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动物学杂志 !"#$%&% ’()*$+, (- .((,(/0 !""#，$!（%）：&’ ( &)

四川美姑、汉源黑颈鹤迁徙停歇地环境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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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于 !""% 年及 !""> 年春季在云南大山包和贵州草海给 & 只黑颈鹤（1*)& $#/*#2(,,#&）放置了卫星发射

器，观察结果表明，其中 > 只黑颈鹤至少完成了一次完整的春季或秋季迁徙。黑颈鹤在四川省汉源停歇

的乡镇包括：乌斯河镇、河南、坭美、梨园、宜东、三交坪和皇木；在美姑停歇的乡镇包括：柳洪、依果觉、农

作、拉木阿觉、炳途、瓦古、峨曲古龙门和尼哈。!""% 年 > 月 $ ( & 日和 !""> 年 > 月 & ( :$ 日实地考察了

汉源和美姑两县的黑颈鹤停歇地点。黑颈鹤在两县的停歇地点都在海拔 : )"" ? 以上且人为活动稀少

的区域，或为草甸覆盖的高山浑圆山头，或为高山缓坡的林间空旷草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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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颈鹤（1*)& $#/*#2(,,#&）是生活在高原的鹤

类，被世界自然保护联盟（ *;3E）列为易危物

种。黑颈鹤在青藏高原繁殖，冬季在云贵高原、

雅鲁藏布江河谷地区以及不丹越冬，目前所知

全世界黑颈鹤种群约 & """ 只左右［:］。

根据多年的环志研究，吴至康等［!］认为黑

颈鹤在中国有西部、中部、东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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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条迁徙路线，



其中东部迁徙路线上的黑颈鹤在四川若尔盖繁

殖，在云南东北部和贵州西部越冬。此推断主

要是依据 !"#$ 年和 !"#% 年在若尔盖环志的 &
只黑颈鹤分别于 !"#% 年、!"## 年在贵州草海发

现回收得出的。对于黑颈鹤繁殖地和越冬地之

间停歇地情况，如停歇时间、地点以及地点的生

境状况等尚无报道。

为了进一步搞清黑颈鹤东部路线的迁徙情

况，我们于 &’’(、&’’$ 年春季在云南大山包和

贵州草海分别给 # 只黑颈鹤放置了卫星发射

器，其中 $ 个发射器信号正常，覆盖了 &’’( 年

春季、秋季或 &’’$ 年春季、秋季的迁徙情况。

对于 &’’( 年春季黑颈鹤的迁徙路线，杨晓君

等［)］从宏观上做了简单报道。本文专门对黑颈

鹤在四川汉源和美姑的停歇地生境进行报道。

! 调查地点概况

汉源、美姑两县位于四川省中部偏南，地处

横断山脉北段东缘，为四川盆地向西藏高原的

过渡地带，分别隶属于雅安市和凉山彝族自治

州。气候属于四川东部中亚热带川西南山地半

湿润气候地区。地貌为川西南山地上升大地大

区，植被垂直分布明显，海拔 ! #’’ * 以下为常

绿阔叶林；! #’’ + & &’’ * 为常绿、落叶阔叶混

交林；& &’’ + ) (’’ * 为针阔混交林；) ’’’ +
) (’’ *为亚高山草甸、灌丛带。

汉源县地处大渡河中游，大渡河自西向东

流经县境南部，流沙河贯穿南北。全县海拔多

在 ! (’’ + & (’’ *。汉 源 县 城 年 平 均 气 温

!%,!-，年均无霜期 &"$ .，平均降雨量 %/!,#
**。美姑县地处大凉山山脉中段，地势由东北

向西南倾斜，海拔大多在 & ’’’ + ) ’’’ *，境内

最高海拔 / ’/& *。县城附近全年无霜期 &!/
.，年日照 ! !#!,# 0，年均气温 !!,/-，年降水

量 #!/,/ **。美姑县绝大部分河流属金沙江

水系。汉源、美姑两县的总土地面积分 别 为

&%# #’’ 0*& 和 &%) !&% 0*&，主要为林地、农耕

地和草地。

" 研究方法

自 &’’( 年 ) 月 + &’’$ 年 ) 月，在云南大山

包和贵州草海给 # 只黑颈鹤安置了卫星发射

器，这 # 个 卫 星 发 射 器 的 编 号 为 1 (("#!、1
(("#&、1 (("#)、1 (("#/、1 $/)’"、1 $/)!’、1
$/)!!、1 $/)!&。每个发射器质量 "( 2，其信号

发射周期为 !& 0 关闭、$ 0 开启。为了描述方

便，分别把这几只鹤定为相应的编号。从迁徙

数据来看，# 只黑颈鹤中的 $ 只至少完成了一

次完整的春季或秋季迁徙。 1 (("#& 鹤覆盖了

&’’( 年春季的迁徙；1 (("#/ 鹤覆盖了 &’’( 年

春季、秋季和 &’’$ 年春季的迁徙；1 $/)’" + 1
$/)!& 鹤覆盖了 &’’$ 年春季和秋季的迁徙。因

为 1 (("#! 和 1 (("#) 发射器的信号在迁徙途

中消失，难以确定是发射器受损还是鸟本身的

问题，因此在分析时没有包括这 & 只鹤。

黑颈鹤携带的卫星发射器的信号由 34256
系统接收并经过综合处理后用电子邮件的方式

发送给研究者。根据卫星定位的误差情况，信

号数据分为 7、8、3、’、!、&、) 等 % 个精度等级

（95:;<=5> :9;66）［/］，其中 3、8 和 7 级数据的误差

范围是 34256 系统无法估计的，’ 级数据的误差

大于 ! ’’’ *，! 级数据的误差在 )(’ + ! ’’’ *
之间，& 级数据的误差在 !(’ + )(’ * 之间，) 级

数据的误差小于 !(’ *。因为误差范围不能确

定，在数据处理时没有使用 7、8、3 级的数据。

’ 级的定位精度不是很好，但因为鹤类在迁徙

移动过程中卫星定位精度相对较差，因此在迁

徙停歇地点的定位上除了使用 !、&、) 级的数

据，也使用了 ’ 级的数据。

&’’( 年 $ 月 / + # 日和 &’’$ 年 $ 月 # + !/
日，实地考察了汉源和美姑两县的黑颈鹤停歇

地点。重点调查了定位数据级别为 & 和 ) 的地

点，收集的资料内容包括：停歇地的景观、栖息

环境、土地利用、保护现状以及人为活动情况

等。除此之外，也调查了达汉源、美姑有黑颈鹤

停歇的其他地点。

# 结果与讨论

在佩戴发射器的 $ 只黑颈鹤中，有 ( 只鹤

在迁徙过程中在汉源和美姑停歇，分别是 1
(("#&、1 (("#/、1 $/)’"、1 $/)!’、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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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共计收到这 ! 只黑颈鹤的发射器发出级别 "
# $ 的信号 $$ 个，其中 " 级的数据 %& 个，% 级

的 ’ 个，( 级的 ) 个，$ 级的仅有 % 个。

!"# 停歇乡镇和时间 黑颈鹤在汉源停歇的

乡镇有乌斯河镇、河南、坭美、梨园、宜东、三交

坪和皇木；在美姑停歇的乡镇有柳洪、依果觉、

农作、拉木阿觉、依果觉、炳途、瓦古、峨曲古龙

门和尼哈，其中，* &+$") 仅见于汉源县（表 %，

图 %）。

表 # 四川汉源和美姑黑颈鹤停歇日期以及位置

$%&’( # )%*(+ %,- ’./%*0., .1 2’%/34,(/3(- 56%,(+ 70*8 9$$ +*.::0,; .<(6 0, =%,>?%, %,- @(0;?，A0/8?%, 96.<0,/(

鹤编号

,-./0 *

停歇日期

1.203 45 32.6
（年7月7日）

信号数量

89:;0- 45 <== >.2.
地理坐标

,44->?/.203
停歇乡镇

=4@/3A?B

汉源县

* !!)C( (""!7+7! % ()D%&E!)F8，%"(D !(E +CFG 乌斯河镇马托

* !!)C+ (""!7%%7%) % ()D %!E +’F 8，%"(D $+E !F G 河南

(""!7%%7(" # (+ %"
()D %(E +$F # ()D %!E "F 8，

%"(D $)E %%F # %"(D +%E %"F G
坭美

* &+$") (""&7$7(C # () +
()D $&E +$F # ()D +%E (+F 8，

%"(D ((E %)F # %"(D (&E %"F G
梨园、宜东镇、三交坪

* &+$%" (""&7%%7! % ()D %%E +&F 8，%"(D +$E %(F G 坭美

* &+$%( (""&7+7$ % ()D ("E $%F 8，%"(D !(E (&F G 皇木

美姑县

* !!)C( (""!7+7+ % (CD CE +(F 8，%"$D %%E (CF G 柳洪

(""!7+7+ # ! $
(CD $CE (+F # (CD $)E $(F 8，

%"$D (E $%F # %"$D %%E %"F G
依果觉

* !!)C+ (""!7+7& # ’ $
(CD %+E (+F # (CD %+E $CF 8，

%"$D (E $%F # %"$D %%E (CF G
农作

(""!7%%7(C % (CD &E ()F 8，%"$D &E +"F G 拉木阿觉

(""&7$7(C # () +
(CD $&E !CF # (CD +"E $+F 8，

%"(D !CE %F # %"$D +E ++F G
依果觉、炳途

* &+$%" (""&7$7$% % (CD %"E +CF 8，%"$D %"E (&F G 瓦古

(""&7$7$% % (CD (CE %(F 8，%"$D !E (+F G 峨曲古龙门

* &+$%( (""&7+7( % (CD ()E $CF 8，%"$D %E ($F G 尼哈

黑颈鹤在春、秋季迁徙时都在汉源和美姑

停歇，停歇的时间大多为 % # ( >（表 %），超过 ( >
的只有 * !!)C+，其在 (""! 年秋季南迁时在汉

源的坭美停歇了 ! >。尽管北迁及南迁都利用

汉源和美姑，但是同一只鹤南迁和北迁停歇时

大多不在同一地点。 * !!)C+ 鹤曾 $ 次在美姑

停歇，但是 (""! 年春季在农作乡、秋季在拉木

阿觉乡，(""& 年春季在依果觉和炳途乡，这三

个地方相距 (" 多公里。黑颈鹤从大山包到若

尔盖迁徙距离约 ’"" H:，多于 $ # + > 就可到达

繁殖地［$］。这种迁徙时间的暂短性及停歇点的

不固定性，说明黑颈鹤在这些地点停歇多以休

息为主，而不是摄取大量食物补充能量，以备继

续迁徙。

!"B 停歇地海拔 美姑的地势比汉源高，因此

分别处理这两个县的海拔数据。另外，由 于

I-J43 系统定位的海拔数据误差较大，在处理数

据时去掉海拔最高和最低的数据。黑颈鹤的停

歇点在汉源的平均海拔为 ( "!C :（K1 L ()%，!
L %&），在美姑的平均海拔为 ( C$( :（K1 L +))，

! L %$）。在黑颈鹤停歇点用 M<K 实测，汉源坭

美白洛洛坪一数据级别为 $ 的地点，I-J43 系统

海拔为 ( ($’ :，M<K 实测为 ( $%$ :；在汉源梨

园大羊坪一数据级别为 ( 的停歇点，I-J43 系统

海拔为 ( $++ :，M<K 实测为 ( $C! :。对于本

研究内容来讲，I-J43 系统提供的海拔有一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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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 戴卫星发射器黑颈鹤 "##$ % "##& 年迁徙过程中在四川汉源和美姑县的停歇地点

’()* ! +,-./-012 3(,13 -4 56789/:1891; <27:13 =(,> ?@@ ;A2(:) B()27,(-: 42-B "##$ C "##&
(: D7:EA7: 7:; F1()A <-A:,(13，+(8>A7: ?2-0(:81

参考价值。

GHG 停歇地景观和微生境 在汉源、美姑两

县，重点考察了坭美乡白洛洛坪、梨园乡大羊

坪，美姑县的依果觉乡毛洪觉咧掏村以及树窝

乡树窝村。前三处都有发射器信号数据级别为

! 或 " 的数据，而树窝乡是当地人说看到黑颈

鹤在那里停歇的地方。

GHGH! 汉源县坭美乡白洛洛坪 白洛洛坪海

拔 ! "## $，为高山台地（图 !），台地面积约 %
&$!，它的西、南、北面除局部地区有小片空地

外，均为陡峭山崖和灌木丛生的陡坡。东部是

相对平缓的草坡，且远离公路。白洛洛坪上多

为高差不到百米的缓丘，被低矮的草甸覆盖。

几处低洼的地方有小水塘和小溪，长满莎草科

的 水 草。 缓 坡 上 有 蒿 草、蕨 类、萎 陵 菜

（!"#$%#&’’( ’(()）、火绒草（ )$"%#"*"+&,- ’()）等

为优势的草甸植被群落，有大群小云雀（.’(,+(
/,’/,’(）活动。白洛洛坪上还有两小块农地。

* ++,-% 鹤于 !##+ 年秋季南迁时在白洛洛坪停

歇 + .，晚上在相对湿润的小溪边沼泽上过夜，

白天在相对平缓的地带活动，距过夜地 !/+ &$
以内。

访问当地居民，获知在白洛洛坪上每年春、

秋季都能见到黑颈鹤，一次几只或者几十只，停

歇 0 1 ! .。每年在这里有 0 1 ! 个月都能见到

黑颈鹤。在坭美乡其他很多地方也能见到迁徙

停歇的黑颈鹤。在坭美和甘洛县交界的曼林

头，山体很大，更为平坦，在那里停留的黑颈鹤

更多。

坭美乡是天然林保护工程的重点项目区

域，从公路到白洛洛坪的山腰，长满了人工种植

的 云 杉（ !&0$( 12(034#4’( ）和 落 叶 松（ )(2&5
6($-*7$2&）幼林。

GHGH" 汉源梨园 汉源县的梨园、宜东和三交

坪是 " 个相邻的乡镇（图 0），位于汉源北部流

沙河的上游地带，北部和东北部为西北2东南走

向的大相岭，西部为马鞍山。 * 3%"#, 于 !##3
年春季迁徙时停歇 ! . 的地点是梨园乡大地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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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 汉源坭美乡白洛洛坪黑颈鹤停歇地点

"#$% ! &’( )* +’#,-),-)(#.$ #. /#01# 2#’.$ )* 3’.4-’. 5)-.64
图上所绘 ! ""#$% 鹤停歇为数据级别 & 以上的地点。

’()*+,(-. (/ ! ""#$% 0121 /2(3 455 6*+* 0,+7 )8*.. 8()*+,(- & (2 *9(:1;

的岩峰沟和洛洛沟之间的大羊坪。总体是个大

斜坡，坡脚处海拔约 & &#" 3，坡度大约 <" =
&>?，坡向朝南偏西。坡地可分为二级台地，每

级台 地 的 中 央 为 草 甸，以 车 前 草（ !"#$%#&’
#()#%)*#）、委陵菜为主，外围为草甸和灌丛交错

地，再外面就是以华山松（!)$+( #,-#$.))）为主

间杂有白桦（/0%+"# 1"#%213""#）的人工林。整个

坡地上的草甸面积为 $>> 3 @ %>> 3，为大地村

的公共牧场。坡面上小溪很多，在相对低洼地

带形成小块湿地，上面长满了莎草科水草和灯

心草（4+$*+( 055+(+(）等。

当地人每年 % 月和 << 月可见到黑颈鹤从

空中飞过，但是没有注意大羊坪上是否有黑颈

鹤停歇。从大羊坪的面积和周围茂密的森林环

境推断，可能黑颈鹤只是偶尔在此停歇。

78787 美姑依果觉 位于美姑县的西北角，大

部分都属于国有林区。黑颈鹤 ! ""#$% 和 !
""#$& 停歇的地点位于依果觉乡毛洪觉列掏

村。该村森林长势十分茂密，以冷杉林为主，

& $>> 3以上有很多山头浑圆、面积大小不一的

高山草甸，是黑颈鹤适合的停歇环境。黑颈鹤

停歇地点离居民点并不很远，但当地人只是见

到在天空飞行的黑颈鹤，并未见其在此停歇。

这可能是因为草甸都分布在海拔较高、管理严

格的国有林区内，老百姓一般不能到达有黑颈

鹤停歇的草甸。值得注意的是，这里很多高山

草甸都种上了华山松，目前林木尚不太高，但其

潜在影响不容忽视。

78789 美姑树窝 树窝乡树窝村位于美姑县

的东北角，黑颈鹤停歇点位于大风顶北坡接近

山脚处（图 A），是一片约 < B3& 的草坡地，坡度

<"?。草地边缘较湿的地方长有不少莎草科植

物。草地以上都是森林，下面是村庄以及种有

玉米、大豆、荞麦的农地。据当地乡林业站的人

员和老百姓介绍，在春、秋两季节经常见到空中

迁飞的黑颈鹤。但在 &>>" 年春播前，他们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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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见到 ! " # 只黑颈鹤在山坡草地停歇了 $ " %
&。我们推断黑颈鹤是在迁徙过程中偶尔在此

停歇。

树窝乡周围大部分为国有林地，植被覆盖

很好，南部为大风顶。大风顶海拔 % ’’’ ( 以

下是森林，% ’’’ ( 以上是高山草甸。草甸上主

要群落类型有穗序野古草（!"#$%&$’(() *+’$&&）草

甸、莎草、委陵菜及银莲花（!$’,-$’ %’().)/&）草

甸。大风顶为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据保护区人

员介绍，在黑颈鹤的迁徙期间，保护区内多个点

都曾发现过成群的黑颈鹤，尤其常见于大风顶

山顶的草地上!，这里海拔较高，为高山草甸，

没有人为活动，视野开阔。

图 ! 美姑树窝黑颈鹤停歇地点

"#$% ! &’( )* +,-.) )* &/#$- 0)-123
靠近树窝的黑颈鹤停歇点是文中考察的地点，其他海拔 % ’’’ ( 以上地点依据文献!。

)*+ ,-./0.1+2 ,3-+ .4 567890:+89+& ;27:+ <= >*?@. A3667B+ @7, -*+ /678+ @*+2+ @+ 13,3-+&，@*36+ .-*+2 ,3-+, .1+2 % ’’’ ( @+2+ (7//+&

<7,+& .: ;.(/2+*+:,31+ >83+:-3438 C+/.2- .4 D74+:B&3:B E7-3.:76 E7-?2+ C+,+21+，F+3B? ;.?:-=，>38*?7: G2.13:8+（$’’%）H

! 美姑大风顶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 H 四川美姑大风

顶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综合科学考察报告 H $’’% H

4 结论与建议

对汉源和美姑黑颈鹤停歇地的考察结果表

明：

（I）从大的地貌景观上，黑颈鹤停歇地区

为川西南山地，这里山高谷深、交通不便、人烟

稀少。

（$）黑颈鹤在两县的停歇地点都在 I J’’
( 以上，为草甸覆盖的高山浑圆山头，或为高山

缓坡的林间空旷草地。除了亚高山草甸、灌丛

地带以外，一般草地面积都不大，但是分布范围

较广。

（%）汉源的坭美和美姑的大风顶，由于其

相对偏僻，面积相对较大，是黑颈鹤春、秋季迁

徙经常停歇的地点。而汉源梨园和美姑树窝的

停歇点，可能是黑颈鹤偶尔停歇的地方，但是它

们的存在增加了停歇点的数量和生境多样性，

为迁徙黑颈鹤的停歇提供了更多的空间。

（K）由于黑颈鹤停歇地面积小，数量较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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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较分散，黑颈鹤在汉源和美姑的停歇是集小

群、短时间的形式。因此，这些地点都是属于鸟

类迁 徙 路 线 上 的 停 歇 地 或 休 息 地（ !"#$%#&’(
!)"’!），不是以补充食物和能量为主的补给地

（!"*+),+ !)"’!）。

（-）在“长江防护林建设”和“退耕还林”的

大环境下，放牧活动客观上保护了草地资源，同

时也为黑颈鹤提供了迁徙途中的停歇环境。

（.）距离居民区较近的山坡农地或牧场也

是黑颈鹤停歇的地方。黑颈鹤迁徙停歇与农牧

业活动在时间上不相互重叠，两者之间没有明

显冲突，当地居民也不会故意伤害黑颈鹤。

为了更好地保护和了解黑颈鹤迁徙停歇

地，特提出如下两点建议：

（/）把黑颈鹤重要的中途停歇地，如汉源

县坭美乡、美姑县依果觉乡等划为保护区或者

保护点，严禁在区内种树，在鹤类迁徙期间派人

监测、巡护。

（0）汉源和美姑都是长江防护林建设的重

点地区，由于国家采取优惠政策，充分调动了农

民和当地政府部门植树造林、退耕还林的积极

性。但是，在这两个县黑颈鹤的停歇地，应慎重

实施退耕还林活动，而应对“退耕还草”也给予

优惠政策，实现水土保持和黑颈鹤保护的双赢

效果。

致谢 在调查过程中，得到贵州草海国家级自

然保护区、云南大山包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以及

四川、甘肃有关林业部门、自然保护区和当地村

民的热心帮助，在此一并致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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