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它为什么是

它是鸟儿迁徙的
重要“中转站”

一只大滨鹬，从春天离开澳
大利亚，横跨整个西太平洋，它们
可以连续飞行5天5夜，但在飞越
了5000公里的距离后，它们的体
重250克会掉落到100多克，亟需
一处栖息地作为能量站。崇明东
滩正是这样的“能量站”，对于迁
徙鸟类，这片湿地如同一个“家
园”，意义巨大。

崇明东滩位于黄海的最南
端，该区域处于东亚-澳大利西亚
迁徙路线的中间位置，距离澳大
利亚的越冬地 5400-6000 公里，
距离阿拉斯加和西伯利亚繁殖地
3000-6000公里，也因此成为许多
鸻鹬类迁徙途中的必经之地。

多年的环志研究表明，斑尾
塍鹬、大滨鹬等长距离迁徙的鸟
类可以中途不停歇地直接从澳大
利亚飞往崇明东滩；中、短距离迁
徙的鸻鹬类，如弯嘴滨鹬、大杓鹬
等，在春季也将崇明东滩作为重
要的迁徙停歇地。根据近年来的
调查，崇明东滩记录的鸻鹬类有
51种，每年有25万只以上的鸻鹬
类在此停歇。

由于在崇明东滩和澳大利亚
之间为浩淼的西太平洋，因此，在
春季鸻鹬类向北方迁徙时期，崇
明东滩是从澳大利亚而来的长距
离迁徙鸟类在飞越西太平洋后所
到达的第一个迁徙停歇地，崇明
东滩对于鸻鹬类继续向北方迁徙
起着重要的作用。同样，在秋季
鸻鹬类向南方迁徙时期，崇明东
滩是到澳大利亚越冬的长距离迁
徙鸟类的最后一个迁徙停歇地。
因此，在崇明东滩补充的能量对
于鸻鹬类能否顺利飞越西太平洋
同样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崇明东滩鸟类国家级自然保
护区管理事务中心主任钮栋梁表
示，鸟类是没有国界的。因此，候
鸟的保护是国际性的。目前，全
球已经建立了众多的候鸟保护网
络，在候鸟的繁殖地、越冬地和迁
徙停歇地的国家和地区共同参与
候鸟的保护行动。在东亚地区，
目前已经成立的保护网络有东

亚-澳大利西亚鸻鹬类保护网络、
东北亚鹤类保护网络以及东亚雁
鸭类保护网络。崇明东滩已加入
东亚澳大利亚鸻鹬类保护区网
络，并开展了一系列的研究与保
护项目，这对于那些迁徙过程中
在崇明东滩停歇的鸻鹬类的保护
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据悉，为了更好地保护亚太
地区的候鸟及其栖息环境，我国
政府分别与日本国政府和澳大利
亚政府签订了《保护候鸟及其栖
息环境协定》，共同保护栖息或迁
徙于两国之间的候鸟。在中日
《协定》中，列出共同保护鸟类有
227 种，来往于崇明东滩鸟类有
160 种，占《协定》鸟类种类的
71%；在中澳《协定》中，列出共同
保护的候鸟有81种，来往于崇明
东滩的鸟类有52种，占《协定》鸟
类种类的64%。

此次申遗成功，可见崇明东
滩湿地的鸟类保护对于展示中国
政府在生物多样性保护方面的国
际形象，提升中国政府的国际声
誉所发挥的重要作用。

1%的种群增长
成为关键指标

20世纪90年代末，外来入侵
植物互花米草开始在上海崇明东
滩鸟类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内快速
扩散蔓延，侵占了大量土著植物
的分布区，造成海三棱藨草、芦苇
等土著植物群落面积不断萎缩，
滩涂湿地的高程快速淤高，严重
危害到滩涂底栖生物的发育生
长，进而影响到迁徙鸟类在滩涂
湿地的取食和休息。

得益于生态修复工作的持续
推进，东滩保护区工作人员记录
到的候鸟种类和种群规模均有显
著增长。据悉，目前保护区内共
有300种鸟类，其中国家一级重
点保护鸟类19种，包括白头鹤、
东方白鹳、黑鹳等；列入国家二级
重点保护鸟类59种，如大滨鹬、
小天鹅、白琵鹭等；列入《中国濒
危动物红皮书》的鸟类有22种。

“8月份，我们将公布最新的
统计数据，预计将增加到 320
种。”钮栋梁说。在《国际重要湿

地公约》中引入了这样一条评价
标准：“如果一块湿地定期栖息有
一个水禽物种或亚种某一种群
1%的个体，就应被认为具有国际
重要意义”。比如全球现有约1.5
万只白头鹤，而在东滩保护区监
测统计到超过150只，这一物种
当年就可以记入崇明的“1%”名
列。这“1%”的含金量，代表了东
滩湿地生态价值的关键指标。

2012至2023年，崇明东滩拥
有的“1%”总数由7种增至12种。
目前，崇明东滩历年共记录到各种
鸟类300种，其中国家一级重点保
护鸟类19种，国家二级重点保护
鸟类59种。持续地增长，标志着
崇明东滩的生态价值进一步释放，
影响力加快向全世界辐射。

科普教育与传播的
重要价值

科普传播的价值，同样也是
崇明东滩保护区“申遗”成功的重
要原因之一。

在东滩保护区鸟类科普教育
基地这个免费开放的综合性科普
教育区，能看到广袤的湿地风光，
也能观赏到各种鸟类，还有专业人
士进行科普。据介绍，自科普教育
基地建成运行以来，已接待超过
90万人次的市民游客参观访问，
开展了数百场次的科普教育专项
活动，接待逾3000批次5万余人。

“保护区持续面向公众，持续
开展形式多样的科普宣教活动。
面向周边社区开展形式多样内容
丰富的共建活动，使保护区和社区
画上了同心圆，开展国际交流与合
作，努力促进保护区与世界接轨，
是保护区一贯秉承的理念。”

钮栋梁告诉记者，近年来，保护
区更新了一批自然科普教育场馆，
通过预约就可参观。在湿地中，有
标本馆，能近距离认识东滩的“明星
鸟类”，有VR视频可以看，展示鸟类
迁徙的故事。还有让鸟类爱好者
观鸟的木栈道。这些都有效普及
了保护区及世界自然遗产相关知
识，增进了全社会对自然保护、湿
地保护和迁徙物种保育的科学认
识。“这也是崇明东滩能最终入选
自然遗产地的一个重要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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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好科研监测
加大开放力度

申报世界自然遗产则是保
护区迎来的又一次重大发展机
遇，也意味着更重的责任。“现在
保护区里大概70%~80%的鸟类
集中在生态修复区的24个平方
公里内，我们保护区有241.55
平方公里，相当于大部分鸟类
集中在10%的区域里面，如何
更科学更精细化地去管理，比
如说水位的控制、植被面积的
控制等等，我们接下来可能还
要做一些提升，会和高校合作
做一些研究，把精细化管理的水
平提上去。”钮栋梁表示。

他表示，第二个任务是继
续做好科研监测工作，掌握保
护环境变化的情况和趋势，不
断进行科学调整。而第三点，
则是向社会有更大的开放度，
让更多的公众参与进来。

“包括营建一些生态和体
验的场所，自然小径，也要更多
地培养一些志愿者队伍，包括
讲解员队伍。”钮栋梁表示，科
普基地每天的开放量可以达到
1000-1500 人左右，但目前还
未“满额”，“接下来我们会尽力
加大开放力度，让更多的公众
可以体验到我们的自然美景，
同时把生态保护的理念带回
去，传播给更多人。”

上海实现世界遗产“零的突破”
崇明东滩候鸟栖息地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

北京时间2024年7月21
日至31日，第46届联合国教
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委员会会议
（世界遗产大会）在印度新德里
召开，在此次会议上，中国黄
（渤）海候鸟栖息地（第二期）正
式通过审议。这标志着，中国
黄（渤）海候鸟栖息地的重要组
成部分——上海崇明东滩鸟类
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以下简称

“东滩保护区”）成功晋升为上
海的首个自然遗产。上海世界
遗产实现了“零的突破”。

青年报记者 刘晶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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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崇明东滩鸟类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本版摄影 青年报记者 吴恺

东滩保护区鸟类科普教育基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