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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属高原温带半干旱气候类型、气侯温暖、平均 

气温 7．5℃，年 日照时数 3000小时以上，年均降 

水量430毫米。农业是该地区的主要经济来源。 

主 要农怍物为 青稞 、春小麦和冬小 麦，套种蚕豆 

和油菜。 

调查采用绝对数量计数法。汽车以每小时 

30公里的速度匀速行进。发现斑头雁群后，停 

车用 8 X 30、10 X 50倍的双筒望远镜及 2O倍 

的单筒望远镜计数数量。每次由 3人各计数一 

次 ，取中间的数值为最终结果。 对空中飞翔的 

斑头罹，只记录逆汽车 前 进 方 向 飞 去 的 数 

量 o 

2 分布与数量 

调查路线和调查地区均标在图 1中。在调 

查范围内的日喀则市及其郊区、白朗县、江孜 

县 、萨迦县、谢通门县、拉孜县、达孜县、墨竹工 

袁 1 斑头雁、赤麻鸭的越冬种群数量 

地 区 斑头罹 赤麻鸭 

雅售 藏布江 流域 

日喀则市 艮郊 区 446j 13 7 

萨 逝县 2O0 222 

谢 通门 县 363 148 

拉 孜县 470 132 

堆龙德庆县 125 82 

曲水县 225 2 

贡嘎县至乃束县 6， 446 

拉萨河流塘 

达 歌县 1O0 I2 

墨竹工卡县 155 137 

林周县 2500 1 7，， 

年楚河流域 

白朗县 264 2B5 

江 孜县 76I 53 

羊卓雍湖 90 0 

总 计 1008I 463} 

卡县、林周县、堆龙德庆县、曲水县、贡嘎县、乃 
东县等13个县市均有斑头雁的分布。 3 斑头雁越冬区的生境条件 

斑头罹在该地区各县市的种群数量列在表 

1中。其中雅鲁藏布江及其支流流域内共有斑 

头雁 6411只，拉萨河流域见到 2555其，年楚河 

梳域为 1025只，羊卓雍湖 90只。 表 1还给出 

在一江两河地区发现的赤麻鸭 (Tadona terru 

glnea)的数量。 

在一江两河地区，斑头雁是冬候鸟。 每年 

lO月末斑头雁来此地区过冬，翌年 3月中旬开 

始向北迁飞。 

在斑头雁越冬地区，均有大面积的梳动水 

面和农田，褶泽也是斑头雁喜欢的生境。 斑头 

雁越冬区的海拔高度为 35OO一4100米，超过此 

圈 l 调查路线及斑头晨的分布区 

★市或县城 ⋯ 一1胃查路线 i 匿头雁分布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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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度的地区 ，未见到斑头雁的踪迹。 

斑头雁夜间在水库和江中沙洲边栖息，清 

最飞到农田上采食。中午时分又多在水面上或 

岸边沙滩上休息，傍晚时间又有一个采食高峰 

出现。我们在林周县的虎头山和卡孜两个水库 

中找到两群夜间栖息在这里的斑头雁。它们夜 

间归宿时间为 l9：3O一2O：3 0左右，清晨 l0时 

以后才离开夜宿地。 

斑头雁对生境具有选择性(表 2)。 日间喜 

欢在收割后的农田中采食，在冬小麦 田里也时 

常出现，但频率远低于前者。 空中飞翔的斑头 

罐多出现在太阳升起后及落下前，这与飞离夜 

栖地到采食地采食以及夜间归宿的规律有关。 

人类的活动对斑头雁的分布影响很大。拉 

萨市和泽当镇均位于拉萨河或雅鲁藏布 江 边。 

但是，由于这里人口数量较多，公路网发达，在 

调查中均未见到斑头雁的活动及分布。据当地 

干部和群众讲，五六十年代拉萨市的西北郊是 

大片的沼泽 ，当时曾有成群的雁鸭。现在，那里 

建起了楼房 ，雁鸭也随之消失。 

4 伴随水禽种类 

最常与斑头雁一起活动的水禽是赤 麻 鸭。 

在调查工作中，经常见到赤麻鸭与斑头雁同在 
一 块农田上觅食，在同一水面上戏嬉休息的情 

D ； 

A 

777 

形。在林周县的虎头山水库和卡孜水库中，斑 

头雁与赤麻鸭一同夜栖在水库边上。赤麻鸭 日 

间活动 习性反对生境的 利用状况 均 列 在 表 3 

中。 

与斑头雁常在一起活动的水禽还有绿头鸭 

(Arias ptatyrhynchos)、赤膀鸭( ．strepera)、 

绿翅鸭 ( ．fr f 4)、针尾鸭 ( ．4f m)、花 

脸鸭 (A．formosa)、斑嘴 鸭 (A poecilorhy— 

ncha)、琵嘴鸭 ( ．clypeata)、翘鼻麻鸭 (Ta— 

donrna ladorna)。 这些水禽多在河汉形成的 

水泊、湖泊等水面上出现，数量以绿头鸭最多， 

估计约有 700—800只。 其余种类的数量均较 

少。针尾鸭约 300—40O只，其它种类数量均不 

超过 20O只。 

致谢 西藏高原生物所颐滨源同志参加了1991 

年冬季部分野外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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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鹃繁殖习性的初步观察 

．
堂 塞．L 

(内蒙古乌盟地方崭防治站 集宁 012000) ＆ ，1。 
薏 要 抄鹃为内蒙古中部荒漠草原地区的夏候鸟。作者于 1966一l 986年在内蒙古苏尼特右旗、达茂旗 

和土默特右旗对其繁殖习性进行了观察。每年 4月中旬迁来，雄先雌后． j月开始筑巢产卵，巢筑废弁 

鼠洞中，窝卵 5枚。经 12一l3天孵化，于 6月初孵出雏鸟 ，在巢期 15—16天，离巢后在巢区附近觅食和 

练飞，遇有危险马上钻人附近鼠洞隐蔽，到 9月下旬南迁前仍呈家族群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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