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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雁途经河北的新记录

PRR# 年 " 月 B 日 @：SR 时，在河北邢台八一水库发现了 " 只黑雁（!"#$%# &’"$()*#）。水库南岸中间部位尚有约

R$S :JP 的水域没有结冰，冰水交接处的冰面上共有 #B 只水鸟，其中绿头鸭（+ 4 ,*#%-".-$)./0）!@ 只，斑嘴鸭（+"1’1
,/’)(*/".-$).#）S 只，绿翅鸭（+ 4 )"’))#）S 只，苍鹭（+ 4 )($’"’#）" 只，黑雁 " 只。黑雁在水鸟群的一侧独自活动，与鸭群

若即若离，时而埋头休息，时而翘首远望。"R："R 时，黑雁独自南飞，但时间不长又飞回原处。" 月 "% 日，再次到八

一水库准备进一步观察和拍照黑雁时，那只黑雁已经杳无踪迹。

黑雁属中等体形的雁类，比绿头鸭稍大。嘴和脚黑色，尾下覆羽白色。灰色的颈部两侧具特征性的白色图纹。

由于该鸟在我国属罕见冬候鸟，虽易识别，但很难见到。黑雁是典型的迁徙型鸟类，分布在我国的黑雁主要迁徙于

西伯利亚北极冻原带繁殖地和我国黄海、东海和渤海湾以及朝鲜和日本沿海等越冬地之间。目前的种群数量极为

稀少，据 "@@R 年和 "@@P 年国际水禽研究局组织的亚洲隆冬水鸟调查，"@@R 年我国仅有 %# 只，"@@P 年没有见到。闫

建国 "@@@ 年曾报道，"@@A 年 "" 月至 "@@@ 年 " 月，在荣成大天鹅自然保护区发现 PRS 只黑雁在此越冬。由此看出，

黑雁在我国的数量正缓慢地得以恢复。

查阅有关黑雁记载的文献资料，有记录的省份是吉林、辽宁、山东等地，山西和台湾曾有迷鸟出现，河北没有记

录。这次在河北邢台发现黑雁有两种可能，一是属于迷鸟；二是邢台属于少量黑雁的迁徙通道，我们认为迷鸟的可

能性较大。

武宇红 赵 静

（邢台学院生物学系 河北邢台 R!%RR"）

·B%·S 期 徐纯柱等：白头鹤孵卵后期的行为节律观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