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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这有好多只东方白
鹳。”

1月 4日，南大港湿地和鸟
类自然保护区管理处工作人员
王宽，在科研监测一体化平台
（以下简称监测平台）上，又看到
了东方白鹳的身影。

看着实时监控，他粗略数了
一下，有 10多只。王宽记下了这
个数字，为下一次“鸟口普查”做
准备。

10万多只

王宽和同事们刚刚完成了
一项工作。他们对 2023 年秋冬
季到访湿地修复区的候鸟，进行
了“鸟口普查”。

“这是湿地修复区第一次使
用科技手段进行‘鸟口普查’。”
王宽说，数据让他们很欣喜——
10万多只。

所谓“鸟口普查”，就是对湿
地修复区内观测到的鸟种、数量
进行记录，摸清鸟类等生态资源
家底，为生态环境治理提供依据，
加强鸟类等生物多样性保护。

“其实从性质上来说，‘鸟口
普查’和人口普查基本是相同
的。”王宽说，但有意思的是，和
人不同，很多鸟类是没有固定
住所和户籍的，“尤其是短时间
停留的候鸟，查起来更困难一
些。南大港湿地作为迁徙驿站，
这类候鸟最多，我们称它们为

‘旅鸟’。”
2023 年，“鸟口普查”对于

王宽他们来说，要简单得多。原
因是，他们的普查工作有了“科
技支撑”。

王宽说，2022 年整个南大
港湿地和鸟类自然保护区普查
到的候鸟为8万多只。2023年秋
冬季，仅湿地修复区（占比约为
整个南大港湿地和鸟类自然保
护区的1/70）普查到的鸟儿就有
10万多只。2022年同期，湿地修
复区统计到的鸟儿数量为两万
多只。

王宽说：“10万多只这个数
据，是鸟儿们对湿地修复区的修
复成果的一个肯定，也是科技手
段应用到‘鸟口普查’中的一次
进步。”

记者了解到，入秋以来，南
大港湿地和鸟类自然保护区工
作人员在湿地修复区监测到黑
脸琵鹭、东方白鹳、卷羽鹈鹕等
国家一级保护鸟类和小天鹅、
大天鹅、白琵鹭、花脸鸭、灰鹤、
斑头秋沙鸭等国家二级保护鸟
类 20余种，总数达 10万余只。

根据普查结果，在湿地修复
区观测到的鸟类中，雁鸭类数量
为历年最多。此外，绿头鸭、白
鹭、苍鹭、大麻鳽等鸟类也会在
湿地过冬，总数有近万只。

“AI识鸟监控”

这么多的候鸟，数量是怎么
统计出来的？那些长相相似的
鸟，在野外不能靠近的情况下，
又如何分辨呢？有了科技的力
量，“鸟口普查”是怎么进行的
呢？

王宽说，秘密就在他们日常
所用的监测平台。

这套智慧监测平台能够实
现南大港湿地和鸟类自然保护
区内的生态监测、巡护保护、综
合预警等功能，给鸟儿不受打扰
的保护（本报曾于 2023 年 10 月
12日报道）。

监测平台上还有一项功能，
就是“AI识鸟监控”。

王宽和同事们就是利用这
项功能，进行了首次科技“鸟口
普查”。

王宽说，监测平台可以安装
在他和同事们的电脑上和手机
端。他们可以随时随地进行监
测。

在王宽手机的实时画面上，
记者看到画面右上角显示了时
间，左下角显示的就是AI识别
出来的候鸟的种类和数量。

记者了解到，识别系统的原
理，主要是通过安装在保护区内
各个水域摄像头传回的图像，上
传至识鸟服务器进行智能图像
化比对，随后再将信息回传至用
户端。而这一切都是在几秒甚至
几毫秒间完成的。

王宽说，监测平台已经在湿
地使用了一段时间，功能还在不
断完善。

“利用‘AI 识鸟监控’进行
‘鸟口普查’，这在湿地修复区甚
至整个南大港湿地，还是第一
次。”王宽说。

“不用那么辛苦了”

王宽说，不过，由于不同时
间段摄像头拍摄的光线、清晰度
等不同，有时候也会出现识别有
误的情况，这时候就需要人工来
进行调整。

“AI识鸟监控”有一套AI算
法。随着算法的不断完善，样本
数量不断提升，候鸟识别也越来
越精确，数据也会越来越丰富，

依托数据所能够提供的信息也
就越多。

王宽说，即使有“AI识鸟监
控”，工作人员也不可能 24小时
坐在屏幕前一直守候。

“这就需要通过数据分析，
得到一些信息，比如哪些鸟类未
曾被记录过。”王宽说，所以说这
样的“鸟口普查”更准确的是叫
作科技加人工辅助的普查。

虽然现在的“鸟口普查”，还

无法实现完全智能普查，但相比
往年的“鸟口普查”，王宽和同事
们的工作量已经小了很多。

王健是南大港湿地和鸟类
自然保护区的巡护负责人。提起
往年的工作，王健说只有一个
字，那就是“累”。

“那时候的普查纯靠人工。”
王健说，巡护和监测人员要走遍
南大港湿地和鸟类自然保护区
的角角落落。

王健说，那会一到规定的时
间，他和同事们就要分别在自己
负责的区域内进行巡护监测。

“湿地范围大，一天下来，几
十公里的路程肯定是有的。”王
健说，他记得那会一天转下来，
累得只想睡觉。

即使累成这样，他们对鸟儿
的种类以及数量统计，准确率还
比较低。

“因为人眼的可视范围是有
限的，虽然巡护员们都配了望远
镜，但能观测到的范围也有限。”
王健说，这还不算一些比较危险
的区域。

王健说，因为湿地里也会有
一些小岛或者人无法到达的区
域，这些地方也就成了鸟类监测
的盲区。

说起刚刚完成的这次科技
“鸟口普查”，王健说，“终于不用
那么辛苦了。”

每一天，他们会在南大港湿
地和自然保护区进行例行巡护。
在“AI识鸟监控”需要人工调整及
帮助时，他们会进行辅助工作。

“鸟口普查”有啥用

湿地修复区有 10万多只候
鸟经过，这一普查数据让王宽和
同事们心生骄傲。

“鸟儿来得多，就说明我们
的环境修复得越来越好了。”王
宽说，特别是这个时节观测到东
方白鹳种群，足以证明了南大港
湿地和鸟类自然保护区良好的
生态环境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
这是人类对大自然敬畏和爱护
的最好证明。

这次“鸟口普查”的数据，成
为南大港湿地和鸟类自然保护
区管理处在工作中的一项重要
的参考。

“它为湿地保护管理工作提
供科学依据和决策支持，如根据
鸟类栖息地变化调整保护措施，
或者针对生态修复工程提出建
议。”王宽说，这就是“鸟口普查”
的意义所在。

也因为修复得越来越好的
环境，202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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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3 年 12 月，在浙江安吉
召开的首届自然资源与生态文
明论坛上，沧州南大港湿地生态
保护修复项目成功入选《国土空
间生态修复典型案例集》，成为
全国37个典型案例之一。

看着安装在南大港湿地和
鸟类自然保护区的11个AI视频
监测设备，王宽他们有了下一步
工作计划。

“这次通过科技手段进行的
‘鸟口普查’只是针对南大港湿
地和鸟类自然保护区中的湿地
修复区。”王宽说，接下来，他们
将通过科技手段，对整个南大港
湿地和鸟类自然保护区的候鸟
做一个整体的“鸟口普查”。

王宽说：“相信普查的数据
也会给我们一个惊喜。因为南大
港湿地和鸟类自然保护区的生
态环境正在变得越来越好。”

“鸟口普查”
本报记者 张 丹 本报通讯员 张景兴 摄影报道

在南大港湿地修复区，工作人员运用科研监测一体化平台，通过AI识鸟以及
人工辅助的方式，完成了一次特殊的鸟类普查——

王宽利用监测平台进行王宽利用监测平台进行““鸟口普查鸟口普查””

南大港湿地众鸟云集南大港湿地众鸟云集

国家一级保护鸟类东方白鹳到访南大港湿地国家一级保护鸟类东方白鹳到访南大港湿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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沧州市银鹤老年公寓（运河区中心敬老院）河北省“敬老文明号”单位
河北省“爱心护理”示范单位

乘车路线：市内乘10路、29路，银鹤老年公寓（恒大城站） 咨询电话：0317-2157899、13903178393
招收自理、半自理、全护理老人。 常年招聘护理员

花园式四合院，平房结构，交通便利，服务一流，集居住、医疗、康复、护理、休闲文化娱乐于一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