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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 国 滨 海 机 场 建 设 对 鸟 类 影 响 与 保 护 对 策  

 

赵永强 

 

    我国滨海地区现有及规划的运输机场有 30余座，机场建设将不可避免地占

用大量土地甚至是湿地，将对水鸟生境造成直接或间接影响，运营后飞机起降如

以较低的高度飞越湿地，则可能会对水鸟繁殖、栖息、觅食、迁徙造成不同程度

影响，甚至可能发生撞鸟事故，对鸟类的造成更大影响。因此，客观评价机场对

鸟类的影响，提出对鸟类的保护措施，对处理好机场建设与鸟类保护的关系，达

到社会效益、环境效益统一具有重要意义。以笔者所在单位承担的我国某滨海机

场环评项目为例，介绍了滨海机场鸟情评价现状调查内容、关注点，鸟类影响评

价角度与重点，并从机场绿化、优化飞行程序、鸟情迁徙监测预警、鸟类跟踪研

究、机场周边生境控制措施等方面提出了减缓机场建设对鸟类的影响的措施。同

时，建议有关部门开展以下工作：一是在机场选址阶段开展环境影响评价或鸟类

环境影响评价专题论证工作、二是开展机场对鸟类影响的鸟类影响后评价及相关

专项研究，为机场的鸟类影响评价提供依据；三是有关部门制定评价方法与导则，

更好地指导机场对鸟类影响评价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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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我国沿海区域鸟类保护的重要性 

 

我国大陆海岸线北起中朝边境的鸭绿江口，南至中越边境的北仑河口，长度

约 18000km，涵盖了热带、温带等气候区，包含约 1500处入海河口，200余处面

积 5km2以上的海湾，河口、海湾湿地为水鸟提供了广阔的繁殖、栖息、觅食和越

冬场所。处理好城市建设与湿地资源及湿地水禽是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的需要，同

时在邻国展现国家形象具有重要意义。 

 

二、滨海机场建设与鸟类保护辩证关系 

机场建设将占用大量土地甚至是湿地，将对水鸟生境造成直接破坏，运营后，

飞机起降如以较低的高度飞越湿地，则可能会对水鸟繁殖、栖息、觅食、迁徙造

成影响，甚至可能发生撞鸟事故，对鸟类的造成更大影响。我国东部沿海地区是

经济最为发达、人口最为集中的区域，城市、经济的快速发展对机场等基础设施

提出了更大需求，根据民航建设规划，我国沿海区域现有及规划运输机场 30余

座，其中包括厦门新机场、大连新机场、青岛新机场等规划大型机场。因此，客

观评价机场对鸟类的影响，提出对鸟类的保护措施，对处理好机场建设与鸟类保

护的关系，达到社会效益、环境效益的统一具有重要意义。 

 

三、鸟类影响评价的思路与方法 

    以笔者所在单位承担的我国某滨海机场环评项目为例，阐述一下滨海机场环

评中鸟类评价现状调查、影响评价等思路和关注重点。 

1、项目背景 

该机场近期规划建设两条跑道，跑道长 3600km，大致呈南北走向，航空业

务量为每天平均 800余架次，机场性质为区域枢纽机场。 

新机场选址位于某海湾北侧，该处入湾河口多、环湾滩涂宽广，在海湾周围

还分布有多处湿地公园、水库等适宜鸟类活动的区域，项目组通过资料收集初步

了解到该区域鸟情较为复杂，水鸟种类多、数量大，且有国家保护性鸟类分布记

录，亦是迁徙水鸟越冬地、中转地。机场从选址上避开上述鸟类敏感区的可行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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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差，而机场的建设却又是城市发展的重要基础设施，因此，如何科学评价机场

建设对鸟类的影响程度，并提出可靠地保护措施是本环评中鸟类影响评价的重要

课题。 

2、鸟类资源现状调查  

（1）鸟类生境调查 

机场所在区域湿地类型多，是水禽繁殖、觅食、栖息和越冬的理想生境，项

目组通过对评价区湿地的详细踏勘，根据湿地自然地理现状按照《湿地分类》

（GB/T 24708-2009），评价区湿地划分情况见表 3-1。 

表 3-1  鸟类生境特点及分布 

1级 2级 3级 湿地现状 

自然

湿地 

近岸与

海岸湿

地 

河口水域 

河口是评价区最重要的一类湿地类型，共涉及四处较大的河

口，面积宽广，底栖动物资源丰富，适合涉禽觅食、栖息。

涉禽是调查重点。 

淤泥质海

滩 

广布于河口水域周围，成连片分布，受城市建设及工业发展

影响，部分区域正在进行围垦造地，此类湿地正在缩减。 

河流湿

地 

永久性河

流 

项目附近的紧邻一大型河流，河床宽度约 200m左右，河堤外

侧为宽度不一的绿化林带，因河堤均已建成公路，受此影响，

河道内鸟类种类、数量较少。相对与河道周边的湿地，对鸟

类仍具有一定的吸引作用，重点需关注河道与其他湿地等鸟

类栖息地的位置关系、联系程度。此外，有多条较小的河流

分布于评价区。 

永久性淡

水湖 

在上述河流沿线有一处较大的蓄滞洪区，面积较大，且地势

较低，形成了较为宽广的水面，6km
2
。现已开发为国家湿地公

园，环湖开发程度较高，湖岸多硬化，无大面积漫滩湿地，

基本不具备涉禽栖息、觅食条件，但有大天鹅等游禽在此越

冬的记录。 

人工

湿地 

水库 
评价区涉及一座大型水库，水深岸陡，封闭式管理，为游禽

提供了较好隐蔽场所，游禽是该区域调查重点之一。 

农用池塘 

零星分布于河流河口、水库周围，面积均比较小，且人类活

动较频繁，在河口、水库活动的鸟类偶在该区域出现，但数

量较小。 

城市人工景观 

该区域在河流及两侧沼泽还规划了多处湿地公园，并规划有

引鸟工程，现状调查中，仅有一处公园已建成，其他公园尚

在规划阶段，鸟类资源相对匮乏。因此相关规划实施情况、

引鸟工程规划是调查的重点。 

 

根据鸟类生境现状初步调查，项目组将评价区水鸟调查分为重点调查区和一

般调查区，重点调查区为飞机航迹所飞越的河口、某大型河流、水库及开发为湿

地公园的淡水湖，以及规划有引鸟工程的湿地公园；对评价区的坑塘、小河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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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性调查，此外部分湿地周围还分布有大小不等的人工林地，亦纳入调查范围，

进行一般性调查。 

（2）鸟情现状调查  

该区域评价区涉及鸟类生境类型多、面积大、分布广，鸟类种类、数量较多，

为详细、全面了解评价区鸟情现状，环评项目组查阅了该区域鸟类有关调研报告、

科技文献，在此基础上对评价区有针对性的开展了现状调查，重点关注的内容如

下。 

①关注越冬水禽现状。评价范围内四处河口是涉禽的主要越冬地，主要越冬

水鸟有大量鸻鹬类中小型涉禽，部分区域发现有鹳形目大型涉禽分布，觅食栖息

地均在河口区域，现场调查中重点关注越冬水禽的种类、种群数量，觅食、栖息

地分布；在某水库活动的鸟类主要为雁形目游禽，该区域是评价区游禽的主要觅

食、栖息地。通过访问当地林业部门以及查阅文献获得了水禽迁入、迁出的时间。 

②关注鸟类繁殖地。机场项目鸟类繁殖调查主要分两个层次进行，一是明确

占地区鸟类繁殖情况，二是机场周边鸟类集中繁殖地。项目占地区土地利用类型

以农田、村镇和工矿交通为主，人类活动频繁，繁殖的鸟类主要为家燕、金腰燕、

树麻雀、喜鹊等常见的鸣禽，未发现水禽集中繁殖。其他在出现的水鸟大部分为

旅鸟或冬候鸟，未见在本地繁殖现象。 

③关注水禽的集群行为。评价区湿地水鸟以鸻鹬类和鸥类为主，数量较多，

调查应关注集群的鸟类种群数量，集群位置、高度，集群飞行路线等内容，本次

调查发现，在评价区易产生集群的鸟类有红胸滨鹬、尖尾滨鹬、红嘴鸥等，数量

可达数百只甚至上千只，主要集群位置为环湾的河口，主要活动区域为环湾湿地，

未见向机场方向活动的迹象。 

④关注水禽迁徙情况。鸟类迁徙重点关注迁徙路线、时间、主要种类、飞行

高度等，这些数据一般通过环评阶段的短时间调查往往难以获得，本次评价主要

通过查阅文献和走访当地林业部门，访问项目周边的村民获得，通过以上方法，

基本上了解了机场所在区域鸟类迁徙情况。 

⑤关注重点保护鸟类。因保护鸟类数量稀少，单靠现状调查中未必能有记录，

故环评单位充分收集近五年区域有关调查研究资料、环志资料、文献，整理分析

了评价区域内重点保护、珍稀濒危鸟类的数量，分布，以及活动规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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⑥其他类群鸟类不可忽视。水禽是滨海区域鸟类的主要组成部分，其他类群

鸟类或猛禽、攀禽亦不可忽视，此外调查中亦发现该区域猛禽过境通道之一，迁

徙季节大量猛禽在此觅食中转。湿地周围的林地亦为攀禽、鸣禽提供了栖息、觅

食场所，亦纳入本次调查范围。 

    ⑦有关规划中引鸟工程现状。机场周边湿地、林地规划是否包括引鸟工程，

如有引鸟工程规划，应关注工程内容，实施情况，现状鸟情，分析预测引鸟工程

实施后可能招引的鸟类，以便提出有针对性的保护措施。 

 

3、鸟类的影响评价的重点 

施工期对鸟类的影响主要表现在施工占地可能对鸟类巢穴、繁殖地的破坏，

对占地区的繁殖鸟类将造成直接影响。因本机场未直接占用湿地，亦不涉及重点

保护或珍稀濒危水禽等鸟类的繁殖地，施工占地对鸟类的影响较小。在实际工作

中，如占用珍稀濒危鸟类繁殖湿地，需提出可靠地保护措施或栖息地重建措施。 

本项目鸟类影响评价的重点在运营期的影响，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1）对鸟类栖息的影响 

准确分析起降航迹与湿地的空间关系是评价飞行对湿地水鸟栖息等影响的

前提，评价中通过飞行航迹与敏感区分布图进行叠图，得出了飞行航迹投影与鸟

类栖息的位置关系，明确了哪些航迹经过鸟类栖息地上空。同时根据飞行程序及

各类飞机性能，计算出飞机飞越鸟类栖息地上空的高度。根据飞行航机与敏感区

的空间关系分析，确定了可能受飞机运行影响的栖息地，为下一步优化飞行程序

及飞机运营方案等鸟类保护措施提供参考依据。根据分析，飞机部分起降航机经

过某湿地公园上空时高度较低，环评从优化飞机起降方向、时刻提出了建议。 

（2）对鸟类集群飞行的影响 

根据鸟类现状调查结果，某海湾是鸻鹬类等水鸟的主要栖息地，其中数量较

大的物种有红胸滨鹬、尖尾滨鹬、红嘴鸥等。鸟类集群迁飞过程数量大、飞行高

度较高，可能会受到飞机运行的影响，具体分析如下。 

①从集群位置与机场的位置关系分析 

红胸滨鹬、尖尾滨鹬集群地位于某河口，距离机场 20km；红嘴鸥位于营海，

距离机场 17km，机场不占用鸟类其集群地，对鸟类集群行为没有直接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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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从鸟类集群后迁飞高度与飞机飞行高度的位置关系 

鸟类在栖息地集群后的迁飞高度较低，多在 200m以下，飞机飞环湾湿地的

最低高度可达 700m（向北降落），飞机飞行高度与鸟类飞行高度相差较大，且

鸟类集群后迁飞的时间短暂，飞机飞行与鸟类集群后飞行时相互交叉的几率亦比

较小，因此飞机飞行过程中对鸟类集群影响较小。 

总体而言，机场建设对胶州湾湿地红胸滨鹬、尖尾滨鹬、红嘴鸥等水鸟集群

的影响较小。 

（3）对鸟类迁徙的影响 

根据飞机起降航线与鸟类迁徙路线的空间关系可知，飞机进场、离场过程中

与大沽河、棘洪滩水库一带鸟类迁徙路线存在交叉可能，主要交叉的可能发生在

以下环节，即机场向北进场以及采用东跑道向北离场中右转航迹（向东）和向南

离场时左转航迹（向东）。 

从机场航迹与区域鸟类迁徙通道的位置关系来看，飞机离场过程中，与某海

湾东侧迁徙的鸟类迁徙路线有交叉，从拟建新机场与已经运营而且靠近此迁徙路

线的另一机场相比，新机场离此迁徙路线更远，且新机场飞机过境高度可达2000m

左右，因此，机场运行期飞机起降对该路线迁徙的鸟类影响较小，比现有机场更

有利于鸟类保护。 

（4）其他方面的影响分析 

本项目还结合飞机频次、最大 A 声级针对鸟类影响做了一些探索性的分析工

作，但因目前尚无统一的方法和标准，仍需继续深入研究。 

4、减缓对鸟类影响对策 

根据该机场工程内容、飞行程序 以及周边生态环境现状和鸟情现状，从机

场绿化、优化飞行程序、设置鸟情迁徙监测预警站、鸟类跟踪研究、机场周边生

境控制措施等方面提出了减缓机场建设对鸟类的影响的措施。 

 

 

表 4-1  减缓鸟类影响的措施与对策 

序

号 

实施

阶段 

措施类

别 

主要内容 目标效果 组织单位 支持单位 

1 设计 机场绿 设计期论证草种、树 通过生态控制，尽 建设单位 设计单位，



 -7- 

期，运

营期 

化 种选择，提出绿化维

护管理方案，运营期

加强草高控制，树形

修建及高度控制 

量减小鸟类在机

场栖息、活动的可

能，免受飞机运行

的影响 

运营单位 

2 设计

期 

优化飞

行程序 

根据环评评价结果，

优化飞行程序 

避免从鸟类集中

繁殖地、栖息地上

方低空飞越，减小

对鸟类的影响 

建设单位 环评单位，

飞行程序

设计单位 

3 设计

期，施

工期 

设置鸟

情迁徙

监测预

警站 

在机场周围设立鸟情

观测站 

通过观测鸟类迁

徙、集群活动，及

时预警可能受到

飞机影响的鸟群，

据此调整飞行计

划。 

建设单位 环评单位，

生态专家 

4 运营

期 

鸟类跟

踪观测、

研究 

观测运营期机场周边

鸟情变化情况 

评价机场运营对

鸟类的影响，及时

调整跑道运行方

案和飞行程序 

运营单位 环评单位，

鸟类专家 

5 施工

期、运

营 

机场周

边生境

控制措

施 

通过调整机场及农业

生产方式，合理规划

村镇垃圾收集等，周

边土地里利用方式，

通过生境控制对周边

鸟类进行生态疏导  

尽量减小鸟类在

机场周边栖息、活

动的可能，免受飞

机运行的影响 

当地政府  

6 运营

前 

周边鸟

类栖息

地重建

或保护 

对可能受机场影响的

鸟类栖息地（包括规

划栖息）进行异地重

建，补充机场带来的

损失，对于远离机场

的栖息地加强保护，

诱导鸟类远离机场 

通过生态工程，尽

量使鸟类向机场

周边扩散。 

当地政府 环评单位，

鸟类专家，

生态专家 

 

结语 

    本文介绍了滨海机场环评中鸟情评价现状调查内容、关注点，鸟类影响评价

角度与重点，并从机场绿化、优化飞行程序、设置鸟情迁徙监测预警站、鸟类跟

踪研究、机场周边生境控制措施等方面提出了可以减缓机场建设对鸟类的影响的

措施，可为类似环评项目中鸟类影响评价，以及机场设计、建设、运营中鸟类保

护提供参考。但保护好鸟类资源，仅靠环评一项工作难以实现，需要多部门协调，

建议国家有关部门考虑在机场选址阶段开展环境影响评价或鸟类环境影响评价

专题论证工作，制定机场建设对鸟类影响评价方法与导则，并对现有机场开展其

对鸟类影响的鸟类影响后评价及相关专项研究工作，为机场建设对鸟类影响评

价、鸟类保护措施及有关管理提供指导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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