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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地区主要资源鸟类调查 

李 百 温 
(天津自然博物馆，天津 300~74) 

摘要 天津地区主要资源鸟粪同芦苇变化有着密切的关系，由于芦蔫地及萁芦苇收鹏数量的变佗， 

认为芦苇是影响本地区主要 资源鸟类资源很重要的 因素之一。 

主要资舔鸟类在本地区有明显的季节性和地域性，因此在迁徒期鸟粪的数最比较多，特别是鸭科一 

粪鸟类，调查主要资源鸟类共有 ¨ 种，允别隶属于二 目、二科。 

为了有效的恢复和发展本地区主要资源鸟 

娄，必须有计划的发展芦苇生产，以促进本地区 

野生鸟类资源更好的发展和利用。现将调查结 

果综合报告如下。 

(一)概况 天津水利资源比较丰富，适合 

于资源鸟类栖息 也是一部分资源鸟类迁徙的 

必经之路 ，这是鸭科等一类主要 资 源 鸟 类 数 

量较多的原因之-_一。过去对天津地区主要资源 

鸟类的研究未曾有过专门的报道，寿振黄先生 

1 936年 所著 “The birds 0f Hopei Province 

一 书有部分记载，1962年顾 昌栋等在河北省动 

物地理区划中涉及到部分种类，笔者 19 84年天 

津地区鸭科鸟类资源调查及其保护利用中，作 

了部分论述，又根据近年来海涂科研任务进行 

了调查 ，作了部分补充，并结台前所收集的标本 

资料作了初步整理分析 ，认为斑嘴鸭、针尾鸭、 

绿翅鸭、白眉鸭、红头潜鸭、青头潜鸭、斑头秋沙 

鸭 、秋沙鸭为本地区常见种。某些种类的数量 

在逐渐减少 ，如在 50年代初有些种类为 常 见 

种 ，而如今则很少见到，绿头鸭俗称大红腿 ，在 

50年代为本地区主要出口对象，而现在数量显 

然减少。再如鸳鸯 、棉凫等在 5O年代是不难见 

到的种类，而现在则成为稀有罕见的种类。但 

通过近年来的调查又获得到新的纪录，在鸟、兽 

当中都有所见，如在资源鸟类中的赤嘴潜鹎，在 

鼠形啮齿类中麝鼠 (Ondatra zib~thica)过去 

本地区部来报道过，是本地区的新记录。在这 

次调查中初步得出结论：本地区动物资源，其 

中资源鸟类资源比 50、6O年代大为减少，而小 

型啮齿类则有增加的趋势，其原因是多方面的， 

例如人类的扑杀，大量使用农药，以及空气污染 

等多种因素，使鼠类的天敌猫头鹰大量减少，是 

使小型啮齿类数量增多的一个重要因素。总之， 

是由于生态平衡失调而造成的一个恶性循环。 

(=)主要餐源鸟类和生态环境芦苇 COo- 

J，|M 耐J trln) 的历史演瞽 本地区资源 鸟 

类资源比较丰富，有得天独厚的自然环境，适 

合鸟类南去北往迁徒对的停脚地有着密切的关 

系。因此，本地区的主要资源鸟类在历史上就是 

如此，特别是鸭科一类鸟类资源 ，在 5O年代期 

间，天津口岸野禽当时居全国出口之首，以天津 

食品厂收购量为例，最多的年份 1955、1956年， 

每天收购野鸭选 1万只以上，从自露到大雪，每 

天可收购 4000只，一个月内收购 l2万只，三个 

月可达 36万只以上。然而到了 60年代初产量 

只能到达半数，到了 7 0年代收购量则 寥 寥 无 

几，如今由于数量太少，也就不收购了。造成数 

量逐减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认为其中由于自 

然环境的改变是一个很莺要的因素。 

再以往年芦苇情况看 ，芦苇是造纸工业翩 

造高级纸张的原料，天津地区发展芦苇资源是 

有条件的，自从“文化大革命 后苇地逐渐减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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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芦苇减少是与水资源、人为的破坏以及没有 

严格的管理措施有关。 就以天津造纸 总 厂 为 

例，该厂主要是以芦苇为原料的造纸厂，在 50 

年代主要是依靠本地区的原料 ，如：北大港和静 

海县每年可供芦苇 1万余吨 ，宁河供给 l万余 

吨 ，武请县 2万余吨 ，塘沽北塘每年 1万多吨； 

南郊区每年供 1万余吨，东郊赤土 乡每年供给 

4000--6000吨、西郊区每年有 3000--5000吨。 

铷了 60年代还可收购近半数的芦苇，即本地可 

供给 50—6O％，但到了 7O年代就差多了，许多 

产苇地区因没有水 ，加之管理不善，芦苇则无法 

发展，一度使造纸厂的原料发生困难，造成每年 

需要 1 0万吨芦苇为原料的生产厂，有 50簪 靠 

外省市运进，就运费每年亏损 500万元。再如： 

造纸总厂在 文化大革命”前曾在团泊洼为了发 

展芦苇生产曾投资 200万元，签订了协议，但由 

于“文化大革命”，又缺乏统一规划管理，使 11 

万亩荒地逐年减少，后来只剩下几万亩，由于本 

地区 芦苇地的急剧减少，使本地区生态环境发 

生了很大变化，直接影响着主要资源鸟类迁徒 

时在本地区的停留，这是造成本地区主要经济 

鸟类数量减少的一个极为重要的原 因。 在 5O 

年代初，每到 lO月申、下旬以后，北大港、囝泊 

洼上千只的野鸭群时可见到；芦苇地里有300— 

500只以上的野鸭群也是常可见到；到了 60年 

代，由于苇地的减少，野鸭栖息地的芦苇和水面 

的大量减少，使大水面上的野鸭群也在相对减 

少，每亩芦苇地里有 500只野鸭群是较难见到 

的；当到 70年代时由于芦苇地急剧减少，因此 

较大野鸭群柱芦苇地里很少见，虽然在大永面 

的野鸭群还有时可见，但其野鸭群及其群的数 

量显著减少。 

(三)1本地区主要资濠岛类区系组成特点 

天津位于华北区，与河北省相邻，又距全国地理 

区划中东北、蒙新动物地理区较近，河北省成为 

动物地理交界地带 r天津又为我国沿海的主要 

城市之一 ，因而是多种南北方类型鸟类分布的 

相互交混处。 

又东邻渤海，故有许多滨海鸟类分布，但因 

滨海地区生长的典型盐生擅披，缺乏高大茂密 

的树木，为使许多本来可以在此地巢居的鸟类 

也移栖别处(只有少数种类留居本地区)，使其 

在区系特征上具有突出的过渡地带性，由此决 

定了主要资源鸟类在本地区有着明显的季节性 

和地域性。 在迁徙期间天津的资源鸟类较多， 

并且主要集中在南郊区 北大港、塘沽及有水库 

地区，如：蓟县于桥水库、静海团泊洼等，分布 

地区比较集中，有利于适时猎扑，对稀有珍贵的 

鸟类有利于保护。 文中所提的主要 34种资源 

鸟类标本，主要是从南郊和北大港采得的 ，其中 

有很大一部分，特别属于常见种多从天津粮油 

食品公司系统收购中所获得的标本、资料；也有 

部分从猎户手中征购的，特别是数量较少的种 

类，如赤嘴潜鸭、鸳鸯等，其余有一部分是馆藏 

原有天津地区部分标本等。在鸭科鸟类中属稀 

有珍贵种类较多，但数量较少 ，如大天鹅、小天 

鹅、疣鼻天鹅、鸳鸯等应严加保护；对于属资源 

鸟类中常见种，如绿翅鸭、自眉鸭 斑哺鸭、绿头 

鸭等在 50—60年代为出口的主要对象。 另外 

对数量较多的红头潜鸭 青头潜鸭 花脸鸭、针 

尾鸭等数量较多的也要组织适时措扑；对稀有 

珍贵的和一时数量较少的种类如黄鸭 海番鸭 

等都应进行保护，这样有利于资源鸟类资源的 

发展和繁衍后代，从而使主要资源鸟类有一个 

较大的发展。 天津地区主要资源鸟 类 共有 34 

种，分别隶属于二 目、二科，即雁形 目 Anserif— 

ormes鸭科 Anatidae鹤形目 Gruiformes秧 

鸡科 Rallidae其名录与主要分布(见表1)。 

(四)对今后本市发展主要资源鸟 类 的建 

议 对资源鸟类，特别是鸭科鸟类资源是我国 
一 项重要鸟类资源，必须加以保护，大力发展和 

合理利用。这样做不但维持自然生态平衡，而 

且也可供市场所需，并可出口换取外汇。从上 

面调查情况所知天津在 5 0、60年代扑 获 量 是 

相当可观的，外贸收购量每年 占整个野禽资源 

的 30劳 以上，但到了 60年代，特别是近些年 

来，由于自然环境的破坏，生态平衡失调而产量 

急剧下降，加之栖息环境——芦苇产地因无水 

或人为的破坏而大量减产，由于芦苇生产基地 

被破坏，这样不但造成工业原料发生困难，大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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襄 l 天鼍j|医主蔓壹谭鸟羹名曩 

演海地区 平 原 地 区 山地丘睦 

种 名 汉 塘 北 宁 静 宝 武 南 西 蓟 

大 
， 沽 沽 港 河 商 坻 清 部 郊 县 

一

、雁形耳 Anserif0 rmt自 

1．鸿雁 ，⋯ ygnoldes 十 十 

2．豆 雁 Anf r ，f 口“j + + 十 十 

3．白额雁 Arise r d bilro + 

4刈、白额雁  ̂，eryskr。 f 十 

5．灰雁 ，⋯  jf r _ + 

6．大 鹅 Cygnu J cyg⋯  + + 

7．小天 鹅 Cygnus f。 bianu~ + 

8．疣鼻天鹅 Cygnus。l。r 十 

9．赤麻鸭 Tadorn~ rr gj f4 + + + 

l0．翘鼻赢鸭 Tadorna radorne + + 

： 1I．针 鸭 ⅢI口 + + I2
-绿 翅鸭 frfffd 十 + 十 

l3．花 脸鸭 川 ，0删  + 十 + 

14．罗纹鸭 d̂ Jalca}口 + + 

1，．绿头鸭 删 ， lyr̂" 口， + 十 

+ 16．斑嘴鸭 P。 f口 y 4̂ + + + 

+ 

t7．赤 膀鸭 Ariaf~Irepew + 十 

l8．赤颈鸭 penelope 十 + 

19．白眉鸭  que rquc 。 + 十 

20-琶嘴鸭 口 f f口 + + 

‘21．赤嘴借鸭 -Ⅳ jf日vuJi~d + 

22．红头潜鸭 Ay~y#， ， 日 + + 十 十 

23．白限潜鸭 Ay*hya nytoca + + 

+ 2●．青头潜鸭 Aysky。6口frl + 十 + 

25．凤头潜鸭 Ay*hya， igula + + 

26．斑背潜鸭 Aysky川 ， + 

=7．鸳鸯 Aix gale riculas4 十 十 

2B． 凫 Ⅳ lI ⋯ 。M d deiia 』 

29．斑脸 海番鸭 MeIanit~a d + 

30．鹤鸭  Buoep~aIa 4ngu~a 十 + 

儿．斑头秋沙鸭 g。j atbettu s + + 十 
、  

32．普 通秋 沙鸭 r# frg口月 F 十 + 十 

=、鹤形 目 Grui ⋯ e0 

"．红骨顶 Gaitl ~ropus + 十 i ．̈白骨丁舜 IJ 口 I，口 + + 
·为天津新纪录 

原料 依靠外省市，因此需要大量运费，而且使本 

地区自然生态平衡失调。今后要很快恢复发展 

资源鸟类资源，除了人类的保护，有计划的猎扑 

外还必须因地制宜，恢复和发展芦苇生产基地 ， 

特别是北大港、静海团泊洼等地，这也是发展那 

里资源鸟类所必须的。要发展野生动植物资源 ， 

建议：首先要建立专门的管理机构，成立野生 

资源(包括动、植物 、滩涂养殖等)管理部门，来 

负责有关野生动、植物资源的发展、保护和合理 

利用及有关协调工作，要加强这方面的工作，还 

必须有相应的专门研究机构，加强科学研究，使 

之野生动、植物资源包括主要资源鸟类有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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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好的发展，以更好的满足城市人民生活需要 ， 

在为发展 、保护和合理利用方面做出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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庞泉沟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松鸦的数量动态 

武瘫勇 郝呋豇 王俊田 王建平 
(山西费泉内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交斑县 030510) 

摘要 l985—1 987年，在 山西庞泉淘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对松鸦的数量动态进行了初步研究。已 

知滴橙林型松鸦遇见数为 14．}1只，占总数量的 55．89％，是橙鸦的最适生境。秘鸦的数量波动全年出 

现高峰一个(7月)，低谷一个(5月)。 

l985一l987年 ，在山西虎泉沟国家级自然 

保护区(东经 l l 1。21 一l 11。33 ，北纬 37。45 一 

37。55 )对松鸦 (Carrulus giandurius pe~iuge— 

nsis)的数量动态进行了初步研究。 本区山体 

高大(主蜂关帝山海拔 2830米)，森林茂密，主 

要树种 有 华 北 落 叶 松 (Larix pri~cipis—rf4 

pprechzii)、云杉 (Pieea spp．)、油松 (Piuus 

tabulaetormis)、杨 (Populus p)、桦 (Beula 

spp)等。 1月均温零下 1 O~C左右，7月均温 

1 7℃ 上下 ，无霜期 9O一1 00天，年均 酶 水量 

600～800毫米。 

依据松鸦的栖息环境，参考森林植被以及 

海拔高度，在本区划分为三个森林植被类型(见 

圈 1)。 

1．阔叶林型 海拔 2300—2650米。 主要 

阍叶树种有辽东栎 (9 rc st,p．)、杨、桦等。 

2．针阔混交林型 海拔 1 800--2300米。主 

要树种有华北落叶松、云杉、油松以及杨、桦、辽 

东栎等。 

3．油松林 海拔 1600—1 800米，位于阳虼 

台林场的羊皮沟、笔架山、关帝沟等的油松林 

区 。 

在上述三个森林植被类型 中，各选定一条 

长2000米的固定路线，采用常规路线统计法， 

每年各月在各森林植被类 型 中数 量 统 计 1次 

(全区每月统计 3次，每次 l小时)。夏秋季在 

8：OO—l0：O0，冬春季则在 9：0O—l1：00统计松 

鹈的数量(包括在树冠上停留、地面奔跑、空中 

飞翔和听到其鸣声者)。统计的路线、时间和工 

作人员各年每月基本一致。依据每年各月在各 

森林植被类型中，统计的数量均值 ，作为本区松 

鸦的生态数量指数。 - 

数量统计是研究该鸟种群的大小或数量在 

时间上和空间上变动规律的主要手段，通常是 

求出相对的密度或生态数量来代替。本区松鸦 

的数量，分布和波动列人表 1和表 2。 

从表 1可知 ，松鸦在本区的数量 (1小时 2 

公里)为 8．91±2．26只，年间种群数量相对稳 

定。 

从表 2可知，松鹎在本区的数量分布，随着 

本工作得到所牾导的大力支持，张彦容同志协助 部分 

室内工作，一井致 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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