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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而对长江下游江面、江岸的鸟类至今末见专 

-]报道。因此，我们在进行由世界自然基金会 

(wwF)资助的白暨豚保护研究和农业部下达 

的白暨际种群监测两个项目的考察过程中，同 

时对鸟类在长江下游江西湖口至江苏南京之间 

约 4DO公里 的江段进 行了观察。 

1 调查方法 

考察在 1989年 5月至 l991年 3月之间进 

行，租用长江渔民 ●一l2马力的渔船若干条，工 

作时船以上水约 6公里／／J,时，下水约 l0公里／ 

小时的速度行驶。航行过程中肉眼或用望远镜 

观察江面及江岸上鸟的种类及数量，并作详细 

记录。在鸟类活动比较频繁的早晨和傍晚以及 

考察停泊休息时，亦上岸调查离水边约 300米 

范围内的鸟类。少数种类系采得标本后坚定。 

2 区系组成 

调查时间为 1989年 月，1990年 3— 月 

和 1991年 3月，由于调查季节包括冬、春及夏 

季，留鸟、冬候鸟、旅鸟和夏候鸟均有记录，基本 

上可以反映长江下游湖口至南京段江面，江岸 

鸟类区系的特征。 

调查过程中共记录鸟类 11 1种，分属于 l6 

目，34科(见表_2)。 白鹳为国家一级保护动物， 

自鹗 鸳鸯、鸢 毛脚鸳 、鹊鹞、白头鹞 、鹗、游隼、 
、

红隼是国家二级保护动物，其中自鹗为安徽省 

新记录。长江下游位于东洋界的北缘，在我国 

动物地理区戈4中属东洋界的华中区，正处于我 

国南方与北方的过渡地带。因此长 江 下 游 江 

面、江岸的鸟类区系成分以东洋种和广布种为 

主。从表 I中可清楚地看出该江段的留鸟和夏 

馁鸟以东洋种和广 布 种 为 主，古 北 种 只 占 

22—5两 和 8—7％。 在冬季记录到的鸟类中却 以 

古北种为主，占冬季鸟类的 64．5两。 

记录到的繁殖鸟有 54种 约 占 总 种 数 的 

48—6晒，其中东洋种 28种，古北种 9种，两者的 

比例约为 3-11：lo在江南的黄山和江北的大剐 

山北坡鸟类区系中，繁殖鸟分剐为 120种和 87 

种(安徽黄山的鸟类及兽类初步调查，1978；王 

歧山等，l979)，其中东洋种和占北种的比侧分 

别为 3．77：l和 2．16：l。由此可见江面、江岸的 

鸟类区系中东洋种和古北种的比例介于黄山和 

大踟山之间。但留鸟和夏候鸟为黄山和大别山 

北坡鸟类的主体，分 别 占 总 种 数 的 62％ 和 

83两；而在江面、江岸中只占总种数的 48．6％， 

这是由于许多雁形 目鸟类来此越冬，并有一些 

镐形目鸟迁徒经过。 

表 1 长江下棼江面，江岸岛羹地丑鹫和摹节型统 计 

项目 类剐 留鸟 夏候 鸟 冬侯鸟 施鸟 种技 

龇 1 7 _I_2 器 1 58 3 1 4 

东洋 警 _±I t s 旦0 o 0 2B 9 0 0 

广布# 量I1 -量6 三4 音 25 6 3 1 

总种敦 32 23 41 15 1ll 

3 生态观察 

长江下祷江面、江岸鸟类的生境大致可分 

为 以下几类： 

3．1 江面 

在 3月份的江面上常有越冬的 雁 形 目鸟 

类，由绿头鸭、斑嘴鸭 罗纹鸭、自眉鸭、绿翅鸭 

等组成的百余其混台大群经常可见。野鸭集群 

浮在江面，当受到过往船只惊扰时，受惊飞起，拍 

翅飞一段距离后又降落到江面上。在江面浮游 

的灰雁、鸿雁、斑头秋沙鸭等多单独或为 2～； 

只的小群，但在空中飞过的雁为数十只集成的 

大群。 

在江上浮搬的还有鸬鹚、白骨顶等，往往几 

只或十余只为～群 ，有时也见到它们列队飞过。 

江面上空最常见的是鸥类。红嘴鸥的数量 

较多，十余只或数十只为一群，或在空中盘旋或 

浮游在江面，或停在江中航标灯浮上。在 3月 

上旬见到的头珊白色，在 3月中旬可看到个另fj 

红嘴鸥的头羽已换成黑色 (表 2)，而到 5月份 

以后则大部分个体的头羽黑色。发现红噙鸥的 

江段鱼通常较多，红嘴鸥常到江面啄食。有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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袅 2 长江下游江面、江岸岛类医系 

月份 生境 季节型 地理型 种 名 
； 4 

1．小端鹤 Podlcep~r“fi aolii* 江面 留鸟 广布种 

2．普通鸬鹕 p̂ lacr。COTQ rbo 冬候鸟 广布社 

3．苍鹭 ，d tinFr 江边 留鸟 广布种 

{．绿鹭 BuSo rides H， I 江边 夏侯鸟 东洋种 

5．池鹭 rdeola baff̂ j 江边，林摄 夏候鸟 东洋种 

6．牛背鹭 “5 · ‘ 江边，农田 夏候鸟 东洋种 

7．白鹭 Egrct~a F r m 江边，农田 夏侯鸟 东洋种 

8．中 自鹭 点．i edia 江边 夏 侯鸟 东 洋 种 

9．瘦鹭 Nyc~icora yf“ oⅢ  。 石矶辅 林 冒鸟 广布 种 

1日．白鹤 ~iGonla boyciana 江滩 旅鸟 古北种 

1 1．白鹳 Thres~iornis atthiopica 江滩 旅鸟 古北种 

d 2．碑 雁 fr cygn。id 江面 冬候 鸟 古北 种 

i3．豆雁 ．， 6口j 江面 冬傧鸟 古北种 

l 4．灰罹 ．4 r 江面 冬候鸟 古北种 

l5．赤麻鸭 T*dorna lerruginta 江面 冬侯鸟 古北种 

16．针尾鸭 An洲 f l 江面 冬候鸟 古北种 

17．绿翅鸭 rF 江面 冬候鸟 占北种 

48．花 睑鸭 ．f 05 江面 冬候 鸟 古北种 

19．罗纹鸭 ．JaIGata 江面 冬候鸟 古北种 

20．绿头鸭 Pta yr̂v chos 江面 冬候鸟 占北种 

21．斑嘴 鸭 ．poe~il口，̂yncha 江面 冬侯鸟 百北种 

22．白眉鸭 ~duta 江面 冬髅鸟 古北种 

23．琵嘴鸭 ．ctypceta 江面 冬傧乌 古北种 

24．鸳鸯 ．4ix gat*rlcutata 江面 冬 候 鸟 古北 种 

25鹃鸭 叩 口̂ ~1a F 江亩 冬嫔鸟 北种 

26．斑头耿沙鸭 rF ， -f 江面 冬侯鸟 古北种 

7．鸯 Milous v~chun 沿江} 绿上空 冬侯鸟 广布种 

28．毛脚驽 Buteo 4FopⅣ 沿江林缴上空 錾候鸟 古北种 

29．鹤鹃 cl f㈣  口kⅣ of 沿江林墩上空 旅鸟 r南聃 

30．白头鹞 c． crugiino~ut 梧江林缘上空 冬候鸟 古北种 

31一鹗 Pa㈣di d̂li 沿江林缘 上空- 冬供鸟 古北种 

32．诗卑 Fat~o pereg~i “j 沿江林缘上空 冬候鸟 古北种 

3；．红隼 ，．Ii ， 沿i工林缴上塑 冬候鸟 古北种 

34．环颈堆 Pbahia 0l cotchicus 渔丛，苇摊 留鸟 古北种 

35．白骨顶 ，ff f， 江面 冬候鸟 古北种 

，6．灰头麦鸡 Mice口，口TCopf i#f 江边 夏候鸟 古北种 

3 7．叠眶钨 Char4drius d Ⅳ‘‘’ 江边 旅鸟 古北种 

3B．环颈钨 C alexandrlnus 江边 旌鸟 古北种 

39．红晦鹄 c asiatlc~s’ 江边 旅鸟 古北种 

|D．自程茸鹃 T g rep 江边稻泽草地 冬候鸟 古北种 

4l-矶鹬 T．hypolcuaos 江潍 留鸟 古 北 种 

2-扇尾沙锥 Capelta gatHnaga 江边沼泽草地 冬候 鸟 古北种 

45．银鸱 Larus argenta~ 江面 冬候鸟 广布种 

44-红嘴鸥 L ridibund~t’ 江 面 留鸟 古 北 种 

4，-颓i孚鸥 Chl oniat hybrida 江面 夏傧鸟 广布种 

46．白翅浮鸥 ĉ tidonias~ coptera“· 江面 旅乌 古北种 

{7-普通燕鸥 Ster hit 口 江面 旅鸟 古北种 

{8-白额燕鸥 ． tbi／on~ 江面 旅鸟 广布种 

· 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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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 

月份 种 名 
3 4 S 生境 季节 型 地理 望 

49．鸥嘴燕鸥 ．nitoflea”’ 江面 旅鸟 广 布种 

5O．山斑鸠 sreptop~lia orien salis 江矶树林 留鸟 古北种 

51．琮颈斑鹏 ．chinch s 江边树林 留鸟 东洋种 

52．火斑鸠 ．tranq~ebarica 江边树林 夏候鸟 东洋种 

53-四声杜鹃 c ， iero~ tcr~$ ‘ 江边树林，芦苇 夏傧鸟 广布种 

54．大杜鹃 c．Ⅲ 。rⅣ ’ 江边树林，声苇 夏候 鸟 广布种 

55．碰头鸺鸥 Glaucldlum cuculoides 江边树林 留鸟 东洋种 

56．白唾雨燕 ，Ⅳ pdfijicus 江面 旅鸟 广布种 

卯．斑鱼摘 cf，y r f 江边 夏傧 鸟 东洋种 

钮．普通翠鸟 lccdo al shis 江边 留鸟 广布种 

5，．赤翡翠 HaIcyon coromanda 江边 旅鸟 古北种 

6O-戴胜 Up”， ep口 f 江边树林 留鸟 广布种 

61．斑啄末鸟 Dcnd~oc0 口 ，口r 江边树林 留鸟 东洋种 

62．星头啄末鸟 D ic4 ffⅣ， 江边树林 留鸟 东洋种 

6j．小沙百曼 c ndrclla rufesee j 江边草地 留鸟 古北种 

64-风头百灵 Galcrida~ristaza 江边草地 冬候鸟 古北种 

．云 雀 ／llauda arvcnsis 江边 草地 冬候 鸟 古北 种 

66．灰沙燕 Riparia riparia”‘ 江面 旅鸟 古北种 

67．家燕 月iⅢ do ruszlca”’ 江面 夏候乌 广布种 

6B．金腰燕 ．da~Pica ’ 江面 夏髅鸟 广布梓 

69．林鸡 珀Ⅳ l，ivia， 江边树林 冬髅鸟 古北种 

70．树鹤 ．hodg：oni 江边树林 冬惧鸟 古北种 

，1．水鹦 ．spinotcsta 江边草地 冬傧鸟 广布种 

72-田鹨 ．nooarse~la i 江边草地 冬傧鸟 古北种 

73．白鹤鹎 Mo；acilla alba 江边 留鸟 东洋种 

74．蕨鹃鹄 ．ci~~rca 江边 旅鸟 古北种 

”．白头鹎 Pycno~0tu$ 雒 江边树林 留鸟 广布种 

76．红尾1自劳 cri：tatgs 江边树丛 夏侯鸟 东洋种 

77．虎纹伯劳 L．“ rinKS 江边树丛 夏髅鸟 东洋种 

，8．棕背怕劳 L．：~hach 江边树丛 留鸟 束洋种 

” ．黑枕黄鹂 Oriolus“inensiz 江边树林 夏候鸟 东洋种 

8O．黑卷尾 D扣r ，㈣  0 r # 江边树林 夏候鸟 东洋种 

81．发冠卷尾 D． 0̂ f口“Ⅳf 江边树林 夏候鸟 东洋种 

82-丝光橡鸟 啪 0 f r 江边树林 夏候鸟 东洋种 

Bj．八哥 f，idot~ rf crlslat~llus 江边农田 留鸟 束洋种 

84．红嘴蓝鹤 Kissa f ÿ r口 y 4 ‘ 江边树林 留鸟 东洋种 

．灰喜鹊 Cyan~plea~ya~a 江边树林 留鸟 古北种 

86．喜鹊 Pff ，ica 江边挝林 留鸟 广布种 

s7．白颈鸦 Cor~s f口r F 江榷 留鸟 广布种 

8B．红晦蓝尾鸲 Tar~igcr cyanurus 江边树林 冬候鸟 古北种 

B9．北红尾鸲 Phoenicurus⋯ 口 江边树林 冬候鸟 古北种 

90．黑 喉石鹏 xieola 。 dJ 江滩 旅鸟 古北 种 

91．鸟鸫 r Ⅳ m eruta 江边树林 留鸟 古北种 

92．斑鹪 T． i 江边村林 冬候鸟 古北种 

93．棕头鸦雀 Parado or ≈d 江边渣丛 留鸟 东洋种 

9●．短翅村莺 cfIfj dlphone 江边渣拙 夏候鸟 东洋种 

9，． 莺 Acro~ephalus arundln j 江边芦苇丛 夏侯鸟 广布种 

96．黑属苇莺 ．blstrigi~~ps 江边芦苇丛 夏慎鸟 古北种 

· 2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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馕表 z 

月份 地理型 种 名 
3 4 5 生境 季节型 

97-黄腰柳莺 Phytto~~opus proregutus 江边榭# 冬侯鸟 古北种 

9B·戴萄 Regulus reg lus 江边树林 冬侯鸟 古北种 

99-称赢尾莺 Cis 口 ，un~id打 江边树林 留鸟 东洋种 

1O0．大山雀 Par i仍 ior 江边树林 留鸟 广布种 

L01-银喉虽尾山雀 Aeglf̂4los eauda 江边树林 留鸟 东洋种 

102暗疑绣眼鸟 za“erop~ 口 ica 江边树林 夏候鸟 东洋种 

L09-j藩崔 PaI5fr_o l 5 居民点 留鸟 广布种 

L04-白腰文鸟 Lonchura frlafd 江边树林 留鸟 东洋种 

L05．燕雀 Fringitla m。 l ，“ fl 4 ’ 江边树林 冬候鸟 古北种 

106-叠趣雀 c4， [is~infca 江边树林 留鸟 广布种 

107-黑尾蜡嘴雀 B。 ho d仍igr l口r 江边树林 藏鸟 古北种 

L08-灰头鸦 Em6frf 砷odocepfiala 江边树林 冬候鸟 古北种 

109-三遭眉草鹦 占．~ioidcs 江边树林 留乌 柬洋种 

1 LO-田睚耋 ．r j f 江边 灌丛 冬侯 鸟 古 北种 

111-小鹞 ． f 江边渔丛 冬候鸟 古北种 

表中符号说明： + 采到标本， 一 观察要 o因这～江段主要在安 徽境内故不列地点。 

1-L991年 3月 25 13在安敬靛港板子矶上见有一群约数百只；2．L990年 3月 11日见于安徽繁昌白马 洲；3．1989年 5月 

1713见于安徽铜睦成德洲；4-1990年 3且 I 513见于安馘安庆江心洲；5．1990年 3月 5日始见于安徽获港；6，1，90年 4月 27 

日见于安辙毕阳；7．1990年 3月 I 2日见于安教莸潜；8．1991年 3月 16 H见于安徽安庆钱汪哺；9．1990年 3月 1 5 FJ在安徽 

安庆见有个别头羽变成黑色的个体；10-1990年 5月 1日见于安徽华阳；1 L．1990年 4月 29日见于江西湖 [_l八里江 ；12．1990 

年 4月 27日见于安镘华阳 ；13·蚂见； 14．1990年 4胃27日蛤见于 安镘贵弛吉阳； L5．1990年 5月913始见于安徽和县台河 

口；16-偶见；17·19B9年 5月4 13见于安徽获港；18-1991年 3月 14 13始见于安徽枞阳桂家衄 ；19．1991乍 3月 L4日始 见 

于安徽华阳j 20·199[年 j月 29日见于江苏南京梅子 ；2l-I 990年 3月 21日在安截华田见有变成夏羽的雄性个体。 

在 发现白暨啄 Lipote s vexilliJer和江琢 Neo． 

phocaena phocaenoides觅食的地方同时 可 见 

到红嘴鸥在盘旋觅食。在安庆以下江段有少量 

银鸥，通常是二、三只银鸥混在红嘴鸥群中。当 

大型客轮驶过时，常见到成群的鸥 (主要是红 

嘴鸥)尾随船后，它们在螺旋桨排开的水流中寻 

找食物。 

在每年的 4月底和 5月初，可见到浮鸥和 

燕鸥成大群飞过。 白翅浮鸥常成 5O只左右 的 

大群，须浮鸥约 3o只为一群，浮鸥多在江面滑 

行，衔起食物。燕鸥是在江面盘旋后，投入水中 

捕鱼。浮鸥和燕鸥通常不在江面漂浮游水。它 

们喜欢在江滩上栖息。 

考察过程中还经常可看到家燕、金腰燕、池 

鹭、苍鹭、白鹭、黑卷尾、翠鸟、白鹊鹄等从岸上 

飞到江面上来。鹭类往往十余只或数十只集成 
一 群匆匆飞过。燕类喜在江面盘旋，时而低空 

掠过江面。黑卷尾、白鹤鸽等是短暂地飞到江 

面上，随即返回岸上。 

3．2 江滩沼泽 

江滩主要是在水流较缓的一边形成的边滩 

以及江心洲或洲尾形成的大面积浅滩。1989年 

5月 1 7目上午 1i：10在安馓境内的成德 洲 上 

发现 2只白鹦伫立在江岸上。该种以前在安徽 

省未曾有记录。1990年 3月 11日上午 9：50在 

安徽繁昌白马洲观察到一只白鹤站 在 潮 湿滩 

地，随后梧岸飞走。在岸滩上最常见的是 白鹩 

鹄和灰鹊钨，前者是 留鸟，各月都可见到，后者 

在 4月开始出现。鹊鹄飞行短距离后就落下稍 

停又往前飞，如飞行方向与考察船行驶方向一 

致，可跟踪观察很长时间。有时也可见许多红 

嘴鸥停栖在岸滩上。在生有杂草的江滩上有扇 

尾沙锥出没。在江滩上活动的还有一些鹬科和 

鹤科的鸟类。在江滩上的鹭类大多站立 不 动 ， 

受惊后飞走。 

3．3 江边芦苇丛 

由于江边芦苇生长茂盛，对这一生境的鸟 

类不易观察。最引人注 目的是大杜鹃，循着“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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谷”，“布谷”的鸣Ⅱq，可以找到。黑眉苇莺喜藏 

匿在芦苇中呜叫，通常是闻其声而不见其鸟。在 

芦苇中还有环颈雉，棕头鸦雀等鸟类。 

3．4 江边树林 

江边树林主要是护堤的水柳林，此生境中 

主要是部分雀形目的鸟类 ，以灰喜鹊和乌鹎为 

优势种，夏候鸟中以黑卷尾的数量最多，并经常 

听到四声杜鹃的鸣叫。啄木鸟在树 林 中 也 常 

见。在长江两岸还有一些生长在石矶上的树木， 

在高耸的石矶峭壁上常看到鸢、游隼等猛禽盘 

旋。 1 991年 3月在获港江段板子矶的树 林 见 

到有上百只的夜晦栖群。 

3．S 江边草地灌丛 

江边草地主要为云雀、棕扇尾莺等鸣禽类。 

由于江边杂草灌丛具良好的隐蔽条件，所以除 

了典型的灌丛鸟外，林栖的鸟类亦在此活动，如 

短翅树莺、白头鹎等。 

3·6 江边农田及居民点 

江边农田中常有鹆科的鸟类，如夏候鸟灰 

头麦鸡 ，旅乌红胸鹞等。居民点包括房屋周围 

的树木和池塘等，麻雀是这个生境中的优势种， 

此外留鸟喜鹊、棕背伯劳、乌鸫、白头鹎、大山 

雀 ，冬候鸟燕雀，旅乌黑尾蜡嘴等数量也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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