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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红嘴鸥大规模进入昆明城区觅食形成人鸟互动的重要生态现象, 其在城区的停留时间成为公众关注的焦

点。基于常年统计和定点连续观察,本文探讨了红嘴鸥在昆明城区的停留时间及其影响因素。结果表明: ¹ 1987

~ 2006年,红嘴鸥到达和离开滇池的日期分别是 10月 3日 ~ 11月 3日和翌年的 3月 18日 ~ 4月 18日; 停留 177 ?
9 d, 在滇池停留 32 ? 11 d后才进入城区, 而不进城 34 ? 21 d后才离开滇池; º 2007年 2月 12日 ~ 3月 4日, 红嘴

鸥每日 7B25~ 9B50进城觅食, 10B30~ 16B30返回滇池夜宿, 在城区停留 4. 7 ? 1. 5 h /d( 2. 5~ 8. 5 h /d); » 人工投喂
食物是吸引红嘴鸥进城并长时间停留的决定性因素;而突发声响, 特别是水面划船等人为干扰, 促使红嘴鸥过早返

回滇池。作者认为, 为了促使红嘴鸥进入城区并长时间停留, 需要限制游船等人为干扰和深入了解滇池地区越冬红

嘴鸥的分布地及其动态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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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bstrac t: It is an important eco log ica l phenom enon that m ore than ten thousand w in tering black-headed gull ( Larus ridi-

bundus ) da ily poured into the K unm ing c ity zone fo r feed ing and returned to the lake for n ights, in the reg ion o f Lake D ian-

ch,i Southwest Ch ina, wh ich becam e a key pub lic focus fo r the close re lationship betw een hum an and the gulls. Based on

the annua l reco rds dur ing 1987~ 2006 and the da ily observation from 12 F ebruary to 4M arch in 2007, the duration and its

influenc ing facto rs of the gu ll in K unm ing city zone w ere d iscussed in th is paper. T he resu lts ind ica ted tha t: ¹ during 1987

~ 2006, the arr iva l date o f the gull in L ake D ianch iw ere 3 O ctober~ 3 N ovember, and the depa rture date were 18M arch~

18 A pril nex t year respective ly. The gu lls localized in this reg ion for 177 ? 9 days annua lly and they stayed in L ake D ianch i

for 32 ? 11 days before ente ring the city zone to feed and d id no t ente r the city zone for 34 ? 21 day s be fo re m ig ra ting tow ard

to the breeding reg ion; º dur ing 12 February to 4M a rch, 2007, the gu lls entered into the city zone from 7B25 to 9B50 in

the mo rn ing and left for L ake D ianch i from 10B30 to 16B30, stay ing in the c ity zone fo r 4. 7 ? 1. 5 hours ( 2. 5~ 8. 5) per

day; » food prov ided by tour ists and citizens a ttracted the gu lls to ente r the c ity zone. How ever, row ing boa ts on the w ater,

sudden vo ices or threa ten poses drove them back to the L ake D ianch,i vary ing the da ily dura tion of the gu ll in the city zone.

T he suggestions are discussed to m ake the gu ll enter and stay m ore hou rs in the city zone.

 K ey words: Larus rid ibundu s; du ration; urban w ild b ird; Lake D ianchi

  红嘴鸥 Larus ridibundus是分布于欧亚大陆和北

美洲东部沿海的一种候鸟, 在中国其繁殖地在新疆、

内蒙、黑龙江和吉林等地, 而越冬地却很广阔, 北起

东北地区的南部, 西抵西藏南部, 东至台湾, 沿海各

省常见 (和丽川等, 2006; 方文珍等, 2007 )。自

1985年 11月滇池地区越冬红嘴鸥进入昆明城市中

心区的盘龙江、翠湖等地觅食以来, 形成了从未间断

的人鸥共戏春城的特殊景致, 2004年冬, 昆明城区

红嘴鸥数量最多, 达 19 000只。可是, 20多年来进

城红嘴鸥的数量时多时少, 在城区的觅食地点减少、

停留时间缩短, 近年已经不再光顾盘龙江 (王紫江

等, 2006a)。红嘴鸥能否长期群集昆明城区, 成了

公众格外关注的话题。在昆明鸟类协会的支持下,

本文作者先后对滇池地区越冬红嘴鸥进行了大量调

查研究。本文讨论红嘴鸥出入城区的基本特点、在

滇池及城区的停留时间及其影响因素, 为留住红嘴

鸥提供科学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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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研究方法

昆明鸟类协会从 1987年开始连续记录红嘴鸥

到达和离开滇池及昆明城区的具体日期, 对红嘴鸥

在城区停留时间也有一定记录但不系统。翠湖公园

是红嘴鸥在城区的主要觅食地,水域面积为 15 hm
2
。

位于东南角的池子 (A池 )约 1. 7 hm
2
, 红嘴鸥数量

最多, 约 5000~ 6000只, 观鸥游人如织, 投喂食物和

划船的人很多; 与之仅 1堤之隔的池子 ( B池 )约

1. 5 hm
2
,红嘴鸥数量次之,投喂食物的人较多, 水面

没有划动的游船 (图 1)。2007年 2月 12日至 3月 4

日,从 7B30开始,在翠湖公园的 A池和 B池对红嘴

鸥的停留时间及影响因素进行了系统的观察记录,

包括红嘴鸥出入城区的具体时间, 以及促使红嘴鸥

离开翠湖的人为活动,如投喂食物、划船、起哄轰赶

等。10B00和 12B00定时记录水面游船数量,取最大

值为当天游船数。如果红嘴鸥在 12B00以前离开,

则记录其离开时的水面游船数量。同时, 在小西门

十字路口和翠湖, 观察记录红嘴鸥出入翠湖的行为

特征,包括从天空飞向并降落翠湖、在翠湖的觅食和

休整、从翠湖飞起离开城区等内容。由于个体数量

多,对觅食和休息的跟踪观察难度大,只能以 1只红

嘴鸥从起飞、觅食、休息到跟踪丢失为 1个观察时

段,分为休整时间和觅食时间 (包括以觅食为目的的

起飞、行走、觅食的时间 )。

图 1 翠湖水域格局及研究地点
Fig. 1 The w ater pattern and study sites in Green Lake

2 结果与分析

211 红嘴鸥出入城区的特点
进城  2006年 10月 16日,越冬红嘴鸥到达滇

池地区, 4日上午, 约 100只飞入城区翠湖上空, 盘

旋约 15 m in后返回滇池, 6日上午 9: 00有少量落翠

湖水面,当天达 600只。随后,红嘴鸥每天进城的时

间有所提前, 降落也更加直接。在 2007年 2月 12

日 ~ 3月 4日期间, 它们或分散或成群, 从西南的大

观楼方向飞到翠湖上空,集中,盘旋 5~ 15 m in, 降落

翠湖,每天最早降落时间在 7B25~ 8B06之间, 最晚

在 9B25~ 9B40之间。如果有人投食则不盘旋, 直接

缓慢降落加入觅食队伍。2月 20日 8B10~ 8B50, 红

嘴鸥结伴而来,每群 2~ 22只。跟踪观察 17只, 6只

直接降落水面, 9只加入圈层状的觅食队伍 1 /2圈

后降落水面 (其中 4只得到食物 ) , 2只加入觅食队

伍 4圈且各取食 3次后降落水面。说明红嘴鸥主要

是到翠湖觅食。

觅食  除了少数志愿者外, 投食者为博取乐趣

而投食,因而红嘴鸥觅食是在人为诱导下进行的。

投食者在堤岸依栏排列,高举或抛撒食物,红嘴鸥在

空中滑翔呈暂停状, 面对投食者,急飞抢夺食物, 或

者顺次排列形成圈层状的取食队伍, 大声鸣叫, 侧向

抢夺食物,到水面吞食。如果没有抢到或抢到的食

物少,再次回到取食队伍。若遇大块食物漂浮水面,

立刻取而食之,有时 3~ 5只争抢一块漂浮食物, 获

胜者飞到远处水面吞食。有的投食者将食物放在地

面或其他物体上,红嘴鸥飞来啄食,并抬头、伸颈向

投食者乞讨。在翠湖和滇池草海大堤, 均未看到红

嘴鸥取食天然食物。

休整  翠湖红嘴鸥的大部分时间为休整状。 2

月 20日 9B00 ~ 10B00, 先后跟踪观察了 10只红嘴

鸥,其觅食与休整的相对时间是 1B4。水面上, 在没

有投食、噪声、移动游船和其他干扰时, 它们缩着脖

子,无明确的朝向, 缓慢游弋, 时而啄逐, 时而 1~ 2

只飞起即刻落下。有投食、噪声、移动游船和其他干

扰时,则抬起头,朝向干扰源,呈警戒状, 若干扰持续

或增强,即刻群体起飞。它们也常在屋顶、游船、围

栏、地面休整 (很少在树冠、灌丛中 ) , 朝向阳光、迎

风向或开阔地,周围安静则缩脖静立, 或展翅, 或用

喙梳理羽毛, 有投食、噪声和其他干扰时,则抬头, 呈

警戒状观望。在水面和陆面, 红嘴鸥的个体空间距

离约 1~ 2个身长,相当于 50~ 100 cm, 如果有其他

个体靠近,则走开或伸颈、尖叫驱赶。

离城  红嘴鸥离城包括群起、高飞、观望、再次
降落或飞离等连续动作,基本分为 3种类型。一是

水面少量个体 ( 30 ~ 100只 )起飞, 渐渐飞高, 至约

300 m高空,陆续飞走。这种情形下,对正在觅食的

个体没有发生影响;二是水面 1 /2~ 2 /3的个体群体

(通常超过 500只 )起飞, 至约 200 m高空,其中大部

分降落到起飞时或其他池子的水面。没有降落的,

约 30 s后,或由 1~ 2只领头排成线状,飞高,离开,

或呈逆时针方向, 盘旋 5~ 40 s后, 渐渐分批离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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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情形下,正在觅食的个体很快飞到水面中部等

待观望;三是全体红嘴鸥飞起, 整体向上飞高, 不再

降落水面,飞行速度很快, 在高空整理队形, 大批离

去,剩余的在高空成 1~ 4群,做逆时针状盘旋, 1~ 3

m in变为流体状, 忽东忽西, 变幻莫测, 1 ~ 2 m in后

分批飞离城区。2月 19日,红嘴鸥 10B36开始离城,

其间,在 A池的红嘴鸥飞起 7次, 降落 6次, 10B55

起飞后不再降落, 10B59全部离开城区; 次日, 红嘴

鸥 10B30开始离城, 10B47全部离开 A池, 11B47全

部离开 B池, 12B10全部离开翠湖。

212 停留时间
21211 年停留时间  1987~ 2006年期间,红嘴鸥到

达滇池和城区的日期分别是 10月 3日 ~ 11月 3日

和 11月 3日 ~ 11月 25日, 离开滇池和城区的日期

分别是翌年的 3月 18日 ~ 4月 18日和 12月 27日

~ 3月 27日 (王紫江等, 2006a)。它们来到滇池后,

要停留 24~ 72 d (平均 32 ? 11 d)再进入城区,而离

开城区后再停留 34 ? 21 d才离开滇池。也就是说,

红嘴鸥在滇池和城区的年平均停留时间分别为 177

? 9 d和 119 ? 21 d, 平均相差 59 d(表 1)。

表 1 滇池及昆明城区越冬红嘴鸥的到达、离开日期和停留时间
Table 1 Dura tion of w intering black-headed gull and its arriva-l departure date in Lake D ianchi

到达日期 ArrivalDate

最早 First 最迟 Last

离开日期 Departure Date

最早 F irst 最迟 Last

停留时间 Du ration( d )

最大 M ax 最小 M in 平均 Average

滇池 Lak e D ian chi 10-3 11-3 3-15 4-18 186 159 177 ? 9

城区 Doun tonwC ity Zone 11-3 11-25 12-27 3-27 54 140 119 ? 21

  在 20年间, 红嘴鸥在滇池的停留时间变化不

大,通常维持在 173 d以上, 1996年降低至 159 d,

1987年、2005年和 2006年较低, 为 163 d。而在城

区的停留时间则变化较大, 且与其在滇池停留时间

无必然联系, 例如, 1992年红嘴鸥在滇池停留时间

最长 ( 186 d)但在城区停留时间却最短 ( 54 d), 2000

年以后呈增加趋势 (图 2)。

图 2 滇池地区越冬红嘴鸥的年停留时间 ( 1987 ~ 2007)

(部分数据引自王紫江等, 2006a)

F ig. 2 The annual ly durat ion ( d) of w in tering black-headed gu ll

in th e region of Lake Dianch i( cited part ly from W ang et a l1, 2006a)

21212 日停留时间  2007年 2月 12日 ~ 3月 4日

期间, 红嘴鸥在滇池草海的停留时间约 9. 0 h /d, 最

长达 12. 5 h /d ( 2月 19日, 7B30~ 19B00) , 在城区

(翠湖 )的仅 4. 7 ? 1. 5 h /d, 最长 8. 5 h /d ( 2月 17

日 ) ,最短 2. 5 h /d ( 2月 23日 )。在翠湖, 红嘴鸥在

A池和 B池的停留时间不一样, A池平均 4. 4 ? 1. 8

h /d, B池平均 4. 5 ? 1. 6 h /d (图 3)。

213 影响因素

21311 投喂食物  红嘴鸥是为了食物进入昆明城

区的,而城区水域的天然食物极少, 投食成了维系红

嘴鸥停留城区的关键环节。

从 2006年 11月 9日开始, 翠湖周边就设置了

12个红嘴鸥食物销售点, 游客购买或自带食物投喂

红嘴鸥,促使红嘴鸥接连不断地前来取食。 2007年

2月 17日, 红嘴鸥在翠湖水面等待喂食, 但由于适

逢春节除夕, 销售食物的小贩和投食者极少,它们停

留在水面,至 1̀6B30才离开,而在 2月 12~ 16日, 红

嘴鸥最后离开翠湖的时间是 14B30。据志愿者的观

察,如果投食过多, 红嘴鸥早早吃饱, 也会提前返回

滇池。显然, 投食数量直接影响着红嘴鸥在城区 (翠

湖 )的停留时间。

在滇池草海大堤也观察到, 红嘴鸥在约 16B30

开始逐渐飞向滇池外海, 而 2月 19~ 21日, 投食者

多且投食时间持续到 17B30 ~ 18B00, 红嘴鸥在大堤

草海水域延续到 18B30~ 19B00。在滇池南端的海口

镇, 2006年新建的高海公路大桥成为一大景观, 游

人聚集,结果引来了红嘴鸥。游人和当地居民前来

投喂食物, 2007年 2月 18~ 21日期间, 红嘴鸥在大

桥附近水域停留至 17B30,平均为 10 h /d。

可见,红嘴鸥亲近人群成为都市化野鸟,是它们

已经获得 /有人聚集,就有食物可食 0的经验结果所

至,食物的有无和多少,成了影响红嘴鸥是否到达觅

食地以及在觅食地停留时间长短的决定性因素。

21312 突发声响  红嘴鸥亲近人群但对人群总是

存在戒备,一旦有突发声响,它们就群体起飞, 或再

次降落或离开觅食地。 2007年 2月 12日 ~ 3月 4

日期间,在翠湖观察发现,持续性的高频率声响不会

惊吓红嘴鸥, 如汽车发动机声音、播放器播放的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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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游人通常的讲活声和呼喊声, 但是宠物狗狂叫、

汽车长时鸣笛、游人带威胁性的大声喊叫或击掌等

突发声响则会惊吓红嘴鸥。受到惊吓后, 红嘴鸥飞

离取食的堤岸,约 10~ 60 s后再次回来, 或者飞向天

空, 5~ 10 s后返回水面, 或者在天空盘旋后离开城

区。

21313 划船  划船对在翠湖觅食的红嘴鸥产生了

明显的影响 (图 3)。 2月 18 ~ 24日, 在翠湖 A池,

9B50就有游人划着小船在水面上移动,观察到的游

船为 32~ 74只 (平均 44只 ), 同期在 B池没有游船,

而红嘴鸥在 A池和 B池的停留时间分别为 2. 8 ?

0. 2 h /d和 3. 5 ? 0. 8 h /d。可以认为,翠湖水面过多

的移动游船使红嘴鸥的停留时间直接减少约 0. 7 h /

d。从前述红嘴鸥的行为观察可知, 它们离开翠湖的

行为具有明显的群集性。A池红嘴鸥受移动游船而

离开对 B池红嘴鸥有诱导作用。从图 3可见, 在 2

月 12~ 17日和 2月 25日 ~ 3月 4日,观察到的游船

数最多 15只,在此期间红嘴鸥在 A池的停留时间为

6. 5 ? 1. 0 h /d,最长 8. 5 h /d。表明移动游船对红嘴

鸥停留时间的间接影响更为重要。显然, 翠湖水面

过多的移动游船对红嘴鸥产生直接和间接的影响,

使其停留时间减少约 3. 7 h /d。

图 3 翠湖红嘴鸥日停留时间与水面游船的关系 ( 1997, 2~ 3月 )

Fig. 3 The relationsh ip b etw een daily durat ion ( h) of w in tering

b lack-h eaded gu ll and row ing boats in

Green Park( Feb. ~ M ar. , 1997 )

移动游船影响红嘴鸥在翠湖停留时间的主要方

式有二, 挤占水面和直接惊吓。游船长宽约为 4. 0

@ 1. 2 m, 红嘴鸥与游船保持的距离约 1. 0 m,水中 1

只静止的游船挤占了约 20 m
2
水面, 而当游船快速

移动时,红嘴鸥与之保持的距离左右约 5 m、前方约

2 m、后方约 10 m,此时 1只游船挤占的水面达 230

m
2
。游船停在水面不移动,并有游客投食,红嘴鸥呈

高度警戒状取食, 一旦船上的人因惊喜欢呼或作出

过大手势,或游船速度加快, 它们就群起飞离水面,

有的直接飞走,导致红嘴鸥过早离开翠湖。因而, 过

多的游船是促使红嘴鸥较早离开翠湖的主要原因。

3 讨论

红嘴鸥大规模地进入昆明城区仅仅是一种觅食

活动,它们吃饱了或者吃不饱,都会离开城区。天然

条件下, 红嘴鸥会捡食垃圾杂物, 例如, Kubetzki&

G arthe( 2003)在德国北海东南部的研究表明红嘴鸥

分布在海岸线 10 km以内的潮间带, 在其食物中有

10%以上的为鱼场丢弃垃圾杂物。本文作者在俄罗

斯贝尔加湖地区的调查也发现红嘴鸥在垃圾场觅食

的现象 (吴兆录, 李正玲, 2007; 王紫江等, 2007)。

红嘴鸥也会偷食共栖鸟类的食物 ( Stienen & B ren-

n inkm e ijer, 1999)。滇池地区越冬红嘴鸥每天要花

费 2. 5~ 8. 5 h进城取食人工投喂的食物,是其取食

垃圾杂物习惯的延伸, 为对天然动物性食物短缺胁

迫的适应。因而, 在适当时间提供适量食物,是促使

红嘴鸥进城觅食并维持较长停留时间的一个关键环

节。例如,可以让商贩在 9B00、11B00、13B00等不同

时段分别出售一定数量的食物, 以延长红嘴鸥在翠

湖的觅食时间。观察表明, 人们的不良行为,特别是

带有威胁性的大声喊叫或击掌等突发声响和在翠湖

水面驱船惊扰红嘴鸥的行为,带来了负面影响, 在水

面移动的游船不仅挤占有限的水面且驱赶红嘴鸥使

其受惊过早离开翠湖。 1994年以来, 昆明实施了在

部份地区禁止燃放销售烟花爆竹的管理政策, 为红

嘴鸥长期群集昆明城区创造了宁静环境, 说明为了

维持红嘴鸥在城区的停留时间而对人为活动做出一

些限制是可行的。所以, 在适时提供适量食物的同

时,应该对惊吓红嘴鸥的人为活动做出一些限制, 例

如,在红嘴鸥集中越冬的水域禁止使用游船。

再者,目前忽视投食引诱红嘴鸥聚集城区水域

的环境影响, 不利于红嘴鸥的长期停留。 Irv ine等

( 1993)在英格兰 H ick ling B road湖泊的研究表明, 20

世纪 70年代以来, 由于红嘴鸥粪便积累造成该湖泊

的富营养化, 使草型湖泊转变为藻型湖泊,有毒藻类

P rymnesium parvum 增殖, 毒杀鱼类, 塘虾 N eomysis

integer大量取食枝角类 C ladocera, 使湖泊生态系统

恶化。进城红嘴鸥最早停留在盘龙江的南太桥一

带,随后它们在翠湖集中觅食并向盘龙江、世博园等

水域扩散。近年, 盘龙江水域已无红嘴鸥的踪影, 城

区的红嘴鸥几乎集中在翠湖 (王紫江等, 2006b)。

但在翠湖的红嘴鸥仅仅取食人工投喂的食物。本文

作者的试验研究表明, 红嘴鸥取食人工食物是一种

被迫行为。在提供面包、专用饲料、白菜等植物性食

物和新鲜泥鳅、小鱼、小虾等动物食物时, 红嘴鸥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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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动物性食物,而无动物性食物时, 它们的取食总量

从 103. 7 ? 10. 2 g /d减少到 24. 9 ? 8. 4 g /d。由此可

见,如果任由投喂食物作为维系红嘴鸥停留城区的

惟一要素,红嘴鸥不再进城的风险是巨大的,应该考

虑控制城区水域污染、营建红嘴鸥的天然食物。

昆明城区水域仅仅是滇池地区越冬红嘴鸥的觅

食地之一 (吴金亮, 王紫江, 2006), 要长期维系红

嘴鸥进城和长时间停留城区, 应该全面考虑红嘴鸥

在滇池地区的停留问题。研究和保护红嘴鸥应该遵

循城市发展影响野鸟的特征,研究人、栖息地和红嘴

鸥三者关系 (陈水华等, 2000 )。 Gorke和 B rand

( 1986)在德国南部地区用无线电跟踪器对 5只红嘴

鸥进行研究,发现红嘴鸥觅食范围最大距离达 18. 5

km, 它们总是在相同的地方迁飞以记住觅食地、提

高觅食效率和减少种内竞争。从滇池外海红嘴鸥夜

宿地到城市中心区翠湖, 直线距离不到 15 km, 因而

红嘴鸥在翠湖及其夜宿地之间移动并未超出其通常

的觅食空间范围。要延长城区红嘴鸥的停留时间,

首先应该使红嘴鸥在滇池地区的停留时间达到最

长。V ickery等 ( 2001)的研究表明, 20世纪下半叶

以来,英国中生草地的精细管理,使草地作为鸟类筑

巢、越冬生境的退化和种子食物资源的减少,也使无

脊椎动物食物多度和可利用性降低。王彦平等

( 2004)对杭州城建鸟类惊飞研究发现:建筑区、城市

园林、山区、农田和水荡等不同景观条件下, 同种鸟

类的惊飞距离呈减小趋势 (王紫江等, 2004)。随着

新昆明建设的发展, 建筑用地向外扩展已经使传统

概念的城区扩张至滇池草海, 这种转变对滇池地区

的农业用地、湿地的影响深远,红嘴鸥进城的含义也

将发生改变。因此,有必要对滇池地区越冬红嘴鸥

分布地及其动态进行深入研究。

4 结论

滇池地区越冬红嘴鸥大规模地早出晚归, 进城

觅食,是一个普通的觅食过程,但城区食物基本上源

于人工投放,就使红嘴鸥进城觅食演变为人鸟互动

的重要生态现象。人工投喂食物是吸引红嘴鸥在城

区长时间停留的决定性因素,而突发声响, 特别是水

面划船等人为干扰促使红嘴鸥过早离开城区, 需要

加强管理,限制人为干扰,营建红嘴鸥在城区的天然

食物。城区水域仅仅是滇池地区越冬红嘴鸥的觅食

地之一, 要促使红嘴鸥进城并长时间停留,应该全面

考虑滇池地区越冬红嘴鸥分布地及其动态和停留问

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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