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漫天鸬鹚从东湖一跃而起，滑
行、盘旋、俯冲，“茶余饭后”落定东湖
鸟岛，9日早上，记者在东湖落雁景区
观赏到了这样的壮观画面。

为何来自西伯利亚的鸬鹚年年
都跨越五六千公里来东湖鸟岛？记
者一探究竟。

上千只鸬鹚
东湖鸟岛“旅居”

这座鸟岛位于东湖落雁景区周
边的东湖团湖水域，名为“走人棋鸟
岛”。东湖落雁景区管理处园林科科
长熊志钢和这群通体黑色、散发着青
铜色光彩的候鸟是数十年的好友了，
自1992年在这里从事园林工作以来，
他每年最记挂的，就是鸟岛上的鸬鹚
了，“看到它们来了，我就知道，哦，秋
天到了！要是哪年它们来晚点，我心
里还有点空落落的”。

“每天早晚，鸬鹚会从鸟岛上飞
向四周湖面捕鱼，其他时间大多数栖
息在鸟岛上的池杉树上，就像一个个
逗号。”熊志钢告诉记者，今年它们来
得就稍晚了些，“往年鸬鹚9月下旬就
陆陆续续来了，到第二年三四月离
开，今年它们到了10月初才来，可能
和气温普遍较高有关。”在东湖落雁
景区卵石滩和观鸟栈道上，共放置了

6处观景望远镜，不少游客正在驻足
观鸟。记者通过望远镜观察，岛上鸬
鹚的形态、毛发、动作清晰可见，有的
站在树梢上望向远方，有的振翅即将
飞行，有的小憩打盹，还有的正用嘴
巴梳理毛发，惬意悠然。

“鸬鹚喜欢栖息在树上、电线杆
上，走人棋鸟岛生长着耐湿性特强的
池杉树，正好符合普通鸬鹚的需求。
再加上走人棋鸟岛是一座位于团湖
中央的湖中宝岛，可满足普通鸬鹚潜

水抓鱼，因此有不少普通鸬鹚喜欢在
此过冬。”武汉市观鸟协会会长颜军
介绍，鸬鹚别称鱼鹰，主要食鱼类和
甲壳类动物，只要发现目标便能快速
出击，在瞬间捕获猎物，嘴巴上的倒
钩锋利可穿透鱼的皮肤。

鸬鹚为何年年
从西伯利亚来东湖？

“鸟类是环境的指示物种，对生
境变化的感知很快，候鸟的迁徙是有
固定路线的，只要迁徙路线中没有大
的生境改变，它们就会年年迁徙而
来，如果生态被破坏了，候鸟就不会
来了。过去东湖渔场时期，这里处在
郊野，人流量不大，如今整个东湖的
文化旅游有了很大的发展，鸬鹚仍然
年年过来，这是很难得的，说明鸬鹚
所需要的生境得到了很好的保护。”
武汉市观鸟协会会长颜军提到，鸬鹚
生活所需的两大关键要素是树和鱼。

保护树的工作，东湖落雁景区一
直在进行。“这座鸟岛曾经没有池杉，
20世纪50年代，老东湖园林人在岛
上种下了第一批池杉，我的爷爷就在
其中。后来，父母也参与到鸟岛池杉

补种的工作中，再后来，我也加入进
来。11月底，我们计划再在鸟岛补种
100棵池杉树。”熊志钢介绍，在许多
照片中，东湖落雁景区的走人棋鸟岛
上都是一片雪白的，这是因池杉被鸬
鹚的排泄物染白，远看如覆盖一层积
雪，“所以走人棋鸟岛又被称为‘雾凇
岛’。但同时，鸬鹚的排泄物具有较
强的腐蚀性，时间长了，池杉树会有
或多或少的受损，为了给鸟类更好的
生存环境，我们会根据实际情况不定
期补种池杉树，保护鸬鹚生长环境。”
由于植物生长有固定规律，池杉树需
在落叶时节进行栽种，为避免对鸟类
造成过多打扰，100棵树均将进行人
工转运、栽种。

对湿地的保护也一直在进行。
东湖落雁景区及今年全新开园的东
湖生境雁岛，其建设理念均为“生态
为先”，步入其中可见诸多原生态景
观，草本植物、灌木、乔木参差分布在
此，仅东湖生境雁岛，就有植物89科
125种，雁、鸭、天鹅、鹭类、鹳类、鹤类
和鹬类等湿地鸟类聚集。为治理好
东湖的水，东湖风景区围绕湖泊面貌
改善、湖泊水质提升、湖泊生态修复
等方面，推进流域综合治理、系统治
理、源头治理，东湖水质得到明显提
升，鱼类资源更加丰富，这也就有了
每天早上鸬鹚在东湖盘旋觅食的壮
观场面。

“来东湖观鸟成了习惯。”9日上
午，有不少鸬鹚的“老友”前来观鸟，
他们年年来此观鸟，拍摄鸬鹚在东湖
栖息的悠然画面。摄影爱好者“飞
鹰”表示，在东湖拍摄候鸟，一方面是
热爱鸟类摄影，另一方面则想通过捕
捉到的灵动画面，向大众传递爱鸟护
鸟、爱护环境的观念，“大家来观鸟，
都自觉保持适当距离，避免干扰鸟类
生活，这也是城市文明水平提升的一
大表现。只有人人爱鸟护鸟、爱护环
境，我们的‘老朋友’才会年年来”。

文/记者晋晓慧 通讯员何宇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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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汉市第41届金秋菊展开幕一周
以来，市民游客赏菊、晒菊热情高涨。
11月8日，中山公园的两处精品菊花
展示区吸引了不少市民游客打卡，市
民张先生说：“又是菊花又是盆景，真
是大饱眼福！”

沿着中山公园的胜利广场逛完
“画中菊展”“水中菊展”，一定不能错
过传统的精品菊花展示区。为了让

“内行”的菊花铁粉们看“门道”，公园
特意在胜利广场入口处和受降堂前打
造了品种菊花和精品盆景展示区，共
展出了近400盆精品菊花和23盆精品
盆景。

“这是黄石公，中国十大名菊，开
得真好啊。”在中山公园受降堂前，对
菊花颇有研究的刘女士一眼就被黄石
公菊花鲜亮的黄色吸引，凑近一看，更
觉得惊艳。

中山公园园林园容部技师赵起超
介绍，受降堂前的这处菊花展区约有

160平方米，为了方便大家观赏，菊花
和盆景都配有“身份名片”。

这里不仅有中国传统名菊，还有
汉派菊花代表“盘龙菊”在内的国内名
菊。“盘龙”系列菊花是“中国菊艺大
师”李建祥的代表作，在历届全国菊展
中，“盘龙菊”已斩获25个金奖，以及数
十个银奖、铜奖，成为武汉的标志。现
场，有“盘龙春晓”“盘龙木兰”“盘龙碧
玉”“盘龙国莲”“盘龙丽景”等“盘龙”
系列菊花。

与精品菊花同样精彩的，还有“古
董级”盆景。中山公园园林园容部技
师罗其文介绍，此次菊展上展出的盆
景作品，是从公园盆景园内400多组盆
景中精选出来的，平均盆龄都在40年
以上，盆龄最高的一盆黑松已有80年。

“这一盆黑松是公园三代园林人
接力打造的精品。”罗其文表示，这盆
黑松在上世纪90年代参加过新加坡亚
太地区盆景大赛，荣获一等奖。他介

绍，大家看到的不仅是盆景，还是园林
人对传统技艺的传承和坚守。

此次展出的盆景中有落叶、针叶
和常绿树种，以及直干式、斜干式、丛
林式等不同类别。造型各具特色的盆
景，在精品菊花的映衬下，更显艺术的
多样性和美感。

在中山公园胜利广场入口处的茹
冰展区，以精品菊花和盆景为主题打
造的一组中国古典式的园林小景，吸
引了很多年轻人的目光。来自武汉轻
工大学的学生孙莹说：“每一朵菊花的
形态都很优美，布局在传统的园林风
景中，营造出了无限的意境。”

武汉市第一届金秋菊展举办于
1956年，举办地在中山公园，今年菊展
再次回到这里。创意与传统相结合的
布展，让每位爱菊的市民游客，都能在
这里拍下“人生照片”，收获这个秋天
最美好的回忆。

文/舒筱 通讯员赵慧娟

生态得到保护，人人爱鸟护鸟

鸬鹚年年来东湖“旅居”

金秋菊展正当时

逛中山公园不要错过“精品菊花”

中国十大名菊之一的黄石公。
舒筱 摄

鸬鹚正在走人棋鸟岛上休憩。

日益向好的水质，让鸬鹚在东湖有了更好的生活环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