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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省黑脸琵鹭的分布及栖息地现状

刘伯锋
（福建省野生动植物保护管理中心 福州 )(""")）

摘要：!"") 年 ) 月 ’ !""# 年 $ 月，对福建省海岸湿地的黑脸琵鹭（1,+2+,%+ 3#$(*）及其栖息地进行了研

究。在福建省越冬的黑脸琵鹭约 #" ’ *" 只，每年迁徙停歇的种群数量在 &" 只以上，黑脸琵鹭主要选择

河口的滩涂湿地作为越冬和迁徙停歇地。栖息地的丧失和破坏是其面临的最大生存威胁。实施湿地保

护和可持续利用工程，并帮助当地政府和民众寻找到发挥湿地更高经济效益的产业是保护黑脸琵鹭栖

息地的重要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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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脸琵鹭（1,+2+,%+ 3#$(*）仅分布于东亚，

是琵鹭属 # 种中惟一被列入全球性受威胁鸟

类。根据香港观鸟会提供的资料，!""# 年 % 月

份全球同步调查数量为 % #V* 只。已知繁殖地

仅限在朝鲜和韩国交界处数个无人荒岛，少数

个体在辽宁省长山群岛繁殖；越冬地包括台湾、

香港、澳门、中国大陆（福建、广东、海南、上海、

江苏 等）、日 本、韩 国、越 南、泰 国、菲 律 宾 等

地!。福建省地处中国的东南沿海，与台湾隔

海相望，地跨中、南亚热带，气候温暖、湿润，年

均温 %V ’ !!Z，年平均降水量 % &"" 99，陆地总

面积 % !%$ 万 =9!，海域面积 % )#" 万 =9!，海岸

线长 ) )!$ D9，滩涂面积 %&L*& 万 =9!。由于地

处东亚-澳大利西亚候鸟迁徙路线上，每年有大

量的水鸟利用福建省海岸滩涂湿地越冬、繁殖

或 者 迁 徙 停 歇，主 要 种 类 是 鹬 类

（S=:8:>8<<72894?）、鹭 类（,8>4<>:4）和 雁 鸭 类

（,5:;<>:4）等。黑脸琵鹭在福建省的最早记录

是 R:88O [N S:B>G4BB 和 \2=5 SN S:B>G4BB 于 %*)%
年所著《中国南部鸟类》（E2A;= S=<5: 1<8>?

""""""""""""""""""""""""""""""""""""""""""""""""""""""""""

），记



载 !" 月初（未注明年份）在福清湾南部（今福清

市）看到黑脸琵鹭。"##$ 年 $ 月 ! 日，作者在闽

江河口鳝鱼滩发现 " 只黑脸琵鹭!，之后对福

建省境内的黑脸琵鹭进行了为期 $ 年的观测和

研究，现报道如下。

! 研究方法

!"! 调查方法和工具 采用陆地步行调查，观

测工具使用 %&’()** 单筒望远镜（目镜 "# + ,#
倍）和 -%./012 双筒望远镜（3" 4 !# 倍），观测

点的经纬度测定工具使用 502。

!"# 调查时间和频度 调查期自 "##$ 年 $ 月

+ "##, 年 3 月，调查在白天（6：$# + !6：## 时）进

行，对滩涂上水鸟的调查主要选择开始涨潮或

者退潮时进行。"##$ + "##7 年在闽江河口鳝鱼

滩；"##7 + "##, 年在兴化湾对越冬的水鸟每月

调查 ! + " 次；"##3 年 " 月 + "##, 年 " 月对在福

宁湾越冬的水鸟每个冬季调查 ! + " 次；"##$ +
"##7 年上半年的水鸟迁徙季节在闽江河口每

月调查 " + $ 次。

!"$ 数据处理 调查记录到的鸟种、数量以及

调查时间、气候等信息当天输入 89(&: 电子数

据表中进行分析统计。黑脸琵鹭越冬数量的统

计依据每年 ! + " 月份对各越冬区域的调查数

据进行累加；迁徙数量的统计依据闽江河口每

年 3 + 7 月以及 !# + !! 月的调查数据进行累加

（调查间隔 !# + !7 ;）。

# 调查结果

#"! 黑脸琵鹭的分布概况（图 !） 调查在福

宁湾、闽江河口、兴化湾 $ 个区域发现了黑脸琵

鹭，活动地点分别位于：福宁湾的后港村和古岭

下村交界处（霞浦县松港街道辖区）、闽江河口

鳝鱼滩（长乐市文岭镇和潭头镇辖区）、福清市

江镜华侨农场（位于兴化湾湾顶）、福清市江阴

半岛（位于兴化湾湾顶，距江镜华侨农场约 !#
<=）、涵江区赤港农场（位于兴化湾湾顶，距江

镜华侨农场约 "$ <= ）7 块湿地。/)>< ?)>@&>、
余希和曹垒等人于 "##, 年 " 月 !3 日、"# 日分

别在福清湾东壁围垦区（福清市龙田镇辖区，原

为滩涂湿地，"##$ 年开始动工围垦，距江镜华

侨农场约 !, <=）发现黑脸琵鹭 3 只，在泉州湾

后厝（泉 州 市 洛 江 区 辖 区）发 现 黑 脸 琵 鹭 !
只"；此外，台湾及香港于 !AA6 + !AAA 年利用卫

星发报器追踪黑脸琵鹭北迁路线，发现在台湾

越冬的黑脸琵鹭的迁徙路线为台南 B 中国东南

沿海 B 江苏盐城保护区 B 南北韩交界处#。世

界自然（香港）基金会文贤继博士向作者提供了

"只在北迁时停留于福建的经纬度，经核实 !
只成鸟于 !AAA 年 $ 月 "$ 日停留于漳州市云霄

县火田镇鼓楼村内楼自然村附近的小型水库；!
只亚成鸟于 , 月 3 日停留于泉州市惠安县山霞

镇政府办公区后的一片小型盐田和小河道冲积

出来的滩涂湿地。

#"!"! 闽江河口鳝鱼滩 系迁徙停歇地，每年

3 + 7 月及 !# + !! 月均能观测到迁徙停歇的黑

脸琵鹭。"##$ 年 7 月 A 日观察到北迁黑脸琵鹭

!7 只，为北迁单次调查最高纪录；"##3 年 !# 月

"* 日观察到南迁黑脸琵鹭 "" 只，为南迁单次

调查最高纪录。此外，"##7 年夏季在该湿地曾

观测到零星渡夏的黑脸琵鹭亚成体。

#"!"# 兴化湾 系越冬地，"##7 年 !! 月 $ 日

在江镜华侨农场观测到黑脸琵鹭 $ 只，为历次

调查最早到达的越冬个体。"##7 年 !" 月 6 日

在江镜华侨农场观察到 6" 只，在江阴半岛观察

到 6 只，合计 A# 只，为单次调查最高纪录。

#"!"$ 福宁湾 系越冬地，"##7 年 !# 月 $# 日

观测到黑脸琵鹭 ! 只，为历次调查最早到达的

越冬个体。"##, 年 ! 月 , 日观测到 !7 只，为单

次调查最高纪录。

#"# 在福建省越冬和迁徙停歇的黑脸琵鹭的

数量

#"#"! 越冬数量 根据观测，每年在福宁湾越

冬的黑脸琵鹭数量相对稳定，约 !# + !7 只；兴

化湾每年 ! + " 月总数量大致维持 7# + *# 只，

且各分布点的数量此多彼少，鉴于江镜华侨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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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资料来源：王颖 C闽港湿地及水禽保护学术研讨会 C黑脸琵鹭

生态习性及保育。

资料来源：/)>< ?)>@&>、余希和曹垒等人。

作者与全国鸟类环志中心钱法文、张国钢先生一同调查发现。



图 ! 黑脸琵鹭分布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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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宁湾 !"#$#% &’(（)*+,-./，0)1+0012）；"闽江河口鳝鱼

滩 3$#4$’#% 256"’7(（)*+189/，00.+*082）；#福清湾东壁围垦

区 !":$#% &’(（)-+*90/，00.+-912）；$兴化湾江镜华侨农场

;$#%<"’ &’(（)-+--1/，00.+80*2）；%惠 安 县 山 霞 镇 ="$> ’#

?@"#6(（ )8+.8./，00,+,A82 ）；& 泉 州 湾 B"’#C<@" &’(
（)8+,*,/，00,+**02）；’云 霄 县 火 田 镇 D"#E$’@ ?@"#6(
（)8+1*A/，00A+8)A2）。

场 )11- 年 0 月份曾最多观测到 *1 只，推测兴

化湾和福清湾 ) 个区域越冬的黑脸琵鹭是以该

农场为主栖息地。)11- 年 0 月 )) F )9 日黑脸

琵鹭全球同步调查期间全省共观测到 *9 只（福

宁湾 00 只，兴化湾 -) 只）；)11* 年 0 月 * F , 日

黑脸琵鹭全球同步调查期间全省共观测到 *-
只（福宁湾 0- 只，兴化湾 -1 只）；)11* 年 ) 月 ,
F )A 日对全省越冬水鸟进行调查时共观测到

,A 只（福宁湾 0- 只，兴化湾 *A 只，福清湾 8 只，

泉州湾 0 只），据此估计在福建省越冬的黑脸琵

鹭约 *1 F .1 只。不排除有其他越冬点未被发

现，因为 )11- 年 0) 月 , 日在兴化湾曾观察到

黑脸琵鹭 .1 只，但随后在该区域再未观测到如

此多的数量。

=>=>= 迁徙数量 闽江河口是已知最重要的

迁徙停歇地，根据 )118 F )11- 年迁徙季节每次

调查的数据累计（调查间隔 01 F 0- G），估计每

年迁徙数量在 ,1 只以上。观测发现黑脸琵鹭

在闽江河口停歇的时间较为短暂（一般仅 ) F 9
G），因此以目前的调查频度所作的数量统计估

计会少于实际迁徙停歇数。

=>? 黑脸琵鹭主要分布区生境状况

=>?>! 概况 鳝鱼滩、江镜华侨农场和福宁湾

9 个黑脸琵鹭分布重点区域均存在渔业生产，

且有淡水通过江或者河道流入滩涂，滩涂上弹

涂鱼（ !"#$%&’(’)*+,- .)/(%/"/-$-）、招 潮 蟹（ 0.)
5HHI）等鱼、虾、底栖生物丰富。鳝鱼滩、福宁湾

主要利用天然滩涂进行渔业生产，江镜华侨农

场除了利用天然滩涂外，还有围垦滩涂形成的

水产池塘 AA9 <J)。鳝鱼滩水草茂盛，生长着短

叶茳 芏（ 12&"#,- +)*).."/-$-）、芦 苇（ !’#)3+$("-
.%++,/$-）、铺地黍（ !)/$.,+ #"&"/-）、红花马鞍

藤（ 4&%+%") &"-K.)&#)"）等原生植物；江镜华侨农

场植被条件较差，仅有农作物、少量芦苇、杂灌

草 以 及 零 星 种 植 作 为 防 护 林 的 木 麻 黄

（1)-,)#$/) "5,$-"($6%*$)）和红树林幼苗，水产池

塘地表近乎裸露但成片相连，一些池塘长度达

0 LJ 多，开阔的空间较好地缓解了人为活动的

干扰；福宁湾主要是荒滩，部分区域被外来物种

互花米草入侵，人为活动干扰大。鳝鱼滩和江

镜华侨农场鸟类较丰富，分别记录到 08- 种和

018 种 鸟 类，9 个 区 域 均 观 测 到 零 星 白 琵 鹭

（!*)()*") *",.%#%7$) *",.%#%7$)）与黑脸琵鹭混群

活动［0］。

=>?>= 保护状况 鳝鱼滩及其周边一些湿地

于 )119 年 规 划 为 县 级 自 然 保 护 区，面 积 约

) .)0 <J)；福宁湾黑脸琵鹭活动的主要区域于

0..A 年被规划为县级保护小区，面积 811 <J)；

包括江镜华侨农场在内的整个兴化湾区域没有

自然保护区、重要湿地等保护地，湿地随时可能

因开发利用而改变属性。

? 分析和讨论

?>! 黑脸琵鹭的迁徙规律 调查发现越冬的

黑脸琵鹭每年 01 月底 F 00 月初开始陆续到达

福建，0) 月达到峰值，翌年 9 月开始北迁，至 8

·1-· 动物学杂志 1’$/"-" 8%,#/)* %6 9%%*%32 80 卷



月份中上旬全部离境。每年 ! 月份调查数量波

动最小，是进行全省黑脸琵鹭统计的最佳时间

（以江镜华侨农场 "##$ 年 ! 月 % "##& 年 ’ 月的

调查记录为例见图 "）。调查发现南迁停歇于闽

江河口的数量多于北迁，推测即便是同一个体其

南迁和北迁的停歇地乃至迁徙路线并不固定。

!"# 兴化湾是黑脸琵鹭重要的越冬地 兴化

湾维持了约 $# % (# 只黑脸琵鹭在此越冬，约占

中国大陆越冬种群数量 !)*（表 !），特别是位于

湾顶北部的江镜华侨农场，可以通过增加植被

来提高鸟类活动的隐蔽性，并对冬季荒弃池塘

进行合理的水位调控管理以利于黑脸琵鹭取

食，将会吸引更多的黑脸琵鹭到此越冬。

!"! 闽江河口是黑脸琵鹭重要的迁徙停歇地

该处湿地食物极其丰富，吸引了大量黑脸琵

鹭迁徙时在此停歇。福建省海岸线长，在鸟类

迁徙季节台湾海峡时常出现台风、冷空气等恶

劣天气，每次遇到台风或者暴风雨，海岸滩涂湿

地上迁徙停歇的水鸟明显骤增。因此，有效保

护并合理利用闽江河口等海岸滩涂湿地，对全

球黑脸琵鹭及其他鸟类生物多样性的保护具有

重要意义。

图 # 江镜农场 #$$% & #$$’ 年度越冬

黑脸琵鹭数量变化图

()*+# ,-. /012.34 56 789:;<69:.= >?55/2)884 650/=
)/ @)9/*A)/* (931 )/ #$$% 9/= #$$’
"##& 年 " 月 !$ 日和 "$ 日调查数据分别

系余希、杨金先生提供。

+,-, ./ !$ 012 "##& ,34 "$ 012 "##& 5161 78349:

;6.<8414 2: =6> ?@ A8 ,34 =6> ?,3B C83 61D;1E-8<19:>

表 B #$$% 年 B 月黑脸琵鹭在各越冬区种群数量统计表（只）

,928. B ,-. /012.34 56 789:;<69:.= >?55/2)884 3.:53=.= )/ =)66.3./C D)/C.3)/* 4)C.4 )/ @9/093E #$$%

合计

F.-,9
台湾

F,85,3
香港及深圳后海湾

G.3B7.3B ,34 HI13JI13
中国大陆

=,839,34 ./ KI83,
日本

C,;1,3
越南

L81-3,M
澳门

=,E,.
韩国

N.61,
泰国

F,89,34

! ’($ ($( *!! !O( !#* $& *P "! !

资料来源于香港观鸟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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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黑脸琵鹭的栖息地选择 根据 * 年的调

查，参考台湾所作的迁徙路线研究，推测福建省

沿海一带均有可能观测到迁徙停歇或者越冬的

黑脸琵鹭，其主要选择河道入海口的滩涂湿地

作为越冬和迁徙停歇地，在这些咸淡水交汇处，

小鱼、虾丰富，为其提供了良好的觅食条件。福

建省拥有众多的岛屿，已知黄嘴白鹭（ !"#$%%&
$’()*+)%$,）、黑 尾 鸥（ -&#’, .#&,,/#)%#/,）、燕 鸥 类

（0%$#1& D;;>）等水鸟在这些岛屿繁殖，但黑脸

琵鹭是否会选择这些岛屿作为繁殖地有待考

证。

F 黑脸琵鹭面临的威胁因子和保护建

议

F"B 威胁因子

F"B"B 栖息地的丧失和破坏 这是黑脸琵鹭

及其他水鸟当前面临的最为严重的生存问题。

由于福建省沿海地区人多地少，围垦滩涂在政

策上一直受到鼓励，包括 !PP& 年出台的《福建

省沿海滩涂围垦条例》。截至 "##! 年 * 月，全

省围垦面积达 OS&P 万 IM"，占全省滩涂面积

’$SP&T［"］。根据《福建省国土开发整治总体规

划纲要》（福建省发改委 !PP" % "#"#），全省至

"#"# 年的围垦规划目标是 !!S** 万 IM"，浅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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滩涂养殖面积计划达到 !"#"" 万 $%&，天然海岸

滩涂湿地将消失殆尽！调查发现在江镜华侨农

场附近，码头、汽车城、沿海大通道等建设项目

已经在施工中，闽江河口鳝鱼滩周边未列入自

然保护区范围的三角洲也在围垦之中。

!"#"$ 环境污染 这导致了海岸滩涂湿地生

物量减少，亦威胁到黑脸琵鹭及其他水鸟的生

存。福建省海湾一般是口小腹大，湾内面积广

阔，湾顶自净能力较差，一些海湾石油类、无机

氮、活性磷酸钙不同程度超标。根据《福建省环

境状况公报》，&’’" 年全省海域共发生赤潮 &(
起，累计面积 !)#"( 万 $%&。调查发现凡是水鸟

数量少的地方，即使这些区域滩涂广阔，但少有

鱼虾和底栖生物频繁活动的迹象，可见水鸟是

最直观的生态指示物种。

!"$ 保护建议

!"$"# 实施湿地保护和可持续利用工程 福

建省林业厅于 &’’* 年组织编制了全省湿地保

护规划，但是湿地的保护和可持续利用需要各

级政府和各部门的共同努力，当前亟需省人大

加快湿地立法的步伐以提供法制和政策保障，

在此前提下，由省政府批准实施全省湿地保护

和可持续利用的宏观综合规划，以指导各级政

府和各部门具体落实。

!"$"$ 努力发挥湿地的综合效益 目前民众

对湿地利用的价值取向比较模糊，他们最为关

心是能否增加就业和收入。因此要推动湿地的

保护和可持续利用，作者认为要着眼于长远，努

力帮助当地政府和民众寻找到发挥湿地更高经

济效益的产业，鼓励保留传统农渔业，减少盲目

的围垦活动，保留了湿地亦即留下了希望。推

动黑脸琵鹭观光旅游业的发展是可行的办法之

一，黑脸琵鹭极具观赏性，尤其在台湾已经形成

了一种旅游文化（台南县野鸟学会 &’’" 年编著

《黑面琵鹭在南瀛》）。福建省自从发现黑脸琵

鹭以来，已有不少港台人士专程来赏鸟，本省内

也出现众多的爱好者。地理优势决定了福建省

是海峡两岸沟通的桥头堡，黑脸琵鹭有望作为

一种媒介，架起两岸学术界和民间交流的桥梁。

黑脸琵鹭观光旅游业的发展可以为地方增加收

入和就业机会，有利于提高当地政府和民众保

护湿地的积极性。

!"$"% 发挥黑脸琵鹭保护伞种的作用 黑脸

琵鹭是国际上颇受关注的物种之一，特别是在

港台，其保育工作深入民心，很多共域鸟种从保

护黑脸琵鹭中受益。在保护生物学上，黑脸琵

鹭被视为保护伞种（+%,-.//0 12.34.1）（自然生态

保育协会等 &’’5 年编著《台湾地区黑面琵鹭保

育行动纲领建议书》）。湿地在福建省一向被认

为是毫无价值的荒滩，因此要向当地政府和民

众灌输湿地可持续利用理念，黑脸琵鹭是一个

很好的切入点。闽江河口鳝鱼滩湿地得到保护

的直接起因就是发现了黑脸琵鹭，并不断在新

闻媒体上进行披露和宣传，从而引起了地方政

府和有关部门的高度重视。

!"$"! 加强黑脸琵鹭的生物学研究 建议依

托相关科研机构，并广泛发动观鸟爱好者，在福

建省成立黑脸琵鹭研究小组，建立与国内外同

行交流与合作的平台，实现资讯的共享，以加强

对黑脸琵鹭迁徙规律以及在越冬区的种群结

构、活动规律、栖息地选择、食性、行为、疾病等

方面的研究，为黑脸琵鹭的保护决策提供依据。

!"$"& 加强水鸟保护的宣传和执法工作 调

查发现有多个地方存在盗猎水鸟的恶习，盗猎

方式包括下毒和笼箱诱捕等。由于缺乏野生动

物保护的法律意识，当地群众对盗猎行为少有

举报，因此水鸟保护的宣传和执法工作有待提

高和加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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