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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鸟类志》成安徽一教授遗愿

爱鸟，告诉您一个感人的故事
墨颜 记者 刘海泉 赵汗青 王汝华/文 李超钰 /图

4 月 5 日，2012 年安徽“爱鸟周”在安庆市拉开帷幕。据悉，从

1981 年开始的“爱鸟周”活动，至今已持续 31 年，“保护鸟类热爱自

然”的内涵渐渐深入人心。多年来，在民间组织的努力下，一些濒危

鸟类得以保全，全省新鸟类也逐年递增。昨日，记者探访了合肥的

两个鸟类观测点，体验观鸟人的辛苦与幸福。

30 年来，全省各地广泛宣传

野生动物保护的法律法规，提高

全民爱鸟、护鸟意识，使鸟类及其

他野生动物得到了有效保护。据

统计，安徽省现有记录鸟类380多

种，约占全国鸟类种数的 29%，其

中有70多种被国家和省列为重点

保护鸟类。

省自然保护管理站站长顾长明

告诉记者，自然保护区的建立，为鸟

类提供了良好的生存环境。近年

来，有不少以前未在安徽出现的鸟

类也时常被发现，好多地方的留鸟

和候鸟种群数量有了明显增加。

“2008 年，升金湖发现红胸黑

雁，为安徽新纪录。2009年，在科大

救助北蝗莺一只，为安徽省新纪录；

2010年发现合肥新鸟种16余种，2011

年在合肥鸟类野外调查中发现大绯

胸鹦鹉、凤头鹰、松雀鹰和白额鹱，

都是安徽省鸟类新纪录。”据安徽省

观鸟协会会长侯银续介绍，自2008

年算起，截至目前，合肥市鸟类新纪

录62个，安徽新纪录9个。

现 状 合肥四年多新增鸟类62种

说起对鸟的研究，不得不提安

徽大学的王岐山教授。

王岐山是国内知名的鸟类专

家。1958年 7月，王岐山从东北师

范大学生物学系研究生毕业就来到

合肥，此后便与鸟类结下不解之

缘。黄山谭家桥、大别山区、滁县琅

琊山、皇甫山……为了观鸟，王岐山

的足迹遍布安徽各地。

“他的前半生，都在致力于野外

观测和标本收集，后半生，是想把成

果结集出版的。”安大资源与环境学

院教授周立志是王岐山的学生，同

样致力于动物研究，他告诉记者，安

大有一个鸟类标本馆，收藏了近

3000只鸟儿标本，大部分是王岐山

教授在研究时自己采集的。本来已

经完成了手稿，就等着取名《安徽鸟

类志》进行出版的。但遗憾的是，还

未等到出版，2010年7月17日，王岐

山教授在合肥因病逝世。

据周立志教授介绍，目前安徽

省动物保护学会，已经在牵头组织

出版事宜。“手稿老师生前就已经完

成了，现在收集整理图片上还需要

时间，希望《鸟类志》能早日出版，从

而完成老师的遗愿。”

故 事 出版《鸟类志》成教授遗愿

“就在今年2月份，我们发起了

拯救斑鱼狗的行动。”侯银续告诉记

者，斑鱼狗是一种鸟，食物以小鱼为

主，有时也吃小型蛙类和少量水生

植物。几年前，有一位摄影爱好者

在合肥董铺水库旁的一个水塘里发

现了斑鱼狗，惊喜异常。

“斑鱼狗的居住环境非常特

殊，它们必须在离水塘有五米高几

乎 90 度的陡坡里筑巢，当时发现

的时候有五对斑鱼狗。”侯银续说，

当他知道有人在向这个水塘里倾

倒建筑垃圾，斑鱼狗生存岌岌可

危时，侯银续将事情通报给环保和

林业部门，再和当地的主管部门商

讨。“环保和林业非常支持我，帮助

我找到相关负责人，后来才知道，

这个水塘被人买下来，就是准备倾

倒垃圾的。”侯银续说。

为了保住这块合肥斑鱼狗最后

的栖息地，一些鸟友甚至准备掏钱

把这块水塘再买过来，专门留给鸟

类生存繁殖，侯银续非常感动。

（下转05版）

行 动 拯救珍稀鸟“斑鱼狗”仍在继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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