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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366< 年 22 月 2= 日 : 23 月 3= 日和 3664 年 ; 月 = 日 : < 月 = 日对洪泽湖东部湿地自然保护区境内

淮河入洪泽湖河口处（;;>64? : ;;>67? @，22=>39? : 22=>;6? !）雁鸭类的种类组成、数量及生境分布进行了

研究。在河道和鱼塘生境分别设置了 3 个和 8 个样带（方），共统计到雁鸭类 4 属 2= 种。与历史记录相

比，雁鸭类种类明显减少。22 : 23 月记录到雁鸭类 < 属 23 种，优势种为斑嘴鸭（1$+& 2(%3#,(*"0$3"+）、绿

翅鸭（1 / 3*%33+）、花脸鸭（1 / -(*4(&+）和绿头鸭（1 / 2,+50*"0$3"(&）；3664 年 ; : < 月记录到雁鸭类 ; 属 = 种，

优势种为绿翅鸭、白眉鸭（1 / 6)%*6)%7),+）和斑嘴鸭。研究区域内，22 : 23 月河道与鱼塘生境分布的雁鸭

类种类和数量差异均显著，鱼塘生境分布的雁鸭类种类多、数量大，而 ; : < 月河道与鱼塘生境分布的雁

鸭类种类差异不明显，数量差异显著，河道生境分布的雁鸭类数量较大。人类活动引起的隐蔽场所和食

物资源的变化是造成分布差异的主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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雁鸭类是湿地鸟类的主要组成部分，是湿

地环境质量变化的指示物种之一，具有重要的

经济价值。雁鸭类的生态学研究有助于明确其

在湿地生态系统的地位和作用，也有利于雁鸭

类资源的保护和科学利用。国内针对雁鸭类的

研究开始于 @A 世纪 BA 年代，主要侧重于种类

组成、区系分析、种群数量与狩猎等［C D E］；FA 年

代后，国内关于雁鸭类的专门研究较少，在对水

鸟的研究中涉及了雁鸭类的种间关系［G］、区系

分析［B］和物种组成［H］等方面。而这段时期国外

关于雁鸭类的研究十分丰富，包括人为干扰以

及栖息地环境变化对雁鸭类的行为、分布和数

量变化的影响等多个方面［I D CA］。

洪泽湖是我国第四大淡水湖，地处 JJKABL
D JJKEALM，CCIKCAL D CCIKG@LN 之间，属北亚热带

与南温带的过渡气候，年平均气温 CBOJP，年

均降水量 F@GOG **。由于泥沙蓄积量大、水位

浅，滨湖湿地资源丰富，适宜雁鸭类栖息，是历

史上我国南方重要的雁鸭类狩猎地。近年来随

湖区经济的发展，滨湖区域的湿地受到不同程

度的开发，水产养殖导致的滨湖湿地围垦最为

显著［CC］，适宜雁鸭类栖息的生境萎缩及破碎化

严重，影响了雁鸭类在这一地区的分布数量。

然而，关于洪泽湖湿地雁鸭类的研究报道较少，

湿地资源开发后雁鸭类的现状尚不清楚。

作者于 @AAG 年初冬至 @AAB 年春，对洪泽

湖东部湿地自然保护区境内雁鸭类种类组成、

数量和生境分布进行了研究，旨在为该地区雁

鸭类资源的保护与利用以及对滨湖湿地的有效

管理提供基础资料。

) 研究地自然概况

研究区域位于洪泽湖东部湿地省级自然保

护区境内。该保护区于 @AAG 年建为省级自然

保护 区，总 面 积 约 GE AAA 1*@，核 心 区 面 积

CB AAA 1*@。研究地点位于保护区的杨圩滩核心

区，洪泽县老子山镇东南 CJ ;*，淮河入洪泽湖

河口处（JJKABL D JJKAHL M，CCIK@FL D CCIKJAL N）

（图 C）。

由于多年的围垦和开发，研究区域内生境

主要由河道、鱼塘、农田和夹杂在其间的小面积

天然湿地等组成。河道水深 E * 左右，平均宽

度 EGA *，水流缓慢，堤外密植杨树、柳树，河岸

浅滩狭窄或消失，芦苇成片或成块分布其中。

鱼塘是重要的次生湿地资源，水深 @ * 左右，近

塘坝或鱼塘中心水位较低的部分生有成片或成

块 的 芦 苇（ !"#$%&’()* $+*(#$,’* ）、扁 杆4草

（-.’#/+* /,$0’.+,&’*）和空心莲子草（1,()#0$0(")#$
/"’,23.#2’4)*）。农田夏季种水稻，冬季种小麦。

* 研究方法

*+) 样带（方）的设置 在研究地域内由于农

田冬季改种小麦或撂荒，雁鸭类不能利用，所以

在河道和鱼塘两种典型生境中选设了 B 个样带

（方）。选设 @ 条河道生境样带，E 个具有代表

性的鱼塘样方（图 C，表 C）。河道样带宽度用加

拿大 MNQRSM 公司生产的 :TUH V GA 激光测距

仪测定，鱼塘面积用美国 <?T0WM 公司生产的

N+.’X :’/’%, 手持 <Y> 测定。

*+* 鸟类种类和数量调查 前期选定样带

（方）后，分别于 @AAG 年 CC 月 CI 日 D C@ 月 @I
日和 @AAB 年 J 月 I 日 D G 月 I 日，连续进行调

查统计。由于隆冬的 C 月和 @ 月鸟类迁徙停

止，种类和数量组成基本稳定，因此，此段时期

内暂停调查记录。

采用直接记数法记录雁鸭类种类及数量。

样带!和"沿河岸行进，记录河岸一侧 GAA *
内出现的鸟类。对于鱼塘生境，站在塘坝上记

录鱼塘塘坝范围内出现的鸟类。调查时间为

AB：AA D CA：AA 和 CB：AA D CI：AA 时。观察工具

为德国产 >+’$%’. #"7".$ CA V BA 双筒望远镜和日

本产 MWZSM BA V HA 单筒望远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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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 $$ % $! 月记录到雁鸭类 # 属 $! 种共

# &’" 只，优势种为斑嘴鸭、绿翅鸭、花脸鸭和绿

头鸭；!""( 年 ) % # 月记录到雁鸭类 ) 属 & 种

* (&( 只，优势种为绿翅鸭、白眉鸭和斑嘴鸭。

对雁鸭类的多样性统计分析发现，研究区

域内 $$ % $! 月雁鸭类多样性（ !+）和均匀度

（"）都高于 ) % # 月，而优势度（#）则 ) % # 月间

较高。鸟类的多样性与优势度呈负相关，即多

样性指数越大，优势度指数就越小，群落的营养

通道就越广，群落就越趋稳定。由此可知，研究

区域内 $$ % $! 月雁鸭类群落较 ) % # 月稳定

（表 )）。

表 ! 洪泽湖东部湿地保护区雁鸭类种类组成

"#$%& ! "’& ()&*+&( *,-),(+.+,/ ,0 1&&(& #/2 23*4( +/ .’& 5#(.&6/ 7,/18&’3 9&.%#/2 :#.36#% ;&(&6<&

种类

,-./0.1

记录地点

234/51

!""# 年 $$ % $! 月 !""( 年 ) % # 月

平均数量（只67）

89.:;<. =>?@.:

密度（只6A?!）

B.=10CD

平均数量（只67）

89.:;<. =>?@.:

密度（只6A?!）

B.=10CD
雁属 $%&’(

$E 鸿雁 $ F )*+%,-.’& 飞越样方上空

!E 豆雁 $ F /0102-& !，" "E*!& ( G "E&)" ( "E"$$ #
麻鸭属 30.,(%0

)E 赤麻鸭 3 F /’((4+-%’0 #，" "E"*’ ( G "E)"& ( "E""$ ) "E"&) ) G "E*($ & "E""! $
*E 翘鼻麻鸭 3 F 50.,(%0 !

（河）鸭属 $%0&
#E 斑嘴鸭 $ F 6,’)-2,(7*%)70 $，!，%，&，"，! #$E&#’ $ G *(EH&’ ( $E)&H " *E()) ) G *E&$$ ( "E$$# &
(E 绿头鸭 $ F 6205*(7*%)7,& !，%，&，"，! $"E)#’ $ G $)E’)’ ( "E!’’ * "E*$’ ( G "EH($ & "E"$" *
’E 罗纹鸭 $ F /02)050 %，! !E$H" # G HE’#( $ "E"#& ’
&E 琵嘴鸭 $ F )2*6’050 #，% "E$H" # G "EH*) ! "E""# $ "E*(( ’ G !E""* " "E"$$ ’
HE 针尾鸭 $ F 0)450 %，! "E!$* ) G $E"H* " "E""# ’
$"E 绿翅鸭 $ F )(’))0 $，#，!，%，&，"，! #"E&&$ " G #"E&(( ) $E)(! H ()E"$( ’ G ((E#)" * $E#’# *
$$E 花脸鸭 $ F /,(8,&0 %，"，! $"E)&$ " G !&E$#! " "E!’& $
$!E 赤颈鸭 $ F 6’%’2,6’ # !E’(( ’ G #E*&$ # "E"(H !
$)E 白眉鸭 $ F 94’(94’.420 #，&，" (E")) ) G ’E)’( " "E$#" &

潜鸭属 $*57*0
$*E 白眼潜鸭 $ F %*(,)0 % "E!$* ) G $E)&& ’ "E""# ’

秋沙鸭属 :’(+4&
$#E 普通秋沙鸭 : F 8’(+0%&’( ! "E"’$ * G "E)*$ ’ "E""$ H
$(E 红胸秋沙鸭 : F &’((05,( !
$’E 白秋沙鸭 : F 021’224& $，% "E$$H " G "E’’$ # "E"") !

鸳鸯属 $-;
$&E 鸳鸯 $ F +02’(-)42050 & "E")) ) G "E!#& ! "E""" &

!表示在盱眙县山城市场发现 I4>=7 0= CA. /4>=CDJC4K= ?;:5.C F

表 = 不同时期雁鸭类群落特征比较

"#$%& = >,-)#6+(,/ ,0 *’#6#*.&6+(.+*( ,0 .’& *,--3/+.? ,0 1&&(& #/2 23*4(

时间段（月份）

,C;<.

物种数

L>?@.: 4M 1-./0.1

优势种

B4?0=;=C 1-./0.1

密度（只6A?!）

B.=10CD
!+ " #

$$ % $! $! * )E*"" # $E&!& ) "E#$" " "E)** #
) % # & ) !E"’* ( $E"## * "E""$ ’ "E((& )

=@! 雁鸭类的滞留特点 将全部调查统计时

间按 $" 个观测日分为一段，共分 $" 段，记录统

计每种在各段遇见的情况，推测每个物种迁徙

途中在研究区域内大约滞留时间（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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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 洪泽湖东部湿地雁鸭类迁徙时间表

"#$%& ! "’& ()*#+,-. -/ 0&&1& #.( ()231 ,. +’& 4#1+&*. 5-.06&’) 7&+%#.( 8#+)*#% 9&1&*:&

种类

!"#$%#&

遇见时间 ’#$()* *+,#

- . / 0 1 2 3 4 5 6

78 鸿雁 !"#$% &’(")*+$# 9 9
:8 豆雁 ! ; ,-.-/*# 9 9 9 9 9
<8 赤麻鸭 0-+)%"- ,$%%1(*"$- 9 9 9
=8 斑嘴鸭 !"-# 2)$&*/)%3’"&3- 9 9 9 9 9 9 9 9 9 9
>8 绿头鸭 ! ; 2/-4’%3’"&3)# 9 9 9 9 9 9 9 9 9
?8 罗纹鸭 ! ; ,-/&-4- 9
@8 琵嘴鸭 ! ; &/’2$-4- 9 9 9 9 9 9
A8 针尾鸭 ! ; -&14- 9 9 9
B8 绿翅鸭 ! ; &%$&&- 9 9 9 9 9 9 9 9 9
7C8 花脸鸭 ! ; ,)%5)#- 9 9 9
778 赤颈鸭 ! ; 2$"$/)2$ 9 9 9 9
7:8 白眉鸭 ! ; 61$%61$+1/- 9 9 9 9 9
7<8 白眼潜鸭 !’43’- "’%)&- 9
7=8 普通秋沙鸭 7$%(1# 5$%(-"#$% 9
7>8 白秋沙鸭 7 ; -/.$//1# 9
7?8 鸳鸯 !*8 (-/$%*&1/-4- 9

-：:CC> 年 77 月 7A 日 D 77 月 :@ 日；.：77 月 :A 日 D 7: 月 @ 日；/：7: 月 A 日 D 7: 月 7@ 日；0：7: 月 7A 日 D 7: 月 :@ 日；1：:CC?
年 < 月 A 日 D < 月 7@ 日；2：< 月 7A 日 D < 月 :@ 日；3：< 月 :A 日 D = 月 ? 日；4：= 月 @ 日 D = 月 7? 日；5：= 月 7@ 日 D = 月 :? 日；6：=
月 :@ 日 D > 月 ? 日。

由表 = 可知，斑嘴鸭、绿头鸭和绿翅鸭滞留

时间最长。其中，绿头鸭和斑嘴鸭的少数个体

常混在当地居民放养的家鸭中，据介绍是从野

外捡回的鸭蛋孵出的，因此推断二者的少数个

体在当地繁殖，与黄文几［7:］所提到的情况一

致。绿头鸭和斑嘴鸭在洪泽湖地区有部分留

鸟。白眼潜鸭、普通秋沙鸭、罗纹鸭、针尾鸭和

鸳鸯等 > 种只在某个阶段出现，观测到的次数

有限，因而难以判断其滞留时间。

;<; 雁鸭类的数量动态 雁鸭类滞留研究区

域期间，种群数量会随时间发生动态变化。以

研究区域内 = 种优势种（绿翅鸭、斑嘴鸭、白眉

鸭和绿头鸭）的种群数量按 7C * 为一段进行统

计，可见种群数量的变动特点（图 :）。

在 77 D 7: 月间斑嘴鸭和绿翅鸭数量较多，

绿头鸭数量较少，白眉鸭未见。其中斑嘴鸭和

绿头鸭数量在 7: 月底时降至较低的水平并持

续到次年 > 月初；次年 < 月起，绿翅鸭数量有所

增加，< 月下旬达到顶峰后开始下降，至 = 月下

旬不可见；白眉鸭 < 月下旬始见，数量保持较低

水平持续至 > 月初。

;<! 不同生境雁鸭类群落特征分析比较 由

于适宜雁鸭类分布的大面积天然浅滩湿地已不

多，河道和鱼塘成为重要的栖息地。两种典型

生境中地形地貌、植被类型和人为环境不同，造

成其雁鸭类群落结构也各不相同，形成了两个

各具特点的雁鸭类群落，即河道雁鸭类群落

（!）和鱼塘雁鸭类群落（"）。经过计算，物种

数量两个时期都是：! E"；密度：77 D 7: 月!
E"，< D > 月! F"；多样性（9G）两个时期都

是! E"；均匀度（:）77 D 7: 月! F"，< D > 月

! E "；优势度（;）两个时期也都是! F "。

两个时期两种生境雁鸭类群落的相似性（ <）!
略大于"，均较高（表 >）。

从表 > 中可知，两个时期河道雁鸭类物种

数相差不明显，但密度、优势度指数 77 D 7: 月

小于 < D > 月，多样性指数、均匀性指数 77 D 7:
月大于 < D > 月。这是由于河道 < D > 月间栖息

的雁鸭类数量虽然较多，但主要为绿翅鸭，其他

种类数量较少，各种间个体分配不均匀造成的。

两个时期鱼塘生境雁鸭类群落比较表明，77 D
7: 月物种数、密度、多样性指数均大于 < D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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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有发现。在数量上，该文献中认为斑嘴鸭、绿

头鸭、绿翅鸭、花脸鸭、针尾鸭、豆雁等数量最

多，本次调查的结果显示数量较多的只有斑嘴

鸭、绿翅鸭、绿头鸭和白眉鸭，花脸鸭、针尾鸭和

豆雁均为偶见种。

钱国桢等［!"］对太湖鸭类（不包括雁类）进

行调查时，共记录到 # 属 $% 种。与之相比，洪

泽湖缺少 % 个属，即鹊鸭属（!"#$%&’(’）、树鸭属

（)$*+,-#./*’）、棉凫属（0$11’%"2）。潜鸭属缺少

% 种，河鸭属缺少 ! 种。在太湖野鸭群落中，潜

鸭属鸭类驻留太湖期间数量庞大，常成为当时

主要类群。而在洪泽湖的研究区域中，仅记录

到一次潜鸭属种类出现。这可能与潜鸭类对人

为干扰的耐受力较小有关［#］。

与历史记录相比，洪泽湖地区的雁鸭类种

类减少明显。一个地区鸟类种类减少与生境的

丧失有关，也与人为干扰有关。洪泽湖野鸭一

直是洪泽湖地区重要的农副产品，狩猎对雁鸭

类影响很大。国外的研究表明狩猎是一种重要

的人为干扰，其后果会导致受干扰的越冬雁鸭

类暂时迁离或彻底放弃越冬栖息地［!&］。

!"# 影响雁鸭类生境分布的因素 雁鸭类的

分布受生境内食物、隐蔽场所及人为活动等因

素的影响。!$ 月底前鱼塘生境中分布的雁鸭

类种类和密度都大于河道生境（表 ’）。原因是

!! 月下旬至 !$ 月下旬，当地居民大面积收割

芦苇，至 !$ 月底时，河道两岸的生境基本上是

大块的割伐地或树林杂以稀疏的芦苇丛。这个

时期运输芦苇的船只频繁来往于河道东西岸

间，人为干扰的强度较大。虽然有些鸭类对人

为干扰具有较大的耐受力，但如果栖息地受到

持续性干扰，即使该地区具有适合的食物资源

也会被其放弃［’］。因此，人为活动是河道生境

中雁鸭类种类和数量较少的主要原因。而同时

间段内，附近的鱼塘生境（!号和"号样方）中

还保留有成片的芦苇丛，形成良好的隐蔽场所。

部分鱼塘（#号和$号样方）为了捕鱼放低鱼塘

水位，利于雁鸭类采食塘底的水草和底栖动物。

良好的隐蔽场所和丰富的食物资源吸引了大量

雁鸭类栖息于鱼塘中。虽然鱼塘中雁鸭类数量

较多，但主要为斑嘴鸭、绿翅鸭、花脸鸭和绿头

鸭等 " 种，其余物种数量较少，种间个体数量差

异明显。河道中雁鸭类出现种类和数量均较

少，但种间差异不明显。故河道雁鸭类群落的

均匀性指数（3）较高。

春季雁鸭类的生境分布情况与秋季不同。

虽然种类差异不明显，但河道生境雁鸭类的数

量明显高于鱼塘。春季因渔业需要，鱼塘内水

位被人为放高，而行为形态学研究发现由于受

颈长和腿长的限制，一般来说，雁鸭类（除潜鸭

外）很少在水深超过 $’ () 的地方取食［!’］，加之

经过冬季清塘和收割芦苇，鱼塘内底栖动物和

水草几乎绝迹，残余苇丛又十分稀疏，不适宜雁

鸭类栖息。而春季是洪泽湖的枯水期，河道中

水位比冬季有所下降，而且水草和底栖动物相

对丰富，部分河岸还残留有较大面积不连续的

苇丛（高度 * ! )），利于雁鸭类栖息。河道中栖

息的雁鸭类数量多、种类少，主要为绿翅鸭，占

总数的 #&+以上。而鱼塘中栖息的雁鸭类数

量少、种类多，种间个体分布均匀。所以鱼塘雁

鸭类群落的多样性指数（4,）和均匀性指数（ 3）

均较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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