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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要 都阳湖是我国最大的淡水湖泊 每年秋冬枯水期
,

在赣江和修水人湖三角洲前缘
,

由草滩一泥滩一积水洼地组成的湿地生态环境为越冬候鸟提供了 良好的栖息条件
。

调查表明
,

高程

一 低地最适宜候鸟越冬生存
。

三峡建坝后
,

月份水库蓄水长江下泄流量减少
,

引起都阳

湖的提前退水和滩地提前显露
,

虽使动物性饵料略有减少
,

但对食草候鸟影响不大 人类提前对草

滩资源利用和利用下限的扩大 使候鸟隐蔽条件变差

一
、

都阳湖的鸟类资源与候鸟越冬地分布

都阳湖的鸟类种类多
,

数量丰富
,

已查明的鸟类有 科 种
,

占全国鸟类 种

的
,

其中冬候鸟和旅鸟有 种
,

留鸟和夏候鸟 种 在所有鸟类 中
,

水禽有

种
,

占总数的 ①
,

约占全国水禽总数 种的 ② 表

在都阳湖鸟类 中
,

列人国家
,

一
、

二类保护名单中的鸟类有 种
,

其 中白鹤
、

白头

鹤
、

白枕鹤
、

白鹤
、

黑鹤
、

斑嘴鹑鹏等珍禽是濒危稀有鸟类 本区属于中日候鸟保护协议

规定保护的鸟类有 种 在本区冬候鸟中
,

发现有世界上最大的白鹤群
,

年 月
,

国际鹤类基金会主席阿奇保博士及其鹤类考察队
,

在都阳湖候鸟保护 区观测到白鹤

只 ’】 年 月江西省和上海市有关单位观测到 只 ③ 白鹤是世界已濒危灭绝

的鸟类
,

过去认为世界野生白鹤仅有 只 现在都阳湖白鹤群的发现在 世界鹤类中

占有极其重要地位

都阳湖越冬鸟类一般是集群活动
,

由于湖区隐蔽条件差
,

一遇外 界干扰
,

即改变其活

动场所 但越冬候鸟的栖息
、

觅食和夜宿等生态习性
,

有赖于一定的环境
,

因此
,

它们有

着相对固定的活动场所和分布规律 据我们现场考察和对都阳湖候鸟保护区管理组 调查
,

都阳湖越冬候鸟主要分布在永修县吴城镇附近的一些浅水湖沼洼地和赣江北支 主支 以

及修水下游河道的水面与浅滩 图 表 如大湖池集中了该区 的 白鹤
,

达

多只
,

其余 主要集中在邻近的蚌湖 年 一 月
,

多达 余只的小天鹅集中

在中湖池
,

占保护区总数的 年 月
,

从而使上述湖泊有
‘

白鹤湖
”

和
“

天鹅

①江西省林业厅
,

江西省都阳湖鸟类资源的调查
,

年

②江西省野生动物协会
,

都阳湖水禽资源
,

年

③江西省 自然保护区管理办公室
、

上海自然博物馆等
,

郡阳湖候鸟保护区珍禽越冬生态考察报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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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
”

之誉称

表 都阳湖水禽的种类

钾 ,

目 科 种 国家 口保护

鹅鹅 目 。

鹅鹅科
小鹅鹅 ,’

。

介 奋

凤头鹅鹅 。
,

。

弟鸟形 目

弟鸟鹏科

斑嘴鹑鹏 尸 刀“ 助刀方刀钾 行尸毋

鹤鹅科

普遍鸿鹅 价 ’
。 ’ 二

鹤形 目

鹭科
苍鹭 。。。

、

,

池鹭 。 “二为。

大白鹭 乃 胡 。山

白鹭

中白鹭

夜鹭 夕

黄斑苇鸡 众 夕 盯

大麻鹤 洲 。 , ,

鹤科
白鹤 。 夕

黑鹤
鹤科 一

白琵鹭 了

雁形 目

鸭科

鸿雁 月 腮 凌

豆雁 汤

白额雁 “ 沂

小白额雁 璐

灰雁 胡
小天鹅 踢

。。 ’ 。

赤麻鸭 介
, “ 肥

翘鼻麻鸭

针尾鸭 朋

绿翅鸭 汪

花脸鸭

罗纹鸭

绿头鸭 尸 刀 人夕二人

斑嘴鸭 尹 了 儿夕、人口 夕。 入

赤膀鸭 月 刀

赤颈鸭

白眉鸭 又 、、

十

丰

十

十

十

十十十

十十十十十十十十

十

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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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十十

十

十

·

十

十十

十

琵嘴鸭 月 。

红头潜鸭 滩 抑 舜 、

青头潜鸭 合此

凤头潜鸭

斑背潜鸭
,

阴

鸳鸯 诬 ￡

棉鬼 肠 户 。 。 阴 战八 二 。

斑脸海番鸭 万 葫 加
斑头秋沙鸭

普通秋沙鸭 万 ,

鹤形 目

鹤科

灰鹤 娜 “ ‘

白头鹤 动

白枕鹤 , ’

白鹤 。璐

秧鸡科
花田鸡 衍。那 沽 。 穿。站了

白胸苦恶鸟 行 助 动

董鸡
黑水鸡 。 ” 艺

白骨顶
鸭科

大鸭 口山 ’

鸽形 目

启事斗 ‘

凤头麦鸡 “ , 、

灰头麦鸡
金眶鹅 ‘ 份 。。 瓜

鹉科
小构鹅 刀初阴 ’ 。次

中构鹤 洲 , 孟

白腰构鹉 企。 肠

鹤鹉 即 夕

大沙锥

扇尾沙锥 口

又蹄鹉科
反嘴鹉

鸥形 目

鸥科
黑尾鸥 明介 行

海鸥 。 了

银鸥 啥 琳 昭

江西省林业厅
,

江西省都阳湖鸟类源的调查
,

年

和 分别系指列人国家一
、

二类保护动物名单的鸟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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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嘴鸥
,

乙洲血
白翅浮鸥 方 而 , 夕

红嘴巨鸥 即 人

普通燕鸥 力 ‘。 甲 朋

十

一匕宜 ⋯

合计 目 执 科 种
七

图 都阳湖越冬候鸟分布环境图

都阳湖越冬候鸟集中分布的地 区
,

属赣江 主支 与修水复合形成的三角洲前缘 河

流水下天然堤呈指状向湖区伸展
,

形成许多堤外侧缘洼地 「’】
。

都阳湖越冬候鸟即主要集

中在大小不等的 个积水洼地为中心的低地内
,

总而积达 图
,

表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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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都阳湖主要候鸟的分布
’

认 互 扮

狱狱狱
进进

蚌蚌 沙沙 象象 朱朱 常常 梅梅

淤淤
翰翰 令令大大大 大大 湖湖 湖湖 湖湖 市市 湖湖 西西 他 河河 江江 公公

汉汉汉 湖湖湖湖湖 湖湖 池池 湖湖湖湖 洲洲
河 他他他他他他他他他他他

白白 鹤鹤 曰 了了 十十十十十十十

白白 鹤鹤 ⋯
十十 十十 十十 十十 十十 十十 斗斗 十十 十 公公公 习习

黑黑 鹤鹤鹤 十十十 十十十十十

白白 枕 鹤鹤鹤 十十 ,,

⋯
·· , 一一一 十十十十十

白白 头 鹤鹤鹤 十十 十十 十十 十十 十十 十十十

小小 天 鹅鹅 十十 十十 十十 十十 十十十 十十十 十十十十十

灰灰 鹤鹤鹤 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大大 鸭鸭鸭 十十 十十 十十十十十 十十十十十 斗斗

白白 琵 鹭鹭 十十 十十 十十 十十十十 十十十 不不
斑斑嘴鹑蝴蝴蝴蝴蝴蝴蝴 万

,

资料来自江西省娜反湖候鸟保护区管理站 十号表示有分布

图 候鸟分布区地形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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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都阳湖候鸟保护区的分布

仙 公 让吐

湖湖 名名 面 积积 , 、 ⋯ 面 积积

市亩亩 朋 “ , 市亩亩

大大汉湖湖
一

中湖池
,

蚌蚌 湖湖 了
一

的的 梅西湖湖
,

,, 大湖池池
,

朱市湖湖
‘ ,

沙沙 湖湖 ,刀 象 湖湖 ‘ ,

常常湖池池
,

合 计计
,

二
、

候鸟越冬地的生态环境

都 阳湖是一个季节性涨水湖泊
,

具有
“

高水是翔
,

低水似河
’

的独特的 自然地理景观

每年汛期
,

流域水系洪水人湖
,

湖水漫滩
,

水茫一片 冬春季节
,

湖 落槽
,

水面缩小
,

滩地广为显露 湖泊的水情
、

水位变化是该系统的主导因子 据多年水文资料分析
,

都阳

湖赣
、

抚
、

信
、

修
、

饶五大水系人湖水量的 集中在 一 月
,

形成都 阳湖早期高水

位
, 一 月

,

虽然五河水系早汛已过
,

但此时正值长江大汛
,

江水猛涨
,

对都阳湖出流顶

托
,

甚至倒灌
,

继续维持或抬高都 阳湖水位 月至翌年 月枯水期间
,

五河来水迅速

减少
,

长江水位也不断降低
,

湖水迅速泄人长江 上述水情变化
,

导致都阳湖洪
、

枯水位

变幅巨大 据 一 年资料统计
,

都阳湖各测站除南部康山水位年变幅在

外
,

均在 以上 如位于候鸟保护区内的吴城站水位最大年变幅达
,

最小年变

幅也有 表

表 那阳湖 — 年水位特征值

曲 扭 由 , 】 卜稗 妞 一

测测 站站 、多年平均均 多年最高高
、

多年最低低 最 大大 最 小小 多年最大大

水 位位 水 位位 水 位位 年变幅幅 年变幅幅 孪 幅幅

湖湖 口口

星星 子子
都都 昌昌 名 一 名

吴吴 城城

康康 山山 名

都阳湖洪
、

枯水位的周期性变化
,

正好适应候鸟秋来春去的规律 在吴城地 区候鸟越

冬地的地面高程
,

一般在 以下
,

每年 月洪水期
,

水位上升到 一
,

这里成

为一望无际的水城
,

这时
,

冬候鸟已迁离都阳湖 一般 月中
、

下旬飞向非方繁殖
,

对

其没有影响
,

可是到 月底水位便开始下降
,

月 至翌年 月 水位仅 一 之

间
,

此时大面积低地出露水面形成滩地 图 加上本区位于长江以南
,

属亚热带湿润

季风区
,

气候温和
、

降雨充沛
,

日光充足
,

年平均气温 一 ℃
,

多年平均无霜期

天
,

最冷月 月平均气温为 ℃
,

最低温度一般不低天一 ℃
,

多年 月平均最低水位时

水温 ℃
,

对都阳湖候鸟栖息越冬极为有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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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叮一 , 尸 一 一一一

月,,‘八︸

︵︶乏关

图 都阳湖吴城站各月平均水位变化 — 一

就候鸟越冬地生态环境而言
,

秋冬枯水期随着水位的下降
,

原三角洲前缘水下天然堤

困 首 先 显 露 水 面 成 为 草 洲
,

而 湖水 则 退 缩 到 堤 背 侧 缘 洼 地
,

形成水深不到 的浅水沼泽 介于草洲与洼地水面之间的低水位波动带
,

植物稀疏
,

或地面裸露
,

形成由粘土或粉砂沉积物组成的泥滩 如 【‘】 这种 由草洲一泥

滩一浅水洼地组成的湿地生态环境
,

乃是越冬候鸟最适宜栖息活动的场所 天然堤及其侧

缘缓坡
,

不同高程出水时间达 一 天之间
,

光热条件优越
,

土质肥沃
,

各种草本植物

相继萌生
,

其中以禾本科和莎草科为优势种
,

萝
、

苔
、

芒
、

获等植物群丛沿不 同高程出

现
,

挺水植物芦苇交错分布在各群丛之中 以后随春夏水位的上升
,

这里的湿生植物又被

马来眼子菜
、

苦草等为优势种的水生植物所代替 在这个湿地生态系统中
,

因天然堤阻隔

了洼地水体与堤外河
、

湖水体的直接交换
,

水流稳定
,

水温适宜
,

使各种浮游生物
、

昆

虫
、

鱼虾及螺
、

蚌
、

规等腹足类和瓣鳃类软体动物得于衍生繁殖
,

为越冬候鸟捉供了丰富

的食料 据调查
,

小天鹅常在水深 一 的水域活动
,

喜食水生植物的叶和嫩茎 白

鹤和 白枕鹤
,

在水深不超过 的泥滩浅水 中觅食苦草 内 、 必 怂
、

马来眼子

菜 口 。 二 的根芽以及苔草 少的根茎和少量螺
、

蚌 灰鹤和大鸭

主要以湿生草本植物 莎草科 为主要食物
,

而白琵露主要捕食鱼
、

虾及软休动物 此外
,

越冬候鸟多在距岸较远 的洼地水域中心夜宿 上述候鸟的生态习性与活动范围表明 枯水

期水位在 一 时最有利于珍禽越冬生存
,

一 水位对候鸟略有影响
,

卜草 洲 十 泥滩 十一 浅水洼地 一一十泥滩十一 草洲 州
低水位波动带 低水位积水区 , ‘

低水位波

动带
·

图 都阳湖候鸟越冬地生态环境断面示意图

, 盯 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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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水位因水深加大
、

候鸟摄食困难和活动场所的变更而不利于候鸟栖 巳活动 图

此外
,

高程 以下的湿滩和浅水沼泽
,

人
、

畜
、

壳
一

舰均难以到达
,

这里往往成为

人类活动欲进而不达的
‘

禁区
’ ,

是越冬候鸟十分安全的栖息场所 以吴找镇为中心的平坦

开敝的湖沼地 区
,

分布有 一 高度不等的丁家山 松门山和吉山等第四纪阶地形成

的山岗
,

每当北方寒流袭击时
,

候鸟可就近躲避在背风山麓
,

特别是
一 一

家山往往成为候鸟

避御寒流的良好场所

由上可知
,

越冬候鸟是都阳湖三角洲前缘湿地生态系统中各环境因子统一的产物
。

而

候鸟越冬地的生态环境
,

又是都阳湖大生态系统中的组成部分 后者又取决于江
、

湖水量

的交换与水情变化

三
、

三峡工程对候鸟越冬地生态环境影响的预测

由于 三峡水 库蓄水位 和 方案总库容只 有 坝址处年径流量 的 和
,

因此建库后并不改变年人海水氢
。

一年中 一 月和 一 月坝下天然流量基本

不变
,

只是为保证枯水期有充足的水能发 电
,

月份蓄水时下泄流量有所减少
,

由天然

月平均人海流量的 ’ ,

减少到 ’

八 一 月份则比天然情况增加 一
,

八 一 方案 和 一 一 ’ 方案 ① 由上可知
,

三峡建库后的

减泄和增泄期
,

即 月份和 一 月份
,

正好与候鸟秋来春返的过程合拍
。

为 了较客观地分析三峡建库后对鄙阳湖及候鸟越冬地水情动态变化
,

在对资料计算

时
,

我们考虑到 月份三峡水库蓄水减泄和 一 月份放水增泄流量变动的整个幅值 即

蓄泄增加和减少不同流量时所引起的湖水位变化值
,

同时也考虑到都阳湖高
、

中
、

低水

位不同典型年
,

长江蓄泄量所引起湖水位的相应变化 表

表 三峡水库对都阳湖吴城地区水位影响 ‘

仁

进叁迷
不 同典 型 年

交沙减器 几
。。 】

小 小
。。。 】

小
。

一

十
高水位年

中水位年

低水位年

一

刃

刊

州 冲

气 】

心 气】

由上表可知
,

按 月份三峡水库泄水流量减少 ’ 和 , 计算
,

吴城

地区水位下降最大幅度为 和 如发生像 年低水位年
,

则水位变幅为零

水位下降直接影响到三角洲前缘洲滩显露 日期的提前
,

由于 以下高程最适宜越

冬候鸟栖息活动
,

因此
,

我们着重计算了 一 高程滩地显露 日期的提前情况 表

上表可知
,

月份三峡水库减泄流量 和
,

吴城地 区候鸟越冬

地 一 洲滩提前出水天数分别为 一 天和 一 天
,

如遇都阳湖低水位年
,

则不受

①中国科学院三峡工程生态与环境科研项 目领导小组 长江三峡工程对生态环境影响的论证报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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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

表 长江减泄流量与吴侧以也区滩地显露提前天数

孟孟谕娄竺竺竺
一 一 一 , 八

滩滩滩滩滩滩滩 高高 中中 低低 高高 中中 低低 高高 中中 低低 高高 中中 低低

碧碧呈呈 月 日日 水水 水水 水水 水水 水水 水水 水水 水水 水水 水水 水水 水水

程程程程 位位 位位 位位 位位 位位 位位 位位 位位 位位 位位 位位 位位

、、

沂沂
。 ’ 一一

潭洲滩地提前显露将产生以下影响

随着水位提前下降
,

使汛期高水位时处于休眠状态的湿生植物提前萌生 如苔

草
,

每年
、

月份萌生后形成秋草
。

处于生长后期的水生植物的分布虽然提前相应下

移
,

但水退后植物的根芽仍可为候鸟觅食
,

故对食草性候鸟影响不大 但水位提前下降
,

使洼地蓄水面积和容积相应缩小
、

变浅
,

这对动物性食料为主的候鸟
,

其饵料较正常情况

略有减少

不 同高程洲滩地提前显露
,

植物光能利用率 由原来 的
,

提高到 一
,

加上草甸植物的提早萌发和地下水位的提前下降
,

导致人们对草滩植物资源和土

地资源的尽早利用
,

并扩大原来利用的草滩分布的下限
,

人
、

畜活动使候鸟隐蔽条件受到

影响

从地貌条件看
,

候鸟活动区基本上是一个封闭与半封闭的以浅水挂地为中心的湿

地生态环境 由于上述影响
,

使候鸟提前退缩到 高程以下范围活动 以下地

形极为平坦
,

水位稍有下降
,

积水洼地则大面积缩小 根据我们对候鸟比较集中的大湖池

与蚌湖实地考察和 地形 图量算
,

预测候鸟活动范围因此而相应提前减小面积 一
。

在上述影响下预测两种结果

原来面积较小的候鸟聚集区 如梅西湖
、

象湖
、

常湖池等 的候鸟迁移到附近大

湖池
、

蚌湖
、

大汉湖等较大的洼地
,

但仍在保护区内
,

有利于更好地集中管理与保护

较大的洼地如容纳不了更多的候鸟
,

则部分迁移到南部三角洲前缘和都阳湖其它

适宜的地区
,

越过现有保护 区
,

而南部洲滩地由于人类活动的频繁
,

不利于候鸟的保护
。

以上表明 三峡工程对鄙阳湖候鸟越冬地的生态环境虽具有一定影响
,

但影响程度尚

不至于完全改变候鸟赖以生存的环境条件 至于 一 月份三峡水库增泄流量对都阳湖水

位的影响
,

仅限于星子以北的人江水道
,

而对吴城地 区候鸟越冬地没有什么影响 但是
,

对候鸟威胁最大的则是人们对三角洲前缘草滩资源进一步开发利用和入湖河流大型水利枢

纽工程的建设
,

如赣江上游在建的万安电站和计划中的赣江梯级开发方案的实施 这些大

型水利工程的建成
,

与三峡水库一起
,

将同步影响都阳湖候鸟的生态环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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