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鸟类( 2X.+) 在迁徙途中受伤、发生疾病及中毒事

件频频发生，严重威胁鸟类的生存。与此同时，迁徙

鸟类传播病毒和细菌的风险已经引起全社会的广泛关

注［# f A］。鸟类迁徙跨越地域广阔，可通过排泄物或分

泌物污染栖息环境，散播病原体。因此迁徙鸟类可能

作为疫病长距离传播的媒介，通过每年的季节性迁徙

将多种病毒、细菌、寄生虫等传染给畜禽和人类［%］。
因此如何保证野生鸟类的顺利迁徙、保护和救治迁徙

期野生鸟类、预防野生鸟类传播疫病成为社会各界关

注的焦点。
湿地是鸟类越冬、繁殖、迁徙的良好场所和主

要聚居地［4］。长岭龙凤湖湿地及其周边为东北典型

湖泊湿地生态系统，如五井泡、十三泡、四十六泡、
龙凤山水库、太平山水库和三教寺水库等，有丰富

的湖泊湿地、良好的生态环境和丰富的食物资源，

为鸟类迁徙提供了优质的停歇地。与松嫩平原湿地、
珍稀水禽保护区一起构成了东北地区候鸟繁殖迁徙

的保护网络。主要保护对象为丹顶鹤( Grus japonen-
sis) 、东方 白 鹳 ( Ciconia boyciana ) 和 白 鹤 ( Grus leu-
cogeranus) 等珍稀濒危鸟类。至今，长岭龙凤湖湿地

共监测 到 东 方 白 鹳、丹 顶 鹤、白 鹤、白 头 鹤 ( Grus
monacha) 等 !6 种国家Ⅰ级、Ⅱ级重点保护的野生动

物。本文对 !"#6 年 # 月—!"#5 年 #! 月长岭龙凤湖

湿地及其周边救护鸟类情况进行了分析，对部分救

治珍稀鸟类进行卫星跟踪，总结了保护和救治鸟类

的经验，为今后加强野生鸟类救治与卫星跟踪提供

合理化建议。

# 材料与方法

#c # 研究区概况

研究区域位于吉林省长岭龙凤湖湿地省级自然保

护区 ( #!An%%o%$″—#!An46o#A″J，%%n"6o#"″—%%n#%o
#4″F) ，占地总面积 6 #33 ’)! ，在保护区内有芦苇沼

泽、内陆盐沼、草甸草原等天然湿地和水库、引水渠

等人工湿地两种类型。
#c ! 鸟类鉴定和统计

救护接收的鸟类鉴定依据和方法参照 《中国鸟类

分类与分布名录( 第二版) 》［3］、 《中国鸟类系统检索

( 第三版) 》［6］。
对 !"#6 年 # 月—!"#5 年 #! 月龙凤湖湿地及其周

边救护鸟类的种类、数量频次等情况进行整理。应用

1Y11 !A 软件中的 1<.*/)*= :(//.C*OE(= 和非参数检验

Q*==>R’EO=.; 0 O.+O 进行分析。

! 结果

!c # 救治种类

!"#6 年 # 月—!"#5 年 #! 月吉林长岭龙凤湖湿地

省级自然保护区救护站( 以下简称救护站) 接收救治鸟

类总共 6 目 5 科 #A 种( 表 #) 。其中: 国家Ⅰ级重点保

护野生动物有丹顶鹤、东方白鹳和白尾海雕( Haliaee-
tus albicilla) A 种，占救护物种比例 !Ah ; 国家Ⅱ级重

点保护野生动物有白枕鹤( Grus vipio) 、大天鹅( Cyg-
nus cygnus) 等 4 种，占救护物种比例 A5c 4h; “三有”
保护动物 4 种，占救护物种比例 A5c 4h。

表 # !"#6—!"#5 年龙凤湖保护区救治种类和保护级别及来源地

&*Nc # &’. +<.:E.+，</(O.:OE(= C.X.C *=7 +(D/:. (P O/.*O.7 NE/7+ P/() !"#6 O( !"#5

中文名

I’E=.+. =*).

保护等级

Y/(O.:OE(= K/*7.

数量 j只

?D*=OEO;

救护来源地

1(D/:.

一、鹈形目 Y.C.:*=EP(/).+

( 一) 鹭科 2/7.E7*.

#c 苍鹭

E3 ( "



续表 #

中文名

I’E=.+. =*).

保护等级

Y/(O.:OE(= K/*7.

数量 j只

?D*=OEO;

救护来源地

1(D/:.

三、雁形目 2=+./EP(/).+

( 三) 鸭科 2=*OE7*.

3c 大天鹅 Cygnus cygnus Ⅱ # 四十六泡

四、隼形目 L*C:(=EP(/).+

( 四) 隼科 L*C:(=E7*.

6c 红隼 Falco tinnunculus Ⅱ % 龙凤湖

五、鹤形目 H/DEP(/).+

( 五) 鹤科 H/DE7*.

5c 丹顶鹤 Grus japonensis Ⅰ A 龙凤湖、四十六泡

$c 白枕鹤 Grus vipio Ⅱ # 龙凤湖

( 六) 秧鸡科 @*CCE7*.

#"c 白骨顶 Fulica atra 三有 % 龙凤湖、前进乡、十三泡

六、鴞形目 1O/EKEP(/).+

( 七) 鸱鴞科 1O/EKE7*.

##c 长耳鸮 Asio otus Ⅱ % 长岭镇、八十八乡

#!c 纵纹腹小鸮 Athene noctua Ⅱ #" 长岭镇、三教寺水库

七、鹰形目 2::E<EO/EP(/).+

( 八) 鹰科 2::E<EO/E7*.

#Ac 白尾海雕 Haliaeetus albicilla Ⅰ # 大兴镇

合计 &(O*C %#

注: Ⅰ: 国家Ⅰ级重点保护动物，Ⅱ: 国家Ⅱ级重点保护动物，三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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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O.: Ⅰc &’. NE/7 +<.:E.+ 8*+ O’. *=E)*C D=7./ O’. PE/+O :C*++ +O*O. </(O.:OE(=- Ⅱc &’. NE/7 +<.:E.+ 8*+ O’. *=E)*C D=7./ O’. +.:(=7 :C*++ +O*O. </(O.:OE(=-

&’/.. </(O.:OE(= (P NE/7+: GE/7+ O’*O */. N.=.PE:E*C O( O’. +O*O. (/ ’*X. E)<(/O*=O .:(=()E: *=7 +:E.=OEPE: X*CD.

!c ! 救助原因

!"#6—!"#5 年救护站共接收鸟类 %# 只。为确保

救护成功率，我们将救治程序规范化，分为中毒、疾

病、外伤、刚会飞的幼鸟( 简称幼鸟) 和饥饿 4 种情

况。对每个救护个体隔离观察，根据病情定制综合治

疗方案［5］。其中: 中毒 5 只，占救护总数的 #$c 4#h ;

疾病 % 只，占救护总数的 $c 63h ; 外伤 % 只，占救护

总数的 $c 63h ; 幼鸟 !# 只，占救护总数的 4#c !#h ;

饥饿 % 只，占救护总数的 $c 63h。在经过诊疗后，根

据救护个体恢复情况及季节情况做好放飞和卫星跟踪

评估准备工作。
!c A 救治个体卫星跟踪

!c Ac # 卫星跟踪情况

!"#5 年龙凤湖自然保护区在被救治的个体中选取

5 只受胁程度较高的迁徙鸟类进行卫星跟踪( 表 ! ) ，

放飞成功率达到 #""h。放飞后 4 只正常，# 只死亡，

! 只 失 联，个 体 存 活 率 达 3!c 4h ，个 体 死 亡 率 占

#!c 4h ，失联( 卫星信号消失无异常，且实地勘察无

踪迹) 占 !4h。
!c Ac ! 放飞结果

2#5 号白枕鹤中毒，救治近 # 年，放飞后在保护

区独立野外生存 # 个月后离开，期间我们根据卫星数

据对其进行定位投食、巡护。蓝色、绿色脚环丹顶鹤

和大天鹅，救治近 3 个月，放飞后大天鹅在保护区停

留 ## 7，蓝色脚环丹顶鹤停留 #! 7，绿色脚环丹顶鹤

停留 !" 7 后，分别开始北迁。!$3 号和 !$6 号东方白

鹳为未离巢幼鸟，救治 ! 个月，放飞后在保护区内停

留 # 7 后开始南迁。白色脚环东方白鹳救治 #" 7 后放

飞，在保护区停留 A4 7 后离开。白尾海雕救治 6 7 后

放飞，在保护区停留 3 7，随雁鸭的迁徙离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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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 !"#6—!"#5 年龙凤湖救护站环志、卫星跟踪信息

&*Nc ! &’. E=P(/)*OE(= (P N*=KE=K *=7 +*O.CCEO. O/*:_E=K P/() !"#6 O( !"#5

物种

1<.:E.+

救护时间

@.+:D. OE).

伤病情况

B=]D/;

跟踪时间

&/*:_E=K OE).

环志编号

Q.O*C N*=7E=K B,

彩环编号

I(C(/ N*=7E=K B,

脚环

I(C(/ PC*KKE=K

白枕鹤 Grus vipio !"#6 f "A 中毒 !"#5 f "A f #5—至今 2#5 绿色

大天鹅 Cygnus Cygnus !"#6 f ## 中毒 !"#5 f "% f #4—!"#5 f "5 f A#

丹顶鹤 Grus japonensis !"#6 f ## 中毒 !"#5 f "% f #4—至今 蓝色

丹顶鹤 Grus japonensis !"#6 f ## 中毒 !"#5 f "% f #4—!"#5 f "4 f "$ 绿色

东方白鹳 Ciconia boyciana !"#5 f "% 中毒 !"#5 f "% f #4—至今 白色

东方白鹳 Ciconia boyciana !"#5 f "6 幼鸟 !"#5 f "$ f "%—至今 F"" f 5%"A !$3

东方白鹳 Ciconia boyciana !"#5 f "6 幼鸟 !"#5 f "$ f "%—!"#5 f "$ f "3 F"" f $5#A !$6

白尾海雕 Haliaeetus albicilla !"#5 f ## 疾病 !"#5 f ## f #!—至今

由此可见，被救护的鸟类放飞后会自行适应恢复

野生本能。以最长为 # 年的救治时间为限，救护时间

长短 与 放 飞 后 离 开 保 护 区 的 时 间 没 有 显 著 关 系

( 1<.*/)*= :(//.C*OE(=，r k "c AAA，P k "c %!"，n k 5 ) ，

表明保护站的救护并没有对其回归自然产生影响。
!c Ac A 卫星跟踪结果

2#5 号白枕鹤完成了 !"#5 年繁殖地与越冬地之

间的迁徙。蓝色脚环丹顶鹤也完成了 !"#5 年繁殖地

与越冬地之间的迁徙，成功配对但没有繁殖成功( 野

外观察) 。!$3 号东方白鹳与大群汇合后( 野外观察) ，

完成了 !"#5 年秋季迁徙。白色脚环东方白鹳没有进

行繁殖地迁徙，在扎龙、莫莫格和图牧吉等国家级自

然保护区游荡，最终与大群汇合完成了 !"#5 年的秋

季迁徙( 野外观察) 。白尾海雕至今仍在吉林省境内

( 越冬区) 。
大天鹅于 !"#5 年 4 月 5 日迁徙到达内蒙古自治

区东乌珠穆沁旗境内额默勒附近湖泊 ( 中蒙边境附

近) ，5 月 A# 日信号消失———失联，数据分析认为可

能出境或跟踪器位置偏移。绿色脚环丹顶鹤于 !"#5

年 4 月 % 日迁徙到达吉林省乾安县境内西广字井附近

区域的湖泊，4 月 $ 日信号消失———失联，实地 !"—
A" _) 范围内搜寻未发现任何遗留踪迹。!$6 号东方

白鹳于 !"#5 年 $ 月 4 日迁徙到达吉林省梨树县玻璃

城子水库附近区域，$ 月 3 日回传信息温度异常，实

地调查发现东方白鹳尸体及活动痕迹，死因为触碰高

压电线。
通过野外观察表明，经过救护后，鸟类都能在野

外生存，且大多能够存活，放飞后死亡与在保护区救

护时 间 长 短 无 关 ( Q*==>R’EO=.; 0 O.+O: U k 4c 4"，

P k "c 4A$，n k 5) ，与放飞后在保护区停留时间无关

( Q*==>R’EO=.; 0 O.+O: U k 4c 4"，P k "c 4%$，n k 5 ) ，

但能否融入野生群体当中存在着个体差异，随着放飞

时间增长，鸟类野外适应能力趋于增强，完成迁徙的

能力趋于增强 ( 1<.*/)*= :(//.C*OE(=，r k "c 534，P k
"c "45，n k 4) 。

A 讨论与建议

Ac # 救治、实验室诊断和卫星跟踪有机结合

如何保证野生鸟类救治成功一直是救治工作中的

难题。很多鸟类救治后失去野性，无法放归大自然;

或由于饥饿，无法在野外生存［$］。我们发现鸟类救治

往往单一或盲目地通过症状进行治疗，而忽略了实验

室诊断技术［#"］。在后期的救治中我们加入实验室诊

断。实验室诊断可以提供明确的诊疗方向，提供更为

科学的方法。同时实验室研究可以监测疫源疫病、种

群基因多样性，为切断和防治传染性疾病、种群恢复

提供科学依据。
由于救治的目的是使被救护对象健康地回归其原

有的自然生存环境［##］，我们对部分受胁程度较高的

鸟类利用卫星跟踪技术进行跟踪，有效地了解监测个

体恢复情况，实时了解迁徙动态、栖息地利用等情

况。通过卫星跟踪数据初步分析证明，鸟类的救护时

间与其在保护区停留时间没有显著相关，放飞后死亡

与救护时间和保护区停留时间都无显著关系，救治并

未引起鸟类的依赖和野性的丧失，证明救治放飞具有

可行性。这与江西省野生动植物救护繁育中心曾经对

救治的 # 只东方白鹳( !"#3 ) 和 # 只灰鹤( Grus grus)

( !"#6) 卫星跟踪结果和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森林生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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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与保护研究所 3 只救治的白鹤( !"#%) 卫星跟踪结

果相一致［#! f #A］。
但是正式回归野生群体并进行迁徙，还是由其个

体差异所致。例如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森林生态环境

与保护研究所的 3 只白鹤中有 ! 只没有完成迁徙，而

是在其他地方游荡［#A］。本研究的 2#5 白枕鹤放飞后，

一度难以生存，经投食巡护后，存活并完成春季迁

徙。白色脚环东方白鹳未完成春季迁徙，但完成了秋

季迁徙。总体来说，放飞后大多数的鸟类能够直接汇

入迁徙群体中完成迁徙。并且鸟类随着放飞时间增

长，野外适应能力趋于增强，完成迁徙的能力也趋于

增强。
由此可见，虽然数据有限，但是临床救治与卫星

跟踪相结合，形成救治链，确实使救治工作更为规范

化。卫星跟踪可以及时了解受胁程度较高的鸟类的情

况，及时救治和保护，能够更有效提高救治康复率，

减少死亡风险。
Ac ! 大力加强野生动物保护宣传和严惩违法滥猎行为

近年来，随着不断加大的野生动物保护宣传力

度，吉林长岭龙凤湖湿地省级自然保护区及周边的民

众保护意识不断加强，并在野生动物救治上积极行

动，这也是保护区救治数量多的原因。而另一方面，

从救治和卫星跟踪结果来看，人为因素是野生鸟类在

迁徙过程中的重要威胁之一，如人工投毒、高压电线

甚至于弹弓、猎枪射杀。建议不仅在保护区内，更应

在鸟类迁徙廊道内严厉打击一切伤害鸟类的非法行

为，加大巡视和监管力度。同时呼吁尽快搭建吉林省

鸟类识别、监护、救护网络体系，积极吸纳爱鸟人士

加入网络中，将科研院校的专业人才的专业知识和民

间爱鸟人士的力量结合起来，并借助新闻媒体的宣传

和监督职能，共同保护野生鸟类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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