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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内蒙古发现白鹤夏季群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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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白鹤（1*)& ,%)2(/%*+$)&）又名西伯利亚鹤、黑袖鹤。体长 %)# ,-，站高 %$" ,-。体羽除初级飞羽外，

皆为白色。全世界野生白鹤数量不足 $ """ 只，已经被 ./01 红皮书列为全球濒危种类，0.234 列入附录

#，我国也将白鹤列为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鸟类。据文献记载及现有资料证明，白鹤在我国为旅鸟和冬候

鸟。!""! ( !""$ 年夏季在内蒙古图牧吉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均记录到白鹤夏季种群，数量为 ’ 只、* 只和

%+ 只。这是我国首次记录到白鹤夏季集群。笔者对白鹤夏季行为及食性进行了初步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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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护（特别是濒危水鸟的研究与保护）、湿地生物学及保护研

究、自然保护区规划与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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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鹤（1*)& ,%)2(/%*+$)&）又名西伯利亚鹤、黑袖鹤。

体长 %)# ,-，站高 %$" ,-。体羽除初级飞羽外，皆为白

色［%，!］。白鹤在我国记录为旅鸟和冬候鸟，迁徙期见于

我国东北、河北、山东、河南等省区［)，$］!"，越冬于安徽、

湖南和江西等省［# ( ’］。国外仅见于俄罗斯、蒙古、伊朗

和印度［%，&，%"］。全世界野生白鹤数量不足 $ """ 只，已

经被 ./01 红皮书列为全球濒危种类，0.234 列入附录

#，我国也将白鹤列为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鸟类。据文

献记 载 及 现 有 资 料 证 明，白 鹤 在 内 蒙 古 东 部 为 旅

鸟［%，%%］。自 !""! 年，每年在内蒙古图牧吉保护区均有

度夏个体，且数量呈增长趋势，但多次调查，均未见到

巢及幼体。

图牧吉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位于内蒙古自治区扎赉

特旗境内。地理位置在 %!!Z$$[%)\ ( %!)Z%"[!$\3，$+Z"$[
%!\ ( $+Z!#[$*\1。总面积为 &$ ’)" @-!，其中湿地面积

为 !* $!" @-!，占保护区总面积的 !’S +]。由于本区人

烟稀少，交通不便，所以仍然保持着原始状态。优越的

地理环境，丰富的食物资源，为鸟类特别是水鸟提供了良

好的觅食和栖息环境。每年的春秋季节，均有大群水鸟在

此停栖。在我国记录有 & 种鹤，而本区记录有 + 种，并且

每年 均 可 见 到。在 本 区 繁 殖 的 鹤 类 有 丹 顶 鹤（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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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枕鹤（) ! *(#($）和蓑羽鹤（+%,-.$#$(/&’ *(.0$）。

白鹤、白头鹤（) ! 1$%"2-"）、灰鹤（) ! 0.3’）在本区为旅鸟。

白鹤每年春秋迁徙季节在本区停留 "# $ 左右。春

季最大种群数量达 %## 多只。&##& 年开始在本区记录

到白鹤夏季种群。&##& 年夏季（% ’ ( 月）每次统计均能

见到 ( 只白鹤在保护区的图牧吉泡子活动。&##) 年又

有 * 只白鹤在此度夏，&##" 年度夏个体达到 +" 只（表

+）。笔者于 &##) 年 ( 月和 &##" 年 ( 月对本区栖息的白

鹤进行了初步的观察。白鹤的主要栖息地是图牧吉自

然保护区的图牧吉水库。图牧吉水库属平原型水库，面

积为 , ### -.&；平均水深 + .。在水库边缘有 ) ’ , /. 宽，

水深 &# ’ )# 0. 的 浅 水 滩，水 中 生 长 着 长 柄 水 毛 茛

（4"%3%2353’ 65"22(/3’）、水苦荬婆婆纳（7&.$%(2" "%"0"55(’）和

菹草（8$,"1$0&,$% 2.(’#3’）等水生植物，水生昆虫丰富，为

白鹤提供了良好的食物资源。春夏季节，白鹤每日均

在浅水处活动、觅食。由于本区白鹤的天敌极少，人为

干扰也较少，因此晚间亦在觅食地附近休息，并不到隐

蔽性强的芦苇丛中过夜。如无惊扰，则多日在同一栖

息地活动。据观察，白鹤春季的主要食物为水生植物

的嫩芽及茎叶等；而夏季则主要觅食水生昆虫及螺类。

秋季他们经常到陆地捕食蝗虫、蚱蜢、蜻蜓等昆虫。觅

食时边走边寻食，捕食频率很快。觅食时，所有个体一

字排开，个体间距离为 +# . 左右，最远相隔可达 +## .。

有时也分成三两的小群活动，但不久就又合成一群。

白鹤对人的警觉性较高。当人靠近其 + ### . 左右时，

其觅食频率明显下降，并不时抬头观望，随着人的靠

近，他们向相反方向移动，保持和人的距离。如果人靠

近 )## . 左右时，他们则飞离觅食地。但并不远飞，一

般在距人 & ’ ) /. 外落下。落下后则继续觅食，并没有

受到惊扰的表现。笔者对白鹤秋季日活动进行了全日

观察。白鹤每天 ,：)# 时太阳刚升起就开始觅食，但频

率较慢，且不时亮翅、伸颈，东张西望；种群内个体间距

也较小。%：)# 时进入觅食高峰期，觅食频率加快，个体

间距离也逐渐加大。到 (：)# 时觅食频率减小，到 1：)#
时则大多停止觅食，处于休息和观望状态，或将喙插在

背羽中休息。到 ++：## 时开始觅食，但觅食频率较慢，

且不时抬头观望。+&：## 时又进入休息状态，+,：## 时

开始觅食，一直持续到 +(：## 时。天黑后，白鹤并不离

开觅食地，而是在觅食地缓慢地游荡。第 & $ 可在原来

的觅食地发现白鹤群。通过两年对度夏白鹤群的观

察，未见亚成体和幼体。也没有见到巢和卵。在整个

夏季，白鹤一直集群活动。估计在本区活动的白鹤为

亚成体或老年个体集群。

表 ! "##" $ "##% 年图牧吉白鹤数量统计

&##& &##) &##"

月·日 只 月·日 只 月·日 只

)2)# )+# )2&( ( )2&1 *
"2+& )%# "2( )% "2) )1
"2&1 "## "2+% &1* "2+1 1"
,2% %## "2&( ,&* "2&, +(%
,2* &# ,2+# ,1# ,2+# +1
,2&# % ,2+, &"# ,2&# +)
,2&* ( ,2&( ( %2+ &&
%2( ( %2, ( %2&% +&
%2+( ( %2+, ( *2+ "
%2&, ( %2&, * *2+( "
*2+# ( *2+, * *2&1 (
*2&# ( *2&, * (2+# +%
*2)# ( (2) * (2&# +%
(2+# ( (2+1 * 12+ %
(2+* &" (2&) * 12+# )*
(2)# +,% 12, * 12+% ,#
12+& &* +#2) * 12&+ *#
12+, )( +#2* )) +#2+ +)%
12&1 )& +#2++ %, +#2% +##
+#2, +" +#2+, +, +#2+& ),#

+#2&1 +, +#2&" +,*

&##" 年 % 月、1 月和 +# 月 ) 次到图牧吉对白鹤进

行观察。&##" 年 % 月 +& 日，在保护区西部大明沼前泡

子记录 +, 只白鹤，并一直停留到 ( 月份。由于干旱，此

泡在 ( 月末干枯。( 月 &# 日这群白鹤迁至图牧吉水

库。由于水库芦苇密布，隐蔽性强，多次观察，每次仅

见到 " ’ 1 只。1 月 + 日 笔者陪同国际鹤类基金会主席

34. 567748 博士在图牧吉水库见到 % 只白鹤。1 月下旬，

白鹤数量逐渐增多。+# 月 +& 日记录到 ),# 多只的白

鹤秋季集群。但幼体较少，仅记录到 * 只幼体。白鹤群

在本区一直停留到 +# 月末结冰后，才迁离本区。

白鹤多独立集群，但觅食时也与其他鸟类混群，但

白鹤群个体间距离要较其他种类近。在多次观察中，

与他们混群觅食的有灰鹤、白头鹤、东方白鹳（ 9(2$%("
:$;2("%"）、黑鹳（9 ! %(0."）、大白鹭（<0.&,," "5:"）、苍鹭

（+./&" 2(%&.&"）等涉禽。

经调查证实白头鹤和灰鹤在本区亦为夏候鸟。

参 考 文 献

［ + ］ 郑光美 !中国濒危动物红皮书———鸟类 ! 北京：科学出

版社，+11(，&& ’ &+"!
［ & ］ 许杰，蒋星星等 !濒危动物白鹤 !野生动物，+1(,，（)）：)#

’ )+!
［ ) ］ 吴志刚 !莫莫格保护区的迁徙白鹤 ! 野生动物，+11+，&：

·11·+ 期 李晓民等：我国内蒙古发现白鹤夏季群体



!" #
［ $ ］ 李佩徇 #林甸 县 白 鹤 群 春 季 迁 徙 的 研 究 # 自 然 杂 志，

"%%&，!："&" ’ "&( #
［ ) ］ 严丽，丁铁明 #江西鄱阳湖区白鹤越冬调查 # 动物学杂

志，"%**，!"（$）：($ ’ (+#
［ + ］ 丁文宁 #白鹤越冬分布的研究 #见：高玮主编 #中国鸟类

研究 #北京：科学出版社，"%%"，" ’ $#
［ , ］ 李金录，冯科民 #丹顶鹤及白鹤的越冬调查 # 东北林业

大学学报，"%*)，"："() #

［ * ］ 马逸清 #中国的鹤类及保护 #见：黑龙江省林业厅编 #国

际鹤类保护与研究 # 北京：中国林业出版社，"%%&，, ’

"&#
［ % ］ 杨兆芬 #世界的鹤类 #见：马逸清主编 #中国鹤类研究文

集 #哈尔滨：黑龙江教育出版社，"%*+，!(%#
［"&］ 杨兆芬 #国际鹤类研究和保护动态 # 野生动物，"%%(，#：

"!#
［""］ 高江英 #内蒙鹳鹤类的分布和保护 #黑龙江流域的鹳鹤

类，"%%)，$* ’ $%#

·&&"· 动物学杂志 !"#$%&% ’()*$+, (- .((,(/0 $& 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