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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三门峡市“四面环山三面水，半城烟树半城田”，自然环境独特，湿

地资源丰富。近年来，三门峡市委、市政府高度重视生态文明建设工作，

大力打造“黄河水畔森林城，和谐宜居三门峡”，不断加大对三门峡黄河

湿地的保护和资金投入，强化对湿地生态系统和湿地生物多样性的保护，

严厉打击捕杀野生动物、破坏湿地的违法犯罪行为，有效地改善了生态

环境，促进了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保护区内的物种种类和数量都较建

区之前有明显增加。据中国鸟类图库记录，截至 2012 年初，河南省有鸟

类 321 种，三门峡已经记录 242 种，占河南省记录鸟类的 75.3％。特别是

每年的冬季候鸟来临的时候，群鸟翔集湿地，“飞起不见天，落下不见水”，

场面异常壮观，所以说，三门峡是名副其实的“天鹅之城”。据国家林业

局环志中心 2010 年统计，在三门峡黄河湿地越冬的大天鹅数量占全国大

天鹅越冬数量的三分之一，2010 年此地被中国野生动物保护协会授予“中

国大天鹅之乡”称号。

为了摸清湿地保护区内鸟类资源，为保护工作奠定基础，三门峡黄

河湿地保护区的工作人员不畏艰难，不辞辛苦，长年风餐露宿，坚持开

展全面调查工作，较为全面地掌握了区内的鸟类资源状况，积累了大量

的宝贵资料。今日终于结册成书，与世人分享成功的喜悦。本书内容详实，



图片精美，是一部具有科学性、知识性、实用性的工具书，将对我市乃

至全省的野生动物保护事业起到积极的指导作用。

在此，对参与本书编写的所有工作人员表示衷心的感谢和慰问，并

希望保护区的工作人员再接再厉，为湿地保护事业作出新的更大的贡献！

 

 

                                                                                          2012 年 2 月

（注 ：杨树平先生为中共三门峡市委书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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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鸟类，是大自然的精灵，也是人类的朋友，千百年来与人类相互依存。

我国鸟类资源丰富，拥有鸟类数量占世界鸟类总数的 14%，超过整个欧洲

和整个北美洲，是世界上鸟类种类最多的国家之一。

湿地是物种基因库，是天然蓄水池，是极其重要和不可替代的生态系统，

被誉为“地球之肾”。河南黄河湿地地处黄河中下游，有着丰富的鸟类资源，

是我国候鸟重要迁徙通道之一。三门峡黄河湿地是河南黄河湿地的一部分，

位于河南省西部，面积 2.85 万公顷，占河南省黄河湿地保护区总面积的

42％。区内生态系统完整，生物多样性丰富，有植物 743 种，动物 934 种，

其中鸟类 242 种、兽类 22 种、昆虫 437 种、鱼类 63 种、爬行类 17 种、两

栖类 10 种、其他动物 143 种。

近几年来，由于三门峡黄河湿地保护区的管理力度不断加大，周边群

众的爱鸟护鸟意识不断增强，在此越冬的大天鹅数量逐年增加，从 20 世纪

90 年代以前的几十只、几百只，增加到现在的成千上万只。2010 年，中国

野生动物协会授予三门峡黄河湿地“中国大天鹅之乡”称号。

本书记录了河南黄河湿地区域三门峡段的鸟种 242 种，是一部具有科

普意义的工具书。书中详细记录了各种鸟种的特征和习性，每个鸟种都配

有精美的照片。书中的照片是众多观鸟者在野外风餐露宿、顶着严寒酷暑



 

拍摄的。此书填补了河南黄河湿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保护史上

的一项空白，希望通过此书与大家一起分享鸟类的优雅姿态，

也希望更多的人参与到爱鸟护鸟的行动中来，去聆听大自然的

声音，体验大自然的美好。

由于编者水平有限，书中可能存在不当和错漏之处，诚望

广大读者批评指正。

                                                                                                                     

编者                                                                                                         

2012 年 2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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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述

一、湿地概况 
　　

2003 年 6 月，经国务院批准，河南黄河湿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成立。保护区横跨三门峡、洛阳、

济源、焦作４个省辖市及９个县（市）区，东西长 301 km，跨度 50 km，面积 6.8 万 hm2（102 万

亩），保护区的保护对象是湿地的生态系统和生物多样性。其中保护区三门峡段位于河南西部的河

南、山西、陕西三省交界处，西接陕西省，东与洛阳市的新安县交界，北与山西省隔河相望，南

依三门峡市黄土塬地，总面积 2.85 万 hm2，占整个保护区面积的 42%。

大天鹅是保护区三门峡段的主要保护物种。每年的 11 月至翌年 3 月，是大天鹅在三门峡黄河

湿地的越冬期。大天鹅主要栖息在灵宝的稠桑、后地、冯佐，以及三门峡市区的天鹅湖、三水厂、

王官等水面宽阔、食物充足、环境安全的浅水水域。近几年来，三门峡市不断加大对保护区的管

理力度，周边群众爱鸟护鸟意识不断增强，在此越冬的大天鹅数量也逐年增加，从 1990 年以前的

几十只、几百只，增加到现在的上万只。三门峡因此被誉为“中国大天鹅之乡”。

二、鸟类的基础知识

鸟类是大自然的精灵，是维护生态平衡的重要因素。爱鸟护鸟是环境保护、生物多样性保护

的重要组成部分，保护鸟类资源，就等于保护人类自己。鸟类的世界丰富多彩，要更好地保护和

概　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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欣赏鸟类，就必须了解鸟类的一些基本知识。

（一）鸟类的身体结构

鸟类起源于爬行类，是适于陆上和飞翔生活的高等脊椎动物，躯体结构和功能方面有很多类

似于爬行类 , 但也有鸟类所独有的特征。鸟类具有高而恒定的体温（37.0 ～ 44.6 ℃），减少了对环

境的依赖性 ; 具有迅速飞翔的能力，能借主动迁徙来适应多变的环境条件 ；具有发达的神经系统

和感官，以及与此相联

系的各种复杂行为，能

更好地协调体内外环境

的统一 ；具有完备的繁

殖 方 式 和 行 为（ 造 巢、

孵卵和育雏），保证了后

代有较高的成活率。

为了适应飞行，鸟

类形成了特有的身体结

构：

（1）全身覆盖羽毛，

能较好地保持体温。前

肢 变 成 翅， 胸 肌 发 达，

绝大多数种类善飞。

（2）躯体呈流线型，

能减少飞行阻力。骨骼

坚硬而轻，空腔内贮有

空气，可增加浮力，减轻体重。

（3）肺较发达，与许多气

囊相通，气囊遍布内脏、肌肉
鸟类部位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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