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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通过 1 98 6一 1 9 8 7 年秋季在大连老铁山
、

山东省长岛县大黑山岛及青岛浮山的 观 察 研

究
,

确认猛禽的迁徙与气候
、

天气有着密切的关系
。

猛禽迁徙通常选择在风力三级 (1 4 k m / h) 以

上西北风或南风的有利天气条件下顺风或侧顺风迁徙
。

这种大气环流形势在天气图上的 反映是地

面冷锋过境后当天或次口
。

冷锋过境前的天气特征是偏南风或西南风
,

气温升高 , 冷锋过 境后风向

转为西或西北风
,

同时气温下降
,

气压升高
,

风速加大
。

5 ~ 6 级西北风 (3 O~ 40 k m / h) 天气会

出现猛禽大规模迁徙过境
。

故在猛禽的研究中
,

可根据这种天气变化模式进行猛禽迁徙的预报
。

关 . 词 猛禽 , 迁徙 , 天气 , 气候

本文通过在我国东部沿海猛禽迁徙的主要中途停歇地对猛禽的观察
,

对照相应的气候
、

天气现象及大气环流形势等特征进行了综合分析
,

其结果报道如下
。

1 试验地 自然概况

辽宁省大连市老铁山
,

山东省青岛市浮山和长岛县大黑山岛是我国东部沿海地区春
、

秋

两季猛禽南北迁徙的必经之地
,

是研究猛禽迁徙的适宜地点
,

其自然概况详见参考文献〔1〕
。

2 材料和方法

2
.

1 定点网捕和观察

每年春
、

秋两季在固定地点设置网具 (粘网
、

挂网和扣网等 )捕鸟
,

记录捕获时间
、

鸟种

及数量
,

并进行环志
。

同时全天观察记录过往的鸟种
、

数量及天气现象
。

2
.

2 气象要素

以当地气象台
、

站资料为准
,

同时在观察点进行小气候观测作补充
,

大气环流形势利用

国家气象局印发的地面天气图及8 50 m b 高空天气图进行分析
。

结果与分析

括禽迁徙与气候的关系

水文 于1 9 8 9年 2 Jl 1 3 [l x饮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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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期 李重和等
:

中国东部沿海地区猛禽迁徙与天气
、

气候的关系研究

通过观察发现
,

每年秋季猛禽向南迁徙通过大连
、

青岛的时 间通常为 9 月下 旬 至 10 月

上
、

中旬川
。

然而
,

在不同年份
,

由于气候波动
,

猛禽迁来的开始日期有较大差异
。

在诸气

候要素中
,

温度的影响最为显著
。

以青岛为例
, 1 9 8 7年 8 ~ 11 月气温均高于1 9 8 6 年 的 同 期

(月平均高 + 0
.

3~ + 2
.

9 ℃ )
,

主要几种猛禽在青岛初见 日期除短耳鸽 A s动 fla 。柳
u :
较极端

外
,

一般比 1 9 8 6年均推迟10 天左右(表 1 )
。

1 9 8 7年 9 月下旬
,

猛禽繁殖地的大
、

小兴安岭的气温 已降至 10 ℃以下
,

长白山 地 区 在

12 ℃以下
。

而有些种类
,

如红年 Fal co t玄二呱邝l川 等
,

秋季迁徙开 始 较早川
,

9 月上
、

中

旬
,

甚至 8 月下旬即迁经青岛
,

此期间大
、

小兴安岭的气温在lG 一1 5 ℃左右
,

长白山地区在

15 ~ 19 ℃之 间
,

而青岛地区则在20 ℃以上
。

不同种类猛禽
,

秋季开始南迁的日期前后差异很

大
,

说明不同的鸟种对气候条件的要求是不同的(表 2 )
。

表 1 * 岛括禽救攀初见日期 (一 ) 表 2 , 岛猛禽欲季初见日期(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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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猛禽迁徙与天气的关系

据 1 9 8 7年秋季观察
,

通过青岛浮山的猛

禽有五次迁徙万高 峰 (月
·

日) 9
·

16
,

9
·

26
,

l。
·

5 , 1。
·

1 8和1 1
·

2( 图 1 )
。

这五次迁徙高峰的天气特征是均有较强冷空气过境
,

气温大辐度下

降(一次过程降温 6 一10 ℃ )
,

一般在降温的第二天气压上升 (前 1 ~ 2 日气压降至最低值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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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察数量与气象条件关 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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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有 4 ~ 5 级(2 2~ 3 0 k m / h )西北风 (图 l )
。

这种天气下
,

从清晨 6 时左右猛禽即大量飞过

观察地上空
,

小型猛禽如雀鹰
、

松雀鹰等一般不作盘旋和停留
,

顺风或侧顺风快速向南方继

续迁飞 ; 而大
、

中型猛禽如鹭
、

苍鹰
、

蜂鹰等则顺风盘旋前进
,

一般也不停留
。

16 ~ 17 时以后

到达的猛禽则不再继续南飞而于当地盘旋
、

觅食
、

寻找适宜的过夜山林
。

翌日若风向北转南
,

气温回升
,

到达的猛禽则有些将作短时间停留
、

觅食以补充能量
,

此情况下上网率较高
。

从二

次重新捕获的结果可知
,

松雀鹰秋季迁徒途经青岛时
,

已知的最长停歇时间可达 10 天 (表 3 )
。

衰 3 迁住活禽在砚续地的停吸时间

第一次捕 获时间

(年
·

月
·

日 )
、

地点

第二次捕获时间

(年
·

月
·

口 )
、

地点

间 隔 日 致
鸟 名 环 号

(d )

F 0 0 一
6 5 7 9

G 0 0
一 3 6 7 7

F OQ
一 1 42 7

H 0 0
一
5 49 4

G 0 0
一
1 65 3

19 8 6
·

1 0
·

9 青 岛浮 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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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

2 9 青岛浮 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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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

1 1 大 连老铁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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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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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2 青岛浮 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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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0
·

1 5 山东 长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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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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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0
·

7 青岛浮山所

1 98 5
·

5
·

1 2 大连市

1 98 7
·

1 0
·

1 3 青岛浮山

1 98 5
.

1 0
·

1 8 山东长 岛

猛禽迁徙与风向 密 切 相 关
。

图 2 是

1 9 8 7年秋季在三个观察点不同 风 向 观 察

(或网捕 )的猛禽数量
。

从图可知
,

当偏北

风时 (东北或西北风) 猛禽数 量 最 多 (多

为观察数
,

捕获量较少)
。

而偏南风时
,

因

系逆风
,

且海面多有大雾
,

到达的猛禽都

作停留
,

在当地活动
,

捕食
,

故此期间在

三个观察点上观察和捕到的数量也较多
。

表 4 揭示了猛禽迁徙的最 适 天 气 条

件
:
晴朗

、

少云
、

能见度好
、

三级以上东

北或西北风(风速 ) 2 0 k m / h )
。

这是低压

槽后
,

高压脊前控制下的天气特征
。

该系

统气流比较稳定
,

上
、

下扰动小
,

高空有

弱暖气流上升
。

这种天气条件下
,

鸟类长

距离迁飞可节省大量体力消耗
,

亦可加快

飞行速度
,

往往出现大规模迁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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飞

图 2 1 9 8 7年猛 禽迁徙数 t 与风向的关系
上 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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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 雀鹰
, a , 苍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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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右 : * 岛浮 山不同风向的猛禽数 t

观察还发现猛禽对天气很敏感
。

逗留下来的猛禽于次 日凌晨
,

先有一
、

二只 在 天 空 盘

旋
,

若天气适宜
,

则相继飞上天空
,

盘旋
、

汇集
、

结群南飞 ; 反之
,

那一
、

二只不久即潜回

裹 4 猛禽橄, (环志 )与各气象共穷的关系 (大黑山岛
,

19 8 7 年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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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期 李重和等
:

中国东部沿海地区猛禽迁徙与夭气
、

气候的关系研究

林内
。

在这种天气下
,

林内时有猛禽穿飞而天空则很少见
。

3
.

3 猛禽迁徙与大气环流形势的关系

如上所述
,

从局部看 (如某一迁徙途经地 )
,

每年秋季猛禽的迁徙与当地天气条件有关
。

但从宏观着眼
,

其迁徙系受大范围的气团活动影响
,

即与大气环流有密切关系
。

如 1 9 8 7年 10

月18 日经过青岛浮山的猛禽数量达到高峰 (1 18 。只)( 图 1 )
。

当 日天气图上 (图 3 , a )
,

地 面

冷锋上午通过青岛
,

该市受冷锋后西北气 流 控 制
,

24 h 降温 2 ℃
,

地面风力 4 ~ 5 级(风

速 2 5一 3 2 k m / h )
,

1 s oo m 左右高空 (等压面 8 5 0 m b )西北风 6 级 (约4 3 k m / h )
。

这 次 冷 空

气过程始于10 月1 3日
,

当时在贝加尔湖以西的伊尔库茨克附近形成一个冷高压 中心 (中心 气

压1 0 4 0 m b)
,

随着冷空气的东移
,

14 ~ 15 日我国东北地区普遍降温
,

地面和高空均为 西 或

西北风(表 5 )
。

据此可推断在该天气下
,

东北地区的猛禽离开繁殖地南迁
。

15 ~ 16 日高压中

心移到东北地区
,

强度逐渐减弱 (中心气压 1 03 0 m b)
,

与此同时
,

在大兴安岭一河 套 一 线

又出现低压槽
,

地面及高空转为偏南风
,

气温渐回升
。

这种天气下
,

使南迁之猛禽中途停歇
。

1 7 日 8 时冷锋移到哈尔滨一乌兰巴托一线并继续东移
。

冷锋过后
,

气温下降
,

风向又转西北

风
,

促使中途停歇的猛禽又继续南迁
。

18 日冷锋通过大连
、

青岛
,

青岛处于西北风控制之下
,

因而出现了猛禽大量过境的场面
。

19 8 7年1 1月 2 日青岛出现的猛禽迁徙高峰亦在相似的环流

形势下发生的(图 3 ,
b )o

表 5 各地19 8 7年秋季一次冷空气过程
月. ~ ~ . . ~ 口~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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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4 林 业 科 学 研 究 4 卷

当观察地处于高压后部或低压前 邹(即反气旋后部或气旋前部 )时
,

由于盛行西南风或南

风
,

这种形势下北方迁来 的猛禽数量很少
。

如 19 8 7年 1 0月2 8一 2 9 11
,

青 岛 市 处于低压槽前

(图 3 , c )
,

该两 日天空极少有猛禽飞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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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b st r a e t T h e m ig r a t io n o f th e b ir d s o f Pr ey h a s a e lo s e r e la t io 众 w ith

th e e lim a te th r o u g h o u r o bs e r v a t io n in L a o t ie s h a n
,

D a lia n City
,

D a h ie sh
-

a n d a o ,

Ch a n g d a o C o u n ty ,

Sh a n d o n g P r o v in e e a n d Fu s h a n ,

Qin g d a o fr o m

1 9 8 6 to 1 9 8 7
.

T lle k e y r e a 3 o n th a t fo r e e tlze b ir d s o f Pr ey to m o v e t o th e

w a r m s o u th 15 th a t th e s e a s o n a l e h a n g e o f t h e e lim a te r e s u lte d in a u t u m n
.

T h e b ird s o f Pr ey P r efe r to m o v e in a n o r thw e s t o r so u th w in d th a t 15

a b o v e 24 k m Pe r h o u r
。

It 15 th e v e r y d a y o r t h e fo llo w in g d a y a fte r th e

Pu sh in g th ro u g h o f t h e e o ld fr o n t o n th e g r o u n d th a t t his k in d o f a tm o sP
-

h e r ie e ir e u la tio n w ill sh o w its e lf o n th e w e a th e r m aP
.

T h e rn a in fe a tu r e

o f th e w e a t h e r Pr io r t o t h e g o in g th ro u g h o f th e e o ld fr o n t 15 th e e o m in g

o f s o u th a n d s o u thw e s t w in d w it h th e r ise o f te m Pe r a tu r e
.

A fte r t h e e o ld

fr o n t ,

it e h a n g e s to w e s t a n d n o r th w e s t w in d w itll th e d e e lin a tio n o f a ir

t e m Pe r a t u r e a n d in e r e a s e o f a tm o sP h e r ie Pr e ss u r e a n d a e e e le r a t io n o f w in d

sPe e d
。

B ig f lo e k s o f b ir d s w ill g e t th r o u g h u n d e r th e w e a th e r o f n o r thw e s t

w in d
, t h e w in d fo r e e 15 3 0一 4 0 k m Pe r h o u r , 5 0 t h a t w e e a n fo r e e a s t th e

xn ig ra t io n o f th e b ir ds o f Pr e y a e e o r d in g t o t he w e a th e r e h a n g in g Pa tte r n s

w o r k e d o u t in th is r e s e a r e h w o r k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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