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冰雪消融的若尔盖迎来黑颈鹤“恋爱季”

一念成水，相思成湖，这里
便是念湖。

念湖是位于云南省曲靖市
会泽县大桥乡和昭通交界处的
黑颈鹤自然保护区，原叫跃进水
库，后更名为念湖。

会泽念湖国际重要湿地地
处云贵高原乌蒙山区，属长江上
游金沙江一级支流牛栏江流域，
面积2260.75公顷，位于云南会
泽黑颈鹤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内，
是东亚-澳大利亚、中亚-印度
候鸟迁飞通道上的重要越冬地
和中途停歇地，也是黑颈鹤在云
贵高原上的固定越冬地之一，每
年有超过2万只水禽在此越冬
和停歇。

“来不过九月九，去不过三
月三”，这是黑颈鹤与念湖的约
定。多年来，农历九月初九前
后，成群结队的黑颈鹤便会从青
海等繁殖地长途跋涉飞来。保
护区护鹤员们每年都会专门种
植66.67公顷的蔓菁、土豆、萝卜
等黑颈鹤喜食作物，早早地为

“小精灵”们备足“口粮”。同时，
保护区内有比较适合黑颈鹤等
涉禽栖息觅食的浅水沼泽生境
达100公顷，里面的小鱼小虾等
高蛋白食物源丰富，让黑颈鹤等
越冬候鸟“荤素搭配”，美味不
断。等到来年农历三月初三左
右，天气渐渐回暖，这群“高原精

灵”又呼朋引伴，在高空中啼鸣
着北归，奔向青海、西藏等地，奔
向心中的又一方乐土。时间就
这样周而复始，四季轮回。

今年3月，千余只栖息在念
湖的黑颈鹤开始大规模北迁。
从3月12日开始，会泽保护区黑
颈鹤4天迁飞走了85%，迁飞时
间和去年一样。会泽黑颈鹤国
家级自然保护区护鹤员张书刚
说：“黑颈鹤迁徙是比较有规律
的，它们很善于捕捉外界温度的
变化。今年春节后，念湖气温回
升较快，黑颈鹤要赶着飞回繁殖
地。这个时间非常关键，如果错
过了关键时间，可能会错过重要
的食物来源和筑巢地点，连带着
影响黑颈鹤后代的孵化时间和
生存机会。”

今年1月6日，会泽黑颈鹤
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护局联合
中国科学院昆明动物研究所率
先完成第四次全国越冬鹤类同
步调查。经实地调查统计，会泽
念湖国际重要湿地鹤类总计达
1716只，比去年的1482只增加
234 只，其中黑颈鹤数量达到
1360只，占全球种群数量的近
10%，念湖也成为全国有名的候
鸟天堂，成为云南高原上众多鸟
类爱好者游玩、观赏珍稀鸟类的
最佳场所。
春城晚报·开屏新闻记者蒋琼波

黑颈鹤是国家一级保护动物，我国西部地区特有的野生动物，每年3月中下旬迁徙到繁殖地，
10月中下旬又南迁到越冬地，往返于青海、甘肃、云南、四川等地，是世界上唯一生长、繁殖在高原
的鹤。作为青藏高原湿地的“风向标”，黑颈鹤在生物多样性保护工作中具有非常重要的地位。

为展现各地生物多样性保护成效，让更多人关注黑颈鹤这一珍稀物种,青海西海都市报、四川
封面新闻（华西都市报）、云南春城晚报（开屏新闻）、甘肃兰州晨报（奔流新闻）等四家主流媒体，联
合推出“黑颈鹤之旅 生态美之路——青甘川滇四省联动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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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尔盖湿地是世界上面积最大、保
存最完好的高原泥炭沼泽湿地，也是黑
颈鹤最重要的繁殖地。自2019年以来，
阿坝州若尔盖县共计3次累计给30只黑
颈鹤幼鸟安装了微型卫星定位追踪器。
追踪器可以记录黑颈鹤迁徙途中的经
度、纬度，以及飞行的高度、速度等数据，
可进一步获得黑颈鹤迁徙路线、活动规
律以及越冬地和繁殖地等相关信息，通
过对这些信息进行分析研究，可为有效
保护黑颈鹤提供科学依据。

若尔盖县湿地管理局科长索朗夺
尔基说，监控获取的迁徙路线显示，“黑
颈鹤去云南、贵州过冬的直线飞行距离
有八九百公里，我们观测到，有一年它
们只花了两天半就飞到了。”

根据近几年的观测，黑颈鹤大概每
年3月中旬从云南、贵州陆续飞回若尔

盖进行繁殖，“4月底到5月中旬筑巢，5
月底到6月中旬开始产卵，7月小鹤陆
续破壳而出，10月底11月初时，它们
会一两百只成群，再迁徙到云南、贵
州。”索朗夺尔基说。

在若尔盖花湖湿地深处，巡护员如科
是若尔盖守护黑颈鹤时间最长的人，他与
黑颈鹤为邻16年。在黑颈鹤的“恋爱

季”，他会走进湿地，迎接黑颈鹤的归来。
在如科眼里，守护好黑颈鹤，就是

守护好若尔盖花湖湿地，亦是守护黄河
的天然蓄水池。数据显示，花湖每年为
黄河补水44亿立方米左右，占黄河多年
平均天然径流量7.58%。这里蕴藏着丰
富的高原泥炭资源，在调节气候、保持
水土和减少温室效应等方面发挥着重

要作用，也是黑颈鹤的重要栖息地、繁
殖地和珍稀濒危鸟类迁徙路线的关键
节点和中转站。

2022年5月，四川与甘肃共同创建
若尔盖国家公园获批，对构建青藏高原
国家公园群、保障黄河上游地区生态安
全、应对全球气候变化具有重要意义。
四川若尔盖湿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
理局有针对性地对核心区牧户采取一
次性补偿、季节性限牧还湿补偿、禁牧
还湿补偿、草畜平衡补偿等，推动湿地
生态保护。

如今，若尔盖国家公园的黑颈鹤从
407只增长到1000只左右，保护区内
的国家一级保护动物也由原来的9种
增加至17种，越来越多的“高原精灵”
爱上了这片高原湿地乐园。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杨霁月

若尔盖湿地的黑颈鹤

4月初，长江源头的青海省玉树藏
族自治州隆宝滩，依旧是一幅冬日景
象。放眼望去，无垠的草原上难觅春的
气息。“今年天气时冷时热，黑颈鹤种群
抵达时间比去年晚了10天。”玉树隆宝
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站站长巴桑才仁
说，往年这个时候，迁徙到隆宝滩的黑颈
鹤基本全数抵达，而今年到目前为止只
有几十只。

隆宝滩被誉为“黑颈鹤的故乡”，是
我国第一处以保护黑颈鹤繁殖地为主的
保护区，也是黑颈鹤迁徙途中的主要中
转站之一。截至目前，隆宝滩记录到的
黑颈鹤数量最高达216只，是青藏高原
黑颈鹤重要的栖息繁殖地之一。

高原的春天，尽管寒风凛冽、大雪纷
飞，但依旧挡不住黑颈鹤的到来。3月
底，一对黑颈鹤夫妇不畏艰难，一路飞越
喜马拉雅山，率先抵达隆宝滩。它们的
到来，让沉寂了一个冬天的隆宝滩热闹
起来。随着天气转暖，隆宝滩的气温逐
渐上升。从3月底到现在，先后有60多
只黑颈鹤陆续抵达隆宝滩。

黑颈鹤的到来，也让巴桑才仁和同
事们忙碌起来。他们每天除了用远程设
备观察黑颈鹤迁徙动向外，还带着设备
到隆宝滩周边巡护。巴桑才仁说，每年
到了黑颈鹤迁徙季，他们都时刻保持警
惕，防止外界的干扰。

春季北迁到隆宝滩的黑颈鹤，主要
来自雅鲁藏布江流域的西藏、云南等地。

“黑颈鹤的一生充满艰辛和挑战，我们要
保护好每一只黑颈鹤。”巴桑才仁说，作为
黑颈鹤的守护者，他和同事们会保护黑颈
鹤在隆宝滩度过一段美好的日子。

此时，与隆宝滩相距千里的青海湖，
又到了一年的“开湖季”。这个季节，青
海湖湿地一片安静。随着天气转暖，栖
息了一个冬天的大天鹅陆续飞走了。难
得清静的青海湖湿地，又迎来了黑颈鹤。

黑颈鹤是唯一生活在高原的鹤类，
也是青海省“省鸟”，在青海三江源区、祁
连山、青海湖等地有种群分布。随着生态
持续向好，位于长江源头的隆宝、嘉塘、班
德湖等地，黑颈鹤种群数量稳步增加。

西海全媒体记者 赵俊杰

随着冰雪消融，天气逐渐转暖，4
月的祁连山国家公园酒泉片区迎来一
年一度候鸟“打卡”。在甘肃盐池湾湿
地，黑颈鹤、斑头雁、赤麻鸭等多种珍
稀候鸟时而展翅起舞，时而嬉戏觅食，
呈现出“飞鸟翔集、千鸣百啭”的景象。

“今年至目前为止，已监测到黑
颈鹤60多只。黑颈鹤亚成体还未监
测到。”近日，祁连山国家公园甘肃省
管理局酒泉分局党河湿地保护站站
长杨巨才说，在全球8条主要候鸟迁
徙路线中，东亚-西非、东亚-澳大利
亚2条候鸟迁徙路线在盐池湾交会，
使得盐池湾湿地成为各种鸟类重要
的繁殖地和迁徙途中停歇地。在盐
池湾湿地境内，有湿地鸟类64种，优
势种主要有黑颈鹤、斑头雁、赤麻鸭、
红脚鹬等。其中，黑颈鹤为中国特有
种，是世界上唯一仅在高原繁殖的鹤
类。每年3月下旬，黑颈鹤北迁到甘
肃盐池湾湿地落脚，它们常常栖息在
沼泽地、湖泊及河滩等地带，4月中旬
在这里交配、营巢、繁殖，5月初产卵，
雏鸟30天至33天破壳。

“黑颈鹤对爱情十分忠贞，它们
终身奉行一夫一妻制，尤其在繁殖
期，雌雄黑颈鹤常常轮换孵卵，另一
只则会不离不弃地陪伴在身边。它
们共同守护着幼鹤的出生、成长，直
到9月底，才会带领着幼鹤开始南迁，
从甘肃盐池湾湿地迁徙到西藏自治
区林周县境内越冬。”杨巨才说，每年

“候鸟先头部队”一抵达盐池湾，管护
人员便加大日常巡护力度，湿地资源
保护宣传、森林草原防火、疫源疫病
监测、旅游摄影人为干扰因素等成为
日常巡护的重点工作，工作人员尽最
大努力守护黑颈鹤的“爱巢”。

记者从祁连山国家公园酒泉分
局了解到，盐池湾黑颈鹤种群数量呈
逐年显著增加趋势，自2013年开展黑
颈鹤常规监测工作以来，总体上较为
健康稳定，是一个相对独立的繁殖种
群，种群总数已从2013年的86只增
加至2022年的208只。

奔流新闻·兰州晨报记者曹勇

千里追春风

点
位

四
川
若
尔
盖
湿
地

点
位

青
海
隆
宝
滩

点
位

甘
肃
祁
连
山
国
家
公
园
酒
泉
片
区

点
位

云
南
会
泽
念
湖
湿
地

暂未监测到亚成体上千只黑颈鹤啼鸣北归

云南会泽念湖湿地的黑颈鹤。

60多只鹤已陆续抵达
天气回暖 黑颈鹤如约而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