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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崇明东滩处于独特的地理位置! 拥有辽阔的滩涂和丰富的湿地资源! 是亚太地区候鸟迁徙路线

上的重要驿站& 然而崇明东滩也是上海促淤圈围重点区域之一! 且围垦后滩涂用作多种农业’工业发

展! 导致当地植物群落和滩涂湿地结构的改变! 从而直接造成了鸟类生物多样性的明显下降! 因此东

滩湿地保护人员采取了修复和优化的治理措施! 但治理同时也将自然滩涂改造成人工湿地& 本研究将

改造后自然滩涂作为研究不同类型人工湿地的水鸟群落结构及其生境关系的研究区域! 并把研究区域

分为 % 种不同类型人工湿地! 捕鱼港优化区即一期工程"已修复# ’鸟类栖息地优化区即二期工程"修复

中#’人工鱼蟹塘’耀全农场& 本研究目的在于分析这 % 种不同类型人工湿地中鸟类群落特征并寻找影

响鸟类对生境利用的主要因子! 同时考虑修复优化工程的保育功能! 对不同管理模式下的人工湿地进

行研究! 从而对湿地改造提出科学的建议& 由于前期大量研究表明春季鸟类数量和种类较丰富! 能够

较好地反映崇明东滩湿地生态现状& 因此从 "#$- 年 - 月下旬至 ( 月上旬在大潮期和小潮期分别对上

述 % 种不同类型人工湿地进行了鸟类及其生境因子调查& 此次鸟类调查采用样点法! 共统计到水鸟 "

-(5 只! 隶属于 G 目 $$ 科 %( 种! 其中斑嘴鸭"1$+&2(%3#,(*"0$3"+#’红骨顶"4+,,#$),+ 3",(*(2)&#’金眶鸻

"!"+*+5*#)&5)6#)&#’环颈鸻"!7+,%8+$5*#$)&#’牛背鹭"9)6),3)&#6#&#’鹤鹬":*#$/+ %*0;"*(2)&#’林鹬":7

/,+*%(,+#等 "( 种鸟为优势种& 非参数检验分析表明! 春季这 % 类人工湿地水鸟种类’密度’多样性均有

显著性差异! 一期工程内水鸟的种类’密度’多样性指数’均匀度指数都为最大& 对生境因子与鸟类群

落特征进行相关分析! 根据非参数检验的结果得出裸露浅滩面积’水域面积’生境小岛个数是影响水鸟

分布的关键因子! 为此对鸟类栖息地优化区的修复及其完善提出科学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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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崇明东滩位于长江入海口! 是长江口较大
的保持自然状态的河口滩涂湿地 "赵平等
"##-! 葛振鸣等 "##G#! 其中东滩保护区总面
积 -"G ‘8"! 是典型的河口滩涂湿地和全球重
要生态敏感区"*X:CE4C<9;,"####! 在 "### 年
由中国政府向拉姆萨尔公约秘书处成功申请为
国际重要湿地& 崇明东滩作为亚太地区迁徙水
鸟的停歇和补充能量的中转站"赵平等 "##-!
葛振鸣等 "##G#! 每年有大量迁徙鸟类在此觅
食和栖息& 湿地作为水鸟的栖息区和觅食区!
为水鸟提供良好的栖息条件和丰富的食物资源

"刘昊 "##G#! 同时鸟类在维持湿地稳定性方
面起着重要作用! 所以湿地鸟类的群落组成及
种群数量大小是监测和评价湿地的重要指标
"王强等 "##5#& 尤其是春季正处于鸟类的繁
殖期! 数量集中! 适合监测鸟类的群落结构
"徐玲等 "##G#&

近年来崇明东滩受长江上游泥沙流量减少
的影响! 滩涂淤涨速度明显降低! 除此之外东
滩湿地还面临两个重大问题$$#由于人们对入
侵物种的危害缺乏认识! 人工引种互花米草
"<2+*;#$+ +,;%*$#-,(*+#进行促淤造滩! 然而互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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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草作为入侵种生存并快速扩散! 逐渐替代原
有的植被结构! 导致生物的栖息环境受到破
坏! 间接威胁到鸟类的生存"施俊杰等 "##(!
阮关心 "#$"#% "#当地人为了追求经济效益不
断开发土地并人为改造成工厂’鱼塘’农田等!
这些都使得崇明东滩湿地成为世界上罕见的快
速演替生态系统& 也正是因此该区域成为研究
重大科学问题的理想场所& 从 "#$$ 年东滩湿
地保护区工作人员通过营造两种生境格局对湿
地进行修复和优化! 其中保护区内一期工程修
复效果类似于粗放型鱼塘! 保护区二期工程修
复后效果类似于滨海湿地水稻田系统! 同时改
造后的自然滩涂也就变为人工湿地& 很多研究
表明! 农田和鱼塘等人工湿地的生境格局可以
招引鸟类 "I14W<9C<9;,$&&G! 6;Z=:1‘ C<9;,
$&&.! T9?CC<9;,$&&.#! 也有研究表明! 人工
湿地无法代替自然滩涂 " 9̂C<9;,$&&&!
Q4DUC?] C<9;,"##$! 9̂C<9;,"##%#& 已有研
究表明! 不同生境格局对于招引鸟类的作用不
同" 9̂C<9;,"#$##! 然而这些研究都没有将人
工管理下的自然保育型人工湿地与未受管理的
人工湿地进行比较! 因此本研究主要调查不同
管理模式下不同类型人工湿地内水鸟的群落结
构和影响其数量的关键生境因子& 一期工程和
二期工程由相关人员根据鸟类栖息要求来设置
水位高度! 设计水渠’岸坡! 同时通过植被’水
域’生境小岛面积大小比例来达到破碎化的生
境格局! 从而提供鸟类觅食的场所! 而耀全农
场和人工鱼蟹塘是以追求最大经济效益为目
的! 不会兼顾鸟类保护& 通过比较这两种管理
模式下的水鸟群落差异来揭示鸟类生境选择规
律! 从而得出哪种管理模式下的何种生境适合
招引鸟类! 并对鸟类适宜生境的营造和受损湿
地的功能修复技术! 尤其是对正在实施的二期
工程提出相关建议&

=>研究区域概况与研究方法

=?=>研究区域概况>崇明东滩 " -$d"(b’
-$d-.b3! $"$d(#b’$""d#(b6#具有复杂的生态
结构和独特的生态功能! 是长江口发育最成熟

且面积最大的河口型潮汐湿地 "6BCU=9UE<
"##-! 葛振鸣等 "##5#& 它受长期的泥沙淤积
影响! 形成了丰富的滩涂资源& 但近年来! 由
于人们对东滩湿地的不同利用和管理方式! 部
分湿地大致演变成试验修复湿地即东滩保护区
鸟类栖息地优化区’耀全农场’人工鱼蟹塘! 其
中东滩湿地保护区鸟类栖息地优化区分为
GGeG5 =8" 捕鱼港优化区! 即一期工程"已经完
成修复#和 $--e-- =8" 鸟类栖息地优化区! 即
二期工程"修复中#& 本研究选择以上生境的
四个区域作为研究区域! 每个生境选择 $ 个长
方形区域! 其中一期工程 $# =8"! 二期工程栖
息区 和 觅 食 区 均 为 $# =8"! 耀 全 农 场 内
$# =8"! 人工鱼蟹塘为 ( =8""图 $#! 来调查不
同管理模式下的鱼塘和农场生境的鸟类群落
结构&

一期工程"捕鱼港优化区工程 Q=C9UC94Y
<=CY:UW<ZU40C1<! I #$位于崇明东滩的滩涂区
域! 采用粗放型鱼塘的生态设计! 并通过将水
域’裸地’植被面积比例等几个主要生境单元的
配置形成了明水面约占 %#f’裸露浅滩占
-#f’植被占 -#f的优化区域& 一期工程内水
域 面 积 很 大! 鸟 类 在 其 中 觅 食! 芦 苇
"D"*+/@#;%&+)&;*+,#&#为其提供隐蔽的场所&
该区域由总长度为 " 5## 8的土质围堰建成的
相对封闭的 GGeG5 =8" 生境! 其内有多个生境
岛屿! 且水位可通过进排水系统调控管理! 从
而达到适度盐度和底栖动物自然繁衍的需要
"高伟 "##.! 丁丽等 "#$$#& 此区域有保护区
人员根据不同时间内鸟类的栖息地要求调控水
位和种植植被! 同时为避免单一种类的人工水
产养殖模式! 依靠涵闸灌江纳苗提供鱼类与底
栖动物&

二期工程 "鸟类栖息地优化区工程 Q=C
9UC94Y<=CWC14?E ZU40C1<! O#$位于一期工程东
侧的中潮滩区域! 主要由互花米草和芦苇为主
的植被群落’潮沟和无植被区域构成& 根据对
水鸟保护的功能区域定位! 将二期工程分为水
鸟栖息区和觅食区! 且两个区域都在施工中&
$# 栖息区 K9B:<9<9UC9"O$#$ 该区域主要由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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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研究区域
@’9?=>3)2/% -+9’("

个不同高程的小面积生境岛屿和开阔水域构
成& 岛屿之间用水系贯通! 开阔水域水深在
#e( 8以上! 水域内分布有小面积的芦苇丛和
裸滩! 芦苇高而密! 人为干扰很小! 从而为雁
鸭类和鸻鹬类提供安全’适宜的栖息环境% "#

觅食区 \4U9@:?@9UC9"O"#$随着互花米草的蔓
延和海三棱藨草" <3#*2)&@+*#I)%;%*#分布区域
的不断减少! 而很多鸟类依附于海三棱藨草!

从而导致鸟类觅食地大面积减少! 针对此状况
在该区正尝试种植海三棱藨草和水稻将其建成
一个鸟类的补充觅食地 "高伟 "##.! 丁丽等
"#$$#! 此区域类似于盐碱地的农田生态系统&

目前此区域是由水域’芦苇构成的斑块区域!

其内有大型机器施工! 人为干扰较大& 此处同
一期工程类似! 在不同时间段保护区会采取相
应措施来调控生境因子! 为鸟类提供一个适宜

环境&

人 工 农 场 " 耀 全 农 场 Q=C M94]D9?
\9U8;9?E! R#$位于海堤区域附近并靠近鸟类
栖息地保护区! 由人工河流’沟渠’稀疏植物构
成& 它是典型的海岸带农田生态系统! 属于大
规模机械化生产的水稻田! 并且此农场是私人
企业! 以营利为目的! 并不会考虑鸟类的栖息
环境问题& 收割后春季前期大部分农田会放干
水! 其中一部分农田种植蚕豆"J#3#+ -+6+#! 春
季末期大部分农田放入少量水供夏季水稻种
植& 研究期间内只有农场中间沟渠内有部分
水! 另一部分农田为抛荒地! 并且我们发现抛
荒地会在下雨和春季末期放水后变为潮湿地&

该研究区域选择在该农场离海堤水域较近且有
大块潮湿地的地方! 所选区域与二期工程中觅
食区水稻田类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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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工鱼蟹塘 Q=C9]D91D;<DU9;Z4?E ")#$位
于崇明东滩瀛东生态村附近! 它是鱼蟹混养的
人工 养 殖 塘& 人 工 鱼 蟹 塘 平 均 水 位 小 于
#e#( 8! 塘内水域最深处为 #e$ 8! 存在大面
积的明水面& 人工鱼蟹塘中植被以芦苇和菖蒲
"13(*)&3+,+@)&#为主! 春季调查期间正处于晒
塘时 期! 塘 底 有 大 量 死 鱼’ 泥 鳅 "K*#%$;+,
L%+;"%*-#&"#等生物& 水位较浅并随降雨而变
化& 塘底 .(f裸露! 塘内残留部分鱼蟹可供鸟
类觅食& 周围有公路! 人为干扰较大& 该塘收
获鱼蟹后! 就无人看管! 处于抛荒状态&
=?A>研究方法
=?A?=!鸟类群落结构调查!鸟类群落结构调
查采用的是样点法& 观察小组有 - 人! 观察时
使用 - 台 . 倍双筒望远镜 "c*PI日本兴和
)R\. g%"#和 $ 台 -G 倍单筒望远镜"J6+aa 德
国蔡司 ):9W14ZC.( Q!\T#! 对照)中国鸟类野
外手册* "约翰(马敬能等 "####和 )上海水
鸟* "蔡友铭等 "##.#! 并参考一些鸟类鸣叫
声的录音进行鸟类的识别 "蔡音亭等 "#$##&
崇明东滩属非正规半日潮型! 每月各有 " 次大
小潮! 大潮时潮位变化小! 滩涂露出的面积
大! 鸟类在滩涂上活动的时间长! 因此调查时
间选在潮水最大的几天! 调查当日尽可能避免
恶劣的天气! 一般从 5$## 时开始! $.$## 时结
束& 另外因为调查区域都处在自然滩涂之外!
所以调查在高潮期开始"根据国家海洋局潮位
表#! 平均每个区域调查约 " ’% =! 调查时充
分考虑鸟类可利用区域的优劣进行时间分配&
本次对四个调查区域内水鸟及其生境调查的时
间为 "#$- 年 - 月下旬至 ( 月上旬! 共计 ( 次!
每次 - ’% E& 调查时统计在区域内栖息或下落
的水鸟数量! 高空飞过的鸟类不计算在内! 同
时对各个样方的环境参数进行记录& 采用最大
值保留法"K4>CW$&.&#! 即从数次调查的同种
鸟类统计数值中保留最大值代表该鸟类的数
量& 不易区分的鸟类! 根据外形归为未识别雁
鸭类或未识别鸻鹬类! 估算出其数量& 如青脚
鹬":*#$/+ $%6),+*#+#和小青脚鹬":7/);;#-%*#’
扇尾沙锥"4+,,#$+/(/+,,#$+/(#和针尾沙锥"47

&;%$)*+#! 则分别合记为青脚鹬和沙锥"牛俊英
等 "#$$#&
=?A?A!生境因子调查!本文结合研究区域的
实际情况选择了 ( 类生境因子! 这些生境因子
分为水文特征’植被特征’裸露浅滩’生境小岛’
人为干扰程度& 其中水文特征包括平均水位
"8#’水域面积所占比例"f#% 植被特征包括
主要植被类型’植物高度"8#’植被面积所占比
例"f#% 裸露浅滩仅包括裸露浅滩面积所占比
例"f#% 生境小岛仅统计个数% 人为干扰是依
照样方内人为活动情况和周边道路状况及其周
围机械物状况! 分为 ( 个等级! $ 级$无干扰!
无人! 无机动车! 无机械物% " 级$干扰很少!
h- 人/每次调查! 无机动车通过! 无机械物%
- 级$干扰较少! - ’( 人/每次调查! 无机动车
通过% % 级$干扰较大! ( ’5 人/每次调查! 机
动车较少! 有临时机械% ( 级$干扰很大! 有定
期大量的人为干扰! 机动车较多! 有较多机械
"牛俊英等 "#$$#& 平均水位是在样方边缘’中
间的 % ’( 点水位的平均值"牛俊英等 "#$$#&
裸露浅滩为湿润的光滩或者为有一薄层水膜
"" ’$# 18#的浅滩! 凹于地面之下& 生境小岛
为周围有水域包围! 并由土或泥堆成凸出水面
从而呈现岛状的结构! 其上会有部分植物生
长& 根据每个生境的特征和鸟类分布来确定调
查区域的大小! 用 L[a 定位调查区域的几个样
点! 再将地理坐标输入 L44@;CC9U<= Z;DW软件
中从而得出研究区域面积’裸露浅滩面积’水域
面积’植被面积&
=?A?B!数据统计及分析!整理不同类型人工
湿地的鸟类数据! 并根据生境面积大小算出各
生境各种鸟类的密度! 并以平均数 i标准差形
式表示! 再统计各生境的鸟类数量’种类数’密
度! 再通过各种鸟类的密度算出多样性指数
"HM#和均匀度指数"’b# "钱迎倩等 $&&%#&

群落密度 Gj?N<! 式中! G为某种鸟类
的密度"只/=8"#! ?为样方区域内记录到的该
种鸟的总数量 "只 #! < 为样方区域的面积
"=8"#% 以遇见率大于 $ 只/= 的种类为优势
种! #e$$ ’$ 只/= 为常见种! 小于 #e$$ 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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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稀有种"张晓辉等 "####% 物种多样性指标
采用 a=9??4?7P:C?CU指数"Hb# "TDE>:@C<9;,

$&..#计算$Hbjk"
&

:j$
"D:;?D:#! D:为物种 :个

数与所有物种总数之比! < 为每个区域的总物
种数% 均匀度指标采用[:C;4D 指数"’b# "[:C;4D
$&G&#$’MjHMNH89_! H89_为最大多样性值!
H89_j;?< ! < 为各研究区域内的总物种数&

数据在分析时先进行正态分布检验! 不符
合正态分布的数据进行自然对数转换& 转化后
仍不符合的数据进行非参数检验& 本文针对不
同类型人工湿地的水鸟群落种类’密度’多样性
及其均匀度! 采用 cUDW‘9;7P9;;:WH法进行非
参数检验& 对水鸟的群落特征和生境因子进行
相关分析! 确定影响水鸟群落的关键因子! 得
出水鸟的生境选择模式& 通过 a[aa$5e# 软件
进行统计分析& 文中数据采用平均值 i标准差
" Ĉ9? ia)#表示! Dh#e#( 即认为差异显著
"蔡音亭等 "#$##&

A>结>果

A?=>鸟类群落组成>在 "#$- 年春季""#$- 年
- ’( 月#在崇明东滩四类人工湿地的调查中共
统计到水鸟 " -(5 只! 隶属于 G 目 $$ 科 %( 种
"附录#! 其中斑嘴鸭"1$+&2(%3#,(*"0$3"+#’红
骨顶 "4+,,#$),+ 3",(*(2)&#’金眶鸻 "!"+*+5*#)&
5)6#)&#’ 环 颈 鸻 "!7+,%8+$5*#$)&#’ 牛 背 鹭
"9)6),3)&#6#&#’鹤鹬 ":*#$/+ %*0;"*(2)&#’林鹬
":7/,+*%(,+#等 "( 种鸟为优势种& 一期工程
内共统计到 G 目 $# 科 -& 种! 其中鸻形目的种
类最多! 小":+3"06+2;)&*)-#3(,,#&#’普通鸬
鹚 " D"+,+3*(3(*+8 3+*6(#’ 白 鹭 " >/*%;;+
/+*O%;;+#’斑嘴鸭’红骨顶’金眶鸻’环颈鸻’斑
尾塍 鹬 " =#@(&+ ,+22($#3+ #’ 鹤 鹬’ 红 脚 鹬
":*#$/+ ;(;+$)&#’泽鹬":7&;+/$+;#,#&#’青脚鹬
":7 $%6),+*#+ #’ 林 鹬’ 红 腹 滨 鹬 " !+,#5*#&
3+$);)&#’尖尾滨鹬 "!7+3)@#$+;+#’黑翅长脚
鹬"H#@+$;(2)&"#@+$;(2)&#等 "# 种为优势种!
春季鸻鹬类种类较多& 二期工程的栖息区共统
计到 ( 目 5 科 $$ 种! 优势种为小’白骨顶

"P),#3+ +;*+#’斑嘴鸭’琵嘴鸭 "173,02%+;+# %
种! 观察到深水区有大量雁鸭类在其中取食和
停歇& 耀全农场内共统计到 % 目 % 科 ( 种! 其
中小’金眶鸻’环颈鸻为常见种& 人工鱼蟹
塘内共统计到 " 目 - 科 $% 种! 其中优势种为
牛背鹭’白鹭’中白鹭 ">7#$;%*@%5#+#’大白鹭
"1*5%+ +,6)&#’金眶鸻’林鹬 G 种"图 "! 附录#&

一期工程内水鸟种类数最多! 由于其内有
较大面积的光滩并有提供栖息的生境小岛! 所
以其中鸻形目的种数约占一半% 其次是二期工
程栖息区! 其内雁形目的种类较多! 观察到斑
嘴鸭数百只! 该生境水位较深适合雁鸭类栖息
和觅食! 觅食区正处于建设中! 环境噪杂! 故
未发现水鸟% 耀全农场种类最少! 只有在抛荒
农田下雨后的潮湿地中才看见鸻鹬类在其中觅
食! 并且会在农场周围的沟渠中发现少量的鹭
类% 人工鱼蟹塘春季会放干水! 只看到少量的
鹭类和鸻鹬类"图 "! 表 $#&

一期工程内鸟类的种类’密度’多样性指数
和均匀度指数都在四个样方中都最大& 耀全农
场内鸟类的种类’密度’多样性指数都为最小
"表 $#&
A?A>四类人工湿地春季水鸟生境分析>对四
类人工湿地春季水鸟群落特征进行分析 "表
$#! 各个样方内水鸟种类数量依次是$Il)l
OlR! 差异性极显著"!" j"#e-5G! Dh#e#$#%
平均密度 Il)lOlR! 差异性极显著"!" j
"$e5&G! Dh#e#$#% 多样性指数Il)lOlR!
差异性极显著"!" j$5eG.-! Dj#e##$#% 均匀
度 Il)lRlO! 差异性不显著"!" j&e"#$! D
j#e#(G# "表 $#&
对植物高度’植被面积’裸露浅滩面积’平

均水位’水域面积’生境小岛个数和人为干扰 5
项生境因子与各样方水鸟群落特征进行相关分
析"表 "! -#$春季水鸟种类与植被面积’平均
水位’人为干扰呈显著负相关! 与裸露浅滩面
积’水域面积’生境小岛个数呈极显著正相关%
水鸟密度与植被面积’平均水位呈极显著负相
关! 与裸露浅滩面积’水域面积’生境小岛个
数呈极显著正相关!与人为干扰呈显著负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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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A>崇明东滩春季不同类型人工湿地水鸟目种组成
@’9?A>C*+4(18(&+(7&8+4’+&#"/(-/+-&(7<#)+-.’-/’"/’77+-+"))%8+&(7

#-)’7’4’#$<+)$#"/&’"0*("91’"9 :("9)#"’"&8-’"9
I,一期工程% O$,二期工程区域内栖息区% O",二期工程区域内觅食区% R,耀全农场% ),人工鱼蟹塘&

I,IUC94Y<=CY:UW<ZU40C1<% O$,K9B:<9<9UC9:? <=CWC14?E ZU40C1<% O",\4U9@:?@9UC9:? <=C9UC94YWC14?E ZU40C1<% R,

Q=CM94]D9? \9U8;9?E% ),Q=C9]D91D;<DU9;Z4?E,

目,[4E:1:ZCE:Y4U8CW% 鹈形目,[C;C19?:Y4U8CW% 鹳形目,R:14?::Y4U8CW% 雁形目,I?WCU:Y4U8CW% 鹤形目,

LUD:Y4U8CW% 鸻形目,R=9U9EU::Y4U8CW% 鸥形目,T9U:Y4U8CW% 总计,Q4<9;,

表 =>春季不同人工湿地水鸟群落特征
C#.$+=>0*#-#4)+-’&)’4&(7<#)+-.’-/4(112"’)% ’"/’77+-+"))%8+(7#-)’7’4’#$<+)$#"/&’"&8-’"9

多样性指数与裸露浅滩面积’生境小岛个数呈
极显著正相关! 与植被面积’平均水位呈显著
负相关! 与水域面积呈显著正相关&

B>讨>论

B?=>崇明东滩春季四种人工湿地鸟类群落结

构及其生境分析>一期工程内水鸟的种类’密
度’多样性指数和均匀性指数都是最大的! 在
一期工程内统计到的水鸟中鸻形目种数占
%.e5"f! 鸻形目物种的数量也为最大& 有研
究表明一期工程经过治理! 鸟类种类和数量均
有所增加! 特别是水鸟的种类和数量有大幅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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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A>春季不同类型人工湿地生境分析结果
C#.$+A>6#.’)#)7#4)(-/+&4-’8)’("&(7)*+/’77+-+"))%8+(7#-)’7’4’#$<+)$#"/&’"&8-’"9

表 B>上海崇明东滩春季水鸟群落特征与生境因子相关性
C#.$+B>0(--+$#)’(".+)<++"<#)+-.’-/4(112"’)% #"/*#.’)#)7#4)(-&’"0*("91’"9 :("9)#"’"&8-’"9

!!相关性 O:X9U:9<C14UUC;9<:4?W! !Dh#e#(! !!Dh#e#$,

增加"丁丽等 "#$$#& 此次研究发现大量水鸟
在此觅食和栖息! 其中有黑脸琵鹭 "D,+;+,%+
@#$(*#和白琵鹭"D7,%)3(*(5#+#等国家重点保
护动物& 根据本次研究中春季崇明东滩水鸟群
落特征与生境因子相关分析的结果表明! 裸露
浅滩面积’水域面积’生境小岛个数是影响水鸟
群落特征的关键因子! 水鸟的种类数’密度’多
样性指数与裸露浅滩面积’生境小岛个数极显

著正相关"表 -#& 而一期工程生境兼顾上述三
种关键生境因子! 并将这三种生境因子合理配
置来达到招引鸟类的效果& 有研究表明! 雁鸭
类倾向于选择在水位高’水面面积大和植被稀
的生境栖息觅食! 鸻鹬类倾向于选择植被稀
疏’裸露浅滩面积大和水位低的生境栖息觅食
"牛俊英等 "#$$#& 本研究发现一期工程中间
区域水位较深且水域面积较大! 植被覆盖率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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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 在其中栖息和觅食的水鸟大多为雁鸭类&
周边水位较浅! 较大片裸露浅滩附近有大量鸻
鹬类在其中觅食& 另外一期工程是一个由植
被’水域’裸露浅滩’生境小岛构成的马赛克式
破碎化的斑块状区域! 本研究表明一期工程内
有多个生境小岛! 可供鸟类在其上栖息! 并且
生境小岛可以提高生境的异质性从而招引更多
的水鸟&

人工鱼蟹塘春季会放掉塘内水! 仅部分区
域保持低水位& 研究发现鹭类在裸露塘底觅
食! 几种鸻科水鸟在水位较浅处觅食! 同时发
现鱼塘内残留部分鱼类和大量底栖动物可供鸟
类觅食& 鹭类食性较宽! 鹭类在人工鱼蟹塘平
均密度为最大"附录#& 鱼塘紧邻公路! 人为干
扰较大! 导致只有一些不易受惊扰的水鸟在此
觅食和栖息& 但有研究表明! 人工池塘能被多
数繁殖和迁徙水鸟利用! 能够提高水鸟的多样
性"LD:;;C<C<9;,$&.G#! 同时前人通过比较崇
明东滩自然滩涂湿地与养殖塘的水鸟群落! 发
现冬季养殖塘有更丰富的水鸟种类 "赵平等
"##-! 9̂C<9;,"##%#& 此次调查还发现鱼蟹
塘由于缺少管理! 在强降雨后! 塘内水位加
深! 其内的鸻鹬类也相应减少&

二期工程内只在栖息区"O$#内发现较多
雁鸭类在深水区和芦苇丛旁觅食栖息! 而觅食
区内未发现水鸟& 栖息区内有较大的水面面
积! 水位较高! 芦苇丛的芦苇较深! 有研究表
明雁鸭类适合在这种生境中生存! 且更倾向于
在斑块状的芦苇带中生存 "牛俊英等 "#$$#&
本研究表明! 人为干扰与水鸟的种类数’密度
呈显著负相关"表 -#& 二期工程属于修复中人
工湿地! 很大一部分生境修复工作未完成! 且
在实施中有很大的人为干扰! 其中觅食区
"O"#受施工期影响较大! 有多台施工机械同
时作业! 设备噪声对鸟类生存产生很大影响!
同时施工也对土壤的理化性质造成影响! 可能
会导致其中底栖动物减少! 从而影响鸟类的
生存&

耀全农场内只在沟渠和雨后的潮湿地上发
现少量鹭类和鸻鹬类在其中觅食& 雨后的稻田

会在表面形成一层水膜! 虽然面积不大! 但潮
湿地上会发现有鸟类觅食& 根据国外研究显
示! 稻田能为迁徙水鸟和一些繁殖鸟类提供适
宜的生境 "K4=89? C<9;,$&&%! I14W<9C<9;,
$&&G! 6;Z=:1‘ C<9;,$&&.! T9?CC<9;,$&&.#!
但是要确保稻田内的水位管理适当"6;Z=:1‘ C<
9;,$&&.! "##-#! 本次研究中的水稻田生境过
于单一! 属于开放型的农田! 大部分时间缺乏
相应的管理! 例如水位的调控! 所以未降雨时
稻田干旱! 不适合水鸟生存! 且农田内的林鸟
对农田有很强适应能力! 使得水鸟没有竞争优
势导致很难生存"栾晓峰等 "##"#&

上述结果显示! 春季大部分水鸟集中在保
护管理中的鸟类示范区! 且修复后的一期工程
是水鸟生存的最佳生境& 主要是因为一期工程
内有工作人员对其采取不间断的跟进措施! 不
断割除大量生长的芦苇! 使植被’水域和裸露
浅滩面积的组合比例适合鸟类生存& 同时! 通
过一整套进排水系统! 可随时调控水位满足鸟
类栖息地要求& 其内利用潮沟和洼地! 形成不
同梯度的水位! 中间水位较高! 外部水位较
低! 从而达到招引各种水鸟的要求&

二期工程正处于修复中! 其中觅食区的工
程拟通过种植海三棱藨草’水稻和适量芦苇形
成一个鸟类的补充觅食地& 本研究中的人工鱼
蟹塘和耀全农场都属于开放型不受保护管理的
湿地类型! 所以不能为大量水鸟提供适宜的
生境&
B?A>针对不同类型人工湿地的管理建议>针
对目前水鸟面临栖息地和食物不断减少的威
胁! 必须尽快制定不同类型人工湿地的保护与
合理利用的规划! 以便为水鸟提供良好的栖息
环境"施俊杰等 "##(#&

首先针对崇明东滩湿地自然滩涂不断被围
垦及其滩涂资源被过度利用的问题! 须健全湿
地保护的法律法规! 严惩滥捕者& 同时崇明东
滩处在一个动态变化中! 要根据鸟类的动态分
布不断调整保护的范围"施俊杰等 "##(! 杨永
兴等 "##%#% 其次对开放型的人工鱼蟹塘和农
场进行优化$东滩地区有很大一部分土地被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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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成鱼蟹养殖塘和农场形式! 根据示范区一期
工程的粗放型鱼塘形式! 可以将这种管理模式
推广到经济型和开放型鱼塘! 改进鱼塘经营者
的管理模式! 充分调动他们对湿地保护的积极
性! 并不断对他们开展教育和保护引导的工
作! 让他们了解如何管理鱼塘从而达到经济和
生态上的双收益! 也可以通过给予一定的补贴
让他们在水产养殖的同时开展以观鸟为主的生
态旅游项目% 最后建立一整套滨海生态农田系
统! 在农田内利用缓冲型的生态岸坡设计形成
适合鸟类在其中栖息觅食的+稻田 m沟渠 m水
域,的景观格局& 另外加强稻田区域水位管
理! 保持水稻田在鸟类迁徙繁殖期处于水淹状
态! 根据不同季节的鸟类生境要求来调控水位
高度! 根据国外对水稻田在招引鸟类方面的研
究"6;Z=:1‘ C<9;,$&&.! "##-#$相对于干旱农
地! 有计划的水淹稻田能吸引更多种类和数
量! 本研究中抛荒农田雨后潮湿地中发现鸻形
目在其中觅食这一事实很好的解释这种现象!
所以可以通过对农场和鱼蟹塘的人为管理从而
达到招引鸟类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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