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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大鸨（12#& 2+*3+）属大型草原鸟类，过去曾广泛分布于黑龙江省西部及内蒙古的东部，目前已经处

于濒危状态。图牧吉自然保护区是大鸨的主要栖息地，繁殖数量约 !"" 多只。)((+ 年开始记录到越冬

大鸨个体，!""% 年冬季，本区越冬数量达到 )&# 只（其中保护区内记录到 +# 只）。本文对图牧吉自然保

护区大鸨的越冬数量分布进行了调查，并对大鸨越冬行为及食性进行了初步的观察和分析，对大鸨越冬

地管理及越冬鸟类的保护提出了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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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鸨（12#& 2+*3+）属鹤形目鸨科的大型鸟类，

分布于欧洲、北非、中东和东亚［)］。大鸨有 ! 个亚

种，即指名亚种（1 M 2 M 2+*3+）和普通亚种（1 M 2 M
30<(C&D##）。全球总数量在 %) """ ’ %* """ 只［!］；其

中指名亚种数量为 !+ """ ’ %! #""只，见于欧洲大

部分地区、北非和中东；主要分布在匈牙利、西

班牙、俄罗斯西部和土耳其等国及我国的新

疆［% ’ *］。普通亚种数量为$ !"" ’ $ #"" 只，仅分

布在东亚地区的俄罗斯远东、蒙古，我国的内蒙

古、东 北 及 东 部［)，&，+］。大 鸨 在 我 国 的 数 量 为

% """’ $ !"" 只，分成西部（指名亚种）和东部

（普通亚种）两个种群。西部种群主要栖息于新

疆，数量约 ! #"" ’ % """ 只［(］。而东部种群主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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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布在内蒙古东部的呼伦贝尔盟和兴安盟及黑



龙江省，种群数量不足 ! """ 只［!" # !$］。大鸨主

要越冬于山东半岛、长江中下游地区，少数在陕

西关 中、河 南、贵 州 及 内 蒙 古 的 乌 梁 素 海 越

冬［!% # !&］。由于数量稀少，大鸨已经被列为国家

一级重点保护鸟类，被 ’()* 列为稀有种，被

)’+,- 列为附录!。大鸨在黑龙江省西部及内

蒙古的东部记录为夏候鸟。!../ 年开始偶尔

有越 冬 个 体 出 现 在 图 牧 吉 自 然 保 护 区。从

$""" 年开始，数量猛增，到 $""% 年冬天记录到

!&0 只越冬个体。为了解大鸨的越冬行为，作

者于 $""1 年 ! 月 0 # !$ 日对图牧吉自然保护

区大鸨数量及分布进行了调查。

! 研究地自然概况

图牧吉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位于内蒙古自治

区兴安盟境内，地理位置在 !$$2113!%4 # !$%2!"3
$14,，1&2"13!$4 # 1&2$03154*，总面积为 .1 /%"
67$，是以保护国际濒危物种、国家一级重点保

护野生动物大鸨和丹顶鹤等珍稀鸟类及其栖息

地为主要目的的草原、湿地生态系统与野生动

物类型的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地处中温带草原

向草甸草原的过渡地带。

由于本区人烟稀少、交通不便，所以仍然保

持着原始状态。优越的地理环境和丰富的食物

资源，为鸟类提供了良好的觅食和栖息环境。

" 越冬大鸨数量分布

$" 世纪 /" 年代前，大鸨在图牧吉属夏候

鸟，每年的繁殖数量约 %"" 多只，春季迁徙数量

在 /"" 只以上［/］。后来，由于环境变迁、拾卵捕

雏和过度狩猎，数量逐年下降。到 ." 年代中

期，繁殖数量仅在 0" 只左右。保护区建立以

后，加强了栖息地的管理及法制宣传，对滥捕滥

猎现象进行了严厉打击。同时，随着人们环境

保护意识的提高，爱鸟护鸟成了牧民的自觉行

动，大鸨数量逐年回升。$""% 年调查时，在该

区繁殖的大鸨达 !"" 多对，加上周边地区繁殖

个体，区域内繁殖个体达到 !0" 多对。

大鸨在图牧吉的越冬个体，以前未见记

录。据在此常住的老人讲，在 !../ 年以前，本

区没有越冬大鸨。!../ 年后开始出现越冬个

体，每年有 % # 0 只。自 $""" 年后，大鸨越冬数

量逐年增加，$""$ 年越冬数量在 %" 只左右，至

$""% 年冬季越冬个体达到 !0" 多只，这在我国

北方地区是十分罕见的。本次调查涉及保护区

所有大鸨越冬分布点及周边地区的零星分布

点，共统计大鸨 !&0 只次，其中在保护区内统计

到 . 群 !%$ 只次，最大群为 15 只；在保护区外

共统计到大鸨 0 群 %% 只次，最大群为 !! 只（表

!，图 !）。! 月 !0 日保护区工作人员在保护区

内见到一群计 15 只，是此次调查最大的大鸨冬

季集群。由于每群大鸨在冬季均有比较固定的

栖息地，因此统计到的大鸨数量可以代表本区

越冬的大鸨数量。

表 ! 图牧吉及周边地区大鸨数量统计（$""1 年 !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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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89

地点

-:;<

日期

=>;<

数量 ’?@9
（只）

序号

*89

地点

-:;<

日期

=>;<

数量 ’?@9

!! （只）

! 南大岭南 & % / 青龙川西北!! / 0
$ 靠山屯东南 & !1 . 哈达西南!! ! . !5
% 小榆树东南 5 $ !" 哈达西南!! $ . 5
1 百灵湖西 5 / !! 图牧吉牧场西!! !" $
0 图牧吉牧场东北 / % !$ 青龙川牧场西!! !" /
& 图牧吉牧场东南 / !0 !% 青龙川牧场西北!! !" !!
5 青龙川西北 / $% !1 哈达南 !0 15

8 越冬大鸨行为观察

大鸨越冬期多在农田中觅食，主要见于豆

类（绿豆）田中，偶见于玉米田及撂荒地中。休

息时则移到草原开阔地，晚间选择背风的草原

低洼地休息。

! 月 !! # !$ 日笔者对栖息在大黑山北的

!5 只大鸨越冬群的行为进行了初步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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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 !"：## 时大鸨在绿豆地中觅食，借助地形及

隐蔽物可逐渐接近大鸨群约 $## %。大鸨群在

觅食时，均向一个方向边觅食边行走，并不时有

个体抬头张望，而多数个体只是低头觅食。根

据对这群大鸨个体觅食和行走频率统计，觅食

频率为 &# ’ (# 次)%*+，而行走频率则在 $# 次)
%*+ 左右。食物则多为残留于耕地中的绿豆，

而在荒地中则多为草籽。根据地面的足迹分

析，大鸨在觅食时，很少沿农田的垄沟觅食，多

横穿垄沟觅食，选择无雪被的农田。其觅食的

步距为 $,-&$ .%（! / 00），最大步距为 1& .%，最

小步 距 为 $# .%。由 于 周 边 放 牧 的 影 响，在

!0：$1时大鸨群向西飞行约 " 2% 后落下。在

!0：00时大鸨群离开觅食地，飞向 0 2% 外的夜

栖地。在 !&：1# 时大多开始卧栖，不时有 ! ’ $
只大鸨转动头颈环视四周，!,：## 时所有个体

均进入卧栖状态，不再活动。大鸨卧栖时，均选

择南坡下部，头朝东。休息时将头伸入翅膀下。

此时，天色已暗，在 0## % 外仅能见到大鸨的轮

廓。

图 ! 图牧吉自然保护区越冬大鸨分布图

"#$%! &’( )*+(,#-./ 0#12,#3*2#4) 45 6,(.2 7.12.,0 #) &*+*8# 9.2*,./ :(1(,;(，<))(, =4)$4/#.

!$ 日早晨 &：## 时笔者达大鸨夜栖地，见

到大鸨仍在沉睡中。&：1# 时有 $ 只大鸨抬起

头张望，然后又将头插入翅下。&：0# 时第一只

大鸨开始站立活动，缓慢向前踱步、觅食。,：$#
’ (：$# 时大鸨时而起身活动，时而继续趴卧。

(：00 时有 " 只起身，左右张望后向西移动，随

后其他个体也纷纷起身缓慢向前移动。当笔者

接近约 !## % 时，大鸨向西南方向飞去。在 1-0
2% 外的一片荒地降落。

大鸨夜栖地位于草原的一个向南缓慢斜

坡，坡长约 !$# %，坡度为 03左右。坡的对面为

一向北的 (# % 缓坡，坡度也为 03左右，坡底缓

缓相接。斜坡和坡底植被相同，均为稀疏的茅

草。在北坡及坡底有不成片的、约 !# .% 厚的

积雪，积雪面积约占 ,#4。而南坡仅有小片的

积雪，积雪面积不超过 $#4。大鸨的夜栖部位

在南坡距坡底约 1# %，无积雪，可见到不十分明

显的卧迹。根据对 & 处大鸨觅食地的观察，有 1
处觅食地为绿豆地，$ 处为草原，! 处为撂荒地。

同时，根据大鸨粪便分析得知，大鸨冬季食物主

要为豆类和草籽，在大鸨的粪便中，均可见到未

消化的草籽和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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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大鸨越冬地面临的问题

通过对图牧吉大鸨越冬地调查发现，大鸨

越冬栖息地与夏季明显不同。夏季栖息地多选

择草比较高且密的草原地带栖息，而冬季栖息

地多选择农田、生长着稀疏茅草的草原或撂荒

地。从对大鸨越冬栖息地分析，大鸨越冬面临

着许多问题。

!"# 食物来源 大鸨冬季食物主要为农作物

和草籽。!""# 年冬季降雪较少，地面没有被积

雪完全覆盖，大鸨能够获得足够的食物；但是如

果在多雪年份，地面被厚厚的积雪覆盖，大鸨觅

食则十分困难，可能会出现饿死的现象。

!"$ 人为干扰 本区为草原牧区，冬季有许多

牧民在此放牧。经常出现因牛羊及牧民进入大

鸨栖息地将大鸨驱走的现象。

!"% 天敌 大鸨虽然属大型鸟类，自然界的天

敌较少，但仍有一些大中型兽类如狼、狐狸等寻

找机会利用夜晚偷袭大鸨。同时，牧民饲养的

猎犬也对觅食的大鸨进行追赶。每年都会有大

鸨受到天敌的袭击而死亡。

!"! 气候 本区属温带气候，与我国南部越冬

地气候相比，温度低 !" $ #"%。特别是寒冬季

节，本区温度在 & #"%以下。可能对大鸨的生

存产生威胁。但目前尚未发现被冻死的大鸨。

& 加强栖息地的保护与管理

大鸨 在 图 牧 吉 自 然 保 护 区 越 冬 出 现 在

’(() 年以后，并且数量在不断增长。为了加强

大鸨栖息地的管理，首先要为大鸨提供一个安

宁的栖息环境。

（’）加强栖息地环境管理：在大鸨栖息地

内，冬季仍有一些牛羊及人类活动，对大鸨的栖

息产生极大的影响。因此，冬季应加强管理，禁

止牲畜及居民进入大鸨主要越冬区。（!）冬季

食物补充：冬季大鸨的主要食物为豆类、玉米及

草籽等。但是，由于本区农作物种植面积较小，

不能为大鸨提供足够的食物；特别是在大雪天

气，由于冰雪覆盖，导致大鸨觅食困难。因此，

在大鸨集群觅食地应定时进行投食。减少大鸨

因冬季食物短缺而导致的死亡。（#）加强宣传

教育，提高牧民的环境保护意识：通过举办培训

班和宣传教育，使本区牧民更深入的认识大鸨，

把保护大鸨变成牧民的自觉行动。同时，加强

法制管理，核心区内禁止放牧，减少人为干扰。

扩大大鸨的栖息地面积。（*）加强科学研究：

进一步摸清大鸨在北方的越冬方式、抗寒能力、

集群方式及越冬期食物来源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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