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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9年后重现岛城

据介绍，中华凤头燕鸥之所以被称
为“神话之鸟”，因为它是世界上最为稀
少的鸟类之一，并且从人们的视野中“消
失”了 63 年，让专家一度以为它已经灭
绝。

8 月 18 日，青岛市观鸟协会工作人
员在胶州湾湿地进行观鸟活动，通过远
距离观察、记录，了解鸟类的生活习性和
活动规律。协会秘书长于涛介绍，胶州
湾湿地是青岛市鸟类生物多样性最为丰
富的区域，青岛市观鸟协会一直关注着
胶州湾湿地的保护，常年不间断开展鸟
类调查和监测。

“胶州湾湿地浅海水域广阔，淤泥滩
涂肥沃，水质优良，滩涂生物多样性丰
富，有着丰富的湿地动植物资源，每年都
会吸引大群的水鸟栖息活动。”于涛介
绍，除繁殖鸟类外，每年迁徙季节更有数
十万只水鸟在胶州湾停歇逗留。

记者了解到，经过长年观察，青岛市
观鸟协会在胶州湾记录到的鸟类超过
150种，其中不乏国家一、二级重点保护
鸟类，以及极度濒危和濒危鸟类。

“我们第一次记录到中华凤头燕鸥，
是在2016年8月19日。”薛琳告诉记者，
当时他们拍摄下了两成两幼共4只中华
凤头燕鸥。由于中华凤头燕鸥自 1937
年在青岛沐官岛最后一次被发现后，一
直未有任何可靠报告，这意味着时隔79
年之后，中华凤头燕鸥在它的历史繁殖
地青岛重新现身。

全球仅有150余只

记者跟随观鸟协会工作人员来到一
处胶州湾湿地，通过望远镜远远观察在
滩涂以及养殖场地上的鸟类。

“看！那就是中华凤头燕鸥！”薛琳
兴奋地提示道。

记者在望远镜中看到，中华凤头燕
鸥体长在 30 厘米左右，头顶羽毛为黑
色，背部、肩部和翅上的羽毛呈淡灰色。

记者看到，一只中华凤头燕鸥突然
飞起来，从三四十米高的空中一头扎入
海里，等再飞起来的时候，嘴里已经叼着

一条几乎和它等长的鱼。
眼前的中华凤头燕鸥有多少只？薛

琳、于涛和协会会员小梅三人认认真真
地数了起来。三人各自数完，对了对数
目，于涛又走到小山背后观察是否还有
中华凤头燕鸥。

薛琳告诉记者，青岛是中华凤头燕
鸥的历史繁殖地，1937年我国野生动物
学家在青岛沿海进行标本采集，在位于
现黄岛区胶南境内的沐官岛发现了中华
凤头燕鸥的繁殖种群。当时，他们共在
沐官岛采集中华凤头燕鸥标本21只，中
科院保存的4只中华凤头燕鸥标本中有
两只来自沐官岛。

2000 年，一个振奋人心的消息传
来：摄影师梁皆德在拍摄纪录片过程中，
意外地在大凤头燕鸥群体中发现了中华
凤头燕鸥。“神话鸟”时隔 63 年重现于
世，轰动了当时的鸟类学界。一个一度
被认为已经灭绝的物种被重新发现，这
让中华凤头燕鸥传奇的经历中多了几分
神秘色彩。经过多年艰苦卓绝的保育工
作，2013年中华凤头燕鸥繁殖种群人工
招引与恢复项目开始实施。

记者了解到，如今浙江象山韭山列
岛中铁墩屿已经成为全球中华凤头燕鸥
最大的繁殖地，截至 2021 年，中华凤头
燕鸥的数量超过150只。这个濒临灭绝
的物种得到拯救。

记录数量持续增长

2016年青岛市观鸟协会正式成立，

协会成立伊始立即针对胶州湾水鸟开展
了系统的监测工作。2016 年 8 月 19 日
在大沽河入海口附近记录到4只中华凤
头燕鸥后，协会就开展了中华凤头燕鸥
专项监测：2017 年、2018 年在胶州湾都
记录到了中华凤头燕鸥；2019年10月监
测到 37 只中华凤头燕鸥，数量创下纪
录。

“当时还以为 37 只就是数量上限
了，没想到2021年10月我们又在胶州湾
大沽河口再次创纪录地监测到了 72 只
中华凤头燕鸥，创造了中华凤头燕鸥全
球非繁殖季的最大数量纪录，而这个数
量占到该物种全球总数的近50%。”

“截至 2022 年 8 月 22 日，我们已在
胶州湾记录到前期到达的中华凤头燕鸥
82 只。”于涛告诉记者，随着时间的推
移，更多的中华凤头燕鸥将陆续到来。

多方合作调查监测

今年以来，青岛市观鸟协会在北京
企业家环保基金会、红树林基金会的支
持下，开展胶州湾中华凤头燕鸥夏秋栖
息地同步调查，同时胶州湾中华凤头燕
鸥也受到国内外各环保基金会、高校、鸟
类科研机构的关注，并与青岛市观鸟协
会展开多方面合作。

薛琳介绍，今年青岛市观鸟协会将
在白沙河入海口、大沽河入海口、洋河入
海口和红岛等地，进行为时 4 个月的中
华凤头燕鸥同步监测。与此同时，协会
将积极与青岛市园林和林业局、青岛市

生态环境局合作，提供基础数据，为中华凤
头燕鸥在胶州湾的保护工作提供科学支
撑。

“现在很多市民都参与到观察和保护
鸟类的行动中来。”薛琳告诉记者，他们举
行的相关活动受到了众多市民关注，特别
是年轻人群体。

“我们身处大自然当中，动物植物和人
类应该和谐相处。通过观鸟活动，人们能
切身体会到，这个世界不只是人类的，而是
所有生物的。”薛琳说。

相聚岛城的中华凤头燕鸥从何而
来？它们为什么在完成繁殖后来到胶
州湾？数量如此庞大的群体在胶州湾
聚集，它们来这里做什么？很多问题都
等待解答。

2016 年夏季在胶州湾第一次发现
中华凤头燕鸥时，青岛市观鸟协会就与
全球各繁殖地、保护区进行合作，对于
胶州湾的中华凤头燕鸥进行监测，并于
2017年、2020年、2021年在胶州湾分别
记录到带有马祖列岛繁殖地、浙江繁殖
地、韩国繁殖地环志的中华凤头燕鸥。
这些记录证明，全球所有繁殖地的中华
凤头燕鸥完成繁殖后，都会在胶州湾聚
集。

从记录中还可以看到，来到胶州湾
的中华凤头燕鸥成鸟全部处于换羽
期。而每年都会记录到，众多中华凤头
燕鸥幼鸟跟随亲鸟来到胶州湾。

协会通过多年观测，彻底掌握了
中华凤头燕鸥在胶州湾的数量、分布、
迁来时间、迁离时间、成幼比例、换羽
情况、食物结构、受胁因素等重要数
据，并通过监测数据证明胶州湾是中
华凤头燕鸥最重要的迁徙前的聚集
地、换羽地以及喂养训练幼鸟的重要
区域。而每年中华凤头燕鸥在胶州湾
栖息的时间超过3个半月。

本版撰稿 观海新闻/青岛早报
记者 魏铌邦 通讯员 于涛

“神话之鸟”的青岛“神话”
市观鸟协会今年监测到82只中华凤头燕鸥 记录显示它们从全球各地而来在胶州湾换羽育幼

有一种鸟被称为“神话之鸟”，全球仅有150多只，但是不管它出生在哪里，完
成繁殖后都会在胶州湾聚集。这种鸟就是中华凤头燕鸥。“截至8月22日，在青
岛就记录到了82只中华凤头燕鸥！”昨天，青岛市观鸟协会会长薛琳高兴地告诉
记者，随着时间的推移，更多的中华凤头燕鸥将陆续来到青岛。

/ 新闻幕后 /

“神话鸟”来青育幼

于涛（左）带小“鸟友”观鸟。 观海新闻/青岛早报记者 魏铌邦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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