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重庆-重庆日报记者 左黎韵

重庆为何能吸引众多猛禽？经过的猛禽主要有哪
些？迁飞季节又该如何守护猛禽迁徙通道？4月1日，记
者采访了相关专家及部门负责人。

八条平行岭谷搭建起猛禽迁飞“高速公路”

十多年前，日本的一个“蜂鹰计划”，引起了市观鸟协
会注意。

“蜂鹰”即凤头蜂鹰，是一种在日本本州岛繁殖的猛
禽，为了弄清楚它们的迁飞路径，日本科学家挑选了一组
蜂鹰样本，为它们安装了卫星跟踪器，自候鸟从本州岛南
迁开始，对目标样本持续观测近一年。

让人震惊的是，在日本科学家公布的迁飞路径中，这
些蜂鹰次年回迁时，竟全部从重庆主城上空经过。

从2013年起，重庆市观鸟协会开始对飞越重庆上空
的猛禽进行系统性监测。

“重庆中心城区主要涉及八条背斜平行岭谷，包括
缙云山、中梁山、龙王洞山、铜锣山、南山、明月山、桃子
荡山、东温泉山，它们构成了城市的基本地理骨架，这
种特殊的地形地貌是吸引众多猛禽经过的主要原因。”
重庆市地理信息和遥感应用中心地理文化所所长张海
鹏说。

平行岭东西狭窄而南北绵长，从天空俯视就是一条
条绿带，这使其具有十分明显的地标作用，猛禽迁徙时，
利用岭谷形成的上升气流，可以节省体力。换言之，这
些平行岭的存在，就像是为猛禽迁徙修建的一条条“高
速公路”。

市观鸟协会会长危骞举例称，在迁飞季出现的“鹰
柱”，实际上就是猛禽借助螺旋上升气流，从低处盘旋到
高处时产生的。“鹰河”则是因猛禽在抵达高空后飞出气
流，继续向前迁徙而形成。

除此之外，平行岭谷丰富的植被覆盖也为猛禽迁徙
提供了充足的食物资源与夜间停栖地，是迁徙路上重要
的中转站。

22万只猛禽飞越主城

“近十年来，我们共记录到22万只猛禽从我市上空过
境迁徙。”危骞介绍，飞越重庆的猛禽以日行性猛禽为主，
近几年被观测到的猛禽种类有30余种，种数约占全国猛
禽种数的45%，按类别可分为鹰形目、隼形目、鸮形目
等，大部分呈现出短嘴、短颈、短脚的共性，其中不乏
褐冠鹃隼、短趾雕、靴隼雕、白腹隼雕等较为罕见的
大型珍稀濒危猛禽。

它们沿着平行岭的清晰山脉，来往于我国东
北以及蒙古、俄罗斯、日本等国的繁殖地与中南
半岛、印度尼西亚甚至澳大利亚的越冬地之
间。在全球5条主要的猛禽迁徙路径中，重庆
恰好位于东亚大陆迁徙路线的中间位置。

共同守护猛禽迁飞通道

“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速，猛禽生存面临诸多挑
战。”市林业局自然保护区和野生动植物保护管理处

副处长吴婧表示，除了不法分子的非法猎杀对猛禽构成
直接威胁外，城市的光污染、玻璃建筑，以及迁徙途中的
植被退化、极端天气等也会影响猛禽迁徙。

每年迁飞季节，我市都会重点开展“清风行动”，整治
自然保护地、候鸟迁飞通道、江河湖、进出口口岸等，严厉
打击非法猎捕贩卖猛禽行为，并联合重庆陆海基金会组
织“守护青山—爱鸟护飞”志愿服务队伍，开展清网清套、
为鸟筑家、救助放飞等志愿行动，全面消除猛禽迁徙途中
的安全隐患，进一步增强人们的生态环保意识。

吴婧呼吁，猛禽大多数时候比较安静，在观鸟时应采
取不惊动、不打扰的方式，保护它们迁徙，若在野外发现
受伤猛禽，应及时通知当地林业部门开展救助。

重庆何以成为“鹰飞之城”

□新重庆-重庆日报记者 左黎韵

每年3月中下旬，从南方越冬地北迁的候鸟陆续
抵达重庆，最终飞往位于我国东北以及蒙古、俄罗斯、
日本等国的繁殖地。

猛禽，是这些飞鸟中最特殊的一类，它们大多处
于食物链顶端，以捕食其他动物为生。

来自市观鸟协会的数据显示：每年迁飞季节，都
有30余种、数以万计的猛禽从重庆主城掠过。在
2021年举行的联合国生物多样性大会上，重庆作为
亚洲乃至全球猛禽迁徙通道中唯一的特大城市，引发
众多与会嘉宾关注，并被首次冠以“鹰飞之城”的称
号。

重庆既是“鹰飞之城”，也是观测猛禽胜地。这段
时间，南山大金鹰观景平台，每天都会聚集一大波观
鸟、拍鸟爱好者，他们架着“长枪短炮”，用镜头追逐城
市上空翱翔的飞鸟；更有成群结队的猛禽爱好者，穿
梭于城市与山野间，记录猛禽迁飞情况，联合相关部
门开展爱鸟护飞行动。

4月1日是国际爱鸟日，本周是重庆爱鸟周，记者
采访了多名专家和猛禽爱好者，从他们的讲述中探寻

“鹰飞之城”背后的故事。

天台“拍客”
记录猛禽与城市的合影

“啪啪啪”，站在渝中区恒大名都顶楼天台上，重
庆鸟类摄影发烧友孙雨辰手持单反，不停按动快门。
镜头方向，有着重庆第一高楼之称的陆海国际中心耸
入云霄，几只乌雕张开双翼，正朝着大厦滑翔。在雕
群俯冲的瞬间，孙雨辰定格下一张张乌雕与城市的合
影。

“天气晴好时，经常能看见成群结队的猛禽在主
城上空盘旋。”孙雨辰从事平面设计工作，2016年被
朋友“忽悠”爱上了观鸟，8年来一共拍摄了4万多张
猛禽与城市的合影。

从2013年起，市观鸟协会开始对飞越重庆上空的
猛禽进行系统性监测，陆续在主城“四山”范围内建立
起22个观测点，主要分布在猛禽盘踞的狭窄水道、山
脉附近。每年迁飞季，都有大批猛禽爱好者前往观测
点拍摄，统计每年过境的猛禽种类、数量等。

五六年前，孙雨辰跟着一帮朋友到缙云山上观测
猛禽，一道身影迎风飞来，竟像直升机一样发出嗡嗡
的轰鸣。她循声望去，一只翼展超过1.5米的大雕正
稳稳地悬停在半空，黑溜溜的眼睛直直地盯着他们，
仿佛在审视这群擅闯领地的“不速之客”。

四目相对时，孙雨辰迅速摁动快门，用镜头定格
下它威严、犀利的眼神。

这次经历，让孙雨辰对猛禽产生了极大兴趣。此
后，每年迁飞季节，她都会跟随观测猛禽队伍翻越城
市脊梁，频繁出现在各个监测点，还会选择在高楼云
端拍摄猛禽的一举一动。

一次，孙雨辰和一群拍友在一处高楼天台拍摄
WFC城市地标。大家刚架起设备，天空中忽然出现
了几个小黑点，渐渐地，黑点越来越多，竟形成一个螺
旋上升的柱状体。

“是鹰柱！”“拍客”们同时惊呼，并迅速调整好焦
距，对着天空一阵猛拍。镜头中，上百只黑鸢在高楼

周围不停盘旋，颇为壮观。
在孙雨辰的手机里，还保存着多张“鹰河”奇景。

其中一张照片上，成群的赤腹鹰正飞过东水门大桥，
就像在天空中架起一条黑色的大河。

“鹰柱、鹰河都是猛禽迁徙时罕见的景象。”孙雨
辰明显感到，这几年，飞越重庆的猛禽越来越多，她经
常在一天内，就能观测到上千只猛禽接踵而过。

专讲猛禽冷知识
这个“野生”UP主火了

在网络平台上，“飞猫”的猛禽小视频最高获得
1.2万的点击量，被网友们评价为“趣味与知识点齐
飞”。

“飞猫”本名叫谢云鹏，是主城一所中学老师。喜
欢观测猛禽的他，经常利用业余时间在网上分享一些
自己拍摄的猛禽小视频，很快就圈了一拨粉丝，“运营
视频账号的初衷，是想带大家了解猛禽，唤起人们保
护自然生态的意识。”

2015年，他和朋友第一次到野外观测猛禽，发现
一只受伤的红隼。红隼全身多处羽毛脱落，肌肉外
露，匍匐在地发出凄厉的叫声。随后，谢云鹏在林子
周围找到几处隐藏的捕鸟网。“这只红隼是在飞行中
不慎‘触网’，才导致受伤跌落的。”谢云鹏说，他们赶
紧通知林业部门对捕鸟网进行了清理，并将受伤的红
隼送到动物保护站救治，红隼很快恢复健康，追赶上
了迁徙大部队。

从此，谢云鹏开始在网上发布一些猛禽小视频，
并开辟一些趣味感十足的科普话题，比如老鹰会攻击
人吗、盘点猛禽那些邪恶的怪癖、猛禽一天能飞多远
等。

第一次将他推上平台热搜的是一个名为《自带盒
饭的“干饭鸟”》的科普视频。镜头里，一只黑白相间
的大鸟双翅后缩成M形，它嘴喙钩曲，眼神犀利，一双
利爪正死死抓住一条活鱼，从低空掠过，吓得鱼儿在
空中大吐“口水”。

“这是一种被称为鹗的猛禽，主要以鱼类为食，是
我在广阳岛一处内河湿地里拍到的。”谢云鹏说，鹗喜
欢在水质清澈的湿地、湖泊觅食，近年来森林、湿地等
生态系统得到有效保护和恢复，在我市境内觅食进行
能量补给的鹗逐渐增多，“有趣的是，它们每次饱餐
后，还会再捕捞几只活鱼打包带走，在迁飞途中自带

‘盒饭’”。
生物科学看似难懂，如何让网友们喜欢听，能听

懂？谢云鹏尝试着用拟人的方法，根据猛禽各自的习
性特点打造人设标签，让每一只猛禽都显得独一无
二。在他的视频里，迁飞觅食的鹗成了自带盒饭的

“干饭鸟”，独自在空中盘旋的老鹰是“孤勇者”，体长
只有20多厘米的松雀鹰则成了“萌妹子”……

为了让视频讲解更硬核，他私下阅读了几十万字
的鸟类科普文献，了解它们的外貌特征、生活习性、迁
飞路线等，总结出途经我市的猛禽界“四大顶流”：凤
头蜂鹰是我市境内迁徙数量最多的猛禽，可以在2—3
小时内集中迁徙，单日迁徙量曾高达3000多只；游隼
当选“最快猛禽”，能以每小时390公里的速度俯冲；
雕类是个头最大的，其中金雕的体长能达1米，翼展超
过2米；“四大顶流”中的颜值担当非鸢类莫属，它们有
着像燕子一样的黑色双叉尾，身姿挺拔优雅，暗褐色
的羽毛自带一种古老而神秘的美，令人着迷。

通过诙谐、幽默的讲解，再配上一段段画风清奇

的视频，谢云鹏打破了
大众对科普博主“高深”“枯
燥”的刻板印象，“连我自己也
没想到，鵟（kuáng）、隼（sǔn）、
鸮（xiāo）、鹗（è）这些好多人甚至连
名字也认不全的猛禽，在网上竟然颇具热
度。”

今年，他还组建起自己的线下粉丝
团，一起参加受伤猛禽野外放归活动，走
进社区、学校开展“鹰飞之城”猛禽知识
讲座等，倡导市民用实际行动守护猛禽
迁飞之路。

丰富食物补给
为猛禽搭建迁徙廊道

郁郁葱葱的南山山顶，大金鹰雕
像在阳光下熠熠生辉，成群的猛禽从
雕像前掠过，留下一道道美丽的弧线。

大金鹰位于南山鹞鹰岩，是猛禽
飞越我市时重要的栖息中转站，丰
富的森林植被为猛禽提供了充足的
食物资源。

“大部分猛禽都是肉食性动
物，这几年，我们对整片森林进行
了抚育，通过调整林分结构，有意
识栽种了一些灌木类开花植物，吸
引昆虫、鸟类等小型动物前来觅食、
繁衍，为猛禽迁飞提供食物补给。”南山植
物园管理处负责人鞠学勇说。

大约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鹞鹰岩附近村民便经
常在林中看见猛禽俯冲下落，抓捕斑鸠、田鼠等猎物，
偶尔还会飞到村民院坝捕食家禽。

后来修建大金鹰观景平台时，四周搭建了玻璃栅
栏。每年迁飞季，都有猛禽因误撞玻璃栅栏受伤坠
地，一些猛禽甚至会被景区周边的灯光灯饰干扰，在
迁徙中迷失方向。

2020年，南山植物园管理处将原有的玻璃围栏
更换为木质仿生围栏，同时关闭了一批城市景观亮化
灯饰，在南山景区沿线设置低矮灯光和荧光导航带，
作为车辆及行人的导航标识，最大限度降低人为环境
对猛禽迁徙的影响。

鹞鹰岩以马尾松纯林为主，植被退化也是一大问
题。

七八年前，一场松材线虫疫病席卷这片森林，当
地林业部门第一次时间组织工人将疫木砍掉，焚烧处
理。然而，松材线虫病传播快，致死率高，砍伐的松木
越来越多，森林林分郁闭度降低，部分林冠层还形成
了较大的林窗，演替为一块块疏林地。

林分单一的纯林，对病虫害抵抗力也较低。2021
年起，南山植物园实施了森林提质改造项目，将原有
马尾松低效残次林逐步改造成异龄针阔混交林，丰富
林分组成结构。大金鹰附近的森林，也形成了“上中
下”多林种、多树种、多色彩、多层次的林相结构。

“森林是猛禽休憩、捕食的场所，在树种选择时，
我们特别栽种了一些能为猛禽提供食物补给的植
物。”鞠学勇说，火棘树就是其中一种，它挂果时间长、
花期长，红彤彤的火棘果像一串串小灯笼，能吸引更
多昆虫和鸟类前来觅食，与迁徙的猛禽构成一条完整
的食物链。

如今，大金鹰周围陆续种下了上万株花果类植
物，拥有鸣禽类、攀禽类飞鸟150多种。阴雨天气，空
中气流减弱，许多猛禽都会在大金鹰停
留栖息，进行食物补给。

市林业局自然保护
区和野生动植物保护
管理处副处长吴婧
表示，目前，我市
对包括自然保护
区、风景名胜区、
森林公园、湿地
公园等在内的各
级各类自然保护
地进行了整合优
化，全市共有自然
保护地面积126.9 万
公顷，有效保护了全市
90%以上珍稀濒危野生动植
物和90%以上典型的亚热带
常绿阔叶林生态系统，全市
森林覆盖率达到55.06%，
为迁徙候鸟提供了良好的
停歇和补给场所。

那些鲜为人知的故事

“ 飞之城”背后

迁徙经过主城的凤头蜂鹰。（摄于2022年5月） 通讯员 柴鉴云 摄/视觉重庆

33月月2828日日，，市观鸟协会成员正在大渡口茄子溪大滨路长江边拍摄彩鹬市观鸟协会成员正在大渡口茄子溪大滨路长江边拍摄彩鹬。。
（（市观鸟协会供图市观鸟协会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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迁徙经过主城的
老鹰，拍摄于鸿恩寺森林公园。

（本版图片除署名外均由通
讯员张天星摄/视觉重庆）

飞越重庆的猛禽以日行性猛
禽为主，近几年被观测到的猛禽

种类有30余种，种数约占全国

猛禽种数的45%，按类别可分

为鹰形目、隼形目、鸮形目等

凤头蜂鹰凤头蜂鹰
（（资料图片资料图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