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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大理宾川上沧海湿地和花桥水库鸟类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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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为全面保护和恢复湿地资源，２０１７年１月，采用样点法对云南省第三批公布的大理宾川上沧海湿
地及邻近的花桥水库进行认定前的湿地鸟类多样性评估和本底调查．共记录到鸟类１３目２７科４８种，其
中湿地鸟类７目８科１８种．国家一级保护物种黑鹳１种，二级保护物种６种，包括灰鹤、普通闎、白尾
鹞、黑翅鸢、红隼和短耳．该区域湿地鸟类物种多度和丰富度方面皆以雁形目鸟类为主．此外，记录
到１２张捕鸟雾网，且有１只短耳被网捕死亡．
关键词：宾川；上沧海湿地；花桥水库；湿地鸟类；鸟类多样性；省级重要湿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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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湿地、森林和海洋并称为地球三大生态系统，
是人类赖以生存和发展的资源宝库及环境条件．而

包括滩涂、红树林、沼泽和冲积平原在内的自然湿

地提供了最大的陆地生态系统服务功能，如减少洪



涝灾害、净化水质、提供物种栖息、维持物种多样

性和提供景观美学［１］．目前，我国湿地仍面临着
许多严重问题，根据 Ｌａｎｄｓａｔ卫星影像显示：
１９７８—２００８年，中国自然湿地呈持续下降态势，
消失比例达 ３３％，而人工湿地增长幅度却高达
１２２％［２－３］．湿地面积的减少通常伴随湿地生态系
统和物种组成的变化［４－５］，由于野生鸟类对环境变

化和人类活动较为敏感，通常将野生鸟种群数量的

长期变化作为评估区域环境和生态系统健康状况以

及区域可持续发展的有效指标［６］．因此对某一区
域水鸟资源的调查和监测，有助于掌握该区域湿地

资源状况及变动趋势，且有利于进一步制定相应的

保护和管理措施．
为详尽掌握我国湿地资源状况，把握湿地资

源动态，继 １９９５—２００３年我国首次开展全国湿
地资源调查之后，２００９—２０１３年我国又完成了第
二次全国湿地资源的调查工作，结果表明我国湿

地涵盖了 《湿地公约》中定义的所有湿地类型，

是全球湿地类型最齐全的国家之一．其中，云南
湿地是我国西南湿地区和青藏高原湿地区的重要

组成部分，现有湿地资源５６３５万 ｈｍ２，全部为
内陆湿地，以河流 （４３％）和湖泊 （２１％）湿地
为主，且分布海拔较高，海拔高于 １０００ｍ的湿
地占比达７５％［７］．截止 ２０１３年，云南省有国际
重要湿地４处，湿地类型的自然保护区１７个，国
家湿地公园７个，受保护湿地面积２０３４万 ｈｍ２，
湿地保护率３６０９％，其中自然湿地受保护面积
１５８１万ｈｍ２，自然湿地保护率４０２７％［８］．总体
而言，云南省的湿地资源无论从湿地面积、湿地

率，还是从自然湿地面积、自然湿地面积比例以

及自然湿地保护率上，在全国范围内皆处于较低

水平［７］．云南的湿地面积虽然较小，但是在生物
多样性保护和维持方面，却在全国范围内名列前

茅：云南的湿地植物占全国湿地植物种数的

７０％，湿地脊椎动物占全国湿地脊椎动物物种数
的４３％［７－８］．此外，云南省的湿地资源面临着自
然湿地萎缩，流域生态系统破碎化，湿地开发、

污染、过度利用、外来种入侵严重等一系列问

题［９］．为加强云南省的湿地资源保护，云南省现
已开展省级重要湿地的认定等一系列工作［１０］，截

止２０１８年５月，云南省已认定了３１处省级重要
湿地，总面积合计超８万 ｈｍ２．

湿地资源认定工作的前提是进行湿地资源的综

合评估．生物多样性公约 （ＣｏｎｖｅｎｔｉｏｎｏｎＢｉ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Ｄ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ＣＢＤ）与国际湿地公约 （ＲａｍｓａｒＣｏｎ
ｖｅｎｔｉｏｎ，ＲＣ）技术导则中指出：具有明确目的、
概要性地，且能短时产生可信结果的快速评估

（ｒａｐｉｄａｓｓｅｓｓｍｅｎｔ）方法，在确定物种水平的湿地
生物多样性编目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１１］．而云
南省大理白族自治州宾川县上沧海湿地虽为 《云

南省大理白族自治州湿地保护条例》认定的全州６
个重要湿地之一，但由于缺乏专门的管理机构以及

相应的调查，公开发表的资源调查几乎为空白．特
别是湿地鸟类调查方面，以往许多关于云南湿地鸟

类资源的报道［５，１２－１８］也未涉及该区域．因此，本
研究拟通过对云南省第三批省级重要湿地的大理宾

川县上沧海湿地鸟类多样性进行认定前的本底调查

与评估，旨在为省级重要湿地的认定提供基础数

据，以及填补该区域鸟类资源调查的空白，同时也

为上沧海湿地的管理提出针对性的保护措施和对策

建议．

１　研究方法

１１　研究区域

上沧海湿地位于云南省大理白族自治州宾川县

鸡足山镇境内（东经１００°２１′２９７９″～１００°２２′２５７７″，
北纬２５°４９′１２８３″～２５°５０′５３２５″），周边分布有上沧
和白荡坪２个村委会、７个自然村 （图１）．地处滇
西北云岭横断山脉边缘的金沙江南岸，东北西南走

向、长约５ｋｍ、宽约２ｋｍ的狭长沟谷地带，平均
海拔１８３０ｍ，属中亚热带低纬高原季风气候，冬干
夏湿、春季风大、秋凉霜早．年均温度１７６℃，年
均降水量６８４ｍｍ、降水多集中在５—１０月，年均蒸
发量１２００ｍｍ，年日照时间２６８１４ｈ．区域内光热
充足、干旱少雨，是理想的葡萄种植区 （图１）．降
水和周边山体径流为区域补水来源，区域中央为季

节性淡水湖泊，面积２４３５６ｈｍ２，具有发育良好的
湿地植物与土壤，其中高等湿地植物１０６种，泥炭
分布面积约１３５４１ｈｍ２，泥炭厚度约４８ｍ［１９］．

本次鸟类调查区域还包括距上沧海湿地

５５ｋｍ的花桥水库 （图 １），因两者地处同一沟
谷，距离较近，生境互补，考虑到上沧海湿地恢复

后，两地鸟类可能存在迁移，为全面反映该区域的

鸟类资源状况，因此将其纳入调查．

２７ 　　　　　　　　　　　　　　昆明学院学报　　　　　　　　　　　　　　　　　２０１９年１２月



图１　大理宾川县上沧海和花桥水库

湿地位置及调查样点分布

１２　调查方法

由于样点法在南方森林［２０］和开阔湿地［２１］生

境中皆有一定优势，同时兼顾我国正在开展的

全国鸟类生物多样性观测网络 （ＣｈｉｎａＢＯＮ—
ｂｉｒｄｓ）的技术规范［２２］，本文采用样点法进行鸟

类调查．于 ２０１７年 １月，采用 ２０６０×８０单筒
望远镜和 ８×４２双筒望远镜分区直数统计鸟类
物种和数量，相邻两个分区间以明确标志物加

以分隔，确保鸟类不重复计数［２２］．由于研究区
域内种植了较多葡萄，农户多在种植区周边架

设鸟网以防止鸟类取食，因此还统计了区域内

的捕鸟雾网数量．
１３　数据处理和分析

本文采用杨晓君［１２］的定义对湿地鸟类进行认

定，在文中使用 “湿地鸟类”称谓，而传统游禽

和涉禽鸟类使用 “水鸟”或 “水禽”．由于不同研
究者并未严格将其加以区别，若涉及引用，则沿用

文献原文之称谓．
依据 《中国鸟类分类与分布名录》［２３］分类系

统对记录到的所有鸟类进行物种编目．对湿地鸟种
ＢｅｒｇｅｒＰａｒｋｅｒ优势度指数 （Ｉ）进行统计分析，计
算公式为：

Ｉ＝ｎｉ／Ｎ，
式中ｎｉ为物种ｉ的个体数量，Ｎ为全部物种的总个
体数量．

根据该指数对水鸟种群数量等级进行划分，其

中：Ｉ≥００５为优势种；０００５≤Ｉ＜００５为常见
种；Ｉ＜０００５为偶见种［２４］．

２　结果

２１　资源状况
本次共记录到鸟类４８种，隶属于１３目２６科，

其中湿地鸟类 ７目 ８科 １８种．除绿头鸭 （Ａｎａｓ
ｐｌａｔｙｒｈｙｎｃｈｏｓ）外，其余４７种在上沧海湿地皆有记
录；花桥水库记录到鸟类４目４科８种，均为湿地
鸟类，见下表１．
２２　物种多度及丰富度

本次调查共记录到湿地鸟类４４７只，其中上沧
海２０５只，花桥水库２４２只．两地物种丰富度和多
度皆以雁形目鸟类为主，鹳形目和

!

形目鸟类相对

缺乏 （图２和图３）．

２３　优势种分析
上沧海湿地以凤头麦鸡（Ｖａｎｅｌｌｕｓｖａｎｅｌｌｕ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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赤麻 鸭 （Ｔａｄｏｒｎａｆｅｒｒｕｇｉｎｅａ）、白 骨 顶 （Ｆｕｌｉｃａ
ａｔｒａ）、白鹭（Ｅｇｒｅｔｔａｇａｒｚｅｔｔａ）、灰鹤（Ｇｒｕｓｇｒｕｓ）、
小

"#

（Ｔａｃｈｙｂａｐｔｕｓｒｕｆｉｃｏｌｌｉｓ）和白眼潜鸭（Ａｙｔｈｙａ
ｎｙｒｏｃａ）为主要优势种．而黑鹳（Ｃｉｃｏｎｉａｎｉｇｒａ）虽
然仅记录 ４只，但是在本区域仍属于常见种
（表１），其余物种皆为常见种．花桥水库中绿

翅鸭（Ａｎａｓｃｒｅｃｃａ）为绝对优势物种 （Ｉ＝０８４３），
记录有 ２０４只；凤头

"#

（Ｐｏｄｉｃｅｐｓｃｒｉｓｔａｔｕｓ）也
具有一定种群优势（Ｉ＝００７），记录有 １７只；
白骨顶、小

"#

、绿头鸭和苍鹭（Ａｒｄｅａｃｉｎｅｒｅａ）
为常见种；白眼潜鸭和黑水鸡在花桥水库为偶

见种 （表１）．

表１　云南大理宾川上沧海湿地和花桥水库鸟类名录

目、科、种　　　 湿地鸟类
　　种群数量　　 　优势度指数 （Ｉ）　 　　　　保护等级　　　　

上沧海 花桥水库 上沧海 花桥水库 国家等级 ＩＵＣＮ等级

　 （Ⅰ）雁形目 （Ａｎｓｅｒｉｆｏｒｍｅｓ）

　 （一）鸭科 （Ａｎａｔｉｄａｅ）

１赤麻鸭 （Ｔａｄｏｒｎａｆｅｒｒｕｇｉｎｅａ） 是 ３０ ０１４６ 无危 （ＬＣ）

２赤膀鸭 （Ａｎａｓｓｔｒｅｐｅｒａ） 是 ２ ００１０ 无危 （ＬＣ）

３绿翅鸭 （Ａｎａｓｃｒｅｃｃａ） 是 ５ ２０４ ００２４ ０８４３ 无危 （ＬＣ）

４赤颈鸭 （ＡｎａｓＰｅｎｅｌｏｐｅ） 是 ２ ００１０ 无危 （ＬＣ）

５绿头鸭 （Ａｎａｓｐｌａｔｙｒｈｙｎｃｈｏｓ） 是 ３ ００１２ 无危 （ＬＣ）

６白眼潜鸭 （Ａｙｔｈｙａｎｙｒｏｃａ） 是 １５ １ ００７３ ０００４ 近危 （ＮＴ）

　 （Ⅱ）$%

目 （Ｐｏｄｉｃｉｐｅｄｉｆｏｒｍｅｓ）

　 （二）
$%

科 （Ｐｏｄｉｃｉｐｅｄｉｄａｅ）

７小
$%

（Ｔａｃｈｙｂａｐｔｕｓｒｕｆｉｃｏｌｌｉｓ） 是 １５ ５ ００７３ ００２１ 无危 （ＬＣ）

８凤头
$%

（Ｐｏｄｉｃｅｐｓｃｒｉｓｔａｔｕｓ） 是 １ １７ ０００５ ００７０ 无危 （ＬＣ）

　 （Ⅲ）鸽形目 （Ｃｏｌｕｍｂｉｆｏｒｍｅｓ）

　 （三）鸠鸽科 （Ｃｏｌｕｍｂｉｄａｅ）

９珠颈斑鸠 （Ｓｔｒｅｐｔｏｐｅｌｉａｃｈｉｎｅｎｓｉｓ） １２ 无危 （ＬＣ）

　 （Ⅳ）鹤形目 （Ｇｒｕｉｆｏｒｍｅｓ）

　 （四）秧鸡科 （Ｒａｌｌｉｄａｅ）

１０黑水鸡 （Ｇａｌｌｉｎｕｌａｃｈｌｏｒｏｐｕｓ） 是 ４ １ ００２０ ０００４ 无危 （ＬＣ）

１１白骨顶 （Ｆｕｌｉｃａａｔｒａ） 是 ２９ ９ ０１４１ ００３７ 无危 （ＬＣ）

　 （五）鹤科 （Ｇｒｕｉｄａｅ）

１２灰鹤 （Ｇｒｕｓｇｒｕｓ） 是 １７ ００８３ 二级 无危 （ＬＣ）

　 （Ⅴ）!

形目 （Ｃｈａｒａｄｒｉｉｆｏｒｍｅｓ）

　 （六）
!

科 （Ｃｈａｒａｄｒｉｉｄａｅ）

１３凤头麦鸡 （Ｖａｎｅｌｌｕｓｖａｎｅｌｌｕｓ） 是 ３８ ０１８５ 无危 （ＬＣ）

　 （Ⅵ）鹳形目 （Ｃｉｃｏｎｉｉｆｏｒｍｅｓ）

　 （七）鹳科 （Ｃｉｃｏｎｉｉｄａｅ）

１４黑鹳 （Ｃｉｃｏｎｉａｎｉｇｒａ） 是 ４ ００２０ 一级 无危 （ＬＣ）

　 （Ⅶ）鹈形目 （Ｐｅｌｅｃａｎｉｆｏｒｍｅｓ）

　 （八）鹭科 （Ａｒｄｅｉｄａｅ）

１５池鹭 （Ａｒｄｅｏｌａｂａｃｃｈｕｓ） 是 ８ ００３９ 无危 （ＬＣ）

１６苍鹭 （Ａｒｄｅａｃｉｎｅｒｅａ） 是 ６ ２ ００２９ ０００８ 无危 （ＬＣ）

１７白鹭 （Ｅｇｒｅｔｔａｇａｒｚｅｔｔａ） 是 ２５ ０１２２ 无危 （ＬＣ）

　 （Ⅷ）鹰形目 （Ａｃｃｉｐｉｔｒｉｆｏｒｍｅｓ）

　 （九）鹰科 （Ａｃｃｉｐｉｔｒｉｄａｅ）

１８黑翅鸢 （Ｅｌａｎｕｓｃａｅｒｕｌｅｕｓ） ３ 二级 无危 （ＬＣ）

１９白尾鹞 （Ｃｉｒｃｕｓｃｙａｎｅｕｓ） ３ 二级 无危 （ＬＣ）

２０普通闎 （Ｂｕｔｅｏｂｕｔｅｏ） ３ 二级 无危 （Ｌ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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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１

目、科、种　　　 湿地鸟类
　　种群数量　　 　优势度指数 （Ｉ）　 　　　　保护等级　　　　

上沧海 花桥水库 上沧海 花桥水库 国家等级 ＩＵＣＮ等级

　 （Ⅸ）形目 （Ｓｔｒｉｇｉｆｏｒｍｅｓ）

　 （十）鸱科 （Ｓｔｒｉｇｉｄａｅ）

２１短耳 （Ａｓｉｏｆｌａｍｍｅｕｓ） １ 二级 无危 （ＬＣ）

　 （Ⅹ）犀鸟目 （Ｂｕｃｅｒｏｔｉｆｏｒｍｅｓ）

　 （十一）戴胜科 （Ｕｐｕｐｉｄａｅ）

２２戴胜 （Ｕｐｕｐａｅｐｏｐｓ） ３ 无危 （ＬＣ）

　 （Ⅺ）佛法僧目 （Ｃｏｒａｃｉｉｆｏｒｍｅｓ）

　 （十二）翠鸟科 （Ａｌｃｅｄｉｎｉｄａｅ）

２３白胸翡翠 （Ｈａｌｃｙｏｎｓｍｙｒｎｅｎｓｉｓ） 是 ２ ００１０ 无危 （ＬＣ）

２４普通翠鸟 （Ａｌｃｅｄｏａｔｔｈｉｓ） 是 ２ ００１０ 无危 （ＬＣ）

　 （Ⅻ）隼形目 （Ｆａｌｃｏｎｉｆｏｒｍｅｓ）

　 （十三）隼科 （Ｆａｌｃｏｎｉｄａｅ）

２５红隼 （Ｆａｌｃｏｔｉｎｎｕｎｃｕｌｕｓ） ２ 二级 无危 （ＬＣ）

　 （ＸＩＩＩ）雀形目 （Ｐａｓｓｅｒｉｆｏｒｍｅｓ）

　 （十四）扇尾
&

科 （Ｒｈｉｐｉｄｕｒｉｄａｅ）

２６白喉扇尾
&

（Ｒｈｉｐｉｄｕｒａａｌｂｉｃｏｌｌｉｓ） ２ 无危 （ＬＣ）

　 （十五）伯劳科 （Ｌａｎｉｉｄａｅ）

２７棕背伯劳 （Ｌａｎｉｕｓｓｃｈａｃｈ） ６ 无危 （ＬＣ）

　 （十六）鸦科 （Ｃｏｒｖｉｄａｅ）

２８喜鹊 （Ｐｉｃａｐｉｃａ） ４ 无危 （ＬＣ）

　 （十七）扇尾莺科 （Ｃｉｓｔｉｃｏｌｉｄａｅ）

２９纯色山鹪莺 （Ｐｒｉｎｉａｉｎｏｒｎａｔａ） １５ 无危 （ＬＣ）

　 （十八）燕科 （Ｈｉｒｕｎｄｉｎｉｄａｅ）

３０家燕 （Ｈｉｒｕｎｄｏｒｕｓｔｉｃａ） ２２０ 无危 （ＬＣ）

３１岩燕 （Ｐｔｙｏｎｏｐｒｏｇｎｅｒｕｐｅｓｔｒｉｓ） ５ 无危 （ＬＣ）

　 （十九）鹎科 （Ｐｙｃｎｏｎｏｔｉｄａｅ）

３２黄臀鹎 （Ｐｙｃｎｏｎｏｔｕｓｘａｎｔｈｏｒｒｈｏｕｓ） ３７ 无危 （ＬＣ）

３３白喉红臀鹎 （Ｐｙｃｎｏｎｏｔｕｓａｕｒｉｇａｓｔｅｒ） １５ 无危 （ＬＣ）

　 （二十）柳莺科 （Ｐｈｙｌｌｏｓｃｏｐｉｄａｅ）

３４褐柳莺 （Ｐｈｙｌｌｏｓｃｏｐｕｓｆｕｓｃａｔｕｓ） １ 无危 （ＬＣ）

　 （二十一）椋鸟科 （Ｓｔｕｒｎｉｄａｅ）

３５八哥 （Ａｃｒｉｄｏｔｈｅｒｅｓｃｒｉｓｔａｔｅｌｌｕｓ） ３２ 无危 （ＬＣ）

３６丝光椋鸟 （Ｓｐｏｄｉｏｐｓａｒｓｅｒｉｃｅｕｓ） １ 无危 （ＬＣ）

　 （二十二）
&

科 （Ｍｕｓｃｉｃａｐｉｄａｅ）

３７红喉歌鸲 （Ｃａｌｌｉｏｐｅｃａｌｌｉｏｐｅ） １ 无危 （ＬＣ）

３８鹊鸲 （Ｃｏｐｓｙｃｈｕｓｓａｕｌａｒｉｓ） ２ 无危 （ＬＣ）

３９北红尾鸲 （Ｐｈｏｅｎｉｃｕｒｕｓａｕｒｏｒｅｕｓ） ２ 无危 （ＬＣ）

４０黑喉石 （即鸟）（Ｓａｘｉｃｏｌａｍａｕｒｕｓ） ２３ 无危 （ＬＣ）

　 （二十三）梅花雀科 （Ｅｓｔｒｉｌｄｉｄａｅ）

４１斑文鸟 （Ｌｏｎｃｈｕｒａｐｕｎｃｔｕｌａｔａ） ６ 无危 （ＬＣ）

　 （二十四）雀科 （Ｐａｓｓｅｒｉｄａｅ）

４２麻雀 （Ｐａｓｓｅｒｍｏｎｔａｎｕｓ） １２４ 无危 （ＬＣ）

　 （二十五）科 （Ｍｏｔａｃｉｌｌｉｄａｅ）

４３黄 （Ｍｏｔａｃｉｌｌａｔｓｃｈｕｔｓｃｈｅｎｓｉｓ） ５ 无危 （ＬＣ）

４４白 （Ｍｏｔａｃｉｌｌａａｌｂａ） １４５ 无危 （ＬＣ）

５７第６期　　　　　　刘艺星，李昊峻，周　宇，等：云南大理宾川上沧海湿地和花桥水库鸟类调查



续表１

目、科、种　　　 湿地鸟类
　　种群数量　　 　优势度指数 （Ｉ）　 　　　　保护等级　　　　

上沧海 花桥水库 上沧海 花桥水库 国家等级 ＩＵＣＮ等级

４５树鹨 （Ａｎｔｈｕｓｈｏｄｇｓｏｎｉ） ５ 无危 （ＬＣ）
　 （二十六）燕雀科 （Ｆｒｉｎｇｉｌｌｉｄａｅ）
４６燕雀 （Ｆｒｉｎｇｉｌｌａｍｏｎｔｉｆｒｉｎｇｉｌｌａ） ２ 无危 （ＬＣ）
４７黑头金翅雀 （Ｃｈｌｏｒｉｓａｍｂｉｇｕａ） ７ 无危 （ＬＣ）
　 （二十七）

'

科 （Ｅｍｂｅｒｉｚｉｄａｅ）
４８小

'

（Ｅｍｂｅｒｉｚａｐｕｓｉｌｌａ） ５ 无危 （ＬＣ）

２４　保护与威胁
调查中记录有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鸟类１种，为

黑鹳；国家二级重点保护鸟类有６种，包括灰鹤、
普通闎 （Ｂｕｔｅｏｂｕｔｅｏ）、白尾鹞 （Ｃｉｒｃｕｓｃｙａｎｅｕｓ）、黑
翅鸢 （Ｅｌａｎｕｓｃａｅｒｕｌｅｕｓ）、红隼 （Ｆａｌｃｏｔｉｎｎｕｎｃｕｌｕｓ）

和短耳 （Ａｓｉｏｆｌａｍｍｅｕｓ）．其中调查中记录的白眼
潜鸭已被列为国际自然保护联盟 （ＩＵＣＮ）的近危
（ＮｅａｒＴｈｒｅａｔｅｎｅｄ，ＮＴ）物种．此外，调查中还发现
上沧海湿地存在捕鸟类现象，记录到１２张捕鸟雾
网，并有一只死亡的短耳 （图４～图７）．

３　结论与讨论

上沧海湿地地处云南滇西北区域，该区域为

全球生物多样性热点地区之一［２５］，虽广受世界相

关研究者的关注，但是该区域内仍然存在局部的

资源空白，其原因主要是：长期以来滇西北水鸟

资源的调查主要集中于滇西北的几个主要湖泊，

如大理洱海和鹤庆草海、丽江拉市海和泸沽湖、

香格里拉纳帕海［４，５，１２－１８］．大理洱海为云南第二
大高原淡水湖泊，备受人们关注，而上沧海距大

理洱海虽然仅１０ｋｍ，却被忽视，从未在该区域
过开展鸟类资源调查．据韩联宪等［１５］记录，大理

洱海湖滨带有鸟类１３目３８科１１５种，其中湿地
鸟类４４种；相较而言，上沧海湿地的１３目２７科
４８种鸟类和 ７目 ８科 １８种湿地鸟类相对较少．
但在重点物种维持上，上沧海却与其相当，上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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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湿地记录了７种国家级保护鸟类 （１种国家一
级和６种国家二级），洱海记录 ７种国家二级保
护鸟类．此外，两地物种组成略有差异．大理洱
海由于生境为高原湖泊，因此以游禽为主，包括

小
"#

、赤麻鸭、红嘴鸥、骨顶鸡和黑水鸡 （后

两者虽为涉禽，但可游泳，常于深水区活动）；

而上沧海湿地鸟类组成则除了游禽类赤麻鸭、小

"#

外，还有涉禽类的凤头麦鸡和灰鹤，种类更

加多样．主要原因是上沧海拥有更多的沼泽生
境，而这些恰恰是洱海这类高原湖泊所缺乏的．
在云南高原湖泊的浅水湖岸带由于长期受剧烈人

类活动的影响，很多已经消失［８］，而依赖其生存

的涉禽物种也大幅下降或消失［４－５］．从这个意义
上讲，以浅水沼泽为主的上沧海湿地在维持湿地

鸟类物种多样性方面，具有重要意义．
本文记录有我国一级重点保护鸟类黑鹳４只，

为３成１幼．黑鹳在欧亚和非洲大陆广泛分布，在
我国主要繁殖于北方而越冬于长江以南［２３］．目前，
黑鹳在云南多地皆有记录，但数量稀少，仅为１只
或数只［２６］；唯一较大的黑鹳越冬种群记录于香格

里拉纳帕海，为２０６只［２７］．本次上沧海湿地记录
到４只黑鹳．据了解 （与李德品博士交流），大理

大学调查人员在上沧海记录到１１只黑鹳个体，已
占云南省内黑鹳种群的５％左右．

云南省特殊的地理位置与地形、地貌特征，尤

其是滇西北的横断山区成为我国候鸟南北迁徙的通

道，使得云南成为众多水禽的重要越冬区，这些水

鸟主要集中于滇中、滇西北和滇南的高原湖泊［１２］．
目前，云南共计录到湿地鸟类 １２目 ２５科 １６６
种［１２］，本次上沧海记录的 ７目 ８科 １８种湿地鸟
类，种群数量不足５００只，占云南省湿地鸟类比例
相对较小．但本次调查也仅为短时间的快速评估，
且为越冬中期，尚不能反映该区域鸟类资源的全

部，考虑到该区域地处云南鸟类迁徙的西线通道

上，同时具有发育良好的季节性沼泽生境，推测每

年迁徙季节 （３—５月和９—１１月）将会有相当数
量和种类的鹬

!

类过境，可以预见未来随着上沧海

湿地保护管理机构的逐步建立与完善，以及湿地进

一步恢复与保护，该区域鸟类物种丰富度和多度将

会有进一步的提升．

根据本研究结果，针对上沧海湿地鸟类保护和

管理工作，提出以下建议：１）明确湿地边界，防止
周边农田和葡萄园进一步蚕食湿地，以保护湿地鸟

类赖以生存的栖息地；２）完善湿地管理机构，加强
宣传教育和保护管理，杜绝捕鸟、猎鸟；３）随着湿
地的进一步恢复，考虑定期开展湿地鸟类资源监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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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出现的问题未雨绸缪，于是要求教师必须成为既

懂得教学，又熟悉临床诊疗的 “双师型教师”．
３３２　倡导学生自主选择学习方式

在实施辛迪教学过程中，多数学生的学习积极

性得到充分调动，但尚有部分学生由于所承担的工

作量小而变得懒惰，并推卸责任．此外，还曾经出
现过试验班的学生要求转到传统教学班，遇到这种

情况，教师要坦然接受．因此，对于辛迪教学班级
的学生构成，建议倡导学生自主选择，自愿报名，

自由组合，并在学校层面统筹安排好辛迪教学班与

其他并行班学分互认．采取让学生自主选择适合自
己的学习方式，充分调动学生的学习主动性和积

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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