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美、西伯利亚东部沿海、日本和我国。曾有报道

雪雁出现在我国河北省高碑店、保定，天津和长

江口（!"#$%&’(，)*+)!)*+,），而且在河北曾多

次出现和被报告（寿振黄，)*+-）。但近几十年来

却很少见有报道，在我国属偶见冬候鸟，数量极

为稀少，但雪雁在国外的种群数量却很丰富［)］。

郑作新［.］报道：雪雁仅分布于 我 国 河 北

界，长江口是否有分布，并不十分确定。

亚洲湿地局（#’(/01"23(45"267%8("%）［+］

在亚洲水禽数量统计（)*9:!)**)）：《亚洲水鸟

分布与现状》一书中，雪雁在亚洲为偶见冬候鸟

或迷鸟，只有小数量（约;<只）可能在中国越冬

或在亚洲其它地区作为迷鸟出现，以前仅在中

国鄱阳湖和印度有记录。

分析上述文献，我们可以做出以下结论：雪

雁经常在中国出现，主要分布于中国沿海一带，

但由于分布较分散，数量极少，所以遇见率不是

很高，应该确认雪雁在中国为冬候鸟。

! 分析与讨论

本次雪雁在黄河三角洲自然保护区的重新

发现，是中国近几十年来对该种鸟类的重新认

识，对中国及亚洲水禽的分布是一大补充，又重

新确认了雪雁在中国的分布，也增加了雪雁在

中国的新分布区。通过.个多月的观察，发现

雪雁在自然保护区内栖息环境良好，食物充足，

人为干扰少，雪雁可以在此安全越冬。雪雁本

次发现，应暂定为偶见冬候鸟。至于以后能否

重现，有待于进一步的观察。并建议加强自然

保护区的生境管理，尽量为鸟类越冬提供更加

适宜的环境条件。自然保护区对这一新物种的

出现也非常重视，认为新物种的出现，是保护管

理、生境得以改善的结果。并加强了栖息地的

封闭式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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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秋帽儿山鸟类环志报道!

常家传" 唐景文# 朱坤杰$ 常伦夷% 刘伯文& 尤兆群’

（"东北林业大学野生动物资源学院 哈尔滨 );<<,<； #吉林市森林病虫防治检疫站 吉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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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年秋季连续支网:,天，环志鸟类-+种;.-,只，原地回收.种:)只。

关键词：帽儿山；鸟类环志；回收

中图分类号：N*;9O)+，N*;*O: 文献标识码：/ 文章编号：<.;<M+.-+（.<<<）<+M+:M<,

东北林业大学帽儿山鸟类环志站（设在帽

儿山实验林场老爷岭森林生态实验站，+!,
人，支网+<!-<张），)**:年9月.+日!))月

,日（:,天）连续支网（晚间不撤）捕鸟环志，共

环志-+种;.-,只，超过本站以往各年环志量

之总和（表)）。本年度春秋两季共环志鸟类

::;<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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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本站历年环志鸟数量

环志日期

（年!月!日）

种数 鸟只数 网数

（最多时）

"##$!#!"%!""!"&［"］ "’ (## "(
"##)!%!*!$!"$ "$ +’ "(

"##)!+!("!"&!*&［*］ *+ ’’+ "+

"##’!(!*$!)!* $( *%+) (’

"##’!+!*(!""!% )( $*)% )&
共 计 #&"%

! 环 志

环志数量见表*。平均每天环志’"!"只，

最高日（#月*’日）%#$只（优势种为红胁蓝尾

鸲），最低日+只，百只以上的日期为#月*’
日、*+日，"&月(日、$!’日、*+!("日，""月

"!%日共"$天。各月环志量"&月份最高，占

%$!",，#月份居次，占%"!$,。

按环志种数计，#月份最高，达%)种。环

志总量超过百只的有’种：蓝尾鸲（(*!(,）、北

朱雀（"%!$,）、白腰朱顶雀（"(!%,），灰头&
（"*!%,）、黄喉&（+!%,）、斑鸫（(!#,）、田&
（*!&,），’种总量达+)!#,。

本季环志鸟数量见图"。

表" !##$年秋环志鸟数量统计

种 类 +月 #月 "&月 ""月 合计 ,

"!灰头&!"#$%&’()*+,+-$*.(/( (+ )"& + )$) "*!%
*!黄喉&!0$/$1(2) (% (’& (’ %%" +!%
(!蓝歌鸲34)-&2&(-5(2$ $ $ "&
%!白腹蓝’65(2+*7&/(-5(2+"$/(2( " "
$!灰背鸫84%,4).+%74/+%4" "% "’ * ((
)!小斑啄木9&-+&,$)"&2+% ( $ ’ "$
’!普通角(:74))-+*) * ( $
+!鳞头树莺6$77&();4("$&-$*) ( $ +
#!极北柳莺9.5//+)-+*4)#+%$(/&) $ "% "#
"&!黑喉石)<(=&-+/(7+%;4(7( " ( %
""!褐柳莺9.5//+)-+*4)>4)-(74) " (& "* %(
"*!巨嘴柳莺90)-.?(%’& ’ %# " $’
"(!日本树莺6$77&(,&*.+2$ " ") " "+
"%!栗&!"#$%&’(%47&/( $ "’ " *(
"$!苍眉蝗莺3+-4)7$//(>()-&+/(7( * " (
")!厚嘴苇莺@-%+-$*.(/4)($,+2 * *
"’!中杜鹃64-4/4))(74%(74) " "
"+!普通翠鸟@/-$,+(77.&) " "
"#!暗绿柳莺9.5//+)-+*4)7%+-.&/+&,$) " "
*&!丘鹬<-+/+*(=%4)7&-+/( " " *
*"!灰$%A+7(-&//(-&2$%$( * *
**!黄眉&!"#$%&’(-.%5)+*.%5) % %
*(!白眉&!"#$%&’(7%&)7%("& $" $"
*%!红尾歌鸲34)-&2&()&#&/(2) %" * %(
*$!红喉歌鸲30-(//&+*$ %& * %*
*)!鸲姬’B&-$,4/("41&"(C& "’ " "+
*’!白背啄木9&-+&,$)/$4-+7+) " * (
*+!金腰燕D&%42,+%4)7&-( " "
*#!矛斑蝗莺3+-4)7$//(/(2-$+/(7( % " $
(&!黑眉苇莺@-%+-$*.(/4)#&)7%&1&-$*) * *
("!北灰’A4)-&-(*(/(7&%+)7%&) " "
(*!四声杜鹃64-4/4)"&-%+*7$%4) " "
((!蓝头矶鸫A+27&-+/(14/(%&) ( (
(%!红喉姬’B&-$,4/(*(%E( "$ "$
($!栗耳&!"#$%&’(>4-(7( * * %
()!红胁绣眼F+)7$%+*)$%57.%+*/$4%( *" * *(
(’!蓝喉歌鸲34)-&2&()E$-&-( " "
(+!日本松雀鹰@--&*&7$%14/(%&) ) * +
(#!鸳鸯@&=1(/$%&-4/(7(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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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种 类 !月 "月 #$月 ##月 合计 !

%$&白腹鸫"#$%#&’())*%#& # ’ (
%#&北红尾鸲+,-./*0#$#&(#$-$.#& ’ ) !
%*&普通朱雀1($’-%(0#&.$23,$*/#& " "
%)&田&456.$*7($#&3*0( ! "! # #$+ *&$
%%&小&48’#&*))( % * (
%’&红尾伯劳9(/*#&0$*&3(3#& # #
%(&蓝尾鸲"($&*:.$02(/#$#& +!) "#" #+$* )*&)
%+&斑鸫"#$%#&/(#5(//* ( #!+ ## *$% )&"
%!&孤沙锥;())*/(:-&-)*3($*( # #
%"&燕雀<$*/:*))(5-/3*=$*/:*))( ) )* )’
’$&棕眉岩鹨+$#/.))(5-/3(/.))( % )+ %#
’#&白头&456.$*7().#0-0.’,()( #’ #’
’*&普通旋木雀1.$3,*(=(5*)*($*& ’ ’
’)&大斑啄木+*0-*%.&5(>-$ #$ # ##
’%&鹪鹩"$-:)-%23.&3$-:)-%23.& + +
’’&北朱雀1($’-%(0#&$-&.#& ’)$ *)% +(% #%&’
’(&三道眉草&456.$*7(0*-*%.& * * %
’+&灰头啄木+*0#&0(/#& % %
’!&灰雀+2$$,#)(’2$$,#)( *$ *# %#
’"&苇&456.$*7(’())(&* # #
($&白腰朱顶雀?0(/3,*&=)(55.( %$( *"! +$% )&*
(#&锡嘴1-00-3,$(#&3.&0-00-3,$(#&3.& ( + #)
(*&白翅交嘴9-@*().#0-’3.$( # #
()&红交嘴980#$A*$-&3$( ) )
共计 #*! *#!’ *)+* ’+" ’*(%
! *&% %#&’ %’&# ##&$ #$$
种数 *$ %( )+ #$

图" "##$年秋环志鸟数量曲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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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图!可见：

!种类波动与数量波动有一定相关性，种

类波动有时滞后于数量波动!天左右；

""月末到!#月上旬是秋季鸟（旅鸟和夏

候鸟）迁徙盛期，!#月末到!!月上旬是冬候鸟

迁徙盛期；

#秋季鸟迁徙高峰在整个迁徙期中段，冬

候鸟迁徙高峰在整个迁徙期后部（!#月$%日

以后），!#月$!日以后冬候鸟占主要成分；

$秋季鸟数量高峰的优势种是食虫的蓝尾

鸲（高峰日达&%"只），"月中旬以前的高峰较

低，优势种是灰头&（高峰日为%!只）、黄喉&
（高峰日为’#只），冬候鸟数量高峰的优势种是

食种子的北朱雀（高峰日"&只）和白腰朱顶雀

（高峰日!%(只）；

%蓝尾鸲有数个甚为突出的数量高峰，次

高峰在主高峰之后出现，主高峰升势陡峭，!"")
年春季也如此。其它种类大都只有!个高峰。

! 原地回收

秋季原地回收$种)!只鸟，见表’。

表" #$$%年秋季原地回收

种类
回 收 率

!""(秋 !""%春 !""%秋 !"")春

综 合

种 别 混 合

黄喉& !／&#*$+(, ’／’$*"+&, !’／!-%*)+#, $&／((!*&+&, &!／-#"*(+!,
)!／!’($*(+’,

灰头& "／"’*"+), $!／&’&*&+-, ’#／(&’*(+(,

" 方法改进

!"")年秋季环志取得了一季突破(###只

的成果，重要原因是使用*子（媒鸟），特别是

!#月下旬以后，在冬候鸟迁徙期使用*子’#
个，每网!&$个*子，日上鸟!(#&$’#只，凡

是有*子的网即上鸟，无*子的网则很少上鸟。

*子对北朱雀、白腰朱顶雀、锡嘴雀、灰雀效果

非常明显。普通朱雀、红胁绣眼等也是用了*
子，才较往年捕得多。

当日填写“环志进度一览表”。以前我们是

每天晚上对当日环志登记表进行单页统计（种

数、只数），环志结束后再算总帐，这样集中统

计，工作量很大，易出错，且累计进度不明。从

今秋开始，把当日环志的鸟数分种类填在一张

大表上（并标记当日网数），使每日的工作量清

楚地展现出来，逐日累计数量也得以标出，季末

很快就能报出统计表。当日填表，还可发现记

录中的差错，及时改正。

在专用的回收记录上记下重捕与原地回收

鸟的日期、环号和种名，供环志季末核查与统

计。

& 建 议

目前国内环志站（点）太少，应增加布点才

能形成网络和有效回收，以快出成果，弄清各种

鸟的迁徙规律。

鉴于国内相当多的人对鸟类环志不了解，

建议全国鸟类环志中心会同林业宣传部门与电

视台合作制做环志科教片，普及环志知识，或译

制国外的环志科教片。环志宣传应纳入林业宣

传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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