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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打扰”的保护
本报记者 吴艳 张丹 李小贤

南大港湿地和鸟类自然保护区对鸟儿开展智慧监测——

碧波荡漾，芦苇随风摇曳，
各种鸟儿或是展翅飞翔，或是
水上嬉戏，时而发出清脆的鸣
叫……

在南大港湿地，除了爱鸟
游客的注视，还有一双双“眼
睛”也在搜寻着鸟儿的身影。它
们将捕捉到的鸟类影像和声音
传送到科研监测一体化平台
上。

南大港湿地和鸟类自然保
护区管理处工作人员通过这个
监测平台，既能监测和保护鸟
儿，又“不打扰”鸟儿。这套动态
监测系统在河北省是首次运用，
为湿地生态保护提供了坚实的
科技支撑。

“不打扰”却
能了如指掌

“2023年10月11日，13:52:52，
凤头；2023 年 10 月 11 日，
13:44:59，黑眉苇莺……”在监
测平台“生物音频识别”栏目
中，详细记录着各类鸟儿出现
的时间。

在每一条记录旁，还有一个
“收听”键。点开它，就能听到对
应的鸟儿叫声：“叽叽”“喳喳”

“啾啾”……
南大港产业园区文化旅游

局宣传科科长张景兴告诉记
者，为更好地掌握湿地内鸟类
物种及其动态变化情况，2021
年，南大港湿地和鸟类自然保
护区管理处搭建起科研监测
一体化平台，这在河北省属首
次运用。通过平台监测鸟儿，
既可以看，又可以听，还能统
计。

在监测平台的 实 时 地 图
中，记者可以看到，11套野生动
物智能视频监测设备分布于南
大港湿地不同的位置。工作人
员通过电脑或者手机可以实时
观看这些视频监测设备捕捉到
的画面。

工 作 人 员 点 击“ 影 像 识
别”按钮，一幕幕生动的画面
出现在记者眼前：赤膀鸭在水
中觅食；白琵鹭自在地梳理羽
毛……

在这些实时影像中，鸟儿的
身影被自动识别，身体置于“定
位框”内，“定位框”旁边标注鸟
儿的名称。

“以前，想要记录鸟儿的
情况，我们需要带着设备四处
寻 找 ，有 时 蹲 守 一 天 也 一 无
所获。有些鸟儿比较机敏，无
人 机 刚 一 起 飞 ，它 们 就 警 觉
地飞走了。这两年，监测平台
帮了不少忙。”张景兴说，监
测平台可以对收录的鸟儿的
音频和视频，进行初步分析，
辅助工作人员做物种前期的
识 别 。监 测 平 台 还 可 以 按 时
间 段 自 动 生 成“ 声 音 监 测 数
量及物种统计表”和“物种监
测热力图”。

监测 平 台 通 过 科 技 手 段
开 展 野 生 鸟 类 调 查 和 气 象 、
水 温 以 及 湿 地 气 象 、水 文 等
实 时 监 测 ，实 现 鸟 类 智 能 监
测 与 管 理 ，及 时 掌 握 鸟 类 品
种、数量、分布以及湿地气象
等基础信息。

保护受伤鸟儿
立大功

“监测平台对巡护鸟儿的帮
助可太大了。”巡护员潘红喜感
慨道。

今年 57 岁的潘红喜，是南
大港湿地的一名巡护员。没有监
测平台之前，他们要每天骑着自
行车、拿着望远镜沿着自己的巡
护路线巡护鸟儿。

“望远镜能看 1000多米远，
即便如此，很多有芦苇遮挡的地
方也看不到。”潘红喜说，有时为
了看清芦苇丛里的情况，他们要
划着小船到芦苇丛旁边。那会他
就盼着，要是有个机器，能把湿
地各个角落都看清楚就好了。

监测平台的应用，让潘红喜
这个愿望实现了。

“监测的高清摄像头就像是
我们的眼睛。”潘红喜说，“不仅
如此，我的巡护工作也比以前轻
松了。我们现在的主要任务就是
巡护防火，不用再去芦苇丛查看
鸟儿的情况了。有什么特殊情
况，监测平台工作人员会及时通
知我们。”

去年 3月份的一天，南大港
湿地和鸟类自然保护区管理处
的工作人员在观看监测平台时，
发现一只国家二级保护动物灰
鹤趴在地上长时间没有明显动
作变化。出于职业敏感，他怀疑
这只灰鹤身体出现了问题。

于是他在监测平台呼叫了
附近的巡护员，让巡护员赶到现
场去看一看。

巡护员来到现场后，果然发
现了一只卧在芦苇丛中的灰鹤。
巡护员仔细查看，发现灰鹤非常
虚弱，它的右腿有一处明显的伤
痕。

于是，工作人员第一时间联
系专业的救护人员，对这只灰鹤
进行救治。

经过近一个月时间的救治，
这只灰鹤具备了野外生存能力，
被成功放飞。

“像这样的例子，不止一个，
监测平台在保护鸟儿上立了大
功。”张景兴告诉记者。

见证鸟儿“恋
爱生子”

“小黑翅长脚鹬长大了，过
些天，就可以跟着父母一起飞到
南方过冬了。”南大港湿地和鸟
类自然保护区管理处工作人员
王宽再一次打开监测平台，看到
羽翼渐丰的黑翅长脚鹬幼鸟，忍
不住感叹：“这四只鸟儿可是我

从小看着长大的。”
南大港湿地是“黑翅长脚鹬

之乡”，栖息着数量众多的黑翅
长脚鹬。

每年 5月，成群的黑翅长脚
鹬从南方迁移到南大港湿地。因
为这种鸟儿胆小而机警，所以会
选择远离人类的地方筑巢。王宽
以前很难详细观察黑翅长脚鹬
的样貌，更没有见过它们的孵化
过程。

今年 5 月初，在监测平台
上，王宽无意间发现了两只配
对成功的黑翅长脚鹬，在一处近
水的裸地区域开始筑巢。优雅的
体型，显眼的杂色羽毛，艳粉色

的长腿，细长的嘴，在平台上显
得格外清晰。

从那以后，王宽每天都要在
平台上观察这对“新婚鸟夫妻”。

5 月下旬，王宽惊喜发现，
黑翅长脚鹬的巢中多了 4枚蛋。

“黑翅长脚鹬要孵宝宝了！”王宽
把这个好消息告诉了同事，引得
同事们纷纷来到电脑前观看。

每次打开监测平台，完成当
天工作后，王宽都会将鼠标定位
到黑翅长脚鹬的巢上，观察蛋宝
宝的孵化情况。他发现，鸟爸爸
很有责任感，看到鸟妈妈累了，
就会代替妻子继续孵化。

两只恩爱的鸟儿轮流上岗，
一只趴在巢中孵化时，另一只就
负责驱赶靠近鸟窝的其它动物。

16 天后，4 只幼鸟破壳而
出。在成鸟的精心照顾下，幼鸟
逐渐长大……

在鸟儿成长的每一个重要
阶段，王宽都会将监测平台上的
图像下载保存下来。他说：“在监
测平台帮助下，我见证了鸟儿

‘恋爱生子’的全过程。”

首迎“黑面舞者”

“黑脸琵鹭是南大港湿地生
态修复区的新访客。我们用监测
平台拍到了不少它们的身影。”
张景兴向记者展示黑脸琵鹭和
白琵鹭同框的视频。视频中，黑
脸琵鹭和白琵鹭或低头觅食，或
梳理羽毛，看起来十分惬意。

黑脸琵鹭又名黑面琵鹭、黑
琵鹭，是国家一级保护动物，也
被世界自然保护联盟濒危物种
红色名录列为濒危等级，因其姿
态优雅，又有“黑面天使”和“黑
面舞者”的雅称。

今年 8月初，沧州市野生动
物救护中心主任孟德荣在南大
港湿地生态修复区发现了几只
拥有洁白羽毛、黑色长嘴、修长
腿的鸟儿。这些鸟儿与白琵鹭长
相相近。经过辨别，孟德荣确认
这些鸟儿是黑脸琵鹭。这是孟德
荣在南大港湿地开展鸟类监测
以来，首次观测到黑脸琵鹭。

“黑脸琵鹭属于候鸟，对过
境栖息地环境要求比较高。通过
实施生态修复项目，原有湿地环
境逐渐改善，水质变得更加清
澈，食源更加充足，生态链条重
新建立起来，吸引了黑脸琵鹭等
多种生物来‘作客’。”张景兴说。

工作人员通过监测平台时
常留意黑脸琵鹭的身影：黑脸
琵鹭或在滩涂上休憩，或来回
踱步……

今年 5月，南大港湿地生态
修复案例成功入选自然资源部
2023年海洋生态保护修复典型
案例，成为全国 9个典型案例之
一。

生态修复后，南大港湿地内
观测鸟类明显增多。据有关数据
显示，运用科研监测一体化平
台，2021 年仅在湿地北部修复
区就观测到鸟类 10360只，鸟类
数 量 较 修 复 前 同 比 提 升 了
109%。2022年候鸟迁徙期间观
测到鸟类数量 2万余只，鸟类的
种类、数量以及珍稀程度大幅提
升。

（本版图片由张景兴提供）

智慧监测智慧监测

通过监测平台通过监测平台，，见证黑翅长脚鹬的繁殖过程见证黑翅长脚鹬的繁殖过程

人与鸟和谐相处人与鸟和谐相处

报
眉
广
告

1
3
9
3
0
7
5
8
4
9
6

所有年份茅台酒、五粮液、剑南春、郎酒、泸州老窖、西凤、汾酒、董酒、
洋河大曲、古井贡酒、药酒、虫草等。（可打电话咨询，如不方便可免费上门鉴定回收）

地址：沧州市解放路市政府对面尚都烟酒 电话：13785710006

收购各种老酒 名酒 黄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