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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天一夜穿越四省近1400公里

我市救助候鸟昨日鄱阳湖放归

本报记者 钱进

在鄱阳湖，人与候鸟和谐共生。

在津被救助

鄱阳湖畔
放归的

“精灵”

记者手记

本报江西永修电（记者 陈璠）“哇！它们
出来了！好大只啊！快看，要飞了……”昨日
11时40分许，在江西鄱阳湖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大湖池边，随着笼箱依次打开，东方白鹳在箱
中逗留了片刻，试探着走出来，四处观望一阵
后，扑腾着翅膀发出兴奋的鸣叫声，一飞冲天，
引来现场观众阵阵欢呼。随后，大天鹅、鸿雁、
豆雁、绿头鸭、骨顶鸡等纷纷被放归，争先恐后
飞向湿地深处。

第三届鄱阳湖国际观鸟季救护候鸟放飞
活动昨日举行。经过近1400公里长途跋涉，
被我市野生动物救护驯养繁殖中心工作人员
护送回越冬地的13只珍稀候鸟，和来自北京、
黑龙江、深圳、江西等地的近50只珍稀鸟类，
在活动中被集体放归。众多观鸟爱好者纷纷
聚集鄱阳湖畔，一睹万羽翔集、鹤舞当空的壮
观场面。

据了解，此次我市护送的13只候鸟，经过
两天一夜穿越四省，于8日下午安全抵达江西
省野生动物救护繁育中心，然后在这里进行
了一天的环境适应。工作人员给它们投喂了
新鲜的小鱼和谷物、青菜等。

昨日上午，气温在16摄氏度左右，随着鄱
阳湖进入枯水期，沟壑不平的湖床变成了一
个个浅水的碟形湖，在浅滩、草洲、湖面上，候
鸟或停留或觅食。在湿地岸边，记者看到笼
箱中的鸟儿们十分活跃，精神饱满。
“这次放飞的东方白鹳是在我市大黄

堡湿地被摄影爱好者发现的，送到救护中
心时，状态非常不好，身体虚弱，也不进
食。起初，我们采取人工喂养，等到它状态
稍微恢复一些，就把它和一只丹顶鹤放在
了一起。”我市野生动物救护驯养繁殖中心
检疫饲养科科长刘洋说，“丹顶鹤和东方白

鹳都属于涉禽，习性和吃的食物比较相近。
在丹顶鹤的影响下，东方白鹳逐渐开始自主
进食。在工作人员悉心照料下，慢慢恢复了
健康。”
“大天鹅刚来时已经在濒死边缘，我们马上

对它进行了紧急治疗，及时补充维生素、葡萄糖
等，现在恢复得非常好。”提起这群“掉队”候鸟的
经历，刘洋既心疼又欣慰，“这些鸟儿，我们照顾
了这么久，现在要放归大自然了，感情上挺不舍
的，但野生动物的世界就是在野外，相信在广袤
的鄱阳湖湿地，它们能迅速找到自己的种群越冬
栖息，重新回归蓝天。”

据悉，鄱阳湖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是亚洲最大
候鸟越冬地，被称为“候鸟天堂”。每年秋冬季
节，数十万只候鸟飞抵鄱阳湖越冬，其中包括东
方白鹳、白鹤、白枕鹤等珍稀候鸟。今冬以来，已
有近70万只野生鸟类在此地过冬。

昨天，我市救

助的东方白鹳、大

天鹅等13只候鸟

在江西省鄱阳湖畔

被放归自然。图为

候鸟们在鄱阳湖畔

被放归自然。

本报记者 钱进

通讯员 焦捷 摄

千里护送 候鸟归家
■ 本报记者 陈璠 摄影 钱进

冬日的江西鄱阳湖水落滩出，飞鸟云集。
历时两天一夜，跨越近1400公里山川湖泊，13
只曾在天津获救的珍稀候鸟“乘车”抵达江西
鄱阳湖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开启了安全温暖越
冬新生活。

为何不远千里送到鄱阳湖？

“当前正值冬季，过境天津市的候鸟已基
本迁徙完毕。对于在津获得救助的候鸟，尤其
是一些珍稀候鸟，具备野外放归条件的，我们
就选择去它们的集中越冬地鄱阳湖放归。”天
津市野生动物救护驯养繁殖中心检疫饲养科
科长刘洋说。

根据观测，每年鄱阳湖有数十万只候鸟在
这里过冬。入冬后，进入枯水期的鄱阳湖分割
为万千处水域，不同的水域还有不同的动植
物，能为不同种类候鸟提供丰富多样的食物。
“鄱阳湖水域广袤，在这里越冬的候鸟吃喝

不愁。”天津师范大学野生动物资源保护研究团
队负责人赵大鹏教授表示，鄱阳湖是中国第一
大淡水湖，也是国际重要湿地、亚洲最大的越冬
候鸟栖息地，“长期以来，鄱阳湖生态环境持续提
升，较其他湿地而言，能够为候鸟提供安全宜居
的‘住宿’环境和多元充足的‘餐饮’资源，因此，
鄱阳湖成了候鸟越冬的首选地。”
“放归地点的选择很重要。只有在本地栖

息的鸟类才能在本地放归，非本地鸟类不能直
接放归。对于迁徙的鸟类，必须选择合适季节
在其栖息地或者迁徙经过地进行放归，不同的
时间应选择不同的放归地点。”江西省野生动
物救护中心主任汪志如介绍，比如白鹤、小天
鹅等候鸟，救护康复后到了5月，其在江西省越
冬的野外种群已迁徙至北方，就应当将其带到
北方放归。同样，东方白鹳等错过了在天津的
南迁阶段，就应当到鄱阳湖越冬地放飞。

津赣建立联合救助机制

“天津是东亚至澳大利西亚候鸟迁徙路线
中的重要中停地之一，长期以来是候鸟南迁途
中必经的‘中转站’。成群结队的各类候鸟在
此休息好了就会按时出发，不再回头逗留；如
果有‘队员’迷途，或是因为受伤等原因没赶上
‘大部队’，就很难再独自飞行，顺利抵达目的
地了。”刘洋告诉记者，鄱阳湖是我国候鸟越冬
的主要目的地，距离天津近1400公里，一旦有
候鸟在天津“中转站”没能跟队出发，那么上千

公里的路程对它们而言，独自完成迁徙难度很
大，存活率很低。

为了让候鸟能够安全到达鄱阳湖越冬，2013
年年初，天津市野生动物救护驯养繁殖中心与江
西省野生动植物救护中心建立了候鸟救治联动
机制，决定由津、赣两地野生动物救护组织联合
承担南迁候鸟安全回家的任务。特别是对“落
单”“掉队”的各类候鸟实施重点监护，尽量让它
们能够在人力帮助下缩短旅程，由专人护送“乘
车”回到鄱阳湖，与种群“大部队”会合。

随着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理念深入人心，我市
对自然环境保护力度不断增强，野生动物的种类
与数量逐渐增加，一些虚弱或患有伤病的动物相
继被发现，并送到野生动物救护驯养繁殖中心进
行救助。多年来，在津被救助、放归鄱阳湖的，既
有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东方白鹳，又有大天
鹅、小天鹅、红隼、灰鹤等各类国家二级保护野生
动物，也有鸳鸯、鸿雁、豆雁、绿头鸭等江西省省
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还有3只国家二级保护野
生动物猕猴。

天津候鸟迁徙新变化

每年，数以亿计的候鸟穿越在相隔万里的繁
殖地与越冬地之间。迁徙是候鸟生存的一场“大
冒险”，中途的“补给站”对候鸟的存活几率显得
尤为重要。

作为重要“中转站”，每年百万只候鸟迁徙途
经天津。我市大力推进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
保护地体系和“871”重大生态工程建设，严格落实
湿地自然保护区“1+4”规划，持续开展湿地修复工
作，候鸟栖息地生态环境质量有了大幅提升。
“近年来，基于我们的研究工作，途经天津的

候鸟迁徙有两方面变化值得关注。”赵大鹏说，一
方面的变化是部分“背包客”变“安居客”。以世
界濒危物种东方白鹳为例，以往这一物种在天津
的居留类型是旅鸟，就是每年迁徙途中只在天津
“打尖住店”。近年来，部分东方白鹳个体的居留
类型从旅鸟变为夏候鸟，它们从行色匆匆的“背
包客”，变身为落户繁育的“安居客”，天津已成为
东方白鹳的“非传统”自然繁殖地。

另一方面的变化是部分“稀客”变“常客”。以
国家一级重点保护物种白枕鹤为例，2020年以前，
这一物种在天津七里海湿地迁徙季现身的次数很
少，但从2020年至今，白枕鹤已连续4年在春秋迁
徙季“歇脚”七里海湿地，昔日的“稀客”变身为现在
的“常客”，天津七里海湿地成为白枕鹤“南来北往”
路上相对比较稳定的迁徙停歇地之一。

“以上这两方面的变化，均在一定程度上体现
了天津生态环境日趋向好。”赵大鹏说。

科学“护航”拓展新方向

候鸟迁徙的新变化，为天津生态向好提供了
佐证，也为天津野生动物保护带来了新挑战。
“近年来，在市规划资源局的大力支持下，我

们研究团队在采用传统经典研究方法的基础上，
应用多项国际先进研究技术，开展相关保护研究
工作，迎接新挑战、实现新突破。”赵大鹏说，“比
如，对于‘旅鸟’变‘夏候鸟’、在天津落户繁育的东
方白鹳，我们应用野生动物卫星追踪技术，首次为
天津‘土生土长’的东方白鹳宝宝佩戴卫星追踪设
备，开展科学监测，及时掌握其活动特点，为相关
保护管理积累关键数据、提供决策依据，共同科学
守护它们的‘成长之路’，这对东方白鹳‘非传统’
自然繁殖地野生种群的保护具有积极意义。”

天津师范大学野生动物资源保护研究团队在
候鸟保护研究中应用的新技术，不仅用于迎接新
挑战，同时也用于拓展新方向。“例如，天津滨海滩
涂是国家一级重点保护物种遗鸥的主要越冬地，
以往的传统研究方法主要关注其种群数量及动态
变化；我们研究团队综合应用非损伤取样技术、高
通量测序技术、宏基因组技术等，在这一物种的保
护研究中拓展新方向，即科学聚焦其‘食谱’内容，
动态评估其健康水平。”赵大鹏说，当前研究发现，
冬候鸟遗鸥在天津越冬时期主要取食鱼类、贝类
等，其越冬后期肠道菌群的多样性和丰富度高于
越冬前期，而肠道菌群的潜在致病性低于越冬前
期，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天津作为候鸟栖息地
的生态宜居。

候鸟迁徙之行，不是“说走就走的旅行”，它为
生存所需，不乏艰辛，需要社会各方面更多关注。

为全力确保候鸟迁徙安全，天津市采取多项
措施科学“护航”。市规划资源局相关负责人表
示，今年以来，我市充分发挥三级林长和护林员
作用，对候鸟集中的湿地、自然保护区等区域加
强巡查巡护；开展“全面加强鸟类保护专项治
理”专项行动，严厉打击非法猎捕、非法交易、非
法食用候鸟等违法犯罪活动，及时清除非法猎捕
工具，切实守护候鸟安全。与此同时，我市积极
动员社会力量，大力宣传候鸟保护知识、理念和
野生动物保护法律法规，不断提升公众爱鸟护鸟
意识，营造全社会共同参与候鸟保护的和谐氛
围，为推进天津生态文明建设、促进人与自然和
谐共生“添砖加瓦”。

本报江西永修电

天津参加江西国际观鸟季到今年已是

第三届。每次参会，我市都将近期救助的

适合放归的候鸟运送到鄱阳湖观鸟季活动

现场进行放归，让候鸟以最好的状态加入

当地的群落，重回大自然。

这一天，也可以说是这些候鸟的节

日。因为，从被放归的那一刻起，候鸟真正

重新获得了自由，重新回到了属于它们的

世界。笼箱被打开的一瞬间，它们有的振

翅高飞，有的信步走出，有的可能还回头看

上几眼放飞它们的人们，似乎是在表达某

种谢意。鸟儿们回眸或飞旋在人们头顶上

空的那一刻，作为一个见证者，我总会有一

种莫名的激动涌上心头，为它们高兴，为它

们喝彩，为它们祝福……特别是这一届的

观鸟季，东方白鹳和大天鹅走出笼箱后，没

有立刻飞走，而是互相对视了一下，然后看

向放归它们的人们，并不住地点起了头，似

乎是在用这种肢体动作对人们表示感谢。

当大家都以为这个仪式过后，它们会转身

奔向湿地，没想到的是，它们竟又停了下

来，再次扇起翅膀，边扇边回头凝望，并不

停地对空鸣叫……许久之后，才一边点头

一边缓缓展翅飞向湖边……

那一刻，我的心破防了，眼眶湿了。我

深深地感到，很多生物即使不属于同一类

物种，心灵也是相通的！

近年来，“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

理念深植人们心底，通过相关部门积极宣

传和人们自身意识的增强，全社会对动植

物的保护也逐步加强。我市对候鸟的异地

放归活动已进行了多年，虽然每年放归的

候鸟种类和数量不尽相同，但数字都呈现

出逐年减少的趋势，其来源也从一定比例

的罚没转变为大比例的救助。

人类仅仅是自然界中的普通一员，我

们身边，无论哪种野生动物，都不仅是我们

的邻居，更是大自然中不可或缺的重要一

环，缺失了谁，都可能对自然、对我们的家

园造成一定程度的损害。救护一只或几只

野生动物，看似是小事，但有时候，很少的

一些个体可能就能撑起一个种群甚至一个

物种的生存与延续。此行不仅是放归十几

只候鸟，更是在保护我们及后世子孙赖以

生存的家。

骨顶鸡。

豆雁。

绿头鸭。

东方白鹳。

大天鹅。

鸿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