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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城市野鸟带给人类美丽和生机, 也带来疾病。 1985年以来, 超过 30 000只红嘴鸥 (Larus r id ibundus) 年年

集中到昆明越冬, 形成了人鸥和谐的壮丽景观。但是, 面对日趋增多的禽流感案例, 需要重新考虑人鸟共融的风

险。区域性湿地退化、红嘴鸥群集觅食特性和人工喂食控制的综合作用是红嘴鸥聚居滇池地区的主要原因。红嘴

鸥对人工喂食的适应和依赖, 导致部分野性丧失, 或尾随密集人群而转移觅食地, 或不再返回繁殖地而变为

/留鸟0。提出通过食物招引促成红嘴鸥在不同生境觅食, 以维持红嘴鸥正常越冬又有效避免其向人类传播疾病

的城市野鸟控制新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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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城市野鸟使城市生机盎然。人们总习惯用野鸟

多少来衡量城市的生态环境质量和城市居民的环境

保护意识, 但对城市野鸟带来的生态风险以及相应

的管理问题却重视不足。本文以昆明越冬红嘴鸥

(Larus ridibundus) 为例, 讨论食物招引的城市野鸟

控制问题。

1 昆明越冬红嘴鸥数量逐年增加并得
到有效保护

( 1) 昆明越冬红嘴鸥数量呈阶段性的跳跃式增

加趋势。红嘴鸥是很普通的候鸟, 主要在欧亚大陆

的北方繁殖南方越冬。根据早期的记载, 20世纪

60年代, 昆明越冬红嘴鸥不超过 300只。同步统计

法结果表明, 1983~ 2008年昆明越冬红嘴鸥的种群

数量呈跳跃性增加趋势, 2001年 33 000只, 为历

史最高记录
[ 1]
。 1983 ~ 1988年, 数量逐渐增至

6 000只; 1989年, 突然增至 13 000只, 1994年维

持在 10 000只左右; 1995年, 突然增至 16 000只,

至 2000年, 维持这个水平; 2001年, 突然增至

33 000只, 到 2008年维持在 30 000只以上。

( 2) 昆明越冬红嘴鸥的一部分来自西伯利亚。

1985年以来, 通过环志工作, 发现昆明越冬红嘴鸥

中有一部分来自西伯利亚, 并且能够重游昆明。

1986年 3月和 1987年 2月, 在昆明捕捉回收到

/莫斯科 683830 号、 /莫斯科 N 593- 1120 号的 2

只红嘴鸥, 同期, 在昆明以西的易门县捕捉到有原

苏联环志中心脚环的红嘴鸥。 1990年和 1992年,

在昆明又发现 1986年在昆明翠湖被环志的 2只红

嘴鸥
[ 2 ]
。红嘴鸥在昆明越冬的时间, 约为每年 10

月至次年 4月, 平均 18013 ? 613 d /a, 1996年时间

最短, 仅 159 d, 2008年时间最长, 达 188 d
[ 3]
。

( 3) 昆明越冬红嘴鸥夜宿滇池水域, 在城区和

郊区湿地觅食。滇池是云南高原的淡水湖泊, 湖面

平均海拔 1 88615 m, 面积 30910 km
2
, 最大水深

1010m, 平均水深 413 m, 分内海 (草海 )、外海

两个部分。红嘴鸥夜宿滇池外海距离湖岸约 2 km

的水面上, 黎明时分飞向湖岸浅水湿地觅食。早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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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研究表明, 红嘴鸥上午从外海到草海集中, 再经

大观河进入城区的翠湖、盘龙江等湿地觅食, 中午

时分返回草海, 下午返回滇池外海夜宿
[ 4]
。 2007

年以来, 上午 6B30~ 7B30到达草海的红嘴鸥, 有的

直接沿着草海进入城区。有的停息到草海水域, 如

果到 8B00还没有人喂食, 部分个体再飞向城区;

如果有人喂食, 或者喂食的人比较多, 就不再进入

城区。红嘴鸥曾经以草海为中转地的觅食行为在逐

渐变化, 但一直保持夜宿滇池外海的习性。

( 4) 昆明越冬红嘴鸥得到有效保护。红嘴鸥给

昆明带来了喜悦, 也成为重要的旅游资源, 政府职

能部门、学术团体和社会公众都积极行动起来, 共

同保护红嘴鸥。 1985年 12月, 昆明市政府发布保

护红嘴鸥的政府通告, 1992年 1月和 2008年 12

月, 先后发布 5昆明市人民政府关于进一步严格海

鸥保护的通告6, 指定相关职能部门具体执行, 保

护红嘴鸥有法可依; 1986年 1月, 云南省政府立项

研究红嘴鸥补充食物, 1992年研制生产了富含动物

蛋白的专用饲料; 1987年, 成立了红嘴鸥保护协会

(现为昆明鸟类协会 ) , 组织科技人员和社会公众开

展科研、宣传、喂食等保护活动; 随后, 一些知名

的地方企业, 例如, 云南红酒业集团有限公司出资

支持红嘴鸥保护。于是, 2005年, 中国野生动物保

护协会颁奖赞誉昆明为 /中国红嘴鸥之乡 0, 促成

冬天到昆明看海鸥的热潮, 强化了人鸥密切

接触
[ 5]
。

2 区域性湿地退化和人工喂食控制使
具有群集觅食特性的红嘴鸥长期聚

集昆明

  对红嘴鸥聚集昆明城区和城郊的原因, 有多种

观点, 如暖冬说、水体污染增食说等。暖冬说认

为, 20世纪后期, 全球冬季变暖, 每年 10月 ~ 12

月, 中国东部地区阴雨、较冷, 而云南中部和北部

地区却晴朗、暖和。受此暖冬环境的影响, 在 10

月向南迁徙的红嘴鸥就向滇中高原集中
[ 6]
。这种观

点比较含糊, 缺乏说服力。

污染增食说认为, 昆明滇池湿地水体富营养化

积累了丰富的食物招引红嘴鸥聚集滇池湿地。在 20

世纪 80年代, 昆明滇池富营养化, 水生生物多样

性改变, 轮虫类、摇蚊、鲫鱼、麦穗鱼、刺鱼、鲦

鱼、蚌、螺等耐污种类数量增加, 积累了大量食

物, 引来更多的红嘴鸥
[ 7]
。这种水环境污染与食物

链变化观点, 阐明了红嘴鸥聚集昆明滇池湿地的一

个原因, 但难以解释红嘴鸥种群数量跳跃性持续增

加的现象。

从大的环境背景看, 区域性湿地退化、红嘴鸥

群集觅食特性和人工喂食控制的综合作用可能是红

嘴鸥聚居滇池地区的根本原因, 可以用 /人工喂食

控制的群集觅食 0 来概括。
20世纪 80年代以来, 中国中部、南部地区湿

地减少, 促使红嘴鸥集中越冬。红嘴鸥在中国的越

冬地, 大部分为春夏耕种秋冬休闲的水稻农业区。

秋冬休闲的水稻田及与之相伴的池塘沟渠, 形成了

多样化的湿地系统, 为候鸟提供多样的越冬栖息

地。 20世纪 60~ 70年代, 湿地遭受垦殖, 进入 80

年代, 农村实行土地承包责任制和市场经济发展,

秋冬水稻田被排干种作物, 且使用大量化肥农药,

冬季的湿地系统萎缩和退化。越冬候鸟遇到了严峻

的环境选择, 出现消失、退让和集中等现象。在云

南中部, 20世纪 60~ 70年代常见的候鸟消失或者

缩小分布区域, 例如, 黑颈鹤 (Grus nigricollis) 等

对环境污染和干扰相当敏感的候鸟退让到高海拔、

人为影响很小的高地
[ 8, 9]

; 而红嘴鸥等对环境污染

和干扰有一定耐受力的候鸟, 则向食物丰富的地方

集中。

在这个时期, 快速发展的水产养殖使滇池地区

有了丰富的食物储存。数千年以来, 滇池是湖周居

民的捕鱼场所。 1958年开始, 滇池引入外来鱼种,

土著鱼种从当时的 26种减少到 20世纪 90年代的

11种
[ 10]
。最明显的变化是, 大量投放太湖新银鱼

(N eosalax taihuensis) 造成了滇池小型水产品种剧

增。太湖新银鱼个小体轻, 均重 0153~ 1136 g, 且

与虾类在饵料上形成竞争, 成为 1982 ~ 1984年滇

池水产的主要种类
[ 11]

(图 1)。

看来, 云南高原的区域性湿地退化和人工养殖

使滇池积累了红嘴鸥喜爱的小鱼和虾, 使曾经分散

在广大地域里的红嘴鸥集中到滇池地区。

如上所述, 1983年以来, 滇池水域红嘴鸥的数

量变化呈阶段性的跳跃式增加特点, 这些突然增加

的红嘴鸥是从哪里来的? 目前没有直接证据。但

是, 有证据表明, 红嘴鸥在其繁殖区域的数量不像

滇池地区的剧烈增加。Musil等
[ 12]
在 1981 ~ 1982

年、 1986 ~ 1987年、 1991年 3次监测捷克南部

4 486 km
2
范围内的 158个鱼塘的鸟类, 发现鸟类的

种数分别有 52种、 51种、 62种, 鸟类个体数分别

是 36 832只、 19 943只、 21 312只, 其中, 红嘴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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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滇池渔业产量变化 ( 1973~ 2000年 ) (根据: 参考文献 [ 11] )

F ig1 1 Changes of fishery products in Lake D ianch i ( 1973~ 2000)

鸥的数量分别是 16 132只、 8 235只、 8 710只, 这

一研究结果表明, 在 1981~ 1991年这个区域, 红

嘴鸥的数量及其占鸟类个体数量的比例 (分别是

4318%、 4113%、4019% ) 均呈减少趋势。

显然, 前来滇池地区越冬的红嘴鸥的数量呈阶

段性的跳跃式增加, 而繁殖区红嘴鸥的数量并无增

长趋势, 这是不争的事实。可以假设, 20世纪 80

年代初期, 红嘴鸥面对区域性湿地退化, 寻找新的

觅食地, 聚集到有大量食物储存的滇池湿地越冬;

随后, 到过滇池湿地的红嘴鸥 /邀约 0 同类, 使滇

池地区越冬红嘴鸥的数量呈阶段性的跳跃式增加。

红嘴鸥进入昆明城市中心区是它们亲近人类的

行为的延伸。1984年, 滇池水域的虾类产量急速减

少, 1985年, 太湖新银鱼的产量也随着减少 (图

1)。面对这种食物短缺的胁迫, 红嘴鸥又一次进行

觅食地的新选择。滇池水域至昆明城市中心区不到

15 km的飞行距离, 对于已经成为欧洲各地相当都

市化的野鸟
[ 13]
的红嘴鸥, 飞入昆明城市中心区觅

食应该是自然而然的。红嘴鸥 20余年从不间断地

进入昆明城区觅食, 是人工喂食的结果。2007年 2

月 12日 ~ 3月 4日在翠湖的连续记录发现, 有人投

喂足够食物时, 其停留时间短, 为 215 h, 投喂食

物少时, 其停留时间长达 815 h
[ 14]
。

3 昆明越冬红嘴鸥适应和依赖人工喂
食而丧失了部分野性

  1985年, 大量红嘴鸥进入城区, 市民先是惊

奇, 随之则以怜爱之心为其提供馒头、面包等充

饥。这种善良的举动, 弥补了红嘴鸥越冬地区天然

食物的不足, 养活了红嘴鸥。

2007年 1 ~ 3月, 对 18只红嘴鸥圈养 28 d后

放飞的试验表明, 红嘴鸥适应生境中食物短缺而取

食人工投喂的植物性食物。提供充足数量的多种食

物, 红嘴鸥偏爱新鲜的泥鳅、小鱼、小虾等, 也取

食干鱼和少量植物性食物; 在没有动物性食物的时

候, 取食面包、专用饲料、白菜等植物性食物的数

量明显增加
[ 15]
。 2008年 1月, 在滇池草海摄像记

录了红嘴鸥在取食人工投喂食物的间隙捕捉鱼虾的

现象, 但捕捉一只小鱼虾, 要消耗 15~ 20 m in。面

对如此大的捕食成本, 多数红嘴鸥选择了等待人工

喂食。

显然, 红嘴鸥夜宿滇池水域, 白天在城区和郊

区湿地觅食, 是适应滇池水域缺乏足够天然食物而

同时有大量人工喂食的结果。

可是, 红嘴鸥对人工喂食的适应和依赖, 导致

部分野性丧失, 具体表现为或尾随密集人群而转移

觅食地, 或变为 /留鸟0 不再返回繁殖地。

红嘴鸥在 1985年进入昆明城区, 最早是在南

北穿城而过的盘龙江南太桥至得胜桥一带, 随后到

达翠湖。2003年秋冬, 全国多数地区出现禽流感,

为安全起见, 昆明号召市民远离红嘴鸥。盘龙江没

有人工喂食, 红嘴鸥逐渐减少, 到 2005年 12月,

红嘴鸥不再光顾盘龙江
[ 2 ]
。相反, 随着滇池治理工

程的开展, 沿岸人流活动频繁, 部分红嘴鸥就飞向

人流密集的滇池湖滨, 开辟新的觅食地。 2006年 6

3



云南地理环境研究 第 21卷

月, 兴建通车的高海公路有一座跨滇池出湖河流的

海口特大桥, 跨越滇池水面 450 m, 十分壮观, 上

桥观景市民络绎不绝, 引来觅食的红嘴鸥当年就达

3 000只, 且逐年增多。

昆明鸟类协会的长期统计发现, 26年来, 红嘴

鸥最早到达滇池的日期是 10月 9日 ( 1991年 ) 至

11月 1日 ( 1996年 ) , 最后离开滇池的日期是 4月

8日 ( 2000年 ) 至 4月 20日 ( 2007年 )。可是,

红嘴鸥的这一迁徙特性已经被打乱。 2008年 8月

初, 在滇池水域发现红嘴鸥约 200余只, 2009年 6

月 5日又发现约 500只。这一现象表明, 有部分红

嘴鸥不再返回其北方的繁殖地, 已经丧失了候鸟迁

徙的固有特性。

4 食物招引和城市野鸟控制问题

城市需要野鸟, 但需要多少野鸟和预防野鸟带

来的危害却是一个重要的科学问题。一些城市的鸽

子种群数量太多, 其栖息活动及粪便损坏了建筑

物, 近年出现限制给鸽子喂食的规定。

对于大量红嘴鸥聚集昆明, 更多的是褒奖, 却

缺乏就红嘴鸥带来的污染和疾病等问题的清醒认

识。很多食物残渣撒落在翠湖和草海水中, 造成的

污染是很明显的。近期的研究表明, 翠湖底泥总磷

含量 ( 3102 g /ks) 是水体总磷含量 ( 0138 mg /L )

的 7 950倍, 远远高于江苏太湖、杭州西湖和其他

富营养化湖泊
[ 16]

, 这与给红嘴鸥无序喂食不无

关系。

传播疾病是大量红嘴鸥与人群密切接触的潜在

危害。在 2005年捕捉 160只红嘴鸥检验没有携带

禽流感病毒以后, 就一直认为红嘴鸥不会传播疾

病。20多年来, 昆明每年都有病死的红嘴鸥, 但并

没有进行病源检验的报告。实际上, 红嘴鸥携带着

大量病菌, 被称为沙门病菌库
[ 17]
。这种因喜爱红

嘴鸥而忽略其传染致病生物的认识是相当危险的。

如何保护携带或者可能携带禽流感病菌的候

鸟, 是个国际性的课题
[ 18]

, 当前采用的方法有驱

赶野鸟
[ 19]
、排除携带病毒野鸟和事先检疫隔离

等
[ 20]
。红嘴鸥飞向人群集中的地方觅食, 已经成

了一种固化的行为, 如果它们携带致病病菌, 人鸟

冲突就难以避免。尽管昆明市民和游客对红嘴鸥情

深义浓, 面对疾病传播, 人们往往选择了逃避, 或

驱赶、甚至捕杀红嘴鸥
[ 2]
。

根据红嘴鸥对人工喂食的适应和依赖, 我们认

为可以通过食物招引来对红嘴鸥进行有效控制, 当

发现红嘴鸥携带严重致病生物时, 既能维持其正常

越冬又可有效避免其向人类传播疾病。建议的具体

做法包括 3个步骤:

( 1) 在滇池湖滨带, 人群稀少的地方建立投放

食物, 吸引红嘴鸥觅食。目前, 在滇池治理工程

中, 已经开始在沿湖 500m的区域内限制或拆除建

筑, 逐步用湿地替代耕地。在湖滨带建立红嘴鸥觅

食地是有经济和社会基础的。

( 2) 当发现红嘴鸥携带严重致病生物时, 强行

终止城区和人群密集的郊区湿地的喂食活动, 使红

嘴鸥在饥饿胁迫下到人群稀少的地方觅食。近 20

多年来的喂食活动, 已经使昆明越冬红嘴鸥形成了

对人工投喂食物的适应和依赖习性, 人工控制下的

觅食地变化可以引导红嘴鸥远离人群密集区。

( 3) 当确认红嘴鸥不再携带严重致病生物时,

终止人群稀少的觅食地的人工喂食, 而强化人群密

集区的喂食活动, 再现人与红嘴鸥密切接触的和谐

景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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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W ILDNESS LOSS OFW INTER ING BLACK-HEADED GULL CASED BY HUMAN

FEEDING AND URBANW ILD BIRD MANAGEMENT IN KUNM ING

WU Zhao- lu
1, 2, 3

, ZHAO X ue-bing
2, 3
, WANG Z -i jiang

3
, YANG M ing

3

( 1. X ishuangbanna T rop ica l Bo tan ica lG a rden, Ch inese Academ y o f Science s, Kunm ing 650223, Yunnan, Ch ina;

2. Institute o f Eco log y and Geobo tany, Yunnan Univer sity, Kunm ing 650091, Yunnan, China;

3. Kunm ing B ird C onserva tion Assoc ia tion, Kunm ing 650234, Yunnan, China )

Abstract: U rban b irds do no t bring hum an be ing s beauty and v ita lity but also d iseases. M o re than 30000 o f B lack-

headed gull (Larus rid ibundus) w inter in Kunm ing annually since 1985, form ing a n ice landscape of Human-bird-

harmony. Facing the increasing cases o f b ird flu, how ever, it is needed to rethink the r isk o f hum an b ird contac.t

Based on the long- term surveys and literature ana lysis, itwas discussed in th is paper that them ain factors for the nu-

merous w intering B lack-headed gu lls in Kunm ing w ere the synthetic effects o f reg iona lw etland deg rada tion, co llec-

t ive forage behave of the gu lls and human feeding. Adap ting to and rely ing on human feeding, the gu lls have lost

part of the ir w ildness. They tended to forag ing in w etlandsw ithmore human feed ing, or no longerw ent back to the ir

breed ing reg ions in summer. A new me thodo logy for urban w ild b ird managemen,t steering the gu lls to contro lled

sites by human feeding, w as d iscussed in order to mainta in the gu lls w intering as usually and keep effective ly the

gu lls aw ay from humans when b ird flu happened.

Key words: Larus ridibundus; urban b ird; ro rage site; w ild b ird m anag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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