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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1月，我市鸟友“一苇”在伊河嵩县段发
现3只中华秋沙鸭，这在我市尚属首次。圈中鸟友
听说后激动不已，当即组织了一场小范围活动，果
然在同一河段看到了中华秋沙鸭的影子。

“像中了500万大奖一样！”一名鸟友这样讲起
当时的兴奋。

据了解，中华秋沙鸭为候鸟，在我国东北地区和
俄罗斯的西伯利亚繁殖，在长江以南越冬。之前，
鸟友要想看一眼中华秋沙鸭，至少要跑到江西。

2012年，鸟友“心灵之翼”在汝河汝阳段发现两
只中华秋沙鸭，经过长期观察，这两只为留境越冬

候鸟，几乎整个冬天都在该河段附近生活。
在此前后，鸟友先后在洛河洛宁段、孟津黄河

湿地及汝河附近发现了2只~6只不等的中华秋沙
鸭。鸟类专家分析，目前已可以确定洛阳为中华秋
沙鸭的越冬栖息地之一，估计每年在洛阳越冬的中
华秋沙鸭有20只，占全球总数的2%。

目前，我市是长江以北中华秋沙鸭数量最多的栖息地
过境鸟类变“留鸟”，见证洛阳生态环境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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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洛阳生态环境的改善，周边湿地的鸟儿也越来越多，其中有一种中
华秋沙鸭。它是冰河世纪残存下来的物种，是远古鸟类的“活化石”；它是国
家特一级重点保护鸟类，珍稀程度远超大熊猫和扬子鳄；它曾多次现身洛阳
境内湿地，留给人们无限遐想……

近日，本报记者与河南野鸟会的志愿者们一起，寻访洛、伊、汝三水系的
60多个观察点，跨越宜阳、嵩县、汝阳、伊川、洛宁、栾川等县，行程500多公
里，进行了为期3天的洛阳西南山区中华秋沙鸭物种调查。

1月28日，洛阳西南山区中华秋沙鸭物种调查
正式展开。本报记者与河南野鸟会的志愿者一起，
驱车从市区出发，沿洛河向西南山区方向行驶。

自中华秋沙鸭首次在洛阳现身到正式进行专
项调查，洛阳已准备了5年时间。

中华秋沙鸭有“鸟中大熊猫”之称，却比大熊
猫稀有得多，它作为第三纪冰川期后残存下来的
物种，距今已有1000多万年。中华秋沙鸭属雁
形目鸭科，目前全球仅存千余只，被列入国际濒
危物种红皮书和国际鸟类保护委员会濒危鸟类
名录。据文献记载，一名英国人1864年从我国
采集到一个雄性幼鸭标本，将其定名为“中华秋
沙鸭”。

鸭科动物多在草丛或河滩筑巢繁殖，中华秋沙
鸭却一反常态。到繁殖期，它们喜欢飞上枝头寻找
天然树洞，筑巢的树洞距离地面一般超过10米，奇
特的习性，让它们显得尤为神秘。

为了尽可能广泛地搜寻中华秋沙鸭，志愿者
尽量将观察范围扩大。在洛河洛宁段一处水面，
我们终于见到两只中华秋沙鸭的身影。

在离公路约80米处，我们通过望远镜看到一大
群绿翅鸭和绿头鸭在水中觅食。离鸭群约10余米处
的河心石滩上，一雌一雄两只中华秋沙鸭正站在石头
上休憩。

中华秋沙鸭头顶有向后伸展的冠状长羽，像
小姑娘的乌黑辫子一般，加之其腹部雪白，在鸭群
中很容易辨认。第二天，我们在汝阳汝河河面又
发现两只中华秋沙鸭。

真正的“丰收”出现在伊河嵩县段，在这里，我们
发现了10只中华秋沙鸭组成的鸭群。我们到达时，
鸭群正在水中“集体作战”，这是中华秋沙鸭特有的
团结协作：它们通过潜水驱赶，分头将鱼从四面八方
集中到浅滩处，缩小“包围圈”后再精准出击，几乎每
只秋沙鸭都能捉到鱼。

我们不禁为中华秋沙鸭的智慧与团结惊叹，
鸟友“恨狐”说：“中华秋沙鸭既聪明又挑剔，它们
对生存环境的要求很高，只有那些鱼多水质好、安
全隐蔽、既有激流又有浅滩的地方它们才愿意栖
息，这也是它们越来越稀少的原因。”

中国鸟类学会秘书长、北京师范大学生物学教
授张正旺说：“中华秋沙鸭通常在长江以南越冬，洛
阳发现的中华秋沙鸭鸭群是长江以北数量最多的，
为这一珍稀物种又增加了一个越冬栖息地。这对
研究中华秋沙鸭生活习性及全球气候变化都有一
定的参考价值，希望洛阳当地的鸟友及科研人员加
强监测，为中华秋沙鸭的安全越冬提供保障。”

它曾多次现身洛阳境内湿地，
鸟友称看见它“像中了500万”

它是来自冰河世纪的
“会上树的鸭子”

偶遇中华秋沙鸭鸭群，
看鸭群“集体打鱼”

它来自冰河世纪它来自冰河世纪，，它叫中华秋沙鸭它叫中华秋沙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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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30日摄于伊河嵩县段

1月29日摄于汝河汝阳段

1月29日摄于伊河嵩县段

1月28日摄于洛河洛宁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