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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后浪，于秀波，石建斌，雷进宇，夏少霞．中国大陆沿海水鸟栖息地保护优先区及空缺分析．生态学报，２０２１，４１（２４）：９５７４⁃９５８０．
Ｄｕａｎ Ｈ Ｌ，Ｙｕ Ｘ Ｂ，Ｓｈｉ Ｊ Ｂ，Ｌｅｉ Ｊ Ｙ，Ｘｉａ Ｓ Ｘ．Ｉｄｅｎｔｉｆｙｉｎｇ ｃｏｎ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 ｐｒｉｏｒｉｔｙ ｓｉｔｅｓ ａｎｄ ｇａｐ ｆｏｒ ｔｈｅ ｗａｔｅｒｂｉｒｄｓ ｈａｂｉｔａｔ ａｌｏｎｇ ｃｏａｓｔａｌ ｗｅｔｌａｎｄｓ ｉｎ ｍａｉｎｌａｎｄ
Ｃｈｉｎａ．Ａｃｔａ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 Ｓｉｎｉｃａ，２０２１，４１（２４）：９５７４⁃９５８０．

中国大陆沿海水鸟栖息地保护优先区及空缺分析

段后浪１，２，于秀波１，２，∗，石建斌３，雷进宇４，夏少霞１，２

１ 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生态系统网络观测与模拟重点实验室，北京　 １００１０１

２ 中国科学院大学，北京　 １０００４９

３ 北京师范大学环境学院，北京　 １００８７５

４ 昆明市朱雀鸟类研究所，昆明　 ６５０２２５

摘要：中国大陆沿海湿地是东亚⁃澳大利西亚候鸟迁徙的重要停歇地，自然湿地丧失与退化已经严重威胁到水鸟生物多样性的

稳定性，急需开展物种及其栖息地的保护工作。 识别中国大陆沿海水鸟保护优先区，针对保护优先区进行保护优先等级划分，

确定目前尚存的保护空缺，是针对性开展水鸟栖息地保护的前提。 以中国大陆沿海 １１ 省、自治区、直辖市沿岸湿地为研究区，

整合鸟类网站、水鸟调查报告和文献中的水鸟调查数据，采用热点分析方法，确定水鸟保护优先区，将每个地块上满足水鸟保护

优先区识别标准的物种数量占所有地块中满足标准的物种数量最大值的比例划分成 ０．５≤Ｐｉ ≤１、 ０．２５≤Ｐｉ ＜０．５、０＜Ｐｉ＜０．２５ 三

个区间，确定对应的 Ｉ 类、ＩＩ 类和 ＩＩＩ 类水鸟保护优先区保护优先等级；结合国家自然保护地名录，确定水鸟保护优先区保护空

缺。 结果显示：共有 ６５ 块中国大陆沿海水鸟保护优先区，记录到满足热点分析标准的水鸟物种共 ７６ 种，其中受胁物种 １８ 种。

水鸟保护优先区保护优先等级属于 Ｉ、ＩＩ、ＩＩＩ 类的分别有 ８ 块、１０ 块、４７ 块，且水鸟保护优先区保护优先等级属于 Ｉ、ＩＩ 类的地块

集中分布在上海以北的区域，水鸟保护优先区保护优先等级属于 ＩＩＩ 类的地块主要分布在上海以南的区域。 ３８ 块水鸟保护优

先区存在保护空缺，占总数的 ５８．４６％，这些保护空缺地中保护优先等级属于 Ｉ 类和 ＩＩ 类的地块共 ６ 块，建议针对这些地块单独

建立保护机构或纳入现有周边的保护体系中。

关键词：水鸟保护优先区；保护优先等级；保护空缺地；中国大陆沿海湿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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ｐｕｔ ｕｎｄｅｒ 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 ａｃｃｏｕｎｔｉｎｇ ｆｏｒ ５８．４６ ｐｅｒｃｅｎｔ ｏｆ ｔｈｅ ｔｏｔａｌ ｎｕｍｂｅｒ ｏｆ ｃｏｎ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 ｐｒｉｏｒｉｔｙ ｓｉｔｅｓ， ｉｎ ｗｈｉｃｈ ｓｉｘ ｓｉｔｅｓ
ｂｅｌｏｎｇ ｔｏ ｔｈｅ ｃｏｎ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 ｐｒｉｏｒｉｔｙ ｌｅｖｅｌｓ ｏｆ Ｉ ａｎｄ ＩＩ． Ｔｏ ａｄｄｒｅｓｓ ｔｈｉｓ ｐｒｏｂｌｅｍ， ｗｅ ｒｅｃｏｍｍｅｎｄ ｔｈａｔ ｎｅｗ ｐｒｏｔｅｃｔｅｄ ａｒｅａｓ
ｓｈｏｕｌｄ ｂｅ ｅｓｔａｂｌｉｓｈｅｄ ｆｏｒ ｔｈｅ ｃｏｎ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 ｇａｐ ｓｉｔｅｓ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ｃｏｎ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 ｐｒｉｏｒｉｔｙ ｌｅｖｅｌｓ Ｉ ａｎｄ ＩＩ， ａｎｄ ｂｅ ｉｎｃｏｒｐｏｒａｔｅｄ ｉｎｔｏ
ｔｈｅ ｅｘｉｓｔｉｎｇ ｎｅｔｗｏｒｋ ｏｆ ｐｒｏｔｅｃｔｅｄ ａｒｅａｓ．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 ｃｏｎ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 ｐｒｉｏｒｉｔｙ ｓｉｔｅｓ ｏｆ ｗａｔｅｒｂｉｒｄｓ； ｃｏｎ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 ｐｒｉｏｒｉｔｙ ｌｅｖｅｌｓ； ｃｏｎ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 ｇａｐｓ； ｃｏａｓｔａｌ ｗｅｔｌａｎｄｓ ｉｎ
ｍａｉｎｌａｎｄ Ｃｈｉｎａ

我国大陆海岸线狭长，涉及辽宁、河北、天津、山东、江苏、上海、浙江、福建、广东、广西、海南 １１ 个省（自治

区、直辖市）。 根据第二次全国湿地资源调查数据，我国共有滨海湿地面积 ５７９５９００ ｈｍ２，占全国湿地面积的

１１％［１］，包括河口、三角洲、滩涂、红树林、珊瑚礁等多种类型。 沿海湿地是东亚⁃澳大利西亚候鸟迁徙的重要

停歇地［２⁃３］。 然而，近几十年来，土地围垦所引发的湿地退化加剧了滨海湿地面积的萎缩［４⁃６］。 导致依赖于滨

海湿地生存的水鸟种群数量严重下降。 因此，针对性的开展水鸟栖息地保护尤为重要［７⁃８］。
识别水鸟保护优先区，分析目前存在的保护空缺是开展针对性保护的前提基础。 基于水鸟调查数据通过

热点分析的方法确定生物多样性分布热点区域是目前确定水鸟保护优先区的常用手段，已被用于在中国沿

海［９］、中国西北部［１０］等区域确定优先保护地。 现有的研究所识别出的水鸟保护优先区更多反映的是过去一

段时间水鸟在空间上的聚集情况，而物种由于受外界环境变化、尤其是栖息地的影响很容易在分布格局上发

生转移［１１］，因此实时评估水鸟保护优先区和保护空缺尤为关键。
当前公开的动植物数据库对于补充新的数据源起到了关键作用，例如美国 ｅＢｉｒｄ 数据库和中国观鸟记录

中心（ＢｉｒｄＲｅｐｏｒｔ）存储着大量的水鸟调查数据，经过数据库后台专业人员矫正，数据质量得到很大程度保障，
常被运用于水鸟生物多样性估计［１２⁃１４］。 因此在前人所确定的重要栖息地的基础上，整合已有数据库资源，是
更新水鸟保护优先区和保护空缺的有效途径。

本研究以中国沿海 １１ 省、自治区、直辖市为研究区，整合多种来源的水鸟调查数据，通过热点分析的方法

识别中国大陆沿海水鸟保护优先区，针对保护优先区划分保护优先等级，确定尚存的保护空缺地，最后提出针

对性的水鸟栖息地保护对策，为国家有关部门制定湿地保护与管理政策提供决策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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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数据与方法

１．１　 研究区

中国大陆沿海湿地面积较大，类型丰富，具有重要的生态系统服务和价值，在空间范围上包括辽宁省、河
北省、天津市、山东省、江苏省、上海市、福建省、浙江省、广东省、广西壮族自治区、海南省。 滨海湿地根据水文

地理特征可以分为滩涂湿地、浅海湿地、岛屿湿地等。 中国滨海湿地是东亚⁃澳大利西亚候鸟迁徙的重要组成

部分，也是候鸟南北迁徙的重要驿站。 鸭绿江口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辽宁辽河口国家级自然保护区、黄河三角

洲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盐城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等多个沿岸湿地支撑的迁徙水鸟种群数量达到《湿地公约》单
个鸟类种群数量 １％ 标准［３］。 在自然和人为因素双重扰动下，沿海湿地面积下降严重，威胁着水鸟种群及其

栖息地的质量，针对性的开展栖息地保护工作势在必行。
１．２　 数据来源及处理

１．２．１　 多源水鸟调查数据获取

本研究所利用的水鸟数据来源于（１）鸟类调查报告：包括中国沿海水鸟调查报告（Ｃｈｉｎａ Ｃｏａｓｔａｌ Ｗａｔｅｒｂｉｒｄ
Ｃｅｎｓｕｓ， ＣＣＷＣ， ２０１０—２０１３）和长江中下游水鸟调查报告（Ｗａｔｅｒｂｉｒｄ Ｓｕｒｖｅｙ ｏｆ ｔｈｅ Ｍｉｄｄｌｅ ａｎｄ Ｌｏｗｅｒ Ｙａｎｇｔｚｅ
Ｒｉｖｅｒ Ｆｌｏｏｄｐｌａｉｎ， ＷＳＭＬＹＲＦ， ２０１１）；（２）鸟类调查数据库：ｅＢｉｒｄ（ｈｔｔｐｓ： ／ ／ ｅｂｉｒｄ．ｏｒｇ ／ ｈｏｍｅ）（２０１０—２０１８）和中

国观鸟记录中心 ＢｉｒｄＲｅｐｏｒｔ（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ｂｉｒｄｒｅｐｏｒｔ． ｃｎ ／ ） （２０１０—２０１９）；（３）文献数据：主要来自于 Ｃｏｎｋｌｉｎ
等［１５］和 Ｊａｅｎｓｃｈ［１６］。
１．２．２　 水鸟数据整理和质量控制

将上述搜集的水鸟调查数据按照物种名称、调查点名称、调查点经度、纬度、调查时间、种群数量进行整编

录入。 来自网站上的水鸟调查数据与系统调查获取的数据相比，存在空间偏差（部分数据存在调查点经纬度

坐标与调查地点名称不匹配）以及对某个区域的明星物种过度报道的问题等。 通过谷歌地图（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ｇｏｏｇｌｅ．ｃｏｍ ／ ｍａｐｓ）手动校正调查点经纬度坐标与实际调查地点严重偏离的记录，以实际调查地点质心坐标作

为该记录校正后的坐标。 为了验证结果的准确性，在所有校正后的调查记录中，随机抽取 ３０％输入到谷歌地

图中以验证二者的匹配率。
１．２．３　 水鸟保护优先区及保护空缺分析

水鸟保护优先区：基于经过质量控制的水鸟调查数据，采用热点分析方法确定中国大陆沿海湿地水鸟保

护优先区，热点分析主要采用的是国际鸟盟的重要鸟区方法［１７］：
标准 １（Ｃ１）：调查点支撑着一定种群数量的全球受胁物种。 一定种群数量是指在该区域，该物种种群数

量超过 ３０ 只。 受胁物种是指世界自然保护联盟红色名录［１８］中列为极度濒危、濒危或易危的物种；
标准 ２（Ｃ２）：调查地块单一水鸟物种的种群数量超过其全球或迁飞路线种群数量的 １％ （根据湿地国际，

全球水鸟种群估计第 ５ 版，２０２１ 年［１９］）；
标准 ３（Ｃ３）：调查地块维持一定的水鸟数量，具体为 ２００００ 只或更多数量的水鸟提供栖息地。
若一个调查点满足上述三个标准中的一个，则认为这个地方是水鸟保护优先区。
保护优先等级划分：针对以上确定的保护优先区，通过以下两个步骤划分保护优先等级。
（１）以单个保护优先区为地块单位，统计该地块上满足水鸟保护优先区识别标准的物种数量；将每个地

块上满足水鸟保护优先区识别标准的物种数量占所有地块中满足标准的物种数量最大值的比值作为该地块

的重要性值［２０］（公式（１））。

Ｐ ｉ ＝
Ｎｉ

Ｎｍａｘ
（１）

式中，Ｐ ｉ是第 ｉ 个保护优先区的重要性值，Ｎｉ是第 ｉ 个保护优先区满足水鸟保护优先区识别标准的物种数量，
Ｎｍａｘ是所有地块中满足标准的物种数量最大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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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若 ０．５≤Ｐ ｉ≤１，该地块保护优先等级为 Ｉ 类；０．２５≤Ｐ ｉ＜０．５，该地块保护优先等级为 ＩＩ 类；０＜Ｐ ｉ＜０．２５，
该地块保护优先等级为 ＩＩＩ 类。

保护空缺分析：基于所确定的水鸟保护优先区和保护优先等级，结合我国现有的保护地名录（保护地信

息来自于国家林业与草原局湿地管理司，主要包括自然保护区、湿地公园等）分析目前存在的保护空缺。

２　 结果

图 １　 中国大陆沿海水鸟保护优先区保护优先等级

　 Ｆｉｇ． １ 　 Ｔｈｅ Ｃｏｎ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 ｐｒｉｏｒｉｔｙ ｌｅｖｅｌ ｏｆ ｃｏｎ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 ｐｒｉｏｒｉｔｙ

ｓｉｔｅｓ ｏｆ ｗａｔｅｒｂｉｒｄｓ ｉｎ Ｃｈｉｎａ′ ｃｏａｓｔｓ

２．１　 水鸟保护优先区及保护优先等级划分

确定了中国沿海 ６５ 块水鸟保护优先区，其中辽宁

省 ５ 块，河北省 ７ 块，天津市 ３ 块，山东省 １０ 块，江苏省

６ 块，上海市 ６ 块，浙江省 ９ 块，福建省 １０ 块，广东省 ７
块，广西壮族自治区 １ 块，海南省 １ 块。 总体上保护优

先等级属于 Ｉ 类和 ＩＩ 类的地块多集中在上海以北的区

域，上海以南的区域保护优先区地块保护优先等级多属

于 ＩＩＩ 类。 保护优先等级属于 Ｉ 类的有 ８ 块，分别是丹

东市东港海滨（含鸭绿江口湿地保护区）、沧州市沿海

湿地、东营市黄河三角洲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江苏连云

港（临洪口埒子口）、南通市如东滩涂（包括小洋口）、盘
锦市辽河口湿地、唐山市滦南南堡湿地、天津市北大港

湿地自然保护区。 保护优先等级属于 ＩＩ 类的地块有 １０
块，保护优先等级属于 ＩＩＩ 类的地块有 ４７ 块（图 １）。
２．２　 满足热点分析标准的水鸟物种

所确定的 ６５ 块水鸟保护优先区中，记录到满足热

点分析三个标准之一的水鸟物种共 ７６ 种。 其中受胁物

种共 １８ 种 （占总数的 ２７．６９％），包括勺嘴鹬 （Ｃａｌｉｄｒｉｓ
ｐｙｇｍａｅａ）、白鹤 （ Ｌｅｕｃｏｇｅｒａｎｕｓ ｌｅｕｃｏｇｅｒａｎｕｓ） 等极危物

种 ４ 种、小青脚鹬 （Ｔｒｉｎｇａ ｇｕｔｔｉｆｅｒ）、黑脸琵鹭 （Ｐｌａｔａｌｅａ

ｍｉｎｏｒ） 等濒危物种 ７ 种、白头鹤（Ｇｒｕｓ ｍｏｎａｃｈａ）、红头潜鸭 （Ａｙｔｈｙａ ｆｅｒｉｎａ） 等易危物种 ７ 种（表 １）。

表 １　 满足热点分析标准的水鸟物种

Ｔａｂｌｅ １　 Ｔｈｅ ｗａｔｅｒｂｉｒｄｓ ｔｈａｔ ｍｅｅｔｉｎｇ ｔｈｅ ｃｒｉｔｅｒｉｏｎ ｏｆ 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 ｂｉｒｄ ａｒｅａ

编号
Ｃｏｄｅ

中文名称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ｎａｍｅ

拉丁文名称
Ｓｃｉｅｎｔｉｆｉｃ ｎａｍｅ

英文名称
Ｅｎｇｌｉｓｈ ｎａｍｅ

ＩＵＣＮ 红色名录等级
ＩＵＣＮ ｒｅｄｌｉｓｔ

１ 鸿雁 Ａｎｓｅｒ ｃｙｇｎｏｉｄｅｓ Ｓｗａｎ Ｇｏｏｓｅ ＶＵ

２ 红头潜鸭 Ａｙｔｈｙａ ｆｅｒｉｎａ Ｃｏｍｍｏｎ Ｐｏｃｈａｒｄ ＶＵ

３ 中华秋沙鸭 Ｍｅｒｇｕｓ ｓｑｕａｍａｔｕｓ Ｓｃａｌｙ⁃ｓｉｄｅｄ Ｍｅｒｇａｎｓｅｒ ＥＮ

４ 白鹤 Ｌｅｕｃｏｇｅｒａｎｕｓ ｌｅｕｃｏｇｅｒａｎｕｓ Ｓｉｂｅｒｉａｎ Ｃｒａｎｅ ＣＲ

５ 白头鹤 Ｇｒｕｓ ｍｏｎａｃｈａ Ｈｏｏｄｅｄ Ｃｒａｎｅ ＶＵ

６ 勺嘴鹬 Ｃａｌｉｄｒｉｓ ｐｙｇｍａｅａ Ｓｐｏｏｎ⁃ｂｉｌｌｅｄ Ｓａｎｄｐｉｐｅｒ ＣＲ

７ 小青脚鹬 Ｔｒｉｎｇａ ｇｕｔｔｉｆｅｒ Ｎｏｒｄｍａｎｎ′ｓ Ｇｒｅｅｎｓｈａｎｋ ＥＮ

８ 大滨鹬 Ｃａｌｉｄｒｉｓ ｔｅｎｕｉｒｏｓｔｒｉｓ Ｇｒｅａｔ Ｋｎｏｔ ＥＮ

９ 黑嘴鸥 Ｃｈｒｏｉｃｏｃｅｐｈａｌｕｓ ｓａｕｎｄｅｒｓｉ Ｓａｕｎｄｅｒｓ′ｓ Ｇｕｌｌ ＶＵ

１０ 遗鸥 Ｉｃｈｔｈｙａｅｔｕｓ ｒｅｌｉｃｔｕｓ Ｒｅｌｉｃｔ Ｇｕｌｌ ＶＵ

１１ 中华凤头燕鸥 Ｔｈａｌａｓｓｅｕｓ ｂｅｒｎｓｔｅｉｎｉ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Ｃｒｅｓｔｅｄ Ｔｅｒｎ ＣＲ

１２ 东方白鹳 Ｃｉｃｏｎｉａ ｂｏｙｃｉａｎａ Ｏｒｉｅａｌ Ｓｔｏｒｋ Ｅ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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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编号
Ｃｏｄｅ

中文名称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ｎａｍｅ

拉丁文名称
Ｓｃｉｅｎｔｉｆｉｃ ｎａｍｅ

英文名称
Ｅｎｇｌｉｓｈ ｎａｍｅ

ＩＵＣＮ 红色名录等级
ＩＵＣＮ ｒｅｄｌｉｓｔ

１３ 黑脸琵鹭 Ｐｌａｔａｌｅａ ｍｉｎｏｒ Ｂｌａｃｋ⁃ｆａｃｅｄ Ｓｐｏｏｎｂｉｌｌ ＥＮ

１４ 黄嘴白鹭 Ｅｇｒｅｔｔａ ｅｕｌｏｐｈｏｔｅｓ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Ｅｇｒｅｔ ＶＵ

１５ 白枕鹤 Ａｉｇｏｎｅ ｖｉｐｉｏ Ｗｈｉｔｅ⁃ｎａｐｅｄ Ｃｒａｎｅ ＶＵ

１６ 青头潜鸭 Ａｙｔｈｙａ ｂａｅｒｉ Ｂａｅｒ′ｓ Ｐｏｃｈａｒｄ ＣＲ

１７ 丹顶鹤 Ｇｒｕｓ ｊａｐｏｎｅｎｓｉｓ Ｒｅｄ⁃ｃｒｏｗｎｅｄ Ｃｒａｎｅ ＥＮ

１８ 大杓鹬 Ｎｕｍｅｎｉｕｓ ｍａｄａｇａｓｃａｒｉｅｎｓｉｓ Ｅａｓｔｅｒｎ Ｃｕｒｌｅｗ ＥＮ

　 　 ＩＵＣＮ：世界自然保护联盟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Ｕｎｉｏｎ ｆｏｒ Ｃｏｎ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Ｎａｔｕｒｅ； ＣＲ：极危 Ｃｒｉｔｉｃａｌｌｙ ｅｎｄａｎｇｅｒｅｄ； ＥＮ：濒危 Ｅｎｄａｎｇｅｒｅｄ； ＶＵ：易

危 Ｖｕｌｎｅｒａｂｌｅ

图 ２　 中国大陆沿海水鸟保护空缺地

　 Ｆｉｇ． ２ 　 Ｔｈｅ Ｃｏｎ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 ｇａｐ ｏｆ ｃｏｎ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 ｐｒｉｏｒｉｔｙ ｓｉｔｅｓ ｉｎ

Ｃｈｉｎａ′ ｃｏａｓｔｓ

２．３　 水鸟保护优先区保护空缺分析

结合中国沿海现有保护地分布信息，针对本研究所

确定的 ６５ 块水鸟保护优先区进行保护空缺分析。 有

３８ 块水鸟保护优先区（占总数的 ５８．４６％）属于保护空

缺地，这些地块在各省份之间分布不平衡，山东、浙江、
福建相比其他省份有更多的保护空缺地（图 ２）。 其中，
水鸟保护空缺地保护优先等级属于 Ｉ 类和 ＩＩ 类的地块

共 ６ 块，河北省有 １ 块，天津市有 １ 块、江苏省有 ２ 块，
上海市有 ２ 块，这些地块亟待得到保护（表 ２）。

３　 讨论

本研究使用热点分析方法结合多个来源的水鸟调

查数据确定了中国大陆沿海 ６５ 块水鸟保护优先区。 这

些地方中的部分区域也被之前的研究证实是东亚⁃澳大

利西亚候鸟迁徙重要的停歇地，其中有 ６ 个地点是

Ｃｏｎｋｌｉｎ 等［１５］所确定的鸻鹬类水鸟关键栖息地，２１ 个地

点是 Ｂａｉ 等［３］所确定的中国沿海迁徙水鸟重要的停歇

场所，在 ６５ 块保护优先区也包括了 １４ 个黄海世界自然

遗产地已入选和已提名的地块［２１］。 ２３ 个地块是 Ｃｈａｎ
等［１７］所确定的中国大陆区域中的重要鸟区，与之相比，
２０１０ 年以后新增了江苏连云港（临洪口埒子口）、防城港市企沙山心沙岛等 ４２ 块水鸟重要栖息地。 ６５ 个重

要地块部分区域支撑着种群数量众多的受胁物种勺嘴鹬（Ｃａｌｉｄｒｉｓ ｐｙｇｍａｅａ）、大滨鹬（Ｃａｌｉｄｒｉｓ ｔｅｎｕｉｒｏｓｔｒｉｓ）、大
杓鹬（Ｎｕｍｅｎｉｕｓ ｍａｄａｇａｓｃａｒｉｅｎｓｉｓ）、小青脚鹬 （ Ｔｒｉｎｇａ ｇｕｔｔｉｆｅｒ）、东方白鹳 （Ｃｉｃｏｎｉａ ｂｏｙｃｉａｎａ）、丹顶鹤 （Ｇｒｕｓ
ｊａｐｏｎｅｎｓｉｓ）、白鹤（Ｌｅｕｃｏｇｅｒａｎｕｓ ｌｅｕｃｏｇｅｒａｎｕｓ）、青头潜鸭（Ａｙｔｈｙａ ｂａｅｒｉ）、黑脸琵鹭（Ｐｌａｔａｌｅａ ｍｉｎｏｒ）、黄嘴白鹭

（Ｅｇｒｅｔｔａ ｅｕｌｏｐｈｏｔｅｓ）、遗鸥（ Ｉｃｈｔｈｙａｅｔｕｓ ｒｅｌｉｃｔｕｓ）、黑嘴鸥（Ｃｈｒｏｉｃｏｃｅｐｈａｌｕｓ ｓａｕｎｄｅｒｓｉ）等。
中国大陆沿海 ６５ 块水鸟保护优先区，其中尚存保护空缺的地块有 ３８ 块，占总数的一半以上，存在严重的

保护空缺。 这些湿地中的大多数在过去几十年人类活动和外来物种入侵的严重威胁下，自然湿地面积大范围

减少［６，２２⁃２４］。 我国政府自 ２０１８ 年发布的一系列针对沿海 １１ 省、自治区、直辖市管控围填海的举措，新增滨海

湿地类型保护区，填补保护空缺，建立和完善滨海湿地保护体系能够有效保护重要地块［２５⁃２６］。 本研究所确定

的尚未得到有效保护的保护优先区中，属于 Ｉ 类和 ＩＩ 类保护优先等级的地块有 ６ 块，建议将其中的沧州市黄

骅港、天津市汉沽滩涂湿地、江苏连云港（临洪口埒子口）、上海市南汇东滩、上海市横沙东滩纳入新增保护地

名单中，建议扩大江苏盐城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边界范围以将南通市如东滩涂（包括小洋口）区域纳入现有周

８７５９ 　 生　 态　 学　 报　 　 　 ４１ 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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边的保护体系中。

表 ２　 亟待保护的水鸟保护空缺地名录

Ｔａｂｌｅ ２　 Ｔｈｅ ｃａｔｅｇｏｒｙ ｏｆ ｃｏｎ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 ｇａｐ ｓｉｔｅｓ ｏｆ ｗａｔｅｒｂｉｒｄｓ ｔｈａｔ ｎｅｅｄ ｔｏ ｂｅ ｐｒｏｔｅｃｔｅｄ

地块名称
Ｓｉｔｅｓ

省 ／ 自治区 ／ 直辖市
Ｐｒｏｖｉｎｃｅｓ ／ ｍｕｎｉｃｉｐａｌｉｔｙ

保护优先等级
Ｃｏｎ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 ｐｒｉｏｒｉｔｙ ｄｅｇｒｅｅ

沧州市黄骅港 河北 ＩＩ

天津市汉沽滩涂湿地 天津 ＩＩ

江苏连云港（临洪口埒子口） 江苏 Ｉ

南通市如东滩涂（包括小洋口） 江苏 Ｉ

上海市南汇东滩 上海 ＩＩ

上海市横沙东滩 上海 ＩＩ

针对已经建成的保护地需要进一步优化管理。 例如本研究所确定的鸭绿江口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辽宁辽

河口国家级自然保护区、黄河三角洲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盐城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等重要地块在 ２０１５ 年之前自

然湿地面积由于人类活动和自然因素严重萎缩［２７⁃２８］。 虽然，国家层面已启动湿地保护相关湿地保护法律的

立法进程，也开展了滨海湿地保护行动，但，地方政府对滨海湿地保护的主体责任不容忽视。 特别是之前对滨

海湿地造成毁灭性的围垦和填海等工程，大多是地方政府追求利益的牺牲品。 长期以来，各级各类空间规划

类型过多，内容重叠，导致管理无效。 需加强湿地资源管理确权和保护激励，确立湿地保护和管理中地方政府

的主导作用，逐步改善保护地体系建设停滞不前的局面［２９］。
６５ 块水鸟保护优先区支撑了 ７６ 个种群数量满足热点分析标准的水鸟物种，其中有 １８ 个物种是全球受

胁物种。 在物种层面上也需要开展针对性的保护［３０］。 ２０２１ 年 ２ 月 ５ 日，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农业农村部发布

了新调整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名录》（ｈｔｔｐｓ： ／ ／ ｍｐ．ｗｅｉｘｉｎ．ｑｑ．ｃｏｍ ／ ｓ ／ ＲＸｆｅｌｂｙ０７ＲＣｘＷｊｓＣｕ９４ｃＨＱ），东方白

鹳、鸿雁（Ａｎｓｅｒ ｃｙｇｎｏｉｄｅｓ）、大杓鹬、大滨鹬等众多本研究所确定的受胁物种被列为新增 Ｉ 级或 ＩＩ 级国家重点

保护野生鸟类。 进一步凸显了国家对滨海湿地水鸟保护的关注。 建议在后期名录的更新过程中，根据本研究

所确定的受胁物种名单持续的更新保护物种名录。
由于水鸟调查数据缺乏长期性和系统性特征导致本研究获得的水鸟丰度数据也是破碎化和不连续

的［８， ３１⁃３２］。 尽管我们获取这些数据来自多个途径，但是依然还有一些尚未公开的水鸟调查数据也会给新增水

鸟生物多样性热点区域提供数据支撑。 另外，本研究区中国大陆沿海湿地仅是东亚⁃澳大利西亚候鸟迁徙的

一部分。 针对整个东亚尺度上的水鸟重要栖息地的识别工作需要跨区域合作整合多个国家的水鸟调查资源

完成，为更大范围内的水鸟保护做出更多的贡献。

４　 结论

本研究共确定了 ６５ 块中国大陆沿海水鸟保护优先区，包括 １８ 个受胁物种满足热点分析标准。 这些保护

优先区中有一半以上的地块存在保护空缺，其中有 ６ 个保护优先等级属于 Ｉ 类或 ＩＩ 类的亟待保护的重要地

块。 滨海湿地依然存在明显的保护空缺，针对性的开展保护工作尤为迫切，建议将保护优先区保护优先等级

为 Ｉ 类和 ＩＩ 类的重要地块纳入新增保护地或调整到现有的保护地边界范围内，同时需要对已建保护地进行优

化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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