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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好不好，看鸟就知道。”近日，在西

藏越冬的“老朋友”黑颈鹤越来越多。每年 3

月中旬，黑颈鹤会从越冬地——雅江中游河

谷及其支流拉萨河、年楚河流域的“一江两

河”地区，飞去羌塘北部草原等地繁育后代；

10 月中下旬又从繁殖地——那曲的班戈县、

申扎县、嘉黎县，阿里的日土县、普兰县，日喀

则的昂仁县及拉萨的当雄县返回到越冬地。

黑颈鹤的成群迁徙、停歇或繁殖，正是生态环

境持续向好的“最美注脚”。

黑 颈 鹤 是 世 界 上 15 种 鹤 类 中 最 晚 被

发 现 的 一 种 ，上 世 纪 70 年 代 刚 发 现 时 种 群

数 量 不 足 1000 只 ，到 上 世 纪 末 统 计 种 群 数

量 约 4200 只 。 自 治 区 林 草 局 野 生 动 植 物

和 湿 地 资 源 管 理 处 相 关 负 责 人 介 绍 ：“ 近

年 来 ，随 着 我 区 黑 颈 鹤 生 存 环 境 ，包 含 繁

殖 和 越 冬 环 境 的 不 断 改 善 ，黑 颈 鹤 种 群 数

量 持 续 增 长 。 目 前 ，全 区 7 市 地 均 有 分 布 ，

夏 季 种 群 数 量 约 为 10600 只 ，冬 季 越 冬 的

种 群 数 量 约 为 11200 只 ，占 中 国 黑 颈 鹤 总

数 近 三 分 之 二 。”

栖息环境安全舒适

从拉萨出发，记者一行驱车前往林周县

卡孜乡探访黑颈鹤迁徙越冬情况。

黑 颈 鹤 主 要 栖 息 在 林 周 县 卡 孜 水 库 和

虎头山水库，是雅江中游河谷地区黑颈鹤分

布数量最为集中的保护区，最大的黑颈鹤群

落 有 400 至 500 只 左 右 。 调 查 显 示 ，拉 萨 市

黑颈鹤总数为 3600 余只，而林周县就有 2200

余只。

那么，黑颈鹤选择栖息环境的条件有哪

些呢？

“稳定的夜宿环境、大面积的传统农田、和

谐的人鸟关系和较好的生态保护基础，是林周

县成为大批候鸟栖息地的主要原因。”自治区高

原生物研究所副所长杨乐给出答案。

林 周 县 位 于 拉 萨 市 东 北 部 ，藏 语 意 为

“天然形成的地方”。这里河流纵横、水库众

多，为农田浇灌提供了良好的条件，是拉萨

的“粮仓”。林周县以农业为主，大片农田相

连，收割后的残秣散落在田间地头，为黑颈

鹤冬季觅食提供了保障。

这 群 在 藏 语 中 被 称 为“ 冲 冲 ”的“ 吉 祥

鸟”，春天在藏北繁殖，入冬后沿着固定线路

南迁，在拉萨河谷、年楚河流域等地越冬，林

周县便是黑颈鹤偏爱的栖息地。

保护力度不断加大

“每年 10 月至次年 3 月是黑颈鹤越冬的

时节，为了更好地保护黑颈鹤，我们安排了 9

个巡护员进行专门巡护，时刻掌握黑颈鹤的

最新动态。”林周县林草局工作人员吉姆介

绍，林周县结合实际情况，制定相关规章办

法，为黑颈鹤生存提供了优质、适宜的栖息环

境。截至目前，已救助黑颈鹤 50 余只。

出 生 于 林 周 县 卡 孜 村 的 顿 珠 次 仁 已 经

做了 17 年的巡护员。在十余年的时间里，他

一直默默守护着黑颈鹤，和黑颈鹤结下了不

解之缘。

早上 8 时许，顿珠次仁收拾妥当，便开上

自己的小汽车出门了。晨光熹微，卡孜水库

水雾弥漫、波光粼粼，远远就能听到鹤鸣声此

起彼伏。

像 往 常 一 样 ，顿 珠 次 仁 在 仔 细 察 看 草

丛、水库周边黑颈鹤的生活栖息情况后方才

安心离去，接着奔赴下一个巡护点，每天三

四 十 公 里 的 巡 护 路 途 已 经 成 为 一 种 常 态 。

“我最主要的想法就是守护自然生态环境，

看到野生动物越来越多，我就很开心。”这些

年，顿珠次仁主动把联系方式告知了卡孜水

库周围的群众，希望有人如果发现受伤的黑

颈鹤，能及时联系自己。

在黑颈鹤越冬的时节，顿珠次仁就会专

心于巡护员的工作，每天的工作内容有三项：

巡护、投喂、救助。从卡孜村到卡孜水库，顿

珠次仁都会四处察看，注意网围栏、电线杆处

有没有被缠绕或者撞上的黑颈鹤，有无流浪

狗等攻击黑颈鹤。

顿珠次仁说：“我最喜欢冬天，这是最热

闹也是最忙碌的时候。黑颈鹤就像我的孩子

一样，我爱它们。”

在拉萨市墨竹工卡县扎雪乡，同样是巡

护员的普次仁已经守护山林好几个年头了。

普次仁说：“十几年前，当地的老百姓冬天取

暖和生火做饭都需要烧柴，附近村民都习惯

上山砍树。不仅如此，在墨竹工卡县还存在

迁徙、栖居的黑颈鹤、马鹿等野生保护动物被

偷猎的现象。”由于保护区面积大，普次仁每

次巡逻的时间都特别长，遇见砍树的人，他每

次都会耐心劝说，还在附近的村子开展保护

生态的宣传教育。

“ 保 护 林 木 就 是 保 护 我 们 的 家 园 ，只 要

能保护好森林，累点又算得了什么呢。”普次

仁说。

人与候鸟和谐相处

拉萨市林周县虎头山水库，三三两两的

黑颈鹤正悠闲地觅食。它们聚集在一起，时

而欢快地扇动着翅膀低飞，时而轻巧地落在

水面上嬉戏，好不惬意。

因为黑颈鹤生性胆小，记者一行人只能

远远观看，借助摄影师南木加的相机，才得以

看清高原神鸟——黑颈鹤的全貌。

“ 黑 颈 鹤 被 誉 为 鸟 中 熊 猫 ，且 与 西 藏 文

化有着极其深远的关联，传说中它们是格萨

尔王的牧马人，是西藏人民的守护者。每当

迁徙期来临，黑颈鹤必须与家人一起飞走，

如果失去伴侣或亲人，它便不会孤飞。这样

的习性，令它成为爱情与亲情的美好象征。”

南木加告诉记者。

近年来，林周县依据检测情况和黑颈鹤

栖息特点，建立了 10 个投食点，每年分 4 个阶

段在投食点投放青稞、冬小麦约 1.7 万斤，通

过采取不定时喂食，补充黑颈鹤食源。

卡孜湿地是其中一个投食点。现年 43 岁

的洛桑次旦就住在附近，每天一大早，他都会

到卡孜湿地放牧。“‘邻居’越来越多了，十几

年的时间，黑颈鹤的数量从几只增长到几百

只。”洛桑次旦告诉记者，黑颈鹤和牛各吃各

的，互不干扰，非常和谐。

充足的食物、安全的栖息环境，使得保护

区内的黑颈鹤数量逐年增多。保护区内同时

还栖息着白唇鹿、雪豹、棕熊等国家一级、二

级保护野生动物。2003 年，雅江中游河谷黑

颈鹤自然保护区凭借着优越的自然环境，被

列为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图①⑤：林周县春堆乡湿地的黑颈鹤。

本报通讯员 南木加 摄

图②：林周虎头山水库的湖畔霞光。

本报通讯员 扎顿 摄

图③：林周虎头山水库的水墨仙鹤图景。

本报通讯员 扎顿 摄

图④：林周县春堆乡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本报通讯员 扎顿 摄

图⑥：林周县春堆乡春堆村的黑颈鹤。

本报通讯员 南木加 摄

鹤舞高原 美不胜收
—探访黑颈鹤越冬迁徙地

本报记者 刘斯宇 卢文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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