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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组数据可以说明很多问题：早在 1989 年，西北高原生物研
究所通过组织大范围实地调查、收集标本而编纂出版《青海经济
动物志》，这本后来被鸟类爱好者奉为青海鸟类教科书的著作记
载：青海鸟种为 298 种。 现在，根据多位青海鸟类专家估计，我省
鸟种在 550 种或者 600 种以上。

世界上共有八条鸟类迁徙通道，其中一条就经过青海。 青海
湖更在世界范围内发挥着水禽鸟南来北往中继站的作用。 西北
高原生物研究所副研究员李来兴认为： 除目前学界公认的气候
变化因素外，青海的鸟种增加还有其他方面的重要原因：生态环
境更为优良；绿地、草原植被面积增加；湖泊、湿地增多，以及调
查方式、手段变革等。 近几十年来，青海鸟的种类呈现缓慢增长
态势，种群分布也有了新的变化。

鸟种增加的同时，来自国际，国内的更多关注目光也聚焦在
了青海。早在上世纪末，被称为看到中国野生鸟最多的人—————
丹麦人霍恩斯科（Gesper�Hornskov），在格尔木用七年时间，用
一辆自行车、 一架照相机、 一台古旧打字机记录了柴达木地区
400 余种鸟类，60 余种是当地的新记录，其中还包括原本认知只
栖息在中国新疆的世界级濒危物种—————白尾地鸦。

霍恩斯科离开青海后， 将自己整理的所有鸟类笔记留给了
李来兴。 今天，关于青海鸟类的学术研究开始发酵，专业人士认
为除环境、气候因素外，观鸟人数增加是青海鸟类记录不断刷新
的重要原因，以往受地域、交通条件等影响，鸟类调查时间往往
比较短，覆盖范围也比较窄。 这些年来，国内外专程观鸟游的人
和青海本地观鸟爱好者组成的民间考察团，发现了很多新鸟种，
他们的自发参与使得鸟类调查时间增加、覆盖的地区扩大，鸟类
的记录相应大幅增加。

李来兴以略带激动的语气讲述青海发现的新物
种—————白尾地鸦时，记者只是关心这几个字的正确写
法。 等到采访结束根据笔记翻阅资料时，才被吓了一跳。

白尾地鸦，被称为塔里木神鸟，以往的认知中仅生
活在塔克拉玛干沙漠地区，栖居于荒漠灌丛及多灌木的
荒野，多在地面快速行走，但也停栖于灌丛，很少长距离
飞行，遇见人时，发出“嘀嘀嘀”的鸣叫。 它只出现在松
软的沙质地面上，腿长而强健有力，善于在沙地上奔跑。
毫无疑问，青海发现白尾地鸦，将为鸟类研究者们带来
崭新的课题。

还有一种生活在中国南方地区的鸟儿—————翠
鸟， 现在已经成为玉树藏族自治州治多县的夏候鸟，
每年夏天，它们会出现在当地的湖泊附近，以鱼为食，
也不太怕人。 鸟类专家这样叙述： 第一次听到翠鸟出
现在治多县的消息时， 第一反应是， 报告者的生物学
是不是没有学好， 连基本的生物分布问题都没有搞
清。 后来，连续十几年的不间断记录显示，翠鸟不仅来
了，而且还不走了。

2013年， 摄影爱好者还在西宁市海湖新区拍
摄到了翠鸟。 对此，李来兴认为，所谓的迷鸟
不仅指迷路的鸟儿，也应该指鸟类中的探险
者，出现在青海玉树的翠鸟无疑是后者。 翠
鸟这种大自然的精灵， 对栖息地要求除了
环境要美好外， 还特别挑食， 以往翠鸟不会
出现在青海的最大原因可能是因为高原地
区，水产较少，没鱼可抓，而现在的青海，鱼
塘处处，湿地遍地，能够满足翠鸟的口腹之
欲，于是它就一路抓鱼，一路吃，最终选择
在玉树定居。

此外，欧亚红尾鸲、欧亚鸲等原本生活
在欧洲、 中亚地区及中国新疆西部等地的
鸟类也在青海陆续被发现， 鸟类专家认为
这种变迁是气候因素造成的，气温变暖后，
吸引了一些过去不会出现在青海的鸟儿。但
因为气候原因出现在青海的新物种并不算很
多，已知的不到 10 种。

作为第四纪以来加速隆起而形成的目前世
界上最年轻而海拔最高的一级台阶，青海是很
多物种的起源地。 近年来，更在学界出现了一
种声音， 即青海是多种鸟类的可能起源地，李
来兴就提出画鹛亚科与普通朱雀起源地均在

青藏高原的推断。 因为研究表明，画鹛亚科沿
着青藏高原东南部向外一直呈半环形分布。 普
通朱雀的分布甚至远至北美。

稀世之鸟栖青海
●鸟种从 298 种增加到 550 种或者 600 种以上
●丹麦人霍恩斯科拍下世界濒危物种
●在青海绝迹的鸟又出现了

作为大自然的精灵，鸟类以自己敏感的神经充当着自然评价
中的“指示物种”。 环境趋好时，它们在丛林里、湿地上、湖泊中、山
林间自由自在繁衍生息；环境变差时，鸟儿的歌声最先消失，它们
重新选择栖息之地。

本报记者 王雅琳

学界声音： 青海鸟 始祖鸟

外来鸟留在青海安家了

青海鸟种：
25年增加了 300 种以上

丹麦人霍恩斯科
拍下世界濒危物种———白尾地鸦

在青海绝迹的鸟又回来了

4 月 16
日 闯 入 花 土
沟的戴胜

作为流连于芦苇荡的精灵，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
后， 文须雀一度随着青海湖畔的芦苇一起销声匿迹。
这种长着“八字胡”的鸟儿有着漂亮的外表，活泼的
性格，却必须以芦苇为家。 随着上世纪中叶青海湖畔
水位下降，过度放牧，滥采滥伐，青海湖畔芦苇往往等
不到花开就被牛羊吃尽，文须雀清亮的叫声从此不再
出现。 近几年，随着青海湖水位、面积不断上升，湖畔
植物千姿百态，消失了几十年的文须雀又不远万里回
到这里。 2013 年，在青海湖地区，更有人发现了大群文
须雀栖息的景象，青海湖畔文须雀的种群数量正在回
升。

19 世纪至上世纪初的一些观鸟笔记中，有在湟水
流域等发现绿头鸭的记录。 而在我们的认识里，绿头
鸭只存在于影像资料。 2008 年，李来兴实地调查发现，
得益于生态环境的整治，以西宁市人民公园 T 字形水
系的河道为中心，北至北川河康家桥，南至北川河与
湟水河交汇处，西至湟水河解放渠进水闸，东至湟水
河小峡口闸亭的湿地景观形成，绿头鸭在西宁已经有
了栖息之地。 2008 年至 2014 年，李来兴每年实地调查
青海绿头鸭栖息地和种群数量后发现，青海绿头鸭回
归数量每年增加，目前，种群数量已恢复至一个世纪
前所记录的种群数量。

一度消失，如今回归的鸟儿还有很多很多；一去不
归的鸟儿也有不少。 李来兴说，翻看上世纪初国外科学
家组成的考察团在青海工作时留下的笔记， 他发现西
宁附近曾经出现过朱鹮的记录。 当这个论点被拿到国
外鸟类论坛上时，引发了热烈争论。 如今，朱鹮已经成
为濒危物种， 青海是否曾经出现过朱鹮是一个不解命
题，朱鹮会否回归到青海，更将是一个巨大的问号。

高原旋木雀、 黄腹山雀、 小太平鸟及代表环境恢
复的鹮嘴鹬，这些鸟，有些曾经在青海出现过，后来因
为迁徙地变化和环境因素一度消失， 最近又重新出
现。 鸟类专家认为，青海以前未被发现的鸟儿预计有
百种之多。

出现在西宁海湖湿地附近的翠鸟

欧亚红尾鸲 摄影爱好者响
马摄于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
花土沟地区

2014年在互助出现的白眉朱雀本版图片除署名外均由通讯员 王小炯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