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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北迁徙多坦途

问：鸟类是大自然的精灵，南
北迁徙是候鸟的习性。近些年来，我
国境内候鸟迁徙越冬的现状如何？

答：世界九大迁徙路线中，东
亚-澳大利西亚迁徙路线、西太平
洋迁徙路线和中亚迁徙路线经过我
国。东亚-澳大利西亚迁飞区覆盖
22个国家，每年有5000万只水鸟利
用该迁飞区。但受多种因素影响，
近年来这一迁飞区是全球受威胁程
度最高的迁飞区，水鸟数量以每年
5%左右的速度下降，成为全球鸟类
与栖息地研究和保护的热点区域。

很多候鸟经常以湿地为栖息空
间，保护湿地就是保护鸟类栖息环
境。据中国滨海湿地保护管理战略
研究，中国沿海湿地生态系统受到
的威胁最严重。自上世纪 50年代以
来，中国快速的经济发展已导致
60%以上的天然沿海湿地丧失。而
鸟类是湿地环境的指示物种，鸟类
的危机就是湿地生态系统的危机，
认识这种关系至关重要。

人鸟关系多改善

问：目前各地在保护候鸟及其
栖息环境方面有哪些举措？

答：各地在保护候鸟及其栖息
环境方面都下了很多功夫。例如江
苏盐城牵头申报世界自然遗产，作

为全球最大潮间带湿地，目前“中
国黄 （渤） 海候鸟栖息地 （第一
期） ”申遗工作已经进入世界遗产
中心审核表决阶段，今年 10月世界
自然保护联盟已派专家来盐城考察
评估。

问：人们对于候鸟保护意识的
提升反映了一种怎样的人与鸟关系
的变化？这种变化背后的生态价值
是什么？

答：近年来，国家建立了一批
以鸟类为主要保护对象的自然保护
地，并对朱鹮、丹顶鹤、中华秋沙
鸭等一批濒危鸟类实施了人工拯救
繁育和放归自然等保护措施，保护
取得了显著成效。候鸟保护“护飞
行动”通过志愿者清网、巡护、投
食等工作的开展，积极动员社会力
量支持和参与鸟类保护工作。以观
鸟团体为主的民间组织发展壮大，
积极参与鸟类调查，为保护物种提供
了基础数据和保护的政策依据。这些
行动符合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对优
美生态环境的需要，人鸟关系的改
善，体现了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态
伦理。同时，鸟类是湿地生态网络的
重要组成部分和生态系统健康程度
的重要指示物，对鸟类的关注，代表
了人们对生态系统安全的重视。

问：面对我国候鸟迁徙、保护
的现状，我们还有哪些不足之处？
如何让迁徙之路变成幸福之路？

答：除了传统的点上保护，候
鸟的保护应该加强多边合作，信息
共享，从整个迁徙路线的尺度来保
护。同时，保护工作应该有坚实的
科技支撑。针对迁徙鸟类保护的国
家需求与全球问题，北京林业大学
东亚-澳大利西亚候鸟迁徙研究中
心，以迁徙水鸟及栖息地相关科学
研究为突破口，联合多边机构打造
国际平台，为迁飞区保护战略决策与
实践提供科技支撑。重点研究方向包
括：迁徙水鸟生态学研究；栖息地保
护与修复理论及技术研究；候鸟迁飞
监测技术与装备研发，包括建设和运
营东亚-澳大利西亚迁飞区信息平
台；迁飞区国际多边合作机制研究
等。（上图由黑龙江
碧水中华秋沙鸭国
家级自然保护区管
理局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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秋风起兮白云飞，草木黄落兮雁南归。秋冬时节，成
群结队的候鸟开始南迁，它们克服严峻的自然考验、长途
的飞行距离等困难，谋求种群的生存与繁衍。作为生态环
境移动的“晴雨表”，候鸟种群多寡、迁徙路线的变化都
反映着我国生态环境的变化，成为检验一个地区生态环境
的自然指标。日前，记者就我国冬候鸟迁徙问题采访了北
京林业大学东亚-澳大利西亚候鸟迁徙研究中心曾晴博士。

提起白天鹅，三门峡人人都有说不完
的话：白天鹅不仅仅是需要保护的野生动
物，更是与这个城市相伴的精灵。每年 10
月至第二年3月，上万只白天鹅从遥远的西
伯利亚迁徙到三门峡，在黄河岸边自由飞
翔、嬉水、觅食，谱就人与自然和谐之曲。

如今，三门峡已经出台了全国首部保
护白天鹅的地方性法规，在每年的白天鹅
越冬保护期内，禁止在白天鹅重点保护区
内开展影响其栖息越冬的生产生活活动。

三门峡市志愿者联合会白天鹅保护分会会
长张明云告诉笔者，三门峡人已经把保护
意识化于行动之中，在天鹅湖附近，哪怕
是春节、婚礼也没有人燃放烟花爆竹。

张明云是三门峡本土摄影师中的一
员，专心拍摄野生鸟类长达 15 年，白天
鹅、红腹锦鸡都是他镜头下的常客，最令
他印象深刻的，还是出生于三门峡、历经
波折后返乡的白天鹅A55。

2015 年 5 月，一对经过救治留在三门
峡天鹅湖国家城市湿地公园的野生白天鹅
夫妇，孕育了 6 只小天鹅，这也是我国首次
发现野生白天鹅在黄河流域成功自然繁育
后代。几个月后，6只小家伙戴上了环志，有
了属于自己的“三门峡户口”，其中一只就是
A55。从出生起，A55和兄弟姐妹们就在三门
峡人的温情目光关注下成长：它逐渐褪去灰
色绒毛，初显漂亮模样。

张明云一直用照相机记录着 A55 一家
的生活。时光荏苒，转眼到了 2016 年 3
月，健康长大的天鹅宝宝们随着大批天鹅
向北迁徙，“当时真的很不舍，A55和兄弟
姐妹们没有父母带领着一起飞走，相当于

是孤儿，各奔东西。”A55飞走后，卫星定
位失灵，人们也没有在回三门峡过冬的天
鹅中发现它的身影。张明云到河北黄骅和
内蒙古乌梁素海等地寻觅无果后，在网上
发布了征集消息，得到了公众的热切响
应，大家都盼望着早日找到流落在外的三
门峡籍天鹅宝宝。

2017 年 8 月 21 日，得知 A55 在千里之
外的内蒙古包头出现的消息后，张明云一行
人立即启程，驾车前往查看。通过几个小时
的寻找，他们终于在包头市南海湿地发现了
这只白天鹅。“我当时真是百感交集，看着它

孤零零地在水边游荡，不时发出得不到回应
的叫声，感觉就像是自己孩子受了委屈。”张
明云提起当时的情景，仍旧难掩伤心之情。

当时 A55 所在水域面积较小，临近公
路，车辆鸣笛都会惊扰到生性胆小的它，
眼见它羽色暗淡、体型瘦弱、翅尖受伤的
状况，张明云急忙与三门峡林业局进行联
系。“就算是不会飞的鸭子，在水中都很难
抓住，何况是能飞越高山的白天鹅，但我
们当时在水里游着就能捉住它，可以想象
它当时有多么虚弱。”张明云告诉笔者。

经过与包头南海湿地保护管理处、包

头黄河国家湿地公园多方协调，大家一致
认为，这个地方目前不具备救助白天鹅的
能力和设施，也不适合其生长。在内蒙
古、山西、河南等地相关部门的全力支持
下，野生动物运输所需的相关手续被以最
快速度办理妥当。

2017 年 8 月 26 日，张明云和同伴连夜
踏上了护鹅回乡之路，途中突遇大雨，大
家争分夺秒轮换开车，顾不上吃饭，终于
赶在 8 月 27 日凌晨回到了三门峡，眼见着
兽医给小家伙喂了药，大家悬着的心才终
于放了下来。

整个冬天，A55 在三门峡野生动物救
助站的精心养护下，身体状况有了明显改
善。2018 年 2 月，大家赶在天鹅迁徙前把
它放回了天鹅湖，它很快融入了天鹅群体
之中，随着大部队一起飞离了三门峡。但
因为它翅膀受过伤，飞行能力弱，飞到黄
河对面后，没几天又飞回了天鹅湖，像是
舍不得离去。

现在，A55 每天都要试着飞行一段时
间，为今后的长途迁徙做准备，人们可以
在天鹅湖国家城市湿地公园看到它洁白的
身影。张明云提起迁徙一事惆怅不已，“迁徙
是野生白天鹅的天性，如果它能飞走最好。
但它就像是我的孩子一样，其实我舍不得让
它走。如果它飞不走，我希望它能在三门峡
找到自己的伴侣，继续拍它的下一代。”

对于张明云来说，他希望今后能带着
自己这些年拍摄的200余种野生鸟类图片及
视频，走进幼儿园、中小学，给孩子们讲
述人与鸟儿的故事。

三门峡:人与白天鹅情未了情未了
袁 昕

中华秋沙鸭中华秋沙鸭

又到候鸟越冬季，迁徙鸟类循着祖宗世代沿袭的
路线从北方陆续南下。其中，中华秋沙鸭也正在从
俄罗斯远东和中国小兴安岭、长白山的繁殖地迁往
它们在中国南方的越冬地。

正当此季，中国各地民间观鸟组织开始筹备中
华秋沙鸭的全国越冬同步调查：北起鸭绿江畔，南
至雷州半岛，东到长江入海口，西抵滇西北高原湿
地。前四年的调查曾一次600多人次出动，范围覆盖
20多个省区市。

明星范儿十足

中华秋沙鸭具有什么“明星潜质”能产生如此
大的号召力？首先，它非常漂亮，还有特点：“带辫
子的红嘴鸭”、“黑头发飘起来飘起来”，“长辫子的
中队长”（翅膀上有两道杠） 等，各地调查志愿者分
别提出了不少宣传口号，吸引公众关注。

其次，中华秋沙鸭还是国家一级保护物种，列
入国际濒危物种红皮书，而且名字叫“中华”，可以
简称“国鸭”。

第三，中华秋沙鸭的栖息地，不论越冬与繁
殖，还是迁徙经停地，基本是在中国人口密度对比

线（黑河-腾冲线）以东，都是中国人口密集的省份。相
比一些珍稀物种栖息在人口稀少的偏远地区，中华秋
沙鸭栖息的水域环境就在中国大多数人口的身边，

“在一起”，容易引起明星效应。
第四，中华秋沙鸭喜欢清澈的流水，对水域环

境与水质非常挑剔，是检验水环境质量的很好标
示。它们的存在与否，数量增减等变化，都指示着
水环境的优劣或变化，是可以直接引发社会各方关
注的环境热点，“明星”号召力强大。

“国鸭”飞进我家乡

中华秋沙鸭的越冬地分布广泛，从南到北，从
东到西，青藏高原以东省份大多有它经过停留的记
录，很多地方都在用实际行动保护着它们。

国内能够确认的中华秋沙鸭繁殖地主要有两
处；一处是吉林的长白山，另一处就是小兴安岭带
岭林区的碧水。

黑龙江碧水中华秋沙鸭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位于
黑龙江省伊春市带岭区境内，地处小兴安岭山脉的
东南段——永翠河流域的中段，是国内唯一以中华
秋沙鸭为重点保护对象即旗舰物种的国家级自然保
护区。保护区里森林溪流生态系统保存完整，中华
秋沙鸭营巢的巢树充足，河水无任何污染，清澈见
底，小型冷水鱼类及其它水生生物丰富，为中华秋
沙鸭的种群数量能较大幅度的增加提供了保障。

江西省是最先开展全省中华秋沙鸭越冬同步调
查的省份，当地通过多次同步调查监测，准确掌握
了中华秋沙鸭越冬种群分布动态，推动地方政府制
定有针对性的保护方案，落实具体保护措施。各地
还陆续根据监测成果划建了多个中华秋沙鸭自然保
护区和保护小区。

浙江省松阳县自 2008 年冬在松阴溪首次发现中
华秋沙鸭以来，采取了积极有效的保护措施：强制关
停了松阴溪流域大大小小、时开时停的采砂场 70 多
处；设立了全省首个中华秋沙鸭栖息保护地，保护地
内停止任何方式的捕鱼、采砂、取石等人为破坏环境
活动；建设了全省首个中华秋沙鸭观测保护站；2017
年 10月，松阴溪湿地获批省级湿地公园，为中华秋

沙鸭的栖息地环境保护修复奠定了扎实的基础。
各地还通过巡展活动让更多人认识、了解中华

秋沙鸭，引导大家加入到保护的队伍中来。今年国
庆节假期，重庆首开中华秋沙鸭摄影巡展，其他越
冬地安徽石台、湖北荆州、湖南壶瓶山自然保护
区、河南洛阳、浙江杭州的展览相继开始。此次展
出作品数量共计264幅，展出内容以中华秋沙鸭的野
外生存状态为主，还展出了中华秋沙鸭的越冬生
境、面临的威胁与干扰。截至 11 月 7 日，此次巡展
已在河南、安徽、浙江、湖北、湖南、重庆、福建
的22个巡展地点展出，参观人数已达到46500人次。

“中华秋沙鸭，你在哪里？生活可好？我和你在一
起，我们来看你！”这是各地调查员向社会公众发出的
保护口号，也是每一位爱心人士对大自然生灵的真切
呼唤。题图上：湖北省京山市京山三阳镇小学生参
加中华秋沙鸭保护行动 京山观鸟会供图

题图下：中华秋沙鸭 宋世和摄

黑龙江碧水中华秋沙鸭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永翠河秋景

天鹅出生地苍龙湖 张明云摄

自由飞翔 王大庆摄自由飞翔 王大庆摄

再次放飞A55 张明云摄再次放飞A55 张明云摄

我和你在一起我和你在一起
危 骞 张乔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