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天然林保护系列宣传（2023 年第 21 期）

以鸟为媒，做城市自然生态倡导者

中学生队伍参加观鸟竞赛

滨海湿地是陆地生态系统和海洋生态系统的交错过渡地带，是地

球上生物多样性最丰富的生态系统之一。位于深圳和香港两地之间的

深圳湾，由深圳一侧的广东内伶仃-福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福田红

树林生态公园、深圳湾公园以及香港一侧的米埔国际重要湿地、香港

湿地公园等保护地环绕。

东亚-澳大利西亚鸟类迁飞通道是全球九大迁飞通道中最繁忙的

迁飞通道，每年有 5000 多万只迁徙水鸟利用该通道迁徙。深圳湾正

好处在东亚-澳大利西亚迁飞通道的中点，是水鸟迁徙重要的越冬地

和“中转站”。



田穗兴，20 余年间身背望远镜，用双脚丈量着这片海湾。他有

许多身份标签：福田中学生物教师、深圳观鸟协会常务副会长、鸟类

监测调查员、生态摄影师……

最令田穗兴自豪的是他在 2021 年获得了“深圳自然大使”称

号，因为这一称号囊括了前述所有标签的工作内容，也包含着他对自

然的爱，是他将热爱转化为使命的体现。

鸟类是湿地故事的讲述者

田穗兴很早就参与了深圳的鸟类监测工作，与自然结缘因鸟而

起，特别是对被誉为深圳湾“明星鸟”的黑脸琵鹭，田穗兴更有别样

感情。

黑脸琵鹭因其扁平如汤匙状的长嘴，与中国乐器中的琵琶极为相

似，因而得名。深圳湾是黑脸琵鹭全球重要越冬地之一。

从 1994 年起，黑脸琵鹭全球同步调查由香港观鸟会统筹进行，

最初只记录到 300 只左右，黑脸琵鹭是我国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

物。

2007 年 11 月，田穗兴在深圳湾附近拍摄到一只环志编号为

“K74”的黑脸琵鹭。他通过查阅相关资料得知这只黑脸琵鹭是当年

在韩国繁殖并佩戴环志的。

田穗兴的照片成为编号“K74”的黑脸琵鹭环志后第一次有记录

的观测，“能为黑脸琵鹭越冬和迁徙的研究提供一些环志信息资料，

是我的荣幸。”田穗兴感慨地说。

田穗兴介绍，每年 10 月起黑脸琵鹭等数以万计的迁徙候鸟就会

到达深圳湾过冬。黑脸琵鹭和其他迁徙水鸟一样，种群数量高度依赖

繁殖地和越冬地的环境和气候条件。迁徙候鸟冬季在越冬地安全过

冬，维持其种群数量，是来年种群数量增长的前提条件。为了给黑脸

琵鹭等众多水鸟提供良好的栖息环境，从 20世纪 80 年代起，深圳不



仅在城市腹地建立了全国最小的国家级保护区，而且积极探索湿地保

护策略，对保护区内的鱼塘进行适合水鸟觅食、栖息的环境改造。

从事鸟类观测和调查 10余年，田穗兴敏感地观察到了鸟类活动

细微的变化。从 2014 年 5 月 1 日深圳湾海域设置禁渔区开始，人类

活动对鸟类的干扰大大降低；咸淡水交叠的深圳湾红树林，滋养着种

类繁多的鱼、虾、蟹等水鸟喜爱的食物，广阔的湿地为它们提供了“衣

食住行”等便利条件，这确实是吸引候鸟年年到访的根本原因。

2022 年全球黑脸琵鹭调查工作，在全球共设置了 150 个监测点，

深圳观鸟协会负责深圳地区 5 个监测点的调查工作。监测数据表明，

全球黑脸琵鹭总数继 2019 年突破 4000 只、2021 年突破 5000 只后，

2022 年突破了 6000 只，其中后海湾（深圳湾）数据增长 9.8%（包括

深圳和中国香港两地）达到 369 只。

田穗兴说，黑脸琵鹭越冬栖息环境的改善是数量增长的原因之

一。鸟类讲述自然生态故事的背后，需要自然保护工作者深入进行科

学研究，挖掘监测数据反映的情况，不断调整保护策略和方法。

让自然走近中小学生

作为教师的田穗兴，深知“兴趣是最好的老师”。他希望能够

通过自己的课堂，将对鸟类和自然的喜爱分享给更多的学生。

回溯 20多年前，以全面推进素质教育为目标的新一轮课程改革，

要求教师能够创造性地进行教学，开发适合本校实际的校本课程，注

重培养学生的独立性和自主性，引导学生质疑、调查、探究地开展学

习。

田穗兴认为，这是在学生中推广自然理念和知识的契机。2002

年他以观鸟作为切入点，为任职的福田中学开设了《福田红树林自然

保护区与观赏鸟类》校本课程。



他的课程内容从深圳的鸟类扩展到深圳的红树林、湿地和生物多

样性；教会学生们利用望远镜等工具进行观测、记录，认识不同的鸟

类；带领学生们走出教室深入红树林湿地进行实地观察和学习。

田穗兴说，学生在野外研习中发现问题，做一些研究性学习和课

题，与保护区工作者面对面交流，完成研究性学习报告，会在潜移默

化中提高学生的综合素质和自然保护意识。

2007 年，田穗兴指导学生完成的研究性学习报告《深圳中心公

园鸟类初探》，获得了第 22届广东省青少年科技创新大赛银奖。通

过鸟类这一湿地精灵，学生们逐渐理解了湿地不仅是人类的家园，也

是鸟类的家园，而且加深了对家乡深圳历史、经济、生态建设等方面

的认识，有的学生还因此规划了未来职业发展方向。

田穗兴说，中学阶段，正是青少年价值观、人生观形成的重要时

期，在青少年中开展丰富的自然教育活动有助于他们建立健康的生态

价值观。因此，在福田中学内，田穗兴不局限于为本班同学教授自然

课程，还利用爱鸟周、世界候鸟日、世界湿地日、世界环境日等具有

重要意义的生态时间节点，以及学校科技节、学科周等一切机会，以

讲座、展览等形式面向全校进行自然教育。

看到了自己班级学生的变化之后，为了让更多青少年从自然中获

益，作为深圳观鸟协会常务副会长，田穗兴协同观鸟协会成功地将观

鸟竞赛引入福田区青少年科技节，成为各个学校竞相参加的“爆款”

活动。

2021 年的观鸟竞赛，仅深圳湾为比赛场地就吸引了 45支中小学

生队伍。田穗兴说：“自然充满着无限可能，观鸟活动就像一座桥梁

连接起孩子和自然，让学生在观鸟的过程中感受人与自然的联结，感

受自然的美好，不断汲取自然的力量。”



把热爱变成使命

2014 年开始，深圳出现了第一批设在保护区和公园里的自然学

校。作为滨海湿地型城市，观鸟课程是这些自然学校必不可少的内容

之一。在深圳“鸟圈”，田穗兴是有口皆碑的一本“行走的观鸟教科

书”。

“深圳有记录的野生鸟类共 405 种，我拍到了近 400 种。”田穗

兴自然地被自然学校聘任为志愿者观鸟导师，开始向成年人传授自己

的观鸟本领。与培养学生不同，除了学习听音辨鸟和通过飞行姿态辨

识鸟种，如何成为一名合格的生态解说员也是培训的重要内容，田穗

兴将自己的观鸟经验和教师经验倾囊而授。他说：“独木难成林。自

然需要更多的‘翻译官’，将它的精彩展示给公众。”

除此之外，参与鸟类普查及环境监测、建立深圳野鸟基本资料库

是田穗兴的另一项重要工作。自 2004 年以来，田穗兴利用监测工作

便利拍摄到野生鸟类超 1000 种。他的摄影作品不仅被收录在《中国

鸟类图鉴》《中国鸟类图志》和《中国鸟类识别手册》等书籍中，也

越来越多地出现在深圳自然学校的展厅、宣传手册和培训资料里。

田穗兴说：“一张好的图片或者一段有意思的视频，是一种有效

的视觉刺激，特别能够激发公众的兴趣和对自然的向往。”每当在展

厅中看到访客驻足鸟类照片墙前议论纷纷，田穗兴的心中总是特别欣

慰。

借助田穗兴的镜头，公众能感受生动而真实的鸟类世界，也能够

通过对鸟类将城市与自然、人类与鸟儿密切地联系起来，引发人类对

于保护自然的内心共鸣。

“一开始观鸟只是个人兴趣，在学校开设校本课程也好，培养更

多环保志愿者也好，拍摄照片和视频也好，随着拍摄记录越来越多，

面向的群体越来越多，‘深圳自然大使’的称号，更像是帮助我践行

教育工作者的使命。” 田穗兴说，“深圳得天独厚的自然资源，是

人与自然和谐相处不可或缺的空间基础，我将借助自然的感召力唤醒

每个人与生俱来的情感，使之与深圳的自然相映生辉。”（魏秧子 核

桃 文/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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