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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省林业和草原局文件

晋林护发〔2023〕73 号

山西省林业和草原局

关于公布候鸟重要迁徙通道范围的通知

各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林业局），局直各单位：

为了深入贯彻《中华人民共和国野生动物保护法》，切实

做好我省候鸟迁徙通道保护工作，按照《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关

于印发<全国鸟类迁徙通道保护行动方案（2021—2035 年）>

的通知》（林护发〔2022〕122 号）精神，我省划定了区域内

的候鸟重要迁徙通道范围，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充分认识加强候鸟迁徙通道保护的重要意义

候鸟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加强候鸟保护是生

态文明建设的重要内容，对维护国家生态安全和生物安全，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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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生态文明理念，促进可持续发展，建设美丽山西，厚植生态

底色具有重大战略意义。鸟类迁徙通道是候鸟安全迁飞、繁殖

和越冬的重要保障，全球 9 条候鸟迁徙路线中有 4 条穿越了我

国境内，分别是西亚—东非迁徙路线、中亚迁徙路线、东亚—

澳大利西亚迁徙路线和西太平洋迁徙路线。我国分为东部、中

部、西部 3 个候鸟迁徙区。山西省属于中部候鸟迁徙通道中的

黄河流域迁徙和越冬区，分为东部太行山候鸟迁徙区、中部桑

干河—汾河水鸟迁徙区、西部吕梁山—黄河候鸟迁徙区。候鸟

集中南迁的时段为每年 10 月中旬至 11 月下旬，集中北迁时段

为次年 2 月下旬至 4 月下旬。

山西现有鸟类 426 种，其中迁徙性鸟类 344 种，包括大鸨、

黑鹳、灰鹤、大天鹅、小天鹅、鸿雁、猎隼等国家重点保护的

鸨类、鹳鹤类、雁鸭类、鸻鹬类、鹰隼类以及其他迁徙性水鸟、

林鸟等。各级林草部门一定要充分认识保护候鸟对生态文明建

设的重大意义，明确候鸟重要迁徙通道保护的范围和工作任

务，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动员各方力量，守好看牢候鸟迁徙

通道，营造人鸟和谐的社会氛围。

二、山西省候鸟迁徙通道的划定方法

根据候鸟迁徙监测记录，结合我省实际情况，依据《全国

鸟类迁徙通道保护行动方案（2021—2035 年）》，山西省划定

了 40 处候鸟重要迁徙通道（详见附件）。符合下列情形之一

的可确定为候鸟重要迁徙通道：（一）栖息候鸟的最大数量达

到 2 万只；（二）至少有一种候鸟的栖息数量超过其区域迁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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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群总数的 1%；（三）有 3 种及以上国家重点保护鸟类或 IUCN

红色名录易危及以上等级的鸟种；（四）候鸟集中通过的迁徙

通道。按照候鸟活动规律，迁徙通道（生态功能区）划分为候

鸟迁徙停歇地、繁殖地和越冬地等类别。列入候鸟重要迁徙通

道范围的区域将纳入强化保护管理布局，鼓励、支持所在区域

林草管理部门组织申报候鸟保护项目。

三、候鸟迁徙通道保护的主要任务

各级林草部门应根据本辖区候鸟迁徙的实际情况和保护

要求，针对性开展下列候鸟保护工作：

（一）栖息生境修复。候鸟重要迁徙通道范围所属区域的

林草管理部门，要因地制宜采取保护措施，开展候鸟栖息地保

护和生态修复，不断改善和优化候鸟停歇、繁殖、越冬的栖息

环境。

（二）调查监测评估。根据当地候鸟迁徙现状，积极开展

鸟类环志、常规监测和专项调查，及时掌握候鸟种群动态，为

候鸟保护汇集科学数据；对候鸟重要迁徙通道，开展候鸟监测

和栖息地质量评估，为候鸟保护决策提供依据和支撑。

（三）野外巡护值守。在候鸟集中分布区、集中停歇地、

越冬地和重要迁飞时段，强化开展巡护管护、野外值守与重点

保护，全面开展清套、清夹、清网行动，坚决打击毒杀、猎捕

候鸟等不法行为，及时对病、弱候鸟进行救治，要措施到位、

责任到人，确保候鸟迁徙和栖息地生态安全。

（四）保护能力提升。加强候鸟保护监测机构能力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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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展候鸟保护监测站、鸟类环志工作站等基础设施建设，组建

专业巡护监测队伍，组织开展候鸟保护相关培训，切实提高候

鸟保护和管理业务人员的能力和素质。

（五）实施生态补偿。加大保护的宣传力度，落实候鸟致

害补偿政策，建立鸟类致害鉴定评价体系；加强对致害补偿全

过程的监督管理工作,鼓励以保险理赔的方式解决致害问题。

（六）疫源疫病监控。加强候鸟疫源疫病日常监测和信息

报送，完善防控预警机制，落实监测岗位职责，在重点区域和

时段加密监测巡查频次，确保第一时间发现、第一时间上报、

第一时间处置。

（七）完善报告制度。每年 12 月 5 日前，各市规划和自

然资源局（林业局）、省直各林局、各国家级保护区要向省林

草局提报本区域候鸟保护工作报告；各监测区域项目单位要向

省林草局提报监测数据。如有候鸟异常情况（异常死亡、行为

异常等），责任单位须第一时间直报省林草局动植物处。

附件：山西省候鸟重要迁徙通道范围

山西省林业和草原局

2023 年 11 月 29 日

（此文主动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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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山西省候鸟重要迁徙通道范围

序
号

迁徙通道名称 生态功能区 重点保护范围
所在县级
行政区

所在市级
行政区

1 山西壶流河 迁徙停歇地
山西壶流河湿地

省级自然保护区范围
广灵县

大同

2 山西灵丘黑鹳
繁殖地

迁徙停歇地
山西灵丘黑鹳省级
自然保护区范围

灵丘县

3 山西册田水库

迁徙停歇地

册田水库范围

云州区

4 山西桑干河

山西大同桑干河
国家湿地公园范围

山西桑干河省级
自然保护区范围

云冈区

阳高县

朔城区

朔州

山阴县

应县

怀仁市

山阴县桑干河
国家湿地公园范围

山阴县

东榆林水库范围 朔城区

5
山西应县

镇子梁水库
应县镇子梁省级
湿地公园范围

应县

6 山西苍头河
山西右玉苍头河

国家湿地公园范围
右玉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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朔州

7 山西恢河*

迁徙停歇地

太平窑水库、神头
湿地范围

朔城区

8
山西怀仁
口泉河*

山西怀仁口泉河
国家湿地公园范围

怀仁市

9
山西薛家营

水库*
薛家营水库范围 应县

10 山西孤山水库 孤山水库范围 繁峙县

忻州

11 山西芦芽山 繁殖地
山西芦芽山国家级
自然保护区范围

宁武县

五寨县

岢岚县

12
山西河曲县
黄河湿地*

迁徙停歇地

河曲县黄河省级
湿地公园范围

河曲县

13 山西滹沱河*
滹沱河定襄段范围
（大营村—管家营
村，包括留念湖）

定襄县

14 山西马营海
宁武芦芽山省级风景

名胜区范围
宁武县

15 山西五台山
繁殖地

迁徙停歇地
五台山风景名胜区

范围

五台县

繁峙县

16 山西汾河上游

迁徙停歇地

山西静乐汾河川国家
湿地公园范围

静乐县

山西汾河上游省级
自然保护区范围

娄烦县

太原及晋
中、临汾、

运城17
山西汾河
中下游*

汾河二坝库区范围 清徐县

汾河三坝库区范围 平遥县

山西介休汾河国家
湿地公园范围

介休市

山西洪洞汾河国家
重要湿地公园范围

洪洞县

山西稷山汾河国家
湿地公园范围

稷山县

18 山西庞泉沟 繁殖地
山西庞泉沟国家级
自然保护区范围

交城县

吕梁
方山县

19 山西黑茶山
1
迁徙停歇地

山西黑茶山国家级
自然保护区范围

兴县

临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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迁徙停歇地

20 山西铁桥山
山西铁桥山省级自然

保护区范围
和顺县

晋中21 山西孟信垴
山西孟信垴省级自然

保护区范围
左权县

22 山西惠济河
平遥县惠济省级湿地

公园范围
平遥县

23 山西漳泽水库 漳泽水库范围 潞州区

长治24 山西千泉湖
山西千泉湖国家
湿地公园范围

沁县

25 山西漳河*
襄垣县三漳省级
湿地公园范围

襄垣县

26 山西红泥寺
山西红泥寺省级自然

保护区范围
安泽县

临汾

27 山西浍河
曲沃县浍河省级湿地

公园范围
曲沃县

28 山西人祖山
山西人祖山省级自然

保护区范围
吉县

29 山西五鹿山
繁殖地

迁徙停歇地
山西五鹿山国家级
自然保护区范围

蒲县

隰县

30 山西双龙湖 迁徙停歇地
山西双龙湖国家湿地

公园范围
襄汾县

31 山西历山 繁殖地
山西历山国家级自然

保护区范围

翼城县

沁水县

晋城

阳城县

垣曲县

运城
32 山西太宽河 迁徙停歇地

山西太宽河国家级
自然保护区范围

夏县

闻喜县

平陆县

33 山西圣天湖
越冬地

迁徙停歇地
山西运城湿地省级
自然保护区范围

芮城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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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城及
临汾

34 山西三湾
越冬地

迁徙停歇地

山西运城湿地省级
自然保护区范围

平陆县

35
山西黄河小北

干流

迁徙停歇地

河津市

万荣县

临猗县

永济市

芮城县

36 山西伍姓湖
山西永济伍姓湖

省级湿地公园范围
永济市

37 山西黄河古城
山西古城国家湿地

公园范围
垣曲县

38 山西运城盐湖
运城盐湖省级湿地

公园范围
盐湖区

39 山西涑水河
山西涑水河源头省级

自然保护区范围

绛县

翼城县

40 山西沁河*
沁河赵良—杜河段

范围
泽州县 晋城

注：标*为国家名单之外的候鸟重要迁徙通道

山西省林业和草原局办公室 2023 年 11 月 29 日印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