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嫩江高峰林区白腰朱顶雀的环志回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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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高峰鸟类保护环志站地处大、小兴安岭之间的嫩江河谷东岸，松嫩平原北麓。特殊的地理位置使

这里成为候鸟经松嫩平原迁徙途中重要的停歇地和食物补给站。自 %**+ 年开展环志以来，截止 !""& 年

%! 月末，在该地区发现鸟类 !%" 种，隶属 %& 目 () 科，环志鸟类 %)( 种 %)( ("& 只，其中，白腰朱顶雀

（!+*1)%,#& -,+22%+）环志 !) %&# 只，是高峰鸟类保护环志站环志数量最多的种类。!""( 年 ! 月 %" 日挪威

回收到由高峰鸟类保护环志站环志的一只白腰朱顶雀，成为中国开展鸟类环志 !" 多年来，欧洲国家回

收到的第一只中国环志鸟。之后，在俄罗斯、荷兰也相继回收到高峰环志的鸟类，使高峰鸟类保护环志

工作再度引起鸟类学家的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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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腰朱顶雀（!+*1)%,#& -,+22%+）俗名苏雀，

分布于全北界的北部。繁殖于北方的针叶林

区，越冬于温带林区。在中国越冬于西北部的

西天山并经东北各省至山东及江苏。迷鸟有见

于甘肃东北部［%］。本次研究以高峰鸟类保护环

志站 !""% ’ !""& 年的环志资料和全国鸟类环

志中心提供的回收信息为基础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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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理概况

高峰鸟类保护环志站（!"#$%&’，()*#(*&+）

地处大、小兴安岭之间的嫩江河谷东岸，松嫩平

原北麓的高峰林场境内。境内植被以樟子松

（!"#$% %&’()%*+"%）、云杉（!",)- ./+-")#%"%）等人工

林为主，间有少许柳（ 0-’"1 2-*%$3-#-）、刺玫瑰

（4/%- -,",$’-+"%）、平榛（5/+&’$% 6)*)+/76&’’-）。成

片的针叶林与四周农田相辉映，形成“绿色岛

屿”，是候鸟经松嫩平原迁徙途中重要的停歇地

和食物补给站。

这里为大陆季风性气候，气候特点是：春季

干旱少雨多风，夏季短促温热、雨量集中，秋季

降温迅速、多早霜，冬季寒冷干燥、积雪期长。

" 研究方法

从 )$$( 年开始，春、秋两季在林缘、水边等

地选择有代表性的地块布设粘网，网高 , - *
.，长 )$ .，布设数量为 *$ - /$ 片，每隔半小时

巡视一遍粘网，将入网鸟类取下放入鸟袋，环

志、记录后放飞。为了提高监测的准确性，每年

春季环志时间为 , 月 (* 日 - * 月 ,( 日，秋季环

志时间为 0 月 (* 日 - () 月 ( 日，设网量和布点

基本一致。

# 结果及分析

#$! 迁徙动态分析 自 (""0 年开展环志以

来，截止 )$$* 年 () 月末，在嫩江高峰林区发现

鸟类 )($ 种，隶属 (* 目 ,% 科，环志鸟类 (%, 种

(%, ,$* 只，其中，环志数量最多的种类是白腰

朱顶雀，)% (*/ 只，占环志总量的 (%1。

从表 ( 可以看出，白腰朱顶雀秋季的环志

量远远大于春季环志量，而且秋季环志量和次

年春季的环志量呈正相关。春季雌性比例较

大，秋季的雌性比例较春季小，但也远高于雄

性。通过观察发现，由于研究地的地理特殊性

（绿岛效应），日环志量的变化基本反映了鸟类

迁徙动态（图 (，表 )）。高峰林区是白腰朱顶雀

的越冬地，在当地的居留时间达 (*$ - ))$ 2。(
月的观测数据显示，在高峰林区越冬的白腰朱

顶雀数量为 ( $$$ - ( ,$$ 只，另外，在春季和秋

季分别出现环志高峰期（表 )），说明该鸟在高

峰林区既是冬候鸟，也是旅鸟。

表 ! "%%! & "%%’ 年白腰朱顶雀环志情况统计表

春季（年份） 秋季（年份）

)$$( )$$) )$$, )$$! )$$* )$$( )$$) )$$, )$$! )$$*

环志数量（只） (0" )"/ 0$( (%! )" , *0( " $"$ % $," ) ,0/ ( *0,
占当季环志的百分比（1） $3% $3/ )3$ $3/ $3( ((3! )$3! )$3$ ($30 /3"

雌4雄 03,4(3/ /3*4)3* /3)4)30 %3/4,3, %3)4,30 %3*4,3* %304,3) %3"4,3( %3!4,3% *3*4!3*

表 " "%%! & "%%’ 年白腰朱顶雀迁徙情况表

年份

秋季 春季

首见日

（月 5 日）

环志高峰期

（月 5 日）

末见日

（月 5 日）

环志高峰期

（月 5 日）

)$$( " 5 )/ ($ 5 )( * 5 (( , 5 (%
)$$) ($ 5 ! ($ 5 )( * 5 (, , 5 ($
)$$, ($ 5 , ($ 5 (* * 5 (! , 5 %
)$$! ($ 5 (, ($ 5 )0 * 5 )) , 5 )*
)$$* ($ 5 )$ (( 5 () * 5 () , 5 (,

#$" 环志回收 在高峰林区开展鸟类环志研

究以来，共有 ,% 只白腰朱顶雀的回收信息，其

中 ($ 只为异地回收的信息（表 ,）。

)$$, 年 ) 月 ($ 日挪威回收到由高峰鸟类

环志站 )$$( 年 ($ 月 )! 日环志的 ( 只白腰朱顶

雀（环号 6$"7,(*%）。这是中国开展鸟类环志

)$ 多 年 来，欧 洲 回 收 到 的 第 一 只 中 国 环 志

鸟［)］。随后，)$$, 年 (( 月 (" 日在俄罗斯圣彼

得堡和 )$$* 年 (( 月 (, 日在荷兰格林威治又

分别回收到嫩江高峰鸟类保护环志站环志的 )
只白腰朱顶雀（6)$7*!()、6!)7(,)!）。

·)*(· 动物学杂志 56"#)%) 8/$+#-’ /9 ://’/;& !) 卷





该鸟的重要越冬地。同时进一步证实中国东北

地区环志的白腰朱顶雀在越冬后有沿原路北迁

至繁殖地的可能，或不同年份在不同区域越冬，

越冬地距离可达 ! "## $%。

在被环志的个体中，雌雄比例远远偏离 & ’
&，最高达 ()" ’ &)*（表 &）。这可能因为该物种

在非繁殖季节集群活动，而且是由鸣啭多变的

雄性引领着。每当起飞或降落时多是雄鸟在

先。在白腰朱顶雀的分布区，它们是传统的笼

养鸟类，各地多有用媒鸟诱捕的习惯。被捕捉

的以雄鸟为多。另外，雌雄比例失衡的现象，春

季比秋季更严重，也印证了这一点。即经过迁

徙和在越冬地的停歇，损失了更多的雄性个体。

翌年春季再迁徙回到高峰林区时，雌性的比例

也就更高了。

回收信息表明，白腰朱顶雀往来于中国+欧
洲，是鸟类典型的东西迁徙，因而在嫩江高峰林

区开展鸟类保护和环志研究，对探索嫩江流域

鸟类的组成及亚欧大陆鸟类迁徙规律的研究、

以及对于保护和合理利用候鸟资源与疫源疫病

监测等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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