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泄殖腔 壁薄柔软，前与直肠连接，后通

泄殖孔（图!），泄殖腔为不规则的斗状，是消

化、泌尿、生殖三个系统的共同通道，泄殖腔的

平均长度为"#$%&，约占消化道的!#’(，测量

数据见表)。

表$ 冠鹤泄殖腔的测量值及其与体长比较

序 号

! * " + , )
平均

全长（%&） "#, +#" "#, "#$ " +#, "#$
与体长比（(） "#$ "#, +#, "#+ *#" +#* "#’

% 讨 论

由表"!)的数据中，我们可以看出幼鹤的

消化道生长发育与体长的生长发育并不同步，

从总的趋势看，冠鹤消化道的发育在幼年时占

有一定优势。

"号标本的各测量数据与体长的平均比值

均要明显高于其它标本的平均比值，可以看出

"号冠鹤消化道发育较早、较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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雪雁在中国的重新发现

朱书玉 吕卷章 王立冬
（山东黄河三角洲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 东营 *,’/.!）

摘要：雪雁据文献记载在中国为偶见冬候鸟，且几十年来，一直没有发现。本次在黄河三角洲自然保护

区重新发现，并越冬))天。二个月观察表明：雪雁在此越冬情况良好。查阅有关文献，暂确认为偶见冬

候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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雪雁（!"#$%&’$%()$#&$"#）过去在中国曾有

过记录，但近几十年来，一直不见其踪迹。本次

雪雁的重新发现，证实雪雁在中国又有分布。

文献记载该种鸟类在亚洲为偶见冬候鸟或迷

鸟。雪雁在黄河三角洲自然保护区越冬约!!
天。我们对其进行了日活动规律、活动范围等

方面的研究。

! 重新发现地位置及概况

山东黄河三角洲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以下

简称自然保护区）位于山东省东营市的黄河入

海口处，北临渤海，东靠莱州湾，介于东北亚内

陆和江淮平原之间。地理坐标为东经""#$%!&
!""’$()&，北纬%*$%+&!%#$"(&。

自然保护区总面积为"+%))),-(，现行黄

河入海口在自然保护区境内。自然保护区是中

国暖温带最年轻、保存最完整、面积最大的以保

护河口新生湿地生态系统和珍稀濒危鸟类为主

体的湿地类型。自然保护区属暖温带季风气候

区，气候条件适宜，大面积的浅海滩涂和沼泽，

丰富的植被和水生生物资源，为鸟类的繁衍生

息、迁徙越冬提供了优良的栖息环境，成为东北

亚内陆和环西太平洋鸟类迁徙的重要中转站、

越冬栖息地。自然保护区年平均气温"".’/，

年太阳总辐射为+%!0.)12／-(，年平均日照总

时 数 为 (*#".* 小 时，年 平 均 降 水 量 为

+’(.(--，全年平均风速为%.*-／3。""月份

月平 均 温 度 为+.#/，"(月 份 平 均 温 度 为

4".%/。野 生 植 物 主 要 有 芦 苇（*+%’,-./$#
’(#/%’).#）、柽 柳（0’-’%.1&+."$"#.#）、碱 蓬

（2(’3$’+$/$%45/$%’）、白茅（6-5$%’/’&7)."3%.8
&’）等，农 作 物 主 要 有 冬 小 麦（0%./.&(-’$#8
/.9(-）、大豆（:)7&."$-’1）等。

" 雪雁野外形态描述

雪雁体长约*)5-，大小与豆雁（!"#$%;’8
<’).#）几乎相等或略小。全身除嘴和脚为红色，

初级飞羽为黑色外，通体白色。初级飞羽较长，

突出于尾上。站立时，黑色初级飞羽覆盖于尾

羽之上。飞翔时，嘴、脚红色，翅尖黑色明显，其

余皆白色。嘴短厚，赤红色，嘴端黑。

# 重新发现过程

#$! 初次发现 "’’*年""月"*日上午")6
(+，在自然保护区大汶流管理站八片麦地，发现

(只雪雁，混杂在+)))余只豆雁群中。地理坐

标为东经""#$+’&，北纬%*$0!&。(只雪雁在豆

雁群中非常醒目。(只雪雁相距约"-，同豆雁

一起平静地觅食冬小麦苗，时而抬头眺望。观

察人员在距离其约!))-时，初时表现惊慌，鸣

叫并扇翅，但并没有起飞。时间长了，习惯后，

又安静地取食。

#$" 监测结果 在自然保护区冬季鸟类调查

中，雪雁仅分布在大汶流管理站，其它地点并没

发现，整个越冬期为!!天。(个多月的连续监

测发现，(只雪雁均固定在同一地点，其日活动

规律较固定，每天上午于麦田中觅食、休栖，中

午则飞至黄河河道补充水分，其间在河道内停

留约(小时。下午(6))左右又迁至麦田中觅

食，但取食不如上午频繁。下午+6))左右飞往

河口滩涂处夜栖。其活动均与豆雁群同步。觅

食地 与 河 道 相 距 约(7-，与 夜 栖 地 相 距 约

")7-，其活动范围约()7-(。如有人为干扰，

雪雁随豆雁群一起迁至附近麦田活动觅食，并

不远飞。

在雪雁活动的区域内越冬鸟类主要有豆

雁、针 尾 鸭（!"’#’&(/’）、斑 嘴 鸭（!=54$8
&.)4%+7"&+’）、丹 顶 鹤（:%(#>’54"$"#.#）、灰 鹤

（:=,%(#）、白额雁（!"#$%’)<.;%4"#）、鸿雁（!=
&7,"4.3$#）、小沙百灵（?’)’"3%$))’%(;$#&$"#）、

云雀（!)’(3’’%9$"#.#）、白$%（@4/’&.))’’)8
<’）、白尾鹞（?.%&(#&7’"$(#）等。而在雪雁生

境内，与之生态习性最相似、关系最密切的鸟类

主要有豆雁、白额雁等雁类和灰鹤、丹顶鹤等鹤

类。上述鸟类均喜欢在麦田或豆地中觅食，在

河道中补充水分，在河口滩涂夜栖。

% 过去研究情况

赵正阶在《中国鸟类手册》中记载，雪雁繁殖

于北美北极地区和西伯利亚东北隅，越冬在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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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西伯利亚东部沿海、日本和我国。曾有报道

雪雁出现在我国河北省高碑店、保定，天津和长

江口（!"#$%&’(，)*+)!)*+,），而且在河北曾多

次出现和被报告（寿振黄，)*+-）。但近几十年来

却很少见有报道，在我国属偶见冬候鸟，数量极

为稀少，但雪雁在国外的种群数量却很丰富［)］。

郑作新［.］报道：雪雁仅分布于 我 国 河 北

界，长江口是否有分布，并不十分确定。

亚洲湿地局（#’(/01"23(45"267%8("%）［+］

在亚洲水禽数量统计（)*9:!)**)）：《亚洲水鸟

分布与现状》一书中，雪雁在亚洲为偶见冬候鸟

或迷鸟，只有小数量（约;<只）可能在中国越冬

或在亚洲其它地区作为迷鸟出现，以前仅在中

国鄱阳湖和印度有记录。

分析上述文献，我们可以做出以下结论：雪

雁经常在中国出现，主要分布于中国沿海一带，

但由于分布较分散，数量极少，所以遇见率不是

很高，应该确认雪雁在中国为冬候鸟。

! 分析与讨论

本次雪雁在黄河三角洲自然保护区的重新

发现，是中国近几十年来对该种鸟类的重新认

识，对中国及亚洲水禽的分布是一大补充，又重

新确认了雪雁在中国的分布，也增加了雪雁在

中国的新分布区。通过.个多月的观察，发现

雪雁在自然保护区内栖息环境良好，食物充足，

人为干扰少，雪雁可以在此安全越冬。雪雁本

次发现，应暂定为偶见冬候鸟。至于以后能否

重现，有待于进一步的观察。并建议加强自然

保护区的生境管理，尽量为鸟类越冬提供更加

适宜的环境条件。自然保护区对这一新物种的

出现也非常重视，认为新物种的出现，是保护管

理、生境得以改善的结果。并加强了栖息地的

封闭式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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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年秋季连续支网:,天，环志鸟类-+种;.-,只，原地回收.种:)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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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北林业大学帽儿山鸟类环志站（设在帽

儿山实验林场老爷岭森林生态实验站，+!,
人，支网+<!-<张），)**:年9月.+日!))月

,日（:,天）连续支网（晚间不撤）捕鸟环志，共

环志-+种;.-,只，超过本站以往各年环志量

之总和（表)）。本年度春秋两季共环志鸟类

::;<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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