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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鹤类现状及其保护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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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 要 ! 中国有 5 种鹤类，其中灰鹤（!"#$ %"#$）、黑颈鹤（!"#$ &’%"’()**’$）、丹顶鹤（ !"#$ +,-)&.&$’$）、白枕

鹤（!"#$ /’-’)）、赤颈鹤（!"#$ ,&0’%)&.）、蓑羽鹤（1&02")-)’3.$ /’"%)）在中国进行繁殖。中国政府为保护鹤

类采取了大量有效措施。本文在结合当前鹤类数量和保 护 现 状 的 基 础 上，对 中 国 鹤 类 的 保 护 对 策 进 行

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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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是世界上鹤种类分布最多的国家。世界生存的鹤类有 3% 种，中国有 5 种，占全世界

总数的近 # Y Z。在这 5 种鹤中，沙丘鹤（!"#$ (,&,3.&$’$）仅偶见于我国，可能是迷鸟；白鹤（ !4
*.#()%.",&#$）是否在中国境内产卵，有待进一步的调查研究。从现有历史记载来看，中国也是

爱鹤、养鹤、护鹤最早的一个国家。中国政府十分重视保护鹤类，自建国以来，颁布了有关鹤类

保护的一系列法律法规，并将黑颈鹤（ !4 &’%"’()**’$）、白头鹤（ !4 5)&,(2,）、丹顶鹤（ !4 +,-)&.&6
$’$）、白鹤、赤颈鹤（!4 ,&0’%)&.）列为中国国家一级保护动物；将灰鹤（!4 %"#$）、沙丘鹤、白枕鹤

（!4 /’-’)）、蓑羽鹤（1&02")-)’3.$ /’"%)）列为中国国家二级保护野生动物。鹤类保护日益受到国

际社会的重视。中国政府为保护鹤类，采取了大量有效保护措施。本文在分析中国鹤类分布

和数量的基础上，探讨中国鹤类的保护对策。

3! ! 中国鹤类的现状

为摸清中国鹤类分布及资源状况，中国对鹤类的分布和数量进行了多次区域性的调查，根

据近几年对鹤类的调查报道（ 马逸清，355$；王福麟，355$；韩联宪，355%），基本掌握了各种鹤

类居留型、繁殖、越冬、迁飞停歇地等生境的分布（ 表 3）。由于保护区外生境的破坏，鹤类的主

要生境集中在自然保护区内，有鹤类分布的自然保护区 R% 个，面积达 T#$" 万 9C#（ 附录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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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 中国鹤类居留状况

!"#$% &’ ("#)*"*+ ,- ./)0%+% 12"0%+

名称

34%1)%+

居留类型

5%+)6%0*
*74%

繁殖地

82%%6)09 92,:06+
越冬地

;)0*%2)09 92,:06+

保护级别

<2,*%1*),0
1$"++

灰鹤

!"#$ %"#$ 8，=，;

新疆北部、内蒙古、东北西部

>,2*/%20 ?)0@)"09，A00%2 =,0B
9,$)" "06 */% C%+* ,- 0,2*/%"+*
./)0"

北起辽宁 瓦 房 店，南 至 云 南 个

旧市

D2,E ;"-"096)"0，F)",0)09 *,
G%@): ,- H:00"0

!

黑颈鹤

!"#$ &’%"’()**’$ 8，=，;
青、藏、甘、川

I)09/")，!)#%*，G"0+: "06 3)B
1/:"0

西藏东、川、云、贵

J"+*%20 !)#%*， 3)1/:"0， H:0B
0"0 "06 G:)K/,:

"

白头鹤

!"#$ +)&,(-, 8，=，; 东北

>,2*/%"+* ./)0"

长江中、下游

!/% E)66$% "06 $,C%2 2%"1/%+ ,-
*/% H"09*K% 5)L%2

"

丹顶鹤

!"#$ .,/)&0&$’$ 8，=M ; 东北

>,2*/%"+* ./)0"

长江下游、沿海

!/% $,C%2 2%"1/%+ ,- */% H"0B
9*K% 5)L%2 "06 +,E% 2%9),0+ ,0
*/% %"+* 1,"+*

"

沙丘鹤

!"#$ (,&,10&$’$ 3 ’ ’ ’ N 江苏偶见

O11"+),0"$$7 ,11:2 )0 P)"09+: !

白枕鹤

!"#$ 2’/’) 8，=，;
内蒙古，东北

A00%2 =,09,$)" "06 0,2*/%"+*
./)0"

长江下游

!/% $,C%2 2%"1/%+ ,- */% H"0B
9*K% 5)L%2

!

白鹤

!"#$ *0#()%0",3
&#$

=，; 东北（ ？）

>,2*/%"+* ./)0"（ ？）

长江下游

!/% $,C%2 2%"1/%+ ,- */% H"0B
9*K% 5)L%2

"

赤颈鹤

!"#$ ,&4’%)&0 5 云南西南部

3,:*/C%+*%20 H:00"0
云南西南部

3,:*/C%+*%20 H:00"0 "

蓑羽鹤

5&4-")/)’10$ 2’"3
%)

8，=，;
新疆，内蒙古，东北

?)0@)"09， A00%2 =,09,$)" "06
0,2*/%"+* ./)0"

西藏南部、河南豫北

3,:*/%20 !)#%* "06 0,2*/%20
(%0"0

!

>,*%：8：繁殖 82%%6)09，=：迁徙 =)92"*%，;：越冬 ;)0*%2)09，3：迷鸟 3*2"99$%2，5：留鸟 5%+)6%0*

灰鹤是我国分布最广、数量最多的一种鹤。据调查，山西南部黄河东岸的河津、候马一带

的黄河滩涂目前越冬种群为 &QQQ 只左右（ 王福麟，&RRQ）。河南省北部的三门峡黄河滩涂目

前有 &QQQ 多只的越冬个体，新乡市东北部的黄河故道地带也有 &QQ 多只越冬个体（ 徐新杰等，

&RRQ）。贵州草海近 年 来 灰 鹤 的 越 冬 数 量 在 &QQQ 只 左 右，最 多 年 份 可 达 STQQ 只（ 王 有 辉，

&RRQ）。云南越冬灰鹤数量 RQ 年代后统计近 UQQ 只（ 韩联宪，&RRT）。据国际鹤类基金会统计

资料（=%)0% V W21/)#"$6，&RRU），全 世 界 灰 鹤 种 群 量 总 数 约 在 SS 万 X ST 万 只，西 藏 大 约 有

&QQQ 只。如果把西藏灰鹤的种群数量计入，中国的灰鹤种群量总数约在 TQQQ X UQQQ 只，占全

世界灰鹤种群的 SM SY X SM ZY 左右。中国境内的灰鹤种群数量除西藏地区可能保持在稳定

状态外，其余地区种群呈减少趋势或不稳定状态。如山西省河津的灰鹤越冬地，以往大面积种

植花生的耕地改种其它不能作为灰鹤越冬食物的作物如葡萄等，导致目前该地区越冬灰鹤的

数量锐减；而山东荣城由于近年来栖息地条件的改善，加上大量大天鹅（67%&#$ (7%&#$）在此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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冬引起人们的关注，加强保护措施，使越冬灰鹤的数量逐年增多，!""" 年冬季有将近 #$$ 只灰

鹤越冬；辽东半岛一带的越冬灰鹤种群数量则与不同年份冬季气候的寒冷程度密切相关。

黑颈鹤是高原栖息种类。据 !""% 年在四川若尔盖的调查资料，在面积为 &$ 万 ’(# 的繁

殖栖息地中大约有 )$$ 多只的繁殖个体（ 杨旭煌等，!""%）。另据调查，仅在西藏黑颈鹤繁殖

区每年参加繁殖的数量在 #$$$ 只以上。黑颈鹤越冬地主要位于海拔 #!*$ + %#$$ ( 的区域，

贵州草海自然保护区是黑 颈 鹤 数 量 较 多 的 越 冬 地，!""% 年 为 %$$ 只 左 右（ 童 墉 昌 等，!""!）。

!""! 年云南几个面积较小的零散越冬地共有黑颈鹤越冬种群数量将近 ,$$ 只，估计在云南越

冬的黑颈鹤有 !$$$ 只以上（ 韩联宪，!""-）。另据最新报道，近年来由于加强保护措施，云南

越冬黑颈鹤数量逐年增多。据云南省电视台 #$$$ 年 & 月 ! 日报道，仅会泽县越冬黑颈鹤数量

已超过 *$$ 只。!""! + !""# 年，全 世 界 统 计 越 冬 黑 颈 鹤 ---% 只，西 藏 有 &"!$ 只（ ./0’12，

!""&，!"")），因此估计目前已知在中国的黑颈鹤种群数量超过 %$$$ 只，占世界统计黑颈鹤总

数的 *$3 左右。

白头鹤在中国境内的繁殖区过去记载为东北三江平原的乌苏里江流域和呼伦贝尔盟海拉

尔附近，但近年来尚未找到过巢或卵。!",) 年春、秋两季在北戴河分别观察到迁徙白头鹤 &$"
只和 -#* 只（ 王福麟，!""$）。白头鹤的越冬地分布于长江中下游，主要有江西鄱阳湖、湖南洞

庭湖、安徽升金湖、湖北龙感湖、湖北武汉市附近的沉湖以及长江入海口崇明岛东滩等地。据

胡鸿兴等报道，这些地区的大致数量为：升金湖约有 #-$ + &$$ 只（!""! 年 # 月 % 日 见 到 &-,
只，!""% 年 # 月 #! 日见到 %)# 只），东洞庭湖平均每年约有 !#$ 只，鄱阳湖 !-$ + #$$ 只，龙感

湖报道有 #%! + %!- 只和 #,$ + &$$ 只（ 周海忠，!""!），上海崇明岛东滩 !""* 年 !# 月见到 !&-
只（ 苏化龙等，!"",）。在贵州草海也发现过少数个体。据 4567 统计资料，中国越冬白头鹤种

群数量将近 !&$$ 只，占世界白头鹤总数 "%$$ + ")$$ 的将近 !%3 。

丹顶鹤曾广泛分布于中国东半部，越冬个体曾见于台湾和云南北部。世界上最大的丹顶

鹤越冬地为江苏省盐城自然保护区，!""$ 年越冬数为 -"- 只，!""! 年 **- 只，!""# 年 )*& 只，

!""& 年 ,** 只，并且近年来数量不断增长（ 郑光美，王歧山，!"",），至 !"", 年稳定保持在超过

,$$ 只的越冬种群。此外，还在其他十多处自然保护区发现丹顶鹤繁殖地，其中最南端的繁殖

地位于辽宁双台河口下游，,$ 年代中期，据陈铁山等人调查，共有繁殖个体 &$ 只左右。!""-
年春，日本野鸟学会和黑龙江省野生动物研究所在三江平原联合进行航空调查，仅见到 )- 只

（ 杨兆芬，王歧山，!""*）；!""- 年 # 月 至 & 月 间，在 陕 西 黄 河 湿 地 发 现 & 群 丹 顶 鹤，计 !"$ 只

（ 吴家炎，方树淼，!"",）。世界丹顶鹤种群数量总计 !*$$ + #$$$ 只，中国境内在盐城自然保

护区范围内的越冬丹顶鹤数量占总数的将近 -$3 。

沙丘鹤亦称棕鹤，是世界上种群数量最大的鹤种，数量超过 -$ 万只。被划分为 ) 个亚种。

繁殖地广泛分布于北美，并延伸至西伯利亚（89009: ;<=>’/?? 6:<=9 !"#$ %&’&()’$*$ %&’&()’$*$ 亚

种）。中国 !"*" 年 ! 月在江苏省发现 ! 只，被猎为标本，认为是迷鸟（ 马逸清，!""$）。!",, 年

曾在江西鄱阳湖发现，以后再未发现。

白枕鹤亦称红面鹤。据国际鹤类基金会统计，!",, 年中国有 &!#% 只，其中鄱阳湖 &!$)
只，洞庭湖 !, 只；!"," 年中国有 #*!) 只；!""$ 年中国有 !)"# 只。国内其它越冬地分布地点，

据 !""# 年 ! 月统计，河南庞寨 #! 只、洞庭湖 !) 只、江苏东台 !! 只、天津于桥水库 & 只（ 中国

鸟类学会水鸟组，!""%）。除丹顶鹤繁殖地的最南端辽宁双台河口没有白枕鹤繁殖记录外，其

它大多丹顶鹤繁殖的区域均有白枕鹤繁殖。白枕鹤越冬范围比丹顶鹤广，其总数也远高于丹

顶鹤。据 !"", 年鄱阳湖冬季调查，共发现 #))& 只（ 刘信中，!"""）。中国的白枕鹤越冬种群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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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集中在鄱阳湖自然保护区，近年来数量维持在 !""" 只左右，约占世界种群总量 #$"" % &!""
只的 &"’ % ("’ 。繁殖地湿地生境的 面 积 缩 减 是 影 响 数 量 的 主 要 因 素（)*+,* - ./01+2345，

6$$(）。

白鹤亦 称 黑 袖 鹤。据 6$$7 年 鄱 阳 湖 冬 季 调 查，共 发 现 8&8( 只（ 中 国 鸟 类 学 会 水 鸟 组，

6$$#）。另外，在东洞庭湖 6$$7 年观察到有 8"9 只越冬（ 雷刚，杨友球，6$$&）。近年来，中国

越冬白鹤种群数量占世界种群总量的近 $$’ ，其中近 $7’ 集中在鄱阳湖自然保护区。而在伊

朗和印度越冬的西部和中部种群近年来数量趋于减少，西部种群 6$$( 年仅观察到 # 只，中部

种群 7" 年代中期以后也仅有 $ % 66 只（)*+,* - ./01+2345，6$$(）。

赤颈鹤仅见于云南省西部的盈江县蚌西和西双版纳的勐龙、勐腊、贡山（ 马逸清，6$$"）。

6$7( 年冬季，中甸农民曾捕获到 6 只赤颈鹤，后送楚雄动物园（ 文贤继等，6$$&）。世界赤颈鹤

总量为 6!"&"" % 6&"&"" 只，被划分为 ! 个亚种，曾经广泛分布于东南亚地区的东方亚种目

前数量最少，为 &"" % 6&"" 只，并且隔离分布于印度东部、缅甸和中国云南（ 目前有无分布尚不

清楚）（)*+,* - ./01+2345，6$$(）。

蓑羽鹤世界种群总数在 8" % 8# 万只，划分为 ( 个种群分布区。我国蓑羽鹤属于中亚和东

亚种群（)*+,* - ./01+2345，6$$(），大多在迁徙季节途经我国中西部地区越过喜马拉雅山脉迁

飞到印度次大陆越冬。蓑羽鹤在我国繁殖地营巢生境多为荒漠或半荒漠草原，越冬蓑羽鹤在

我国数量不多。据徐新杰等在河南庞寨隆冬统计，6$$"、6$$6、6$$8、6$$! 年分布分别为 #、$、

8$、6! 只。迁徙时在我国西部省区可见到大群活动，6$$$ 年 6" 月初，全国鸟类环志中心的陆

军、钱法文等在甘肃山丹祁连山北麓观察到 6""" 多只的蓑羽鹤迁徙群体。

8: : 中国鹤类保护工作现状与存在的问题

!" #$ 中国鹤类保护工作现状

7" 年代以来，中国先后签署或加入了《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日本政府保护候鸟及其栖

息环境协定》和《 湿地公约》，并与美国、日本、英国、德国、瑞典等国鹤类保护研究机构和世界

野生生物基金会、国际自然与自然资源保护联盟、国际鹤类基金会等国际组织开展合作研究，

引进鹤类保护技术和经验，推动了国际合作保护鹤类局面的形成。我国的鹤类多数是迁徙鸟

类，为了做好联合保护工作，全国性和地区性的鹤类 保 护 组 织 于 6$7! 年 末 和 6$7# 年 相 继 建

立，坚持每年开展活动，为鹤类的保护作出了重要贡献。我国在鹤类资源调查、科学研究、人工

繁殖和就地保护等方面也进行了大量工作。

为摸清中国鹤类分布及资源状况，中国政府组织开展了一系列区域性的专项调查，基本掌

握了各种鹤类繁殖、越冬、迁飞停歇地等栖息地的分布及其生境状况，同时对鹤类某些重要种

群进行监测，为鹤类保护提供了重要的科学依据。还采用环志手段对鹤类迁徙规律进行了初

步探索。到目前为止，已环志各种鹤 7! 只，回收 6# 只（ 次），其中佩戴有无线信号跟踪发射器

的 ( 只，基本掌握了一些鹤类的重要迁徙途径，并与日本、韩国合作进行了有关鹤类环志方面

的研究项目。

在鹤类的饲养繁殖方面进行了多学科、多领域的研究工作，取得了有关鹤类解剖、行为等

方面的大量科学资料，掌握了多种鹤类在人工条件下产卵、孵化、育雏等人工繁育技术，对某些

鹤种成功地进行了人工受精，初步建立了多种鹤的人工繁育种群，这是保存鹤类基因、减轻鹤

类野外种群压力直至必要时放归自然以扩大野生种群数量的有效措施。此外，还在鹤类疾病

及其防治方面进行了研究，取得了很大成效，为今后鹤类野外种群疫病防治提供了参照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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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展鹤类人工繁育工作、建立鹤类人工种群，对保护和发展鹤类野外种群有不可忽视的重要意

义。保存种质基因和扩大鹤类数量，是应付可能出现的野外种群数量急剧降低状况的一种补

充；同时人工繁育种群可以适当满足合理的展览观赏等需求，减少和杜绝从野外捕捉鹤类，为

疫病防治等研究提供试材。在寻找新的鹤类适宜栖息地、引诱鹤类重要种群自然扩散研究方

面，不可避免地需要利用鹤类人工繁育种群。

建立自然保护区是保护野生种群的根本措施。我国有 ! 个自然保护区被列入拉姆萨尔公

约（"#$%#&）国际重要水禽湿地名录，除海南东寨港自然保护区历史上曾记载有灰鹤在其周边

地区越冬外（ 广东省昆虫研究所，’()*），其它 + 个保护区都是鹤类繁殖地或者鹤类越冬地（ 表

,），有 -+ 处自然保护区（ 见附录 ’）为鹤类繁殖、越冬和迁飞停歇提供了良好的栖息环境，在保

护鹤类及其它水禽方面发挥了巨大作用。

表 !" 列入拉姆萨尔公约的中国重要水禽湿地名录

.#/01 ,2 3140#56% 78 9:;5# 0;%416 ;5 4:1 "#$%#& 975<154;75

省份

=&7<;5>1
栖息地

?#/;4#4
面积（:$, ）

@&1#（:$, ）

主要种类

AB1>;1%

黑龙江

?1;075CD;#5C

扎龙自然保护区

E:#075C F#4G&1 "1H
%1&<1

,’I III

丹顶鹤、白枕 鹤 繁 殖，灰 鹤、白 鹤、白 头 鹤 迁 徙 途

中停歇地。

J&116;5C C&7G56 78 "16K>&7L516 9&#51 #56 3:;41K
5#B16 9&#51，%47B7<1& %;41 78 97$$75 9&#51，A;/1H
&;#5 3:;41 9&#51 #56 ?77616 9&#51M

吉林

N;0;5

向海自然保护区

O;#5C:#; F#4G&1 "1H
%1&<1

’I+ P!-

丹顶鹤、白枕 鹤、蓑 羽 鹤 繁 殖，白 鹤、白 头 鹤 等 迁

徙途中停歇地。

J&116;5C C&7G56 78 "16 K >&7L516 9&#51，3:;41 K
5#B16 9&#51 #56 Q1$7;%1001 9&#51，%47B7<1& %;41 78
A;/1&;#5 3:;41 9&#51 #56 ?77616 9&#51M

江西

N;#5CR;

鄱阳湖自然保护区

=7S#5C T#U1 F#4G&1
"1%1&<1

,, PII

白鹤种 群 主 要 越 冬 地，部 分 白 枕 鹤 等 鹤 类 越 冬

地。

3;541&;5C C&7G56 78 A;/1&;#5 3:;41 9&#51 #56 %7$1
3:;41K5#B16 9&#51%M

湖南

?G5#5

东 洞 庭 湖 自 然 保 护

区

V#%4 Q75C4;5C T#U1
F#4G&1 "1%1&<1

’(I *II
白鹤、白头鹤、灰鹤、白枕鹤越冬地。

3;541&;5C C&7G56 78 A;/1&;#5 3:;41 9&#51，?77616
9&#51，97$$75 9&#51 #56 3:;41K5#B16 9&#51M

青海

W;5C:#;

鸟岛自然保护区

F;#76#7 F#4G&1 "1H
%1&<1

P(+ ,II 黑颈鹤繁殖地。

J&116;5C C&7G56 78 J0#>UK51>U16 9&#51M

海南

?#;5#5

东寨港自然保护区

Q75CX:#;C#5C F#4G&1
"1%1&<1

+PII
文献报道历史上曾有灰鹤在周边地区越冬。

3;541&;5C C&7G56 78 97$$75 9&#51 &1>7&616 ;5 4:1
B#%4 67>G$154%M

共计 .74#0 2 2 2 ! ’ I,) -!-

!# !" 存在的主要问题

尚未全面准确掌握鹤类野外种群数量、种群结构等方面的详细资料。由于经费、技术的限

制以及地域广阔等原因，鹤类调查仅阶段性地在局部区域进行，难以汇总对中国境内鹤类资源

的一次性全面调查资料，因而不能对鹤类种群发展趋势及障碍进行有效估测，影响了制定有效

的保护管理措施。在中国有许多极为重要的鹤类种群非常脆弱，其单独一处的数量在物种总

P)’ 生 2 物 2 多 2 样 2 性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第 ) 卷



量中占很高的比例，如江西鄱阳湖白鹤越冬种群数量占世界白鹤总数的 !"# 以上，江苏盐城

丹顶鹤越冬种群数量占世界丹顶鹤总数的 "$# 以上。这些种群一旦受到致命性流行疫病感

染、冰雹等恶劣气候袭击或栖息环境的剧烈变化，如长江三峡大坝建成蓄水后对长江盆地湿地

的环境及水文机制变化的影响等因素，将对种群产生严重影响，甚至带来毁灭性损害。

许多分布区存在着鹤类保护与栖息地周边区域经济发展之间的矛盾，为发展经济而进行

的捕鱼、开垦、引水等人为活动，对鹤类栖息地保护的干扰日益严重。有的鹤类栖息地正遭受

不断蚕食或损害，对鹤类种群的恢复与发展形成严重威胁。如黑龙江扎龙自然保护区实际管

理的区域仅占鹤类活动区域的 "# ；辽宁双台河口自然保护区实际管理区域仅占 %& "# ；湖南

洞庭湖自然保护区实际管理区域仅占 ’$# 。有的鹤类分布区仍未建立起必要的保护管理机

构，或虽然划定了自然保护区，但由于人员、资金等原因，机构建立没有落实，鹤类保护工作也

没有有效开展。同时存在着保护管理建筑设施不合理、人员素质差、保护管理的技术手段低等

问题，偷捕偷猎鹤类等违法行为还时有发生。而且鹤类栖息地及其周边和迁徙路线上的农业

种植区使用农药，导致鹤类觅食时发生中毒死亡现象。

鹤类人工繁育工作应得到相应的重视。我国现在只有丹顶鹤、白枕鹤建立了较大的人工

繁育种群，其它鹤种的人工繁育种群数量远远不足。如果需要达到真正具有生物学意义的鹤

类人工繁育种群，原则上应该为每种鹤在有一定地理间隔的不同地点建立 % 个以上的人工繁

育种群，每个种群数量应不低于 ’$$ 只。按此标准，中国所有的鹤类人工繁育种群目前都未达

到要求。另外，在建立人工繁育鹤类种群的过程中，尤其是具有半驯养繁育鹤类种群的饲养场

（ 站），还需要严密注意防止禽类疫病传播到野生鹤类种群。

%( ( 鹤类保护对策

!" #$ 利用先进的仪器设备开展鹤类资源调查，建立中国鹤类研究保护监测网络

在全国范围内进行全面的航空和地面调查，摸清各种鹤类在中国繁殖、越冬及迁飞停歇地

的分布，掌握各种鹤类数量、种群结构及变化趋势，分析评估栖息地生境状况，为鹤类保护提供

科学依据。

中国是东北亚鹤类湿地保护网络的成员国，在对东北亚地区鹤类的迁徙路线、种群动态、

生境变化进行监测以及提高鹤类网络湿地的保护方面，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通过建立中国

鹤类网络监测系统，在鹤类繁殖、停留和越冬栖息地设立监测网络站，进行周期性调查，统计分

析鹤类种群结构、数量，监测种群动态，评估种群生存因素和栖息地环境状况，及时预测鹤类生

存的不利因素，研究提出解决办法。

!" %$ 加强鹤类保护管理体系建设，促进鹤类栖息地保护与周边区域经济协调发展机制的建立

通过立法等措施加强现有鹤类保护区的管理。在现有的基础上，建立鹤类保护管理的相

应机构，确定保护区边界，对保护范围进行全面规划，对现存边界范围、牧业、农业发展及湿地

利用对鹤类的影响以及管理人员能力进行评估，研究制定最科学的保护措施，并通过各种媒介

向鹤类分布区及迁飞路线上的民众进行鹤类保护宣传，解释鹤类及其栖息地保护的重要性，并

提供鹤类保护法律咨询，传播鹤类保护的文化信息。

理顺鹤类栖息地保护与周边社区经济发展的关系，研究农林耕作方式的变化对鹤类栖息

流域和湿地的影响。在重要的湿地生境区域开展综合流域内的土地利用和保护项目，宣传鹤

类栖息地保护对维护生态环境稳定的重要作用，了解周边社区经济发展的需要和愿望，并参与

研究周边社区经济发展政策，提供减少农作物损失的耕作方式，提高人们对湿地重要性的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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识，宣传能够使鹤类与人类之间的冲突减少到最低程度的轮换耕作方式的知识，鼓励农民通过

开展观鹤旅游，多渠道引进对鹤类保护和周边经济发展均有利的项目，促使周边社区真正理解

保护鹤类及其栖息地给自身带来的多方面利益，成为鹤类保护的支持者和参与者。

!" !# 进行鹤类生态学、生物学、迁徙规律以及鹤类人工繁育等方面的基础性研究，开展鹤类重

要种群自然扩散重要性的研究

目前，在鹤类尤其是白鹤和黑颈鹤的保护生态学、生物学、迁飞规律等方面的研究尚存在

着许多空白，需要我们在进行鹤类生态学、生物学、迁徙规律以及鹤类人工繁育等方面的基础

性研究的基础上，进行深入的研究，建立起真正具有生物学意义的鹤类人工种群。

通过环志、无线电跟踪和卫星定位追踪的技术，开展鹤类人工繁育个体重归自然的研究和

试验，寻找开辟鹤类适宜的栖息环境并引导疏散鹤类重要种群的部分个体自然扩散到新的栖

息地，可能是确保鹤类重要种群安全的最佳解决方法。这在鹤类重要种群面临致命性流行疫

病、冰雹等恶劣气候影响和原栖息地发生毁灭性剧变时，可减少鹤类数量损失并有利于种群恢

复。此外，当鹤类种群因数量增长导致食物来源不足时，这也将是解决问题的有效途径。

!" $# 拓宽国际合作渠道，实施国际共同保护行动

开展国际间的合作，加强国际间鹤类的信息交流，取长补短，确保国际共同行动的统一性、

协调性。通过鹤类环志、无线电追踪等手段对鹤类的迁徙时间、数量、飞行行为以及气候对迁

徙的影响等方面进行进一步的研究。建立跨国界的鹤类保护区和信息共享机制，吸引更多的

鹤类栖息地保护机构参加鹤类网络，推动所有鹤类种群的恢复和发展，为鹤类栖息地管理提供

支持。参与国际范围内丹顶鹤和白鹤的种群恢复的研究，协调栖息地保护、野外调查、研究、教

育以及必要的人工繁殖和释放项目。

加强保护区管理人员的业务培训，培养一批高素质的鹤类保护管理和科研人员。同时，国

家及有关部门应适当增加科研投入，资助鹤类部分的科学研究项目，并使当地群众从鹤类及其

栖息地保护事业中获得益处，为所有的鹤类栖息地保护树立成功的典范和提供技术服务。

附录 %# 中国鹤类自然保护区分布与概况

!""#$%&’ () *&+,-&./,&0$ 1$% +&,/1,&0$ 02 31,/-# 4#+#-5#+ 20- 6-1$#+ &$ 78&$1

省份

9-05&$6#
栖息地

:1.&,1,
面积（8;< ）

!-#1（8;< ）

主要种类

="#6&#+

黑

龙

江

省

:#&>0$?@
A&1$?

扎龙自然保护区

B81>0$? 31,/-# 4#+#-5# <(C CCC

丹顶 鹤、白 枕 鹤 繁 殖，灰 鹤、白 鹤、白 头 鹤 迁 徙

途中停歇地。

D-##%&$? ?-0/$% 02 4#%E6-0F$#% 7-1$# 1$% G8&,#
E $1"#% 7-1$#，+,0"05#- +&,# 02 70;;0$ 7-1$#，

=&.#-&1$ G8&,# 7-1$# 1$% :00%#% 7-1$#H

敖宝山自然保护区

!0.10+81$ 31,/-# 4#+#-5# (( IJJ

丹顶鹤、白枕鹤繁殖地，白鹤迁徙途中停歇地。

D-##%&$? ?-0/$% 02 4#%E6-0F$#% 7-1$# 1$% G8&,#
E $1"#% 7-1$#， +,0"05#- +&,# 02 =&.#-&1$ G8&,#
7-1$#H

长吉冈自然保护区

781$?A&?1$? 31,/-# 4#+#-5# KJ CCC 同上。

L%#;H
长林岛自然保护区

781$?>&$%10 31,/-# 4#+#-5# <J JCC 同上。

L%#;H
茂山自然保护区

M10+81$ 31,/-# 4#+#-5# <N C(C 同上。

L%#;H
富裕自然保护区

O/P/ 31,/-# 4#+#-5# QR NJJ 同上。

L%#;H

RQ( 生 ) 物 ) 多 ) 样 ) 性 ) ) ) ) ) ) ) ) ) ) ) ) ) ) ) ) ) ) ) ) 第 Q 卷



附录 !（ 续）

省份

"#$%&’()
栖息地

*+,&-+-
面积（./0 ）

1#)+（./0 ）

主要种类

23)(&)4

黑

龙

江

省

*)&5$’67
8&+’6

莲花泡自然保护区

9&+’.:+3+$ ;+-:#) <)4)#%) = === 同上。

>?)/@
洪河自然保护区

*$’6.) ;+-:#) <)4)#%) !A === 同上。

>?)/@
三江自然保护区

2+’8&+’6 ;+-:#) <)4)#%) !BC CBB 同上。

>?)/@
兴凯湖自然保护区

D&’6E+& *: ;+-:#) <)4)#%) !FG CBB 同上。

>?)/@
连三泡自然保护区

9&+’4+’3+$ ;+-:#) <)4)#%) 0 BBB 同上。

>?)/@
兴隆自然保护区

D&’5$’6 ;+-:#) <)4)#%) H IBB 同上。

>?)/@
西洼荒自然保护区

D&J+.:+’6 ;+-:#) <)4)#%) 0 GCH 同上。

>?)/@

吉

林

省

K&5&’

向海自然保护区

D&+’6.+& ;+-:#) <)4)#%) !BG HAF

丹顶 鹤、白 枕 鹤、蓑 羽 鹤 繁 殖，白 鹤、白 头 鹤 等

迁徙途中停歇地。

L#))?&’6 6#$:’? $M <)?N(#$J’)? O#+’)，P.&-)N
’+3)? O#+’) +’? Q)/$&4)55) O#+’)，4-$3$%)# 4&-)
$M 2&,)#&+’ P.&-) O#+’)，*$$?)? O#+’) +’? $-.7
)#4@

莫莫格自然保护区

R$/$6) ;+-:#) <)4)#%) !HH BBB 同上。

>?)/@

查干湖自然保护区

O.+6+’ *: ;+-:#) <)4)#%) HI BHB

丹顶鹤、蓑羽鹤繁殖，白 鹤、白 头 鹤 等 迁 徙 途 中

停歇地。

L#))?&’6 6#$:’? $M <)?N(#$J’)? O#+’) +’? Q)7
/$&4)55) O#+’)，4-$3$%)# 4&-) $M 2&,)#&+’ P.&-)
O#+’) +’? *$$?)? O#+’)@

辽

宁

省

9&+$7
’&’6

双台河口自然保护区

2.:+’6-+&.)E:$ ;+-:#) <)4)#%) IB BBB

丹顶鹤、白 头 鹤 等 大 量 鹤 类 迁 徙 途 中 停 歇 地，

少量丹顶鹤繁殖地。

2-$3$%)# 4&-) $M <)? N (#$J’)? O#+’)， *$$?)?
O#+’) +’? $-.)#4，,#))?&’6 6#$:’? $M + M)J <)?N
(#$J’)? O#+’)4@

辽东湾湿地海洋自然保护区

9&+$?$’6J+’ P)-5+’? +’? 2)+ ;+-:#)
<)4)#%)

IB BBB 主要为鹤类迁徙途中停歇地。

2-$3$%)# 4&-) $M (#+’)4@

东港滨海自然保护区

Q$’66+’6 2)+4.$#) ;+-:#) <)4)#%) !BI !BB 同上。

>?)/@

河北省

*),)&
北戴河自然保护区

L)&?+&.) ;+-:#) <)4)#%) ! !BB
鹤类迁徙途中停歇地，少量鹤类在此越冬。

2-$3$%)# 4&-) $M (#+’)4，+’? J&’-)#&’6 6#$:’? $M +
M)J (#+’)4@

内

蒙

古

自

治

区

>’’)#
R)’6$5&+

达里诺尔自然保护区

Q+5&’:$S)# ;+-:#) <)4)#%) !!C H!=

丹顶鹤、白枕鹤 蓑羽鹤繁殖地，白鹤、白头鹤等

迁徙途中停歇地。

L#))?&’6 6#$:’? $M <)?N(#$J’)? O#+’)，P.&-)N
’+3)? O#+’) +’? Q)/$&4)55) O#+’)，4-$3$%)# 4&-)
$M 2&,)#&+’ P.&-) O#+’) +’? *$$?)? O#+’)@

达赉湖自然保护区

Q+5+& *: ;+-:#) <)4)#%) FHB BBB 同上。

>?)/
科尔沁草原湿地自然保护区

*$#T&’ U#+445+’? +’? P)-5+’? ;+7
-:#) <)4)#%)

!0A CIF
蓑羽鹤等繁殖地，其它鹤类迁徙途中停歇地。

L#))?&’6 6#$:’? $M Q)/$&4)55) O#+’)， 4-$3$%)#
4&-) $M $-.)#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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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 续）

省份

"#$%&’()
栖息地

*+,&-+-
面积（./0 ）

1#)+（./0 ）

主要种类

23)(&)4

内

蒙

古

自

治

区

5’’)#
6)’7$8&+

巴音敖包荒漠草原自然保护区

9+:+’ ; +$,+$ <)4)#- +’= >#+448+’=
?+-@#) A)4)#%)

B CCC 蓑羽鹤等繁殖。

9#))=&’7 7#$@’= $D <)/$&4)88) E#+’)F

霸王河自然保护区

9+G+’7.) ?+-@#) A)4)#%) H! ICC 鹤类迁徙途中停歇地。

E)+4) $’ /&7#+-&’7 3+44+7) $D (#+’)4F

乌梁素海自然保护区

J@8&+’74@.+& ?+-@#) A)4)#%) 0K LLL
鹤类迁 徙 停 留 栖 息 地，可 能 有 蓑 羽 鹤 繁 殖 种

群。 2-$3$%)# 4&-) $D (#+’)4，3#$,+,8: ,#))=&’7
7#$@’= $D <)/$&4)88) (#+’)F

山

东

省

2.+’;
=$’7

大天鹅自然保护区

J.$$3)# 2G+’ ?+-@#) A)4)#%) H MCC
鹤类迁徙途中停歇地，少量灰鹤等越冬地。

2-$3$%)# 4&-) $D (#+’)4，G&’-)#&’7 7#$@’= $D + D)G
E$//$’ E#+’)4F

微山南四湖自然保护区

?+’4& *@ ?+-@#) A)4)#%) !0C CCC 同上。

5=)/

黄河三角洲自然保护区

N)88$G A&%)# <)8-+ ?+-@#) A)4)#%) !IL CCC

鹤类迁徙途中重要停 歇 地，部 分 灰 鹤 及 少 量 其

它鹤越冬地。

2-$3$%)# 4&-) $D (#+’)4，G&’-)#&’7 7#$@’= $D 4$/)
E$//$’ E#+’) +’= $-.)#4F

山西省

2.+’O&

河津灰鹤自然保护区

*)P&’ E$//$’ E#+’) ?+-@#) A)4)#%) Q HBK 灰鹤越冬地。

J&’-)#&’7 7#$@’= $D E$//$’ E#+’)F

运城黄河滩涂

N@’(.)’7 N)88$G A&%)# 9)+(. 不详
同上。

5=)/F

河南省

*)’+’

豫北黄河故道天鹅自然保护区

R8= *@+’7.) 6+#4.)#4 J.$$3)#
2G+’ ?+-@#) A)4)#%)

0Q MBC

灰鹤越冬地，白鹤、白 头 鹤 等 迁 徙 途 中 停 歇 地，

少数越冬。

J&’-)#&’7 7#$@’= $D E$//$’ E#+’)，4-$3$%)# 4&-)
$D 2&,)#&+’ J.&-) E#+’)，*$$3)= E#+’) +’= + D)G
$D -.)/ G&’-)#F

三门峡黄河滩涂自然保护区

2+’/)’O&+ N)88$G A&%)# 9)+(. ?+S
-@#) A)4)#%)

!K IQQ 灰鹤越冬地。

J&’-)#&’7 7#$@’= $D E$//$’ E#+’)F

开封柳园口湿地自然保护区

T&@:@+’U$@ ?+-@#) A)4)#%)，V+&D)’7 0C CCC
部分灰鹤、白鹤越冬地。

J&’-)#&’7 7#$@’= $D 4$/) E$//$’ E#+’) +’= 2&S
,)#&+’ J.&-) E#+’)F

甘肃省

>+’4@

尕海自然保护区

>+.+& ?+-@#) A)4)#%) LQ CCC 黑颈鹤繁殖地。

9#))=&’7 7#$@’= $D 98+(U;’)(U)= E#+’)F

干海子自然保护区

>+’.+&W& ?+-@#) A)4)#%) LCC
黑颈鹤繁殖地，可能部分蓑羽鹤繁殖。

9#))=&’7 7#$@’= $D 98+(U ;’)(U)= E#+’)，3#$,+S
,8: 4$/) <)/$&4)88) E#+’)F

黑河流域自然保护区

*)&.) X+88): ?+-@#) A)4)#%) Q BIL

灰鹤、蓑羽鹤 迁 徙 途 中 停 歇 地，可 能 部 分 黑 颈

鹤参加繁殖。

2-$3$%)# 4&-) $D E$//$’ E#+’) +’= <)/$&4)88)
E#+’)，3#$,+,8: ,#))=&’7 7#$@’= $D 98+(U;’)(U)=
E#+’)F

小苏干湖自然保护区

Y&+$4@7+’ *@ ?+-@#) A)4)#%) 0 QCC 同上。

5=)/
大苏干湖自然保护区

<+4@7+’ *@ ?+-@#) A)4)#%) K HQC 同上。

5=)/
黄河三峡湿地自然保护区#
N)88$G A&%)# Z.#)) >$#7)4 J)-8+’=
?+-@#) A)4)#%)#

!K ICC
黑颈鹤繁殖地，灰鹤等迁徙途中停歇地。

9#))=&’7 7#$@’= $D 98+(U;’)(U)= E#+’)，4-$3$%)#
4&-) $D E$//$’ E#+’)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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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 续）

省份

"#$%&’()
栖息地

*+,&-+-
面积（./0 ）

1#)+（./0 ）

主要种类

23)(&)4

甘肃省

5+’46

黄河首曲湿地自然保护区

7)88$9 :&%)# 2.$6;6 <)-8+’= >+-6#)
:)4)#%)

?@ ABB
黑颈鹤繁殖地之一。

C’) $D -.) ,#))=&’E E#$6’=4 $D F8+(G H ’)(G)=
I#+’)J

宁夏

>&’EK&+

青铜峡库区自然保护区

L&’E-$’EK&+ :)4)#%$&# 1#)+ >+-6#)
:)4)#%)

? MBB
鹤类等水禽迁徙途中停歇地。

I)+4) $’ /&E#+-&’E 3+44+E) $D (#+’)4 +’= 9+-)#N
D$984J

江苏省

O&+’E46

盐城自然保护区

7+’(.)’E >+-6#) :)4)#%) PA? BBB
丹顶鹤最大种群越冬地。

Q.) 8+#E)4- 9&’-)#&’E E#$6’= $D :)= H (#$9’)=
I#+’)J

启东兴隆沙自然保护区

L&=$’E R&’E8$’E4.+ >+-6#) :)4)#%) ? SBB 白头鹤越冬地。

<&’-)#&’E E#$6’= $D *$$=)= I#+’)J

泗洪向阳水库自然保护区

2&.$’E R&+’ET+’E :&4)#%$&# >+-6#)
:)4)#%)

!B BBB
部分丹顶鹤、白鹤等越冬地。

<&’-)#&’E E#$6’= $D :)=H(#$9’)= I#+’) +’= 4$/)
2&,)#&+’ 9.&-) I#+’)4J

建湖九龙口自然保护区

O&+’.6 O&68$’EG$6 >+-6#) :)4)#%) 0 ??? 同上。

U=)/

上海市

2.+’E.+&

崇明东滩湿地海洋自然保护区

I.$’E/&’E V+4-)#’ W)8-+ >+-6#) :)N
4)#%)

?0 MBB 白头鹤种群越冬地。

<&’-)#&’E E#$6’= $D *$$=)= I#+’)J

安徽省

1’.6&

升金湖水禽自然保护区

2.)’EX&’ *6 >+-6#) :)4)#%) <+-)#N
D$98

?? PBB
白头鹤、白枕鹤、白鹤部分种群越冬地。

<&’-)#&’E E#$6’= $D 4$/) *$$=)= I#+’)，<.&-)H
’+33)= I#+’) +’= 2&,)#&+’ <.&-) I#+’)J

江西省

O&+’EK&

鄱阳湖自然保护区

"$T+’E Y+G) >+-6#) :)4)#%) 00 PBB
白鹤种群主要越冬地，部 分 白 枕 鹤 等 鹤 类 越 冬

地。 U/3$#-+’- 9&’-)#&’E E#$6’= $D /$4- 2&,)#&+’
<.&-) I#+’) +’= 4$/) <.&-)H’+33)= I#+’)4J

共青城自然保护区

5$’E;&’E(.)’E >+-6#) :)4)#%) A BBB
部分白鹤等鹤类越冬地。

<&’-)#&’E E#$6’= D$# 4$/) 2&,)#&+’ <.&-) I#+’)4
+’= $-.)#4J

湖北省

*6,)&

龙感湖白头鹤自然保护区

Y$’EE+’ *6 *$$=)= I#+’) >+-6#)
:)4)#%)

A 0BB 白头鹤部分种群越冬地。

<&’-)#&’E E#$6’= $D *$$=)= I#+’)

沉湖湿地水禽自然保护区

I.)’.6 <)-8+’= <+-)#D$98 >+-6#)
:)4)#%)

P ABB 同上。

U=)/

湖南省

*6’+’

东洞庭湖自然保护区

V+4- W$’E-&’E Y+G) >+-6#) :)4)#%) !ZB ?BB

白鹤、白头鹤、灰鹤、白枕鹤越冬地。

<&’-)#&’E E#$6’= $D 2&,)#&+’ <.&-) I#+’)，*$$=N
)= I#+’)， I$//$’ I#+’) +’= <.&-) H ’+33)=
I#+’)J

鸟洲自然保护区

>&+$[.$6 >+-6#) :)4)#%) 0BB 可能少数鹤类越冬。

"#$,+,8T 4$/) (#+’)4 9&’-)#J

万子湖鹿湖自然保护区

<+’[&.6HY6.6 >+-6#) :)4)#%) AB BBB 部分鹤类越冬地。

<&’-)#&’E E#$6’= $D 4$/) (#+’)4J

目平湖自然保护区

\63&’E Y+G) >+-6#) :)4)#%) 0M MSB 同上。

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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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 续）

省份

"#$%&’()
栖息地

*+,&-+-
面积（./0 ）

1#)+（./0 ）

主要种类

23)(&)4

四川省

2&(.5+’
若尔盖自然保护区

6$)#7+& 8+-5#) 6)4)#%) 09 999 黑颈鹤繁殖地。

:#));&’7 7#$5’; $< :=+(>?’)(>); @#+’)A

贵州省

B5&C.$5
草海自然保护区

@+$.+& 8+-5#) 6)4)#%) !0 999
黑颈鹤越冬地，部分灰鹤越冬地。

D&’-)#&’7 7#$5’; $< :=+(> ? ’)(>); @#+’) +’;
4$/) @$//$’ @#+’)4A

云南省

E5’’+’

纳帕海自然保护区

8+3+.+& 8+-5#) 6)4)#%) 0 F99

黑颈 鹤 越 冬 地，部 分 灰 鹤、少 量 丹 顶 鹤、赤 颈

鹤等越冬地。

D&’-)#&’7 7#$5’; $< :=+(>?’)(>); @#+’)，4$/)
@#+’)，+ <)G 6); ? (#$G’); @#+’) +’; 2+#54
@#+’)A

碧塔海自然保护区

:&-+.+& 8+-5#) 6)4)#%) !F !H! 同上。

I;)/

泸沽湖自然保护区

J575 *5 8+-5#) 6)4)#%) H !KK
曾有部分黑颈鹤越冬。

D&’-)#&’7 7#$5’; $< :=+(>?’)(>); @#+’) &’ #)L
($#;A

大山包黑颈鹤自然保护区

M+4.+’,+$ 8+-5#) 6)4)#%) !N 099
黑颈鹤越冬地，少量丹顶鹤越冬。

D&’-)#&’7 7#$5’; $< :=+(>?’)(>); @#+’) +’; +
<)G 6);?(#$G’); @#+’)4A

会泽县黑颈鹤自然保护区

*5&C) :=+(> ? ’)(>); @#+’) 8+-5#)
6)4)#%)

O H99 黑颈鹤繁殖地。

:#));&’7 7#$5’; $< :=+(>?’)(>); @#+’)A

青海省

P&’7.+&

鸟岛自然保护区

8&+$;+$ 8+-5#) 6)4)#%) FNQ 099 黑颈鹤繁殖地。

:#));&’7 7#$5’; $< :=+(>?’)(>); @#+’)

隆宝自然保护区

J$’7,+$ 8+-5#) 6)4)#%) Q 999 黑颈鹤重要繁殖地。

:#));&’7 7#$5’; $< :=+(>?’)(>); @#+’)A

可可西里自然保护区

R)>)S&=& 8+-5#) 6)4)#%) F Q99 999 黑颈鹤繁殖地。

:#));&’7 7#$5’; $< :=+(>?’)(>); @#+’)A

扎陵湖鄂陵湖保护区

T.+=&’7 *5 U V=&’7 *5 J+>)4 8+-5#)
6)4)#%)

!0 999 同上。

I;)/A

西藏

W&,)-

羌塘自然保护区

P&+’7-+’7 8+-5#) 6)4)#%) 0F X!0 999 黑颈鹤繁殖地。

:#));&’7 7#$5’; $< :=+(>?’)(>); @#+’)A

申扎自然保护区

2.)’C.+ 8+-5#) 6)4)#%) F 999 999 同上。

I;)/A
林周县澎波自然保护区

"+&’,$ 8+-5#) 6)4)#%)， J&’C.$5
@$5’-Y

N OH9 黑颈鹤种群越冬地。

D&’-)#&’7 7#$5’; $< :=+(>?’)(>); @#+’)A

雅鲁藏布江中上游河谷地带

Z+==)Y +- -.) /&;;=) +’; 533)# $< -.)
E+=5 W4+’73$ 6&%)#

不详 [
\’>’$G’

黑颈鹤种群繁殖地。

:#));&’7 7#$5’; $< :=+(>?’)(>); @#+’)A

新疆

]&’^&+’7

巴音布鲁克自然保护区

:+Y+’,5=+> 8+-5#) 6)4)#%) !99 999 灰鹤、蓑羽鹤种群繁殖地。

:#));&’7 7#$5’; $< @#+’) +’; M)/$&4)==) @#+’)A

阿尔金山自然保护区

1=-5’ _$5’-+&’4 8+-5#) 6)4)#%) F Q99 999 黑颈鹤种群繁殖地。

:#));&’7 7#$5’; $< :=+(>?’)(>); @#+’)A

9N! 生 [ 物 [ 多 [ 样 [ 性 [ [ [ [ [ [ [ [ [ [ [ [ [ [ [ [ [ [ [ [ 第 H 卷



附录 !（ 续）

省份

"#$%&’()
栖息地

*+,&-+-
面积（./0 ）

1#)+（./0 ）

主要种类

23)(&)4

新疆

5&’6&+’7

阿拉山 口、伊 犁 河 谷、喀 喇 昆 仑 山

口、红其拉甫山口

8$9’-+&’3+44 $: -.) 1;+-+<
8$9’-+&’4，=+;)> $: -.) ?&;&.) @&%)#，
8$9’-+&’3+44 $: -.) A+#+B$#9/
8$9’-+&’4，8$9’-+&’3+44 $: A$’6&#+3
8$9’-+&’4

不详 C
D’B’$<’

蓑羽鹤重要迁徙通道。

8&7#+-&’7 3+44+7) $: E)/$&4);;) F#+’)G

海南省

*+&’+’
东寨港自然保护区

E$’7H.+&7+’7 I+-9#) @)4)#%) J KLL
文献报道历史上有灰鹤在周边地区越冬。

M&’-)#&’7 7#$9’N $: F$//$’ F#+’) #)($#N)N &’
-.) 3+4- N$(9/)’-G

共计

O$-+; C C C PJ K0 LQQ 0QR

#甘肃省黄河三峡湿地自然保护区，包括刘家峡、盐锅峡、八盘峡

#O.) ?);;$< @&%)# O.#)) S$#7)4 M)-;+’N I+-9#) @)4)#%) &’ S+’49 "#$%&’() ($’4&4-4 $: -.) T&96&+U&+ S$#7)，?+’79$U&+ S$#7) +’N
V+3+’U&+ S$#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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