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0 年连云港海域海鸟调查报告 

 

项目执行概况 

按项目计划，一共进行了 5 次出海调查，分别涵盖了春夏秋冬四个季节。调查人员以江苏野

鸟会以及上海野鸟会的水鸟调查人员为主力，并培养其它鸟人参与调查。 

我们同时开展了一系列的保育活动，包括在南京的学校的讲座，以及秋季调查中在连云港游

客码头的图片展，并制作了部分纪念品用于出售和赠送。 

项目组成员： 

 章麟  江苏野鸟会 

 李静  上海野鸟会 

 韩永祥  江苏野鸟会 

 文宝达  泰国 

 袁屏  江苏野鸟会 

项目活动 

时间 内容 备注 

2010 年 1 月 2 日 冬季出海  

2010 年 1 月 23 日 冬季出海 山东日照海域 

2010 年 3 月 10 日 南京项目会议  

2010 年 4 月 3 日 春季出海  

2010 年 4 月 29 日 学校讲座 南京市建康路小学 

2010 年 6 月 14 日 夏季出海  

2010 年 10 月 2～3 日 连云港鸟类图片展和海鸟保育宣传 连岛游客码头 

2010 年 10 月 2 日 秋季出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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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查情况 

调查地点概述： 

调查海域属于江苏省连云港市。江苏省的沿海地貌主要是泥沙淤积滩涂。连云港市位于

江苏省最北端，与山东半岛接壤。山东半岛周边多基岩质岛屿。连云港境内的若干基岩质岛

屿，是江苏省仅有的基岩质岛屿。由连云港出海不远即可到达较深的水域，适合观察一些不

常靠近陆地的海洋鸟类。 

距离连云港市东北约 40km 的车牛山岛（N34°59.772’,E119°49.285’），是该调查的

主要目的地。车牛山岛附近的达山岛（N35°00.678’,E119°53.213’）时有造访。平山岛

距离较远，未造访。 

调查时间及情况概述： 

 2010 年 1 月 2 日。因风浪过大中途返航，未取得有效数据。 

 2010 年 1 月 23 日。日照岚山港(N35°09.233’,E119°22.741’)出发，至车牛山

岛和达山岛。大型渔船，速度约 20km/h，单程航行至车牛山岛约 2 小时。9点左右

出港，晴，风力 3-4 级，海面平静。能见度超过 15 千米。午后抵达车牛山岛，气

温较高。但天空出现少量云，且风力加大，气温立刻下降。14：30 离开达山岛，

回程风力 4-5 级。17：30 天黑后进港。 

 2010 年 4 月 3 日。连云港连岛码头（N34°46.576’,E119°26.354’）出发，至

车牛山岛。中型渔船，速度约 12km/h，单程航行至车牛山岛约 2 小时。东风 4-5

级，晴，略冷（7-15°C），浪高低于 1米。中午抵达海岛（10km 外可见车牛山岛）。

下午回程风力和海浪均加大，浪高 1.5 米，海水逐渐变黄。16：30 返回连岛码头。 

 2010 年 6 月 14 日。8：00 连云港连岛码头（出发，至车牛山岛。中型渔船，船速

小于 14km/h。西北风 2-3 级，阴，略冷（20°C），能见度较低，仅 4-5km。浪高低

于半米。一小时后转多云，能见度改善至 8-10km。中午抵达海岛略作停留后回程。

回程风力、能见度和海浪无变化，天气转阴。船速小于 14km/h。17：30 返回连岛

码头。途中首次尝试使用诱饵引诱管鼻类等海鸟靠近，但经验不足，未成功。 

 2010 年 10 月 2 日。8:00 连云港连岛码头出发，至达山岛。晴，风力 3-4 级，海面

平静。12 点抵达达山岛，途中气温不高，天空曾有少量云出现，且风力有上下浮

动，气温随之升降。18:00 左右离开达山岛，回程风力 4-5 级，风浪较大。22：30

天黑后进港。 

调查方法： 

渔船基本匀速直线前进。在船上依靠肉眼及 8～10 倍双筒望远镜进行观察。条件允许时，

使用 20 倍以上单筒望远镜观察。遇到距离航线较近的浮于海面的海鸟时，则驶近观察。使

用 GPS 确定距离，在大致相当的距离间隔内（通常为 5km）记录该区域内的海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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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查结果： 

1. 鸟类群落结构 

该年调查总共记录到 2目 6 科 17 种海鸟 2127 只次（不含未识别海鸟），见下表。 

名称 居留型 四次调查只次 多度等级 

雁形目> 鸭科    

1. 斑脸海番鸭 Melanitta fusca 冬 14+0+0+2=16 稀 

2. 红胸秋沙鸭 Mergus serrator 冬 176+21+0+0=197 常 

鹳形目> 鸥科    

3. 黑尾鸥 Larus crassirostris 留（主要为夏） 15+40+476+3=534 优 

4. 灰林银鸥 Larus heuglini 冬 0+5+0+0=5 稀 

5. 织女银鸥 Larus vegae 冬 5+5+0+0=10 稀 

6. 蒙古银鸥 Larus mongolicus 冬 30+20+0+0=50 常 

7. 红嘴鸥 Larus ridibundus 冬 150+278+0+120=548 优 

8. 普通燕鸥 Sterna hirundo 旅 0+0+0+4=4 稀 

9. 白翅浮鸥 Chlidonias leucoptera 旅 0+0+331+0=331 优 

10. 斑海雀 Brachyramphus perdix 冬 5+0+0+0=5 稀 

11. 扁 嘴 海 雀 Synthliboramphus 

antiquus 

冬 10+6+0+0=16 稀 

鹳形目> 科    

12. 凤头 Podiceps cristatus 冬 25+0+0+0=25 常 

鹳形目> 鸬鹚科    

13. 暗 绿 背 鸬 鹚 Phalacrocorax 

capillatus 

冬 1+0+0+0=1 稀 

鹳形目> 潜鸟科    

14. 黑喉潜鸟 Gavia arctica 冬 46+5+0+0=51 常 

15. 白嘴潜鸟 Gavia adamsii 冬 2+0+0+0=2 稀 

鹳形目> 鹱科    

16. 白额鹱 Calonectris leucomelas 旅 0+2+0+2=4 稀 

17. 黑 叉 尾 海 燕 Oceanodroma 

monorhis 

夏 0+0+19+0=19 稀 

    

未识别海番鸭  55+0+0+0=55  

未识别秋沙鸭  0+2+0+0=2  

未识别鸥  0+161+0+0=161  

未识别银鸥类  0+3+0+50=53  

未识别鸬鹚  0+34+0+0=34  

未识别潜鸟  0+4+0+0=4  

未识别海鸟  0+100+0+0=100  

*名录参考《中国观鸟年报 2007》 

**以调查期间每种鸟的数量占所有鸟的总数的比例作为划分种群数量等级的优势度指数。超过总数 10 %为

优势种（优），1 %～10 %为常见种（常），1 %以下为稀有种（稀）(高纬 19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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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鸟类居留型进行分析发现，本次调查到的海鸟中留鸟 1 种，冬候鸟 12 种，旅鸟 3 种，

还有夏候鸟 1 种。在个体数量上，冬候鸟比例占总数量的 58.1%，留鸟比例占总数量的 25.1%，

夏候鸟比例占总量的 0.9%，旅鸟比例占总量的 15.9%。此次调查的鸟类优势种有黑尾鸥、红

嘴鸥和白翅浮鸥等 3 种；常见种有红胸秋沙鸭、蒙古银鸥、凤头鸊鷉和黑喉潜鸟等 4 种，其

他 10 种鸟类为稀有种。黑尾鸥和红嘴鸥的数量之和占记录到的海鸟总数的 50.9%。 

 

2. 鸟类多样性和均匀性 

由码头至车牛山岛的航线上，于码头驶出约 20km 后离开人工养殖区域。之后无任何礁

石，直至靠近车牛山岛。这一段有时会漂浮一些海草。 

鸭类及凤头鸊鷉可出现于从陆地到岛礁的各处，但在岛礁处聚集明显。岛礁处海水较浅，

适合它们觅食。岛礁也可以为它们提供停栖之地。 

暗绿背鸬鹚为典型的远洋海鸟，在岛礁居留的情况与上述鸟类类似。 

多数鸥类喜欢跟随人类活动觅食，因而在冬、春、秋季，当近海处的人工养殖区域处于

生产时间时，有大量鸥类聚集，以红嘴鸥和银鸥类尤甚。在夏季休渔期时，人工养殖区域内

也很少有生产活动。虽然此时是黑尾鸥的繁殖期，在车牛山岛附近岛礁有大量黑尾鸥，但他

们并不集大群光顾人工养殖区域。燕鸥类在迁徙时会被漂浮海草吸引，集群觅食及停歇于海

草之上。 

海雀类当中，斑海雀为越冬鸟，记录于距陆地 15km 处，着非繁殖羽。而扁嘴海雀仅记

录于岛礁附近。与同时期的斑海雀不同，它们着繁殖羽。据资料记载，扁嘴海雀在此地为繁

殖鸟，且繁殖期较早，可解释上述观察结果。但实际并未观察到其繁殖行为，是否在更远的

平山岛有繁殖尚不明朗。 

潜鸟类中，黑喉潜鸟分布较均匀，在人工养殖区域外至岛礁散布。它们常单独活动，或

仅集小群活动，对人类干扰较敏感，因而不出现于人工养殖区域内。白嘴潜鸟数量较少，仅

在岛礁附近观察到，情况不详。 

鹱科鸟类中，白额鹱在山东沿海岛屿繁殖，夏季见于海上，但数量不多。本次调查中仅

于迁徙期记录到少量。黑叉尾海燕是夏季除黑尾鸥外最常见的繁殖海鸟。它们也喜欢跟随海

草等漂浮物，寻找浮于海面的食物，因而更靠近人工养殖区域处的近海，而不见于岛礁附近

的远海。 

总体上看，该海域鸥科鸟类无论种类还是数量都明显多于其他科的海鸟。 

 

其他鸟种：多种鸭及潜鸭类，多种鸥类，小鸊鷉和黑颈鸊鷉，红喉潜鸟。这些鸟种及上

表所列部分鸟种，记录于内陆或紧靠海岸处，未统计入上表。 

以往记录鸟种：长尾鸭，冬或旅鸟；白斑军舰鸟，迷鸟。 

调查培训 

在春季调查和秋季调查的休息时间，由项目成员章麟安排了 2 次海鸟辨识培训，包括常见海

鸟，以及重点调查海鸟的辨识以及居留状况。共有 8 名项目成员现场参与了讲座。 

该讲座已经制作成光盘，供鸟友交流，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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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调查人员名单： 

共有超过 30 名，来自上海，南京，连云港，北京，武汉，福鼎等地的观鸟爱好者参与了 5

次出海调查。感谢他们的支持。 

 

1. 章麟 

2. 李静 

3. 韩永祥 

4. 文宝达 

5. 袁屏 

6. 李宗丰 

7. 成素博 

8. 陈亮 

9. 雷进宇 

10. 董文晓 

11. 柴文函 

12. 宋子牛 

13. 韦晔 

14. 张永 

15. 邹维明 

16. 金轶群 

17. 刘佳 

18. 王瑞卿 

19. 黄晓清  

20. 沈越 

21. 孙少海  

22. 万绍平 

23. 万承缘 

24. 韩静 

25. 朱觅辉 

26. 陈宏 

27. 叶亚东 

28. 李晶 

29. 陈学军 

30. 姜德峰



环境教育和保育活动 

南京学校讲座 

2010 年 4 月 29 日，2010 年－2011 年连云港车牛山岛海域海鸟调查项目宣教志愿者韦

晔在南京市建康路小学分别为该校四年级、五年级学生做讲座，约 200 名学生参与，主题为

《爱上自由鸟》，并向小学生赠阅《鸟类图谱折页》50 份，向学校赠送一本《中国野外鸟类

手册》。 

讲座中，除了介绍江苏常见林鸟和海鸟外，志愿者还向小学生们介绍了正在执行的“2010

年－2011 年连云港车牛山岛海域海鸟调查项目”，学生对海燕、潜鸟兴趣浓厚。 

这次讲座活动与金陵晚报社联办，该活动在《金陵晚报》，『校园』新闻版做了连续报道。 

连云港图片展和海鸟保育宣传 

时间：2010 年 10 月 2 日 9：30～12：00 和 2010 年 10 月 3 日 15：00～17：00 

地点：连云港连岛游客码头 

展出资料：连云港常见鸟类，连云港车牛山岛海域鸟类调查等 4 幅 120*90 的喷绘 

纪念品：南京常见鸟类折页，上海常见鸟类折页，斑尾塍鹬小册子，沿海同步水鸟调查小

册子，《上海水鸟》2 本（出售用），连云港海鸟粘纸，中国鸟类观察明信片（出售用）等；

连云港车牛山岛海域鸟类调查纪念 T 恤（出售用） 

志愿者：董文晓，李静，金轶群 

 

活动回顾： 

10 月 1 日，国庆长假第一天，天气阴凉，来游客码头乘坐快艇的游客以外地游客居多，

三口之家，以及夫妻，情侣构成大部分人流，中老年游客比重较小，期间有 2 辆旅游大巴停

靠在游客码头。游客码头的管理人员以及周边的城管人员也有来摊位了解活动情况并阅览鸟

类图片资料。 

来到图片展摊位的游客估计在 150 人左右，其中 15 岁以下小孩估计在 40 人左右，都给

他们贴上了海鸟粘纸，成人游客在驻足阅读喷绘画面，以及摊位浏览资料，都可以取得南京

常见鸟折页或上海常见鸟折页，对更有兴趣的游客，我们还会介绍具体连云港执行项目，沿

海同步水鸟调查以及通过斑尾塍鹬小册子介绍鸟类迁徙的概念。 

大部分游客都只是初步了解我们这是个爱鸟，保护鸟类的宣传活动。有部分游客会询问

哪里有出售鸟类，以及野生鸟类的价钱。约有 5 名游客了解到我们是通过观鸟以及鸟类调查

推广鸟类保育，表示有兴趣，并询问江苏野鸟会以及上海野鸟会网页。还有部分游客会主动

介绍自己家乡鸟很多，说出折页上的部分鸟名，并举报当地存在的部分违法捕鸟活动。有一

位连云港本地人，反应迁徙期前三岛上部分官兵会捡鸟蛋并食用。而同日，我们会有登岛露

营的观鸟活动，这个活动相信会部分改变驻岛官兵的鸟类保育观念。 

游客码头的游客基本都是卡片机使用者，并没有特别的摄影爱好者来询问野生鸟类的摄

影技巧，和以前的图片展稍有区别。由于喷绘的部分内容是连云港墟沟小学的校本课程，本

地的有小孩的游客表现出兴趣并询问是否这个是学校活动。 

第一天上午的活动，只是算是一个良好的开始，和上海，南京的市民或游客比较，连云

港地区的鸟类保育观念还比较淡薄，对鸟类调查，以及观鸟的了解还很缺乏。部分游客对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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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这种公益宣传活动尚存质疑，认为只是一般纪念品出售的摊位。尽管明信片获得很多人

的关注，但由于是出售纪念品，几乎所有人都会选择索取免费的折页。 

10 月 2 日下午的活动，由于是日大风，游客基本不在广场附近停留，只有部分巴士游

客会获取一些图片资料。 

 

纪念品发放小结 

南京常见鸟类折页：  200 

上海常见鸟类折页：  50 

斑尾塍鹬小册子：  25 

沿海同步水鸟调查小册子：30 

连云港海鸟粘纸   60 枚 

中国鸟类观察明信片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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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宣传 

日期 媒体 发行城市 内容 

2010 年 3 月 24 日 《金陵晚报》 江苏省 项目介绍 

2010 年 4 月 11 日 《金陵晚报》 江苏省 春季出海报道 

2010 年 4 月 29 日 《金陵晚报》 江苏省 建康路小学爱鸟讲座 

2010 年 10 月 11 日 《苍梧晚报》 连云港市 秋季出海报道 

详细内容见附录 2

8 
 



总结： 

以往对于中国东部沿海的海鸟所进行的调查研究很有限，观鸟者开展的海鸟观察活动近

年来才逐渐兴起，可借鉴的资料不多。该调查之前进行的观鸟活动，已经填补了多项该地区

的空白。例如白斑军舰鸟、长尾鸭、白嘴潜鸟等均为江苏省新记录。该调查记录到的斑海雀，

以往记录于临近的山东青岛海域，此次为江苏省新记录。冬季记录到白嘴潜鸟，结合上一个

冬季的记录以及之前几年美国学者所做卫星跟踪记录，可以说明其在该海域是定期越冬鸟，

而非以往认为的在中国属于迷鸟。 

该调查所进行的四次出海活动，对深入了解该区域海鸟来说远远不够。例如贼鸥类可能

迁徙经过此处（江苏省鸟类名录里有中贼鸥），但没有被记录到。若干鸟种仅记录到一次，

无法详细知道其迁徙或繁殖的规律。海鸟观察困难，出海条件艰苦，不确定性大，费用较高，

乐于参加的鸟友不多。如何调动鸟友的积极性，培养对海鸟的兴趣，是各鸟会值得探讨的问

题。 

连云港地区的观鸟活动还很薄弱，观鸟基础还比较差，经过这次活动，也部分推动了当

地的观鸟活动的开展，江苏野鸟会将在今后继续开展连云港地区大陆观鸟以及出海观鸟等活

动。 

 

鸣谢： 

香港观鸟会中国项目小额基金提供了主要资金资助。江苏野鸟会及上海野鸟会会员参与

了大量前期准备工作，并携北京及武汉鸟友参与了出海的调查。在媒体宣传及群众普及方面，

上述鸟会也做了大量贡献。特别是连云港鸟友韩永祥及驻连云港的泰国鸟友文宝达。日照鸟

友 李 宗 丰 赞 助 及 安 排 了 由 日 照 出 海 的 调 查 ， 保 证 了 全 年 调 查 的 完 整 性 。

Shanghaibirdingtour.com 友情资助的部分调查费用，弥补了经费不足的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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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I：活动照片 

出海照片 

 

冬季日照出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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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季出海 

 

 

 

夏季出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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秋季出海 

辨识讲座照片 

 
4 月出海辨识讲座 

12 
 



 

6 月出海辨识讲座 

学校讲座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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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愿者韦晔在学校讲座 

 
同学踊跃发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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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展和海鸟保育宣传 

 
志愿者介绍项目，以及发放常见鸟类折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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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客浏览展板 

 

 

兴高采烈的小游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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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云港项目纪念品图片 

 

 

连云港纪念 T 恤图案，实物为深绿色底色 T 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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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鸟粘纸 2 款 

 

海鸟辨识光盘（内容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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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II：部分媒体报道 

 
《金陵晚报》4 月 1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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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陵晚报》4 月 2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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