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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岛越冬水鸟资源状况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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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4 & !""$ 年冬季，对海南岛沿海及其内陆湿地 $2 个地点的越冬水鸟状况进行了全面调查，旨在

为海南湿地的保护和管理提供科学依据。记录到越冬水鸟 5目 1"科，共 53种。发现了 5种海南的新记录，

分别为白琵鹭（1,+2+,%+ ,%)3(*(4#+）、鸳鸯（5#6 /+,%*#3),+2+）、针尾鸭（5$+& +3)2+）、绿头鸭（5 6 7,+20*"0$3"(&）、红腰杓

鹬（8)9%$#)& 9+4+/+&3+*#%$&#&）和流苏鹬（1"#,(9+3")& 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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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岛地处中国最南端，北以琼州海峡与

广东省雷州半岛相对，陆地面积 44 2!" )X!，自

然条件优越，具有热带和亚热带自然条件的过

渡特征，并具有广阔的沿海滩涂和丰富的红树

林资源，这些都使其拥有较为丰富的动植物资

源［1］。!" 世纪 2" 年代以前对海南岛沿海鸟类

资源状况的调查相对较少，报道仅见少数几篇

文章或专著［1 & $］。近年来，国家林业局组织的

全国湿地调查与监测（海南部分）项目，对海南

岛的水鸟进行过调查，并对东寨港保护区、清澜

港和莺歌海等部分地区的鸟类资源状况进行了

报道［# & %］，研究结果进一步表明了这些地区的

生态环境对水鸟越冬的重要性。

海南沿海有许多生态环境类似于东寨港和

清澜港等的港口及海湾，如后水湾、北黎湾、陵

水湾、黄龙港和望楼港等。这些地区的生态环

境状况以及水鸟资源状况的调查尚属空白，而

这些地区对水鸟的越冬同样也很重要。因此，

有必要对海南岛进行更为全面和详细的调查。

!""! & !""4 年和 !""4 & !""$ 年连续 ! 年的冬

季（!""4 年 1 月 2 & !" 日；!""$ 年 1 月 1% & !

""""""""""""""""""""""""""""""""""""""""""""""""""""""""""

月



!" 日），与香港嘉道理农场暨植物园公司和香

港观鸟会合作，共同对海南岛沿海湿地的越冬

水鸟状况进行了全面调查，希望调查结果能为

海南岛湿地的保护和管理提供科学依据。

! 研究方法

!"! 调查范围 根据海南的植被和水系分布

状况，结合 ! #$% %%% 的海南地形图，除南部的群

岛以外，对海南岛沿海及其内陆湿地进行越冬

水鸟的全面调查。调查过程分为 & 个小组（东

线、中线和西线）。调查范围主要包括全岛的浅

海水域、岩石海岸、潮间砂石海滩、潮间淤泥海

滩、潮间盐水沼泽、红树林沼泽、盐田、湖泊和水

库等生境类型 ’" 个潜在的地点（图 !）。对有

红树林和滩涂分布的河口及港湾等地区进行了

重复调查。

图 ! #$$% & #$$’ 年冬季海南岛越冬水鸟调查地点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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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调查方法 在沿海滩涂湿地，根据海水的

潮汐规律，选择高潮前后约 ! -，调查人员在滩

涂上用 )% . *% 倍望远镜进行观察统计；对内陆

湿地，调查人员采取路线法和在岸上直接用望

远镜计数的方法进行观察统计。对于较大面积

的水域，利用小型机动船只进行搜索式调查。

由于不可能对整个调查地点进行调查，在每个

调查地点，选择 ) . & 个观察点，每个观察点统

计的时间以看清并统计完视野范围内的水鸟种

类和数量为准，因此，每个调查地点水鸟的数量

只局限于视野范围内，是相对数量，而非绝对数

量。采用 /01 对调查地点进行定位。

对调查地点的生境划分了 + 种类型：潮间

砂石海滩、潮间淤泥海滩、红树林沼泽、养殖塘、

盐田、湖泊和水库。对于不同生境类型水鸟群

落的相似性（1232456278），采用相似性指数 !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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