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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宜昌大老岭拍摄的眼纹噪鹛。 王雪峰摄 武汉公园里的橙头地鸫。 雷进宇摄

编者按
又到候鸟春迁时。看好

鸟，看更多的鸟，是观鸟人
的追求。作为生活在湖北的
观鸟人，虽然近期受新冠肺

炎疫情影响无法与鸟儿相
约，但大家坚持着，在春暖
花开的季节里，继续与自然
和鸟儿的约会。

今天，这组 《打开湖北
观鸟图》稿件，作者全都来

自武汉，写作时间正是新冠
肺炎疫情肆虐的“封城”期
间。其中有20年“鸟龄”的
资深观鸟爱好者，有年轻的
自然教育从业者，也不乏自
然保护机构的专业大咖。

如何与自然相处，是所
有人面对的考题，古老又现
实。希望读者从他们的字里
行间收获知识，也吸取力量。
无论任何时候，对生命永恒
的爱是我们不变的承诺。

湖北的鸟也如其地理位置一样，南
北不靠，东西不占，没有太多特殊可
言。但如静下心来细品，南来北往的鸟
们还是很相中湖北这块宝地的。

湖北地处长江中游，全省以山区和
丘陵为主，处于我国地势第二阶梯向第
三阶梯的过渡地带，按照动物地理区
划，分属华中区的东部丘陵平原亚区和
西部山地高原亚区，并兼具华南区特色
和西南区成分。

江汉平原为长江泛滥和汉水三角洲
延伸、淤积而成的冲击平原，区内水网
密布，湿地众多，独特的江湖复合生态
系统成就了湖北“千湖之省”的美誉，

对湖北的鸟的科学认识，也是从江
汉平原的水鸟开始。1863 年英国人斯文
侯在他的《中国鸟类目录》中，收录了十
余种采自 1861 年开埠后的汉口的鸟种，
其中多数是鹭、燕鸥、秧鸡、鸻鹬等水鸟。
国际极危物种青头潜鸭，几乎终年可见，
已变为本区域的代表性物种。

十多年前，还不太常见的棉凫、黑
鳽，现在有了比较多的稳定观测点，倒
是以前不算太难见的董鸡，却越来越难
觅踪迹。有一种猜测是随着稻虾连作的
推广，青头潜鸭受益良多，董鸡的适宜
生境却在减少——二者对植被高低的需
求不同。

沿海迁徙的鸻鹬类，在本区几乎都
已有过记录，其中不乏灰瓣蹼鹬、斑胸
滨鹬、长嘴鹬这样的明星。

长江故道是本区内较有代表性的一
种特殊生境。其中天鹅洲故道和何王庙
故道，是极危物种长江江豚的自然迁地
保护基地，前者还分布有国内第二大的
麋鹿种群，也因此生境受到较好保护，
而让更多鸟类有了安全栖息场所。

当然，本区域也并非只有水鸟，位
于本区北缘的京山，就因丰富的林鸟资
源和极具特色的观鸟普及，被中国野生
动物保护协会评为了“观鸟之乡”。

每年春秋季节，中国中东部大部分
的迁徙林鸟，几乎都会从本区经过并做
短暂停留，武汉的一个城市公园甚至一
个绿植搭配较好的小区，都是迁徙鸟类
补充能量的加油站。冬候鸟中，斑背大
尾莺 （sinensis亚种是1912年在汉口被发
现而命名的）、红颈苇鹀、北领角鸮在
本区都有较稳定记录；仔细搜索，铁爪
鹀也能找出来。

鄂西北山地，由秦岭山脉东延部
分、大巴山东段、武当山脉、荆山山脉
组成，平均海拔1000米左右。其中最负
盛名的当属神农架，对这里的探索，以
往较多地主要在中低海拔的景区，更多
区域仍有待进一步探索，也因此这些年
不断有新的省级新记录从这片自带神秘
光环的林区被发现，其中包括做分类的
专家们在此发现的中华鹪鹛。

宜昌大老岭森林公园是一个重要的
林鸟分布点，这里的鸟种与秦岭南麓中
海拔大体差不多，初夏季节的3-4天时
间内，可以记录到近 100种鸟。琉璃蓝
鹟是为数不多的在湖北境内 （模式标本
采自房县马夫岭） 被描述的种，繁殖季
在大老岭也不难见到。鄂西北山地的其
他保护区、景区，鸟种尚无太多特殊之
处，只是海南鳽的存在颇为惹眼却神
秘，它们在此区域的分布广度与实际数
量，恐怕短期内还难有答案。

鄂西南的山地，主要是巫山和武陵
山脉的一部分组成。五峰后河保护区是
这里的明星，与湖南壶瓶山保护区相邻
的它，也曾是华南虎的栖息地。后河丰

富的鸟种吸引了不少观鸟爱好者前往。
当然，斑翅鹩鹛也可以到位于宣恩

县的七姊妹山去找，这个保护区还不太
被人所知，其间的亚高山泥炭藓沼泽极
具科研和保护价值，这种生境里会有什
么特殊鸟种么？前几年，武汉的观鸟人
也开始前往利川的福宝山等地探秘，并
希望能约同重庆的同好们做一次同步的
调查，相信对于补充湖北鸟种记录会有
新贡献。

鄂北和鄂东北为低山丘陵区，北有
大洪山、桐柏山，东有大别山。大别山
绵延于豫、鄂、皖三省交界处，西连桐
柏山，东经天台山、天堂寨等，直至安
徽的将军山。

白腹隼雕、白冠长尾雉早已让广水
成为拍鸟爱好者趋之若鹜的地点，而红
安的蓝喉蜂虎繁殖群也是很多人的心头
好，这里甚至有过一笔栗喉蜂虎的记
录。近年来，武汉北部的黄陂山区，除
了有白冠长尾雉，也不断有其他新发
现，其中棕三趾鹑，算是目前已知这个
鸟种最靠北的繁殖记录了。

鄂东南的幕阜山脉，为鄂、赣、湘三
省界山，这里是白颈长尾雉分布的边缘。
白鹇在九宫山也能见到，这里还有林雕、
灰树鹊、灰头鸦雀、凤头鹀这样的“南方
鸟种”。研究人员近年在本区的通城县多
个地方，记录到了丽星鹩鹛的鸣声，并于
2019年发表为省级新记录。

湖北目前有记录的鸟种约在 560 种
左右，在省级行政单位中已算是不错。
相信随着观鸟爱好者和鸟类学者对湖北
的关注度提高，这一名单还会继续增
长。湖北加油！

题图：武汉府河湿地的水鸟群。
魏 斌摄

九 省 通 衢 的 武
汉也是候鸟迁徙的重
要驿站。春秋季节，
守住市内的一个小公
园，可以尽情领略鸟
类的大迁徙之美。

武 昌 蛇 山 南 麓 ，
西起武昌路涵洞、东
至大东门的一处狭长
状园林，便是首义公
园。公园始建于 1924
年，为纪念辛亥武昌
首义而建。历经百年
风雨，首义公园在一
墙之隔的黄鹤楼公园

“荫蔽”下，少了游
客的喧嚣，成了鸟类
的乐园，特别是南来
北往迁徙候鸟的上佳
休憩地。这座面积仅
10 公顷的小公园，在
短短几年间，被记录
到 的 鸟 类 种 数 已 达
110种，而这里面有 50
多种为旅鸟。

3 月下旬，在此
越冬的斑鸫、燕雀还
未完全迁走，旅鸟部队的先锋——冠
纹柳莺已经开始在辛亥革命首义纪念
碑后的粗树干上攀爬。到4月上旬，某
个雨后初晴的早晨，怀氏虎鸫、冕柳
莺、栗头鹟莺也会齐现于抱冰堂旁的
阔叶树上。进入5月，鸫、鹟、卷尾们
开始成为迁徙主力，直到红尾伯劳也
难觅踪迹，春迁才算告一段落。8 月
底，江城依然酷热，完成繁殖任务的
北灰鹟、冕柳莺又回到了首义炮台下
的小树林，长达2个多月的南返拉开序
幕……

在首义公园停歇的迁徙大军里，
鸫类是较有代表性的一个类群。公园
依山而建，游人步道基本修在山脊及
靠武珞路一侧的山坡，另一侧靠着京
广铁路的山坡未做硬化，植被茂密，
乔灌及地被层植物都很发达，游客罕
至，为胆小的鸫类提供了良好的生境
和隐蔽的场所。白眉地鸫、橙头地
鸫、白喉矶鸫、白眉鸫年复一年遵守
着约定，按期到达，加上公园里的留
鸟紫啸鸫和乌鸫、几乎常年可见的乌
灰鸫，在武汉这个巨无霸城市的正中
心位置，实属不易。

同 在 武 昌 的 沙 湖 公 园 ， 依 水 而
建，是一座比较年轻的城市园林，凭
借着园林建设初期相对多样化的生境

（湖 面 、 岸 线 、 池 塘 、 林 地 、 草 地
……） 和植被类型 （荷花、芦苇、香
蒲为代表的挺水植被、阔叶树和杉树
为代表的乔木、残存的杂灌） 及较大
的面积，这个公园的鸟类名录竟然超
过 140 种，而这其中多达 60 余种都来
自迁徙途经的记录。

广义的莺类是这个公园里的特色
类群。在园内仅存的数棵年限较长的
阔叶树和一片杉木林，却记录到了 11
种柳莺属鸟类，其中包括武汉市的第
一笔乌嘴柳莺记录，以往认为华中少
见的黑眉柳莺等，而湖岸和池塘边的
挺水植被里，黑眉苇莺春秋季总是按
时出现，东方大苇莺、厚嘴苇莺，甚
至棕扇尾莺也能见到。

始建于 1952 年的解放公园里，难
能可贵地保留了一小片野地——猴
山。这座小山包没有过度人工化，保
留了非常丰富的乔灌木，也因此成为
公园 100 多种鸟类名录的主要贡献区
域，武汉市首笔记录的灰冠鹟莺、待
照片认定的栗鳽皆出自这里。

沿着小路往山包上行，高大的阔叶
树上，各种柳莺在枝叶间活跃，山椒鸟
互相追逐，杜鹃们的鸣叫一声高过一
声。绕到山后，静候一会儿，灌丛里藏匿
的蓝歌鸲、红尾歌鸲、鳞头树莺、白眉
鹀、山鹡鸰会慢慢现身……

长 江 故 道 江 宽
水 深 ， 水 流 速 度
慢 、 水 位 波 动 低 ，
适合野生动植物栖
息 、 繁 衍 和 生 长 。
因此，长江故道会
形成一种与长江干
流河道截然不同的
湿地生态环境，也
是大自然在长江干
流中为动植物开辟
的 一 处 “ 世 外 桃
源”！为了保护故道
的自然环境与生物
多样性，众多保护
地也得以建立。

湖 北 石 首 天 鹅
洲的长江故道，亦
名沙滩子故道、六
合垸故道，面积约6
平方千米，1972年7
月因长江六合垸江
道自然裁弯取直而
形成。长 2.5 千米的
新河道导致长江干
流缩短河程 20.7 千
米，现建有天鹅洲
闸与长江相通。故
道河宽 1200 米，总
水面约2万亩，湖长
20 千米。两个国家
级自然保护区建立
在这里：湖北长江
天鹅洲白鱀豚国家
级自然保护区、石
首麋鹿国家级自然
保护区。

在 监 利 上 车 湾
和湖南华容县集成
垸交界处的长江故

道是湖南省唯一一片地处长江以北的
土地。故道原长 35.8 千米，而颈部距
离仅3千米，百余年来发生自然裁弯10
多次。1968 年 12 月至 1971 年 1 月实施
人工裁弯后，故道就此形成。何王庙
长江江豚 （省级） 自然保护区、集成
垸长江江豚 （省级） 自然保护区、集
成麋鹿 （省级） 保护区建立在这里。

众多的野生动植物在故道保护区
内受到人们的保护，故道也成为进行
公众科普宣传和自然教育的基地。湖
北博得生态中心有幸在这几处保护区
开展了大量的资源调查和自然教育工
作。受阿拉善基金会支持，2019 年开
始在监利何王庙/集成长江故道开展

“任鸟飞”湿地鸟类保护监测项目；湖
北省越冬水鸟同步调查……

当 你 站 在 长 江 的 岸 边 极 目 远 眺
时，看到的可能仅仅是一派繁忙的水
域；而在长江故道的河堤、滩涂上，
你会看到一派生机盎然的自然景观和
自由自在的野生动物。能想象下面的
画面吗：150 多只灰鹤突然腾空而起。
高亢的鹤鸣和遮天蔽日的飞羽从头顶
飞过，何等的壮观……

远处的滩涂上一排黑点在冬季萧
瑟的环境中会显得那么突兀，但在单
筒望远镜中，你会惊奇地发现：原来
在湖北也能一次性看到超过 80 只的国
家一级保护动物——黑鹳。而在不远
处，一片白色的水鸟或是栖息在滩
涂、或是在水中嬉戏。定睛一看，那
不是一群小天鹅嘛……

有时在故道河堤上发呆，会被水
面奇怪的呼吸声打断思绪。你的目光
会被强有力的吐气声牢牢地吸引住：
原来是几只长江江豚在水面撒欢……

茂密的草地里，你在聚精会神地
欣赏风景。忽然，一只庞然大物在草
丛中露出头来，巨大的鹿角迎风耸
立。原产于中国、消失于中国的麋
鹿，再一次在这片原本属于它们的土
地上自由生活……

关注长江故道、保护长江故道在
中国当前致力于长江流域大保护形势
下显得弥足重要。

我们把目光投向了湖
北的“西南山地”——恩施
土家族苗族自治州。这里
地处云贵高原东延武陵山
余脉与大巴山之间，与湖
南、重庆和贵州相邻。全州
以山地为主，平均海拔高
度1000米。从地理位置和地质地貌来看，
它确实可以被称为湖北的西南山地。

恩施州的气候属亚热带季风性山地
湿润气候。冬少严寒，夏无酷暑，雨量充
沛，四季分明。它同时受秦岭和大巴山阻
隔，使这一区域免遭第四纪冰川的洗劫，
成为动植物的“避难所”。更为重要的是，
那条被称为“动植物黄金分割线”的北纬
30度线，从恩施州腹地穿过，给关注动植
物的人带来无尽的遐想。

我们在利川的福宝山看到蓝翅希
鹛，在咸丰的平坝营发现黑头奇鹛，都
是湖北较早的记录；在恩施县的铜盆水
森林公园看到繁殖的灰翅鸫，这是湖北

的一笔新记录。
在恩施看鸟，常常让我们收获一些

意外：我们在神农架苦苦找寻无果的红
翅绿鸠，竟在恩施的利川和来凤都看到
了；在鹤峰一条不长的溪流里，竟一下
看到了白额燕尾、灰背燕尾、斑背燕尾
和小燕尾 4种燕尾；我们甚至怀疑在利
川的小河乡看到了传说中的斑翅鹩鹛，
它较大的体型、白喉和红胸给我们留下
了很深的印象，只是稍纵即逝，未能拍
到照片，不敢确认。

我们在恩施看到的鸟，有这样几个
特点：一是一些多生活在南方的鸟这里
有分布，蓝翅希鹛、叉尾太阳鸟、蓝喉

太阳鸟、橙腹叶鹎等；二是各种鹛类比
较丰富，如橙翅噪鹛、斑胸钩嘴鹛、黑
额凤鹛等都比较常见；三是猛禽不少，
常见金雕在空中盘旋。

恩施鸟况最大的特点是存在着太多
的未知。当地野保工作人员说，利川的
寒池镇有红腹角雉，但山高路远，还未
去实地验证。七姊妹山国家级自然保护
区工作人员说当地有疑似白颈长尾雉，
我们也想去实地考察……

最近几年，我们参与了一些恩施的
鸟类调查，对恩施的鸟儿有了更多的了
解。欢迎大家一起来发现湖北的“西南
山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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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江故道上空的黑鹳长江故道上空的黑鹳。 雷 刚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