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罕罕见见长长尾尾鸭鸭现现身身鹊鹊山山水水库库湿湿地地
这是此物种首次在山东被发现

本报12月12日讯(见习记
者 王皇 ) 12日，山东师范
大学生命科学院鸟类生态专
业赛道建教授向本报透露了
他近日的重大发现，他在鹊山
水库湿地的沿黄大坝发现并
拍摄到了国内罕见越冬鸟类
长尾鸭，这是此物种首次在山
东被发现。

11月30日中午13点19分，
赛道建与妻子王秀璞、学生张
月侠一同驱车来到鹊山水库湿
地进行野外调查。今年是他研
究鸟类的第35个年头，从2010
年开始他承担国家环保部生物
多样性监测课题山东部分，每
到12月及来年1月都要到野外
观察冬候鸟。在鹊山水库宽近
200米的水面上，小、凤头
、斑头秋沙鸭、普通秋沙
鸭、斑嘴鸭等鸟群附近，几只黑
白分明、与众不同的中型偏小
鸭子引起了赛道建一行的注
意。“黑白色羽毛和长长的尾巴
一看就和其他鸭子不同，但鸭
子一直只露了半身，我一开始
以为是小绒鸭，先做了记录。”

赛道建教授说，他也是第

一次见这样的水鸟，第一印象
是小绒鸭，但由于仍有疑问，
回家后查阅了多本鸟类图谱。

《中国鸟类分类与分布名录》
上小绒鸭图片下的长尾鸭图
片令他很兴奋。

“这只鸟就是国内罕见的
长尾鸭。”图片上的长尾鸭嘴
端部是橘红色，嘴基部黑色，
头颈部银白色，上颈部显著的
大形黑圆斑和黑色楔形长尾，
这些特征都与白天那只水鸟
吻合，“就是它了。”赛道建说，
当晚就确定了自己看到的是
长尾鸭。据赛道建教授介绍，
长尾鸭属雁形目鸭科，多在北
极、北美、欧亚大陆北部繁殖，
在中国为罕见越冬鸟类。

在山东省内发现长尾鸭，赛
道建说既是意想之外又是意料
之中。“最近几年，临近山东省的
辽宁、河北、江苏等省份都发现
了这种水鸟。按道理山东也应该
会有，但我这次是第一次发现、
记录和拍下来，或许其他鸟类摄
影爱好者也看到过但他们并不
知道这在省内是一种新鸟，另
外，它在国内也太罕见了。”

本报见习记者 王皇

为掌握这个在山东新发现的
水鸟的生活习性，留下更丰富的一
手图片资料以供研究，赛道建12月3
日为自己100—400的长焦镜头添置
了个增倍镜，4日、7日他在鹊山水库
湿地沉沙池边蹲守了两整天，“在据
水面80多米的地方找了个草丛。”

赛道建拍摄下了长尾鸭在水
面游泳、飞翔、潜水、觅食的全过
程，他写道，“橘红色嘴端，头颈部
银白色，脸部灰色，上颈部有显著
的黑圆斑，二者紧密相连；游泳时，
胸部兜形黑斑明显可见，双翅折叠
在体侧有时呈条形或块状黑斑，飞

翔时，黑色的翅、胸部与白色身体
形成鲜明对比；黑色楔形长尾，翘
起或者潜水时十分明显。”

赛道建说，这些长尾鸭可能有
3只，但拍摄时只拍到1只，能飞二
三十米高。“它们既会单独潜水觅
食活动，也会与秋沙鸭、混群
活动觅食，但它们潜水的时间明显
比其它鸟类的时间长，每次长约30
秒；受惊后，它们不是像那样
潜水逃离，而是先于秋沙鸭飞翔逃
离，但因其飞翔速度慢很快就被超
越了。”

但12日再来到水库时，赛道建
很失望，“已经有人在下网捕鱼了，
没有看见长尾鸭，以后也难见了。”

本报12月12日讯(见习记者
王皇) 家燕是夏候鸟，夏季

待在北方，一般9、10月份飞往南
方。但11月30日至12月12日，鹊山
水库湿地的沿黄大坝附近却仍
能看见十多只家燕。发现这些家
燕的赛道建教授表示，这表明家
燕越冬分界线在北移，今冬气温
较高，气候正在变化。

11月30日下午1点左右，十
几只家燕掠过鹊山水库湿地水
面向草丛方向飞去，被赛道建
一行发现。12月4日、7日、12日赛
道建都看到了这些家燕，它们
不时停在建筑窗台。济南早已
进入冬季，大雪节气已过，11月
30日最低气温仅有-6℃，但燕子
仍在济南活动。

赛道建说午后阳光明媚、气
温10℃左右的气候条件下，自己
逆光看到燕子身前飞满了小虫
子，燕子正穿梭着捕食。赛道建认
为，燕子不愿南迁，是因为天气暖
和、食物丰盛。而逆季节滞留的燕
子，也提醒人们应关注天气变化，
保护环境维护生态平衡。

家燕在济过冬

专家认为反常

隐身草窝蹲守两天

拍到长尾鸭嬉戏过程

赛道建教授讲述拍摄过程。 见习记者 王皇 摄

12月12日在鹊山水库附
近，发现了燕子。 张月侠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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赛道建教授拍摄到的长尾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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