
巢。由于自然保护区之外无专门管
理机构，人为干扰严重，成为东方
白鹳繁殖保护空缺区。针对上述情
况 ， 自 然 保 护 区 采 用 社 区 共 建 方
式，吸纳社会各界力量，对保护空
缺地实施有效管理——同东营市观
鸟协会合作，开展繁殖巡护监测，
掌握东方白鹳繁殖种群数量分布、
生境类型、人为干扰等信息，为科
学保护、有效管理提供依据；同科
研 机 构 合 作 ， 开 展 多 领 域 研 究 工
作；开展深度研学专题，吸收公众
参与。

值得一提的是，东营作为退海
之地，缺乏高大树木，在此繁殖的
东 方 白 鹳 种 群 多 依 赖 电 力 设 施 筑
巢、繁殖、栖息。电力部门为维护
用 电 安 全 ， 常 采 用 拆 除 鸟 巢 的 方
法，造成维护电力安全与保护鸟类
繁殖的矛盾。针对上述问题，鸟类
专家同电力部门深度合作，探索出
了错时检修、降低电压、安装绝缘
护套和隔离挡板、设计安装人工巢
托等多项科学护鸟措施。随着合作
深入，电力部门还积极参与东方白
鹳繁殖保护，改良电力传导技术，
发起绿色电力行动，为东方白鹳持
续稳定繁殖提供有效条件。

●为鸟类越冬、繁殖、
停歇提供场所

4年多前，在阿塞拜疆首都巴库
召开的第 43 届世界遗产大会上，中
国黄（渤）海候鸟栖息地（第一期）列入

《世界遗产名录》。随后，中国黄（渤）
海候鸟栖息地（第二期）申遗工作也提
上日程。

据了解，中国黄（渤）海候鸟栖息
地系列申报项目（第二期）涉及辽
宁、河北、山东等地，北至鸭绿江

口，南至长江口，涵盖了黄渤海区
域 最 重 要 的 潮 间 带 及 沿 海 沼 泽 湿
地。同时，这一区域，也是东亚—澳
大利西亚候鸟迁飞通道上黄海生态
区中最重要的候鸟停歇节点。

根据相关管理规划，中国黄（渤）
海候鸟栖息地第一期遗产地和第二期
提名地涵盖了勺嘴鹬、白鹤、小青脚
鹬、大滨鹬、黑脸琵鹭、东方白鹳、
丹顶鹤、大杓鹬等国际受胁鸟类在黄
海生态区中国黄（渤）海沿岸已知的绝
大部分主要或关键停歇地、越冬地
或繁殖地，或迁飞通道上的重要“瓶
颈”节点。对上述候鸟栖息地的科学
保护，是对候鸟在迁飞区实现整体
保护的关键步骤。

“候鸟的迁徙是一个承诺，一
个关于生命的承诺。”法国著名导演
雅克·贝汉的这个解读引发不少人
的共鸣。

候鸟在冬季来临时，避开严寒
去温暖的地方寻找食物，在充分给
养生息之后，再回到敌害较少、条
件适宜的地方繁殖。这种活动保证
了他们能够避免剧烈的气候季节性
变化而随时生活在相对较为稳定的
环境中，并得到食物、能量等必要
的生存条件。“在漫长的迁徙中，候
鸟 形 成 了 固 定 的 通 道 ， 即 迁飞通
道。目前全球共有九大候鸟迁飞通
道，黄河三角洲横跨东亚—澳大利
西亚和环太平洋两条迁飞通道，是
候鸟迁徙的咽喉要道，为这些鸟类
的越冬、繁殖、停歇提供场所，因
此也被称为‘鸟类国际机场’，足见其
重要性。”贾亦飞说。

单凯表示，作为中国黄（渤）海
候鸟栖息地系列申报项目（第二期）
提名地之一，东营黄河口候鸟栖息
地不仅保护了分布、栖息在该湿地
生态系统中的珍稀濒危水鸟，还发
挥了湿地补给地下水、净化水质、
涵养水源、调蓄径流的水文功能；
同时由于提名地的面积比较适宜，
充分发挥该湿地作为东亚候鸟迁飞
通道上重要中转停歇地、繁殖地和
越冬地的作用，有利于对保护对象
的有效保护。

中国黄（渤）海候鸟栖息地
（第一期）世界遗产位于世界上最
大的潮间带滩涂，由江苏盐城南
部候鸟栖息地和盐城北部候鸟栖
息地两部分组成。

该系列遗产对于东亚—澳
大利西亚候鸟迁飞通道的250多
种、5000 多万只鸟来说是不可
或缺的重要栖息地，是大量鸟类
在长途迁徙过程中停留、换羽、
越冬、觅食和/或繁殖地，对保
护生物多样性具有全球性的重要
意义。同时，遗产地具有极高的
生物多样性，共记录约680种脊
椎动物，包括 415 种鸟类、26
种哺乳动物、9种两栖动物、14

种爬行动物、216种鱼类和165
种底栖动物。遗产地的潮滩对
于保护世界候鸟具有特别重要
的意义，为超过10%的东亚—澳
大利西亚候鸟迁飞通道的鸟类
提供了季节性的栖息地，包括两
种世界上稀有的候鸟——勺嘴
鹬和小青脚鹬。

中国黄（渤）海候鸟栖息地
（第一期）于2019年7月5日列入
《世界遗产名录》。根据世界遗产
委员会的决议，第二期提名需要
包括所有其他系列提名地作为一
个整体申报，以反映黄海生态区
的各项自然属性及生物多样性，
满足完整性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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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东营的学生参加观鸟活动。 常 燕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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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黄河口国际观鸟季观鸟比赛”期间，单凯（左二）、马敬能（左三）和参
赛队员合影。 单 凯供图

山东黄河三角洲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内的东方白鹳。 秦金武摄

在黄河口越
冬的丹顶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