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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爱鸟周”
活动启动仪式结
束 后 ，“ 鹈 鹕 展
翅”和“犀鸟放飞”

等鸟类行为展示，
博得了现场游客的阵

阵喝彩。
宁波雅戈尔动物园

的游禽湖上，十几只鹈鹕展
翅俯冲而来；眼看着就要冲到岸

边，只见它们双脚在水面划拉几下，
来了个丝毫没有波澜的“急刹车”。

鹈鹕的出场，也打破了游禽
湖原本的平静。这边，水波荡起
的涟漪惊扰到了野鸭，扑棱着翅
膀，在水面拍打起一串水花；
那边，两只黑天鹅不知为何
起了“争执”，一个追着一
个拍打……

游禽湖所占的水
域面积在全国的动
物园中都是数一数
二的。像这样的
“野生”画面，

在城市里已
经难得一
见。

据了解，宁波雅戈尔动物园目
前展示有80余种鸟类，其中包括
丹顶鹤、东方白鹳、金刚鹦鹉等国
家一级保护动物。

不过，相比其他大型猛兽、小
型萌宠，鸟类在游客心目中的存在
就像是“小透明”。在观赏过程中，
恐怕只能用“走马观花”来形容。

“如果说以前来动物园看鸟
类，多是看它们的形态，长得好看
难看，那么现在希望能更多向游客
展示鸟类的行为。”宁波雅戈尔动
物园动管部副经理卓开存表示。

在游禽湖上，除了黑天鹅、小
天鹅、豆雁、灰雁等习性类似的鸟
类，也会有野生的鸳鸯每年来“做
客”。

在传统的笼养环境中，地上走
着雉鸡，树上栖着鹦鹉、巨嘴鸟、犀
鸟，营造了一个更为立体，也更为
接近自然状态的观赏环境。

从走马观花，认识它们“谁是
谁”，到通过观察它们的行为来对
自然有更深的观察，“只有更多的
了解，才能更好的爱护。”卓开存
说。

记者 石承承 通讯员 李光远

鹈鹕飞、野鸭惊、天鹅闹……
这样的“野生”画面难得一见
野生动植物保护宣传月暨“爱鸟周”活动启动

从今年1月1日至今，设立在宁波雅
戈尔动物园的“宁波市陆生野生动物救护
中心”已经成功救助18只受伤的鸟类。

在城市里，哪些鸟类最容易受伤？
为什么会受伤？面对受伤的它们，我们
又有什么可做的？

愿意“甬漂”的鸟越来越多

难得一见的“野生”画面

昨日上午，2020 年宁波市野生
动植物保护宣传月暨“爱鸟周”活动
启动仪式在宁波雅戈尔动物园举行，
今年的主题是“爱鸟新时代，共建好
生态”。

将“爱鸟周”活动启动仪式选在宁
波雅戈尔动物园，很重要的一个原因
是“宁波市陆生野生动物救护中心”就
设在这里。

“随着我们宁波的生态环境越来
越好，愿意在宁波停留的鸟也越来越
多。”宁波市野生动物保护协会秘书长
魏春泉提供了这样一组对比惊人的数
据：

在2011年，候鸟迁徙过程中，会
在宁波“歇脚”的鸟类在4000-5000
只；近10年过去了，现在选择在宁波

“歇脚”的鸟类已经达到6万只左右。
此外，杭州湾国家湿地公园更是

成为“观鸟天堂”。世界极度濒危物种
“神话之鸟”中华凤头燕鸥保护也取得
了不错的成绩。

“在感到欣喜的同时，也大大增加
了我们保护、救助的工作压力。”魏春
泉半开玩笑说。

“自救护中心2004年成立以来，
已救助野生动物2500余只，其中鸟类
占近一半，约1200只。”宁波雅戈尔动
物园动管部副经理叶正华说。

在平均每年救助的近百只鸟类
中，哪些是“最容易受伤”的？

叶正华说，大致有两类，一类是
“土著”，“像鹰类、隼类、鸮类以及部
分的鹭鸟类”；另一类是“甬漂”，“像

野鸭、小天鹅、白鹭这种迁
徙经过的。”

尤其是每年5-6月，恰逢鹭
鸟繁殖的高峰期，时不时会遇到小
鸟落地需要救护。

这些鸟类为何会受伤？面对受伤
的它们，我们又该怎么做？

一种是游客在山间捡到出生没几
天就“落单”的小鸟。“游客觉得幼鸟被
母鸟遗弃，实际上母鸟可能在周边觅
食。大家不要轻易捕捉，通常野鸟人
工是养不好的。”

一种是“误闯”城市，结果一头撞
在玻璃墙上，像比较常见的凤头鹰。

“如果没有明显受伤，建议大家把它放
到纸箱里，等到它自行恢复，就可以
放生。”

一种是真正受伤的，比如
翅膀断了。“这种就需要大
家及时和我们联系。”

随着生态文明建设
不断推进，人们对野生
动物的保护意识也
越来越强，不少人
在捡到“落单”或受
伤的鸟类时会自行
饲养。

“建议大家还是
不要擅自饲养，有些
鸟类的食性并不是
像大家想的那样，像
夜鹭、白鹭都是吃荤
的，并不是像大家想
的那样吃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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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绿金刚鹦鹉。

◀ 蓝 黄
金刚鹦鹉作
为“代表”出
席“爱鸟周”
活动启动仪
式。

游禽湖上，黑天鹅一家悠然自得。记者 崔引 摄

▲鹈鹕展翅。

蓝黄金刚鹦鹉蓝黄金刚鹦鹉
““浓妆艳抹浓妆艳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