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看到这里，你是不是有很多问号：同步调查？调
查样点？数十万计的候鸟难道是一只只数出来的？

从2010年开始参与洞庭湖越冬水鸟调查的牛
艳东说，“这个水鸟同步调查有点像人口普查，不
过比人口普查要困难。”

2020年，我国在开展了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
相信大家都很配合。但警惕又能飞的水鸟们，可就
没这么配合了，希望它们乖乖在原地，等调查员数
完了再飞走，更是奢望。

数量庞大、外形相似的雁鸭、鹬类等水鸟，在
越冬地尽情嬉戏游荡。上午在采桑湖，下午就可能
飞到了其他地方。为了避免出现重计或者漏计，调
查员会在同一时间、不同地点，同时开展调查，也
就是同步调查。

鸟又是怎么数的？ 牛艳东介绍， 计算鸟的数
量，一般是采用两种方法，第一种是直接计数法，
比较珍稀的物种就是一只一只数， 如那140只黑
鹳；第二种则是集团计数法，比如雁鸭类，数量多、
密度大，因此采用这种统计法。

以雁鸭为例，由于它们的相对密度差不多，调
查员会将某一区域分成一个个小网格， 然后对其
中某个网格的雁鸭数量进行计数， 估算多次后取
平均值，最后测算出这一区域的雁鸭数量。

【释疑】
算鸟方法有两种，比人口普查还要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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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3日是世界野生动植物日。
莽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内，国家一级重点保

护野生动物莽山烙铁头蛇在经历了2008年特大
冰灾的打击后， 种群数量现已恢复到500余条；
2020年， 乌云界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国家二级重
点保护野生动物中华虎凤蝶数量达1000只以上，
成为全国最大的中华虎凤蝶集中分布区之一。

记者从省林业局了解到， 除了越冬水鸟同
步调查外，我省还在3月3日第9个世界野生动植
物日前夕， 完成了湖南省第二次全国重点保护
野生植物资源调查、 湖南省第二次全国陆生野
生动物资源调查等。

省农林工业勘察设计研究总院高级工程师
费冬波告诉记者， 第二次全国陆生野生动物资
源调查共记录陆生野生脊椎动物837种，其中有
7个新种和52个新记录种。

截至2020年底， 全省已记录有脊椎动物
1045种， 占全国的22.1%。 已记录维管束植物
6186种（含种下等级），约占全国的18%。

或站立湖边，或低头觅食，或展翅盘旋……
1月12日，汨罗一处滩涂上，一群白鹭栖息，它
们或许没有感觉到来自三百米外的“窥视”。省
林科院副研究员牛艳东小心翼翼地将手里的单
筒望远镜推到最远，画面逐渐清晰，白鹭特征显
现，“嘴巴很长，20多厘米，有40多只白琵鹭。”

与此同时， 岳阳集成麋鹿省级自然保护区
长江故道大港段， 不远处滩涂上发现的一群黑
鹳， 则让东洞庭湖国家自然保护区管理局宋玉
成博士喜出望外。“1、2、3……” 宋玉成一边盯
着单筒望远镜， 一边指着滩涂上黑压压的一片
黑鹳，惊喜地说：“竟然有140只！”

黑鹳属于世界濒危珍禽、 国家一级重点保
护动物，也是重要的环境指示性动物，被列为濒
危物种。目前全世界仅存约2000只，国内不足
1000只，有“鸟中大熊猫”之称。

岳阳集成麋鹿省级自然保护区是长江下游
荆江段的一个江心岛， 浩瀚的水面和广袤的湿
地、滩涂，以及丰富的水草和水生动物，为各种
鸟儿提供了一个天然乐园。

黑鹳性格机警而胆小， 听觉、 视觉均很发
达，对栖息地环境要求很高，是山河间的隐者。
省林业局野生动植物保护处处长陈春华介绍，
黑鹳通常所见仅3至5只， 迁徙时常成10余只、
20多只的小群。140只黑鹳成大群出现在岳阳
集成麋鹿省级自然保护区栖息， 说明长江岳阳
段生态环境持续向好。

重点珍稀濒危物种
种群逐步恢复

348台红外相机
记录野生动物足迹

上述场景是今年1月， 省林业局组织开展
的洞庭湖越冬水鸟同步调查的一幕。经专家确
认，调查人员一次性监测到140只黑鹳，也是目
前国内发现的最大数量黑鹳种群。

期间， 调查人员共记录到水鸟74种40.4万
只， 除了黑鹳等国家I级重点保护鸟类5种447
只外， 还包括小天鹅等国家II级重点保护鸟类
12种2.5万只，“三有”鸟类57种37.8万只。所记
录的水鸟种数和数量刷新了历史记录。

在往年洞庭湖水鸟调查区———东洞庭湖
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西洞庭湖国家级自然保护
区、南洞庭湖省级自然保护区和横岭湖省级自
然保护区，设置调查样点52个，记录水鸟54种
29.8万只，较上年28.8万只增长1万只，同比增
长3.4%，占洞庭湖区域水鸟总数的73.9%。

除往年调查的洞庭湖4个自然保护区外，本
次还调查了洞庭湖区域4市26县24个自然保护
地的水鸟， 设置调查样点98个， 共记录到水鸟
10.6万只。

【场景】
国内最大“鸟中大熊猫”种群现身岳阳

【数据】
40.4万只，74种！均破历史记录

为了更精准、更有针对性地“数”鸟，在2021
至2022年洞庭湖越冬水鸟同步调查正式计数
前，调查人员还开展了全面的预调查，摸清了水
鸟集中栖息地， 最终在环洞庭湖区域确定了调
查样点150个，选取候鸟最为集中的固定时间段
计数。

东洞庭湖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还在水鸟比较
集中的地方安装了40个监控， 其中， 湖中间20
个，沿东洞庭湖大堤20个。该保护区管理局副局
长张鸿告诉记者，通过监控，预判了水鸟活动的
区域， 可以指导调查员对重点评估区做一些重
点调查。“监控数据也可以作为水鸟同步调查的
辅助，起到一定的修正作用。”

“40.4万只，这个数据准确性在90%左右。”从
事野生动植物调查已44年的湖南师范大学生命
科学院教授、博导邓学建说。

邓学建表示，开展同步调查时，有些水鸟可
能会在天上或林中， 或被植物等遮蔽而没有被
纳入计数，“但根据多种方法计算结果和多次计
数对比，误差应该不超过10%。”

数据准确性达90%

数九寒冬，洞庭湖就是水鸟的世界。鸟鸣啁啾，随处可见它
们的身影。那你知道，成群结队、时飞时停的水鸟到底有多少吗？
比往年多了还是少了？3月2日，记者从省林业局了解到，2021至
2022年洞庭湖越冬水鸟达40.4万只， 冬候鸟数量刷新历史记
录。那么，这些水鸟的数量是怎么数出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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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步调查，洞庭湖区的水鸟种数和数量刷新历史记录

40.4万只！“水鸟普查”是怎么做到的

与候鸟相比，野生的兽类，活动更加隐蔽，
对人的警惕性更高。“观察它们，放置红外相机
是最有效的方法。”邓学建介绍，调查人员把相
机固定在兽道、水源点等动物活动频繁处的树
干、岩石上，尽可能多地捕捉影像。

近来，三湘都市报就曾多次报道黑熊等野
生动物被红外相机抓拍。据悉，我省在各保护区
共投入了348台红外相机。一旦有动物闯入它们
的“观测”范围，便会被触发、自动拍照和录影。

红外相机最大作用是记录物种，但要相对
精准计量，还得依靠人们“走线”。调查人员按
1/10的比例选取被调查区域内植物最丰富的

区块，划定调查路线，沿线清查陆生野
生动物种类和数量。之后，按比例推算

整个被调查区域陆地动物情况。

专家说法

科普

物种调查

今年1月，调查人员在岳阳集成麋鹿省级自然保护区监测到的黑鹳种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