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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罗斯飞来群绿头鸭
它们要在夹河安家过冬，估计在烟台要住上两三个月

15日，记
者在夹河发现
一群绿头鸭，
鸭群怕人，我
们不忍靠近拍
摄，提醒市民
最好远观，不
要惊扰它们。

记者 苑菲
菲 摄

最近，一向比
较冷清的夹河忽
然热闹起来，住在
夹河岸边的不少
市民惊奇地发现，
河里来了几群野
鸭子。

这些野鸭白
天悠闲地在河里
觅食玩耍，时不时
与市民“躲猫猫”。
这些鸭子哪来的？
带着疑问记者一
打听才得知，这群
鸭子是从俄罗斯
迁徙来烟台过冬
的绿头鸭，可以说
是远道而来的“客
人”。

“真稀罕，最近夹河上出
现一群鸭子，也不知道是从什
么地方来的。”15日中午，记者
沿着开发区夹河苑小区附近
的夹河向北走了20多米，就看
到了在水面上嬉戏的鸭群。

夹河约有百米多宽，河水
十分清澈，鸭群处在中间位
置。由于离得比较远，记者只
能隐隐约约看清是一个个黑
点，偶然会有一两只鸭子低低
地在水面上滑行，还有的三五
成群凑在一起凫水。成群的野

鸭悠闲地在水面上游过时，会
划出清晰的波纹。偶尔有小野
鸭钻进水里，在水面上留下一
圈圈美丽的涟漪。

不过鸭群好像比较怕人，
当它们游到离西岸比较近的
位置时，看到记者在近距离观
察，这些小家伙们一个个全都
机警地往东飞去。等记者绕到
东岸试图保持距离观察时，这
些小家伙又扑扇着翅膀，飞到
了西面。它们似乎对这种“躲
猫猫”的游戏还挺上瘾。

附近夹河苑小区的居民
王先生告诉记者，在这些鸭子
出现的时候他就打听过了，不
是家养的，是一群不知名的野
鸭子。而对于夹河上突然出现
野鸭群，王先生感到很新鲜。

“大概是1月初开始在这
边的，以前从来没注意过，那
天沿着夹河散步，就看到河面
上多了一片小黑点。”王先生
说，往年这个时候，从来没有
在这里看到过野鸭群，而今
年，这些鸭子天天都在这，把

家也安在这里了。“野鸭子好
像特别怕人，一旦有人靠近它
们，它们就会立刻飞得远远
的。”

王先生说，以往夹河的冬
天是比较冷清的，但是今年有
了这群特殊的“客人”之后，附
近总会有居民慕名前来，还有
人曾打算给它们喂些玉米之
类的吃食。但居民们不知道这
些野鸭子爱吃什么，二来鸭群
怕生，离得太远。无奈，大家只
能这样远远地看看鸭群。

这些野鸭子是从哪儿来
的？为什么会在夹河里安家？
15日下午，带着这些疑问，记
者咨询了开发区农业与海洋
渔业局林业站的技术人员魏
先生。

据介绍，这些鸭子学名叫
绿头鸭，是从俄罗斯迁徙到烟
台过冬的。往年在烟台过冬的
绿头鸭也有，但大多数都会飞
得更向南一些，最远会到达长
江以南过冬，而今年在烟台安
家的绿头鸭要比往年多一些。

“我们去现场调查过，它
们多是百十只一群在夹河上，
大概有四五群的样子，数量比
较多。”魏先生推测说，绿头鸭

来烟台跟今年普遍寒冷的气
候和降雪有一定关系。一是南
方气温比较低，二是降雪影响
了绿头鸭迁徙的路线，缩短了
它们往南飞的旅途。而野鸭之
所以选择群居生活，是为了过
冬和择偶两方面的原因。

据介绍，绿头鸭多是在秋
末开始从北往南迁移，而这些
绿头鸭则是1月初来到烟台
的，开春后大约三四月份，会
回到俄罗斯。除了烟台之外，
内陆一些环境较好的湖泊、河
流等，也都成为野鸭们栖息的
场所。希望市民们也都能爱护
野鸭，让它们能在烟台安然过
冬。

格相关新闻

啥是绿头鸭

绿头鸭属鸭科鸭属中型游
禽。通常栖息于淡水湖畔，成群
活动于江河、湖泊、水库、海湾和
沿海滩涂盐场等水域。鸭脚趾间
有蹼，但很少潜水，游泳时尾露
出水面，善于在水中觅食、戏水
和求偶交配。喜欢干净，常在水
中和陆地上梳理羽毛精心打扮，
睡觉或休息时互相照看。以植物
为主食，也吃无脊椎动物和甲壳
动物。

绿头鸭每年初春至初夏进
行繁殖。用植物草茎建一个碗状
的巢，鸭巢高于附近的水泽，隐
蔽于水草丛中。一窝产卵8-11

枚，孵化期30天左右。

为啥在夹河安家？

夹河水质干净

浮生生物丰富
魏先生说，野鸭群之所以选

择夹河，是因为绿头鸭的习性，
它们喜干净，对生态环境的要求
高，以草为主食，也吃甲壳动物。

“夹河满足以上要求，所以绿头
鸭在这里安家。”魏先生说，随着
近几年夹河的生态环境越来越
好，夹河的水质也有所提升。

此外，夹河口水中浮游生物
和小型的鱼类、甲壳类动物比较
多，给绿头鸭们提供了充足的食
物来源，保证它们在冬天不愁找
不到地方觅食。

即墨也来了群野鸭

入冬以来，在山东即墨白庙
河和龙泉河等河流，以野鸭为主
的水鸟数量不断增多，这让许多
市民感到惊喜。

现场至少有上千只野鸭和
大雁在这里觅食。即墨林业局森
保站专家称，今年来越冬的野
鸭、大雁等水鸟数量比往年至少
多了一倍。

夹河来了群鸭

它们爱躲猫猫

居民慕名前来

只能远远看着

俄罗斯“进口鸭”

迁徙来烟过冬

□本报记者 苑菲菲

qlwbyff@vip. 163 .com


	J04-PDF 版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