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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棕薮鸲是一种奇怪的鸟。”中国科学院新
疆生态与地理研究所研究员马鸣告诉记者，这
种鸟的迁徙路线像一个抛物线。

这种体重在21-26克间的小型雀类，分布于
非洲中南部地区，包括阿拉伯半岛的南部、撒哈

拉沙漠（北回归线）以南的整个非洲大陆。欧亚
大陆及非洲北部，包括整个欧洲、北回归线以北
的非洲地区、阿拉伯半岛以北的亚洲地区，目前
全球有4个亚种。

由于在2000年出版的《中国鸟类手册》之
中并没有记载，所以学界一直质疑它在中国的
存在。当然，它的发现也有些偶然。1995 年 5
月，中国科学院生态与地理研究所的一个研究
团队在新疆阜康古尔班通古特沙漠南缘采集到
一号棕薮鸲鸟类标本。6 月曾观察到另外一对
衔着昆虫的鸟飞到红柳中育雏，但未能追踪
到。在阜康的观测站，却又能常见到这种鸟到
帐篷里找水喝，最初大家以为是常见的荒漠伯
劳，后来发现习性差异很大，通过资料的查
找，确认是棕薮鸲，这种鸟在1000公里外的哈
萨克斯坦有发现。

每年的 4 月底到 5 月中旬，棕薮鸲会飞到

古尔班通古特沙漠进行繁殖。马鸣告诉记者，
它们的巢搭建在灌木丛的底部，很容易受到
蛇、狐狸、虎鼬等天敌的破坏，所以它们的孵
化期很短，一般只有十一二天，而一般的猛禽
要40多天。现在新疆境内只在古尔班通古特沙
漠腹地发现了一个棕薮鸲的繁殖地，有观测记
录的近五六年里，每年飞来有二三十只，每对
成鸟产卵 3-4枚，它们可以通过捕食昆虫获得
水分以应对昼夜温差大的沙漠。每年8月底到9
月底，它们便长途迁徙到非洲的肯尼亚。

“棕薮鸲喜欢沙漠里的梭梭林、胡杨和红
柳灌丛，它在古尔班通古特沙漠的出现跟生态
环境的变好有着直接的联系。”作为土生土长
的新疆人，马鸣告诉记者，这些年的禁猎、禁
伐、造林等保护让古尔班通古特沙漠为鸟类提
供了良好的栖息地。

昔日沙海茫茫，今朝绿浪翻滚。

从 20 世纪 90 年代起，古尔班通古特沙漠
营造防风固沙林和农田防护林，实施退耕还林
还草工程，在沙漠荒地种植了红柳树、梭梭树
等植被。以往风沙横行的北沙窝，现在分布着
胡杨、苦艾蒿、白蒿、苔草、蛇麻黄、花棒等
多种植物，梭梭树及红柳灌木等沙生植物随处
可见，还有机会看到鹅喉羚和野兔。被誉为

“沙漠千岛湖”的凰家梁水库，可容水600万立
方米。在湖泊周边有 2000 多万平方米的湿地，
湖泊南缘是固定沙丘和沼泽，从北岸向南望
去，蓝天、碧水、雪山、黄沙、绿树相映成
趣。湖泊水草茂盛，栖息着白天鹅、白鹭、蓑
羽鹤等上百种鸟类。

不过，马鸣也有自己的忧虑，因为棕薮鸲
的新发现，这几年慕名而来的观鸟者越来越
多，大家为了拍出好的题材，一些人不惜用人
工的方式引诱鸟，对鸟的科学观测造成一定的
干扰。另外，当地旅游开发的压力也让马鸣有
些隐忧。

古尔班通古特沙漠的棕薮鸲跟哈萨克斯坦
的是不是同一个亚种还是新的亚种？马鸣说，棕
薮鸲仍然像一个谜，需要解答的还有很多。

有生活阅历的人会有这样的观察和结论：只爱自己
的人将是孤独的，哪怕当下热闹；由个人扩大到人类，只
关注自身而忽略其他生命难有未来，哪怕当下盆满钵满。

在这方面，我们为中国古人的智慧所触动。在物质
尚不能果腹的文明之初，我们的古人将关注的目光投向
天空的飞鸟。《吕氏春秋》 记载：孟春之月雁北、孟秋
之月鸿雁来。这是观察；《庄子·消遥游》：鹏之徙于南
溟也，水击三千里，搏击而上者九万里。这是礼赞；唐
诗：飘飘何所似，天地一沙鸥。这是视鸟如
人。民谚：劝君莫打三春鸟，子在巢中盼母
归。这是悲悯兼具“可持续”的聪明……学者
考证，甲骨文中已有鸟、雉、雀、鸡的象形
字，《说文解字》 列有 40个鸟名，《全唐诗》 中
1/10有鸟的身影，《本草纲目》可视为中国首部
鸟类名录，收入77种野生鸟类。

这些在现代功利思维中“不务实”的积累，至今滋
养着我们的生活。我们中文之美的启蒙是“处处闻啼
鸟”，我们给孩子讲的中国神话是精卫填海，我们的休
闲指向是“万壑树参天，千山响杜鹃”，我们在世界之
林的艺术符号是水墨花鸟，我们的生活美学不是肉林酒
池，而是鸟语花香。

当然，我们不能陷入文化自大的井底。中国的鸟类

学研究建立在西方研究的基础之上，现在所知的中国
1300 多种鸟类中，只有寥寥数种是由中国人首次描述
的，第一部符合现代鸟类分类学标准的中国鸟类名录也
是英国人于清末撰写的，列有675种鸟种。

1949年后的几十年间，中国有了自己的鸟类学者和
各级研究机构，一位年过八旬的科学院院士回忆自己的
工作时说，那时我们的装备就是纸、笔、雨衣和军用水
壶，在野外将自己“石化”——刮风下雨都停留在一个

位置，让鸟认人为物，科学工作者借此近距离地观察记
录鸟的“原生态”资料，包括外形、行为、鸣叫、食物
等。

当人与自然的冲突越来越难以平衡，有些现代人认
为鸟类的家园湿地、山林当然要为高速路和楼盘让路，
牺牲鸟理直气壮：人还顾不过来呢！但是，就算我们焚
琴煮鹤，忽略鸟对于人类的审美、文化意义，鸟类资源

也像我们赖以生存的煤、石油等资源一样，是人类不可
或缺的。鸟类对于农田、牧场虫害鼠害的抑制无可替
代，如果都用农药灭虫，恶果，你懂的。此外，鸟类是
仿生学的资料库，飞机、雷达、导航、光电学的发明和
发展建立其上。比如像信天翁，它有着在胃中将海水过
滤淡化的天然本领，这给科学家开发地球淡水资源提供
了有效信息。

鸟儿是不用护照的旅者，鸟类资源属于全世界各民
族，中国在鸟类研究与保护上的努力与成就，是
展示中国负责任大国的一方面，特别在环境保护
成为显学的当下，这方面尤其令人瞩目。1981年，
中国和日本签订了候鸟保护协定，这是中国与国
外签订的首个鸟类方面的协定，自此，中国陆续
加入了世界重要的自然保护组织，签订保护公
约，与世界有了更多关于鸟儿的对话与合作。

“十三五”规划将绿色发展列为“五个发展”之
一，作为自然环境指标物种的鸟儿，将在中国这个古老
又现代的家园享受“国家级”的关注。中国是鸟类资源
大国，是全世界雉鸡、鹤、画眉类鸟种最丰富的国家，
也吸引着国际鸟类学界的关注。

鸟儿，可以替我们告诉世界一个诗意的中国、文明
的中国、现代的中国。

飞越千山万水，只为一个生命的承诺，虽然对于鸟来说，飞行并不是一
件容易的事。

最新研究认为，目前全球共有9条候鸟迁徙路线，分别是大西洋—美洲
迁徙线、黑海—地中海迁徙线、东大西洋迁徙线、中美迁徙线、环太平洋迁
徙线、中亚迁徙线、东亚—澳大利亚迁徙线、太平洋—美洲迁徙线、西亚—
东非迁徙线。迁徙路线涉及世界上几乎所有的雨林、湿地和沼泽，美国大沼
泽地国家公园、澳大利亚卡卡杜国家公园、哥斯达黎加岛、非洲大裂谷都是
鸟们为自己选择的路线，对于栖息地的生态有着苛刻的要求。

在全球鸟类迁徙线上，中国有着不可忽视的作用。根据中国第二次湿
地资源调查显示，中国有鸟类1332种，约占世界鸟类总数的13.7%，其中
候鸟600多种，占世界候鸟的20%。在全球候鸟迁徙通道中，东亚—澳大利
亚、中亚、西亚—东非这3条候鸟迁徙路线都与中国有着密切关系。作为全
球重要的迁徙中转站，中国近年来在生态保护上的努力为全球的生态多样性
的保护做出了贡献。

记者选取了东亚—澳大利亚迁徙路线上的中华秋沙鸭，中亚迁徙线上的
黑颈鹤以及东非—西亚迁徙线上的棕薮鸲作为观察样本，每一个鸟种的保护，
都包含了科研工作者、民间组织、栖息地工作人员、鸟类爱好者等不同的力量
的努力，虽然行为方式有所差别，但都在推动着绿色中国的进步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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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几天，中国观鸟组织联合行动平台（朱雀
会）正在筹备今年的中华秋沙鸭的越冬调查项
目，在去年的调查中，该平台在3个月的时间内，
分赴19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200多个调查点
开展了越冬调查，在提交的正式记录中，共发现
中华秋沙鸭441只，其中雄鸟140只，雌鸟及幼鸟
301只。

中华秋沙鸭名字的由来在于其模式产地和
主要越冬地都在中国，整体色调为黑色和白色，
被鸟友们昵称为“国鸭”或“中秋”。作为世界自
然保护联盟红皮书的濒危物种、国家一级重点
保护野生动物，现存总数量可能少于3000对。因
其数量稀少罕见，故有“水中大熊猫”之称。它的
繁殖地主要在俄罗斯东南部及中国东北部，中
国不超过250对，每年的11月份会从北方飞到南
方越冬，越冬时多为小群或零星个体，零散分布
在中国广大中部和南部的河流及水库生境。

“中华秋沙鸭对栖息地的要求很高，偏向清

澈的溪流、河道与水库。一般认为，中华秋沙鸭
的捕食强烈依赖于视力，青睐水流湍急的浅水
水域。一旦水体混浊、水质污染、鱼虾减少，它们
就不得不寻找新的栖息地。”观鸟爱好者钟嘉告
诉记者。

北京林业大学的博士曾晴参加了去年的越
冬调查，实际上作为中华秋沙鸭的一名研究者，
她关注这个鸟种已经有六年多，她曾到俄罗斯
跟随中华秋沙鸭的研究专家戴安娜（Diana So-
lovyeva）学习如何为这种鸟安装光敏跟踪器。十
多年前，戴安娜开始为这种鸟环志，可是这么多
年，每年只在繁殖地的巢里找到环志的鸟，越冬
地尚未发现，这让这位俄罗斯科学家非常失望。
直到2012年12月24日，在现在的湖南省桃源县

沅水国家湿地公园发现了一只环志编号为A2的
中华秋沙鸭，戴安娜告诉曾晴，那是收到的最好
的圣诞节礼物。

沅水流域是中华秋沙鸭的重要越冬地，去
年越冬调查中共发现 47 只中华秋沙鸭。湖南桃
源沅水国家湿地公园管理处资源开发股股长卢
凯告诉记者，从 2008 年在桃源县发现有中华秋
沙鸭的踪迹后，就一直推动国家湿地公园的建
立并邀请相关专家进行了科学考察，摸清了中
华秋沙鸭在桃源县的分布情况，并推动保护工
作进入到当地两会的议程。

在桃源，中华秋沙鸭被当地人称为吉祥鸟，
沅水流域的每个行政村都被告知保护这种鸟的重
要性，比如不要电鱼，看到受伤的鸟要打电话给相

关部门。虽然当地做了不少努力，卢凯也有自己的
无奈，沅江流域的水库等地方都是湿地公园之外
的栖息地，加上湿地公园并没有执法功能，所以遇
到挖沙、水质污染等问题的时候，除了向相关部门
反馈，等待有执法权的部门来解决，做更多的保护
宣传之外，许多时候也显得力不从心。

为了更好地保护中华秋沙鸭，卢凯还代表
沅水国家湿地公园到其繁殖地——位于黑龙江
伊春的碧水中华秋沙鸭自然保护区交流。保护
区内中华秋沙鸭种群数量由建区前的不足10只
增加到如今的近100只。

为了保护这里的生态环境，巡护工人们早巡
夜查，先后放弃了核心区建旅游度假村、实验区建
水电站等项目，取缔了凉水漂流项目、碧水公园等
旅游点。为了提高中华秋沙鸭的繁殖率，曾晴所在
的北京林业大学研究团队和保护区2013年10月
在保护区内河边的树上悬挂了20个巢箱，以解决
天然树洞不足或被其他鸟种侵占的问题。

中华秋沙鸭：以中国之名中华秋沙鸭：以中国之名

近日，48 只黑颈鹤返回云南昭通大山包黑
颈鹤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越冬，比去年提前了 3
天。11 月 1 日下午 4 时左右，大山包黑颈鹤国家
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工作人员和监测人员在大
山包保护区大海子湿地发现有6只黑颈鹤到来，
10分钟后，又经邵家梁子方向飞往跳墩河水库。

每年这个时候，中科院昆明动物研究所杨
晓君研究员的研究团队就准备去大山包做观测
了。从 2002 年该团队在国内首次开展对黑颈鹤
卫星跟踪研究以来，一直在开展黑颈鹤的观察
研究工作，经过这十几年的监测，杨晓君告诉记
者，这几年到大山包越冬的黑颈鹤数量稳中有
升，从 1990年的 200余只，增加到 2004年 1月 14
日的1186只，2014年11月28日曾经记录到1269
只黑颈鹤。

黑颈鹤是世界15种鹤类中惟一生活在高原
的鹤类，也是15种鹤类中最晚发现的，于1876
年由俄国探险家尼古拉·普热瓦尔斯基在中国
的青海湖首先发现。在其被发现定名后的百余
年中，人类从科学上对它的了解一直十分有
限。亦由此黑颈鹤是国际上最受关注的濒危物
种之一，被中国列为国家 I 级重点保护野生动
物。

黑颈鹤分布区域狭窄，除中国外，仅有少
数个体在不丹和印度越冬，原来在缅甸和越南
也曾有过少量黑颈鹤，但现已基本绝迹。在中
国，黑颈鹤也只生存在青藏高原和云贵高原，
包括青海、西藏、新疆、四川、甘肃、云南和
贵州 7 个省区，因此被认为是青藏高原的代表
性旗舰物种，也是藏族人民心目中的“神鸟”。

作为黑颈鹤种群数量最大的越冬栖息地之
一，近年来，当地通过移民搬迁、退耕还林、
退耕还草、退耕还湿等多个湿地保护恢复项
目，为黑颈鹤营造了良好的栖息环境。大山包
自然保护区内分布着的5958公顷高山沼泽化草
甸湿地是黑颈鹤等越冬水禽的重要栖息地。目
前，大山包国际重要湿地已被列入国家2014年
湿地生态效益补偿试点单位，中央财政资金将
对湿地周边村民提供生态效益补偿，并进行村
庄生态环境整治等。

黑颈鹤在大山包的数量从 1990年的 200多
只增加到了1200多只，这样的好消息引起了杨

晓君对保护区环境容纳量的关注，保护区是否
能为黑颈鹤提供足够的食物？ 人工投食对黑
颈鹤会产生何种影响等，而近年来随着农业耕
种品种的改变、旅游活动的增
加和国家加大对该地的保护投
入，又促使杨晓君思考进一步
的研究工作，如耕种方式的改
变和旅游活动的增加对黑颈鹤
的影响怎样？退耕还林等措施
的效果如何？黑颈鹤对栖息地
变化的适应方式？……这些具
体而入微的观测与研究不但可
以帮助保护区优化管理提高保
护效率，同时也可为开展进一
步的规划和管理工作提供科技
支撑。

每年秋季在若尔盖繁殖的
黑颈鹤都会拖儿带女从繁殖地
飞回云南大山包越冬，这条被

科学家们称为黑颈鹤东部迁徙路线的迁徙之
路，也是受到人为影响最大的迁徙路线。2010
年12月开始花湖湿地恢复工程以来，在若尔盖
栖息的黑颈鹤也已经从 600多只增加到 1500多
只，成为黑颈鹤繁衍栖息的天堂。越冬地和繁
殖地的栖息地恢复工作为黑颈鹤的保护和种群
增加创造了非常有利的条件。

黑颈鹤：高原神鸟归去来

棕薮鸲：中国鸟种新记录

鸟儿讲述的中国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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