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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省兴化湾黑脸琵鹭的越冬及迁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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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 福建省兴化湾是我国大陆黑脸琵鹭 ( Platalea minor) 最重要的越冬地之一。2005 年 1 月至 2008 年

4 月连续 4 个冬季的调查显示 ,在湾内的江镜华侨农场越冬的黑脸琵鹭种群数量为 40～60 只 ,其中 2007

年越冬种群的数量较前 3 个冬季显著增加。黑脸琵鹭主要栖息在农场面积约 320 hm2 的养殖塘内 ,多集

群。昼间栖息的各种行为中休息行为所占比例最高 ,达到 80 % ;其次是维护行为 ,约 10 % ;觅食等其他

行为所占的比例很低 ,因此养殖塘主要作黑脸琵鹭昼间的休息场所之用。兴化湾同时是黑脸琵鹭重要

的迁徙停歇地 ,2007 年秋季南迁的时间为 11 月 3 日至 12 月 12 日 ;2008 春季北迁的时间为 3 月 8 日至 4

月 20 日。江镜华侨农场南迁停歇的种群数量约为 136 只 ,北迁的数量约为 226 只。春季北迁种群中具

繁殖羽的个体比例最高时超过 60 % ,表明种群中能够参与繁殖的个体数量较多。建议加强兴化湾滩涂

及养殖塘人工湿地的科学管理 ,促进黑脸琵鹭的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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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intering and Migration of Black2faced Spoonbill in

Xinghua Bay , Fujian Provi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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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Xinghua Bay in Fujian Province is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wintering sites of Black2faced Spoonbill

( Platalea minor) in mainland China. About 40 to 60 birds estimated wintered in Jiangjing Huaqiao Farm in northeast

of Xinghua Bay for 4 years from 2005 to 20081 The most population size was recorded in the winter 2007. The

Spoonbills formed group and mainly inhabited in aquaculture ponds around 320 hm2 in size. Among the 7 major

behavior types , resting was most frequent recorded (80 %) , maintenance was around 10 % , while other behavior

type , such as“foraging”, were very low. It indicated that aquaculture ponds were the important rest site of Spoonbills

in daytime. As a crucial stopover of Black2faced Spoonbill , the bird migrated to south in the period from November 3rd

to December 12th in 2007 , and left for north from March 8th to April 20th in 20081 The number of birds stopped off was

about 136 in autumn migration and 226 in spring migration. Individuals with breeding plumage were over 60 % of the

whole population in spring migration period. We suggest that manage the intertidal mudflats and artificial aquaculture



ponds of Xinghua Bay scientifically to promote the conservation for Black2faced Spoonbill.

Key words :Black2faced Spoonbill ( Platalea minor) ; Wintering ; Migration ; Xinghua Bay ; Fujian Province

　　黑脸琵鹭 ( Platalea minor) 属于鹳形目　科

琵鹭属 ,仅分布于东亚沿海地区 ,为全球濒危鸟

类之一。根据香港观鸟会提供的资料 ,2008 年

1 月全球同步调查数量为 2 065 只。其繁殖地

仅在朝鲜、韩国及我国辽宁省的数个荒岛 ;越冬

地主要在我国台湾、香港、澳门和大陆沿海地区

(福建、广东、海南等) ,以及日本、越南等地。黑

脸琵鹭的保护在国际上受到高度关注 ,以台湾、

香港、日本和韩国的保护工作最突出。台湾与

香港地区对黑脸琵鹭的研究较深入 ,主要研究

有取食行为、食性分析、栖息地利用以及种群增

长模型等方面[1～5 ] ;对繁殖行为等的研究主要

在韩国及日本[6 , 7 ] 。我国大陆所做研究主要有

辽宁繁殖地的调查及繁殖习性[8 , 9 ] 、海南越冬

地的调查和越冬行为分析[10 , 11 ] 、上海崇明东滩

迁徙种群初步研究[12 ]等。

自 2003 年 3 月开始 ,本项目组对福建省的

黑脸琵鹭及栖息地状况进行了调查[13 ]
,2005 年

1 月首次在兴化湾发现了 60 只黑脸琵鹭的越

冬种群 ,此后每年的越冬期对该区域的黑脸琵

鹭越冬种群进行连续观察 ,证明兴化湾已成为

我国大陆黑脸琵鹭最重要的越冬地之一。2007

年秋季至 2008 年春季 ,项目组对兴化湾的黑脸

琵鹭种群进行了连续的野外研究 ,旨在全面了

解黑脸琵鹭在该地区越冬及迁徙停歇的基本规

律 ,从而为该地区黑脸琵鹭的保护提供科学依

据。

1 　研究地自然概况

兴化湾位于福建省沿海中部 ,为省内最大

的海湾 ,属南亚热带海洋性气候 ,年平均温度

17～22 ℃,最高温度 40 ℃,最低温度 5 ℃,年平

均降雨量 1 800 mm。研究地位于兴化湾东北部

江镜华侨农场 (25°29′～25°33′N , 119°23′～119°

26′E) 。农场的围垦养殖区面积约 700 hm
2

,近

方形。东、南、西三面以海堤将养殖区与滩涂隔

离 ,北面的堤坝为公路。区内被分为数个大小

不等的养殖塘 , 主要养殖花蛤 ( Ruditapes

philippinarum) 、蛏 ( Solenaia spp . ) 等海产品。花

蛤、蛏等养殖期主要集中在夏秋两季 ,在冬季一

般会对养殖塘进行放水 ,晒干或风干塘底 ,因此

冬季大多数养殖塘的水位较浅 ,水深在 20 cm

以下。黑脸琵鹭昼间主要栖息在面积约 320

hm2 的养殖塘浅水区域。养殖区无植被覆盖 ,

为裸露土质。

2 　研究方法

211 　调查方法 　采用定点观察法与直接记数

法对养殖塘内栖息的黑脸琵鹭进行观察统计。

观察工具为Leica77 单筒望远镜 (20～60 倍) 和

OLYMPUS双筒望远镜 (42 ×10 倍) 。在 2005 年

1 月至 2007 年 2 月间的每个越冬期 (12 月至翌

年 2 月) 对研究区域内的黑脸琵鹭越冬种群数

量进行调查 ,每月调查 2～3 次 ,每次调查时间

6～10 h ,每次参与调查的人数为 2 或 3 人 ,共计

22 次调查。2007 年 11 月 3 日至 12 月 15 日和

2008 年 3 月 5 日至 4 月 23 日对区域内黑脸琵

鹭种群的迁徙时间及数量动态进行了连续调

查 ,并且在春季迁徙期间对繁殖羽的变化情况

进行观察记录。每天的调查时间为 8 :00～17 :

00 时。2007 年 12 月下旬至 2008 年 1 月对越冬

期黑脸琵鹭昼间的栖息行为进行观察 ,每天 7 :

00～17 :00 时 ,每隔 1 h 对黑脸琵鹭群体的栖息

行为进行观察 ,累计 23 d。参照已有的行为划

分方式[1 , 11 ]
,黑脸琵鹭昼间的栖息行为大致可

以划分为休息、觅食、维护、位移、站立、玩耍和

社会行为 7 种。

212 　数据处理 　对不同年度越冬期黑脸琵鹭

种群数量的比较 ,使用最小显著差数法 ( lest

significant difference , 简称 LSD 法) 进行显著性

检验 ,所有数据分析利用 SPSS 1510 完成。迁徙

期在江镜华侨农场停歇的黑脸琵鹭总数量按如

下方法进行估计 :秋季南迁时期停歇的总数量

为迁徙期间日减少量的总和 ,日减少量为每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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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察日所记录的个体数量较前一观察日所减少

的数量 ;春季北迁时期停歇的总数量为日增加

量的总和 ,日增加量为每一观察日所记录的个

体数量较前一观察日所增加的数量。

图 2 　2007 年 12 月至 2008 年 1 月兴化湾江镜华侨农场黑脸琵鹭昼间的数量变化

Fig. 2 　Abundance variation of Black2faced Spoonbill in daytime from Dec 2007 to Jan 2008　

3 　结 　果

311 　越冬种群数量 　每年 12 月至翌年 2 月 ,

黑脸琵鹭越冬种群的数量最稳定 ,该时期的调

查数据最能反映黑脸琵鹭在该区域的越冬状

况。2005 年 1～2 月、2005 年 12 月至 2006 年 2

月以及 2006 年 12 月至 2007 年 2 月 ,在江镜华

侨农场越冬的黑脸琵鹭种群平均数量都在 40

只以上 ;2007 年 12 月至 2008 年 2 月 ,越冬种群

平均数量在 60 只左右 (图 1) ,约占全球种群数

量的 3 %。连续 4 年的观察表明 ,兴化湾已成

为黑脸琵鹭在中国大陆最重要的越冬地之一。

对 4 个越冬期黑脸琵鹭的种群数量进行比

较 ,可见 2007～2008 年越冬种群数量显著增加

(图 1) 。LSD 法显著性检验显示 ,2007～2008 年

越冬种群的数量与前 3 个冬季相比均具有极显

著性差异 (均 P < 0101) ;2005 年 1～2 月、2005

年 12 月至 2006 年 2 月以及 2006 年 12 月至

2007 年 2 月 3 个冬季的种群数量之间差异较

小 ,三者之间不具显著性差异 (均 P > 0105) 。

312 　越冬期昼间的栖息行为　2007 年 12 月下

旬至 2008 年 1 月对黑脸琵鹭昼间的栖息行为

图 1 　2005～2008 年越冬期江镜华侨

农场黑脸琵鹭的种群数量

Fig. 1 　Number of wintering Black2faced Spoonbill

in Jiangjing Huaqiao Farm from 2005 to 2008

A : 2005 年 1～2 月 ; B :2005 年 12 月～2006 年 2 月 ; C : 2006

年 12 月～2007 年 2 月 ; D : 2007 年 12 月～2008 年 2 月。

A : Jan and Feb 2005 ; B : Dec 2005 to Feb 2006 ; C : Dec 2006

to Feb 2007 ; D : Dec 2007 to Feb 2008.
　

累计进行了 23 d 的野外观察 ,累计观察到黑脸

琵鹭 1 398 只次。黑脸琵鹭昼间在农场养殖塘

的栖息存在日节律性 :每日黄昏时陆续飞离农

场 ,次日清晨又陆续飞回农场的养殖塘栖息。

图 2 显示了在养殖塘栖息的黑脸琵鹭昼间平均

数量的变化情况 ,可见在 7 :00 和 17 :00 时个体

数量最少 ,8 :00～11 :00 时养殖塘内黑脸琵鹭的

数量呈明显增加的趋势 ,在中午 12 :00 时左右

数量达到高峰 ,14 :00 时左右开始有少数个体

离开 ,到 17 :00 时大部分个体已离开农场养殖

塘。观察发现黑脸琵鹭群体黄昏时飞离农场多

·94·1 期 金杰锋等 :福建省兴化湾黑脸琵鹭的越冬及迁徙 　　　



往东或东南方向飞行 ,根据农场周围的地形推

测可能是前往距农场约 8 km 的楼前村和前薛

村附近的滩涂。

越冬期黑脸琵鹭在农场养殖塘栖息表现出

集群性 ,常聚集成 1 或 2 个大的群体 ,每个群体

30～60 只 ,两群体间距离 100～200 m。有时也

可见数只个体另栖息一处 ,但距其群体常在

200 m 以内。

对黑脸琵鹭昼间栖息的各种行为所占的比

例进行分析 (图 3) ,可见昼间黑脸琵鹭在养殖

塘的栖息以休息行为为主 ,其次是维护行为。

在 7 :00～15 :00 时期间休息行为所占比例达到

80 %以上 ,在 15 :00 时之后休息行为显著降低 ,

而维护行为呈明显上升趋势 ,在 17 :00 时所占

比例达到最高为 40 %。昼间其他行为所占的

比例很低 ,在 15 :00 时以后觅食、站立和位移的

比例有所增加 ,但增幅均较低。由昼间的栖息

行为分析可知 ,休息行为的比例远高于觅食行

为 (约 3 %) ,因此 ,养殖塘是黑脸琵鹭昼间重要

的休息场所 ,不是其重要的觅食地。

图 3 　越冬期江镜华侨农场黑脸琵鹭昼间的栖息行为

Fig. 3 　Behaviors of wintering Black2faced Spoonbill inhabited in aquaculture ponds in daytime
　

313 　迁徙动态

31311 　迁徙时间 　对 2007 年秋季和 2008 年春

季迁徙期江镜华侨农场黑脸琵鹭的数量变化进

行分析 (图 4) ,可以看出秋季黑脸琵鹭南迁的

时期集中在 11 月初至 12 月上旬 ,春季北迁的

时期集中在 3 月初至 4 月下旬。从迁徙期的时

间跨度来看 ,南迁的时间要短于北迁的时间。

观察发现 ,北迁时在 4 月末至 5 月初依然有零

星的个体在农场的养殖塘内停留。2007 年秋

季迁徙期 ,在江镜华侨农场首次记录到黑脸琵

鹭的日期为 11 月 3 日 ,之后陆续有越冬种群到

达 ,同时在此停歇的部分种群继续南迁 ,数量波

动较大 ,直到 12 月 12 日以后每日数量趋于稳

定 ,维持在 60 只左右 (图 4) 。因此 ,2007 年秋

季南迁的时间段可推断为 11 月 3 日至 12 月 12

日 ,共 40 d。2008 年春季迁徙期 ,在 3 月 8 日首

次发现种群数量较越冬期有显著增加 ,达到 72

只 ,表明有在南方越冬的北迁种群到达。在 3

月 11 日数量明显下降 ,表明在此栖息的黑脸琵

鹭种群开始向北迁 ,之后陆续有南方越冬的北

迁种群在此停歇。在 4 月 8 日和 9 日数量急剧

下降 ,在 10 日观察数量为零 ,表明在此越冬的

种群以及由南方迁来的种群已全部迁徙完毕。

在 4 月 10 日之后停歇的均为由南方飞来的北

迁种群 ,直到 4 月 20 日较大种群已全部迁完 ,

但有零星个体在此逗留。因此 ,2008 春季迁徙

时间段可推断为 3 月 8 日至 4 月 20 日 ,共 44 d。

31312 　迁徙的数量 　黑脸琵鹭迁徙停歇的数

量采用日增加量和日减少量的方法进行估计。

2007 年秋季南迁期间 (11 月 3 日至 12 月 1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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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2007 年秋季和 2008 年春季迁徙期黑脸琵鹭的数量动态

Fig. 4 　Dynamic of number of Black2faced Spoonbill in the autumn of 2007 and the spring of 2008

a～k : 2007 年 11 月 3 日～12 月 27 日 ,a : 11 月 3～7 日 ;b : 11 月 8～12 日 ;c : 11 月 13～17 日 ;d : 11 月 18～22 日 ;e : 11 月 23～27

日 ;f : 11 月 28～12 月 2 日 ;g : 12 月 3～7 日 ;h : 12 月 8～12 日 ;i : 12 月 13～17 日 ;j : 12 月 18～22 日 ;k : 12 月 23～27 日。l～u :

2008 年 3 月 5 日～4 月 23 日 ,l : 3 月 5～9 日 ;m : 3 月 10～14 日 ;n : 3 月 15～19 日 ;o : 3 月 20～24 日 ;p : 3 月 25～29 日 ;q : 3 月 30

　　 ～4 月 3 日 ;r : 4 月 4～8 日 ;s : 4 月 9～13 日 ;t : 4 月 14 ～18 日 ;u : 4 月 19～23 日。

“a”to“k”: Nov 3 - Dec 27 20071 a : Nov 3 - 7 ; b : Nov 8 - 12 ; c : Nov 13 - 17 ; d : Nov 18 - 22 ; e : Nov 23 - 27 ; f : Nov 28 - Dec 2 ; g :

Dec 3 - 7 ; h : Dec 8 - 12 ; i : Dec 13 - 17 ; j : Dec 18 - 22 ; k : Dec 23 - 271“l”to“u”: Mar 5 - Apr 23 20081 l : Mar 5 - 9 ; m : Mar 10 -

14 ; n : Mar 15 - 19 ; o : Mar 20 - 24 ; p : Mar 25 - 29 ; q : Mar 30 - Apr 3 ; r : Apr 4 - 8 ; s : Apr 9 - 13 ; t : Apr 14 - 18 ; u : Apr 19 - 231
　

表 1 　2008 年春季北迁时期具繁殖羽的个体数量变化情况

Table 1 　Number of individuals with breeding plumage during northward migrant period in spring 2008

时间

Time

个体数量

Number of individuals

(Mean ±SD)

具有繁殖羽个体的数量

Number of individuals with

breeding plumage (Mean ±SD)

具繁殖羽个体所占比例

Proportion of individuals with

breeding plumage ( %)

3 月 5～9 日 67 ±4115 20 ±2189 2916

10～14 日 50 ±20173 28 ±10144 5610

15～20 日 45 ±11177 27 ±2175 6010

21～25 日 47 ±20168 30 ±16150 6318

26～30 日 35 ±5118 17 ±2174 4816

4 月 1～5 日 39 ±13144 15 ±5196 3815

6～10 日 20 ±18150 5 ±4135 2510

11～15 日 19 ±10117 6 ±4116 3116

16～20 日 4 ±3111 0 ±0100 0

　　

停歇的数量为 136 只 ;2008 年春季北迁期间 (3

月 8 日至 4 月 20 日) 停歇的数量为 226 只。可

以看出 ,春季北迁时停歇的种群数量明显多于

秋季南迁时。由此估计秋季南迁和春季北迁的

停歇总数量为 362 只 ,表明该农场养殖塘人工

湿地已成为黑脸琵鹭迁徙路线上十分重要的停

歇地。

314 　繁殖羽的变化情况 　春季迁徙期黑脸琵

鹭繁殖羽的情况可以反映出黑脸琵鹭种群的年

龄结构 ,即成鸟与亚成鸟的比例 ,从而可以对其

繁殖状况进行预测。2008 年春季北迁时期黑

脸琵鹭具繁殖羽个体数量的变化情况见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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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迁徙初期即 3 月上旬 (3 月 5～9 日) ,具有繁

殖羽的个体数量较少 , 所占比例较低 , 为

2916 % ;随着迁徙的进行 ,在迁徙的中期即 3 月

中、下旬 (3 月 15～25 日) ,从南方越冬地陆续

有黑脸琵鹭繁殖种群的迁到并在此停歇 ,农场

内栖息的黑脸琵鹭的数量得到补充 ,具繁殖羽

的个体数量明显增加 , 所占比例最高超过

60 % ;迁徙的后期即 4 月上旬 (4 月 1～10 日) 和

中旬 (4 月 11～20 日) 具繁殖羽的个体数量明

显减少 ,所占比例也显著下降。在 4 月下旬 (4

月 20 日以后) ,农场养殖塘内栖息的个体均为

无繁殖羽的亚成鸟 ,未见具繁殖羽的成鸟在此

停留。

4 　讨 　论

411 　兴化湾黑脸琵鹭的数量 　2005 年 1 月至

2006 年 2 月野外观察发现在兴化湾越冬的黑

脸琵鹭以江镜华侨农场为主栖息地 ,种群数量

达 40 只以上 ;其周边湿地如江阴半岛和涵江赤

港农场等仅有数只个体栖息 ,不是主要栖息地。

2006 年 12 月至 2008 年 2 月调查发现涵江赤港

农场已成为黑脸琵鹭在兴化湾内除江镜华侨农

场外的另一个主要栖息地 ,越冬种群的数量达

到同期江镜华侨农场种群数量的 50 %以上。

2007～2008 年越冬期对兴化湾内这两个主要栖

息地的数次同步调查显示越冬种群总数量已超

过 100 只 Ξ ,约占全球数量的 5 %。

我们前期的研究认为 ,兴化湾仅系黑脸琵

鹭的越冬地[13 ] ,而 2007 年秋季和 2008 年春季

迁徙季节的研究表明 ,兴化湾已成为黑脸琵鹭

十分重要的迁徙停歇地。本研究中黑脸琵鹭迁

徙停歇的数量为估计值 ,实际迁徙停歇的数量

应比该值大 ,因为某一时段内可能存在既有个

体迁到同时又有个体迁出 ,使得日增加量或日

减少量比实际值小。根据秋、春两季迁徙停歇

的数量分别为 126 只和 236 只 ,以及黑脸琵鹭

在全球越冬地的数量分布 ,可以推测出在此停

歇的种群为在台湾或香港越冬的种群。上海崇

明东滩黑脸琵鹭迁徙种群的研究显示春季北迁

停歇的种群数量明显多于秋季南迁的数量[12 ] ,

本研究中也有类似发现 ,春季在兴化湾迁徙停

歇的种群数量约 226 只 ,远大于秋季迁徙停歇

的数量约 136 只。由表 1 可以得出 2008 年春

季迁徙期具繁殖羽个体的平均比例约为 45 % ,

期间比例最高时超过 60 % ,表明参加繁殖的个

体数量较多 ,预期种群规模将会增加。

412 　黑脸琵鹭的栖息行为规律　本研究中 ,对

黑脸琵鹭栖息行为的研究虽仅以江镜华侨农场

的越冬种群为研究对象 ,没有涵盖湾内所有的

种群 ,但该农场黑脸琵鹭的越冬种群规模最大 ,

达到湾内种群总数量的 70 %以上 ,因此本研究

能基本反映黑脸琵鹭群体的越冬行为规律。昼

间黑脸琵鹭的栖息行为以休息为主 ,其比例远

远高于其他行为 (图 3) 。休息行为的比例在

16 :00 时以后显著降低 ,其他行为如维护、觅

食、站立等明显增加 ,表明其活动性增强 ,与海

南省黑脸琵鹭越冬行为的研究[11 ] 相比 ,结果相

似。观察发现黑脸琵鹭昼间在养殖塘的栖息具

有日节律性 ,即黄昏时飞离养殖塘 ,次日清晨又

陆续飞回养殖塘栖息。根据黑脸琵鹭晨昏觅食

的生活习性[1 ] ,以及观察中发现大多数群体黄

昏时向农场东或东南方向的滩涂飞去 ,可以推

断其离开养殖塘是前往滩涂觅食 ,以弥补昼间

觅食的不足。关于具体的觅食地点 ,觅食完之

后夜间是否返回农场养殖塘栖息 ,直到次日黎

明再次往滩涂觅食 ,或者夜间一直在滩涂觅食

至清晨返回 ? 这些尚不清楚 ,需进行夜间的研

究。

413 　黑脸琵鹭的保护建议 　兴化湾冬季气候

适宜 ,并且湾内有广阔的天然滩涂以及大面积

的水产养殖塘作为栖息地和觅食地 ,因此兴化

湾是黑脸琵鹭等水鸟的良好越冬地。而黑脸琵

鹭对栖息地的选择有一定要求 ,往往选择在水

深低于 15 cm 的人工池塘栖息[4 ] 。冬季兴化湾

内的养殖塘因放水晒塘 ,大部分养殖塘水深在

20 cm 以下 ,观察发现也很适宜黑脸琵鹭的栖

息。鲻鱼类 ( Liza spp . 和 Mugil spp . ) 是黑脸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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鹭主要的觅食对象[3 ]
,而兴化湾内广阔的泥质

滩涂食物丰富 ,尤其是鲻鱼类资源充足[14 ]
,能

满足其觅食的需求。福建省沿海地区作为黑脸

琵鹭的重要越冬地和迁徙停歇地 ,应当加强黑

脸琵鹭的生物学研究 ,如觅食行为、食性、栖息

地利用、越冬行为以及迁徙规律的研究 ,从而为

黑脸琵鹭保护决策的制定提供科学依据。

目前 ,黑脸琵鹭在兴化湾的栖息受到一定

威胁。由于当地经济的快速发展 ,工业用地的

扩张导致兴化湾滨海湿地丧失严重 ,同时环境

污染导致滩涂生物量的下降将影响鸟类的食物

资源[13 ] 。更为值得关注的是 ,冬季调查期间常

常可以见到大型挖掘机器对养殖塘区域进行改

造。如果此区域改为深水养殖 ,养殖塘的水位

过深将很难被黑脸琵鹭所利用 ,严重影响其栖

息。因此 ,建议加强对养殖塘人工湿地进行科

学管理 ,同时保护滩涂觅食地以促进黑脸琵鹭

的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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