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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友“倒退30年”是一名观鸟
爱好者，她说，鸟类是一种很有灵
性的动物，如果我们的保护工作
做得好，它们就会年年来。甚
至，随着条件的日益完善，洛阳
也许能留住更多鸟儿，让它们将
我们美丽的洛阳作为越冬地，为
这座城市增添一抹靓丽的色彩。

爱护鸟类，从我做起。那么，
如何做文明观鸟人，并和这些远方
来的“客人”成为朋友呢？

“倒退30年”认为，人们在观
鸟时不要穿鲜艳的衣服，因为鸟
类对红色、黄色都非常敏感，看到
这些鲜艳的颜色，它们会躲开；另
外，观鸟过程中莫让鸟儿受到惊
吓，更不要拿弹弓或炮仗打鸟。

2009年3月，400多只白天鹅
造访我市，却有人驾驶冲锋舟对天
鹅进行冲击，导致天鹅飞快逃离。
之后，它们再也没回来过。

除此之外，惊吓还可能对天鹅

造成伤害。由于白天鹅翅膀较重，
起飞时需要滑翔，一旦受到惊吓突
然起飞，可能会发生折翅，尤其是
繁殖期的鸟，惊扰了可能会弃巢。

也许近期，我们还会在洛河
河面见到美丽的白天鹅，希望大
家能为这群美丽的“精灵”创造一
个良好环境。或许在不远的将
来，它们就会把我们的城市当成
它们的家，我们也能在家门口欣
赏到天鹅起舞了。

□记者 李砺瑾 通讯员 王文博

5日，一名市民的偶然发现，让一群美丽的白
天鹅走进了我们的视野。近年来，不少鸟儿都在
洛河两岸留下了倩影，但真正留在这里越冬的鸟
儿并不算多。

爱美之心，人皆有之；暂不能至，心向往之。
我们该如何让这些美丽的鸟儿在我们的城市多作
停留，并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共处呢？

作为黄河中下游支流，洛河会让候鸟短暂停留

金色的晚霞将静谧的洛河镀上
黄金般的色泽，15只优雅的白天鹅
在河面游弋起舞，那种惊心动魄的
美，让人难以忘记。

据了解，白天鹅除了体态优雅、
羽毛洁白外，它们还是种对爱情忠
贞不渝的鸟类。

白 天 鹅“ 实 行 ”终 身 伴 侣
制——雌天鹅产卵时，雄天鹅在一
旁守卫；平时，它们也是成双成对出
入，如果一只死亡，另一只就会为逝
去的爱侣“守节”，终生单独生活。
白天鹅迁徙时，你还会看到一些灰
色的“丑小鸭”跟在一对对白天鹅身
后，这些未成年灰天鹅是白天鹅爱
情的结晶。

作为候鸟，白天鹅9月中下旬
离开我国北方或俄罗斯的西伯利亚
地区，往南方越冬地迁徙；10月下

旬至11月初，到达越冬地；翌年2
月末3月初离开越冬地，向繁殖地
迁徙；3月末4月初到达繁殖地。古
人云“三春雁北飞”，讲的就是它们
春天时飞回繁殖地的情形。

我市资深观鸟人士杜先生说，
世界上有8条鸟类迁徙路线，3条经
过我国。经过我国的3条迁徙路线
里，有一条中部通道，大批候鸟从西
伯利亚飞往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经
过我国中部省份。这批候鸟沿内陆
河流迁徙，遇到合适的环境，就会停
下来中转或越冬。洛河作为黄河中
下游重要的支流，每年都会有不少
鸟儿在这里短暂停留。

过去的五六年里，杜先生在
我市市区内的洛神浦附近水面、
上阳宫水面以及凌波桥附近水面
观察到了白天鹅。

在我市越冬的鸟儿，目前只有一些常见水鸟

杜先生说，白天鹅栖息于开阔
的、水生植物繁茂的浅水水域，主要
以芦根、水草为食，也吃谷粒及水生
昆虫和软体动物，是一种昼夜活动
的鸟。

近几年，不少观鸟爱好者都在
洛 神 浦 附 近 水 面 见过白天鹅，
2009年，更是有400多只白天鹅来
到这里。究其原因，杜先生认为，这
里水面开阔，人比较少，天鹅在这里
不会受到惊吓。

随着我市环境的好转、相关湿地
公园的建设，再加上我市原本就处在
候鸟迁徙通道上，每年春秋两季都会
有大批候鸟路过我市。

杜先生近年来的观察发现，有

五六十种水鸟都曾经过我市。一些
观鸟爱好者甚至还观察到过国家一
级保护动物中华秋沙鸭和二级保护
动物卷羽鹈鹕等珍稀品种在我市停
留。不过，在我市越冬的鸟类并不
算多，品种也只有一些常见的水鸟，
如野鸭和鹭等。

在我省，除离我市市区比较近的
白天鹅越冬地孟津黄河湿地外，每年
有大批白天鹅会从遥远的北方长途
跋涉1000多公里飞到三门峡市，在
那里的黄河湿地越冬。

试想，如果这些来自远方的
客人能在我市越冬，人与鸟儿和
谐共处，将是多么靓丽的一道风
景线啊！

如何让鸟儿在此常驻？他山之石值得借鉴

带着这个美好的愿望，记者采访
了我市部分资深观鸟人士。大家普
遍认为，我市并不是不具备候鸟越冬
的自然条件，但有一个现实问题需要
解决，那就是候鸟越冬的食物问题。

例如，最适合白天鹅栖息的地
方是水面宽阔、食物充足、周围安全
的浅水区。尽管我市目前也有湿地
公园，但只有保证了充足的食物，才
能让这些候鸟不再是经过我市的旅
鸟，而变成“留鸟”。

如何更好地让候鸟变“留鸟”？
也许我们的“邻居”三门峡市的一些
好经验，可供我们参考。

据了解，20世纪六七十年代，
三门峡也只是天鹅在迁徙途中的
中转站，候鸟们在那里补充食物
并稍作休息后，继续南飞。后来，
随着全球气候变暖，冬季气温升

高，白天鹅开始在此停留，从20世
纪90年代的几十只、数百只，增加
到现在的上千只。三门峡从此有
了一个富有诗意的名字——天鹅
之城。

近10多年来，由于三门峡黄河
库区生态环境的改善，每年都有大
批白天鹅，从遥远的西伯利亚迁徒
到此栖息越冬。为给白天鹅提供一
个良好的环境，三门峡市对河流进
行治理改造，建成了三门峡天鹅湖
国家城市湿地公园。

在解决越冬候鸟的食物问题
上，该市在黄河岸边种植了不少
玉米、小麦等作物，每年还拨专款
购买食物，为天鹅及野鸭子等投
食；在黄河岸边栽植各种湿地水
生植物，给野生动植物创造一个
良好的生存环境……

期盼年年天鹅舞，先做文明观鸟人

倩影翩跹过洛浦 期盼旅鸟变“留鸟”
美丽的白天鹅5日造访我市，给大家留下深刻印象；洛河是否具备候鸟
越冬条件？如何让鸟儿在此多作停留？听听资深观鸟人怎么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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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许多鸟，每年都会在繁殖地和
越冬地进行移居，此现象称为迁徙。
依据迁徙的性质，我们可以把这些鸟
分为留鸟、旅鸟和候鸟等类型。

留鸟 指一年四季都停留在同
一个地方，不进行迁徙的鸟类，它
们通常终年在其出生地(或称繁殖

区)内生活。如麻雀、乌鸦、喜鹊、
啄木鸟等。

候鸟 指那些有迁徙行为的
鸟类，它们每年春秋两季沿固定
路线往返于繁殖地和避寒地。在
不同的地域，根据候鸟出现的时
间可将其分为夏候鸟和冬候鸟。

冬候鸟是秋冬季来到越冬地越
冬，春天离开的鸟；夏候鸟是春夏
季到越夏地越夏，秋天离开的鸟。

旅鸟 春秋季节，鸟类在迁徙
过程中在一地作短暂停留，补充食
物，等精力充沛后再继续迁飞。对
当地人来说，它们就是旅鸟。

●反嘴鹬（yù），主要沿东线
沿海迁徙的水鸟，少数会在内陆沿
中线迁徙，每年10月偶尔见于洛
河、伊河，最远迁徙至印度、非洲。

●中华秋沙鸭，国
家一级保护动物，全球
只有 3000 多只，每年
10月迁徙经过洛阳，有
20只左右在黄河、洛河、
伊河越冬，对水质要求
很高，以鱼类为食。

●红嘴鸥，很常见
的越冬鸥类，每年10月
迁徙经过洛阳，洛阳各
个水系都有其越冬种
群，主要以鱼类为食。

●白尾鹞，国家二级
保护动物，每年9月迁徙
经过洛阳，少数几只在黄
河、洛河湿地越冬，以鼠类
和鸟为食。

●大天鹅，国家二级保护动物，每年10月迁徙经过洛
阳，有几十只在孟津黄河湿地越冬，以植物、谷类为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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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我国的候鸟迁
徙路线中，1条经过洛
阳。如果这些行经洛阳
的候鸟能在这里越冬，
将是多么美的风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