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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厦门湾位于东亚—澳大利西亚候鸟迁飞路线上，是许多候鸟的重要栖息地之一，了解该区域鸟类

的数量和分布对野生鸟类保护工作具有重要的意义。 根据 ２０２３ 年采用样线法对厦门湾的 ２５ 个观测

点每月至少开展 １ 次的鸟类多样性调查工作，本研究共记录水鸟 ７ 目 １５ 科 ９３ 种，占我国水鸟物种总

数的 ３１．４％。 记录的 ９３ 种水鸟中，有 １６ 种被列入《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名录》。 调查记录水鸟的

居留型以冬候鸟为主，冬候鸟、夏候鸟、旅鸟、留鸟、迷鸟分别记录了 ５４、９、１６、１２、２ 种。 每个季节开展

了 ３ 次常规调查，春季、夏季、秋季、冬季记录的水鸟物种数分别为 ７９、４５、６１、６５ 种，记录水鸟的数量分

别为 ２８ ７１４、４ ７０１、１２ ００１、５５ ７８４ 只次，表明厦门湾具有冬季和春季水鸟数量较多、夏季水鸟数量较

少、秋季水鸟数量介于夏季和春季之间的季节性变化规律。 在空间分布上，七星礁、马銮湾、下后滨和

张埭桥等地点是厦门湾重要的水鸟栖息地。 通过分析文献资料和公开的鸟类数据库，统计出了厦门

湾水鸟共计 ９ 目 ２３ 科 １７４ 种。 本研究结果可为厦门湾野生鸟类的保护和管理提供重要的科学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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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鸟类具有分布广泛、对环境变化敏感、受公众关

注程度高等特点，因此鸟类常被用作评估生态系统健

康［１⁃２］、选择保护热点区域［３］ 和保护优先区［４］ 的重要

指标。 相比其他的鸟类类群，水鸟具有容易观测、便
于准确计数的特点，因此许多研究者选择水鸟作为观

测对象。 研究海湾水鸟的多样性有助于了解海湾生

态环境的现状和变化趋势，并为水鸟保护和管理提供

数据支撑。 学者在胶州湾［５］、兴化湾［６］、雷州湾［７］、
北黎湾和后水湾［８］等已开展了水鸟的相关研究，取得

的一系列研究成果推动了我国水鸟保护工作的发展。
我国拥有丰富的水鸟资源，同时我国水鸟及其

栖息地的保护也面临着诸多挑战。 ３２．３％的水鸟物

种呈现种群下降趋势［９］，水鸟面临的威胁因素包括

人类活动干扰、栖息地退化、环境污染、气候变化、疾
病等［９⁃１１］。 在城市化加剧的背景下，人类活动对水

鸟多样性的影响［１２］、优先保护区域分析［４］、人工生

境对天然湿地的替代作用［１３⁃１５］ 等研究领域受到了

广泛关注。

厦门湾位于我国东南沿海，地处东亚—澳大利

西亚候鸟迁徙通道［１６］，是候鸟重要的中途停歇

地［１７］。 在 ２０００ 年初，研究者对厦门湾的鸟类多样

性陆续开展了一些观测，在厦门滨海湿地记录鸟类

４５ 种［１８］，在凤林红树林区记录鸟类 ８５ 种［１９］。 然而

现有对厦门湾水鸟多样性的研究主要集中在

２０００—２０１０ 年［１８⁃２０］，主要在单一季节［１８，２０］或单一地

点［１９，２１］开展观测，尚缺乏对于厦门湾水鸟的现状和

季节性变化研究。 厦门是我国东南沿海重要的港口

城市，在 ２０１５—２０２０ 年，厦门湾城市用地面积增加

了 ２３％，而潮滩和浅水区域有不同程度的减少［１６］。
厦门湾的部分滨海湿地逐渐转变为人工湿地［２２］，并
陆续设立了多个湿地公园。 准确地了解厦门湾水鸟

多样性的现状对于开展野生鸟类保护工作尤为关

键。 本研究通过对厦门湾水鸟开展周年观测，拟探

究厦门湾水鸟的种类、数量和分布情况，了解厦门湾

水鸟物种和数量的季节性变化规律，可以为厦门湾

水鸟及其栖息地的保护与管理提供科学依据。



４ 期 吴福星，等：厦门湾水鸟的多样性及其时空分布格局 ·６３１　　 ·

１　 研究方法

１．１　 研究区域

厦门湾位于福建省东南沿海，属于亚热带海洋

性季风气候，潮汐为规则的半日潮［１８］，多年平均气

温为 ２０．７ ℃，年平均降水量为 １ ３４６．５ ｍｍ［２３］。 厦

门湾为半封闭型的河口海湾［２３］，湾内岛屿较多，具

有常绿阔叶林、沿海滩涂、红树林、人工湿地等多种

生境类型。
２０２３ 年，本研究在厦门湾 ３８ 个观测点开展了

鸟类观测，由于本研究主要关注水鸟类群，因此在分

析数据时舍去了水鸟分布较少的森林、灌丛等生境

的观测点以及可能重复计数的地点。 最终本研究在

３８ 个观测点中选取了 ２５ 个观测点的数据（图 １）。

图 １　 本研究分析的 ２５ 个观测点及其水鸟物种数量

Ｆｉｇ． １　 Ｔｗｅｎｔｙ ｆｉｖｅ ｓｕｒｖｅｙ ｌｏｃａｔｉｏｎｓ ａｎｄ ｔｈｅ ｎｕｍｂｅｒｓ ｏｆ ｗａｔｅｒｂｉｒｄ ｓｐｅｃｉｅｓ
图中站位：１ 为三江口温泉湿地公园，２ 为厦漳大桥桥下，３ 为马銮湾，４ 为自贸区公园，５ 为马銮湾生态三岛，６ 为海沧

湖，７ 为嵩屿码头，８ 为海沧公园，９ 为鳌冠，１０ 为杏林湾，１１ 为鳄鱼屿，１２ 为琼头，１３ 为下后滨，１４ 为厦门市下潭尾红树

林公园，１５ 为扬帆公园，１６ 为洪厝，１７ 为张埭桥，１８ 为欧厝，１９ 为翔安南部海域，２０ 为七星礁，２１ 为九溪河口，２２ 为山

头社区，２３ 为大嶝客运码头，２４ 为小嶝岛，２５ 为围头湾海域。

１．２　 野外数据采集

２０２３ 年 １—１２ 月，本研究在厦门湾 ３８ 个观测

点使用样线法开展鸟类多样性调查，记录样线上看

到或听到的鸟类物种和数量。 调查方法包括常规调

查和补充调查，常规调查指每个月在研究地点开展 １
次调查，补充调查指在 ３ 月、６ 月、９ 月，除了每个月常

规调查外，再开展 １ 次补充调查。 陆地和海岛的调查

样线长度为 １～３ ｋｍ，而两条海上调查样线（翔安南部

海域和围头湾海域）的长度为 １２～２４ ｋｍ。
１．３　 数据分析

本研究对 ２５ 个观测点的水鸟物种数、个体数、
Ｓｈａｎｎｏｎ⁃Ｗｉｅｎｅｒ 指数（Ｈ′）和 Ｓｉｍｐｓｏｎ 指数（Ｄ）进行

了分析，并参考了刘金等［２４］ 对水鸟的定义，水鸟的

分类范畴包涵了雁形目、目、鹳形目、鹤形目、鸻
形目、鹲形目、潜鸟目、鹈形目、鲣鸟目等鸟类。 本研

究选取常规调查的结果用作数量统计和生物多样性

指数计算，补充调查的数据不纳入计算。 但如果在补

充调查中记录到了常规调查未记录的水鸟物种，或在

其他观测点记录到了这 ２５ 个地点未记录的水鸟物

种，则将这个物种补充到厦门湾水鸟名录中（附表

１）。 每个观测点记录的水鸟总数为全年 １２ 次调查记

录水鸟个体数的总和。 使用 Ｈ′和 Ｄ 作为物种多样性

指数，参考李斌等［２５］的研究，计算公式如下：

Ｈ′ ＝ － ∑
Ｓ

ｉ ＝ １
Ｐ ｉ ｌｎ Ｐ ｉ （１）

Ｄ ＝ １ － ∑
Ｓ

ｉ ＝ １
Ｐ２

ｉ （２）

　 　 式（１）、（２）中：Ｓ 为总物种数（种），Ｐ ｉ为第 ｉ 个
物种个体数占所有物种个体数的比例。

此外，本研究还分析了厦门湾水鸟的季节性变

化、居留型和物种的受胁等级。 本研究定义春季为

３—５ 月，夏季为 ６—８ 月，秋季为 ９—１１ 月，冬季为

１２—２ 月。 在数据分析中，物种的居留型参考《中国

鸟类分类与分布名录（第四版）》 ［２６］ 闽广沿海亚区的

数据，并结合本研究在厦门湾实际观测到的情况。 由

于厦门湾有些鸟类有多种居留型，例如黑翅长脚鹬



·６３２　　 · 应 用 海 洋 学 学 报 ４３ 卷

（Ｈｉｍａｎｔｏｐｕｓ ｈｉｍａｎｔｏｐｕｓ）既有夏候鸟也有旅鸟，为了

表述的严谨性，在附表 １ 中有些鸟类标注了多种居留

型，最主要的居留型排在首位。 在本研究的数据分析

中，采用这种鸟最主要的一种居留型进行分析。 物种

受威胁等级参考自世界自然保护联盟（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Ｕｎｉｏｎ ｆｏｒ Ｃｏｎ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Ｎａｔｕｒｅ， ＩＵＣＮ）濒危物种红

色名录网站（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ｉｕｃｎｒｅｄｌｉｓｔ．ｏｒｇ）以及世界鸟

类数据库（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ｂｉｒｄｓｏｆｔｈｅｗｏｒｌｄ．ｏｒｇ ／ ｂｏｗ）。
１．４　 文献与资料的数据整理

本研究结合 ２０２３ 年实际调查数据、作者个人在

厦门湾的观测、公开的鸟类数据库以及核对观鸟爱好

者的记录，整理了厦门湾水鸟名录。 其中鸟类的收录

依据包括 ２０２３ 年常规调查和补充调查记录、个人观

测记录、中国观鸟记录中心（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ｂｉｒｄｒｅｃｏｒｄ．
ｃｎ）、ｅｂｉｒｄ 数据库（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ｅｂｉｒｄ．ｏｒｇ）、《厦门市鸟

类名录 Ｖ５． ０》 （ ｈｔｔｐｓ： ／ ／ ｍｐ． ｗｅｉｘｉｎ． ｑｑ． ｃｏｍ ／ ｓ ／ ｄｌＺＦ９ｃ
ＩＲＴＡｒ２ｚＦｅ９ｆＦＷＨｏＡ）、微信公众号和个人通讯（根据

民间观鸟记录沟通与核对）的记录等。

２　 结果

２．１　 厦门湾水鸟的物种多样性

本研究通过样线法调查，在厦门湾共记录了水

鸟 ７ 目 １５ 科 ９３ 种（附表 １），占我国水鸟物种总数

的 ３１．４％。 其中，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有 ５
种，包括黑嘴鸥（Ｓａｕｎｄｅｒｓｉｌａｒｕｓ ｓａｕｎｄｅｒｓｉ）、小青脚鹬

（Ｔｒｉｎｇａ ｇｕｔｔｉｆｅｒ）、黄嘴白鹭（Ｅｇｒｅｔｔａ ｅｕｌｏｐｈｏｔｅｓ）、黑
脸琵鹭（Ｐｌａｔａｌｅａ ｍｉｎｏｒ）、黑鹳（Ｃｉｃｏｎｉａ ｎｉｇｒａ）；国家

二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有 １１ 种，包括白额雁（Ａｎｓｅｒ

ａｌｂｉｆｒｏｎｓ）、黑颈 （ Ｐｏｄｉｃｅｐｓ ｎｉｇｒｉｃｏｌｌｉｓ）、紫水鸡

（Ｐｏｒｐｈｙｒｉｏ ｐｏｌｉｏｃｅｐｈａｌｕｓ）、白腰杓鹬 （Ｎｕｍｅｎｉｕｓ ａｒ⁃
ｑｕａｔａ）、大杓鹬（Ｎｕｍｅｎｉｕｓ ｍａｄａｇａｓｃａｒｉｅｎｓｉｓ）、小杓鹬

（Ｎｕｍｅｎｉｕｓ ｍｉｎｕｔｕｓ）、翻石鹬（Ａｒｅｎａｒｉａ ｉｎｔｅｒｐｒｅｓ）、阔
嘴鹬（Ｃａｌｉｄｒｉｓ ｆａｌｃｉｎｅｌｌｕｓ）、大滨鹬（Ｃａｌｉｄｒｉｓ ｔｅｎｕｉｒｏｓ⁃
ｔｒｉｓ）、大凤头燕鸥（Ｔｈａｌａｓｓｅｕｓ ｂｅｒｇｉｉ）、白琵鹭（Ｐｌａｔａ⁃
ｌｅａ ｌｅｕｃｏｒｏｄｉａ）。 根据 ＩＵＣＮ 濒危物种红色名录， ８
种为近危，４ 种为易危，５ 种为濒危（附表 １）。 根据

濒危野生动植物种国际贸易公约（Ｃｏｎｖｅｎｔｉｏｎ ｏｎ Ｉｎ⁃
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Ｔｒａｄｅ ｉｎ Ｅｎｄａｎｇｅｒｅｄ Ｓｐｅｃｉｅｓ ｏｆ Ｗｉｌｄ Ｆａｕｎａ
ａｎｄ Ｆｌｏｒａ， ＣＩＴＥＳ），此次调查记录的鸟类中属于附

录Ⅰ的物种有 １ 种，为小青脚鹬；属于附录Ⅱ的物种

有 ２ 种，为黑鹳和白琵鹭。
２０２３ 年观测记录到的数量最多的水鸟物种为

普通鸬鹚（Ｐｈａｌａｃｒｏｃｏｒａｘ ｃａｒｂｏ），占记录水鸟总数量

的 ４４．４７％，其次为白鹭（Ｅｇｒｅｔｔａ ｇａｒｚｅｔｔａ）、黑腹滨鹬

（Ｃａｌｉｄｒｉｓ ａｌｐｉｎａ ）、 大白鹭 （ Ａｒｄｅａ ａｌｂａ ）、 红 嘴 鸥

（Ｃｈｒｏｉｃｏｃｅｐｈａｌｕｓ ｒｉｄｉｂｕｎｄｕｓ）、白骨顶（Ｆｕｌｉｃａ ａｔｒａ）等
（图 ２）。 厦门湾水鸟的居留型以冬候鸟为主，调查

记录的 ９３ 种水鸟中，冬候鸟有 ５４ 种，其次为旅鸟

（１６ 种）、留鸟 （１２ 种）、夏候鸟 （９ 种） 和迷鸟 （ ２
种）。 厦门湾的冬候鸟（图 ３）包括普通鸬鹚、白腰杓

鹬、红嘴鸥等；旅鸟例如翘嘴鹬（Ｘｅｎｕｓ ｃｉｎｅｒｅｕｓ）和红

颈滨鹬（Ｃａｌｉｄｒｉｓ ｒｕｆｉｃｏｌｌｉｓ）。 也有一些候鸟春夏季迁

徙至厦门湾繁殖， 例如白额燕鸥 （ Ｓｔｅｒｎｕｌａ ａｌｂｉ⁃
ｆｒｏｎｓ）。 此外，通过补充作者个人观测记录，以及查

阅文献资料和公民科学数据，统计厦门湾水鸟总计

９ 目 ２３ 科 １７４ 种（附表 １）。

图 ２　 ２０２３ 年在厦门湾记录到数量最多的前 ２０ 个水鸟物种占总个体数的占比

Ｆｉｇ． ２　 Ｐｅｒｃｅｎｔａｇｅ ｏｆ ｔｈｅ ２０ ｍｏｓｔ ａｂｕｎｄａｎｔ ｗａｔｅｒｂｉｒｄ ｓｐｅｃｉｅｓ ｒｅｃｏｒｄｅｄ ｉｎ Ｘｉａｍｅｎ Ｂａｙ ｉｎ ２０２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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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３　 ２０２３ 年厦门湾记录到的数量最多的前 ２０ 个水鸟物种在不同月份的数量变化

Ｆｉｇ． ３　 Ｖａｒｉａ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ｔｈｅ ｎｕｍｂｅｒ ｏｆ ｔｈｅ ２０ ｍｏｓｔ ａｂｕｎｄａｎｔ ｗａｔｅｒｂｉｒｄ ｓｐｅｃｉｅｓ ｒｅｃｏｒｄｅｄ ｉｎ Ｘｉａｍｅｎ Ｂａｙ ｉｎ ２０２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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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２　 厦门湾水鸟的时间变化

根据 ２０２３ 年的调查结果，在春季观测到的水鸟

物种数最多，为 ７９ 种；其次是冬季和秋季，分别记录

了 ６５ 种和 ６１ 种；夏季记录的水鸟物种数最少，为
４５ 种。 从时间分布情况看，６ 月和 ７ 月记录的水鸟

物种数相对较少，分别为 ２７ 种和 ２６ 种；而 １２、１、２、
３、４ 月的水鸟物种数较多，均超过了 ５０ 种（图 ４）。
春季、夏季、秋季、冬季在厦门湾 ２５ 个观测点记录的

水鸟个体数分别为 ２８ ７１４、４ ７０１、１２ ００１、５５ ７８４ 只

次，冬季是记录到水鸟个体数最多的季节。

图 ４　 ２０２３ 年在厦门湾记录的水鸟物种数在不同月份的变化

Ｆｉｇ． ４　 Ｍｏｎｔｈｌｙ ｖａｒｉａ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ｔｈｅ ｎｕｍｂｅｒ ｏｆ ｗａｔｅｒｂｉｒｄ ｓｐｅｃｉｅｓ ｒｅｃｏｒｄｅｄ ｉｎ Ｘｉａｍｅｎ Ｂａｙ ｉｎ ２０２３

２．３　 厦门湾水鸟的空间分布

２０２３ 年常规调查的结果（表 １）表明，２５ 个观测

点中，水鸟物种数最高的前 ５ 个地点分别为七星礁

（５１ 种）、马銮湾（４９ 种）、下后滨（４１ 种）、张埭桥

（３９ 种）和九溪河口（３１ 种）。 生物多样性指数显

示，马銮湾、下后滨、张埭桥、大嶝客运码头等地点具

有较高的水鸟多样性。 Ｈ′最高的前 ５ 个地点分别为

马銮湾（２．９６１）、下后滨（２．７９９）、张埭桥（２．７６８）、大
嶝客运码头（２．６９２）和七星礁（２．６２４）。 Ｄ 最高的前

５ 个地点分别为马銮湾（０．９１８）、下后滨（０．９１４）、张
埭桥（０．９０８）、大嶝客运码头（０．９０２）、厦漳大桥桥下

（０．８７８）。 记录鸟类个体数量最多的前 ５ 个地点分

别为杏林湾、七星礁、马銮湾生态三岛、翔安南部海

域和马銮湾（表 １）。

表 １　 ２０２３ 年 ２５ 个观测点常规调查记录水鸟物种数与多样性指数

Ｔａｂ． １　 Ｎｕｍｂｅｒｓ ｏｆ ｗａｔｅｒｂｉｒｄ ｓｐｅｃｉｅｓ ａｎｄ ｄ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ｉｎｄｉｃｅｓ ａｔ ｔｈｅ ２５ ｌｏｃａｔｉｏｎｓ ｉｎ ｒｏｕｔｉｎｅ ｓｕｒｖｅｙ ｉｎ ２０２３

地点 水鸟物种数 ／ 种
国家重点保护水鸟物种数 ／ 种

一级 二级

水鸟个体数量

／ 只次
Ｈ′ Ｄ

七星礁 ５１ ４ ４ １７ ９７３ ２．６２４ ０．８６８

马銮湾 ４９ ２ ４ ５ ０９９ ２．９６１ ０．９１８

下后滨 ４１ １ ２ ３ ０２８ ２．７９９ ０．９１４

张埭桥 ３９ １ ２ １ ８７２ ２．７６８ ０．９０８

九溪河口 ３１ １ １ １ ７０５ １．９６４ ０．７７２

杏林湾 ３０ ０ １ ３５ ４４８ １．０２７ ０．４１５

大嶝客运码头 ２９ ０ ３ ９２５ ２．６９２ ０．９０２

厦漳大桥桥下 ２８ ２ ２ ３ ４５９ ２．３８５ ０．８７８

欧厝 ２８ １ ３ ３ ０９７ ２．２６０ ０．８２６

鳄鱼屿 ２７ ０ ２ １ ２５７ ２．２５６ ０．８３２

洪厝 ２３ ０ ０ ８５２ ２．０９５ ０．８１３

围头湾海域 ２３ ０ ３ ２ ７９９ １．７０１ ０．７０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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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地点 水鸟物种数 ／ 种
国家重点保护水鸟物种数 ／ 种

一级 二级

水鸟个体数量

／ 只次
Ｈ′ Ｄ

厦门市下潭尾红树林公园 ２２ ０ ０ ８７３ ２．３２６ ０．８６２

扬帆公园 ２０ ０ ０ ６１２ １．２２１ ０．５３９

小嶝岛 ２０ ０ ０ ２１２ ２．４０６ ０．８６９

鳌冠 １９ ０ ０ １ ４１６ １．４９６ ０．５９２

自贸区公园 １９ ０ ０ ７８６ ２．３１６ ０．８７２

马銮湾生态三岛 １７ ０ ０ １２ ６６７ ０．８９７ ０．３５５

山头社区 １７ ０ ０ １６９ ２．１３５ ０．８３８

翔安南部海域 １６ ０ １ ５ １３７ ０．６３２ ０．２５４

琼头 １５ ０ ０ ４７７ １．４３４ ０．６６１

海沧公园 １３ ０ ０ １１３ １．２７５ ０．５０７

三江口温泉湿地公园 １０ ０ ０ １４９ １．９３０ ０．８２４

海沧湖 ９ ０ ０ ９１３ １．４１７ ０．６４９

嵩屿码头 ８ ０ ０ １６２ １．０７４ ０．５０５

　 　 注：按照记录到的水鸟物种数从多到少排序。

３　 讨论

３．１　 厦门湾水鸟多样性

本研究通过 ２０２３ 年连续 １２ 个月的野外观测，
分析了厦门湾水鸟的多样性，探究了厦门湾主要的

水鸟栖息地，并了解了水鸟的季节性变化规律。 厦

门湾拥有丰富的水鸟资源，本研究在厦门湾记录到

鸟类 ９３ 种， 占全国 ２９６ 种水鸟总物种数［２５］ 的

３１．４％。 其中包括小青脚鹬、黑嘴鸥、黄嘴白鹭、黑
脸琵鹭、黑鹳等在国内外关注度较高的珍稀濒危物

种，表明厦门湾是我国水鸟的重要栖息地之一。
本研究记录厦门湾数量最多的水鸟包括普通鸬

鹚、白鹭、黑腹滨鹬、大白鹭、红嘴鸥、白骨顶、环颈鸻

（Ｃｈａｒａｄｒｉｕｓ ａｌｅｘａｎｄｒｉｎｕｓ）、苍鹭（Ａｒｄｅａ ｃｉｎｅｒｅａ）等，
本研究的结果与前人的研究结果［１８，２０］ 相似。 本研

究对厦门湾 ２５ 个地点计算得到的 Ｈ′平均值为

１．９２４，而 １９９９—２０００ 年对厦门滨海湿地 １２ 个地点

的冬季鸟类群落计算得到的 Ｈ′平均值为 １．７３［１８］。
与前人的研究［１８］相比，本研究呈现的物种多样性指

数更高，可能的原因是前人的研究［１８］ 只开展了冬季

鸟类调查，并且研究地点与本研究也存在差异。
与厦门湾之前的鸟类观测工作相比，本研究连

续观测了 １２ 个月，并且观测地点更多，积累了较为

全面的厦门湾水鸟数据。 本研究在厦门湾野外观测

记录的水鸟物种数达到了 ９３ 种，相比方文珍等记录

的 ３２ 种［１８］和林清贤等记录的 ４７ 种［１９］，有了较大

幅度的增长。 此外，本研究结合野外实际观测、文献

资料以及公开数据，整理了 １７４ 种在厦门湾有记录

的水鸟，占到全国水鸟总物种数［２５］ 的 ５８．８％。 整合

公开的动植物数据库有助于了解物种分布信息，已
有许多研究借助中国观鸟记录中心和 ｅｂｉｒｄ 数据库

开展鸟类多样性的分析，并取得了一系列的科研成

果［３⁃４，２７］。
３．２　 水鸟的重要栖息地

在本研究野外观测记录的 ９３ 种水鸟中，５８．１％
为冬候鸟，１７．２％为旅鸟，表明厦门湾的水鸟以冬候

鸟和旅鸟为主。 厦门湾属于亚热带气候，纬度相对

较低，许多在高纬度繁殖的水鸟将这里作为越冬地

或中途停歇地。 合适的中途停歇地对于候鸟非常重

要［２８］，候鸟需要在中途停歇地觅食补充能量。 在选

取的 ２５ 个观测点中，从水鸟物种数、个体数量、多样

性指数来看，重要的水鸟栖息地包括七星礁、马銮

湾、下后滨、张埭桥、九溪河口、杏林湾等（表 １）。 其

中，七星礁和马銮湾是水鸟最丰富的两个地点，并且

这两个地点是厦门湾许多珍稀濒危水鸟的栖息地。
本研究在七星礁记录到了 ４ 种国家一级重点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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护野生动物（黑脸琵鹭、小青脚鹬、黄嘴白鹭、黑嘴

鸥）和 ４ 种国家二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大杓鹬、白
腰杓鹬、翻石鹬、大滨鹬）。 根据《拉姆萨尔公约》提
出的评估国际重要湿地的标准，如果一个湿地支持

的一种水鸟或其亚种的数量超过了其全球种群数量

的 １％，那么这个湿地符合国际重要湿地的标准［１７］。
本研究于 ２０２３ 年 １２ 月在七星礁记录到了 ３１９ 只黑

嘴鸥，根据 ＩＵＣＮ 濒危物种红色名录的评估数据，黑
嘴鸥全球种群数量估计为 ２１ ０００ ～ ２２ ０００ 只（ ｈｔ⁃
ｔｐｓ： ／ ／ ｗｗｗ． ｉｕｃｎｒｅｄｌｉｓｔ． ｏｒｇ ／ ｓｐｅｃｉｅｓ ／ ２２６９４４３６ ／ １３２５５
１３２７），七星礁的黑嘴鸥数量超过了其全球种群数

量的 １％，因此七星礁达到了国际重要湿地的标准。
七星 礁 的 生 境 类 型 主 要 为 泥 滩， 面 积 超 过 了

０．７ ｋｍ２，底栖生物丰富，吸引了大量水鸟在此觅食

（图 ５）。 此外，在本研究的观测中发现涨潮时七星

礁的大部分泥滩会逐渐被海水淹没，许多在七星礁

的水鸟飞到毗邻的地势相对较高的港汊区域停歇，
即港汊区域是七星礁水鸟的重要的高潮停歇地。 因

此在未来厦门湾鸟类栖息地的保护规划中，应将港

汊区域和七星礁作为一个整体考虑。

图 ５　 厦门湾七星礁水鸟栖息地

Ｆｉｇ． ５　 Ｑｉｘｉｎｇ Ｒｅｅｆ ｗａｔｅｒｂｉｒｄ ｈａｂｉｔａｔ ｉｎ Ｘｉａｍｅｎ Ｂａｙ
图中为 ２０２３ 年 １２ 月在七星礁越冬的蛎鹬 （Ｈａｅｍａｔｏｐｕｓ ｏｓｔｒａｌｅ⁃
ｇｕｓ）、黑腹滨鹬（Ｃａｌｉｄｒｉｓ ａｌｐｉｎａ）、白腰杓鹬（Ｎｕｍｅｎｉｕｓ ａｒｑｕａｔａ）、苍

鹭（Ａｒｄｅａ ｃｉｎｅｒｅａ）等水鸟。

本研究在马銮湾记录到两种国家一级重点保护

野生动物（黑脸琵鹭、黑鹳）和 ４ 种国家二级重点保

护野生动物（白额雁、白琵鹭、黑颈、紫水鸡）。
不同于七星礁较为单一的泥滩生境，马銮湾的生境

类型更为丰富，涵盖了稀疏林、草丛、湖泊、海岸带等

多种生境。 马銮湾的面积超过了 ２ ｋｍ２，水鸟的食

物资源包括水生植物、甲壳类、昆虫、软体动物等。
因此，马銮湾的水鸟物种组成与七星礁有较大不同，
七星礁的水鸟以鸻鹬类和鸥类为主，而马銮湾栖息

着多种雁鸭类和秧鸡科的鸟类。 考虑到马銮湾和七

星礁对厦门湾水鸟生存发挥着不可替代的重要作

用，应优先保护这两个栖息地。
厦门湾的城市化过程中建设了许多人工湿地，

包括湿地公园、港口、养殖池等。 本研究发现，由于

天然栖息地的缺失，一些种类的水鸟选择到人工湿

地栖息。 例如，杏林湾的园博苑是厦门湾面积较大

的湿地公园，本研究于 ２０２３ 年 １２ 月在这里观测到

４ ０７９ 只普通鸬鹚。 有研究发现，尽管人工湿地为一

些水鸟提供了栖息地，但人工湿地无法完全取代天

然湿地的作用［２９］。
除了上述的水鸟栖息地，根据一项对中国滨海

湿地水鸟的研究［１７］，围头湾也是厦门湾重要的水鸟

栖息地，本研究只调查了围头湾部分海域的水鸟，建
议在未来的研究工作中对围头湾潮间带区域分布的

水鸟情况开展观测。
３．３　 保护建议

厦门湾现有的两个自然保护区分别为厦门珍稀

海洋物种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和厦门五缘湾栗喉蜂虎

自然保护区，在此次调查中珍稀濒危水鸟物种数最

多的七星礁和马銮湾并不在保护区的范围。 本研究

建议对七星礁和马銮湾这两个重要水鸟栖息地优先

开展保护，并降低城市建设对于这两个栖息地的人

为干扰。 围填海对厦门湾的滨海湿地造成了不同程

度的影响［３０］，考虑到厦门湾作为候鸟迁徙通道的重

要中途停歇地，建议构建厦门湾鸟类栖息地的保护

体系。
由于天然栖息地的丧失和退化，许多水鸟选择

人工生境作为替代栖息地。 本研究发现，干扰强度

相对较低的湿地公园（例如杏林湾、厦门市下潭尾

红树林公园）、养殖池（港汊区域）吸引了许多水鸟

停歇。 但是公园普遍存在生境类型较为单一、人类

活动较多等问题。 例如厦门市下潭尾红树林公园具

有适宜鸻鹬类觅食的滩涂，但渔民在滩涂中大范围

采集底栖生物，降低了这个公园作为水鸟觅食地和

停歇地的功能。 建议未来的研究关注野生水鸟对人

工生境的利用，充分发挥湿地公园、盐池、养殖池等

人工生境作为水鸟替代栖息地的生态功能。

４　 结论

本研究基于 ２０２３ 年 １—１２ 月厦门湾的鸟类观

测数据，获得了如下结论：
（１）２０２３ 年观测记录厦门湾水鸟 ７ 目 １５ 科 ９３

种，其中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有 ５ 种，国家二

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有 １１ 种。 通过分析文献资料

和公开的鸟类数据库，统计了厦门湾水鸟共计 ９ 目



４ 期 吴福星，等：厦门湾水鸟的多样性及其时空分布格局 ·６３７　　 ·

２３ 科 １７４ 种。
（２）厦门湾内数量较多的水鸟包括普通鸬鹚、

白鹭、黑腹滨鹬、大白鹭、红嘴鸥、白骨顶、环颈鸻、苍
鹭等。

（３）厦门湾的水鸟数量具有季节性变化规律，
冬季和春季水鸟的物种数和个体数较多，而夏季水

鸟的物种数和个体数相对较少，秋季水鸟的物种数

和个体数介于夏季和春季之间。 从水鸟的物种数来

看，春季＞冬季＞秋季＞夏季。 从水鸟的数量来看，冬
季＞春季＞秋季＞夏季。

（４）在空间分布上，厦门湾水鸟物种数较多的

地点为七星礁、马銮湾、下后滨、张埭桥、九溪河口、
杏林湾等，应给予这些栖息地优先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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Ｘｉａｍｅｎ Ｂａｙ ｗｅｒｅ ｆｏｕｎｄｅｄ ａｓ ｔｈｅ ｍｏｓｔ 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 ｈａｂｉｔａｔｓ ｏｆ ｔｈｅ ｗａｔｅｒｂｉｒｄｓ． Ａｄｄｉｔｉｏｎａｌｌｙ， ｔｈｉｓ ｓｔｕｄｙ ｃｒｅａｔｅｄ ａ ｃｏｍ⁃
ｐｒｅｈｅｎｓｉｖｅ ｃｈｅｃｋｌｉｓｔ ｏｆ ｗａｔｅｒｂｉｒｄｓ ｉｎ Ｘｉａｍｅｎ Ｂａｙ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 ａｎｄ ｐｕｂｌｉｃ ｄａｔａｂａｓｅｓ． Ａ ｔｏｔａｌ ｏｆ １７４ ｗａｔｅｒｂｉｒｄｓ
ｓｐｅｃｉｅｓ， ｂｅｌｏｎｇｉｎｇ ｔｏ ２３ ｆａｍｉｌｉｅｓ ｏｆ ９ ｏｒｄｅｒｓ ｗｅｒｅ ｄｏｃｕｍｅｎｔｅｄ． Ｔｈｅ ｆｉｎｄｉｎｇｓ ｏｆ ｔｈｉｓ ｓｔｕｄｙ ｐｒｏｖｉｄｅ ｅｓｓｅｎｔｉａｌ ｄａｔａ ｆｏｒ
ｔｈｅ ｃｏｎ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ｏｆ ｗｉｌｄ ｂｉｒｄ 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ｓ ｉｎ Ｘｉａｍｅｎ Ｂａｙ．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 ｍａｒｉｎｅ ｂｉｏｌｏｇｙ； ｂｉｒｄ ｄ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ｗａｔｅｒｂｉｒｄ； ｌｉｎｅ ｔｒａｎｓｅｃｔ ｍｅｔｈｏｄ；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ｓｅａｓｏｎａｌ ｖａｒｉａｔｉｏｎ； Ｘｉａ⁃
ｍｅｎ Ｂａｙ
ＤＯＩ： １０．３９６９ ／ Ｊ．ＩＳＳＮ．２０９５⁃４９７２．２０２４０６０５００１
∗ Ｃｏｒｒｅｓｐｏｎｄｉｎｇ ａｕｔｈｏｒｓ （Ｅ⁃ｍａｉｌ： ｗｕｆｕｘｉｎｇ＠ ｔｉｏ．ｏｒｇ．ｃｎ， Ｅ⁃ｍａｉｌ： ｃｈｅｎｐｅｎｇ＠ ｔｉｏ．ｏｒｇ．ｃｎ）

（责任编辑：方建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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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１　 厦门湾水鸟名录

Ａｐｐｅｎｄｉｘ ｔａｂ． １　 Ｓｐｅｃｉｅｓ ｌｉｓｔ ｏｆ ｗａｔｅｒｂｉｒｄｓ ｉｎ Ｘｉａｍｅｎ Ｂａｙ

目 科 物种 居留型

国家重点

保护野生

动物级别

ＩＵＣＮ 红

色名录濒

危等级

野外调查记录

该物种的观测点

野外调查记录

该物种的季节
收录依据

雁

形

目

鸭科

白眉鸭（Ｓｐａｔｕｌａ ｑｕｅｒｑｕｅｄｕｌａ） 冬候鸟、旅鸟 无危 七星礁 秋季 常规调查

斑嘴鸭（Ａｎａｓ ｚｏｎｏｒｈｙｎｃｈａ） 留鸟、冬候鸟 无危 杏林湾、马銮湾 冬季、春季、秋季 常规调查

赤颈鸭（Ｍａｒｅｃａ ｐｅｎｅｌｏｐｅ） 冬候鸟 无危
马銮湾、杏林湾、
围头湾海域等

冬季、春季、秋季 常规调查

罗纹鸭（Ｍａｒｅｃａ ｆａｌｃａｔａ） 冬候鸟 近危 马銮湾、杏林湾 冬季、春季 常规调查

绿翅鸭（Ａｎａｓ ｃｒｅｃｃａ） 冬候鸟 无危
马銮湾、杏林湾、
自贸区公园等

冬季、春季、秋季 常规调查

绿头鸭（Ａｎａｓ ｐｌａｔｙｒｈｙｎｃｈｏｓ） 冬候鸟 无危 马銮湾、杏林湾 冬季、春季 常规调查

琵嘴鸭（Ｓｐａｔｕｌａ ｃｌｙｐｅａｔａ） 冬候鸟 无危 马銮湾、杏林湾 冬季 常规调查

针尾鸭（Ａｎａｓ ａｃｕｔａ） 冬候鸟 无危 马銮湾 冬季、春季 常规调查

栗树鸭（Ｄｅｎｄｒｏｃｙｇｎａ ｊａｖａｎｉｃａ） 迷鸟 二级 无危 资料整理

翘鼻麻鸭（Ｔａｄｏｒｎａ ｔａｄｏｒｎａ） 冬候鸟 无危 资料整理

赤麻鸭（Ｔａｄｏｒｎａ ｆｅｒｒｕｇｉｎｅａ） 冬候鸟 无危 资料整理

鸳鸯（Ａｉｘ ｇａｌｅｒｉｃｕｌａｔａ） 冬候鸟、夏候鸟 二级 无危 资料整理

棉凫（Ｎｅｔｔａｐｕｓ ｃｏｒｏｍａｎｄｅｌｉａｎｕｓ） 夏候鸟、留鸟 二级 无危 资料整理

花脸鸭（Ｓｉｂｉｒｉｏｎｅｔｔａ ｆｏｒｍｏｓａ） 冬候鸟 二级 无危 资料整理

赤膀鸭（Ｍａｒｅｃａ ｓｔｒｅｐｅｒａ） 冬候鸟 无危 资料整理

绿眉鸭（Ｍａｒｅｃａ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ａ） 迷鸟 无危 资料整理

青头潜鸭（Ａｙｔｈｙａ ｂａｅｒｉ） 冬候鸟 一级 极危 资料整理

白眼潜鸭（Ａｙｔｈｙａ ｎｙｒｏｃａ） 迷鸟 近危 资料整理

凤头潜鸭（Ａｙｔｈｙａ ｆｕｌｉｇｕｌａ） 冬候鸟 无危
马銮湾、马銮湾

生态三岛、杏林湾
冬季 常规调查

红头潜鸭（Ａｙｔｈｙａ ｆｅｒｉｎａ） 冬候鸟 易危 马銮湾 冬季 常规调查

斑背潜鸭（Ａｙｔｈｙａ ｍａｒｉｌａ） 冬候鸟 无危 马銮湾、下后滨 冬季 常规调查

斑脸海番鸭（Ｍｅｌａｎｉｔｔａ ｓｔｅｊｎｅｇｅｒｉ） 迷鸟 无危 张埭桥 冬季 常规调查

鹊鸭（Ｂｕｃｅｐｈａｌａ ｃｌａｎｇｕｌａ） 冬候鸟 无危 资料整理

普通秋沙鸭（Ｍｅｒｇｕｓ ｍｅｒｇａｎｓｅｒ） 冬候鸟 无危 资料整理

红胸秋沙鸭（Ｍｅｒｇｕｓ ｓｅｒｒａｔｏｒ） 冬候鸟 无危 资料整理

白额雁（Ａｎｓｅｒ ａｌｂｉｆｒｏｎｓ） 冬候鸟 二级 无危 马銮湾 冬季 常规调查

豆雁（Ａｎｓｅｒ ｆａｂａｌｉｓ） 冬候鸟 无危 马銮湾 冬季、春季 常规调查

短嘴豆雁（Ａｎｓｅｒ ｓｅｒｒｉｒｏｓｔｒｉｓ） 冬候鸟 无危 马銮湾 冬季、春季 常规调查

黑雁（Ｂｒａｎｔａ ｂｅｒｎｉｃｌａ） 冬候鸟 无危 资料整理

灰雁（Ａｎｓｅｒ ａｎｓｅｒ） 冬候鸟 无危 资料整理

鸿雁（Ａｎｓｅｒ ｃｙｇｎｏｉｄｅｓ） 冬候鸟 二级 濒危 资料整理

小天鹅（Ｃｙｇｎｕｓ ｃｏｌｕｍｂｉａｎｕｓ） 冬候鸟 二级 无危 资料整理

大天鹅（Ｃｙｇｎｕｓ ｃｙｇｎｕｓ） 迷鸟 二级 无危 资料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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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附表

目 科 物种 居留型

国家重点

保护野生

动物级别

ＩＵＣＮ 红

色名录濒

危等级

野外调查记录

该物种的观测点

野外调查记录

该物种的季节
收录依据





目





科

小（Ｔａｃｈｙｂａｐｔｕｓ ｒｕｆｉｃｏｌｌｉｓ） 留鸟 无危
马銮湾、九溪河口、

杏林湾等
冬季 常规调查

凤头（Ｐｏｄｉｃｅｐｓ ｃｒｉｓｔａｔｕｓ） 冬候鸟 无危
马銮湾、扬帆公园、

七星礁
冬季、春季、秋季 常规调查

黑颈（Ｐｏｄｉｃｅｐｓ ｎｉｇｒｉｃｏｌｌｉｓ） 冬候鸟 二级 无危
九溪河口、马銮湾、

杏林湾
冬季 常规调查

角（Ｐｏｄｉｃｅｐｓ ａｕｒｉｔｕｓ） 冬候鸟 二级 易危 资料整理

鹤

形

目

秧

鸡

科

白骨顶（Ｆｕｌｉｃａ ａｔｒａ） 冬候鸟 无危
马銮湾、马銮湾生态

三岛、杏林湾等

冬季、春季、秋季、
夏季

常规调查

黑水鸡（Ｇａｌｌｉｎｕｌａ ｃｈｌｏｒｏｐｕｓ） 留鸟 无危
马銮湾、自贸区公园、

洪厝等

冬季、春季、秋季、
夏季

常规调查

紫水鸡（Ｐｏｒｐｈｙｒｉｏ ｐｏｌｉｏｃｅｐｈａｌｕｓ） 留鸟 二级 无危 马銮湾、张埭桥
冬季、春季、秋季、

夏季
常规调查

白胸苦恶鸟

（Ａｍａｕｒｏｒｎｉｓ ｐｈｏｅｎｉｃｕｒｕｓ）
留鸟 无危

自贸区公园、三江

口湿地公园、杏林

湾等

冬季、春季、秋季、
夏季

常规调查

普通秧鸡（Ｒａｌｌｕｓ ｉｎｄｉｃｕｓ） 冬候鸟 无危 马銮湾 冬季、春季 常规调查

灰胸秧鸡（Ｌｅｗｉｎｉａ ｓｔｒｉａｔａ） 留鸟 无危 资料整理

斑胁田鸡（Ｚａｐｏｒｎｉａ ｐａｙｋｕｌｌｉｉ） 旅鸟 二级 近危 资料整理

红脚田鸡（Ｚａｐｏｒｎｉａ ａｋｏｏｌ） 留鸟 无危 资料整理

小田鸡（Ｚａｐｏｒｎｉａ ｐｕｓｉｌｌａ） 冬候鸟 无危 资料整理

红胸田鸡（Ｚａｐｏｒｎｉａ ｆｕｓｃａ） 夏候鸟、旅鸟 无危 资料整理

白喉斑秧鸡（Ｒａｌｌｉｎａ ｅｕｒｉｚｏｎｏｉｄｅｓ） 留鸟 无危 资料整理

红脚斑秧鸡（Ｒａｌｌｉｎａ ｆａｓｃｉａｔａ） 迷鸟 无危 资料整理

董鸡（Ｇａｌｌｉｃｒｅｘ ｃｉｎｅｒｅａ） 夏候鸟 无危 资料整理

鸻

形

目

蛎鹬

科
蛎鹬（Ｈａｅｍａｔｏｐｕｓ ｏｓｔｒａｌｅｇｕｓ） 冬候鸟 近危

七星礁、小嶝岛、
鳌冠等

冬季、春季、夏季、
秋季

常规调查

反嘴

鹬科

反嘴鹬（Ｒｅｃｕｒｖｉｒｏｓｔｒａ ａｖｏｓｅｔｔａ） 冬候鸟 无危
马銮湾、厦漳大桥

桥下、七星礁等
冬季、春季、秋季 常规调查

黑翅长脚鹬

（Ｈｉｍａｎｔｏｐｕｓ ｈｉｍａｎｔｏｐｕｓ）
夏候鸟、冬候鸟、

旅鸟
无危

马銮湾、自贸区公

园、九溪河口等

冬季、春季、夏季、
秋季

常规调查

鸻科

凤头麦鸡（Ｖａｎｅｌｌｕｓ ｖａｎｅｌｌｕｓ） 冬候鸟 近危 资料整理

灰头麦鸡（Ｖａｎｅｌｌｕｓ ｃｉｎｅｒｅｕｓ） 冬候鸟 无危 资料整理

长嘴剑鸻（Ｃｈａｒａｄｒｉｕｓ ｐｌａｃｉｄｕｓ） 旅鸟 无危 资料整理

东方鸻（Ｃｈａｒａｄｒｉｕｓ ｖｅｒｅｄｕｓ） 旅鸟 无危 资料整理

金眶鸻（Ｃｈａｒａｄｒｉｕｓ ｄｕｂｉｕｓ） 冬候鸟 无危
马銮湾、自贸区公

园、下后滨等

冬季、春季、夏季、
秋季

常规调查

环颈鸻（Ｃｈａｒａｄｒｉｕｓ ａｌｅｘａｎｄｒｉｎｕｓ） 冬候鸟、留鸟 无危
七星礁、鳄鱼屿、

下后滨等

冬季、春季、夏季、
秋季

常规调查

灰鸻（Ｐｌｕｖｉａｌｉｓ ｓｑｕａｔａｒｏｌａ） 冬候鸟、旅鸟 无危
七星礁、欧厝、

厦漳大桥桥下等

冬季、春季、夏季、
秋季

常规调查

金鸻（Ｐｌｕｖｉａｌｉｓ ｆｕｌｖａ） 冬候鸟 无危
七星礁、欧厝、

下后滨等
冬季、春季 常规调查

白脸鸻（Ｃｈａｒａｄｒｉｕｓ ｄｅａｌｂａｔｕｓ） 留鸟、旅鸟 数据缺乏 资料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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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附表

目 科 物种 居留型

国家重点

保护野生

动物级别

ＩＵＣＮ 红

色名录濒

危等级

野外调查记录

该物种的观测点

野外调查记录

该物种的季节
收录依据

鸻

形

目

鸻科

铁嘴沙鸻（Ｃｈａｒａｄｒｉｕｓ ｌｅｓｃｈｅｎａｕｌｔｉｉ） 旅鸟 无危
七星礁、欧厝、

鳄鱼屿等

冬季、春季、夏季、
秋季

常规调查

蒙古沙鸻（Ｃｈａｒａｄｒｉｕｓ ｍｏｎｇｏｌｕｓ） 旅鸟 濒危
七星礁、九溪河

口、鳄鱼屿等
夏季、秋季 常规调查

青藏沙鸻（Ｃｈａｒａｄｒｉｕｓ ａｔｒｉｆｒｏｎｓ） 旅鸟、冬候鸟 无危 资料整理

彩鹬科 彩鹬（Ｒｏｓｔｒａｔｕｌａ ｂｅｎｇｈａｌｅｎｓｉｓ） 留鸟 无危 自贸区公园 春季 常规调查

水雉科 水雉（Ｈｙｄｒｏｐｈａｓｉａｎｕｓ ｃｈｉｒｕｒｇｕｓ） 夏候鸟 无危 马銮湾 春季 常规调查

鹬科

黑尾塍鹬（Ｌｉｍｏｓａ ｌｉｍｏｓａ） 旅鸟 近危 七星礁 春季 常规调查

斑尾塍鹬（Ｌｉｍｏｓａ ｌａｐｐｏｎｉｃａ） 旅鸟 近危 资料整理

白腰杓鹬（Ｎｕｍｅｎｉｕｓ ａｒｑｕａｔａ） 冬候鸟 二级 近危
七星礁、欧厝、

厦漳大桥桥下等
冬季、春季、秋季 常规调查

中杓鹬（Ｎｕｍｅｎｉｕｓ ｐｈａｅｏｐｕｓ） 冬候鸟 无危
七星礁、小嶝岛、

鳄鱼屿

冬季、春季、夏季、
秋季

常规调查

大杓鹬（Ｎｕｍｅｎｉｕｓ ｍａｄａｇａｓｃａｒｉｅｎｓｉｓ） 旅鸟 二级 濒危 七星礁 冬季 常规调查

小杓鹬（Ｎｕｍｅｎｉｕｓ ｍｉｎｕｔｕｓ） 旅鸟 二级 无危 欧厝 春季 常规调查

小青脚鹬（Ｔｒｉｎｇａ ｇｕｔｔｉｆｅｒ） 旅鸟 一级 濒危 七星礁 冬季、春季、夏季 常规调查

青脚鹬（Ｔｒｉｎｇａ ｎｅｂｕｌａｒｉａ） 冬候鸟 无危
马銮湾、七星礁、

下后滨等

冬季、春季、夏季、
秋季

常规调查

红脚鹬（Ｔｒｉｎｇａ ｔｏｔａｎｕｓ） 冬候鸟 无危
七星礁、小嶝岛、

下后滨等

冬季、春季、夏季、
秋季

常规调查

灰尾漂鹬（Ｔｒｉｎｇａ ｂｒｅｖｉｐｅｓ） 旅鸟 近危
七星礁、鳄鱼屿、

下后滨等
春季、夏季、秋季 常规调查

白腰草鹬（Ｔｒｉｎｇａ ｏｃｈｒｏｐｕｓ） 冬候鸟 无危

自贸区公园、三江

口温泉湿地公

园、山头社区等

冬季、春季、秋季 常规调查

矶鹬（Ａｃｔｉｔｉｓ ｈｙｐｏｌｅｕｃｏｓ） 冬候鸟、旅鸟 无危
七星礁、小嶝岛、

鳄鱼屿等

冬季、春季、夏季、
秋季

常规调查

林鹬（Ｔｒｉｎｇａ ｇｌａｒｅｏｌａ） 冬候鸟 无危
七星礁、自贸区公

园、洪厝等
冬季、春季、秋季 常规调查

泽鹬（Ｔｒｉｎｇａ ｓｔａｇｎａｔｉｌｉｓ） 旅鸟 无危 鳄鱼屿、七星礁 秋季 常规调查

鹤鹬（Ｔｒｉｎｇａ ｅｒｙｔｈｒｏｐｕｓ） 冬候鸟 无危
马銮湾、七星礁、

下后滨
冬季、春季、秋季 常规调查

翘嘴鹬（Ｘｅｎｕｓ ｃｉｎｅｒｅｕｓ） 旅鸟 无危
七星礁、下后滨、
厦漳大桥桥下等

冬季、春季、夏季、
秋季

常规调查

翻石鹬（Ａｒｅｎａｒｉａ ｉｎｔｅｒｐｒｅｓ） 冬候鸟、旅鸟 二级 无危
七星礁、欧厝、

下后滨等

冬季、春季、夏季、
秋季

常规调查

阔嘴鹬（Ｃａｌｉｄｒｉｓ ｆａｌｃｉｎｅｌｌｕｓ） 冬候鸟 二级 无危 港汊 春季 补充调查

长趾滨鹬（Ｃａｌｉｄｒｉｓ ｓｕｂｍｉｎｕｔａ） 冬候鸟 无危 资料整理

勺嘴鹬（Ｃａｌｉｄｒｉｓ ｐｙｇｍａｅａ） 冬候鸟 一级 极危 资料整理

小滨鹬（Ｃａｌｉｄｒｉｓ ｍｉｎｕｔａ） 旅鸟 无危 资料整理

黄胸滨鹬（Ｃａｌｉｄｒｉｓ ｓｕｂｒｕｆｉｃｏｌｌｉｓ） 迷鸟 近危 资料整理

大滨鹬（Ｃａｌｉｄｒｉｓ ｔｅｎｕｉｒｏｓｔｒｉｓ） 冬候鸟、旅鸟 二级 濒危
七星礁、欧厝、

鳄鱼屿等

冬季、春季、夏季、
秋季

常规调查

流苏鹬（Ｃａｌｉｄｒｉｓ ｐｕｇｎａｘ） 冬候鸟 无危 资料整理

斑胸滨鹬（Ｃａｌｉｄｒｉｓ ｍｅｌａｎｏｔｏｓ） 迷鸟 无危 七星礁 秋季 常规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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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颈滨鹬（Ｃａｌｉｄｒｉｓ ｒｕｆｉｃｏｌｌｉｓ） 冬候鸟 近危
七星礁、下后滨、

欧厝等
春季、夏季、秋季 常规调查

红腹滨鹬（Ｃａｌｉｄｒｉｓ ｃａｎｕｔｕｓ） 冬候鸟、旅鸟 近危 七星礁 春季 常规调查

黑腹滨鹬（Ｃａｌｉｄｒｉｓ ａｌｐｉｎａ） 冬候鸟 无危
七星礁、欧厝、

小嶝岛等

冬季、春季、夏季、
秋季

常规调查

三趾滨鹬（Ｃａｌｉｄｒｉｓ ａｌｂａ） 冬候鸟、旅鸟 无危 七星礁 秋季 常规调查

尖尾滨鹬（Ｃａｌｉｄｒｉｓ ａｃｕｍｉｎａｔａ） 旅鸟 易危 七星礁、下后滨 春季、秋季 常规调查

弯嘴滨鹬（Ｃａｌｉｄｒｉｓ ｆｅｒｒｕｇｉｎｅａ） 冬候鸟 近危 下后滨 春季 常规调查

青脚滨鹬（Ｃａｌｉｄｒｉｓ ｔｅｍｍｉｎｃｋｉｉ） 冬候鸟、旅鸟 无危
马銮湾、七星礁、
自贸区公园等

秋季、冬季 常规调查

半蹼鹬（Ｌｉｍｎｏｄｒｏｍｕｓ ｓｅｍｉｐａｌｍａｔｕｓ） 旅鸟 二级 近危 资料整理

长嘴半蹼鹬

（Ｌｉｍｎｏｄｒｏｍｕｓ ｓｃｏｌｏｐａｃｅｕｓ）
迷鸟 无危 资料整理

红颈瓣蹼鹬（Ｐｈａｌａｒｏｐｕｓ ｌｏｂａｔｕｓ） 旅鸟 无危 资料整理

灰瓣蹼鹬（Ｐｈａｌａｒｏｐｕｓ ｆｕｌｉｃａｒｉｕｓ） 迷鸟 无危 资料整理

丘鹬（Ｓｃｏｌｏｐａｘ ｒｕｓｔｉｃｏｌａ） 冬候鸟 无危 资料整理

针尾沙锥（Ｇａｌｌｉｎａｇｏ ｓｔｅｎｕｒａ） 冬候鸟 无危 资料整理

大沙锥（Ｇａｌｌｉｎａｇｏ ｍｅｇａｌａ） 冬候鸟 无危 资料整理

扇尾沙锥（Ｇａｌｌｉｎａｇｏ ｇａｌｌｉｎａｇｏ） 冬候鸟 无危
马銮湾、七星礁、

山头社区
冬季、春季、秋季 常规调查

燕鸻科 普通燕鸻（Ｇｌａｒｅｏｌａ ｍａｌｄｉｖａｒｕｍ） 夏候鸟、旅鸟 无危 马銮湾、七星礁 春季、秋季 常规调查

鸥科

红嘴鸥

（Ｃｈｒｏｉｃｏｃｅｐｈａｌｕｓ ｒｉｄｉｂｕｎｄｕｓ）
冬候鸟 无危

七星礁、琼头、
围头湾海域等

冬季、春季、秋季 常规调查

黑嘴鸥（Ｓａｕｎｄｅｒｓｉｌａｒｕｓ ｓａｕｎｄｅｒｓｉ） 冬候鸟 一级 易危
七星礁、下后滨、
围头湾海域等

冬季、春季 常规调查

棕头鸥

（Ｃｈｒｏｉｃｏｃｅｐｈａｌｕｓ ｂｒｕｎｎｉｃｅｐｈａｌｕｓ）
迷鸟 无危 资料整理

三趾鸥（Ｒｉｓｓａ ｔｒｉｄａｃｔｙｌａ） 冬候鸟 易危 资料整理

细嘴鸥（Ｃｈｒｏｉｃｏｃｅｐｈａｌｕｓ ｇｅｎｅｉ） 迷鸟 无危 资料整理

黑尾鸥（Ｌａｒｕｓ ｃｒａｓｓｉｒｏｓｔｒｉｓ）
夏候鸟、冬候

鸟、旅鸟
无危

七星礁、围头湾海

域、扬帆公园等

冬季、春季、夏季、
秋季

常规调查

小鸥（Ｈｙｄｒｏｃｏｌｏｅｕｓ ｍｉｎｕｔｕｓ） 迷鸟 二级 无危 资料整理

遗鸥（ Ｉｃｈｔｈｙａｅｔｕｓ ｒｅｌｉｃｔｕｓ） 冬候鸟 一级 易危 资料整理

普通海鸥（Ｌａｒｕｓ ｃａｎｕｓ） 冬候鸟 无危 资料整理

灰背鸥（Ｌａｒｕｓ ｓｃｈｉｓｔｉｓａｇｕｓ） 冬候鸟 无危 资料整理

西伯利亚银鸥（Ｌａｒｕｓ ｖｅｇａｅ） 冬候鸟、旅鸟 无危
杏林湾、小嶝岛、

欧厝等
冬季、春季、秋季 常规调查

小黑背银鸥（Ｌａｒｕｓ ｆｕｓｃｕｓ） 冬候鸟 无危
杏林湾、欧厝、
围头湾海域等

冬季、春季 常规调查

渔鸥（ Ｉｃｈｔｈｙａｅｔｕｓ ｉｃｈｔｈｙａｅｔｕｓ） 冬候鸟 无危 资料整理

白顶玄燕鸥（Ａｎｏｕｓ ｓｔｏｌｉｄｕｓ） 迷鸟 无危 资料整理

灰翅浮鸥（Ｃｈｌｉｄｏｎｉａｓ ｈｙｂｒｉｄａ） 旅鸟 无危
马銮湾、七星礁、

九溪河口等
春季、夏季、秋季 常规调查

白翅浮鸥（Ｃｈｌｉｄｏｎｉａｓ ｌｅｕｃｏｐｔｅｒｕｓ） 旅鸟 无危
马銮湾、洪厝、
九溪河口等

春季、夏季 常规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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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通燕鸥（Ｓｔｅｒｎａ ｈｉｒｕｎｄｏ） 旅鸟、冬候鸟 无危 马銮湾、张埭桥 春季 常规调查

黑枕燕鸥（Ｓｔｅｒｎａ ｓｕｍａｔｒａｎａ） 夏候鸟 无危
围头湾海域、翔安

南部海域、张埭桥
春季、夏季、秋季 常规调查

粉红燕鸥（Ｓｔｅｒｎａ ｄｏｕｇａｌｌｉｉ） 夏候鸟 无危
围头湾海域、
翔安南部海域

春季 常规调查

褐翅燕鸥（Ｏｎｙｃｈｏｐｒｉｏｎ ａｎａｅｔｈｅｔｕｓ） 夏候鸟 无危 翔安南部海域 夏季 常规调查

白腰燕鸥（Ｏｎｙｃｈｏｐｒｉｏｎ ａｌｅｕｔｉｃｕｓ） 旅鸟 易危 资料整理

白额燕鸥（Ｓｔｅｒｎｕｌａ ａｌｂｉｆｒｏｎｓ） 夏候鸟 无危
七星礁、下后滨、

九溪河口等
春季、夏季、秋季 常规调查

鸥嘴噪鸥（Ｇｅｌｏｃｈｅｌｉｄｏｎ ｎｉｌｏｔｉｃａ） 旅鸟 无危
七星礁、下后滨、

九溪河口
春季 常规调查

红嘴巨燕鸥（Ｈｙｄｒｏｐｒｏｇｎｅ ｃａｓｐｉａ） 冬候鸟 无危
七星礁、厦漳大桥

桥下、欧厝等
冬季、春季、秋季 常规调查

中华凤头燕鸥（Ｔｈａｌａｓｓｅｕｓ ｂｅｒｎｓｔｅｉｎｉ） 旅鸟 一级 极危 资料整理

白嘴端凤头燕鸥

（Ｔｈａｌａｓｓｅｕｓ ｓａｎｄｖｉｃｅｎｓｉｓ）
迷鸟 无危 资料整理

大凤头燕鸥（Ｔｈａｌａｓｓｅｕｓ ｂｅｒｇｉｉ） 留鸟 二级 无危
翔安南部海域、
围头湾海域

春季、夏季 常规调查

贼鸥

科

中贼鸥

（Ｓｔｅｒｃｏｒａｒｉｕｓ ｐｏｍａｒｉｎｕｓ）
旅鸟 无危 资料整理

海雀

科

扁嘴海雀

（Ｓｙｎｔｈｌｉｂｏｒａｍｐｈｕｓ ａｎｔｉｑｕｕｓ）
冬候鸟 无危 资料整理

潜鸟

目

潜鸟

科

红喉潜鸟（Ｇａｖｉａ ｓｔｅｌｌａｔａ） 冬候鸟、旅鸟 无危 资料整理

黑喉潜鸟（Ｇａｖｉａ ａｒｃｔｉｃａ） 冬候鸟 无危 资料整理

鹱

形

目

海燕

科
黑叉尾海燕（Ｈｙｄｒｏｂａｔｅｓ ｍｏｎｏｒｈｉｓ） 夏候鸟 近危 资料整理

鹱科
白额鹱（Ｃａｌｏｎｅｃｔｒｉｓ ｌｅｕｃｏｍｅｌａｓ） 夏候鸟 近危 资料整理

褐燕鹱（Ｂｕｌｗｅｒｉａ ｂｕｌｗｅｒｉｉ） 夏候鸟 无危 资料整理

鹳形

目
鹳科

黑鹳（Ｃｉｃｏｎｉａ ｎｉｇｒａ） 冬候鸟 一级 无危 马銮湾 冬季 常规调查

东方白鹳（Ｃｉｃｏｎｉａ ｂｏｙｃｉａｎａ） 冬候鸟 一级 濒危 资料整理

鲣

鸟

目

军舰

鸟科

黑腹军舰鸟（Ｆｒｅｇａｔａ ｍｉｎｏｒ） 迷鸟 二级 无危 资料整理

白斑军舰鸟（Ｆｒｅｇａｔａ ａｒｉｅｌ） 夏候鸟 二级 无危 资料整理

鲣鸟

科

红脚鲣鸟（Ｓｕｌａ ｓｕｌａ） 迷鸟 二级 无危 资料整理

褐鲣鸟（Ｓｕｌａ ｌｅｕｃｏｇａｓｔｅｒ） 迷鸟 二级 无危 资料整理

鸬鹚

科

普通鸬鹚（Ｐｈａｌａｃｒｏｃｏｒａｘ ｃａｒｂｏ） 冬候鸟 无危
马銮湾、杏林湾、
围头湾海域等

冬季、春季、夏季、
秋季

常规调查

海鸬鹚（Ｐｈａｌａｃｒｏｃｏｒａｘ ｐｅｌａｇｉｃｕｓ） 冬候鸟 二级 无危 资料整理

绿背鸬鹚（Ｐｈａｌａｃｒｏｃｏｒａｘ ｃａｐｉｌｌａｔｕｓ） 冬候鸟 无危 资料整理

鹈

形

目

鹈鹕科 卷羽鹈鹕（Ｐｅｌｅｃａｎｕｓ ｃｒｉｓｐｕｓ） 冬候鸟、旅鸟 一级 近危 资料整理

鹮科

白琵鹭（Ｐｌａｔａｌｅａ ｌｅｕｃｏｒｏｄｉａ） 冬候鸟 二级 无危 马銮湾 秋季、冬季 常规调查

黑脸琵鹭（Ｐｌａｔａｌｅａ ｍｉｎｏｒ） 冬候鸟 一级 濒危
马銮湾、七星礁、
厦漳大桥桥下等

冬季、春季 常规调查

彩鹮（Ｐｌｅｇａｄｉｓ ｆａｌｃｉｎｅｌｌｕｓ） 旅鸟 一级 无危 资料整理

黑头白鹮

（Ｔｈｒｅｓｋｉｏｒｎｉｓ ｍｅｌａｎｏｃｅｐｈａｌｕｓ）
冬候鸟 一级 近危 资料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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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附表

目 科 物种 居留型

国家重点

保护野生

动物级别

ＩＵＣＮ 红

色名录濒

危等级

野外调查记录

该物种的观测点

野外调查记录

该物种的季节
收录依据

鹈

形

目

鹭科

白鹭（Ｅｇｒｅｔｔａ ｇａｒｚｅｔｔａ） 留鸟、冬候鸟 无危
马銮湾、杏林湾、

七星礁等

冬季、春季、夏季、
秋季

常规调查

大白鹭（Ａｒｄｅａ ａｌｂａ） 冬候鸟 无危
马銮湾、杏林湾、
厦漳大桥桥下等

冬季、春季、夏季、
秋季

常规调查

中白鹭（Ａｒｄｅａ ｉｎｔｅｒｍｅｄｉａ） 冬候鸟 无危
马銮湾、七星礁、

鳄鱼屿等

冬季、春季、夏季、
秋季

常规调查

黄嘴白鹭（Ｅｇｒｅｔｔａ ｅｕｌｏｐｈｏｔｅｓ） 旅鸟 一级 易危
七星礁、翔安南部

海域
春季、秋季 常规调查

苍鹭（Ａｒｄｅａ ｃｉｎｅｒｅａ） 冬候鸟 无危
马銮湾、七星礁、

杏林湾等

冬季、春季、夏季、
秋季

常规调查

草鹭（Ａｒｄｅａ ｐｕｒｐｕｒｅａ） 冬候鸟、旅鸟 无危 马銮湾 春季、夏季 常规调查

池鹭（Ａｒｄｅｏｌａ ｂａｃｃｈｕｓ） 留鸟、冬候鸟 无危
马銮湾、杏林湾、
自贸区公园等

冬季、春季、夏季、
秋季

常规调查

牛背鹭（Ｂｕｂｕｌｃｕｓ ｃｏｒｏｍａｎｄｕｓ） 留鸟、冬候鸟 无危
马銮湾、欧厝、

七星礁等

冬季、春季、夏季、
秋季

常规调查

绿鹭（Ｂｕｔｏｒｉｄｅｓ ｓｔｒｉａｔａ） 留鸟、冬候鸟 无危
杏林湾、厦门市下潭

尾红树林公园
夏季、秋季 常规调查

夜鹭（Ｎｙｃｔｉｃｏｒａｘ ｎｙｃｔｉｃｏｒａｘ） 留鸟、夏候鸟 无危
马銮湾、自贸区公

园、杏林湾等

冬季、春季、夏季、
秋季

常规调查

岩鹭（Ｅｇｒｅｔｔａ ｓａｃｒａ） 旅鸟 无危 围头湾海域 春季 常规调查

黄斑苇鳽（ Ｉｘｏｂｒｙｃｈｕｓ ｓｉｎｅｎｓｉｓ） 夏候鸟、留鸟 无危
马銮湾、下后滨、

山头社区等
春季、夏季、秋季 常规调查

紫背苇鳽（ Ｉｘｏｂｒｙｃｈｕｓ ｅｕｒｈｙｔｈｍｕｓ） 夏候鸟 无危 资料整理

大麻鳽（Ｂｏｔａｕｒｕｓ ｓｔｅｌｌａｒｉｓ） 冬候鸟 无危 资料整理

黑苇鳽（ Ｉｘｏｂｒｙｃｈｕｓ ｆｌａｖｉｃｏｌｌｉｓ） 夏候鸟、旅鸟 无危 资料整理

栗头鳽（Ｇｏｒｓａｃｈｉｕｓ ｇｏｉｓａｇｉ） 冬候鸟、旅鸟 二级 易危 资料整理

栗苇鳽（ Ｉｘｏｂｒｙｃｈｕｓ ｃｉｎｎａｍｏｍｅｕｓ） 留鸟、旅鸟 二级 无危 资料整理

黑冠鳽（Ｇｏｒｓａｃｈｉｕｓ ｍｅｌａｎｏｌｏｐｈｕｓ） 旅鸟 二级 无危 资料整理

　 　 注：物种的中文名和拉丁文学名参照《中国鸟类分类与分布名录（第四版）》。 由于本研究的野外调查从 ２０２３ 年 １ 月开始，为了保持全年

数据标准的一致性，２０２３ 年的记录仍将白脸鸻（Ｃｈａｒａｄｒｉｕｓ ｄｅａｌｂａｔｕｓ）视作环颈鸻（Ｃｈａｒａｄｒｉｕｓ ａｌｅｘａｎｄｒｉｎｕｓ）的亚种，将青藏沙鸻（Ｃｈａｒａｄｒｉｕｓ ａｔｒｉ⁃
ｆｒｏｎｓ）视作蒙古沙鸻（Ｃｈａｒａｄｒｉｕｓ ｍｏｎｇｏｌｕｓ）的亚种。 物种的保护等级参照 ２０２１ 年新调整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名录》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ｆｏｒｅｓｔ⁃
ｒｙ．ｇｏｖ．ｃｎ ／ ｓｅａｒｃｈ ／ ９７０４４）。 物种的受威胁等级参考 ＩＵＣＮ 濒危物种红色名录网站（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ｉｕｃｎｒｅｄｌｉｓｔ． ｏｒｇ）以及世界鸟类数据库（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ｂｉｒｄｓｏｆｔｈｅｗｏｒｌｄ．ｏｒｇ ／ ｂｏｗ），濒危等级分为灭绝、野外灭绝、极危、濒危、易危、近危、无危、数据缺乏和未予评估。 物种的居留型参考《中国鸟

类分类与分布名录（第四版）》闽广沿海亚区的数据，并结合本研究在厦门湾实际观测的情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