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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海丰鸟类自然保护区黑脸琵鹭越冬种群现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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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 黑脸琵鹭 ( Platalea minor)是全球性濒危鸟类 ,广东海丰鸟类自然保护区作为新发现的重要越冬
地 ,具有全球保护意义。2004～2007 年对保护区内黑脸琵鹭越冬种群的调查结果表明 ,该越冬种群数量
逐年增加 (27～72 只) ,占全球总数比例也相应增加 (212 %～411 %) 。其主要分布在红树林、沿海滩涂和
人工养殖塘 3 种生境 ,其中 ,沿海滩涂累计记录到的个体数最多 ,达 217 只 ;人工养殖塘记录到最大集
群 ,为 52 只。需积极采取有效措施保护该越冬种群及其生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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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urrent Status of Wintering Population of Black2faced Spoonbi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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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lack2faced Spoonbill ( Platalea minor) is listed as the global endangered species. Haifeng Avian Natural
Reserve , Guangdong , China , an important congregation site for this species , was newly discovered. It has great
significance in the conservation of Black2faced Spoonbill. We conducted 4 censuses on the wintering population for the
Black2faced Spoonbills in March 2004 and January 2005 , 2006 and 2007 since the species was recorded. The
wintering population size increased year by year (from 27 ind. to 72 ind. ) and this population was accounted from
212 % of the global wintering population to 411 %. The wintering population was recorded in three habitats ,
mangrove , intertidal mudflat , and manmade shrimp pond. The individuals recorded accumulatively in intertidal
mudflat was up to 217 ind. , the most birds accounted among the three habitats ; the largest flock included 52 birds
noted in manmade shrimp pond. Thus , we should take more effective measures to conserve this wintering population
and their habitats.
Key words :Black2faced Spoonbill , Platalea minor ; Wintering population ; Haifeng Guangdong ; Conservation

基金项目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 (No. 30770311) ,广东省科

学院台站基金项目 (No. 05207) ,广东省科学院人才基金项目

(0325) ;

3 通讯作者 ,E2mail :huhj @gdei . gd. cn ;

第一作者介绍　胡军华 ,男 ,博士研究生 ;研究方向 :动物生态

与保护生物学 ; E2mail :hujunhua1982 @163. com。

收稿日期 :2008206212 ,修回日期 :2008209205

　　黑脸琵鹭 ( Platalea minor) 仅分布在亚洲东

部 ,栖息于沿海岛屿 ,在河口、滩涂和沼泽等生

境觅食[1 ] 。在 20 世纪 30 年代曾是中国东部沿

海的常见物种[2 ] ,近几十年 ,受人类活动影响 ,

其分布区大大缩小 ,种群数量急剧下降[3 ] 。20

世纪 90 年代初 ,全球已知的种群数量仅为数百

只[4 , 5 ] 。现已被世界自然保护联盟 ( IUCN) 列为



濒危物种[6～9 ]
,在《世界受危鸟类名录》中列为

极危物种[10 ]
, 是中国 Ⅱ级重点保护野生动

物[11 ] 。此外 ,黑脸琵鹭及其栖息地的研究和保

护是“亚太候鸟保护战略 (2001～2005) 濒危物

种保护行动计划”的重要内容之一[12 ] 。

近几年 ,全球同步普查记录的黑脸琵鹭种

群数量逐年增加 ,从 2000 年的 660 只增加到

2006 年的 1 679 只[13 ] 。中国作为黑脸琵鹭越冬

种群的重要分布区 ,部分越冬地点的种群状况

已有报道[5 , 12 , 14～16 ] 。广东海丰鸟类自然保护区

是新发现的黑脸琵鹭越冬地。2004 年 3 月 2

日 ,华南濒危动物研究所鸟类研究人员和保护

区管理人员进行野外鸟类调查时 ,在东关联安

围的沿海滩涂上记录到黑脸琵鹭 27 只。然而 ,

作为一个新发现的黑脸琵鹭越冬地 ,至今未有

关于该保护区黑脸琵鹭越冬种群现状的报道。

为此 ,我们于 2004～2007 年对保护区内黑脸琵

鹭越冬种群进行调查 ,以期了解该越冬种群现

状及在全球保护中的地位和意义。

1 　研究地区

广东海丰鸟类自然保护区于 1998 年建立 ,

地处广东省东部沿海的海丰县境内。地理坐标

为 22°35′～23°07′N ,115°19′～115°37′E ,总面积

11 59015 hm2 。属南亚热带季风气候 ,年均日照

2 032 h , 年均气温 2119 ℃, 平均降雨量为

2 38218 mm ,平均相对湿度 8014 %。由大湖、公

平水库和东关联安围 3 个保护站组成 ,各保护

站中心位置两两相隔 30 km 以上。3 个保护站

同属于黄江河流域。黄江河注入公平区 ,在此

蓄积了大量的淡水资源 ,随后流入大湖区和东

关联安围区 ,分别在东关联安围区的长沙湾和

大湖区的碣石湾注入南海 ,使 3 个区域在流域

范围内通过黄江河水系连接成为一个整体。这

3 个保护站在湿地类型、植被类型等方面具有

共性和互补性 ,共同构成了广东海丰鸟类自然

保护区的湿地生态系统。大湖、东关联安围拥

有大片的沿海滩涂、潮间带、浅水区、少量的红

树林和人工虾塘等 ;公平水库包括大型淡水水

面、小岛及周边的丘陵地。主要植被类型有常

绿阔叶林、常绿与落叶阔叶混交林、暖性针叶

林、竹林、常绿阔叶灌丛、灌草丛、沼泽和水生植

被、红树林以及人工植被等[17 , 18 ] 。

2 　研究方法

2004 年 3 月首次在保护区内记录到黑脸

琵鹭以来 ,2004～2007 年对该越冬种群进行长

期监测。我们利用了 2004 年 3 月发现初期开

展的普查结果 ,以及为配合全球黑脸琵鹭越冬

种群普查于 2005～2007 年 1 月在保护区内进

行同步调查的结果 ,以获得保护区内较准确的

越冬种群数量。同步调查中 ,调查人员分成 3

支小队 ,每队 3～5 人。每年进行 3 次同步调

查。每小队配备有对讲机。开车或步行在保护

区内同步记录见到的所有黑脸琵鹭个体。若发

现个体 ,调查人员立即借助对讲机通知其他队

伍 ,同时利用 GPS 记录观察点位。然后步行跟

踪观察 ,记录黑脸琵鹭的数量和生境特征等。

调查中采用 CANON 8 ×30 双筒望远镜、KOWA

(20～60) ×80 单筒望远镜相结合。种群数量统

计时取最大值。对同步调查中在不同生境记录

到的平均个体数采用 ONE2WAY ANOVA 进行

差异比较分析 ,方法参考文献[19 ] 。

图 1 　广东海丰鸟类自然保护区黑脸琵鹭

越冬种群数量年动态

Fig. 1 　Winter population of Black2faced

Spoonbill in Haifeng Avian Natural

Reserve , Guangdong , China　

3 　结 　果

311 　黑脸琵鹭越冬种群现状 　连续 4 年的调

查结果显示 ,广东海丰鸟类自然保护区黑脸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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鹭越冬种群数量逐年增加 (图 1) 。2004 年 ,占

黑脸琵鹭全球普查记录到的越冬种群数量的

212 % ;至 2007 年 ,达 411 %。

312 　不同生境类型中黑脸琵鹭个体数量分布

　在广东海丰鸟类自然保护区所记录到的黑脸

琵鹭越冬种群目前仅分布在东关联安围保护站

内。越冬生境可分为红树林、沿海滩涂和人工

养殖塘。2005～2007 年同步调查期间 ,在三类

生境中所记录到的黑脸琵鹭个体数量分布情况

见表 1。在沿海滩涂记录到的个体数最多 ,累

计达 217 只 ,人工养殖塘次之 ,红树林最少。

2006、2007 年分别在红树林和人工养殖塘有单

次调查零个体数记录。但是 ,单次调查记录到

的最大集群在人工养殖塘 ,达 52 只。

表 1 　广东海丰鸟类自然保护区不同生境类型中越冬黑脸琵鹭个体数量比较

Table 1 　Comparison of the individuals of wintering Black2faced Spoonbill in different habitats in

Haifeng Avian Natural Reserve , Guangdong , China

年份

Year

红树林

Mangrove

沿海滩涂

Intertidal mudflat

人工养殖塘

Manmade shrimp pond

累计个体数 (只)

Accumulative

individuals

平均值 (只Π次)

Mean ±SD

累计个体数 (只)

Accumulative

individuals

平均值 (只Π次)

Mean ±SD

累计个体数 (只)

Accumulative

individuals

平均值 (只Π次)

Mean ±SD

2005 20 6167 ±1153 29 9167 ±2152 55 18133 ±6166

2006 56 18167 ±9107 92 30167 ±1153 11 3167 ±4173

2007 19 6133 ±6150 96 32100 ±14142 97 32133 ±22137

总和 Total 95 10156 ±8129A 217 24111 ±13111B 163 18111 ±17120AB

　　A ,B 表示差异显著 , P = 0105。A , B : Significant difference at P = 0105 level .

4 　讨 　论

黑脸琵鹭的主要越冬地是台湾、珠江河口

和越南[4 ,5 ,13 ,20 ]
,大部分的黑脸琵鹭聚集在传统

的越冬地 (台湾和珠江河口 , 约占总数的

70 %) [13 ] 。广东海丰鸟类自然保护区内黑脸琵

鹭越冬种群 ,自 2004 年记录到以来 ,至 2007 年

已增加两倍多 ,达 72 只。该越冬种群在全球普

查种群数量中所占百分比逐年增加 ,从发现初

期的 212 %增加至 2007 年的 411 %。这反映出

该保护区已成为黑脸琵鹭新的重要越冬地 ,对

于全球种群保护有着非常积极的意义。因为黑

脸琵鹭大部分越冬种群集中在数个地点 ,这使

得它们受到生境退化和破坏及感染疾病等威胁

的机会随之增加[13 ]
,新越冬种群的形成 ,能减

少各种潜在威胁对黑脸琵鹭越冬种群的影响。

与台湾和珠江河口等地相比 ,广东海丰鸟

类自然保护区的越冬种群发现较晚 ;该越冬种

群的生境利用及食物资源等尚缺乏相应研究。

此外 ,该越冬种群集中分布在东关联安围保护

站 ;生境类型与东关联安围保护站相似面积约

为 2 38515 hm2 的大湖保护站 ,拥有大面积的沿

海滩涂、人工养殖塘及红树林 ,至今为止却未发

现黑脸琵鹭越冬个体 ,但其作为黑脸琵鹭在保

护区内潜在越冬地 ,有利于该种群的稳定和持

续增长。

该黑脸琵鹭越冬种群分布在红树林、沿海

滩涂和人工养殖塘 3 种生境。2005～2007 年 1

月在沿海滩涂记录到的个体数平均值显著大于

红树林 ,与人工养殖塘无显著差异。该种群已

对人为活动产生一定的适应性。然而 ,作为该

种群重要越冬生境的人工养殖塘 ,拥有较大面

积 (约为 2 37614 hm
2 ) ,是当地居民赖以为生的

生产条件。目前保护区管理部门仅拥有人工养

殖塘管理权 ,使用权属于当地居民和集体。保

护区管理部门无权干涉当地居民的养殖塘经营

方式。黑脸琵鹭一般在浅水区觅食 ,因此 ,如果

在黑脸琵鹭越冬期间 ,很多养殖塘应生产需要

蓄有高水位 ,则会严重影响黑脸琵鹭的正常觅

食。这将对保护区内的越冬种群产生不利影

响 ,甚至可能导致该种群另觅越冬地。目前这

些情况所产生的具体影响还未进行详细研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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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在以后的工作中进一步开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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