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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为保护滨海湿地生境以及保持海洋生态平衡和生物多样性,文章选取我国19处具有代表性

的滨海湿地,于2018年5-10月的水鸟繁殖季对滨海湿地水鸟进行调查,并基于调查结果评价其

种类、数量、分布密度、受重点保护种类、生物多样性和威胁因素。研究结果表明:滨海湿地水鸟共

计6目10科70种77680只,其中鸻鹬类、鸥类和鹭类是主要种类,红腹滨鹬(Calidriscanutus)数

量明显居多;水鸟种数和分布密度的南北差异可能与大型底栖生物的分布有关;我国滨海湿地对

于红腹滨鹬等7种水鸟的生存具有重要意义,且很多水鸟种类被列入国际和国内重点保护名录;滨

海湿地水鸟的多样性指数整体处于较好水平,但地区差异较大,均匀度指数和丰富度指数的分布

趋势类似;滨海湿地水鸟面临的威胁因素主要包括保护缺位、养殖利益、非法猎捕、围海造地和水

体污染,亟须加强保护力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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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oprotectcoastalwetlandsandbiodiversityinvolved,surveysofbreedingwaterfowlin

19China'scoastalwetlandswerecarriedoutduringMaytoOctoberof2018,thenthenumberof

speciesandindividuals,protectedspecies,biodiversity,andthreatfactorswereassessed.Atotalof

77680waterfowlindividualsbelongingto6orders,10families,and70specieswerefound.Shore-

birds,gullsandegretshademergedasthedominantspeciesinbreedingperiod.Specially,Calidris
canutuswasfoundtobethemostabundantspecies.Bothwaterfowlspeciesanddensityofindivid-
ualsincoastalwetlandsofnorthernChinaweremoreabundantthanthoseinsouthern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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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hichmightberelatedtothedistributionofmacrobenthos.Alargeproportionofwaterfowlspe-

ciesrecordedhavebeenlistedindomesticandforeignconservationregulations,reflectingChina's

coastalwetlandsarecriticaltotheconservationofglobalmigratorywaterfowls.Waterfowlspecies

diversity,calculatedbyShannon-Weaverdiversityindex,PielouevennessindexandMargalefrich-

nessindex,inChinawasrelativelyhigh,whilethoseindexsweresignificantlydifferentamong
19coastalwetlands.WaterfowlconservationeffortsinChinastillfacenumerouschallenges,inclu-

dingconservationgaps,aquaculture,illegalhunting,reclamation,andpollution.Thereisanurgent

needtoprioritizethedesignationofnewprotectedareas,andalsoadoptotherpracticableconser-

vationmeasures,tosafeguardwaterfowlsandtheirhabitats.

Keywords:Biodiversity,Wetlandecology,Birdmigration,Rareanimal,Habitat

0 引言

滨海湿地具有保护海洋生物多样性等生态功

能[1],既是宝贵的自然资源,也是“山水林田湖草”生
命共同体的重要组成部分。加强对滨海湿地的保

护和管理,对于我国构建海洋生态环境治理体系、

促进陆海统筹、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和维护生态安全

等具有重要意义。滨海湿地水鸟是近岸海洋生态

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1-2],其种类、数量、分布和健

康状况对外界非常敏感,可作为衡量滨海湿地生态

环境质量的重要依据。开展滨海湿地水鸟调查和

评价不仅有助于制定科学合理的滨海湿地保护和

管理策略,而且有助于了解和掌握近岸海域海洋生

态环境变化[1-5]。

欧美国家开展滨海湿地水鸟调查和评价有较

长的历史,已形成较成熟的标准规范[4,6]。我国相

关工作起步较晚,且基于全国范围大尺度实测数据

的滨海湿地水鸟调查和评价尚不多见[6]。我国滨海

湿地处于全球受威胁程度最高的候鸟迁徙路线,即
东亚-澳大利西亚迁徙路线[3-4,7],近数十年来滨海

湿地面积的减少和功能的退化使迁徙水鸟面临栖

息地丧失、生境污染和食物短缺等困境[3,8]。本研

究以2018年5-10月繁殖季的我国滨海湿地水鸟

调查结果为依据,评价其种类、数量、分布密度、受
重点保护种类、生物多样性和威胁因素,旨在为我

国滨海湿地水鸟的保护提供科学依据和基础数据。

1 滨海湿地水鸟调查

根据资料记载和实地考察,选取19处具有代表

性的滨海湿地作为调查区域,分别位于辽宁省盘锦

市(A1),河 北 省 唐 山 市(A2),天 津 市 滨 海 新 区

(A3),山东省滨州市(A4)、东营市(A5)、潍坊市(A6)

和青岛市(A7),江苏省盐城市(A8),上海市崇明三岛

(A9)和九段沙(A10),浙江省宁波市(A11)和温州市

(A12),福建省漳州市(A13),广东省阳江市(A14)、特

呈岛(A15)和湛江市(A16),广西壮族自治区山口镇

(A17)和北仑河口(A18)以及海南省东寨港(A19)。

调查时间为2018年5—10月,正值滨海湿地水

鸟繁殖季。根据《滨海湿地生态监测技术规程》

(HY/T080—2005)[9],于日出后或日落前的2~

3h内,借助望远镜和长焦距镜头相机对19处滨海

湿地内的所有水鸟进行观察和记录。水鸟分类标

准参考《中国鸟类分类与分布名录(第三版)》[10]。

根据滨海湿地的面积以及水鸟的种类和数量,计算

滨海湿地水鸟的分布密度、Shannon-Weaver多样性

指数[11]、Pielou均匀度指数[12]和 Margalef丰富度

指数[13]。

2 滨海湿地水鸟的种类、数量和分布密度

根据观察和记录,滨海湿地水鸟共计6目10科

70种77680只,包括雁形目1科7种、目1科

2种、鹤形目1科5种、鸻形目5科46种、鹳形目

1科1种和鹈形目1科9种。

2.1 种类

滨海湿地水鸟种数占我国湿地水鸟总种数的

25.83%[14]。其 中:鸻 形 目 种 数 占 比 最 高

(65.71%),鹳形目种数占比最低(1.43%);鸻鹬类

(35种)、鸥类(11种)和鹭类(9种)是主要种类,共

占调查总种数的78.57%。各地滨海湿地水鸟种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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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图1所示。

图1 各地滨海湿地水鸟种数

由图1可以看出,长江以北的滨海湿地水鸟种

数明显 多 于 长 江 以 南,其 中 山 东 省 东 营 市 最 多

(35种),海南省东寨港最少(5种)。有研究表明,滨

海湿地的大型底栖生物越丰富,水鸟种类越多[8,15]。

根据《2017年中国海洋生态环境状况公报》[16],我国

长江以北夏季重点监测区域(近岸海域)大型底栖生

物的平均密度(527.84个/m2)和平均多样性指数

(2.06)均明显高于长江以南(64.00个/m2和1.60)。

大型底栖生物是滨海湿地水鸟的主要食物,其分布可

能是滨海湿地水鸟种数南北差异的客观原因。

2.2 数量

滨海湿地水鸟主要种类的数量占滨海湿地水

鸟总数的99.83%,其 中 鸻 鹬 类58956只、鹭 类

9758只和鸥类8831只。数量排序前10位的水鸟

共67045只,占滨海湿地水鸟总数的86.31%;其中

红腹滨鹬(Calidriscanutus)数量最多(27857只),

且明显多于其他种类(图2)。

图2 数量排序前10位的水鸟种类

红腹滨鹬、黑嘴鸥(Saundersilarussaundersi)
(4087只)、灰鸻(Pluvialissquatarola)(8206只)、

斑尾塍鹬(Limosalapponica)(7119只)、环颈鸻

(Charadriusalexandrinus)(3743 只)、中 杓 鹬

(Numenius phaeopus)(885 只 )和 大 杓 鹬

(Numeniusmadagascariensis)(479只)分别占相

应 种 类 全 球 总 数 的 51.59%、48.08%、8.21%、

4.75%、3.74%、1.61%和1.50%,均超过国际种群

评估1%的临界值[17]。根据《关于特别是作为水禽

栖息地的国际重要湿地公约》(《湿地公约》)[18],如

果某湿地规律性地支持20000只或更多水禽生存

(标准5),或支持某水禽物种或亚种种群1%的个体

生存(标准6),即可被认定为国际重要湿地。因此,

我国滨海湿地对于上述7种水鸟(尤其是红腹滨鹬

和黑嘴鸥)的生存具有重要意义。

2.3 分布密度

滨海湿地水鸟分布密度如图3所示。

图3 滨海湿地水鸟分布密度

由图3(a)可以看出,长江以北的滨海湿地水鸟

分布密度明显高于长江以南,其中河北省唐山市最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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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7.4只/hm2),海南省东寨港最低(0.5只/hm2)。

滨海湿地水鸟分布密度情况与种数较一致,均可能

是由大型底栖生物的分布差异所致。

值得 注 意 的 是,由 图3(b)可 以 看 出,白 鹭

(Egrettagarzetta)的分布范围最广,除山东省滨州

市外均有分布,且分布密度与所有水鸟的整体趋势

相反,即长江以北明显低于长江以南。有研究表

明,白鹭对繁殖地的植被有很强的选择性,且多喜

于红树林生境繁殖[19]。我国长江以北的植被类型

多为芦苇、碱蓬、藨草和互花米草[16],植被生境非白

鹭的理想繁殖地,而红树林生境集中分布于长江以

南,可能是繁殖季白鹭分布规律的客观原因。

3 受重点保护种类

我国滨海湿地水鸟有很多被列入国际和国内

重点保护名录,充分体现其珍稀性以及我国滨海湿

地对于全球候鸟迁徙的重要性(表1)。

表1 受重点保护的滨海湿地水鸟种数

及其占调查总种数的比重

保护类型 种数/种 占比/%

IUCN
EN

VU

3

4

4.29

5.71

CITES 附录Ⅰ 2 2.86

CMS
附录Ⅰ

附录Ⅱ

5

1

7.14

1.43

中外协定
中澳

中日

32

50

45.71

71.43

国家名录
Ⅰ级

Ⅱ级

2

2

2.86

2.86

红皮书
E

V

2

2

2.86

2.86

三有名录 66 94.29

  注:IUCN即《世界自然保护联盟濒危物种红色名录》,其中EN

为濒危、VU为易危;CITES即《濒危野生动植物种国际贸易公约》;

CMS即《保护迁徙野生动物物种公约》;中外协定即《中华人民共和

国政府和澳大利亚政府保护候鸟及其栖息环境协定》和《中华人民

共和国政府和日本国政府保护候鸟及其栖息环境协定》;国家名录

即《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名录》;红皮书即《中国濒危动物红皮

书》,其中E为濒危、V为易危;三有名录即《国家保护的有益的或者

有重要经济、科学研究价值的陆生野生动物名录》。

其中:被列入《世界自然保护联盟濒危物种红

色名录》濒 危 的 有 大 杓 鹬、大 滨 鹬(Calidriste-

nuirostris)和东方白鹳(Ciconiaboyciana),易危的

有鸿雁(Ansercygnoid)、黑嘴鸥、遗鸥(Ichthyaetus

relictus)和黄嘴白鹭(Egrettaeulophotes);被列入

《濒危野生动植物种国际贸易公约》附录I的有遗鸥

和东方白鹳;被列入《保护迁徙野生动物物种公约》

附录I的有鸿雁、黑嘴鸥、遗鸥、东方白鹳和黄嘴白

鹭,被列入附录II的有红腹滨鹬;被列入《国家重点

保护野生动物名录》I级的有遗鸥和东方白鹳,被列

入II级的有小杓鹬(Numeniusminutus)和黄嘴白

鹭;被列入《中国濒危动物红皮书》濒危的有东方白

鹳和黄嘴白鹭,易危的有黑嘴鸥和遗鸥;被列入《国

家保护的有益的或者有重要经济、科学研究价值的

陆生野生动物名录》的多达66种,占比超过94%。

4 生物多样性

生物多样性通常以多样性指数、均匀度指数和

丰富度指数等反映[20-21]。滨海湿地水鸟是近岸海

域海洋生态环境的理想指示生物[2,22],其多样性指

数、均匀度指数和丰富度指数如图4所示。

图4 滨海湿地水鸟的3种指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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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滨海湿地水鸟的3种指数(续)

由图4可以看出,根据《滨海湿地生态监测技术

规程》(HY/T080—2005)[9],我国滨海湿地水鸟的

多样性指数整体处于较好水平(3.52),其中山东省

东营市(3.86)、江苏省盐城市(3.68)、山东省滨州

市(3.20)和山东省潍坊市(3.18)处于较好水平,上

海市九 段 沙(2.77)、广 西 壮 族 自 治 区 北 仑 河 口

(2.64)、浙 江 省 温 州 市 (2.52)、广 东 省 湛 江 市

(2.24)、山东省青岛市(2.20)、天津市滨海新区

(2.11)和广东省特呈岛(2.03)处于中等水平,其余

处于较差水平。均匀度指数和丰富度指数的分布

趋势与 多 样 性 指 数 相 同,且 与 已 有 研 究 结 果 较

一致[23]。

5 威胁因素

我国滨海湿地位于全球鸟类九大迁徙路线的

东线,对于东方白鹳、遗鸥、黑嘴鸥和大杓鹬等珍稀

水鸟的保护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1,3-4,8]。每年4-

11月有上百万只迁徙水鸟在我国滨海湿地停歇觅

食和繁衍生息,然而随着人类活动干扰的不断加

强,滨海湿地水鸟逐渐受到威胁[3-4,8]。

(1)保护缺位。由于种种原因,许多滨海湿地

未得到应有的关注和保护。对此,《国务院关于加

强滨海湿地保护 严格管控围填海的通知》和《渤海

综合治理攻坚战行动计划》等明确指出尽快将河北

省滦南县和黄骅市、天津市大港区和汉沽区以及山

东省莱州湾等重要滨海湿地和重要生物栖息地纳

入保护范围,亟须通过建立自然保护地和划定生态

红线等方式,妥善保护滨海湿地。

(2)养殖利益。我国沿海滩涂和养殖池塘等是

鸻鹬类、鸥类、鹤类和雁鸭类水鸟的主要觅食地,然

而一些养殖户为确保收成,采取各种手段驱赶甚至

猎杀前来觅食的水鸟。对此,亟须尽快制定切实可

行的生态保护措施,通过适当的经济补偿等手段兼

顾养殖利益和水鸟保护。

(3)非法猎捕。我国高度重视对滨海湿地水鸟

等野生动物的保护,以法律形式禁止任何单位和个

人非法猎捕野生鸟类。然而在利益的驱使下,一些

地区仍存在非法猎捕活动。对此,亟须进一步加强

公众教育和执法力度。

(4)围海造地。围填海活动严重威胁滨海湿地

水鸟的生存[3-4,8,24]。近年来,在大规模围填海得到

有效管控的背景下,一些地区仍存在“积少成多”等

非法围填海活动。对此,根据《国务院关于加强滨

海湿地保护 严格管控围填海的通知》等政策文件,

亟须进一步严格执行围填海总量控制制度,实行约

束性指标管理。

(5)水体污染。近年来我国采取一系列措施治

理入海污染物[16],然而一些地区仍存在“游击排放”

等非法排放活动。对此,亟须充分发挥督查效能和

加强查处力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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