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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颈鹤 (C″‘″|gr|co″七)是世界上珍稀濒危鸟类之一,繁殖区局限在青藏高原,越

冬在云贵高原及西藏雅鲁藏布江及支流地区,所以又是世界上 15种鹤类中唯一的高原种

类和我国的特有种。

自 1876年 ,俄国人普尔热瓦尔斯基 (Przevalskii)在青海湖发现定名以后,有关它

的情况从未有过专门的报道。 吕宗宝 (1980)关子
“
黑颈鹤的繁殖生态

”
的观察和周福璋

等 (1980)“ 黑颈鹤的越冬调查
”
,是我国最早的两篇对该鸟种的专门文献,尔后陆续发表

了有关它们的分布、数量、繁殖、饲养、越冬习性、行为等观察报告,但有关种群结构问题仍

未涉及。近 3年来,我们对越冬群结构作了些观察、探讨,报告如下 :

黑颈鹤的越冬区,主要集中在贵州威宁县的草海、西藏的雅鲁藏布江及其支流拉萨

河、年楚河、吉丁河等流域河谷地带,其次为云南中甸县的纳帕海。就其越冬地自然地理

特点,大致可分为两个类型。

1.湖泊沼泽地类型

黑颈鹤属于大型涉禽。不善于游泳 ,所 以多生活在湖边沼泽浅水地区,几乎不进人湖

区明水面。

(1)纳 帕海: 位于云南省西北中甸县附近,北纬 27° 49′ -27° 55′ ;东经 99° 37′一

99° 40′ ,海拔 3260米 ,地 处横断山脉高山峡谷区,四 周有雅拉雪山、名祖斯拉山、石卡山、

飞利脚等山环抱,山区水流汇集于此海,海东南近辛鸦拉雪山处有天然落水洞 9处,将海

水吸入山腹,在汤姆堆处复出,注人金沙江。在历史上,逢雨季,湖水面可达干倾,水深

4-5米 ,到 了旱季,海水干枯,底面露出,大部分区域成为一片绿色海草沼泽湿地 ,故并非

典型湖泊。周围山地松林葱茂,主要为云南松(P氵″‘γ″侈
`,日

″侈‘】)、高山油松 (P氵多″s洳 -

本文 1987年 4月 8日 收到。
牛林业部资助课题的阶段总结。

(中国科学院西北高原生物研究所)

一、越冬区及其自然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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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幻)和滇黄栎 (cyc`03口

`御
oP‘|f洳

`c`口

yi)等。湖中水草主要为梅花藻 (B“ rc油‘9御

fric切 P匆″″仞)、 穗花狐尾藻 (My'j。 p″助仞 ‘

`jc四

″″)、 喜旱莲子草 (/拓
`刀

“,拓 rc

p历″口″rof'“ )。 湖周有耕地 6000多 亩,种植青稞、豌豆、马铃薯等,冬季为牧地,散放有

牛、羊、马、猪等达 2000多 头(只
)。

年降雨量平均 620毫 米,每 年 9月 至翌年 5月 为降雪期 ,年平均相对湿度 69.9%,年
日照平均为 2189.4小时。

越冬季节各月日照多在 200小时以上,由于地处高原 ,日 照充足(表 1)。

i1 日照时生(小时

`月

)

T8ble l Thc gunshine tirilc(houF/iilonth).

月 Months

238.6

211.5

279.o

217.3

2

o.3

-2.o

-3.

0.7

I`1,4

250.4

209.5

123.8

246,9

260.6

184,9

247.6

3 !0 11 12
年 Years

211.3

200.3

163.s

169.4

211.o

201,3

229.4

183.8

纳帕海降雪较多,1984年 1月 和 1985年 1月 2次调查时,都遇大雪覆盖,深度达
30-40厘 米,最 高年份积雪厚度达到 50.3厘米,冬季较寒冷(表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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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Note A:N8pahai纳 帕海 B:caohai草 海 C:Lh灬a拉萨。

黑颈鹤一般 10月 下旬迁来,4月 上旬飞离,故当地有来不过 9月 9(相当于公历 lO月

底 ),去不过 3月 3(相当于公历 3月 底)的说法。但 1985年直到 5月 10日 才全部迁走。
(2)草海:位于黔西北、滇东缘的乌蒙山麓,东经 104C12· -1o4018′ ,北纬 26° 49′-

26° 53′ ,四周亦如纳帕海,为群山环抱,但山势较缓。草海相对海拔高度仅 2170米 ,最大
水深 9米 ,气候受南亚季风控制,干湿季明显,全年无霜期 198-230天 ,总的气候特点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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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无酷暑,冬无严寒(表 2)。 夏秋湿润,冬春干燥。年降水量平均 968.3毫米,也有降雪出

现,1982-1983年冬降 5次 ,1983-1981年冬降4次。积雪厚度一般 10-20厘米。.

草海水草丰富,其优势种有水葱 (s0rP″‘″口″饣9‘‘)、 蔗草 (scirP” ,r勿“。″
')、

水莎

草(J9``″″″s‘″o订
`氵

‘‘)、 李氏禾 (L″
`‘

jc拓 :口 ,:'`口 )、 替菜 (ⅣymP切 j″J Por|B″ )、

两栖蓼 (Po” g。″″″口勿p历 ;J″″)、 金鱼藻 (C″四op匆″″″
``″

″‘″″)、 光叶眼子菜
(Po:口″口g。 ,o刀 J″rm‘ )、 狐尾藻 (Myrf。 P柳 J′“″‘Pj。““″〉等 80余种。

黑颈鹤迁来和离开北迁与纳帕海相似。但 1985年冬迁来较晚,一直到 11月 15日 以

后。

2.河谷类型

雅鲁藏布江河谷及其支流均属于这一类型 ,它 和湖泊沼地类型很不一样。首先 ,鹤群

分布相当分散 ,绵延 lO00多公里 ,西起拉孜东止乃东 ,涉及 10个县,13个分布点 ,大小

15群 ,少至 3只 ,多 至 100只 以上 ,群体间相距数十公里到数百公里不等,据访问,林芝

县八一地区也曾发现过,是为雅鲁藏布江分布的最东界。 此类型海拔一般 4000米 左 右

(3200-4200米 ),均栖息在沿江及其支流两岸的阶地和河漫滩地 ,多 为农田或荒地 ,植被

条件较差,仅有些地方生长有天然灌丛,如酸醋柳 (ffippo p切口
'加

″
`。

j`6)或滩柳

(s口 Jit sp.)群 丛。也有人造的
“
林卡

”
,以银白杨 (Po`″“‘口J况 )、 青杨 (P.c口

`匆
″口)

和垂柳 (s汕r,汕 y`@:ic口 )等为主。

雅鲁藏布江及其支流河谷 ,连通印度次大陆 ,受南亚暖湿季风影响。由于其特殊地理

位置和河谷通道效应,气候比高原其它地方暖湿,日 照特别好,不 过整个流域也有差别,朗

县以下地段比上段日喀则、拉孜地区湿暖,但黑颈鹤的分布数量差异不显著。雨量一般在

300-500毫米之间,有时更多,气候温暖,年平均温度高于 5℃。(表 2)12月 中旬,拉萨

河的冬麦已发芽 ,并有未枯黄的藏嵩草 (K汤“ 杨 ‘J拓″″口)等。

另外 ,越冬鹤群还曾散见于云南宁蒗、会泽(据 1986年发现有 35只 )、祥云、历史上贵

州普安曾记载有越冬分布(根据1932年 )。

3个主要越冬地中,纳帕海的条件相对最差,海拔高,气候寒冷,绝对最低气温可达

-27℃。 冬季常有较长时间深雪覆盖,黑颈鹤食物条件较差,因 而出现了 1983年冬仅有

10只鹤的记录。又据访问得知,纳 帕海黑颈鹤的数量在 10月 和 3月 为最高峰,所 以我们

曾怀疑纳帕海是否为黑颈鹤迁飞中继地 ,为 此,1984年 曾在此连续观察 3个多月,但未见

有此变化。不过,它是斑头雁、赤麻鸭等雁鸭类及红脚鹬等鸺形目鸟类的中继地是无疑

的。

二、越冬种群数量

1984-1986年 3个冬季,为了获得黑颈鹤比较准确的数量资料 ,我们连续在西蔽、云

南、贵州的越冬地进行了数量调查。因为越冬种群集中、稳定、观察效果远比在繁殖地进

行为好。多年来氵关于黑颈鹤的数量问题比较混乱 ,其原因主要是过去没有在数量比较集

中,相对稳定的越冬区进行全面调查,经过近 3年的调查,有了一个基本数据 (表 3)。

统计数字较完整的是 1983和 1984年冬春 ,实际目测数是 730和 744只 ,无疑实际数

· 43 ·



表3 辟目0△各II纯计

Nun.be“ of B18ck-nccked Crane (in wintering area)Table 3

Years

数量 NuInber 198I 】982 1983 】984 1986 1987
地点

Localities

661△

纳帕海 Napahai 67 lo 54-56 54

草海 Ca。 hai 128 296 298 305 269 211 223

Ⅱ:弓 I自刘少初 (1987)和 吕宗宝 (1982)。

Note: Afte!Liu shaochu(1987)and Lu zongbao(1982).

还稍大。因为,两年中仍还有一些黑颈鹤越冬的地方未统计到 ,如西藏的昂仁、萨迦、谢

通门;云 南会泽等地。经过以后陆续的补查,再结合历史资料分析 ,大约尚有 180只左右 ,

所以,整个黑颈鹤的越冬数量,在中国可能达到 900只以上。西藏数字,经 1985年 ,1986

年核实,是可靠的。虽然 1986年 2月在西藏仅统计到 152只 ,这是因为缺少对妇萨河、

乃东、曲水、唐嘎近 300只 (1985年 )左右统计造成的。此一漏计经刘少初 (1987)调 查 ,

证实了 900只 以上是可靠的。他统计到总数为 661只 ,此数字加上历年草海、纳帕海的

统计平均数 ,正好相符。

152

三、越冬种群结构分析

由于黑颈鹤 2-3年才性成熟,有一个较长的亚成鸟阶段 ,而这期间在外形上难于与

成鸟区别 ,所以关于黑颈鹤的种群结构研究 ,在未采取环志方法之前,还不可能涉及到很

多方面 ,仅就种群中幼鸟与成鸟(包括亚成鸟)比率关系作一分拆。

当年繁殖的幼鹤,在越冬地仅半岁左右 ,从羽色和大小能明显区分,同时仍与亲鸟形

影不离,组成一个稳定又相对独立的家族单位,即使在很多个家庭和无家庭组合的个体
(自 然亚成鸟居多)所集成的大群中,亦可从活动的特点区别开来。

1.成幼体比例

各调查地,成 、幼鹤比例很无规律。1983年冬,纳帕海仅有 2个家庭组合,分别为 2

成带 2幼 ,及 2成鸟。它们各自相离很远活动。下面我们把历年来在各地调查所得的成、

幼比列示表 4。种群成幼体的比例是预测种群兴衰趋势的标志之一。Johnsgard(1983)曾

对全球 10种鹤不同种群的繁殖增长率进行了统计,发现它们是不同的,其 中美洲鹤是目

前公认趋向衰亡的种群 ,数量逐年减少,以至到今天 ,只 剩下 200余只 ,被定为最濒危的物

种。它的成幼比例关系是: 从 1938-1952年 的 17.3%,到 1953-1956年 的 15.1%和

1967-1980年的 10,6%,成幼体的比例是下降的。由此说明,研究此项指标变化是很有

意义的。

如果一个种群每年加人未成年种群的个体的比例在 10-15%之 间,则表明这个种群

是健康或正常的 (Archibald,1982),如 果 ,在 10-15%以下,则表明该种群趋向衰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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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鹤
Adult

87

127

187

” 2-264

4,

40

122

30

幼鹤
YOung

53

'

16

8

56

305-317

39

4

196

31

15 2】 1

222

3,

表 4 成自和幼自的比倪
iab1c 4  The ratio of adutt and young birds.

时间
Timc

·
地点

I.ocality

I982△

拉孜
】.haze

EI坛基贝刂
Xigaze

乃东
Nedong

总计
Tota1

成幼百分比
Perce】 ltagc

(adult and young)

14.8%

11.5.碜

21.0%

95

141

I夕 ‘

8.4%

9,9%

4.9%

47

138

38

1983分

I984

拉孜
Lbazc

日喀贝刂
Xigaze

草海
Caohai

会泽
⒈iuize

日喀则近郊
NeaF Xigaze

草海
‘∶)aohai

纳帕
Nap

海
ahai

16.7-17,3%

16.0.石

I夕 85

1986 草海
Caohai

I Frona Lu zoIlgbao.

17.,%

11,4%

嵌 s 1984-1986审 海麻豇】种群结构成份统计

1· able 5  The statistics of structure i】 〗gredient of population 。‘ Black-necked
Cranc in Caohai from.1984 to 1986.

7.1%

I986

3

14    105     9

54     1

24    185     16

1.5 : 】I : l

i984

【I

73

4     47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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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道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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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家嚼
Baijiazui

裸露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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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anguansha:1

西海
Xibai

合计
Total

=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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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he :n.ultiple anlong

threc froEn

I:‘     150    ,

2,2  :  2.8  :  l

29     26    12

【03     81

2.5 : 2.0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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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 40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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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onbreeding adult and subadult 3 shoso youngs in same y

45

2

2 8

1      2      3

负

 
 
“

 
 
6

3
ˉ 

 
2
 
 

″



纹6 1$4年】】江Ⅱ曰△种群结构成份统计

Tablc 6 △
·
he gtatistict of structure ingredient oF Black-necked

CFanc in Napahsi il1 1984,                ˉ

她点 Lomlity

倍  比
Ratio of muldple

百 分 比
Percentage

成份
li】 gred.icn.ts

亲鸟
Pareilts

非繁殖成鸟和亚成鸟
NonbrCcding adult and

当年幼鸟
Youngs in sa1∶le ycar

14

32

lo

4

3.2 20,1%

农 口 1986年 西安乐鼓0种群结构成份统计

Table 7 The statistic‘  of structure ingrcdicnt oi iB18ckˉ necked

Crane in X.izang iil 1986.

subadult

地点 Locality

数量 Number

subadult

谢通门
X“ to ng

成份
I】lgredients

亲鸟
Parents

非繁殖成鸟和亚成鸟
Noillbiecd.in名 | 8d,ult alkl

当年幼鸟
Youngs in.san】 e year

8

6o

6

!2

0o

8

4

II

3

24

111

17

1.4

6

1

】2.9%

从表 4所示,1984-1985年 草海种群成幼比例保持在 15%以上,西藏一些种群成幼比例

比较混乱,高、低相差悬殊,无法作出相应的预测,尚需继续观察。

2.种群结构分析

越冬黑颈鹤种群结构有 4个组成成分:家族群,未育幼的成鸟群,亚成鸟群 (包括

1.5龄 ,2.5龄和以上)、 孤鹤。

现将所得一些越冬地成分数量比列示表 5-7〈孤鹤数量未单列)。

从表 5可看到,在草海越冬区 ,1984、 1985两年的统计结果表现出:幼鸟、亲鸟、无

幼鸟的成鸟和亚成鸟个体间的倍数比,大致成 1:2:3的形式 ,即 幼鸟的比例在种群中可占

到 20%左右,如果这一比例在某越冬区是稳定的,无疑它反应了这个种群是正常发展的 ,

并可以此指标来检验。可借在 1986年 出现的情况很异常 ,亚成鸟和幼鸟数都偏大,所以 ,

达是否是一个规律、还需进一步观察研究。

四、越冬期黑颈鹤的行为

1.活 动

黑颈鹤在越冬期每天活动时间很长 ,主要为觅食活动 ,白 天很少见到停息过,以草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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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例,刚破晓时分,即在 6时左右 ,即开始活动,这时多在栖息地抖动翅膀,梳理羽毛,最突

出的是大声鸣叫,并拌随小距离的走动 ,半小时后,则 出现较大距离的移动 ,离开栖息地走

向附近耕地中觅食,有的则飞离更远地方,但大多仍留在原栖息地活动。

西藏的越冬鹤多选择在河谷滩地中的天然灌丛内夜栖 ,也有的迁向山麓灌丛地方,天

明后则移人耕地、低洼积水处和河边沼泽地方觅食。鹤迁来时正值种冬麦期,12月 中旬

麦苗已出土,鹤亦啄食幼苗。

在纳帕海积雪期观察到鹤群开始活动较晚,大多上午都集群在湖区沼泽地,12点以

后才分散开活动。白天绝大部分都走动觅食 ,仅在达孜见 3只鹤一直静呆在耕地中腿 成

半蹲姿势,头向前半伸着,颇似起飞前的状态,可能为一种休息方式。活动一直持续到夜

幕降临,才进入大片灌丛中。

2· 集群

黑颈鹳的集群形式是多样的 ,以 草海较典型 ,因 它们与灰鹤共同生活,这在纳帕海和

西藏不存在。

集群方式可以分为

(1)单只:亦谓之孤鹤。此种形式较少 ,在草海有 1只 ,因 1只脚残废,总是单独活

动于鹤群外围地方 ;另外在西藏吉了河也见到独只鹤活动 ,纳 帕海也曾见 1例。

(2)家族:2只 亲鹤带 2只 幼鹤 ;1只亲鹤带 1只幼鹤 ;2只亲鹤带 1只幼鹤 ,最为

常见。还有 2只 成鹤一起活动的。

(3)集群:从几只、几十只到100只以上不等群栖在一起 ,可以由一些家庭组成,也
可以是亚成体组成 ,也 可以是混合的。

(4)混杂群:以黑颈鹤为主体的灰鹤、黑颈鹤混杂群 ;也有以灰鹤为主体的黑颈鹤、

灰鹤混杂群。达些混杂群 ,受 到惊扰时 ,总是灰鹤先起飞 ,如 惊扰加剧,黑颈鹤才会飞离 ,

表现出后者胆大些或迟钝些。

3· 雏鸟之间的斗争

长期以来,国 内外不少文献都提到黑颈鹤虽每窝产 2枚卵,孵出率也比较高,但最

终只能有 1只雏鸟成活,另 1只必定会被在相互斗争中死去 (姚建初,1982;李 凤山等 ,

1985)。 也有在饲养时亲鸟啄死较弱的 1只 (仅 1例 ,瘳炎发,1984)。 Johnsgard(1983),

Archibald(1984) 曾提到白鹤等也有前述现象,并以此提出异亲代孵的办法来弥补这

一缺陷,即从这些鸟巢中取走一卵,用人工或别的鸟代孵。代孵虽是可行的,但按常理分

析,这种结局的争斗,虽可去劣存优,但与我们在野外的观察不符。繁衍后代是生物的

本能,是生命现象最基本的要素,否则注定要灭亡。而灭亡了的种绝不是自身残杀的结

果 ,有些哺乳动物有吃掉自己幼仔的现象,但这多是受到干扰(如触摸幼仔),当 亲兽感到

不安或因严重饥饿等特殊原因时发生。自然界中很多动物亲、子代间的关系是生死与共

的,如 斑头雁幼雏,离群乱窜人鸥群中被啄伤而引起死亡的现象;但 当幼雏错人同类另一

家族中,并不被伤害,只 是不被理采,又自动离开另觅。另外 ,还需注意,黑颈鹤在整个越冬

种群中带 2只幼鹤的家族并不罕见。如 1985年在草海越冬地 ,1个家庭中有 2只幼鹤的

占 29.0-33.3%,1986年纳帕海 2个家族,都是 2只幼鹤。1984年在隆宝滩的 3个家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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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 1个家族为 1只幼鹤 ,对有 2只幼鹤的家族,进行了 1个多月的观察,见它们双双一直

尾随亲鸟到处觅食 ,生活得很融洽 ,未见有格斗。由此可见,一些鹤类家族仅成活 1只幼

鸟,原因是多方面的,而天敌的危害可能是主要的原因,其次在迁飞过程中的死亡也必定

存在 ,特别是较弱者。Knyt(1981)提到即使 80-90天的幼鹤,还会受到狼之类的肉食

动物的攻击 ,所 以造成单只幼鹤家族的机会很多。

另外 ,在饲养情况下出雏 20天以内的丹顶鹤、白鹤、加拿大鹤幼雏如放在一起是很喜

欢挑斗的,也许这一点很不同于一般禽鸟,但由于雏鸟嘴都比较软嫩 ,伤害性不大,主要怕

伤害眼部 ,所以需要照料,斗殴时要即时分开 ,但 20天以后,再无此现象。

4.种间关系

在西藏、云南纳帕海为单一的黑颈鹤分布地 ,而草海黑颈鹤与灰鹤生活在一起。从栖

息地占有上看,前者比较固定 ,集中性较强,并 占有比较优越的地势,表现为离水近,隐蔽

条件好 ,周 围往往有人或牲畜难以飞越的障碍(深水沟等)。 而灰鹤较分散 ,白 天活动范围

也远比黑颈鹤大,飞离湖区的较多,即使在湖区活动,也喜在耕地中活动。它们的冬季食

物是相同的。已如上述,它们还混群生活,经多次观察,未发现有斗殴、驱赶现象,说明它

们之间能和睦相处,不过,值得一提的是:为什么西藏这样广阔的越冬地却没有灰鹤存

在?又据丁铁明 (1985),在鄱阳湖的灰鹤不喜欢同其它鹤类共处,而是以自己的群体单

独活动。无疑,这些方面是值得进一步探讨的。

@
葭

当
 
 

●

五 小   结

1.就其黑颈鹤越冬地自然地理特点,可以划分为湖泊沼泽地和河谷滩地 2个类型。
2.通过数年对黑颈鹤越冬数量的直接调查,在中国越冬的黑颈鹤数量大约有 900只

3.越冬种群结构由4个成份组成:家族、未育幼的成鸟、亚成鸟、孤鹤。前 3个种群

结构可集群在一起活动,亦可各自分成小群活动。
4.应 该更正同窝黑颈鹤雏鸟之间有你死我活斗争,并导致只有一只雏鸟成活的错误

看法。

5.在草海的黑颈鹤可以与灰鹤共同活动,但鄱阳湖的灰鹤不同其它鹤类一起活动,西

藏仅仅有大量黑颈鹤越冬而无灰鹤存在,对 这些问题很值得进一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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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lc Black-ncckcd crane is a rare spccics in China and all over the world, Qinghai~Xi-

zang platcau is thcir brecding arca.  
′
rhcy c。。le to thc wintering arcas duri!,g scptcinber and

(l)ctobcr cvcry ycar.  B.asing on gc()morphic statc,the wiIltcring area Illay be dividcd into tlvo

types:

A.The bog mcadow around lakc.

B.River va11ey.

As to the n⒁ bcrs of thc Black~neckcd cranc, about 732-756 birds were obscrved sepa~

ratcly ill Xizang, Guizhou a:ld YunnBIlg in 1984, 1985 and 1986, nuIFlbcr estimatcd  is ovcr

900.

I′hc populatioil structure of B1ack-ncckcd cranc at wintcring arca consists of four inˉ

grcdicilts: Farnilies, suba(lults, Adults of suspeIlsive brccd.iIlg and.siIlglc.

Thcy arc grcgari(xls in thrcc types, i,c. family, cons|pccific and Ⅱ△ultisp· ecific groups.

Black-neckcd crane and c()[nmon crdnc arc gctting alollg quitc wcll in Cuizhou, how· -

evcr only∶ Black-nccked cranes 3rc found iIl such a largc 弘̀intcring arca, in iXizang.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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