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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候鸟的环志研究和在

亚太地区的地位

张 孚 允

(全国鸟类环志中心 )

摘要 中国环志五年来
,
已建环志站 点45 处

,

累计环志放 飞 鸟 类 达 1 86 种
、

37 06 0 只
。

同期回收到国内外环志鸟17 1只
、

计57 种
。

来 自7 个国家和地 区的环志鸟

提供 了候鸟跨亚 洲一澳洲
、

亚洲一欧洲迁往途径
,
以 及候鸟飞越喜马拉雅 山脉迁往

的证据
,

解释 了历 史上衬此 问题的疑点
。

中国的复杂生态环境和地理位置
、

已知候

鸟迁往于中国与各洲之间的信息
、

中国与亚太地 区24 个国家和地 区相同种候 鸟的分

析统计情况表明
:
中国大陆作为东亚 与湘亚

、

南亚次 大陆
、

澳
、

美
、

欧
、

南太平洋

之间候鸟迁往终端的夏候鸟繁 殖地
、

冬候鸟越冬地 以 及旅鸟的停 息地的国家
,

对于

研究亚太地 区候鸟迁彼规律
,

对于研究各国环志鸟信息的回收和繁 殖 生 态 特
.

点
、

生存率及其他生态生物学信息的收集都起着重要作用
。

关键词 鸟类环志 , 候鸟迁往

中国地处亚洲东部
,

拥有9 60 万 k m 乞
的土地

,

占欧亚大陆面积的 1 8
.

93 %
。

中国复杂的

地形和气候条件造成了复杂多样的生态环境
,

生物物种极为丰富
,

其中鸟类达 1 1 86 种之多 [ ‘2 】,

仅已知的候鸟就有 5 65 种[川
,

许多是中国特有种
,

如黑颈鹤
、

丹顶鹤
、

天鹅等和各种保护 鸟

种
,

如黄嘴白鹭
、

大鸭
,

以及大量雁形 目
、

雀形目的经济鸟和益鸟
。

这些情况给中国鸟类迁

徙规律的研究提出了艰巨的任务
。 2 0 0 0多年前中国人就试图用帛

、

线为标记缚于 鸟 足 研究

候鸟回归
,

这是
“

环志
”

的萌芽时期
。

60 年代个别鸟学研究者进行过小规模的
、

用以研究某种

候鸟种群生态的环志工作
,

却未能继续下去
。

1 9 8 2年
,

林业部在中国林业科学院内建立了
“

全国鸟类环志中心
”

(N at io na l Bi rd B a n’

di ng Cent er )
,

负责中国鸟类环志科学研究和科研管理
。

五年来
,

全国已拥有环志站
、

点45 处

(图 1 )
,

截止 1 9 8 7年末
,

全国累计环志放飞鸟类1 86 种
,

总计3 7 0 60 只
。

从表 1 的统计可见
,

中国鸟类环志与其他国家有所不同
: ¹ 环志鸟中有27

.

4%是猛禽
,

计10 148 只
,

其原 因是辽

东半岛和山东半岛隔渤海相望
,

每值春秋两季
,

成为来自南北方猛禽迁徙的必经通道 ; º 全

国鸟类环志中心主持着
“

中国东部沿海猛禽迁徙规律
”
的研究项目

,

已获得初步结果 (另文 介

绍) , » 环志鸟中的23
. 2%是具有经济价值的雁

、

鸭
、

鹤
、

鹏和世界性保护的濒危 水 鸟
,

如

中国青藏高原特有的黑颈鹤
、

斑头雁
,
大量的鹤和海燕类

、

鹏类
、

鹭类
。

本文于 198 9年 2 月 13 日收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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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1 , 8 3一1 , 8 , 年鸟类环志数量统计 (单位
:

只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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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必须指出
,

中国部分环志站还放飞了一定数量的世界濒危保护候鸟
,

有的种类已获回

收
。

如 1 9 了8年6月在黑龙江扎龙自然保护区环志的丹顶鹤幼鸟 ( 2 只 )
、

白枕鹤幼鸟( 1 只 )
,

同年

1 2月
,

白枕鹤Q 00
一。6 6 3(红色腿环号61 )在日本鹿儿岛荒崎越冬地被发现

,

其 忿性亲鸟是 1 9 8 5

年日本所环志的 J 17 号
,

在 1 9 8 6年北迁过程中
,

于南朝鲜失去配偶 J 18 号后
, 1 9 8 7年在中国

扎龙重新配偶繁殖的幼鹤被环志后一同飞回 日本越冬
。

1 9 8 8年 4 月
,

古
、

早亲鸟又重新返回扎

龙
,

但被环志的 Q 00
一0 6 6 3号幼鹤未返 回

。

第一只黑颈鹤二龄幼鸟1 9 85 年元月在贵州草海越冬地被环志放飞后
, 1 9 8 6

、

1 9 8 7年均再

次发现于草海
。

这些信息表明鹤的栖息地或越冬地是比较稳定的 ; 鹤类并非终身配偶不变 ,

确证白枕鹤途径朝鲜半岛迁徙于中日之间
。

表 1 中另一类环志数量较大的鸟是涉禽的鹭
、

鹤
、

鹏
、

琵鹭等均已获得回收信息
。

1 9 8 5一 1 9 8 7年
,

据不完全统计1) ,

在中国共回收到国内外环志鸟 1 71 只
,

在国外回收到中国

环志鸟 6 只
。

目前中国环志鸟的回收率还远远低于其他国家
,

仅占环志鸟的 1
.

67 % (表 2 )
,

其原因在于
: ¹ 环志鸟种类虽多

,

但每种数量太少
,

影响回收率; º 中国地域广阔
,

适宜栖

息环境众多
,

许多种类候鸟迁徙至目的地后分布较分散 , » 非经济种类的小型鸟自然死亡率

既高
,

又不引起狩猎者兴趣
,

回收率就更低 , ¼环志研究的宣传教育未能普及
,

使许多回收

鸟环被人抛弃或作为玩物
,

甚至有将铜镍鸟环作为珍贵金属物索取高价待沽者
。

劝 部分国外环志鸟由回收者直接通知环志国
,

未在中心注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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裹 2 中 国 回 收 环 志 乌 统 计 (单位 . 只 )

回 收 鸟 种 19 8 3一1 9 8 5年 1 9 8 6 年 1 9 8 7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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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现有回收鸟的被环志地区和数量分析
,

明显可见鸥类多来自苏联的远东地区
,

在中国

境内越冬的鸥最远可达云南昆明市
,

一般均分布在东部沿海和长江中下游地区
,

其占苏联回

收鸟的59
.

6 %
,

其余的苏联环志鸟则为涉禽中的白鹤和苍鹭
。

所回收到的鹤形 目环志鸟绝大

部分来自澳大利亚的南
、

东和北部沿海湿地
,

它们也是迄今所知迁徙最远的候鸟
,

由澳大利

亚的塔斯马尼亚岛经太平洋诸岛北迁至天津塘沽
、

历时33 5 d 的环志号为0 3 2一 2 9 4 0 3的红 胸 滨

鹏
,

其迁徙距离达 9 2 57 k m
。

少数鹤鹅类来自印度
,

如弯嘴滨鹉自坦普尔地区 (1 0
“

18
‘

N
,

85
0

30
,

E )起飞向东北方经喜马拉雅山脉东端穿越中南半岛抵达中国
。

自中国迁往印度 半 岛
‘

的斑头雁
、

鱼鸥则向南飞越喜马拉雅山脉至印度半岛
,

此情况是否因喜马拉雅山脉成为鹤鹏

类迁徒的屏障有关
,

尚待进一步研究(图 2 )
。

中日间迁徙的候鸟回收数仅次于印度
,

其迁徙特点各异
,

已知回收的10 只候鸟即有 9 种

之多
,

迁徙的方向也各不相同
。

从季节的角度分析(表 2 )所有候鸟
,

极为明显地表明
,

来自

苏联的候鸟均为冬候鸟
,

也有少数个体成为邻近苏联地区的繁殖鸟
。

来自澳大利亚和其他地

区的鹤类等几乎全部或大部分为夏候鸟
。

国内回收和放飞的58 只环志鸟以及在国外回收的 6 只环志鸟
,

计68 只27 种所提供的信息

(图 3 )指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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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中国回收部分国外环志鸟迁徙路线示意

1
.

候鸟在中国土地上迁徙路线可区分为西部
、

中部和东部三条 的推论 是 正 确 的(图

4 )
o

2
.

中国西部青藏高原环志的斑头雁和鱼鸥可以穿越喜马拉雅山脉至印度半岛越冬
,

从而

结束了
“

到目前为止在西藏还未曾环志过一只候鸟和回收到一只环志鸟
”
的结论 [z]

,

也为近百

年来攀登喜马拉雅山脉的探险家们曾经
“

看到或听到斑头雁和其他鸟儿自高空飞过 喜 马拉雅

山巅迁徙
”

的记载
,

提供了确切的证据
。

同时也指出了同一繁殖 区域的同一种群不同的家族可迁往不同的地区越冬
,

如青海鸟岛

的斑头雁有的去印度半岛
,

有的则沿阿尼玛卿山南下
。

另外幼雁并不完全重返原繁殖地
,

如

斑头雁有的家族径直南迁越喜马拉雅山
,

有的则略偏航西南方沿横断 山脉迁到中国贵州草海

等地越冬
。

同一繁殖地出生的部分幼鸟在第二年重返北方时并不全部返回原繁殖场地而另寻

其他湿地为繁殖地
。



含16 林 业 科 学 研 究 2 卷

了 、

几
月

, 冷 一 产

~ J汽 , , ‘ 了一
夕

、 、

, 1、,.、

一 Z

、 、一 ,

戈早
、J

~
‘

一一、\
‘ , 、

/

-,认

, .

~
,

~
、‘

、、 一‘ 户 - -

一

丫
\
,l’l,又

之之

仑户
‘
茗 ,

r

瞥
,

图 3 中国环志鸟迁徙路线示愈

日 4 中国候鸟迁 徙路线分布示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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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

中国东部北方湿地的涉禽南迁时部分鹤类如白枕鹤
、

白琵鹭经朝鲜半岛至 日本 南 端

越冬
,

也有部分鹤(灰鹤)中途停留在山西运城等地区黄河弯曲部越冬
。

北方的猛禽南迁时则

大部集中在辽东半岛越渤海穿山东半岛
,

经过胶州湾海域以后
,

即逐步 向西偏斜
,

迁到广东
、

广西
、

湖南
、

湖北
、

江西省一带
。

部分猛禽则沿渤海湾西侧大陆南迁
。

4
.

通过 5 年来全国环志工作和各地候鸟环志工作者的观察
,

北纬 35
。

以北和东经1 00
。

以

西广阔的北方草原
、

森林和湿地是涉禽
、

游禽和多种猛禽的繁殖地区
,

每年 9 月至次年元月

之间
,

大量途经辽东半岛
、

山东半岛南迁的猛禽
,

沿海岸南迁的鹤 (包括沿朝鲜 半岛去 日本

的鹤
、

琵鹭 )和苍鹭等是最好的证明
。

在中国西部繁殖地生存的雁形目候鸟则径直南迁或向东南方迁徒
,

此点前面实例已作证

明
。

而地处北纬30
“

以南的云贵高原
、

长江中下游以南地区
,

则成为冬候鸟的越冬地或 中 间

停歇地
。

中国南北方候鸟随季节的不同往往形成许多数量相当集中的
“

鸟岛
”

或鸟市
,

如
:
繁

殖地区的扎龙
、

向海保护区
,

青海鸟岛
、

新疆天鹅湖等湿地 , 辽宁省老铁 山
、

山东的长岛
、

青岛
,

上海的崇明岛以及云南
、

广西等地
,

成为候鸟 中途停歇地 ; 江苏的盐城海滩
,

洞庭湖
、

都阳湖白鹤越冬地
,

云南昆明的红嘴鸥越冬地等
,

均为利用环志研究候鸟迁徙和种群动态提

供大量最理想的研究基地
。

为了进一步探讨中国与亚洲太平洋地区有关国家间候鸟迁徙的可能性
,

对有 关 文 献 资

料 〔’一 ’“ ’“J与中国候鸟异同种类进行分析比较
。

表 3 的统计结果明显地指出亚太地区各国之间

有着数百 种相同种候鸟
,

如中日间有3 49 种
,

(两国双边候鸟保护协定中仅22 了种 ); 中澳之间有

96 种
。

中国与印度半岛国家相同种 40 6种
,

与东南亚诸国有4 01 种之多
。

而最少的为相处于同

一地理纬度的中
、

美两国
,

仅13 4种
。

纵观各国之间相同种候鸟
,

可以看出它们明显地集中在鹰科
、

鹭科
、

鹊科和鸥科以及鸭科

鸟类
。

在雀形目则多集中在鹊鸽科
、

鹅科
。

从表 3 也可 以看出
,

中国与各国之 间相同候鸟多集中

在鹤
、

鹏类
,

中苏以鸥和鹭类为主
,

中
、

印度半岛间以鸭雁
、

为主等等
,

其数量远远小于统计表

所显示数字
。

究其原因为其中既有不同地理亚种在迁徙行为上的差异而不迁至中国大陆 , 亚

太地区各国环志研究水平不一
,

环志研究鸟种分散
,

被环志的同一种候鸟达不到一定数量 ,

许多非经济候鸟或小型鸟被人们忽视或大多死于迁徙途中
,

未被收回和观察到
,

故仍然不了

解他们的迁徙去向
。

改善这种情况的唯一办法是协调亚太地区候鸟环志研究的计划
,

逐步形

成环志研究网络
。

有针对性地增加某些类群候鸟环志的数量
,

才可能逐步掌握亚太地区国家

间迁徙候鸟种数的实际情况 t‘4 ]
。

在这次关系到研究亚太地区候鸟迁徙规律的巨大项目中
,

中国因其所处的地理位置
、

复

杂多样的自然气候条件和生态环境
,

使中国既是亚太地区候鸟的繁殖地
,

又是迁徙途中的重

要
“

释站
”

和越冬地的重要地位
,

加强和提高中国候鸟环志研究的广度和深度是至关重要的
。

如果中国不能与任何国家的环志研究同步
,

则被环志的鸟进入中国大陆
,

即可能失去获得应

有信息的机会
。

因此
,

进一步完善和提高中国候鸟环志研究的水平
,

将会促进亚太地区候鸟

环志工作的发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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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和邻近国家相同种候鸟致最统计
(单位 . 只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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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1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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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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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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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231211。333419一

一
2-2213242626一一

1
2

一.

|
一;一曰曰�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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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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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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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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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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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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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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