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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东部沿海地区春季猛禽迁徙规律

与气象关系的研究*

侯韵秋　李重和　刘岱基　范强东　王　黎　裴晓鸣

　　摘要　1987～1992年的春季,在中国东部沿海地区猛禽迁徙途中的主要停歇地——山东省长

岛、青岛,辽宁省老铁山地区, 通过对几种主要猛禽的迁徙规律等生态、生物学特性的观察和环志研

究表明: 春季猛禽迁徙发生在 3 月初至 6 月底,高峰时间出现在 3月底至 5月上旬。利用天气系统

分析和气候统计方法, 对部分猛禽迁徙与气象的关系进行了探讨。春季有利于猛禽迁徙的天气条件

为风力 3～5 级偏南风的晴朗天气(南、西南、东南风共占 87% )。早春季节, 北方冷空气活动影响到

长江中下游地区出现低温降雨天气,对在该地区越冬的猛禽或向北方迁徙至此的猛禽会造成一定

伤亡。

　　关键词　中国东部沿海地区　猛禽　迁徙规律　气象要素

　　目前,我国有关猛禽迁徙规律的研究限于秋季的研究报道
[ 1～3]

,而对其春季的迁徙规律仅

见于 Xu Weishu
[ 4]的观察研究报道。1987～1992年的春季, 笔者在中国东部沿海地区猛禽迁

徙途中主要停歇地,通过环志和观察对几种主要猛禽的迁徙生态、生物学特性进行了研究。并

结合气候、天气现象及大气环流形势等气象特征进行了综合分析, 其结果报道如下。

1　研究地区的自然地理

　　主要环志观察研究地区设在渤海海峡上的山东省长岛县大黑山岛( 37°54′N, 120°36′E)、

南长山岛( 37°54′N, 120°42′E)和北隍城岛( 38°24′N, 120°54′E) ,为庙岛群岛中三个较大的

岛屿,是鸟类迁徙途中重要的停歇地,尤其北隍城岛是环志和观察研究猛禽最适宜的地点。位

于山东半岛南端的青岛市浮山( 36°12′N, 120°36′E )和辽东半岛最南端大连老铁山( 38°45′N,

120°12′E)春季也能观察到向北迁徙的猛禽, 但数量少,故为辅助观察研究点。

2　研究时间和方法

2. 1　定点网捕和观察

1987～1992年每年春季 3月 5日～6月 20日, 在固定地点设置网场和观察点, 记录观察

和捕捉的时间、鸟种和数量,并进行环志。同时全天记录过往的鸟种、数量及天气现象。

2. 2　气象要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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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用气候资料统计及天气统计分析方法
[ 5]
,气象资料以当地气象台站记录为准,同时在观

察点进行小气候补充观测。大气环流形势利用国家气象局印发的地面天气图及 850 mb高空

天气图进行分析。

3　结果与分析

　　1987～1992年的 5个春季共观察到猛禽 2目 21种 14 000余只, 1991～1992年两个春季

中环志猛禽 2目 11种1 300余只。观察数量最多的是普通鸟狂( 9 400只)、雀鹰( 1 066只)、松雀

鹰( 990只) , 分别占观察总数的 66. 31%、7. 25%和 6. 98%; 环志数量最多的是雀鹰( 664只)、

松雀鹰( 385只)和红角 ( 181只) ,占环志总数的 49. 44%、28. 67%和 13. 48%。

3. 1　迁徙规律

图 1　猛禽迁徙时间( 1988～1991年)

(图中图例 1示观察; 2示环志)

3. 1. 1　迁徙顺序和迁徙期　春

季,猛禽迁徙时间为 3月初至 6

月中下旬, 偶尔在 7月初还能观

察到个别种类的迁徙猛禽。春季

最早观察到的为普通鸟狂( 3 月 5

日) ;其次是红隼( 3月 6日)和大

鸟
狂 ( 3 月 7 日) ; 再依次观察到的

为雀鹰、松雀鹰,出现最晚的是燕

隼( 4月 6日) (图 1)。亦即春季率

先北迁的是大型猛禽,随后为中

型和小型猛禽(其中包括中型猛

禽蜂鹰)。猛禽的春季迁徙顺序与

秋季迁徙顺序正好相反
[ 1]
。猛禽

迁徙初始时间受光周期、气候、食

物等诸因素的控制,但主要因素与食物有直接关系。所以,以鸟类和小型啮类为食的猛禽率先

向北方迁徙, 而以昆虫为主要食物的猛禽则在其后迁徙。

　　猛禽在迁徙季节里迁徙持续时间的长短因种类而不同(表 1)。隼形目( Falconifo rmes)候

鸟迁徙持续时间长而分散, 形目( St rigiformes)候鸟持续时间短而集中(由于白天很难对其

观察,故以网捕时间而定)。

表 1　猛禽迁徙周期

鸟　　　　种 迁徙周期( d) 年　份

苍　鹰A ccip i ter g entil is ( Linnaeus ) 75. 0+ 21. 7 1987～1990

雀　鹰A ccip i ter nisus ( Linnaeus ) 68. 0+ 17. 5 1987～1990

松雀鹰A ccip i ter v ir gat us ( T emminck) 63. 8+ 12. 4 1987～1990

普通鸟
狂

B ute o but eo ( Linnaeu s) 62. 2+ 14. 9 1987～1990

红角 O tus scop s (L innaeus ) 50. 8+ 14. 5 1987～1990

长耳 A sio otus ( Linnaeus ) 27. 7+ 4. 1 1987, 1988, 1992

短耳 A sio f l ammeus (Pontoppidan) 20. 0 1992

　　注:以长岛观察、环志记录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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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1. 2　迁徙高峰时间　猛禽春季迁徙发生在 3月初至 6月底,大规模的迁徙高峰时间出现在

3月底至5月上旬(图 2)。由于鸟类迁徙受气候、食物等诸多因素的影响,各年度出现日期有所

不同。1992年 4月 20日在北隍城岛环志的 H00-4754号雀鹰,在放飞 371 d( 1993年 4 月 26

日)后在环志地再次被捕获,通过二次重新捕获的结果可知其迁徙周期具有一定的稳定性, 迁

徙高峰也相对稳定。不同种类的猛禽因其特有的生物学特性的差异,决定了各种猛禽的迁徙时

间的不同,迁徙高峰也有所不同(表 2)。

表 2　猛禽迁徙高峰时间 ( 1987～1992年)

鸟　　　　种
高峰时间

(月—日)

初　见

(月—日)

结　束

(月—日)

蜂　鹰P erni s p ti lorhy nchus ( T emminck ) 05- 05～06- 10 03- 23 07- 14

苍　鹰A ccip i ter g entil is ( Linnaeus ) 04- 05～05- 10 03- 23 07- 03

雀　鹰A ccip i ter nisus ( Linnaeus ) 04- 10～05- 15 03- 10 06- 15

松雀鹰A ccip i ter v ir gat us ( T emminck) 04- 20～05- 20 03- 30 06- 09

普通鸟
狂

B ute o but eo ( Linnaeu s) 03- 26～04- 20 03- 05 06- 04

红角 O tus scop s (L innaeus ) 04- 25～05- 15 03- 25 05- 30

长耳 A sio otus ( Linnaeus ) 04- 10～04- 25 03- 20 04- 29

短耳 A sio f l ammeus (Pontoppidan) 04- 11～04- 25 04- 08 04- 27

　　注:以长岛观察、环志记录为主。

　　图 2　春季猛禽迁徙规律( 以长岛环志和观察记录为

主,青岛、老铁山为辅)

( A : 1987年; B: 1988年; C: 1989年;

D : 1990年; E: 1991年)

　　由图 2可以看出,猛禽在迁徙季节里其迁

徙常出现 1～3个数量较高的波峰,这种情况的

出现常与天气状况有直接关系。

3. 1. 3　迁徙方式　猛禽迁徙采取单个飞行和

组成松散群迁飞方式。雀鹰、松雀鹰、红隼( Fal-

co t innunculus Linnaeus )、燕隼 ( F . subbuteo

Linnaeus)多单个迁飞; 大鸟狂( Buteo hemilasius

Temminck et Schlegel)、普通鸟狂、蜂鹰、苍鹰则

结成 5～30只(或更多)大小不等的松散群。有

些种类组成混合群, 4月底以前, 在混合群中,

以普通鸟狂为主,而 4月底以后多以蜂鹰为主。

3. 1. 4　停留时间　通过观察发现有些猛禽在

研究观察点不停留,直接向北迁飞,有些猛禽在

研究观察点作短时间停留, 以觅食补充能量为

主。停留时间长短,与鸟类自身状况和天气状况

有直接关系,天气好与坏也影响着鸟类迁徙在

中途停留时间,根据两次捕获分析可知(表 3) ,

其停留时间为 3. 3+ 1. 9 d( n= 7) , 停留时间最

长达 7 d。

3. 2　迁徙与气象的关系

猛禽的迁徙受大范围气团活动的影响,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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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3　春季猛禽迁徙在观察地停留时间 (长岛县北隍城岛, 1992年)

鸟　　种 环　　号
第一次捕获时间

(月—日)

第二次捕获时间

(月—日)

间隔日数

( d)

长耳 J00-5376 04- 06 04- 10 4

J00-5372 04- 08 04- 10 3

红角 G01-7020 04- 06 04- 13 7

H 00-3961 04- 08 04- 11 3

H 00-3954 04- 12 04- 15 3

H 00-4759 04- 14 04- 15 2

G00-8771 04- 25 04- 26 1

图 3　猛禽迁徙数量曲线(山东省长岛, 1991年)

大气环流有着密切的关系。春季有利于

猛禽大规模迁徙的天气系统与秋季有显

著不同 [ 2]。如 1991年春季在长岛出现 4

次迁徙高峰——4 月 7、15、22日及 5月

2、3日(图 3)。从天气图(图 4)可看出 4

月 7、15、22日这三次迁徙高峰均是在高

压系统通过以后出现。观察地区处于高

压脊后部,地面至 1 500 m 上空(约 850

mb)均为偏南(南、西南、东南)方向吹来

的暖湿上升气流控制。气象要素变化一

般规律是最初气压开始下降,温度上升,

风向由偏北转为偏南。从而证实春季高压系统后部的偏南气流是有利于猛禽迁徙的气象条件。

值得指出的是 5月 2、3日的迁徙高峰出现时天气系统与以上不同。这次迁徙高峰出现在低压

冷锋过境以后,地面仍处于高压前部的偏北气流控制之下。从图4可见, 4月 30日气旋冷锋通

过长岛, 5月 1日长岛处于西北气流控制之下,风力达 6级以上(≥12 m / s) ,天空无猛禽过境,

5月 2日西北风减弱至 3～4级( 8 m/ s) ,天空晴朗,这一天观察到从南过来大量猛禽均侧逆风

向东北方向飞去。此情景与秋季及早春( 3～4月份)的顺风迁徙方式大相径庭。对此可试做如

下解释:在南方越冬而春季到东北亚地区繁殖的猛禽, 5月中旬大多已进入繁殖期,有些种如

苍鹰的产卵期最早则见于 4月 28日
[ 6]
。因此迁徙后期尚在途中的猛禽,由于繁殖期的临近为

急于赶到繁殖地, 即使在不利的气象条件下,也会继续迁徙飞行。因此, 5月中下旬进行猛禽环

志和观察研究,在这种天气之下也需加以注意, 以不贻误时机。

　　1991年春季,长岛逐日观察记录的猛禽迁徙数量与当日气象要素的相关统计结果见表 4,

从中可见,春季有利于猛禽迁徙的天气条件是风力为 3～5级的偏南风(南、西南、东南风共占

表 4　猛禽迁徙数量与气象要素关系 (山东省长岛, 1991年)

项目
天气现象 能见度( km ) 风力(级) 风　　向

合计 晴 多云 阴 雨 合计 ≤5 6～10 11～15 ≥16 合计 ≤2 3～5 > 5 合计 N N E E SE S SW W NW

数量

(只)
4726 3039 246 1395 46 4389 1203 233 500 2453 4664 0 4027 537 4688 110 415 24 1755 571 1764 0 49

占总

数(% )
100 64 5 30 1 100 27 6 11 56 100 0 86 14 100 2 8. 9 1 37 12 38 0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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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天气形势图( 1～3. 850 mb图; 4～6.地面天气图)

(图中: 1, 4. 1991—04—07, 8∶00; 2, 5. 1991—04—15, 8∶00; 3, 6. 1991—04—22, 8∶00)

图 5　长江中下游地区 1992年一次大范围冷锋降水过程地面天气

图(图中: 金寨县; 桐城县)

1. 1992- 03- 01, 8∶00; 2. 1992- 03- 02, 8∶00;

3. 1992- 03- 03, 8∶00; 4. 1992- 03- 04, 8∶00

·雨　　* 雪　　///雨区

87%) , 观察地上空能见度良好的晴朗天气。在这种条件下会出现大群向北方迁飞的猛禽。如

果到达观察地时遇到冷空气入境,北风较强烈不利于飞行的天气, 则往往在当地作短期逗留。

从两次重复捕获结果可知, 春季到达长岛的猛禽最长逗留日数为 7 d(表 3) ,而秋季则为 10 d。

　　值得注意的是,早春,西伯利亚的冷空气活动有时仍很强烈,会侵入到长江中下游地区,与

当地的暖湿空气相遇, 形成连续低温阴

雨天气(山区甚至出现降雪)。这种恶劣

天气不利于猛禽的觅食活动,往往给在

此地越冬或向北方迁徙途径此地的猛禽

造成伤亡。例如 1992年 3月 4日,安徽

省金寨县( 31°36′N, 115°48′E )某校的

教学楼上跌落 1只雀鹰(环号为 H00-

4788) , 经环志中心确认, 该雀鹰为 1991

年 10 月 8 日在山东省长岛环志放飞。

1992年 3月 9日, 安徽省桐城县( 31°00′

N, 116°54′E)路边一只无力飞起的环志

鸟(环号为 G01-8123) ,为 1991年 10月

1日在长岛县环志放飞的雀鹰。从天气

图可知(图 5) , 3月 2日有冷空气前锋通

过上述地区,该地区出现西北大风和低

温降雨天气持续多日, 至 3月 4日继续

降温、大雪。H00-4788号雀鹰就是在恶

劣天气条件下因体力不支而跌落的(身

上未发现任何伤痕)。G01-8123号雀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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亦是在相似的气象条件下跌落的。说明早春季节,北方迁徙至此, 因遇坏天气会给在此地受阻

的猛禽造成一定伤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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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y on the Regularity of Migration of Raptors and Its

Relationship with Climate at East China Coast in Spring

H ou Y unqiu　 Li Zhonghe　 L iu Daij i

Fan Qiangd ong　 W ang L i　 Pei X iaoming

　　Abstract　In the spring of 1987～1992, studies on the m igrat ion eco logy and biolog ical

characterstics of the main species or raptors had been conducted at their main r oosting sites

( Qingdao, Changdao of Shangdong Province, Laot ieshan of Dalian City , L iaoning Province) .

According to the research, the no rth-m ig rat ing r aptors pass through the roo st ing sites fr om

ear ly M arch to late June. The migrat ing peak period is f rom late M arch to early M ay.

Through the analysis and statist ics of cl imate, it has show n that the massiv e migrat ion o f

raptor s in spr ing will be inf luenced intensiv ely by cl imate. T he disast rous climat ic condit ions

in ear ly spr ing w ill do harm to the overw intering and migrat ing raptor s in this area. The best

w eather for raptor migr at ion is on sunny days w ith south w ind of 3～5 scale.

　　Key words　the East China Coast　raptor　mig ration regularity　climatic condit 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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