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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海丰紫水鸡种群密度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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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年 %! 月 & !""( 年 ( 月对广东海丰公平大湖保护区的紫水鸡（1(*2"0*#( 2(*2"0*#(）种群密度进

行了调查。繁殖期和非繁殖期的种群密度分别为 %)*)) 只+,-! 和 .*)) 只+,-! 。通过对大湖和东关联安

围总的样线平均个体数比较，差异性显著（1 / "*"’）；在种群密度上，发现东关联安围不同时期的种群密

度均较高，分别达 %(*%% 只+,-! 和 %%*(# 只+,-! ，大湖分别为 .*%# 只+,-! 和 ’*0) 只+,-! 。对种群影响因

素分析表明，非法猎捕和栖息地质量下降是导致紫水鸡种群变化的重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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紫水鸡（1(*2"0*#( 2(*2"0*#(）隶属于鹤形目

秧鸡科紫水鸡属，广泛分布在旧大陆热带地区，

见于地中海沿岸、非洲、亚洲及澳大利亚［%，!］。

未被列入全球受胁物种［!］。但是，分布于地中

海西 部 和 南 大 西 洋 地 区 的 指 名 亚 种（ 1 D 2 D
2(*2"0*#(）已列为稀有物种（欧洲）［)］及濒危物种

（葡萄牙）［$］。%. 世纪末至 !" 世纪中期，欧洲的

紫水鸡种群数量严重下降，在葡萄牙、L9KP:8:9
（意大利）和西班牙大陆等地处于绝灭边缘，而

在法国、希腊、意大利大陆和 \9G@9K:O 群岛（西班

牙）完全绝灭［%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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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经过实施物种重引







海丰保护区繁殖期的种群数量 !"" 只。但是由

于水产养殖等对适宜生境的破坏、非法猎杀对

种群数量的直接危害等，保护区内紫水鸡繁殖

期种群密度应低于 #$%$$ 只&’(!，种群数量最

高不超过 !"" 只。基于同样的考虑，非繁殖期

的种群密度应低于 )%$$ 只&’(!，整个保护区紫

水鸡种群数量应少于 #*" 只。

!"# 两个保护站种群密度比较 将大湖和东

关联安围保护站调查到的紫水鸡种群密度做比

较。从表 # 看出，东关联安围紫水鸡繁殖期和

非繁殖期的种群密度比较高，分别达 #"%## 只&
’(! 和 ##%"+ 只&’(!，而大湖分别为 )%#+ 只&’(!

和 ,%*$ 只&’(!。两个保护站不同时期的样线

平均个体数明显不同（表 #）；总的样线平均个

体数经 ! 检验，差异显著（" - .%.,）。

表 $ 两个保护站调查结果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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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点

/0123405

调查时期

678409

样线数（条）

:825;713;

样线平均个体数（只&条）

（<725 = >?）&3825;713

@（只&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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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群密度（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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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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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关联安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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繁殖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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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代表总的样线平均个体数；L，M 示差异显著，" P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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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种群影响因素分析 通过访问调查了解

到，紫水鸡在海丰地区曾经比较常见，当地人将

紫水鸡称为“竹鸡”。这证实了高育仁等关于紫

水鸡是广东留鸟的推断［#"］。据长期居住在大

湖和东关联安围的村民反映，在 !. 世纪 *. 年

代，紫水鸡在上述两地都有分布。村民在稻田

中劳作时能够时常见到紫水鸡。但 ). 年代后，

村民遇见紫水鸡的次数越来越少。

当地村民对紫水鸡的保护价值认识不足，

盲目追求经济利益，非法猎捕紫水鸡，导致其数

量下降。一位 !. 岁左右的当地村民承认，其个

人曾经捕获的紫水鸡超过 #. 只。保护区建立

后，一直把紫水鸡作为重点保护对象，采取了在

保护区核心区安排护鸟员定期巡护和在村民中

进行宣传教育等一系列保护措施。但是，由于

经济利益的驱使，偷猎活动未能得到有效的遏

制，这直接影响紫水鸡种群数量的稳定和发展。

栖息地质量，即食物资源的丰富度、植被覆

盖度、栖宿条件、营巢条件等与种群密度密切相

关［#)］。保护区内保存有适合紫水鸡生存的环

境，繁殖期或非繁殖期在大湖和东关联安围保

护站都能记录到不同数量的紫水鸡。但是，从

表 # 可知，大湖和东关联安围不同时期紫水鸡

的样线平均个体数和种群密度存在较大差异，

且总的样线平均个体数差异显著。分析其原

因，主要就是人为活动的破坏导致栖息地质量

不同。相比较而言，大湖的种群密度偏低，主要

原因与其适合紫水鸡生存的栖息地质量日益恶

化有关：保护区缺少管辖范围内土地的所有权，

致使紫水鸡的适宜栖息地缺乏有效的管理；水

葱等湿地植被的破坏使得紫水鸡赖以生存的适

宜栖息地面积不断缩小；日益加剧的人为干扰

严重影响紫水鸡的分布和繁殖；紫水鸡分布区

内村民的生产活动以及机动车道严重破坏了适

·.##· 动物学杂志 #$%&’(’ )*+,&-. */ 0**.*12 K! 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