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鄱阳湖越冬灰鹤和白枕鹤的数量与集群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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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至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对鄱阳湖越冬灰鹤（Ｇｒｕｓ ｇｒｕｓ）和白枕鹤（Ｇｒｕｓ ｖｉｐｉｏ）种群数量和分布、集群特

征以及灰鹤的年龄组成进行调查。 结果显示，灰鹤和白枕鹤数量单次记录到的最大值分别为 ５９９ 和 ６００ 只。 ４ 个

保护区 ３４ 个湖泊（或农田）有 １８ 个湖泊（或农田）记录到灰鹤种群。 灰鹤种群数量在 １ 月初至 ３ 月初达到高峰，
６２ ８７％的灰鹤集中在鄱阳县白沙洲自然保护区。 在 １２ 个湖泊（或农田）记录到白枕鹤分布，种群数量在 ２ 月底至

３ 月初达到高峰，９５ ７７％的白枕鹤集中在鄱阳湖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与以往鄱阳湖越冬鹤类种群分布相比，灰鹤

主要集中的区域发生变化，而白枕鹤未发生变化。 灰鹤和白枕鹤平均集群大小分别为（８ ５０±１９ ８４）和（７ ５２±
２１ ４７）只，各时期差异均不显著（Ｐ＞０ ０５）。 灰鹤集群以家庭群为主（占 ７０ ０７％），聚集群次之（占 ２３ ３６％）；家庭

群中 ２ 成 １ 幼比例最大（占 ４６ ８８％），聚集群中以 ５～９ 只的集群比例最大（占 ７１ ８８％）。 灰鹤家庭群平均大小为

（２ ７６±０ ６９）只，聚集群平均大小为（１３ ８４±２０ ８２）只，２ 种集群类型在各时期之间大小差异均不显著（Ｐ＞０ ０５）。
灰鹤集群中幼体占 ２０ ２１％。 针对鄱阳湖 ２ 种鹤类分别提出了相应的保护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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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灰鹤（Ｇｒｕｓ ｇｒｕｓ）为国家Ⅱ级重点保护动物，是
目前世界上分布最广的 １５ 种鹤类之一［１］。 湿地国

际估计 ２００６ 年全球灰鹤种群为 ３６ 万～３７ 万只。 灰

鹤主要在我国的长江中下游、华北平原和云贵高原

越冬，中国大陆越冬种群为 １ ０ 万 ～ １ ２ 万只，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在鄱阳湖记录到灰鹤 ８ ４０８ 只［２－４］。 白枕鹤

（Ｇｒｕｓ ｖｉｐｉｏ）为国家Ⅱ级重点保护动物，全球种群约

有 ５ ５００～６ ５００ 只。 白枕鹤主要在我国的江苏洪泽

湖、安徽菜子湖和江西鄱阳湖越冬，估计中国境内

越冬种群有 １ ０００～１ ５００ 只，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在鄱阳湖

记录到 ８８５ 只［２，５－６］。 近年来，不少学者已对越冬灰

鹤的数量与分布［７－８］、食性［９］、行为［１０－１２］ 和栖息地

选择［１，１３］等方面进行了初步研究。 白枕鹤越冬生态

研究较少，仅见少量有关数量分布和取食行为的

研究［１４－１６］。
鄱阳湖越冬灰鹤和白枕鹤数量已分别占中国

境内总数的 ７０％和 ５８％以上，鄱阳湖是灰鹤和白枕

鹤十分重要的越冬地及理想的研究场所［４，１７］，因此，
在鄱阳湖开展这 ２ 种鹤类种群数量分布的系统监

测，对其保护具有重要意义［１８］。 该研究对鄱阳湖灰

鹤和白枕鹤的种群分布动态、集群特征和年龄结构

等进行系统调查，旨在揭示这 ２ 种鹤类在鄱阳湖不

同子湖泊之间的分布动态、迁移规律和集群特征等，
为这 ２ 种鹤类的保护和管理提供必要的基础资料。

１　 研究区域概况

鄱阳湖是我国最大的淡水湖泊，位于江西省北

部长江中下游交接处南岸（２８°２４′ ～ ２９°４６′ Ｎ，１１５°
４９′～１１６°４６′ Ｅ）。 鄱阳湖属于季节型湖泊，夏季丰

水期湖泊通江水面面积最大为 ４ ０７８ ｋｍ２，冬季枯水

期多年平均水面面积为 １ ２９０ ｋｍ２［１９－２０］。 鄱阳湖属

典型的亚热带季风气候区，夏季盛行偏南风；冬季

盛行偏北风，气温低而降水少；多年平均气温为

１７ ６ ℃，最冷月（１ 月）平均气温为 ５ １ ℃，年平均

降水量为 １ ４５０ ～ １ ５５０ ｍｍ［２１］。 冬季水落滩出，形
成了众多的浅水洼地和洲滩，湖区湿地面积为 ２ ６９８
ｋｍ２，约占全湖正常水位总面积的 ８２％［２１－２２］，每年吸

引着约 ４０ 万 ～ ６０ 万只候鸟来此越冬［４］，是东亚迁

徙水鸟极其重要的越冬场所，支持了许多珍稀濒危

物种［１４］。 笔者选择鄱阳湖湿地 ４ 个保护区，即鄱阳

湖国家级自然保护区（ＰＹＨ）、鄱阳湖南矶湿地国家

级自然保护区 （ＮＪＳ）、都昌候鸟省级自然保护区

（ＤＣ）和鄱阳县白沙洲自然保护区（ＢＳＺ）的 ３４ 个湖

泊（或农田）开展调查，主要对灰鹤和白枕鹤的种群

动态和集群特征进行研究。
由于鄱阳湖保护区被分为吴城（ＰＹＨ⁃ＷＣ）和恒

丰（ＰＹＨ⁃ＨＦ）２ 个调查点，调查时在该保护区选择

大湖池、常湖池、朱市湖、沙湖和蚌湖 ５ 个湖泊；鄱阳

湖南矶湿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选择 １１ 个湖泊，包括

战备湖、三湖、常湖、凤尾湖、三泥湾、白沙湖、棱湖、
上北甲湖、下北甲湖、北深湖和神塘湖；都昌候鸟保

护区选择 １０ 个湖泊（或农田），即矶山湖、中坝、新
妙湖、马影湖、黄金嘴、滨湖、输湖（农田生境）、花庙

湖、横港湖和西湖；鄱阳县白沙洲保护区选择 ８ 个湖

泊，即内珠湖、车门、荣七村、四十里街、四望湖、小
鸣湖、大鸣湖和表恩村（农田生境）。

２　 研究方法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至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借助双筒望远镜

（８ 倍）和单筒望远镜（２０ ～ ６０ 倍）记录各湖泊内灰

鹤成鸟和幼鸟数量、集群类型和集群大小。 由于白

枕鹤成鸟和幼鸟在野外不易区分，故只记录白枕鹤

数量和集群大小。 按照群体中个体数量和组成，将
灰鹤活动群的集群类型分为家庭群、聚集群和孤

鹤。 其中，家庭群由亲鹤和幼鹤组成，分为 ２ 成、１
成 １ 幼、２ 成 １ 幼和 ２ 成 ２ 幼 ４ 种形式。 聚集群为个

体数量≥５ 的群体［１０，２３］。 该次记录有 ３ 成 １ 幼和 ４
成的集群，但其不属于该文定义的家庭群和聚集

群，故未计入灰鹤集群类型集群数，计算集群大小

时则包括 ３ 成 １ 幼和 ４ 成的集群数。 每个保护区调

查 ６ 次，每次调查 １～２ ｄ，２ 次调查时间间隔为 ２０ ～
３０ ｄ。 根据鄱阳湖鸟类迁徙动态，将越冬期划分为越

冬前期（１０ 至 １２ 月）、中期（１ 至 ２ 月）和后期（３ 至 ４
月） ［２４］。 鄱阳县白沙洲保护区表恩村第 １ 次调查时

未涉及。 每个湖泊选择 １～５ 个相对固定的样点。
采用 Ｋｏｌｍｏｇｏｒｏｖ⁃Ｓｍｉｒｏｎｏｖ 法检验灰鹤和白枕鹤

集群大小数据的正态性。 若符合正态分布，则采用

单因素方差分析 （ ｏｎｅ⁃ｗａｙ ＡＮＯＶＡ） 方法，并采用

ＬＳＤ 法进行组间多重比较；若不符合正态分布，则采

用 Ｋｒｕｓｋａｌ⁃Ｗａｌｌｉｓ Ｈ 法进行检验。

３　 结果与分析

３ １　 鄱阳湖灰鹤和白枕鹤的数量分布

在 ４ 个保护区的 ３４ 个湖泊（或农田）中，各地

记录的灰鹤和白枕鹤数量见表 １ ～ ５。 第 １ ～ ６ 次调

查的灰鹤总数分别为 ８１、２１５、４５２、５９９、５２５ 和 ５ 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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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枕鹤总数分别为 ０、１０、１０２、１１２、６００ 和 ３ 只。 灰

鹤数量在 １ 月中下旬最多（５９９ 只），主要分布在鄱

阳县白沙洲保护区（３２６ 只）和鄱阳湖国家级保护区

（吴城，１０９ 只）；３ 月中旬至 ４ 月中旬数量最少（５
只）。 白枕鹤数量在 ２ 月下旬至 ３ 月上旬最多（６００
只），主要分布在鄱阳湖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恒丰，
３６１ 只；吴城，２３７ 只）；１０ 月中旬至 １１ 月上旬没有

记录到白枕鹤种群。

表 １　 鄱阳湖国家级保护区恒丰（ＰＹＨ⁃ＨＦ）灰鹤和白枕鹤

种群的时空分布

Ｔａｂｌｅ １ 　 Ｓｐａｔｉａｌ ａｎｄ ｔｅｍｐｏｒａｌ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ｃｏｍｍｏｎ
ｃｒａｎｅ ａｎｄ ｗｈｉｔｅ⁃ｎａｐｅｄ ｃｒａｎｅ 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ｓ ｉｎ Ｈｅｎｇｆｅｎｇ ｏｆ
Ｐｏｙａｎｇ Ｌａｋｅ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Ｎａｔｕｒｅ Ｒｅｓｅｒｖｅ

鸟种 地点
各时间（月－日）鸟类数量

１０－１５ １１－１９ ０１－０２ ０１－２７ ０３－０７ ０４－１３
灰鹤 沙湖 ０ ０ ４ １０ ３９ ０

白枕鹤 沙湖 ０ ０ ３２ ２ ０ ０
蚌湖 ０ ８ １４ ５６ ３６１ ３

合计 ０ ８ ４６ ５８ ３６１ ３

表 ２　 鄱阳湖国家级保护区吴城（ＰＹＨ⁃ＷＣ）灰鹤和白枕鹤

种群的时空分布

Ｔａｂｌｅ ２ 　 Ｓｐａｔｉａｌ ａｎｄ ｔｅｍｐｏｒａｌ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ｃｏｍｍｏｎ
ｃｒａｎｅ ａｎｄ ｗｈｉｔｅ⁃ｎａｐｅｄ ｃｒａｎｅ 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ｓ ｉｎ Ｗｕｃｈｅｎｇ ｏｆ
Ｐｏｙａｎｇ Ｌａｋｅ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Ｎａｔｕｒｅ Ｒｅｓｅｒｖｅ

鸟种 地点
各时间（月－日）鸟类数量

１０－１４ １１－１２ １２－２４ ０１－１６ ０２－２５ ０３－１８
灰鹤 大湖池 ０ ２ ４２ １０９ ５９ ５

常湖池 ０ １８ ０ ０ ７２ ０

合计 ０ ２０ ４２ １０９ １３１ ５
白枕鹤 大湖池 ０ ０ １１ ２０ １１ ０

常湖池 ０ ０ ０ ６ ４４ ０
朱市湖 ０ ０ ３３ ９ １８２ ０

合计 ０ ０ ４４ ３５ ２３７ ０

在 ４ 个保护区 ３４ 个湖泊（或农田）中共有 １８ 个

湖泊记录到灰鹤，最早观察到的时间为 １０ 月 ２８ 日，
最晚为 ３ 月 １８ 日。 其中 １ 月初、１ 月底和 ３ 月初观

察到的灰鹤数量较多（表 １ ～ ５）。 灰鹤在鄱阳县白

沙洲保护区出现较多，该区域的荣七村、大鸣湖和

表恩村多次记录到较大的种群，表恩村灰鹤种群数

量连续 ４ 次在 １００ 只以上，其中 １ 月 ９ 日单日观察

到灰鹤数量为 ２９４ 只，大鸣湖 １ 月 ２５ 日单日观察到

灰鹤数量为 １２５ 只，车门灰鹤种群数量较少。 鄱阳

湖国家级保护区（吴城）的大湖池多次记录到较大

的灰鹤种群，１ 月 １６ 日单日观察到灰鹤数量为 １０９
只。 都昌候鸟保护区的输湖多次记录到较大的灰

鹤种群。 鄱阳湖保护区（恒丰）的沙湖多次记录到

较大的灰鹤种群。

表 ３　 南矶湿地自然保护区（ＮＪＳ）灰鹤和白枕鹤种群的时

空分布

Ｔａｂｌｅ ３ 　 Ｓｐａｔｉａｌ ａｎｄ ｔｅｍｐｏｒａｌ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ｃｏｍｍｏｎ
ｃｒａｎｅ ａｎｄ ｗｈｉｔｅ⁃ｎａｐｅｄ ｃｒａｎｅ 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ｓ ｉｎ Ｎａｎｊｉ Ｗｅｔｌａｎｄ
Ｎａｔｕｒｅ Ｒｅｓｅｒｖｅ

鸟种 地点
各时间（月－日）鸟类数量

１０－１９ １１－１１ １２－２３ ０１－１４ ０２－２２ ０３－２７
灰鹤 常湖 ０ ２ ０ ５７ ３ ０

战备湖 ０ ０ ０ ７ １３ ０
上北甲湖 ０ ０ ０ ２ ０ ０

三湖 ０ ０ ０ ０ １６ ０
北深湖 ０ ０ ０ ０ ２ ０

合计 ０ ２ ０ ６６ ３４ ０
白枕鹤 三湖 ０ ０ ０ ０ ２ ０

北深湖 ０ ０ １ ８ ０ ０

合计 ０ ０ １ ８ ２ ０

表 ４　 都昌候鸟保护区（ＤＣ）灰鹤和白枕鹤种群的时空分布

Ｔａｂｌｅ ４ 　 Ｓｐａｔｉａｌ ａｎｄ ｔｅｍｐｏｒａｌ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ｃｏｍｍｏｎ
ｃｒａｎｅ ａｎｄ ｗｈｉｔｅ⁃ｎａｐｅｄ ｃｒａｎｅ 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ｓ ｉｎ Ｄｕｃｈａｎｇ Ｍｉ⁃
ｇｒａｔｏｒｙ Ｂｉｒｄｓ Ｒｅｓｅｒｖｅ

鸟种 地点
各时间（月－日）鸟类数量

１１－０４ １２－０２ １２－２９ ０１－２３ ０３－１４ ０４－１０
灰鹤 滨湖 ５ ０ ０ ０ ０ ０

输湖 ４０ ０ ７９ ８４ ０ ０
横港湖 ２３ ０ ０ ０ ０ ０
西湖 ０ ０ ０ ４ ０ ０

合计 ６８ ０ ７９ ８８ ０ ０
白枕鹤 黄金嘴 ０ ２ ０ ０ ０ ０

输湖 ０ ０ ３ ６ ０ ０
西湖 ０ ０ ２ ０ ０ ０

合计 ０ ２ ５ ６ ０ ０

表 ５　 鄱阳县白沙洲保护区（ＢＳＺ）灰鹤和白枕鹤种群的时

空分布

Ｔａｂｌｅ ５ 　 Ｓｐａｔｉａｌ ａｎｄ ｔｅｍｐｏｒａｌ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ｃｏｍｍｏｎ
ｃｒａｎｅ ａｎｄ ｗｈｉｔｅ⁃ｎａｐｅｄ ｃｒａｎｅ 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ｓ ｉｎ ｔｈｅ Ｂａｉｓｈａｚｈｏｕ
Ｎａｔｕｒｅ Ｒｅｓｅｒｖｅ， Ｐｏｙａｎｇ Ｃｏｕｎｔｙ

鸟种 地点
各时间（月－日）鸟类数量

１０－２８ １１－２３ ０１－０９ ０１－２５ ０３－０２ ０４－０２
灰鹤 车门 ７ ２ ８ ３ ２７ ０

荣七村 ６ ０ ５ ５２ ７４ ０
小鸣湖 ０ ８ ０ ４３ １３ ０
大鸣湖 ０ ２０ １６ １２５ ７７ ０
表恩村 — １６３ ２９４ １０３ １２６ ０
内珠湖 ０ ０ ４ ０ ４ ０

合计 １３ １９３ ３２７ ３２６ ３２１ ０
白枕鹤 荣七村 ０ ０ ６ ０ ０ ０

小鸣湖 ０ ０ ０ ５ ０ ０

合计 ０ ０ ６ ５ ０ ０
“—”表示未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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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有 １２ 个湖泊记录到白枕鹤，最早观察到的时

间为 １１ 月 １９ 日，最晚为 ４ 月 １３ 日。 ２ 月底至 ３ 月

初白枕鹤数量达到高峰。 绝大多数白枕鹤集中在

鄱阳湖国家级保护区。 白枕鹤在鄱阳湖国家级保

护区（恒丰）出现较多，该区域内的蚌湖多次记录到

较大的种群，其中 ３ 月 ７ 日单日观察到白枕鹤数量

为 ３６１ 只。 鄱阳湖国家级保护区（吴城）次之，该区

域朱市湖多次记录到较大的种群，２ 月 ２５ 日单日观

察到白枕鹤数量为 １８２ 只。
３ ２　 鄱阳湖灰鹤和白枕鹤的集群大小及灰鹤的集

群特征

３ ２ １　 集群大小

灰鹤平均集群大小为 （ ８ ５０ ± １９ ８４） 只 （ ｎ ＝
１４８），Ｋｒｕｓｋａｌ⁃Ｗａｌｌｉｓ Ｈ 检验显示各时期集群大小差

异不显著（Ｆ＝ ３ ３２１，ｄｆ＝ ２，Ｐ＞０ ０５），但呈现为中期

略大〔（９ １５±２３ ５０）只〕，后期略小〔（７ １４±７ １２）
只〕。 白枕鹤平均集群大小为（７ ５２±２１ ４７）只（ｎ ＝
６３），Ｋｒｕｓｋａｌ⁃Ｗａｌｌｉｓ Ｈ 检验显示各时期集群大小差

异不显著（Ｆ＝ ５ ５２６，ｄｆ＝ ２，Ｐ＞０ ０５），但呈现为后期

略大〔（９ ００±１０ ６８）只〕，前期略小〔（５ ００±４ ５５）
只〕。 越冬前期和中期灰鹤集群略大于白枕鹤，越
冬后期则相反。
３ ２ ２　 灰鹤集群类型

共观察到灰鹤集群 １３７ 群次，其中家庭群最多，
聚集群次之，孤鹤最少。 越冬前、中、后期均以家庭

群比例为最高，孤鹤最低（图 １）。

图 １　 鄱阳湖灰鹤不同时期集群类型的分布

Ｆｉｇ １　 Ｔｅｍｐｏｒａｌ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ｃｏｍｍｏｎ ｃｒａｎｅｓ ｏｆ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ｆｌｏｃｋ ｔｙｐｅｓ ｉｎ Ｐｏｙａｎｇ Ｌａｋｅ

（１）灰鹤家庭群

总体上，灰鹤家庭群中以 ２ 成 １ 幼比例为最大，
２ 成次之，１ 成 １ 幼最低。 在越冬前期，２ 成 １ 幼比

例最大，其次是 ２ 成，１ 成 １ 幼最低；在越冬中期，２
成 １ 幼比例最大，其次是 ２ 成，１ 成 １ 幼最低；在越

冬后期，２ 成 １ 幼比例仍然最大，其次是 ２ 成，没有 １

成 １ 幼集群 （图 ２）。 家庭群平均大小为 （ ２ ７６ ±
０ ６９）只（ｎ＝ ９６），Ｋｒｕｓｋａｌ⁃Ｗａｌｌｉｓ Ｈ 检验显示各时期

家庭群大小差异不显著（Ｆ＝ ０ ４２９，ｄｆ＝ ２，Ｐ＞０ ０５），
但呈现为前期略大〔（２ ７９ ± ０ ７７）只〕，中期略小

〔（２ ７１±０ ６６）只〕。

图 ２　 鄱阳湖灰鹤家庭群随时间的变化

Ｆｉｇ ２　 Ｔｅｍｐｏｒａｌ ｖａｒｉ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ｆａｍｉｌｙ ｆｌｏｃｋｓ ｏｆ
ｃｏｍｍｏｎ ｃｒａｎｅｓ ｉｎ Ｐｏｙａｎｇ Ｌａｋｅ

（２）灰鹤聚集群

灰鹤越冬期间 ５ ～ ９ 个体聚集群比例最大，＞１５
个体聚集群次之，１０ ～ １５ 个体聚集群最低。 在越冬

前期，５～９ 和＞１５ 个体聚集群比例相同，１０～１５ 个体

聚集群最低；在越冬中期，５ ～ ９ 个体聚集群比例最

大，其次是 １０ ～ １５ 个体聚集群，＞１５ 个体聚集群最

低；在越冬后期，仍以 ５ ～ ９ 个体聚集群比例最大，
０～１５ 个体聚集群和＞１５ 个体聚集群比例相同（图
３）。 聚集群平均大小为（１３ ８４±２０ ８２）只（ｎ ＝ ３２），
Ｋｒｕｓｋａｌ⁃Ｗａｌｌｉｓ Ｈ 检验显示各时期聚集群大小差异

不显著（Ｆ＝ １ １１１，ｄｆ＝ ２，Ｐ＞０ ０５），呈现为前期较大

〔（３２ １４±３９ ９７）只〕，中期较小〔（８ ３３±５ ５０）只〕。

图 ３　 鄱阳湖灰鹤聚集群随时间的变化

Ｆｉｇ ３　 Ｔｅｍｐｏｒａｌ ｖａｒｉ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ｆｌｏｃｋ ｏｆ ｉｎｄｉｖｉｄｕａｌ
ｇａｔｈｅｒｉｎｇ ｏｆ ｃｏｍｍｏｎ ｃｒａｎｅｓ ｉｎ Ｐｏｙａｎｇ Ｌａｋｅ

（３）灰鹤年龄结构

共记录能分辨出成体和幼体的灰鹤 ７７２ 只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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幼体占 ２０ ２１％，其中，１０ 月幼体比例最高，１２ 月最

低。 在灰鹤个体数超过 １００ 只的月份中，１１ 月幼体

比例最高，次年 １ 和 ３ 月相近，约为 １８％（表 ６）。

表 ６　 鄱阳湖灰鹤年龄结构随时间的变化

Ｔａｂｌｅ ６ 　 Ｔｅｍｐｏｒａｌ ｖａｒｉ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ａｇｅ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ｏｆ ｃｏｍｍｏｎ
ｃｒａｎｅｓ ｉｎ Ｐｏｙａｎｇ Ｌａｋｅ

月份 幼体数占总数比例 ／ ％ 总数 ／ 只次

１０ ４５ ４５ １１
１１ ２６ ９１ ２７５
１２ ０ ０２ ４２

次年 １ １８ ２９ ２５７
次年 ２ １１ ９４ ６７
次年 ３ １７ ５０ １２０

总体 ２０ ２１ ７７２

４　 讨论

４ １　 灰鹤和白枕鹤种群数量与分布

２０１１ 年冬季鄱阳湖各湖区同步调查发现，
８７ ４９％的灰鹤集中在都昌候鸟保护区［８］；２０１２ 年

灰鹤主要分布于南矶湿地保护区和都昌候鸟保护

区［４］。 该次调查发现，６２ ８７％的灰鹤分布于鄱阳县

白沙洲保护区内，各次调查结果差异较大，如表恩

村有 １ 次调查未发现灰鹤，其他调查期间灰鹤数量

为 １０３～２９４ 只，大鸣湖有 ２ 次调查未发现灰鹤，其
他调查期间灰鹤数量为 １６ ～ １２５ 只，都昌候鸟保护

区的输湖有 ３ 次调查未发现灰鹤，在观察到灰鹤的

调查中其数量在 ４０ ～ ８４ 只之间。 这一现象与 ＬＩ
等［４］在 ２０１１—２０１２ 年的观察结果一致。 笔者的调

查表明灰鹤分布不稳定，在不同时期选择不同的栖

息环境，这种选择是否与食物资源和水位有关还需

开展系统定量的研究。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１８—１９ 日，鄱
阳湖各湖区同步调查发现，９６ １６％的白枕鹤集中在

鄱阳湖国家级保护区［８］；２０１２ 年 ２ 月 １８—１９ 日调

查显示，８９％的白枕鹤个体分布于鄱阳湖国家级保

护区的蚌湖［４］。 笔者的调查结果与以往类似，
９５ ７７％的 白 枕 鹤 分 布 于 鄱 阳 湖 保 护 区， 其 中

５３ ４５％分布于蚌湖。 白枕鹤近几年的主要分布区

均未发生变化。
４ ２　 灰鹤的集群特征

灰鹤越冬期间以家庭群（占 ７０ ０７％）和聚集群

（占 ２３ ３６％）占绝对优势，孤鹤（占 ６ ５７％）比例小，
反映灰鹤越冬期间偏爱集群活动，这与刘强等［２３］ 和

ＡＬＯＮＳＯ 等［２５］ 对灰鹤及云南黑颈鹤的调查结果相

同。 进一步调查显示，鄱阳湖灰鹤家庭群中 ２ 成 １
幼（占 ４６ ８８％）和 ２ 成 ２ 幼（占 １４ ５８％）均高于黑

颈鹤家庭群中 ２ 成 １ 幼（占 ２９ ４％）和 ２ 成 ２ 幼（占
４ ４％）的比例［２６］，与北京野鸭湖越冬灰鹤中 ２ 成 １
幼（占 ４３ ７５％）和 ２ 成 ２ 幼（占 ２２ ９２％）的比例相

近［２７］。 但 ＡＬＯＮＳＯ 等［２５］ 对灰鹤的研究表明，９８％
的家 庭 群 为 成 鸟 带 幼 鸟， 高 于 笔 者 研 究 中 的

６１ ４６％，可能是因为鄱阳湖有些幼鸟离开成鸟加入

聚集群中活动，从而提高防御能力以增大取食时间

比例，满足越冬能量需求。
年龄结构调查结果初步显示，在越冬中期和后

期迁至鄱阳湖的灰鹤幼鸟比例较前期小（表 ６）。 这

是因为鸟类的迁徙是一个能量被大量消耗的阶段，
到达另一栖息地经常由于环境陌生而面临气候条

件不适和食物短缺等问题［２８－２９］，因而可能造成部分

灰鹤幼鸟死亡。 但从整个越冬期来看，灰鹤幼鸟比

例为 ２０ ２１％，表明在鄱阳湖越冬的灰鹤及其幼鸟

能够很好地适应当地的栖息环境，灰鹤总体属增长

型［３０］。 此外，笔者调查中在鄱阳县表恩村稻田发现

大量灰鹤种群，灰鹤冬季为植食性，通常以农田中

的谷物为食［９，３１］，表恩村为灰鹤提供了丰富的食物

资源，也是灰鹤幼鸟存活率高的重要原因。
４ ３　 保护建议

鄱阳湖是灰鹤和白枕鹤重要的越冬地，保护好

这 ２ 种鹤类在鄱阳湖的栖息生境，对这 ２ 种鹤类世

界种群的维持都有重要意义。 笔者调查结果表明，
灰鹤分布范围广，其数量在不同湖泊间变动大，在
农田生境中数量较大，而白枕鹤分布区相对固定。
根据 ２ 种鹤类分布特点和生态习性，提出以下几点

建议：（１）加强野生动物保护的宣传教育，提高当地

居民的保护意识。 向当地居民宣传野生动物保护

常识，让他们了解鹤类为国家重点保护动物，做到

人与鸟类和谐共处。 （２）减少灰鹤栖息的农田生境

中的人类活动。 灰鹤作为偏好或依赖人工湿地的

涉禽［７］，建议加强管理类似鄱阳县表恩村和都昌县

输湖等地的稻田生境。 越冬期间有警戒行为的灰

鹤比例较高［１０－１２］，稻田秋收后，降低灰鹤活动频繁

区域中人类干扰强度，提高灰鹤取食效率。 （３）为

灰鹤预留部分食物资源。 考虑到灰鹤会取食秋收

后散落的稻谷，可在稻田中预留部分谷物不收割。
（４）控制适当的水位。 在鄱阳湖丰水年，沉水植物

群落淹没，白鹤只能沿潮湿的洲滩边觅食，而在干

旱无雨年份，鄱阳湖越冬白鹤数量则锐减［３２］。 与白

鹤相似，白枕鹤也具有类似的食性，在湖泊浅水中

挖掘马来眼子菜（Ｐｏｔａｍｏｇｅｔｏｎ ｗｒｉｇｈｔｉｉ）、水蓼（Ｐｏ⁃
ｌｙｇｏｎｕｍ ｈｙｄｒｏｐｉｐｅｒ）、野荸荠（Ｈｅｌｅｏｃｈａｒｉｓ ｐｌａｎｔａｇｉｎｅ⁃
ｉｆｏｒｍｉｓ）和野菱角（Ｔｒａｐａ ｂｉｓｐｉｎｏｓａ）等植物根茎为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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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而水位对越冬期间鹤类食物资源具有潜在的影

响［１８，３３］。 建议研究水位与白枕鹤数量的关系，调控

适当的水位，保障白枕鹤充足的食物资源。 今后应

在种群数量和分布、数量变动和食物资源的关系、
行为适应、家庭组成以及集群特征等方面进行长期

定量监测，为这 ２ 种鹤类的保护提供更多的科学

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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