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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西大苗山“打鸟坳”趋光性鸟类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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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年 * 月、!""% 年 ) 月和 %" 月、!""! 年 ) 月和 %" 月、!""( 年 %" 月、!"") 年 * 月，通过实地调查和

访问当地群众的方法，对广西大苗山“打鸟坳”的趋光性鸟类进行了调查，在大苗山发现了规模较大的

“打鸟坳”共 ) 个，并记录趋光性鸟类 )+ 种，隶属于 %" 目 %$ 科。其中留鸟 %# 种，夏候鸟 %) 种，冬候鸟 %&
种，旅鸟 %" 种。趋光性鸟类主要以鹭科（,-./0.1/）、三趾鹑科（23-4050.1/）、秧鸡科（61770.1/）等涉禽为主。

鹭科鸟类数量较多的有白鹭（1/*%22+ /+*3%22+）和池鹭（4*5%(,+ 6+77")&）；三趾鹑科数量最多的为黄脚三趾

鹑（8)*$#9 2+$:#）；秧鸡科以白胸苦恶鸟（4;+)*(*$#& <"(%$#7)*)&）最多。文中还对“打鸟坳”的形成以及部分

留鸟被捕获的现象进行了讨论，并对大苗山“打鸟坳”鸟类的保护提出了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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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鸟坳”是中国南方及西南地区特有的、

因为鸟类迁徙而形成的自然现象之一，一般指

候鸟迁徙过程中必须经过的山坳或峡谷。在迁

徙季节，大量候鸟集中迁徙经过“打鸟坳”，当地

群众常燃起篝火或点亮汽灯，利用鸟类在夜间

迁飞过程中的趋光性，在“打鸟坳”狩猎鸟类。

“打鸟坳”有的地方也叫“打鸟界”、“鸟吊山”等。

这种在夜间能够利用趋光性捕获的鸟类称为趋

光性鸟类［%］。这种独特的自然现象在我国云

南［% ’ (］、广西［$］、湖南［)］以及江西［#］等省都有分

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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鸟类迁徙是鸟类学和生态学的重要研究领



域，当前禽流感在全球肆虐，对鸟类迁徙的研究

显得尤为重要。在统计群众用灯光诱捕的鸟类

时发现，有些鸟类的迁徙状况与传统的资料记

载有很大出入，迄今有关中国鸟类迁徙状况的

基础资料很少，这对于全面了解中国的鸟类迁

徙非常不利。为此我们于 !""" 年 # 月、!""$ 年

% 月和 $" 月、!""! 年 % 月和 $" 月、!""& 年 $" 月

以及 !""% 年 # 月对广西壮族自治区融水苗族

自治县大苗山的“打鸟坳”趋光性鸟类资源进行

了调查。

! 自然概况

广西位于我国的南部，云贵高原的东南，总

的地势是由西北向东南倾斜，全区四周被山地

围绕，呈盆地状。广西是鸟类迁徙的重要通道

之一，境内“打鸟坳”较多。广西的少数民族多

有在“打鸟坳”狩猎候鸟的习俗。

大苗山是广西融水县的苗族同胞集居的山

区专称，属九万大山脉系，云贵高原余脉。大苗

山位于广西北部，地理坐标为 !’(’)* + !%(’!*
,，$"-(&!* + $"#(!)*.。大苗山横跨融水县东

西，境内海拔$ &%" /以上的山峰有 0" 座，其中

大苗山主峰元宝山海拔! "-$ /，是广西第三高

峰。这些山脉除九万山为西北 1 东南走向外，

其余均大致为南北走向。

山体巨大，以脊状山为主，强切割的构造谷

相间出现，因此在很多地方形成多条“两山夹一

沟”的走廊或通道。境内河流分布密集，主要河

流有贝江、融江、泗维河、大年河等。

" 调查方法

主要采用实地调查法，在调查期间的 % 月

和 $" 月鸟类迁徙季节，先对当地村民进行访

问，了解“打鸟坳”的位置；夜间再到“打鸟坳”进

行实地调查。记录群众猎捕得鸟类的种类及数

量。同时也在夜间架设雾网，用灯光进行诱捕，

捕获鸟类后迅速鉴别种类，放入布袋中，第二天

环志放飞。另外在圩日里，对乡镇集市中用于

交易的在打鸟坳捕获的鸟类进行了统计。

# 结 果

#$! “打鸟坳”的分布 每年鸟类迁徙季节，许

多候鸟迁徙经过广西大苗山。整个大苗山地区

大约有 !" 多个“打鸟坳”。其中捕鸟人数较多

的有三防镇的杨梅坳、滚贝乡的土地坳、安太乡

的吹风坳以及杆洞乡附近几个以“打鸟坳”来命

名的山坳（表 $）。每年的春、秋两个季节大量

的鸟类迁徙经过这些地区。秋季迁徙鸟类数量

较大，春季鸟类相对较少。春季和秋季的“打鸟

坳”位置并不相同，但相距不远。当地群众都有

狩猎迁徙鸟类的历史，在鸟类迁徙高峰时在“打

鸟坳”打鸟的人最多可达 ! """ + & """ 人。

表 ! 大苗山“打鸟坳”的分布及生态环境

名称 地理位置
海拔高度

（/）
生境

滚贝乡土地坳 $"-(%$*.，!%(&!*, $ &!" 草坡

三防镇杨梅坳 $"-(’$*.，!%($0*, $ !’" 灌丛

安太乡吹风坳 $"#(’*.，!%(!-*, $ !$" 灌丛

中寨镇道班 $"#()*.，!%(#*, $ "-" 灌丛

杆洞乡打鸟坳 $"-(’0*.，!%(&%*, $ ’’" 草坡

#$" 趋光性鸟类的种类 在广西苗岭山脉共

记录到趋光性鸟类 %- 种，隶属于 $" 目 $’ 科，

详见表 !。这些鸟类中在广西属留鸟的有 $0
种，占 !)203；夏候鸟 $% 种，占 !%2#3；冬候鸟

$)种，占 !#2&3；旅鸟 $" 种，占 $)2!3。其中

小天鹅（!"#$%& ’()%*+,-%&）、褐翅鸦鹃（!.$/0(1%&
&,$.$&,&）和小鸦鹃（! 4 +.$#-).$&,&）为国家!级保

护动物。

#$# 趋光性鸟类的生态类群及数量 趋光性

鸟类主要以鹭科、三趾鹑科、秧鸡科等涉禽为

主，伴水生活的翠鸟科也有一定数量；游禽数量

较少，仅小天鹅一种；其他鸟类主要有杜鹃科、

鸫科 和 莺 科 等。 鹭 科 鸟 类 以 白 鹭（ 2#0.//-
#-03.//-）和池鹭（405.()- +-’’6%&）为主，迁徙高峰

时一个晚上常可观察到上万只迁徙路过；三趾

鹑科以黄脚三趾鹑（ 7%0$,8 /-$9,）为主，在迁徙

高峰季节有时能见到当地群众捕获 ! """ +
&"""只，秧鸡科鸟类以白胸苦恶鸟（4*-%0(0$,&

·-!$· 动物学杂志 !6,$.&. :(%0$-) (; <(()(#" ’$ 卷





少数 地 区，云 南［! " #］、广 西［$］、湖 南［%］以 及 江

西［&］等省都有分布。广西是鸟类迁徙的重要通

道之一，境内的“打鸟坳”较多，但基本位于桂东

北的南岭山脉、桂北的大苗山和桂西北的金钟

山一带。

根据我国各地“打鸟坳”的地理情况分析，

“打鸟坳”的形成需要以下因素：!海拔较高，基

本都应在 ! ’’’ ( 以上；"有南北走向的峡谷；

#位于鸟类迁徙的通道；$容易形成“打鸟坳”

所需要的气候条件。分布在广西苗岭山脉的

“打鸟坳”都具有这些特点。在鸟类迁徙季节并

不是每天都能捕获趋光性鸟类，只有在月光不

亮、风向与鸟类迁徙方向相反、且有浓雾的天气

才能大量捕获鸟类。因此当地群众有“十夜打

鸟九夜空，总有一夜挑不动”的说法。在苗岭山

脉的“打鸟坳”基本都位于河流或水库附近，其

原因一个可能是候鸟会沿着河流迁徙，河流等

水域能给候鸟提供休息和觅食的生境。这也可

能是在苗岭山脉中所捕获的趋光性鸟类以水鸟

为主的原因。另外估计在水域附近可能更容易

形成“打鸟坳”所需的气候条件。“打鸟坳”在类

似的条件下都会存在，在一些以前没有“打鸟

坳”的地区也有可能存在“打鸟坳”。如最近我

们在桂西北的金钟山也发现了有类似的“打鸟

坳”，当地群众本无利用“打鸟坳”狩猎迁徙候鸟

的传统，但是因为偶然发现开灯时会有大量的

迁徙候鸟撞在白色的墙壁上，而开始有意识地

狩猎趋光性鸟类。

!"# 为什么部分候鸟无捕获记录 据我们多

年在广西大苗山及附近地区的调查，这一带分

布的候鸟已知共有 !’) 种，而目前在这一带的

打鸟坳用光诱捕到的候鸟只有 $* 种。

广西大苗山的趋光性鸟类与云南较为相

似，这可能是因为经过大苗山迁徙的鸟类主要

来自云贵高原。但是也有多种云南很容易捕获

的鸟类［!，+，,］而在广西大苗山却从未捕获。例

如，黑 卷 尾（ !"#$%$%& ’(#$)#*$#%& ）、黄 胸 0
（+’,*$"-( (%$*).(）等，这些鸟类在云南都能较

多的在夜间捕获，但是在大苗山却没有猎捕记

录。这两种鸟类与大苗山相邻的柳州分别为夏

候鸟和冬候鸟［)］。在鸟类迁徙季节，在大苗山

附近的柳州市郊区及融水县、融安县的农田地

区到处都可见黑卷尾，数量极多。黄胸0在这

些地区也比较普遍，经常有群众在未收割的农

田中用雾网诱捕黄胸0，数量最多时一天可捕

获 *’’ " #’’ 只。这两种鸟在这一地区相当普

遍，为什么不能在打鸟坳捕获？估计这些鸟类

在迁徙过程选择了不同的迁徙路径，因为在鸟

类迁徙过程中不同的种类选择不同的迁徙路径

是很正常的，或者迁徙经过这一地区的鸟类并

不是来自云贵高原。此外，这些鸟类可能在大

苗山地区选择白天迁徙，因而不能在夜间利用

其趋光性捕获。

!"$ 为什么部分留鸟也被捕获 在苗岭山脉

的夜间迁徙鸟类中，有些传统上认为是留鸟的

鸟类也在夜间被捕获，种类多达 !& 种。早在

!,+, 年，周放等在研究北部湾涠洲岛的候鸟时

就已经发现，一些留鸟在候鸟迁徙季节夜间有

被灯光大量诱捕的现象［!’］，这种现象在云南也

有发现［!，*，+］。为什么可在夜间利用趋光性捕获

这些留鸟？有的学者认为是这些“鸟类有随夜

间迁徙鸟类活动和有趋光现象”［!］。褐翅鸦鹃、

小鸦鹃、棕三趾鹑、白胸翡翠、棕背伯劳等通常

都被认为是不迁徙的留鸟［!! " !#］，但这些种类在

苗岭山脉的“打鸟坳”有时却能大量捕获，多时

一个晚上每种都能捕获 !’’ 多只。虽然这些鸟

类在当地确实一年四季都可见到，但附近并没

有太多这些鸟类的适宜生境，白天在这一地区

也仅是偶尔看见这几种鸟，可以说这几种鸟在

当地的种群数量是很少的。数量如此多的这几

种“留鸟”在候鸟迁徙季节被灯光诱捕，很难用

这些留鸟是随夜间迁徙鸟类活动来解释，这些

鸟大部分应该是从其他地方迁徙过来的。

对于这种“留鸟”迁徙的现象，表明我们目

前对鸟类迁徙了解还很不够。也许留鸟中部分

种群有迁徙行为，也许一些留鸟有不同于漂泊

生活的短途迁徙现象，或者有些“留鸟”其实就

不是真正的留鸟而是季节性迁徙的候鸟。这些

都有待于进一步研究，对鸟类迁徙和候鸟的研

究确实应该加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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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 议

在鸟类迁徙的季节，只要有合适的天气，当

地群众甚至一些党政干部驱车几十公里来到

“打鸟坳”猎捕迁徙路过此处的候鸟。在滚贝老

山附近的土地坳尤为突出，有时可多达 ! """ #
$ """ 盏汽灯，整晚灯光闪烁。由于当地人已有

几辈人诱捕迁徙候鸟的经验，因此捕鸟效率相

当高。我们曾见到一个人在一个晚上捕获鸟类

!"" 多只，重约 $% &’。而且捕获的鸟类不分种

类均加以处死，所捕获的鸟类中大部分都是国

家保护动物，也包括了国家!级重点保护动物

小天鹅。近几年捕食野生动物风气盛行，鸟的

价钱提高。当地人开始采用更先进的方法猎捕

鸟类，如用汽车大灯照亮鸟类，然后用猎枪枪击

候鸟，使得一些在迁徙过程中飞得较高的鸟类

也难逃厄运。人类的活动已显著地破坏了迁徙

候鸟资源。虽然当地有关管理部门也采取了一

些措施，但“打鸟”仍然屡禁不绝。为保护这一

自然资源，作者提出以下建议：

!"# 建立鸟类环志监测站 目前在广西还没

有建立稳定开展工作的鸟类环志工作站，因此

可在苗岭山脉建立候鸟环志监测站，在鸟类迁

徙季节开展鸟类环志工作，监测鸟类资源的变

化。近年来，在国内外一些地方的迁徙候鸟中

检测出禽流感病毒，因此在广西的重要候鸟迁

徙通道上建立长期的候鸟监测站点显得更为必

要。

!"$ 加大宣传爱鸟护鸟和打击违法捕鸟的力

度 有关部门应加强宣传《中华人民共和国野

生动物保护法》等法律法规文件，宣传保护候鸟

的意义。在加强宣传的同时，还要加大打击非

法猎捕候鸟案件的力度，及时处理一批非法捕

杀候鸟的案件。有些地方不少群众还有猎枪，

有关部门应继续加以收缴。

!"% 开展观鸟旅游活动 目前国内观鸟活动

开展十分红火，广西也成为国内外许多观鸟人

士的重要出行地之一。苗岭山脉鸟类资源比较

丰富，在候鸟迁徙季节可邀请国内外鸟类爱好

者来观赏候鸟迁徙这一自然奇观，以促进当地

的鸟类保护和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致谢 工作得到了滚贝老山自然保护区和元宝

山自然保护区的大力支持；程志营、石荣学等也

参加了部分野外工作，在此一并致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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