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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２００９ 年 ４ 月至 ２０１０ 年 １ 月，我们对西藏南部羊卓雍错的水鸟资源状况进行了调查。 采用定点观察的方法，沿湖选择了

２４ 个观察点，分别在繁殖前期、中期和后期，以及秋季和冬季进行了 ６ 次调查。 采用核密度分析（Ｋｅｒｎｅｌ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的方法，对两

只卫星跟踪斑头雁（Ａｎｓｅｒ ｉｎｄｉｃｕｓ）的活动区进行了分析。 调查期间，记录到水鸟 ３２ 种 ３１０４４ 只，隶属于 ６ 目 １０ 科。 雁鸭类和鸥

类分别占水鸟总数 ７３．９％和 １９．１％，主要是斑头雁、赤嘴潜鸭（Ｒｈｏｄｏｎｅｓｓａ ｒｕｆｉｎａ）、赤麻鸭（Ｔａｄｏｒｎａ ｆｅｒｒｕｇｉｎｅａ）、棕头鸥（Ｌａｒｕｓ
ｂｒｕｎｎｉｃｅｐｈａｌｕｓ）等。 水鸟多样性较高的季节是春秋迁徙季节。 羊卓雍错夏季主要的繁殖种群是斑头雁和棕头鸥，也有少量黑颈

鹤（Ｇｒｕｓ ｎｉｇｒｉｃｏｌｌｉｓ）的繁殖个体；冬季主要物种是赤嘴潜鸭，经常聚集在融化的冰面上。 春季斑头雁的数量增加趋势较为明显；
进入繁殖期后，斑头雁处于孵卵阶段，繁殖种群的数量达到 ２０００ 余只；繁殖后期，斑头雁换羽结束，成鸟带领幼鸟在鸟岛附近的

湖边取食，此时观察到斑头雁的数量又有明显的增加；秋季斑头雁的南迁致使种群数量呈下降趋势；冬季许多斑头雁从北方如

青海湖等地迁来越冬使得种群数量有所增加，多分布于湖西浪卡子县城附近的沼泽湿地和湖南部的绒波臧布河流的入口处。
卫星跟踪结果表明，羊卓雍错是青海湖繁殖的斑头雁重要的越冬地之一，湖西部沼泽湿地和湖南部的河流入口处是其主要活动

区域，而且该湖与雅鲁藏布江河谷之间通过斑头雁的往来移动存在着联系，因而是西藏南部禽流感监测的重要地点。
关键词：水鸟； 多样性； 羊卓雍错； 西藏； 卫星跟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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ｍｏｖｅｍｅｎｔ ｏｆ ｔｈｅ ｂａｒ⁃ｈｅａｄｅｄ ｇｏｏｓｅ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ｔｈｅｓｅ ｔｗｏ ｓｉｔｅｓ． Ａｓ ａ ｒｅｓｕｌｔ， ｉｔ ｉｓ ｒｅａｓｏｎａｂｌｅ ｔｏ ｓｕｇｇｅｓｔ ｔｈａｔ ｔｈｅ ｌａｋｅ ｓｈｏｕｌｄ ｂｅ
ｓｅｅｎ ａｓ ａｎ 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 ｓｉｔｅ ａｔ ｗｈｉｃｈ ｔｏ ｃｏｎｄｕｃｔ ｓｕｒｖｅｉｌｌａｎｃｅ ｉｎ ｓｏｕｔｈｅｒｎ Ｔｉｂｅｔ ｆｏｒ ａｖｉａｎ ｉｎｆｌｕｅｎｚａ．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 Ｗａｔｅｒ ｂｉｒｄｓ； Ｄ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Ｙａｍｄｒｏｋ Ｌａｋｅ； Ｓａｔｅｌｌｉｔｅ ｔｒａｃｋｉｎｇ； Ｔｉｂｅｔ

西藏南部的羊卓雍错毗邻于雅鲁藏布江，是斑头雁等雁鸭类水鸟的重要栖息地［１⁃２］。 由于该地区自然条

件较为恶劣，鸟类调查历史上较少。 上世纪五十年代以来，中国科学院青藏高原综合考察队先后进藏 １３ 次，
进行了鸟类考察和样本的采集，其中有 ２ 次进入该地区进行考察，在西藏共记录到水鸟 ７２ 种，在羊卓雍错区

域采集鸟类标本 ７ 种［３］。 近些年来，我国学者在藏南开展了一些鸟类调查工作［１⁃４］于 １９９１ 年冬季仅对雅鲁藏

布江中游斑头雁（Ａｎｓｅｒ ｉｎｄｉｃｕｓ）、赤麻鸭（Ｔａｄｏｒｎａ ｆｅｒｒｕｇｉｎｅａ）和黑颈鹤（Ｇｒｕｓ ｎｉｇｒｉｃｏｌｌｉｓ）等优势水鸟的种群数量

进行了调查；仓决卓玛等［２］对西藏林周县澎波河谷冬春季鸟类进行了调查，记录到鸟类 ９１ 种；杨乐等［５⁃６］ 对

雅鲁藏布江河谷进行了鸟类资源的调查，也主要侧重于种类的调查，其中记录到越冬水鸟和留鸟共 ３７ 种，然
而上述的研究却较少涉及羊卓雍错水鸟资源，特别是关于水鸟种类的时空动态和水鸟的多样性变化的研究。
相关研究表明，在羊卓雍错越冬的斑头雁种群部分个体是由青海湖的繁殖种群迁徙来的［７］。 斑头雁作为

２００５ 年青海湖发生 Ｈ５Ｎ１ 高致病性禽流感主要的疫源水鸟，其种群分布及活动规律引起了国内外学者的高

度关注。 因此，２００９ 年至 ２０１０ 年期间，我们对西藏羊卓雍错的水鸟资源现状进行了调查，主要目标是：（１）分
析羊卓雍错水鸟群落特征；（２）了解禽流感疫源候鸟斑头雁在羊卓雍错的活动状况。

１　 研究方法

１．１　 调查地点

羊卓雍错位于西藏雅鲁藏布江南岸山南浪卡子县境内。 湖面海拔 ４４４１ ｍ，东西长 １３０ ｋｍ，南北宽 ７０ ｋｍ，
湖岸线总长 ２５０ ｋｍ，总面积 ６３８ ｋｍ２，湖水均深 ２０—４０ ｍ，最深处有 ６０ ｍ，四面群山环绕，是喜玛拉雅山北麓

最大的内陆湖，该湖栖息地类型多样化，西部拥有大面积的沼泽湿地，是斑头雁、赤麻鸭等水禽重要的栖息地；
东部的鸟岛是候鸟重要的繁殖场所；南部的河流入口处形成了大面积的滩涂湿地，是水禽理想的取食地。 羊

卓雍错属高原温带半干旱季风气候区，光照充足，辐射强，冬春寒冷多大风，夏秋温凉多雨水，干湿季分明，年
日照时数为 ２９２９．７ ｈ，年降水量为 ３７６ ｍｍ，年无霜期 ６０ ｄ，年平均气温 ６．５ ℃。
１．２　 方法

共进行了 ６ 次调查，调查时间分别为 ２００９ 年 ４ 月 ２４ 日至 ２８ 日、２００９ 年 ５ 月 ２２ 日至 ２７ 日、２００９ 年 ７ 月

１６ 日至 ２１ 日、２００９ 年 ８ 月 ６ 日至 １１ 日、２００９ 年 １０ 月 １０ 日至 １５ 日和 ２０１０ 年 １ 月 １２ 日至 １６ 日。 调查人员

根据水鸟的分布与实际地形地貌特点，沿湖选择了 ２４ 个观察点，每次观察时尽可能地接近湖边对羊卓雍错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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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调查。 采用 ２０—６０ 倍单筒望远镜（ＳＷＡＲＯＶＳＫＩ）对视野中的水鸟进行观察统计。 观察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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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采用 ＧＰＳ 对观察点进行定位，调查选择天气晴朗时进行。
羊卓雍错和观察点的示意图见图 １。

图 １　 西藏羊卓雍错示意图 （ ▲ 观察点）
Ｆｉｇ． １　 Ｔｈｅ ｍａｐ ｏｆ Ｙａｍｄｒｏｋ Ｌａｋｅ ｉｎ Ｔｉｂｅｔ （▲ 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 ｓｉｔｅｓ）

为了了解羊卓雍错斑头雁越冬期的活动状况，我们采用了青海湖卫星跟踪斑头雁在羊卓雍错越冬的数

据。 斑头雁捕捉、卫星发射器型号、安装方式、鸟体测量和卫星数据的处理分析等方法请详见［７］。 水鸟多样

性值采用 Ｓｈａｎｎｏｎ⁃Ｗｉｅｎｅｒ 多样性指数 Ｈ 表示， Ｈ ＝ ∑ＰｉｌｎＰｉ ，式中 Ｐｉ 为物种 ｉ 的个体数占全部物种总个体

数的比值；均匀度采用 Ｐｉｅｌｏｕ 均匀度指数 Ｊ 表示，Ｊ ＝Ｈ ／ Ｈｍａｘ，式中 Ｈ 为实际观察到的物种多样性，Ｈｍａｘ 为最

大的物种多样性，其中 Ｈｍａｘ ＝ ｌｎＳ，Ｓ 为物种数；优势度用 Ｄ 表示， Ｄ ＝∑ （Ｐｉ） ２ ［８］。 在 ＡＲＣＧＩＳ 软件中，采用核

密度分析（Ｋｅｒｎｅｌ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的方法，对两只卫星跟踪斑头雁的活动区进行了计算，分别给出了卫星数据 ５０％—
９５％斑头雁活动区的面积。 由于羊卓雍错的斑头雁部分种群来自于高致病性禽流感 Ｈ５Ｎ１ 暴发的青海湖，因
此我们单独对斑头雁种群动态季节性变化和活动区进行了分析。

水鸟名录中的各科、属、种的分类地位及学名和中文名，依从《中国鸟类分类与分布名录（第二版）》 ［９］。
根据该地区候鸟的迁徙状况，四季划分如下：４ 月为春季，５ 月至 ８ 月为夏季，其中 ５ 月为繁殖前期、７ 月繁殖

中期、８ 月为繁殖后期，１０ 月为秋季和次年 １ 月为冬季。 数据的处理在 ＥＸＣＥＬ２０１３ 中完成的。

２　 调查结果

２．１　 物种组成

调查期间，共记录到水鸟 ３２ 种 ３１０４４ 只，隶属于 ６ 目 １０ 科 １７ 属，分别为鸊鷉科、鸬鹚科、鹭科、鸭科、鹤
科、秧鸡科、鸻科、鹬科、鸥科和燕鸥科。 雁鸭类和鸥类分别占水鸟总数 ７３．９％和 １９．１％，其余如鹭类、鸻鹬类、
秧鸡类数量都较少。 雁鸭类主要是斑头雁、赤嘴潜鸭（Ｒｈｏｄｏｎｅｓｓａ ｒｕｆｉｎａ）、赤麻鸭（Ｔａｄｏｒｎａ ｆｅｒｒｕｇｉｎｅａ），迁徙季

节可见绿翅鸭（Ａｎａｓ ｃｒｅｃｃａ）、赤颈鸭（Ａ． ｐｅｎｅｌｏｐｅ）、凤头潜鸭（Ａｙｔｈｙａ ｆｕｌｉｇｕｌａ）等鸭类。 鸥类主要是渔鸥（Ｌａｒｕ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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ｉｃｈｔｈｙａｅｔｕｓ）和棕头鸥（Ｌ． ｂｒｕｎｎｉｃｅｐｈａｌｕｓ）。 羊卓雍错主要的繁殖水鸟是斑头雁和棕头鸥，５ 月在鸟岛上可见大

量的斑头雁和棕头鸥聚集营巢。 列入中日、中韩、中澳、中俄、中美候鸟协定名录中鸟类分别有 １９ 种、２４ 种、７
种、２９ 种、１３ 种。 羊卓雍错水鸟名录见表 １。

表 １　 西藏羊卓雍错水鸟名录

Ｔａｂｌｅ １　 Ｔｈｅ ｌｉｓｔ ｏｆ ｗａｔｅｒｂｉｒｄｓ ａｔ Ｙａｍｄｒｏｋ Ｌａｋｅ ｏｆ Ｔｉｂｅｔ， Ｃｈｉｎａ

物种
Ｓｐｅｃｉｅｓ

学名
Ｓｃｉｅｎｔｉｆｉｃ ｎａｍｅ

春季
Ｓｐｒｉｎｇ

繁殖前期
ＥＢ

繁殖中期
ＭＢ

繁殖后期
ＬＢ

秋季
Ａｕｔｕｍｎ

冬季
Ｗｉｎｔｅｒ

凤头▲☆▽ Ｐｏｄｉｃｅｐｓ ｃｒｉｓｔａｔｕｓ ＋＋ ＋ ＋＋ ＋＋ ＋＋ ＋

黑颈★▲☆▽ Ｐ． ｇｒｉｓｅｇｅｎａ ＋

普通鸬鹚★▲☆ Ｐｈａｌａｃｒｏｃｏｒａｘ ｃａｒｂｏ ＋

苍鹭▲☆ Ａｒｄｅａ ｃｉｎｅｒｅａ ＋

大白鹭●☆▽ Ｅｇｒｅｔｔａ ａｌｂａ ＋

白鹭▲☆ Ｅ． ｇａｒｚｅｔｔａ ＋

灰雁▲☆ Ａｎｓｅｒ． ａｎｓｅｒ ＋

斑头雁▲ Ａ． ｉｎｄｉｃｕｓ ＋＋＋ ＋＋＋ ＋＋＋ ＋＋＋ ＋＋＋ ＋＋

赤麻鸭▲☆▽ Ｔａｄｏｒｎａ ｆｅｒｒｕｇｉｎｅａ ＋＋ ＋ ＋＋ ＋＋ ＋＋ ＋

翘鼻麻鸭☆▲▽ Ｔａｄｏｒｎａ ｔａｄｏｒｎａ ＋

赤颈鸭★▲☆▽ Ａｎａｓ Ｐｅｎｅｌｏｐｅ ＋＋ ＋ ＋ ＋ ＋ ＋＋

赤膀鸭★▲☆▽ Ａ． ｓｔｒｅｐｅｒａ ＋＋＋ ＋ ＋ ＋＋＋ ＋＋

绿翅鸭★▲☆▽ Ａ． ｃｒｅｃｃａ ＋＋ ＋＋ ＋

绿头鸭★▲☆▽ Ａ． ｐｌａｔｙｒｈｙｎｃｈｏｓ ＋ ＋ ＋ ＋＋

斑嘴鸭▲ Ａ． ｐｏｅｃｉｌｏｒｈｙｎｃｈａ ＋ ＋

针尾鸭★☆▲▽ Ａ． ａｃｕｔａ ＋ ＋ ＋

白眉鸭★●☆▲▽ Ａ． ｑｕｅｒｑｕｅｄｕｌａ ＋

赤嘴潜鸭 Ｎｅｔｔａ ｒｕｆｉｎａ ＋＋＋ ＋ ＋＋ ＋ ＋＋＋

红头潜鸭▲☆▽ Ａｙｔｈｙａ ｆｅｒｉｎａ ＋ ＋ ＋＋

白眼潜鸭▲ Ａ． ｎｙｒｏｃａ ＋ ＋

凤头潜鸭▲☆▽ Ａ． ｆｕｌｉｇｕｌａ ＋＋ ＋ ＋ ＋＋ ＋＋

鹊鸭★▲ Ｂｕｃｅｐｈａｌａ ｃｌａｎｇｕｌａ ＋ ＋

普通秋沙鸭▲☆▽ Ｍｅｒｇｕｓ ｍｅｒｇａｎｓｅｒ ＋ ＋ ＋

黑颈鹤 Ｇｒｕｓ ｎｉｇｒｉｃｏｌｌｉｓ ＋ ＋ ＋ ＋

白骨顶▲☆ Ｆｕｌｉｃａ ａｔｒａ ＋＋ ＋＋ ＋＋ ＋ ＋＋＋ ＋

蒙古沙鸻★●☆▽▲ Ｃｈａｒａｄｒｉｕｓ ｍｏｎｇｏｌｕｓ ＋ ＋

鹤鹬★▲☆▽ Ｔｒｉｎｇａ ｅｒｙｔｈｒｏｐｕｓ ＋

红脚鹬●▲☆▽ Ｔ． ｔｅｔａｎｕｓ ＋ ＋＋ ＋ ＋

青脚鹬★●▲☆▽ Ｔ． ｎｅｂｕｌａｒｉａ ＋

渔鸥▲ Ｌａｒｕｓ ｉｃｈｔｈｙａｅｔｕｓ ＋＋ ＋ ＋＋＋ ＋＋＋ ＋＋

棕头鸥▲ Ｌ． ｂｒｕｎｎｉｃｅｐｈａｌｕｓ ＋＋＋ ＋＋＋ ＋＋＋ ＋＋＋ ＋＋

普通燕鸥★●▲▽☆ Ｓｔｅｒｎａ ｈｉｒｕｎｄｏ ＋ ＋ ＋ ＋

　 　 “★”：中美迁徙鸟类名录； “●”：中澳候鸟保护协议鸟类名录； “▲”：中俄候鸟保护名录；“☆”：中韩候鸟保护名录； “▽”：列入中日候鸟

名录；“＋”表示偶见，“＋＋”表示较为常见，“＋＋＋”表示常见。． ＥＲ 繁殖前期 Ｅａｒｌｙ ｂｒｅｅｄｉｎｇ ｐｅｒｉｏｄ， ＭＲ 繁殖中期 Ｍｉｄｄｌｅ ｂｒｅｅｄｉｎｇ ｐｅｒｉｏｄ， ＬＲ 繁殖后

期 Ｌａｔｅｒ ｂｒｅｅｄｉｎｇ ｐｅｒｉｏｄ．

２．２　 水鸟多样性的季节性动态

春季是水鸟的北迁季节，因而水鸟多样性较高，但优势度较低，主要水鸟是斑头雁、赤膀鸭 （ Ａｎａｓ
ｓｔｒｅｐｅｒａ）、凤头（Ｐｏｄｉｃｅｐｓ ｃｒｉｓｔａｔｕｓ）、赤颈鸭、绿翅鸭、凤头潜鸭、棕头鸥和渔鸥等较为常见，偶尔可见灰雁

（Ａｎｓｅｒ ａｎｓｅｒ）（表 １ 和表 ２）；在繁殖期，前期水鸟多样性较春季有所降低，主要水鸟种类是斑头雁和棕头鸥，白

４ 　 生　 态　 学　 报　 　 　 ３６ 卷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ｃｎ

骨顶（Ｆｕｌｉｃａ ａｔｒａ）和渔鸥，这时期水鸟的均匀度也较低；中期多样性开始升高，优势度有所降低，主要的种类

与前期相近，幼鸟多已出壳，经常看到成鸟带领幼鸟休息和取食的景象；后期多样性较前期有所降低，而优势

度却略有增加，还是以斑头雁、渔鸥和棕头鸥为主，幼鸟已经与成鸟较为接近，常常大规模的聚集在一起，因此

使得这个时期的多样性较低，优势度较高，有时还可看到黑颈鹤与幼鹤一起取食（表 １ 和表 ２）；秋季南迁到水

鸟开始增加，多样性开始增加，主要水鸟除了斑头雁、渔鸥和棕头鸥，还有赤膀鸭、白骨顶、绿翅鸭和凤头潜鸭，
与春季较为相似（表 １ 和表 ２）；冬季水鸟多样性较低，较为壮观的树赤嘴潜鸭的数量有时可达上万只，聚集在

冰融的水面上，斑头雁、绿头鸭（Ａｎａｓ ｐｌａｔｙｒｈｙｎｃｈｏｓ）、白骨顶、红头潜鸭（Ａｙｔｈｙａ ｆｅｒｉｎａ）也较为常见，偶尔可见黑

颈鹤（表 １ 和表 ２）。

表 ２　 西藏羊卓雍错水鸟多样性的季节性变化

Ｔａｂｌｅ ２　 Ｔｈｅ ｓｅａｓｏｎａｌ ｖａｒｉａｔｉｏｎ ｏｎ ｗａｔｅｒｂｉｒｄ ｄ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ａｔ Ｙａｍｄｒｏｋ Ｌａｋｅ ｉｎ Ｔｉｂｅｔ， Ｃｈｉｎａ

月份
Ｍｏｎｔｈｓ

种数
Ｓｐｅｃｉｅｓ

数量
Ｎｕｍｂｅｒｓ

多样性指数
Ｄ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Ｉｎｄｅｘ

均匀度
Ｅｖｅｎｅｓｓ Ｉｎｄｅｘ

优势度
Ｄｏｍｉｎａｎｃｅ ｉｎｄｅｘ

１ １７ １４２００ ０．９６ ０．９６ ０．６２

４ ２４ １９０８ ２．３８ ０．５９ ０．１１

５ １７ ３６３９ ０．９６ ０．１９ ０．４６

７ １５ １３８０ １．５４ ０．２２ ０．２９

８ １５ ７６０４ １．２６ ０．１６ ０．３５

１０ １９ ２３１３ １．９５ ０．１９ ０．１９

图 ２　 斑头雁在西藏羊卓雍错的数量变化

　 Ｆｉｇ． ２ 　 Ｔｈｅ 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 ｄｙｎａｍｉｃ ｏｆ ｔｈｅ Ｂａｒ － ｈｅａｄｅｄ Ｇｏｏｓｅ ａｔ
Ｙａｍｄｒｏｋ Ｌａｋｅ ｉｎ Ｔｉｂｅｔ， Ｃｈｉｎａ

２．３　 斑头雁在羊卓雍错的活动状况

２．３．１　 斑头雁种群数量的季节性变化

春季斑头雁的数量增加趋势较为明显；进入繁殖期

后，斑头雁处于孵卵阶段，其中羊卓雍错的色多鸟岛是

斑头雁重要的繁殖地，繁殖种群的数量达到 ２０００ 余只；
到了换羽期（７ 月），除了鸟岛以外，其它区域记录到斑

头雁的种群数量较少；繁殖后期，斑头雁换羽结束，成鸟

带领幼鸟在鸟岛附近的湖边取食，此时观察到斑头雁的

数量又有明显的增加；秋季斑头雁的南迁致使种群数量

呈下降趋势；羊卓雍错也是斑头雁重要的越冬地，冬季

许多斑头雁从北方如青海湖等地迁来越冬，多分布于湖

西浪卡子县城附近的沼泽湿地和湖南部的绒波臧布河流的入口处，种群数量有所增加（图 ２）。 调查表明，羊
卓雍错在全年特别是在繁殖期和越冬期，都可以看到许多斑头雁。
２．３．２　 斑头雁的活动区

羊卓雍错是斑头雁重要的南迁停歇地之一，青海湖繁殖的斑头雁 ＩＤ３９６１５ 于 ２００７ 年 １１ 月 ７ 日到达羊卓

雍错南部的绒波臧布河流的入口处，活动范围相对比较集中，白天取食地和晚上夜宿地都选择在这里（图 ３），
５０％和 ９０％核密度分析活动区面积分别为 ２３２２３ ｈｍ２和 ９９０６４ ｈｍ２，其他不同比例的活动区面积详见表 ３。
ＩＤ３９６４６ 于 １１ 月 １ 日到达拉萨河，在雅鲁藏布江河谷贡嘎和曲水一带活动，期间于 １１ 月 １０ 日到达羊卓雍错，
当天离开返回了曲水（图 ３）。 这表明了羊卓雍错与雅鲁藏布江河谷两地通过斑头雁的往来移动存在着联系。
该鸟没有继续南迁，整个冬季都在雅鲁藏布江河谷活动。 ５０％和 ９０％核密度分析活动区面积分别为 ８４４７９
ｈｍ２和 ３８８７４５ ｈｍ２，相比 ＩＤ３９６１５ 的活动区面积大三倍以上（表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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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３　 斑头雁在羊卓雍错的活动区

Ｆｉｇ． ３　 Ｔｈｅ ｈｏｍｅ ｒａｎｇｅ ｏｆ Ｂａｒ⁃ｈｅａｄｅｄ Ｇｏｏｓｅ ａｔ Ｙａｍｄｒｏｋ Ｌａｋｅ ｉｎ Ｔｉｂｅｔ

３　 讨论

　 表 ３　 卫星跟踪斑头雁个体在羊卓雍错的活动区核密度分析

Ｔａｂｌｅ ３ 　 Ｔｈｅ ｈｏｍｅ ｒａｎｇｅ ｓｉｚｅ ｂｙ Ｋｅｒｎｅｌ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ｔｗｏ ｇｅｅｓｅ

ｓａｔｅｌｌｉｔｅ⁃ｔｒａｃｋｅｄ ａｔ Ｙａｍｄｒｏｋ Ｌａｋｅ ｉｎ Ｔｉｂｅｔ

百分比 ％
Ｐｅｒｃｅｎｔ ％

活动区面积 Ｈｏｍｅ ｒａｎｇｅ ｓｉｚｅ （ｈｍ２）

ＩＤ ３９６１５ ＩＤ ３９６４６

５０ ２３２２３ ８３４７９

５５ ２７４２５ ９８６６８

６０ ３２２８５ １１６６３３

６５ ３７９６１ １３８４７１

７０ ４４７３５ １６５８２３

７５ ５３０９５ ２０１３０１

８０ ６３９４７ ２４７５５４

８５ ７８６６２ ３０７２３０

９０ ９９０６４ ３８８７４５

９５ １３２４３７ ５２１９０１

杨乐等［５］对雅鲁藏布江河谷进行了鸟类资源的调查，
此次的调查区域没有涉及羊卓雍错，共记录到水鸟 ４１
种，主要分布在河流、农田、沼泽三种生境类型中。 本次

羊卓雍错水鸟资源的调查补充完善了雅鲁藏布江河谷

的鸟类资源。 与杨乐等［５］ 比较发现，羊卓雍错的水鸟

种类占到了整个雅鲁藏布江河谷的 ８２．９％，该湖丰富的

水鸟资源，可能与羊卓雍错的生境多样化有关，大面积

的滩涂和沼泽生境为水鸟提供了丰富的食物资源。 资

料表明，雅鲁藏布江河谷也是濒危鸟类黑颈鹤重要的越

冬地［４，１０］，本次调查除了发现有越冬种群以外，还有 １
对成鸟和 １ 只幼鸟的繁殖种群，进一步表明了羊卓雍错

在黑颈鹤保护中的重要性。
羊卓雍错繁殖种群斑头雁和棕头鸥的数量较多，多

数鸭类分散于沼泽湿地中营巢繁殖，而在鸟岛上的集群

营巢的斑头雁和棕头鸥繁殖景象较为壮观，繁殖后期斑头雁和棕头鸥的数量较多，经常可见成鸟带领幼鸟一

起活动；迁徙种群以凤头潜鸭、赤膀鸭等为主要物种，鸥类已南迁，数量较少；冬季上万只雁鸭类经常聚集到湖

面融冰的区域，以赤嘴潜鸭和红头潜鸭为主。 在羊卓雍错，鸻鹬类和鹭类全年都比较少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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斑头雁全年都可以观察到，这里既是斑头雁重要的繁殖地，又是重要的停歇地和越冬地，冬季斑头雁在羊

卓雍错多集中在湖西部的沼泽湿地和南部的河口一带。 此外，是否有繁殖种群部分个体留下来越冬，还需要

通过鸟类环志等手段来证实。
斑头雁在羊卓雍错与雅鲁藏布江河谷的贡嘎和曲水之间往来移动，经常与其他雁鸭类混杂在一起在附近

的农田中取食。 与斑头雁同域活动的雁鸭类达 １５ 种之多，如赤嘴潜鸭、红头潜鸭、绿头鸭、斑嘴鸭 （ Ａ．
ｐｏｅｃｉｌｏｒｈｙｎｃｈａ）、针尾鸭（Ａ． ａｃｕｔａ）等，这些水鸟在其栖息地中多采取集群的方式取食或者休息等活动，可以通

过个体间的直接传播如呼吸产生的飞沫等，以及间接传播如粪便等排泄物都可以将禽流感病毒传给相邻的个

体。 因此羊卓雍错特别是斑头雁活动的区域如湖西部的沼泽湿地和湖南部的入河口等地都是禽流感防控的

重要地点。
羊卓雍错湖区的藏民信仰佛教，不会伤害湖区的野生动物，并能够积极地加以保护。 然而，许多研究表

明，近些年来羊卓雍错栖息环境出现了一些对野生动物生存不利的因素，一是湖水面积呈波动式的下降趋势，
主要原因是气温升高和湖水的蒸发效应超过了降水增加导致补给的减少［１１］；二是湖水的水位也呈现大幅度

的下降趋势，部分原因可能是人为活动增加带来的负面影响［１２］；三是目前湖泊水质状况较差，评估为劣 Ｖ
类［１３］。 上述这些不利因素对野生动物，特别是对湿地赖以生存的雁鸭类和鸥类等水鸟来说，对它们的取食和

繁殖等活动都构成了较为严重的威胁。 希望相关部门积极地采取相应的保护措施，在鸟类经常活动的地点如

鸟岛繁殖地和河口取食地等区域，尽可能地减少人为活动，改善水质质量，消除对野生动物及其栖息环境的不

利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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