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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韭山列岛的黑嘴端凤头燕鸥繁殖群调查初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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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年 ) 月 !+ 日 ( + 月 ! 日，在考察浙江象山韭山列岛省级海洋生态自然保护区时，发现了正处

于繁殖中期的黑嘴端凤头燕鸥（12%*$+ 3%*$&2%#$#）的群体混群于大凤头燕鸥（ 1 , 3%*/##）的繁殖群中。据估

测，大凤头燕鸥的种群数量为 * #"" ( $ #"" 只，黑嘴端凤头燕鸥的种群数量为 %" ( !" 只。这是目前继

!""" 年马祖群岛发现黑嘴端凤头燕鸥繁殖群之后的第 ! 个繁殖群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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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嘴端凤头燕鸥（ 12%*$+ 3%*$&2%#$#），英名为 057;>F>
0H>FE>I L>H;，是鸥科鸟类中数量最少的种类。根据湿地

国际（=>EC8;I X;E>H;8E7:;8C）的《全球水鸟种群数量评估

（第三版）》［%］记述，黑嘴端凤头燕鸥的全球种群数量估

计不足 #" 只。根据记载，黑嘴端凤头燕鸥在我国东部

沿海一带为夏候鸟，在印度尼西亚、菲律宾为冬候鸟。

国内在 %&%* 年福州、%&!# 年福州和 %&*) 年青岛各有极

少量的标本记录，此后很长一段时间，在印度尼西亚、

马来西亚、泰国、菲律宾、及我国的北戴河、黄河三角

洲、台湾各有过一次目击记录，但其确切踪迹已无法寻

觅，对它的繁殖地和繁殖状况更是毫无记载，以至有的

鸟类学家认为该物种可能已经灭绝［*，$］。直到 !""" 年

’ 月，台湾鸟类摄影家梁皆得先生等人在马祖列岛意外

地发现了 $ 对黑嘴端凤头燕鸥的繁殖个体和 $ 只雏

鸟［#］。这一发现引起了中外鸟类学界的热切关注，也

证实了这一物种尚存于世，马祖列岛的繁殖群体为此

前已知的全球惟一的繁殖群体。

!""* 年 ’ 月 ) ( !* 日，!""$ 年 ’ 月 %# ( !" 日，浙江

自然博物馆与台中自然科学博物馆联合组成了舟山群

岛繁殖海鸟资源考察组，对浙江北部沿海，尤其是舟山

群岛的繁殖海鸟资源进行了系统的调查，旨在探明该

海域繁殖的海鸟资源状况，并重点寻找黑嘴端凤头燕

鸥的繁殖个体。在这两次 调 查 中，查 明 了 黄 嘴 白 鹭

（;/*%22+ %),(<"(2%&）、黑尾鸥（=+*)& >*+&&#*(&2*#&）、黑枕燕鸥

（12%*$+ &)6+2*+$+）、粉红燕鸥（ 1 , ?()/+,,##）、褐翅燕鸥

（1 , +$+%2"%2)&）、大凤头燕鸥（ 1 , 3%*/##）多个繁殖群体

及相对数量，但并没有发现黑嘴端凤头燕鸥。!""$ 年 )
月 !+ 日 ( + 月 ! 日，浙江自然博物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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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山韭山列岛省级海洋生态自然保护区进行考察，在

一小岛上发现了正处于繁殖中期的黑嘴端凤头燕鸥的

群体混群于一大凤头燕鸥的大繁殖群中。登岛时间为

上午 !："# 时，在岛上停留时间为 $# %&’。

韭山列岛位于舟山群岛南端，隶属宁波市象山县

爵溪镇。地处北纬 (!)((*"#+ , (!)(-*".+，东经 /(()#!*
/-+ , /(()/0*($+。东濒东海，西隔牛鼻山水道与大陆相

对，距大陆最近点爵溪镇所辖之长嘴头 /-10 2%。韭山

列岛所依托的象山县是宁波市辖最南一县，位于宁波

和温州两市之间，属长江三角洲经济区的外沿。韭山

列岛由 3. 个岛礁组成（其中岛屿 (- 个，礁 $- 个），岛礁

总面积 31" 2%(，欧亚大陆东部的副热带季风气候区。

该列岛年温度适中，四季分明，冬暖夏凉，雨量充沛，空

气湿 润，季 风 明 显，年 平 均 气 温 为 /.1$4，年 温 差

((1#4，最冷月份为 / 月，平均气温 0104，最热月份为

3 月，平均气温 (34。年平均雨量 / 0(( %%，最多 / -#!
%%，最少 / (33 %%，全年雨日 /.# 5。岛上风力较大，年

平均风速 01$ %67。最大风速 $# %67，极大风速 031! %6
7。风向的季节性变化明显，全年 $ , - 月盛行东南风，!
月至第 ( 年 " 月盛行北风。空气年相对湿度 -#8，. 月

为最大 --8，/( 月为最少 .!8，春季大于秋季、冬季。

该混合繁殖群位于一无人小岛上，该小岛长约 /0#
%，宽 /"# %，陆域面积约为 /10 9%(。最高点海拔 $/ %。

岛上植 被 以 灌 丛 和 草 丛 为 主。灌 丛 主 要 由 天 仙 果

（!"#$% &’&#() :;< = *&&#+&,)-)）、光 叶 海 桐（ ."((/%0/’$1
(/*"’)）、正木（2$/-,1$% 3)0/-"#$%）等灌木组成。灌丛和

草丛集中在岛屿中间的凹陷处，岛的西北部和东南部

相对突起，在两处突起的部位，各有大片平缓裸露的土

坡和岩地。大凤头燕鸥和黑嘴端凤头燕鸥的混合繁殖

群的巢位即位于这两大片裸露或有枯草覆盖的土坡和

岩地中以及与周围草丛的交接地带。巢区内，巢位和

蛋分布均匀，尚未见有雏鸟孵出。由于黑嘴端凤头燕

鸥的上体灰白色，飞行时较易与上体灰褐色的大凤头

燕鸥区别。黑嘴端凤头燕鸥基本上均匀地混在大凤头

燕鸥群中，根据多次测算，在视域范围内平均有 $ , 0
只，视域范围以 /(#)计算，估计黑嘴端凤头燕鸥的数量

在 /( 只左右。对两巢区的巢和蛋进行统计，共有 / 3.#
巢卵，!08为 / 巢 / 卵，少数 / 巢 ( 卵，也有 " , $ 巢为 /
巢 " 卵。在这两个巢区中，共有 ( 类卵，第 / 类为大凤

头燕鸥的卵，占绝大多数，总体颜色为奶白色和污白

色，具有两层斑纹，尤其外层的棕褐色或黑色点状和线

状斑纹非常明显，分布范围很广。第 ( 类卵大小和外

形与第 / 类相似，但体色较白，仅隐约可见内层点状和

块状斑，缺乏外层斑纹，即便有外部斑纹，也只有极少

的几点。第 ( 类卵从未见过，推测为黑嘴端凤头燕鸥

的卵，共有 0 巢，均为 / 巢 / 卵，西北巢区 ( 巢，东南巢

区 " 巢。两类卵分布在同一区域，在巢位选择中也无

区别，均把卵简单地产在枯草、泥地或裸岩的凹陷处。

平均巢间距为 "0 >%。此时为上午 /# 时左右，考虑到此

时有部分鸟类个体外出觅食，根据上述信息，估测大凤

头燕鸥的种群数量为" 0## , $ 0## 只，黑嘴端凤头燕鸥

的种群数量为 /# , (# 只。

马祖繁殖群在 . 月下旬已有幼雏孵出，为 / 巢 /
雏。而在 - 月初，韭山的繁殖群还处于繁殖中期，还未

见有幼雏孵出。现存中科院动物所的 /!(0 年 $ 月采自

福州、/!"3 年 . 月 采 自 青 岛 的 标 本 以 及 所 有 的 图

谱［. , !］都显示，黑嘴端凤头燕鸥的夏季繁殖羽额部为

黑色，为什么 . 月在马祖和 - 月在韭山两个正处于繁

殖期的个体显示的额部羽毛为全白色？上述等等问题

都有待于进一步研究。韭山列岛省级海洋生态自然保

护区的保护设施和措施目前还没有完全到位，捡蛋和

过度捕捞，以及其他的人为干扰目前还不可避免。因

而，该繁殖群的生存状况非常令人担忧。有效地保护

该繁殖群体及其栖息地，挽救这一极度濒危的物种，是

目前面临的一个迫切的课题。

致谢 非常感谢浙江象山韭山列岛省级海洋生态保护

区在整个调查过程中的支持与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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