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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年 * ( %! 月，对天津武清区大黄堡自然保护区的鸟类资源进行了调查，共记录到鸟类 %’ 目 $’
科 %++ 种，其中国家&、’级重点保护鸟类 *’ 种；水鸟 +! 种，水鸟在种类和数量上都构成了本地区鸟类的

主体。数量分析划分 % """ 只以上为优势种，有 %! 种。依居留状况分析，旅鸟 %$) 种、夏候鸟 && 种、冬候

鸟 %$ 种、留鸟 %$ 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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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黄堡湿地自然保护区于 !""$ 年由天津

市武清区政府批准成立，是由沼泽、鱼塘及浅水

储水库构成的复合型湿地类型的自然保护区，

生物多样性十分丰富，动物种类尤其是鸟的种

类多种多样。关于大黄堡鸟类以前从未有人做

过调查，只在《天津市武清志》中有过武清鸟类

的笼统记述［%］。为了全面了解保护区湿地与动

植物资源现状，科学与规范地开展保护区的建

设，大黄堡自然保护区于 !""& 年成立了综合科

学考察队，进行了为期 % 年的科学考察。

> 研究区自然概况

天津市武清区大黄堡湿地自然保护区位于

武清区东部（图 %），北依燕山、东临渤海，主要

受季风环流影响，冬季受蒙古冷高压控制，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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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北风，干燥寒冷，夏季主要受副热带高压影



响，多偏南风，湿润多雨，介于大陆性气候和海

洋性气候的过渡带上，季节变化明显，一年四季

分明。地理坐标位于东经 !!"#!$%$&’ ( !!"#!"%
)*’，北纬 $&#$!%$+’ ( $&#**%)!’。全区总面积

!! *,, -.*，初步划定核心区$ ,/, -.*，缓冲区

* $), -.*，实验区)0! -.*。其中水域/ /,, -.*，

苇塘* $$$ -.*，其他用地/ /+" -.*。保护区内

有龙凤新河、柳河干渠、黄沙河排水干渠、东粮

窝引河 / 条大型河渠贯穿全境，保护区内常年

积水，属于典型的芦苇沼泽湿地，有植物 /,, 种

左右。植被类型以水生植被为主，水生植被主

要分布于保护区内地势低平、长期有积水、含盐

量相对较低的水域中，主要以芦苇、香蒲为主；

在含盐量较高的地区，植物以碱蓬、柽柳、芦苇

为主，还有一些陆生植被，以禾本科、藜科、菊科

等植 物 为 主，乔 木 和 灌 木 较 少，林 地 面 积

$,!1+ -.*。区内主要农作物有小麦、豆类、玉

米。茂密的芦苇和水中大量的浮游生物为鸟类

提供了适宜的栖息环境和食物来源，区内鸟类

资源丰富。

图 ! 大黄堡保护区示意图

!1 上马台水库；*、$1 大黄堡村；/1 后蒲棒；)1 东丝窝；

+1 四马营；"1 四高庄；01 张新安庄。

" 研究方法

调查时间为 *,,) 年 $ ( !* 月，共 $, 个工作

日。在春秋季鸟类迁徙的季节，每月调查 * ( $
次，采用样点和样带结合的调查方法，在调查前

期进行了选点，调查使用 !2) 万的地形图，样点

用 345 定位。邀请熟悉环境的大黄堡林业站

的工作人员协同进行，开始选取 0 个点，如图 !
所示，随着工作的进行和季节的变化，将样点进

行合并和增加。每次调查的长度约 ), 6.，在

每个点处停留约 !) ( *, .78，用 0 倍、*, 倍的双

筒望远镜巡视，用 *, ( +, 倍的单筒望远镜仔细

辨认种类，借助照相机拍摄，对有疑问的种类，

将拍摄资料带回室内鉴定核对。

# 研究结果

#$! 种类组成 经过调查，在大黄堡保护区共

记录鸟类 !" 目 /" 科 !&& 种（表 !）［*］，占全国鸟

类总种数的 !/1&)9［$］。其中国家!级重点保

护鸟类 / 种，国家"级重点保护鸟类 $$ 种。

!、" 级 重 点 保 护 鸟 类 占 天 津 保 护 鸟 的

))1+"9。受到《中日保护候鸟及其栖息环境的

协定》保护鸟类 !!+ 种，占全部种数的 )*1!!9。

《中澳保护候鸟及其栖息环境的协定》中保护鸟

类有 $* 种，占全部种数的 !+1,09。其次，湿地

水鸟多是保护区的一大特点。保护区湿地资源

丰富，有丰富的水和水生植物资源，栖息繁衍着

各种鱼类和无脊椎动物，为鸟类提供了充足的

食物，所以水鸟种类多、数量大。根据湿地公约

中水鸟的定义，湿地水鸟即在生态上依存于湿

地的鸟（不包括猛禽），经调查保护区内有水鸟

&* 种，占保护区总种数的 /+1*$9。

#$" 区划特征 在本地区的鸟类中，古北界鸟

类 !*/ 种，东洋界 !0 种，广布种 )" 种。古北界

鸟类最多，占 +*1$!9，鸟类组成表现出明显的

古北界特征，典型的古北界鸟类有东方白鹳、大

天鹅、灰鹤、红喉姬)等，广布种种类也占较大

比例，代表种有苍鹭、大白鹭、大杜鹃等，东洋界

较少，占 &1,)9。

#$# 居留情况 在本地区的鸟类中，旅鸟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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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 大黄堡保护区鸟类种类组成统计

目科种
居留型 区系 保护级别

留鸟 夏候鸟 冬候鸟 旅鸟 古北界 东洋界 广布种 国家保护 中日协定 中澳协定

一 *+目 !"#$%$!&#$’"()&*
（一）*+科 !+,-.-/0,-,10

2 小*+ !"#$%&"’()* +),-#.//-* 3 3 3
4 黑颈*+ 0"1-#2’* 3-4+-#.//-* 3 3 (
5 凤头*+ 0 6 #+-*("()* 3 3 (

二 鹈形目 !&7&%89$’"()&*
（二）鸬鹚科 !:1;1.<+.+<1.-,10

= 鸬鹚 0$"/"#+.#.+"5 #"+&. 3 3
三 鹳形目 %$%"9$$’"()&*

（三）鹭科 8<,0-,10
> 苍鹭 6+12" #-32+2" 3 3
? 草鹭 6 6 ’)+’)+2" 3 3 (
@ 大白鹭 74+2((" "/&" 3 3 ( 8
A 白鹭 7 6 4"+82((" 3 3
B 池鹭 6+12./" &"##$)* 3 3
2C 夜鹭 9%#(-#.+"5 3%#(-#.+"5 3 3 (
22 黄斑苇, :5.&+%#$)* *-323*-* 3 3 ( 8
24 紫背苇, : 6 2)+$%($;)* 3 3 (
25 大麻, <.(")+)* *(2//"+-* 3 3 3 (

（四）鹳科 %-.+D--,10
2= 东方白鹳 =-#.3-" &.%#-"3" 3 3 !

（五）-科 E:<0FG-+<D-H:-,10
2> 白琵鹭 0/"("/2" /2)#.+.1-" 3 3 " (

四 雁形目 89*&($’"()&*
（六）鸭科 8D1H-,10

2? 疣鼻天鹅 =%43)* ./.+ 3 3 "
2@ 大天鹅 = 6 #%43)* 3 3 " (
2A 小天鹅 = 6 #./);&-"3)* 3 3 " (
2B 鸿雁 63*2+ #%43.-12* 3 3 (
4C 豆雁 6 6 ,"&"/-* 3 3 (
42 白额雁 6 6 "/&-,+.3* 3 3 " (
44 小白额雁 6 6 2+%($+.’)* 3 3 (
45 灰雁 6 6 "3*2+ 3 3
4= 赤麻鸭 !"1.+3" ,2++)4-32" 3 3 (
4> 翘鼻麻鸭 ! 6 ("1.+3" 3 3 (
4? 赤颈鸭 63"* ’232/.’2 3 3 (
4@ 罗纹鸭 6 6 ,"/#"(" 3 3 (
4A 赤膀鸭 6 6 *(+2’2+" 3 3 (
4B 花脸鸭 6 6 ,.+;.*" 3 3 (
5C 绿翅鸭 6 6 #+2##" 3 3 (
52 绿头鸭 6 6 ’/"(%+$%3#$.* 3 3 3 (
54 斑嘴鸭 6 6 ’.2#-/.+$%3#$" 3 3 3
55 针尾鸭 6 6 "#)(" 3 3 (
5= 白眉鸭 6 6 >)2+>)21)/" 3 3 (
5> 琵嘴鸭 6 6 #/%’2"(" 3 3 (
5? 红头潜鸭 6%($%" ,2+-3" 3 3 (
5@ 青头潜鸭 6 6 &"2+- 3 3 (
5A 凤头潜鸭 6 6 ,)/-4)/" 3 3 (
5B 斑背潜鸭 6 6 ;"+-/" 3 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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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

目科种
居留型 区系 保护级别

留鸟 夏候鸟 冬候鸟 旅鸟 古北界 东洋界 广布种 国家保护 中日协定 中澳协定

"# 斑脸海番鸭 !"#$%&’’$ ()*+$ $ $ %
"! 鹊鸭 ,)+"-.$#$ +#$%/)#$ $ $ %
"& 斑头秋沙鸭 !"0/"##)* $#1"##)* $ $ %
"’ 普通秋沙鸭 !"0/)* 2"0/$%*"0 $ $ %

五 隼形目 ()*+,-.(,%/01
（七）鹗科 23456746538

"" 鹗 3$%4&5% .$#&$"’)* $ $ !
（八）鹰科 )996:6;<6538

"= 黑鸢 !&#6)* 2&/0$%* $ $ $ !
"> 秃鹫 7"/8-&)* 25%$+.)* $ $ !
"? 白头鹞 9&0+)* $"0)/&%5*)* $ $ ! %
"@ 白腹鹞 9 A *-&#5%5’)* $ $ !
"B 白尾鹞 9 A +8$%")* $ $ $ ! %
=# 鹊鹞 9 A 2"#$%5#")+5* $ $ !
=! 日本松雀鹰 7++&-&’"0 /)#$0&* $ $ ! %
=& 雀鹰 7 A %&*)* $ $ !
=’ 苍鹰 7 A /"%’&#&* $ $ !
=" 普通( ,)’"5 1)’"5 $ $ !
== 大( , A ."2&#$*&)* $ $ !
=> 毛脚( , A #$/5-)* $ $ ! %
=? 乌雕 7:)&#$ +#$%/$ $ $ !
=@ 金雕 7 A +.08*$"’5* $ $ "

（九）隼科 (3C9746538
=B 红隼 ;$#+5 ’&%%)%+)#)* $ $ $ $ !
># 红脚隼 ; A $2)0"%*&* $ $ !
>! 灰背隼 ; A +5#)21$0&)* $ $ ! %
>& 燕隼 ; A *)11)’"5 $ $ ! %
>’ 游隼 ; A -"0"/0&%)* $ $ !

六 鸡形目 D)**.(,%/01
（十）雉科 2E3F6346538

>" 鹌鹑 95’)0%&< =$-5%&+$ $ $
>= 雉鸡 3.$*&$%)* +5#+.&+)* $ $

七 鹤形目 D%G.(,%/01
（十一）三趾鹑科 HI<4696538

>> 黄脚三趾鹑 >)0%&< ’$%?& $ $
（十二）鹤科 D<I6538

>? 蓑羽鹤 7%’.05-5&4"* 6&0/5 $ $ !
>@ 白枕鹤 @0)* 6&-&5 $ $ ! %
>B 灰鹤 @ A /0)* $ $ ! %
?# 丹顶鹤 @ A =$-5%"%*&* $ $ "

（十三）秧鸡科 %3CC6538
?! 普通秧鸡 A$##)* $:)$’&+)* $ $ $ %
?& 小田鸡 350B$%$ -)*&##$ $ $ %
?’ 红胸田鸡 3 A ()*+$ $ $ %
?" 黑水鸡 @$##&%)#$ +.#505-)* $ $ %
?= 骨顶鸡 ;)#&+$ $’0$ $ $ $

（十四）鸨科 ,;656538
?> 大鸨 C’&* ’$04$ $ $ "

八 .形目 +J)%)K%..(,%/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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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

目科种
居留型 区系 保护级别

留鸟 夏候鸟 冬候鸟 旅鸟 古北界 东洋界 广布种 国家保护 中日协定 中澳协定

（十五）反嘴鹬科 "#$%&’(&)*+&(,-#
.. 黑翅长脚鹬 !"#$%&’()* +"#$%&’()* / / / "
.0 反嘴鹬 ,-.)/0"/’*&/$ $0’*-&&$ / / "

（十六）燕.科 12-&#)2(,-#
.3 普通燕. 12$/-’2$ #$23"0$/)# / / " 4

（十七）.科 56-&-,&((,-#
07 凤头麦鸡 4$%-22)* 0$%-22)* / / "
0! 灰头麦鸡 4 8 ."%-/-)* / /
09 金. 52)0"$2"* 6)20$ / / / " 4
0: 灰. 5 8 *7)$&$/’2$ / / " 4
0; 长嘴剑. 8+$/$3/")* (2$."3)* / / 4
0< 金眶. 8 8 3)9")* / /
0= 环颈. 8 8 $2-:$%3/"%)* / /
0. 蒙古沙. 8 8 #’%;’2)* / / / " 4
00 铁嘴沙. 8 8 2-*.+-%$)2&"" / / / " 4

（十八）鹬科 >$)2)?-$(,-#
03 针尾沙锥 1$22"%$;’ *&-%)/$ / / 4
37 扇尾沙锥 1 8 ;$22"%$;’ / / "

3! 半蹼鹬
<"#%’3/’#)*
*-#"($2#$&)* / / 4

39 黑尾塍鹬 <"#’*$ 2"#’*$ / / " 4
3: 斑尾塍鹬 < 8 2$((’%".$ / / " 4
3; 小勺鹬 =)#-%")* #"%)&)* / / ! " 4
3< 中杓鹬 = 8 (+$-’()* / / " 4
3= 鹤鹬 >/"%;$ -/?&+/’()* / /
3. 红脚鹬 > 8 &’&$%)* / / " 4
30 青脚鹬 > 8 %-9)2$/"$ / / " 4
33 白腰草鹬 > 8 ’.+/’()* / / "
!77 林鹬 > 8 ;2$/-’2$ / / " 4
!7! 泽鹬 > 8 *&$;%$&"2"* / / " 4
!79 矶鹬 @.&"2"* +?(’2-).’* / / " 4
!7: 灰尾漂鹬 !-&-/’*.-2)* 9/-0"(-* / / "
!7; 红腹滨鹬 8$2"3/"* .$%)&)* / / " 4
!7< 青脚滨鹬 8 8 &-##"%.A"" / / " 4
!7= 长趾滨鹬 8 8 *)9#"%)&$ / / " 4
!7. 弯嘴滨鹬 8 8 6-//);"%-$ / / " 4
!70 黑腹滨鹬 8 8 $2("%$ / / " 4

（十九）鸥科 @-&(,-#
!73 黑尾鸥 <$/)* ./$**"/’*&/"* / /
!!7 银鸥 < 8 $/;-%&$&)* / / "
!!! 红嘴鸥 < 8 /"3"9)%3)* / / "

（二十）燕鸥科 >+#&A(,-#
!!9 普通燕鸥 B&-/%$ +"/)%3’ / / " 4
!!: 须浮鸥 8+2"3’%"$* +?9/"3)* / /
!!; 白翅浮鸥 8 8 2-).’(&-/)* / / 4

九 鸽形目 5B@CDEFGB"DH>
（二十一）鸠鸽科 5)2%IJ(,-#

!!< 山斑鸠 B&/-(&’(-2"$ ’/"-%&$2"* / /
!!= 灰斑鸠 B 8 3-.$’.&’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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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

目科种
居留型 区系 保护级别

留鸟 夏候鸟 冬候鸟 旅鸟 古北界 东洋界 广布种 国家保护 中日协定 中澳协定

!!" 珠颈斑鸠 ! # "#$%&%’$’ $ $
十 鹃形目 %&%&’()*+,-.

（二十二）杜鹃科 %/0/12345
!!6 四声杜鹃 ()")*)’ +$",-./&,)’ $ $ $
!!7 大杜鹃 ( # "0%-,)’ $ $ +

十一 /形目 .8+(9()*+,-.
（二十三）鸱/科 .:;2<2345

!=> 红角/ 1/)’ ’)%$0 $ $ !
!=! 雕/ 2)3- 3)3- $ $ !
!== 纵纹腹小/ 4/#&%& %-"/)0 $ $ !
!=? 长耳/ 4’$- -/)’ $ $ $ ! +
!=@ 短耳/ 4 # 5*0++&)’ $ $ ! +

十二 夜鹰目 %AB+(,&’9()*+,-.
（二十四）夜鹰科 %4C;2D/1<2345

!=E 普通夜鹰 (0.,$+)*6)’ $%7$")’ $ +
十三 雨燕目 AB*F()*+,-.

（二十五）雨燕科 ACG32345
!=H 雨燕 4.)’ 0.)’ $ $
!=" 白腰雨燕 4 # .0"$5$")’ $ $ + A

十四 佛法僧目 %*+A%(()*+,-.
（二十六）翠鸟科 A10532I2345

!=6 普通翠鸟 4*"&7- 0//#$’ $ $
!=7 蓝翡翠 80*"9-% .$*&0/0 $ $

十五 戴胜目 &B&B()*+,-.
（二十七）戴胜科 &C/C2345

!?> 戴胜 :.).0 &.-.’ $ $ $
十六 0形目 B(%()*+,-.

（二十八）啄木鸟科B202345
!?! 蚁0 ;9%< /-,=)$**0 $ $
!== 棕腹啄木鸟 >$"-$7&’ #9.&,9/#,)’ $ $
!?? 大斑啄木鸟 > # +0?-, $ $
!?@ 灰头绿啄木鸟>$")’ "0%)’ $ $

十七 雀形目 BA..-+()*+,-.
（二十九）百灵科 A14/32345

!?E 蒙古白灵 @&*0%-"-,9.#0 +-%6-*$"0 $ $
!?H 短趾百灵 (0*0%7,&**0 "#&*&&%’$’ $ $
!?" 云雀 4*0)70 0,A&%’$’ $ $

（三十）燕科 J2;/I32I2345
!?6 崖沙燕 B$.0,$0 ,$.0,$0 $ $ +
!?7 家燕 8$,)%7- ,)’/$"0 $ $ + A
!@> 金腰燕 8 # 70),$"0 $ $ +

（三十一）"#科 ,G:402112345
!@! 白"# @-/0"$**0 0*30 $ $ + A
!@= 黄"# @ # 5*0A0 $ $ + A
!@? 灰"# @ # "$%&,&0 $ $ A
!@@ 田鹨 4%/#)’ ,$"#0,7$ $ $ +
!@E 树鹨 4 # #-76’-%$ $ $ +
!@H 红喉鹨 4 # "&,A$%)’ $ $ +

·""·E 期 王凤琴等：天津大黄堡湿地自然保护区鸟类调查





续表 !

目科种
居留型 区系 保护级别

留鸟 夏候鸟 冬候鸟 旅鸟 古北界 东洋界 广布种 国家保护 中日协定 中澳协定

（四十四）攀雀科 "#$%&%’(#
!)* 攀雀 !"#$% &’()’*+$(,) + +

（四十五）雀科 ,(--#.%’(#
!)/ 树麻雀 -.))"+ #’(/.(,) + +

（四十六）燕雀科 0.%12%33%’(#
!)4 燕雀 0+$(1$22. #’(/$3+$(1$22. + + + "
!)5 黄雀 4.+5,"2$) )6$(,) + + "
!)) 金翅雀 4 6 )$($&. + + +

（四十七）1科 7$8#.%&%’(#
!)9 三道眉草1 7#*"+$%. &$’$5") + + +
!9: 红颈苇1 7 6 8"))’"()$) + +
!9! 小1 7 6 6,)$22. + + + "
!9; 黄眉1 7 6 &9+8)’69+8) + +
!9< 田1 7 6 +,)/$&. + + + "
!9* 黄喉1 7 6 "2"1.() + + + "
!9/ 黄胸1 7 6 .,+"’2. + + "
!94 栗1 7 6 +,/$2. + +
!95 灰头1 7 6 )6’5’&"69.2. + + "
!9) 苇1 7 6 6.22.)$ + + "
!99 芦1 7 6 )&9’"($&2,) + + "

种，夏候鸟 // 种，冬候鸟 !* 种，留鸟 !* 种。可

见以旅鸟为主，占了 5*=4;>，说明天津大黄堡

湿地保护区位于鸟类迁徙的通道上，是鸟类南

迁北移的重要中转站。季节性明显，鸟类组成

具有较大的季节性波动。

!"# 水鸟种类和数量的动态变化 水鸟在种

类和数量上都构成了本地区鸟类的主体，在春

秋季的迁徙季节，常集结成成千上万只的大群。

在一年的调查中，春秋 ; 个季节水鸟的种类最

多，春季以 *、/ 月，秋季以 !:、!! 月为多，水鸟

种类以 !: 月为最多，数量在 !! 月为最多，主要

是大量的鸭类在秋末冬初迁徙量加大，有上千

只的群体，也由于春季鸭类迁徙的较早，< 月份

已经走完，是统计不全的原因。至 !; 月底水面

结冰，水鸟全无（图 ;，<）。

!"$ 不同生态环境的鸟的种类与数量 水鸟

中种类较多的是鸭科（?1(@%’(#）、鹭科（?.’#%’(#）、

鹬科（ABC3CD(B%’(#）、.科（EF(.(’.%%’(#）和鸥科

图 % 大黄堡水鸟种类变化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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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 大黄堡水鸟数量变化图

（!"#$%"&）的鸟类，其次为*+类、秧鸡类、鸬鹚

等。不同种类的鸟分别占有不同的生态位，栖

息于开阔水域的是鸭科、鸥科、*+类等，鱼塘

有利于鸥类和鸬鹚的生存，但对于.鹬类等涉

禽不利。

鹭科、鹬科鸟类多栖息于浅水芦苇沼泽，鹬

类活动于有芦苇的浅水处，鹭类一般取食低于

’( )* 的水深带；.鹬类一般在滩涂、泥滩、沙

滩等地觅食。大量的经济开发，湖岸、缓坡减

少，不利于涉禽生长，只是在鱼塘出鱼后，露出

的泥滩上发现.鹬类大量出现，鸥类也在上面

集中觅食。

鸟类相对数量等级划分 +, - ’ ...为优势

种，! / 遇见鸟类的天数0总天数 1 ’..，" / 鸟类

的 总 数0总 天 数［2］。 优 势 种 为 苍 鹭（ #$%&’
()*&$&’）、夜鹭（+,(-)(.$’/ *,(-)(.$’/）、绿头鸭（#*’0
12’-,$3,*(3.0）、斑嘴鸭（# 3 1.&()2.$3,*(3’）、普通

秋沙鸭（4&$560 7&$5’*0&$）、普通燕.（ 82’$&.2’
7’2%)9’$67）、凤头麦鸡（ :’*&2260 9’*&2260）、黑翅

长脚 鹬（ ;)7’*-.160 3)7’*-.160）、银 鸥（ <’$60
’$5&*-’-60）、红 嘴 鸥（ < 3 $)%)=6*%60 ）、崖 沙 燕

（!)1’$)’ $)1’$)’），家燕（ ;)$6*%. $60-)(’）。优势

种分布于开阔水域中的有绿头鸭、斑嘴鸭、普通

秋沙鸭等，大面积的鱼塘清鱼后普通燕.、凤头

麦鸡、反嘴鹬、银鸥、红嘴鸥、金斑.等构成大的

群体，陆地的灰沙燕、麻雀、家燕为优势种，芦苇

沼泽中以苍鹭、夜鹭为多。保护区优势种主要

是分布于开阔水域的鸟类，常见种以芦苇沼泽

和开阔水域中的种类为主，秋季清鱼后的浅水

地是吸引鸟种的重要环境之一。

!"# 迁徙顺序及活动规律 在调查中，发现凤

头麦鸡到得较早，4 月已见一定数量；银鸥见于

4 月底，且数量较大，红嘴鸥在 2 月数量较大，2
5 ( 月.鹬类增多；小*+ 2 月始见，2 月黑翅

长脚鹬始见，且量大，( 月须浮鸥到来后，红嘴

鸥减少。6 月优势种为夏候鸟：家燕、大杜鹃、

黄斑苇,。记录的鸟类中，秋季集群较大的鸟

为小白鹭、夜鹭、鸭类、麻雀、家燕。家燕在 ’.
月中旬集群较大，落在电线上，长达 ’ 7*，形成

一条长长的黑线。苍鹭集中在 4 月和 ’’ 月数

量显著；鸭类在秋季集成最大的群体。

$ 鸟类保护建议

大黄堡湿地是一个新建的湿地保护区，在

保护区的规划中，对于鸟种较集中的 8 号点及

6 号点，应设为核心区的重要保护地区，建议不

要开发，保护其现有状态。8 号点有大面积的

芦苇，在春季注水的湿地上，有较多的珍稀鸟类

栖息，调查发现了东方白鹳、白枕鹤等，6 号点

有大面积的鱼塘，不同时间段的清鱼，形成浅水

和泥地吸引了大量的鸟类前来，并多次发现白

琵鹭，成为秋季重要的观鸟点。’ 号点上马台

水库有大天鹅、小天鹅等栖息，中心岛应保持原

有的自然状态，使其适合鸟类的栖息和繁殖，景

观单一的树木不适合水鸟的繁殖。

以目前的环境和鸟类栖息状况，大黄堡湿

地相 对 破 坏 较 少，加 强 保 护 有 着 重 要 意 义。

8..8 年天津 8. 处湿地的水鸟记录是 ’.9 种［(］，

而大黄堡湿地就有 :8 种，占了 ;6<。在天津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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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护区的鸟类统计中［!］，种数也是最多的。所

以可以进行科学的功能区域划分，保护现有湿

地，修复部分退化湿地，建立湿地修复模式，为

天津湿地的保护树立样板。建议进一步调查研

究，尤其对湿地重要水鸟进行生态、行为等的深

入研究，重点对夏候鸟进行调查，同时建议建立

长期的监测点，注意鸟类种类和数量的动态变

化，对种群数量较大的优势种类进行观鸟点的

设置。

保护区的 "## 种鸟中，留鸟 "$ 种，迁徙鸟

"%& 种，占了 #’(，在春秋鸟类迁徙季节注意保

护鸟类及其栖息地。就保护区而言，对迁徙水

鸟的主要威胁是栖息地的丧失和退化。目前，

仅大黄堡乡已有") *)) +,* 的水面被开垦为一

块一块的鱼池。首先建议在保护区的划分和布

局上不断完善，保护现有的鸟类自然栖息环境，

减少为发展水产进行的湿地开垦，控制承包鱼

池的面积，防止现有湿地资源被过度利用，造成

栖息地的退化，养殖鱼虾造成的水质污染直接

或间接地影响了鸟对湿地的利用，因为栖息地

的退化使其不能支持高密度的水鸟栖息，也使

某些水鸟不能利用湿地。人工鱼池应保留大面

积，不要分割成小块，也有利于鸟类的种类和数

量的保持。

减少人为干扰。人类活动干扰主要包括渔

业活动、放牧等。尤其是秋季的出鱼期，在一块

鱼池边上就有 $ - & 辆运鱼车和 *) - ’) 人，干

扰了鸟类栖息取食等活动，秋季由于没有自然

的浅水沼泽，每个鱼池清鱼后的泥地吸引了大

量的水鸟前来，使水鸟不断随着人类的活动而

改变栖息地和取食地。

建议增加自然的滩涂湿地类型，吸引.鹬

类栖息。景观类型的多样化是物种多样化的重

要条件。

加强保护力度，建立健全执法机构，对网

捕和枪击鸟类的行为坚决制止。在调查过程

中，也听到以前有捕鸟和拣鸟蛋的现象，在保护

区的大力宣传下，这种现象大大减少，可见加强

保护力度和宣传力度，对提高公民的保护意识

和打击捕鸟犯罪有着明显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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