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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鸥形目（Ｌａｒｉｆｏｒｍｅｓ）鸟类是湿地水鸟的重要组成部分，对维持湿地生态系统有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德阳市
１９８３年以来，虽曾多次调查发现不少鸥形目鸟类，但该市的鸥形目鸟类资源不清。我们于２０１３～２０１６年组织部分
专家学者开展了德阳市野生生物资源多样性研究，对全市湿地区域内的鸥形目鸟类种类、分布进行了专项调查研

究，基本摸清了德阳市鸥形目鸟类资源多样性现状。截至２０１６年底止，德阳市先后发现了的１９种鸥形目鸟类，隶
属于２科９属，属于海洋性鸟类，多为旅鸟和候鸟，偶见迷鸟，其中９５％为德阳新发现的鸥形目鸟类，除海鸥是德阳
市１９８３年前有记载的外，其余１８种均是１９８３年后发现的新纪录。其中：短尾贼鸥还为中国鸥形目鸟类增添了１
个新种纪录；短尾贼鸥、黄脚银鸥、灰翅鸥、灰背鸥、细嘴鸥、小鸥、遗鸥、鸥嘴噪鸥刷新了四川鸥形目鸟类新纪录；小

鸥、鸥嘴噪鸥为四川鸥形目鸟类增添两个新属纪录。属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１种；国家二级重点保护野生
动物有１种；四川省重点保护野生动物有银鸥４种，中日保护协定水鸟６种，中澳保护协定水鸟３种；遗鸥还被列入
《濒危野生动植物国际贸易公约附录Ⅰ》限制贸易。该项研究填补了德阳市鸥形目鸟类资源多样性研究空白，并就
保护德阳市鸥形目鸟类资源提出了３条相应的建议，为德阳市政府制定保护鸥形目鸟类及湿地水鸟规划提供了科
学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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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鸥形目（Ｌａｒｉｆｏｒｍｅｓ）鸟类属于湿地鸟类，这类鸟
嘴细而侧扁；翅尖长；尾短圆或长而呈叉状；脚短，前

趾间具蹼，雄性不具交接器。该目鸟类多系海洋鸟

类，有些偶见于内陆江河湖沼。世界有４科 ２４属
１１５种，中国有４科１５属３７种［１］。四川省在１９８２
年出版的《四川资源动物志》中记载四川鸥形目鸟

类有１科２属８种，德阳仅见１科１属１种（海鸥），
四川鸥形目鸟类多为冬（夏）候鸟和旅鸟［２］。随着

自然环境日益良好，德阳先后建立了广汉市鸭子河

湿地和德阳旌湖湿地，极大的改善了德阳市湿地自

然生态环境，为候鸟提供了越冬（夏）和迁徙的中转

环境，许多迁徙候鸟不时在德阳被发现，尤其是鸥形

目鸟类种类越来越丰富，不断刷新四川和德阳鸟类

纪录。１９９９～２００２年德阳市湿地水鸟资源多样性
调查记载有１科５属５种鸥形目鸟类［３］，２００５年以
来，成都、德阳的张俊、危骞、张铭、巫嘉伟、李涛等观

鸟摄影者先后在德阳市水域拍摄到海鸥、黄脚银鸥、

黑尾鸥、遗鸥、渔鸥、红嘴鸥、小鸥等鸥形目鸟类。

２０１２年，四川省林业厅根据国家林业局的同意部署
组织开展了四川省第二次湿地资源调查研究，在由

国家林业局编撰的《中国湿地资源（四川卷）》中记

载有四川鸥形目鸟类有２科８属１５种，德阳有１科
５属５种［４］。尽管德阳进行了多次水鸟资源调查，

但对鸥形目鸟类调查记载均有疏漏，一些观察发现

的鸥形目鸟类并未记录。为了彻底调查清楚德阳市

鸥形目鸟类资源多样性，为政府制定野生动物保护

对策提供科学依据，我们于２０１３～２０１６年组织部分
专家学者开展了德阳市野生生物资源多样性研究

（德阳市重点科学技术研究项目２０１３ＮＺ０４２），基本
摸清了德阳市鸥形目鸟类资源多样性现状，截至

２０１６年底止，德阳市先后发现了的１９种鸥形目鸟
类，多为旅鸟和候鸟，偶见迷鸟，其中９５％为德阳新

发现的鸥形目鸟类，极大地丰富了德阳鸥形目鸟类

资源多样性。

１　自然概况

德阳市地处青藏高原东缘，位于四川盆地西北

部，纵跨川中丘陵区、成都平原区及川西北山区，地

理位置在东经 １０３°４５′～１０５°１５′和北纬 ３０°３１′～
３１°４２′之间。幅员面积５９５４ｋｍ２。最高海拔４９８９
ｍ，最低海拔３１０ｍ，相对高差４６７９ｍ。德阳市属于
亚热带湿润季风气候区，气候温和、雨量充沛、四季

分明。年均气温１５７℃ ～１６７℃，全年无霜期２７１
ｄ～２８２ｄ，相对湿度 ７９％ ～８３％，年降雨量 ８８２５
ｍｍ～１０９７７ｍｍ，适合多种生物繁衍生息。鸥形目
鸟类主要分布在德阳各种不同的湿地环境。德阳市

湿地分属天然湿地和人工湿地两大类，总面积

２５１５４５ｈｍ２，占全市幅员面积 ５９５３７３ｈｍ２的 ４４％。
天然湿地包括河流、河滩和高山湿地，其中：发源或

流经境内的主要河流有湔江、石亭江、绵远河、鸭子

河、青白江、凯江和荅江等１９条，面积１３６８７ｈｍ２，占
天然湿地的５３％；河滩９０５３ｈｍ２，占３５％；高山湿地
２４１处，面积３２５６ｈｍ２，占１２％。人工湿地包括稻
田、水库、灌溉渠系、水塘和鱼塘，面积２３５５４９ｈｍ２，
占湿地总面积的９０％。其中：稻田１７２４３３ｈｍ２，占
人工湿地面积的 ７３％；水库 １４６座，面积４４１７５
ｈｍ２，占１９％；灌溉渠系１６４１条，面积１１６３３ｈｍ２，占
５％；水塘１３１３３口，面积５３３３ｈｍ２，占 ２％；鱼塘
１０１０２口，面积１９７５ｈｍ２，占１％。丰富的湿地资源
为鸥形目鸟类提供了良好的栖息和生存环境。

２　调查方法

参照《全国陆生野生动物资源调查与检测技术

８７ 　　 四　川　林　业　科　技 ３８卷



规程》和《四川省陆生野生动物资源调查实施细则》

的有关规定和调查方法，并根据德阳市湿地区域的

生境类型及面积，在１∶５００００的地形图上随机布设
８２条样带（每条样带长３ｋｍ，单侧宽０１ｋｍ），其样
带覆盖全市湿地的主要生境。外业调查时采用全球

定位系统（ＧＰＳ）定点、引点。在调查中采取样带法
结合样方法进行调查统计。样方法是每条线路从起

点开始，在每隔１００ｍ处用红色绸带做标记，共设
１１个标记。调查时，从第一个标记开始，在每个标
记处停留５分钟观察，记录下该点周围３０ｍ范围内
所有鸟的数量及其种类，然后迅速到达下一个点进

行观测，在到下个点过程中见到的鸟不作记录；样带

法是沿调查线路以１ｋｍ·ｈ－１～３ｋｍ·ｈ－１的速度
匀速慢行，记录下线路两侧３０ｍ范围内所有鸟的数
量及其种类。在整个野外调查中，每种方法在每条

线路做３个重复，同时在广汉鸭子河、德阳旌湖重点
区域全线巡回调查。并向当地知情居民、野生动物

行政管理部门和渔政管理部门进行座谈访问，了解

过去和现在的鸥形目鸟类资源状况，另外，还查阅地

方史志和前人的调查研究等有关资料文献。

３　调查结果

调查结果显示，德阳市鸥形目鸟类资源极为丰

富，分布有鸥形目鸟类１８种，占全国分布的鸥形目
鸟类３７种的４７４％，占四川分布的鸥形目鸟类１５
种的１２０％，占德阳市分布鸟类２３７种的７６％。在
调查中发现德阳市鸥形目１８种鸟类均非本地繁殖
鸟类，多属于旅鸟和候鸟，除海鸥（Ｌａｒｕｓｃａｎｕｓ）是
１９８３年以前德阳记载过，其余１７种都是１９８３年后
陆续发现的，在２０１２年国家林业局编撰的《中国湿
地资源（四川卷）》中记载有四川鸥形目鸟类有２科
８属１５种，德阳有１科５属５种［４］。除了２０１３年在
德阳发现的鸥形目鸟类新种外短尾贼鸥（Ｓｔｅｒｃｏａｒｉｕｓ
ｐａｒａｓｉｔｉｃｕｓ）、白翅须浮鸥（Ｃｈｉｌｄｏｎｉａｓｌｅｕｃｏｐｔｅｒａ）、细
嘴鸥（Ｃｈｒｏｉｃｏｃｅｐｈａｌｕｓｇｅｎｅｉ）、鸥嘴噪欧（Ｇｅｌｏｃｈｅｌｉｄｏｎ
ｎｉｌｏｔｉｃａ）外，还有２０１２年以前的有发现的部分鸥形
目鸟类没有记入《中国湿地资源（四川卷）》（见表

１）。短尾贼鸥、遗鸥（Ｉｃｈｔｈｙａｅｔｕｓｅｒｌｉｃｔｕｓ）属于迷鸟，
在四川极为罕见。国家和四川省重点保护野生动物

有６种，其中：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有遗鸥；
国家二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有小鸥（Ｈｙｄｒｏｃｏｌｏｅｕｓ
ｍｉｎｕｔｕｓ）；四川省重点保护野生动物有银鸥（Ｌａｒｕｓ
ａｒｇｅｎｔａｔｕｓ）、黑尾鸥 （Ｌａｒｕｓｃｒａｓｓｉｒｏｓｔｒｉｓ）、棕头鸥

（Ｃｈｒｏｉｃｏｃｅｐｈａｌｕｓｂｒｕｎｎｉｃｅｐｈａｌｕｓ）、普通燕鸥（Ｓｔｅｒｎａ
ｈｉｒｕｎｄｏ）。遗鸥还被列入《濒危野生动植物国际贸
易公约附录Ⅰ》限制贸易。
３．１　种类组成

德阳市有鸥形目鸟类１９种（表１），隶属两科９
属，占全国分布鸥形目鸟类３科的６６７％，占四川
分布鸥形目鸟类两科的１００％；占全国分布鸥形目
鸟类１５属的６０％，占四川分布鸥形目鸟类８属的
１１３％；占全国分布的鸥形目鸟类３７种的５１４％，
占德阳市分布鸟类２３７种的８２％。其中：贼鸥科１
属１种，鸥科８属１８种。除鸥科鸥属的海鸥（Ｌａｒｕｓ
ｃａｎｕｓ）是德阳市１９８３年建市前发现的，贼鸥科贼鸥
属的短尾贼鸥（Ｓｔｅｒｃｏａｒｉｕｓｐａｒａｓｉｔｉｃｕｓ）；鸥科鸥属的
银鸥（Ｌａｒｕｓａｒｇｅｎｔａｔｕｓ）、黑尾鸥、灰翅鸥（Ｌａｒｕｓ
ｇｌａｕｃｅｓｃｅｎｓ）、黄脚银鸥（Ｌａｒｕｓｐａｒａｓｉｔｉｃｕｓ）、灰背鸥
（Ｌａｒｕｓｓｃｈｉｓｔｉｓａｇｕｓ）；三趾鸥属的黑腿三趾鸥（Ｒｉｓｓａ
ｔｒｉｄａｃｔｖｌａ）；浮鸥属的须浮鸥（Ｃｈｉｌｄｏｎｉａｓｈｙｂｒｉｄａ）、白
翅须浮鸥（Ｃｈｉｌｄｏｎｉａｓｌｅｕｃｏｐｔｅｒａ）；彩头鸥属的棕头
鸥、细嘴鸥（Ｃｈｒｏｉｃｏｃｅｐｈａｌｕｓｇｅｎｅｉ）、红嘴鸥（Ｃｈｒｏｉｃｏ
ｃｅｐｈａｌｕｓｒｉｄｉｂｕｎｄｕｓ）；小鸥属的小鸥；渔鸥属的遗鸥
（Ｉｃｈｔｈｙａｅｔｕｓｅｒｌｉｃｔｕｓ）、渔鸥（Ｉｃｈｔｈｙａｅｔｕｓｉｃｈｔｈｙａｅｔｕｓ）；
噪鸥属的鸥嘴噪鸥（Ｇｅｌｏｃｈｅｌｉｄｏｎｎｉｌｏｔｉｃａ）；燕鸥属的
白额燕鸥（Ｓｔｅｒｎａａｌｂｉｆｒｏｎｓ）、普通燕鸥等１８种均是
德阳市１９８３年建市后陆续发现的，极大地丰富了德
阳市鸥形目鸟类资源多样性。短尾贼鸥、黄脚银鸥、

灰背鸥、细嘴鸥、小鸥、遗鸥、鸥嘴噪鸥刷新了四川鸥

形目鸟类新纪录，其中：短尾贼鸥还为中国鸥形目鸟

类增添了１个新种纪录。
３．２　区系组成

按照张荣祖先生的中国动物地理分类系统分

析，德阳市在动物地理上属东洋界和古北界交汇地

带，东洋界物种和古北界物种混杂。调查发现１８种
鸥形目鸟类中，从分布类型分，属全北型鸟类有 ６
种，占３３３％；古北型鸟类５种，占２７８％；东北型
鸟类５６种，占２６％；东洋型鸟类１种，占５６％；其
它分布类型鸟类５种，占２７８％。从居住类型分，
德阳市鸥形目鸟类均属于迁徙型鸟类居多，没有留

鸟，其中，旅鸟 １２种，占 ６６７％；冬候鸟 ３种，占
１６７％，夏候鸟 ５６种，占 ２２％，迷鸟两种，占
１１１％（表２）。我国的许多湿地都是南北半球候鸟
迁徙的重要“中转站”，也是世界水鸟的重要繁殖地

和东半球水鸟的重要越冬地。德阳位于四川３条鸟
类迁徙线路之中，有鸟类天堂之称，已经成为迁徙鸟

类的中转站和越冬越夏的栖息地。调查发现，德阳

９７３期 郑　雄，等：德阳市鸥形目鸟类资源多样性研究 　　



　　表１ 德阳市鸥形目野生鸟类科、属、种统计表

序号
动物名称

科名 属名 中文名称 拉丁学名

文献记载 调查发现

四川动物 鸟类图鉴 四川鸟类

四川 德阳 四川 德阳 四川 德阳

湿地
鸟类

中国湿地

四川 德阳

调查
种类

发现时
间（年）

１ 贼鸥科 贼鸥属 短尾贼鸥 Ｓｔｅｒｃｏａｒｉｕｓｐａｒａｓｉｔｉｃｕｓ √ ２０１３
２ 鸥科 鸥属 银鸥 Ｌａｒｕｓａｒｇｅｎｔａｔｕｓ √ √ √ √ √ √ √ ２００２
３ 海鸥 Ｌａｒｕｓｃａｎｕｓ √ √ √ √ √ √ √ √ １９８２
４ 黑尾鸥 Ｌａｒｕｓｃｒａｓｓｉｒｏｓｔｒｉｓ √ √ √ √ √ ２００７
５ 灰翅鸥 Ｌａｒｕｓｇｌａｕｃｅｓｃｅｎｓ √ ２０１０
６ 黄脚银鸥 Ｌａｒｕｓｐａｒａｓｉｔｉｃｕｓ √ ２００７
７ 灰背鸥 Ｌａｒｕｓｓｃｈｉｓｔｉｓａｇｕｓ √ √ ２００９
８ 三趾鸥属 黑腿三趾鸥 Ｒｉｓｓａｔｒｉｄａｃｔｖｌａ √ √ √ √ √ √ ２００２
９ 浮鸥属 须浮鸥 Ｃｈｉｌｄｏｎｉａｓｈｙｂｒｉｄａ √ √ √ √ √ √ ２００２
１０ 白翅须浮鸥 Ｃｈｉｌｄｏｎｉａｓ　ｌｅｕｃｏｐｔｅｒａ √ √ √ √ ２０１４
１１ 彩头鸥属 棕头鸥 Ｃｈｒｏｉｃｏｃｅｐｈａｌｕｓｂｒｕｎｎｉｃｅｐｈａｌｕｓ √ √ √ √ √ ２００８
１２ 细嘴鸥 Ｃｈｒｏｉｃｏｃｅｐｈａｌｕｓｇｅｎｅｉ √ √ ２０１５
１３ 红嘴鸥 Ｃｈｒｏｉｃｏｃｅｐｈａｌｕｓｒｉｄｉｂｕｎｄｕｓ √ √ √ √ √ √ １９９３
１４ 小鸥属 小鸥 Ｈｙｄｒｏｃｏｌｏｅｕｓｍｉｎｕｔｕｓ √ √ ２００７
１５ 渔鸥属 遗鸥 Ｉｃｈｔｈｙａｅｔｕｓｅｒｌｉｃｔｕｓ √ ２００４
１６ 渔鸥 Ｉｃｈｔｈｙａｅｔｕｓｉｃｈｔｈｙａｅｔｕｓ √ √ √ √ ２００７
１７ 噪鸥属 鸥嘴噪鸥 Ｇｅｌｏｃｈｅｌｉｄｏｎｎｉｌｏｔｉｃａ √ ２０１５
１８ 燕鸥属 白额燕鸥 Ｓｔｅｒｎａａｌｂｉｆｒｏｎｓ √ √ √ √ √ ２０１０
１９ 普通燕鸥 Ｓｔｅｒｎａｈｉｒｕｎｄｏ √ √ √ √ √ √ √ １９９６
备注：１、四川动物：张荣祖．《四川资阳动物志》（第一卷总论），四川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２．

２、鸟类图鉴：李桂垣．《四川鸟类原色图鉴》，中国林业出版社，１９９３．
３、四川鸟类：张荣祖．《四川鸟类鉴定手册》，中国林业出版社，１９９７．
４、湿地鸟类：陈凡，喻晓钢，罗秀琼．《德阳市湿地水鸟资源及保护对策》，四川林业科技，第２６卷第３期，２００５．
５、中国湿地：国家林业局，《中国湿地资源》（四川卷），中国林业出版社，２０１５

表２ 德阳市鸥形目野生鸟类名录

序号

动物名称

中文名称 打丁学名

资料来源

调查 记载 访问

数量
级别

栖息
环境

区系分布

分布
类型

分布范围

东
北
区

华
北
区

蒙
新
区

青
藏
区

西
南
区

华
中
区

华
南
区

居住
类型

保护
级别

１ 短尾贼鸥 Ｓｔｅｒｃｏａｒｉｕｓｐａｒａｓｉｔｉｃｕｓ ○ ◎ □ 河滩 Ｗ ⊙ 迷

２ 银鸥 Ｌａｒｕｓａｒｇｅｎｔａｔｕｓ ○ ● ◎ ◆ 河滩 Ｃ ▲ ▲ △ △ 旅 Ⅲ
３ 海鸥 Ｌａｒｕｓｃａｎｕｓ ○ ◆ 河滩 Ｃ △ △ △ △ 旅

４ 黑尾鸥 Ｌａｒｕｓｃｒａｓｓｉｒｏｓｔｒｉｓ ○ ◆ 河滩 Ｍ △ △ △ 旅 Ⅲ
５ 灰翅鸥 Ｌａｒｕｓｇｌａｕｃｅｓｃｅｎｓ ○ ◆ 河滩 Ｃ △ 旅

６ 黄脚银鸥 Ｌａｒｕｓｐａｒａｓｉｔｉｃｕｓ ○ ◆ 河滩 Ｕ ▲ △ △ 冬

７ 灰背鸥 Ｌａｒｕｓｓｃｈｉｓｔｉｓａｇｕｓ ○ ◆ 河滩 Ｃ △ △ 旅

８ 黑腿三趾鸥 Ｒｉｓｓａｔｒｉｄａｃｔｖｌａ ○ ● ◆ 河滩 Ｃ ▲ ▲ △ 旅

９ 须浮鸥 Ｃｈｉｌｄｏｎｉａｓｈｙｂｒｉｄａ ○ ● ◎ ◆ 河滩 Ｕ ▲ ▲ ▲ ▲ 旅

１０ 白翅须浮鸥 Ｃｈｉｌｄｏｎｉａｓｌｅｕｃｏｐｔｅｒａ ○ ◆ 河滩 Ｕ △ △ 旅

１１ 棕头鸥 Ｃｈｒｏｉｃｏｃｅｐｈａｌｕｓｂｒｕｎｎｉｃｅｐｈａｌｕｓ ○ ◆ 河滩 Ｐ △ △ ▲ △ △ 旅 Ⅲ
１２ 细嘴鸥 Ｃｈｒｏｉｃｏｃｅｐｈａｌｕｓｇｅｎｅｉ ○ ◆ 河滩 Ｃ △ △ 旅

１３ 红嘴鸥 Ｃｈｒｏｉｃｏｃｅｐｈａｌｕｓｒｉｄｉｂｕｎｄｕｓ ○ ● ■ 河滩 Ｕ ▲ ▲ ▲ △ △ △ △ 冬

１４ 小鸥 Ｈｙｄｒｏｃｏｌｏｅｕｓｍｉｎｕｔｕｓ ○ ◆ 河滩 Ｕ ▲ ⊙ ⊙ 旅 Ⅱ
１５ 遗鸥 Ｉｃｈｔｈｙａｅｔｕｓｅｒｌｉｃｔｕｓ ○ □ 河滩 Ｄ ⊙ ▲ 迷 Ⅰ
１６ 渔鸥 Ｉｃｈｔｈｙａｅｔｕｓｉｃｈｔｈｙａｅｔｕｓ ○ ◆ 河滩 Ｄ ▲ △ △ 旅

１７ 鸥嘴噪鸥 Ｇｅｌｏｃｈｅｌｉｄｏｎｎｉｌｏｔｉｃａ ○ ◆ 河滩 Ｏ ⊙ ▲ ▲ ▲ 旅

１８ 白额燕鸥 Ｓｔｅｒｎａａｌｂｉｆｒｏｎｓ ○ ◆ 河滩 Ｏ ▲ ▲ ▲ ▲ ▲ 夏

１９ 普通燕鸥 Ｓｔｅｒｎａｈｉｒｕｎｄｏ ○ ● ◎ ◆ 河滩 Ｃ ▲ ▲ ▲ ▲ ▲ △ △ 夏 Ⅲ
备注：○ 调查发现，●史料记载，◎现场访问，◆１－１００只，◇１００－１０００只，■１０００－１００００只，□很罕见或濒于绝灭，Ｃ－全北型，Ｕ－古北型，

Ｍ－东北型（我国东北），Ｋ—东北型（东部），Ｘ—东北－华北型，Ｅ—季风型，Ｄ－中亚型，Ｐ－高山型，Ｓ—南中国型，Ｗ－东洋型，Ｏ—不易
归类型，▲本区分布，△见于边缘，⊙偶见，留－留鸟，旅－旅鸟，夏－夏侯鸟，冬－冬候鸟，迷—迷鸟，Ⅰ－国家一级重点保护，Ⅱ国家二级
重点保护，Ⅲ四川省重点保护

０８ 　　 四　川　林　业　科　技 ３８卷



市鸥形目鸟类中属《中日保护候鸟及其栖息地环境

协定》范围的有６种，即：海鸥、银鸥、灰背鸥、红嘴
鸥、黑腿三趾鸥、普通燕鸥，占中、日保护候鸟２２７种
的３１％。属《中澳保护候鸟及其栖息地环境的协
定》范围的有３种，即：白翅浮鸥、普通燕鸥、白额燕
鸥，占中澳保护候鸟８１种的３７％。

４　讨论建议

德阳市湿地资源丰富，湿地总面积达到２５１５４５
ｈｍ２，湿地自然生态环境优良，为湿地水鸟提供了优
越的越冬（夏）和迁徙中转环境，德阳市湿地已经成

为候鸟越冬（夏）和迁徙中转站，每年都有鸟类新纪

录产生，此次德阳市鸥形目鸟类资源多样性调查可

见一斑。

４．１　主要特点
本次德阳市鸥形目鸟类资源多样性调查有几个

比较突出的特点。一是新的纪录多。本次调查记载

的１８种鸥形目鸟类，除海鸥是德阳市１９８３年建市
前有记载的外，其余１８种均是１９８３年德阳市建市
后发现的新纪录，其中：短尾贼鸥还为中国鸥形目鸟

类增添了１个新种纪录；短尾贼鸥、黄脚银鸥、灰翅
鸥、灰背鸥、细嘴鸥、小鸥、遗鸥、鸥嘴噪鸥刷新了四

川鸥形目鸟类新纪录；小鸥、鸥嘴噪鸥为四川鸥形目

鸟类增添２个新属纪录。二是保护种类多。本次调
查鸥形目鸟类有国家和四川省重点保护野生动物有

６种，其中：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１种；国家
二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有１种；四川省重点保护野
生动物有４种。《中日保护候鸟及其栖息地环境协
定》范围的有５种；《中澳保护候鸟及其栖息地环境
的协定》范围的有３种；遗鸥还被列入《濒危野生动
植物国际贸易公约附录Ⅰ》限制贸易。三是莅临变
化多。本次调查发现的１８种鸥形目鸟类迁徙变化
多，除红嘴鸥自上个世纪９０年代初出现在德阳，并
逐年增加，多的年份出现过万只红嘴鸥游旌湖的景

象，许多种类都是偶现鸟踪，遗鸥发现１次，短尾贼
鸥发现１次、鸥嘴噪鸥发现１次、灰翅鸥发现１次、
灰背鸥发现１次、小鸥发现两次、黑尾鸥发现两次、
黑腿三趾鸥发现两次、黄脚银鸥发现两次、白额燕鸥

发现两次、棕头鸥发现３次、细嘴鸥发现３次、须浮
鸥发现３次、白额须浮鸥发现３次、渔鸥发现５次、

银鸥发现７次、普通燕鸥发现１１次。
４．２　主要建议

鸥形目鸟类的发现极大地丰富了德阳市湿地鸟

类资源多样性，但是，德阳市湿地生态环境确不容乐

观，河水污染、河道采沙、湿地开发、拦网垂钓均对德

阳湿地生态环境影响巨大，给鸥形目等湿地鸟类生

存带来了不利影响，亟待解决。一是大力宣传，提高

市民爱鸟意识。要通过广播、报纸、电视等新闻媒介

加大对保护野生动物的宣传教育，不断提高广大市

民爱鸟护鸟意识，让保护鸟类就是保护人类自己的

思想深入民心，使进行野生动物保护成为人们群众

的自觉行为。二是河道禁养，防治湿地水域污染。

市域内的绵远河、石亭江近年来实行河道禁养，水域

环境有所改善，但是尚有一些小流域河道禁养屡禁

不止，要加大河道禁养力度，防治湿地水域污染恶

化，改善湿地水鸟栖息环境。三是加强保护，维护候

鸟栖息环境。河道采沙和湿地开发破坏了候鸟迁徙

和栖息环境，拦网垂钓影响了候鸟生存，要进一步加

强湿地保护，严禁随意在河道内采沙和进行湿地开

发，控制河流周边居民对河滩地的无序开垦，恢复受

损湿地的植被，维持湿地的自然面貌，保护湿地鸟类

的栖息地。森林公安和野生动物保护行政主管部门

要加大对乱捕乱猎野生动物和破坏野生动物栖息环

境的违法行为的处罚力度，避免和防止对湿地水鸟

生存和栖息地构成威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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