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 １ 卷第 ３ 期

２０２３ 年 １１ 月

国 家 公 园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ＰＡＲＫ
Ｖｏｌ．１，Ｎｏ．３
Ｎｏｖ．，２０２３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ｃｎ ／ ｎｐ

基金项目：国家公园物种监测项目（ＧＫＦＪ⁃ＳＴＳ⁃ＺＤＴＰ⁃２０２１⁃００３）

收稿日期：２０２３⁃１０⁃２３； 　 　 采用日期：２０２３⁃ 　 ⁃ 　

∗通讯作者 Ｃｏｒｒｅｓｐｏｎｄｉｎｇ ａｕｔｈｏｒ．Ｅ⁃ｍａｉｌ： ｒｊｈｏｎｇ⁃０１＠ １６３．ｃｏｍ

张艳妮，王文玲，郑冰权，付珊，李青，何兴成，吴永杰，冉江洪．农田生境对大熊猫国家公园鸟类多样性的维持作用研究．国家公园，２０２３，１（３）：
　 ⁃ 　 ．
Ｚｈａｎｇ Ｙ Ｎ， Ｗａｎｇ Ｗ Ｌ， Ｚｈｅｎｇ Ｂ Ｑ， Ｆｕ Ｓ， Ｌｉ Ｑ， Ｈｅ Ｘ Ｃ， Ｗｕ Ｙ Ｊ， Ｒａｎ Ｊ Ｈ．Ｔｈｅ ｒｏｌｅ ｏｆ ｃｒｏｐｌａｎｄ ｉｎ ｍａｉｎｔａｉｎｉｎｇ ｂｉｒｄ ｄ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ｉｎ Ｇｉａｎｔ Ｐａｎｄａ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Ｐａｒｋ．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Ｐａｒｋ，２０２３，１（３）：　 ⁃ 　 ．

农田生境对大熊猫国家公园鸟类多样性的维持作用
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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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农田生境被认为保护价值低，常被排除在自然保护地外。 保护地内农田生境对生物多样性维持的价值和作用，现尚缺乏

科学评估。 ２０２２ 年 ６ 月———２０２３ 年 ７ 月，对大熊猫国家公园成都片区农田生境的鸟类资源进行了调查，共调查记录鸟类 １２ 目

４４ 科 １５２ 种 ４０２５ 只，国家重点保护野生鸟类 １９ 种，中国特有鸟类 ９ 种。 鸟类物种丰富度和多度均以林鸟最为丰富，其次为广

布型鸟。 在不同食性鸟类组成中，以食虫鸟类物种丰富度和多度最丰富，其后依次为杂食性食植性。 结果表明大熊猫国家公园

成都片区农田生境鸟类多样性较高，同时对食虫鸟类和杂食性鸟类多样性的维持具有重要作用。 建议在保护地建设和管理时

合理保留其内的农田及传统自然村落，以示范人与自然和谐和传承当地的传统耕作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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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田生境是农业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属于人类生产活动区域，主要用于农业生产、维持人类生存，相
比自然原生生境，其土地利用强度大大增加。 人类对土地的长期耕作利用造成了非耕地等自然生境要素的丧

失，破坏了生境栖息地的完整性［１］，从而导致农田生境生物多样性丧失。 尤其在现代化农业中，集约化发展的农

田生境种植结构简单、缺乏高度层次，造成生境单一同质化［２］，同时由于大量化肥、农药等农业化学品的施用，使
得生境质量不断下降，导致鸟类［３—４］、昆虫［５］、土壤动物［６］和作物以外的野生植物［７］等物种丰富度及多度明显降

低。 鉴于农田生境景观结构简单、生物多样性低，通常认为不具有保护价值，并常将其排除在自然保护地外。 现

有对农田生态系统的研究也主要集中于农田景观或不同农田管理方式等对各类生物多样性的影响，如比较研究

不同景观特征下有机稻田与常规稻田植物多样性特征差异［８］、研究农田景观格局对节肢动物［９—１０］、鸟类［１１—１２］群

落多样性的影响和研究不同耕作方式、不同施肥条件对农田土壤动物群落多样性的研究［１３—１４］等。
自然保护地（ｐｒｏｔｅｃｔｅｄ ａｒｅａｓ）是保护生物多样性的重要场所，我国的自然保护区建设过程中常将农田和

人类居住地一类的生境剔除在外。 按照自然保护区条例，在自然保护区内禁止开垦、耕作、砍伐等行为，并把

自然保护地内的人类生产经营活动视为一种干扰［１５］。 为解决自然保护地内居民农耕地的历史遗留问题，确
保生物多样性得到系统保护以及完善保护地的建设管理机制［１６—１７］，我国提出建立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

保护地体系，以妥善处理自然生系统保护管理与当地社区居民的关系，实现保护与发展统一［１８］。 在划定功能

分区时，实行严格限制人为活动的分区管控制度，明确提出将保护地核心区内原住居民、村屯等区域搬迁出保

护地，并对保护地内的耕地实施退田还林还草［１９］。
农田生境对自然保护地生物多样性的维持究竟有无价值，或者有多大价值，现还未见有研究。 特别是我

国建设国家公园的今天，国家公园体制建设的根本目的就是要以保持重要自然生态系统的原真性和完整性为

基础，建立分类科学、保护有力的自然保护地体系，实现重要自然资源国家所有、全民共享、世代传承［２０］，其原

真性和完整性是否应该将传统的居民农田纳入保护地内，现还未见有相关的研究和评估。
鸟类作为生物多样性的重要组成部分和食物网结构中重要一环，对环境变化高度敏感，常被作为环境指示

种，能够一定程度反应其所在栖息地的生境现状［２１］。 鸟类是大熊猫国家公园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重

要的食物链环节，能通过传播花粉和种子等将其所在环境的生物特征传递到其他地区，保障大熊猫国家公园生

态系统的原真性和完整性。 本研究选择大熊猫国家公园成都片区，就农田生境对鸟类多样性的维持作用开展研

究，以期了解农田生境在鸟类多样性维持的价值，为大熊猫国家公园管理，以及国家公园体系建设提供参考。

１　 研究区域

大熊猫国家公园范围跨四川、陕西、甘肃三省，地理坐标为东经 １０２°１１′０６″—１０５°４０′００″ ，北纬 ２８°５１′０３″—
３３°１２′５０″，总面积 ２１９７８４４ ｈｍ２。 涉及 ３ 个省 ９ 个市（州）２３ 个县（市、区）１１０ 个乡（镇）。 大熊猫国家公园成

都片区位于成都平原西北部（图 １），面积 １４４５２７ ｈｍ２，地跨邛崃山和岷山 ２ 个山系，涉及彭州市、都江堰市、崇
州市和大邑县四个县（市），涵盖原有的 ４ 个自然保护区（白水河、鞍子河、龙溪—虹口和黑水河自然保护区），
地处我国第一级阶梯与第二级阶梯分界线、亚热带季风气候与青藏高寒区过渡带和“华西雨屏”中心地带，垂
直海拔高差达 ４５００ｍ，垂地形地貌与生境复杂多样，植被带谱完整［２２］。 区内涉及 ４ 个县（市）１０ 个镇（街道）
３５ 个村（社区），户籍人口 ２７９７ 户 ８６１３ 人。 常住人口 １９７０ 户 ４７１３ 人［２３］。

２　 研究方法

２．１　 鸟类调查方法

２０２２ 年 ６ 月至 ２０２３ 年 ７ 月，在大熊猫国家公园成都片区及周边海拔 ８００—１６００ ｍ 的居民农田生境范围

设置调查样线。 每条样线长度为 ２—３ ｋｍ，样线间隔不小于 ５００ ｍ。 共设置样线 ３５ 条（图 ２），样线周围农田

２ 　 国　 家　 公　 园　 　 　 １ 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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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１　 研究区域

Ｆｉｇ．１　 Ｓｔｕｄｙ ａｒｅａ

图 ２　 鸟类调查样线

Ｆｉｇ．２　 Ｂｉｒｄ ｓｕｒｖｅｙ ｔｒａｎｓｅｃｔ ｌｉｎｅｓ

生境以种植玉米、蔬菜或猕猴桃为主，紧邻村庄房屋，两侧连接自然生境的林木和灌草丛，少数样线单侧分布

有河流，形成村落、农田和自然生境相连通的生境模式。 每条样线在春（３—５ 月）、夏（６—８ 月）、秋（９—１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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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３ 个季节进行重复调查，共调查 ３ 次，涵盖繁殖鸟和冬候鸟调查。
调查过程中以 ２—３ 人为一调查小组，以 １—２ ｋｍ ／ ｈ 的速度前进，使用双筒望远镜观察样线两侧和前方出

现的鸟类，辅以相机拍照和鸣声辨别，记录发现的鸟种、数量、行为活动、生境类型、经纬度和海拔等信息。 同

一时间同一地点的鸟类数据只记录 １ 次，调查时间为日出后 ３ ｈ 和日落前 ３ ｈ，大风大雨大雾等影响鸟类观测

的恶劣天气不进行调查。
２．２　 数据分析

２．２．１　 鸟类组成和居留型

鸟类分类系统参照《中国鸟类分类与分布名录（第三版）》 ［２４］，分布型划分依据《四川鸟类鉴定手册》 ［２５］

和《中国动物地理》 ［２６］；濒危等级参照《中国生物多样性红色名录：脊椎动物 第二卷 鸟类》 ［２７］；保护级别参考

《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名录》 ［２８］。
２．２．２　 栖息地类型偏好鸟种与食性组成划分

参考《中国鸟类志》 ［２９］、《中国鸟类观察手册》 ［３０］，对野外记录的鸟类物种按照常见栖息地的偏好划分为

４ 种类型：林鸟、广布型鸟·、开阔鸟种和湿地水鸟。 林鸟指多见于各种森林内部、灌丛内活动，很少到森林以

外的地区活动的鸟种，如黄嘴栗啄木鸟、红翅鵙鹛等；广布型鸟指可以在多种生境，如森林、农田、等均可栖息

的鸟种，如凤头鹰、树鹨等；开阔鸟种指常栖息于开阔草丛、农田或荒野等非密闭生境的鸟种，如小白腰雨燕、
黑喉石即鸟等；湿地水鸟指常见于河流、湿地、湖泊等生境的鸟种，如普通翠鸟、白鹭等。

参考《中国鸟类志》 ［２９］和中国鸟类生态学特征数据集［３１］，将调查得到的鸟类按照取食类型不同，划分为

食肉鸟、食虫鸟、食植鸟、食花蜜鸟和杂食鸟。

采用 Ｂｅｒｇｅｒ⁃Ｐａｒｋｅｒ 优势度指数（ Ｉ）计算鸟类物种优势度［３２］： Ｉ ＝
Ｎｉ

Ｎ
，其中 Ｎｉ 为物种 ｉ 的个体数，Ｎ 为全部

物种的总个体数。 Ｉ≥０．０５ 为优势种，０．００５≤Ｉ＜０．０５ 为常见种，Ｉ＜０．００５ 为少见种或偶见种。

３　 结果

３．１　 鸟类组成

野外调查共记录鸟类 １５１ 种，４０２５ 只，隶属 １２ 目 ４４ 科 ７５ 属。 雀形目鸟类最多，共 １２１ 种，为优势目（ Ｉ ＝
０．８０１），占总物种数的 ８０．１％，其次为鹰形目 ７ 种、鹃形目 ６ 种和啄木鸟目 ５ 种。 鹟科（ Ｉ ＝ ０．１５９）、柳莺科（ Ｉ ＝
０．１２６）和噪鹛科（ Ｉ＝ ０．０７３）为优势科，分别有 ２４、１９ 和 １１ 种。 优势种为红嘴相思鸟 Ｌｅｉｏｔｈｒｉｘ ｌｕｔｅａ（ Ｉ＝ ０．０８６）、
领雀嘴鹎 Ｓｐｉｚｉｘｏｓ ｓｅｍｉｔｏｒｑｕｅｓ（ Ｉ＝ ０．０６３）和烟腹毛脚燕 Ｄｅｌｉｃｈｏｎ ｄａｓｙｐｕｓ（ Ｉ＝ ０．０５１）（见表 １）。

表 １　 鸟类群落目、科、属优势度指数（前 ５ 种）

Ｔａｂｌｅ １　 Ｄｏｍｉｎａｎｃｅ ｉｎｄｅｘ ｏｆ ｏｒｄｅｒｓ， ｆａｍｉｌｉｅｓ ， ｇｅｎｅｒａ ａｎｄ ｓｐｅｃｉｅｓ ｏｆ ｂｉｒｄ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ｉｅｓ （Ｔｏｐ ５ ）

目
Ｏｒｄｅｒ

优势度指数
Ｄｏｍｉｎａｎｃｅ

ｉｎｄｅｘ

科
Ｆａｍｉｌｙ

优势度指数
Ｄｏｍｉｎａｎｃｅ

ｉｎｄｅｘ

属
Ｇｅｎｕｓ

优势度指数
Ｄｏｍｉｎａｎｃｅ

ｉｎｄｅｘ

种
Ｓｐｅｃｉｅｓ

优势度指数
Ｄｏｍｉｎａｎｃｅ

ｉｎｄｅｘ

雀形目
Ｐａｓｓｅｒｉｆｏｒｍｅｓ ０．８０１ 鹟科

Ｍｕｓｃｉｃａｐｉｄａｅ ０．１５９ 柳莺属 ０．０９３ 红嘴相思鸟
Ｌｅｉｏｔｈｒｉｘ ｌｕｔｅａ ０．０８６

鹰形目
Ａｃｃｉｐｉｔｒｉｆｏｒｍｅｓ ０．０４６ 柳莺科

Ｐｈｙｌｌｏｓｃｏｐｉｄａｅ ０．１２６ 鸲属 ０．０５３ 领雀嘴鹎
Ｓｐｉｚｉｘｏｓ ｓｅｍｉｔｏｒｑｕｅｓ ０．０６３

鹃形目
Ｃｕｃｕｌｉｆｏｒｍｅｓ ０．０４ 噪鹛科

Ｌｅｉｏｔｈｒｉｃｈｉｄａｅ ０．０７３ 噪鹛属 ０．０４６ 烟腹毛脚燕
Ｄｅｌｉｃｈｏｎ ｄａｓｙｐｕｓ ０．０５１

啄木鸟目
Ｐｉｃｉｆｏｒｍｅｓ ０．０３３ 燕雀科

Ｆｒｉｎｇｉｌｌｉｄａｅ ０．０４６ 鹟莺属 ０．０４ 绿背山雀
Ｐａｒｕｓ ｍｏｎｔｉｃｏｌｕｓ ０．０４９

夜鹰目
Ｃａｐｒｉｍｕｌｇｉｆｏｒｍｅｓ ０．０２ 鹰科

Ａｃｃｉｐｉｔｒｉｄａｅ ０．０４６ 山雀属 ０．０３３ 红嘴蓝鹊
Ｕｒｏｃｉｓｓａ ｅｒｙｔｈｒｏｒｙｎｃｈａ ０．０４２

４ 　 国　 家　 公　 园　 　 　 １ 卷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ｃｎ ／ ｎｐ

如图 ３，从居留型来看，留鸟有 ７６ 种，占总物种数的 ５０．３％，夏候鸟 ５８ 种，占总物种数的 ３８．４％，冬候鸟 １１
种，占总物种数的 ７．３％，旅鸟 ６ 种，占总物种数的 ４．０％。 以留鸟和夏候鸟为主。

图 ３　 居留型鸟种数量和个体数量

　 Ｆｉｇ．３　 Ｎｕｍｂｅｒ ｏｆ ｂｉｒｄ ｓｐｅｃｉｅｓ ａｎｄ ｉｎｄｉｖｉｄｕａｌ ｎｕｍｂｅｒｓ ｏｆ

ｒｅｓｉｄｅｎｔ ｔｙｐｅ

３．２　 珍稀濒危鸟类

野外调查共记录国家二级重点保护鸟类物种 １９
种，占鸟类总物种数的 １２．６％，占四川省分布的国家重

点保护野生动物（（１１５ 种） ［３３］ 的 １６．５％。 其中雀形目

最多， 有 １１ 种， 包括红腹山雀 Ｐｏｅｃｉｌｅ ｄａｖｉｄｉ、 画眉

Ｇａｒｒｕｌａｘ ｃａｎｏｒｕｓ、眼纹噪鹛 Ｇａｒｒｕｌａｘ ｏｃｅｌｌａｔｕｓ、棕噪鹛

Ｇａｒｒｕｌａｘ ｂｅｒｔｈｅｍｙｉ、橙翅噪鹛 Ｔｒｏｃｈａｌｏｐｔｅｒｏｎ ｅｌｌｉｏｔｉｉ、红翅

噪鹛 Ｔｒｏｃｈａｌｏｐｔｅｒｏｎ ｆｏｒｍｏｓｕｍ、 红 嘴 相 思 鸟 Ｌｅｉｏｔｈｒｉｘ
ｌｕｔｅａ、四川旋木雀 Ｃｅｒｔｈｉａ ｔｉａｎｑｕａｎｅｎｓｉｓ、棕腹大仙鹟

Ｎｉｌｔａｖａ ｄａｖｉｄｉ、 红 交 嘴 雀 Ｌｏｘｉａ ｃｕｒｖｉｒｏｓｔｒａ 和 蓝 鹀

Ｍｅｌｏｐｈｕｓ ｌａｔｈａｍｉ。 鹰形目其次，有 ７ 种，包括凤头蜂鹰

Ｐｅｒｎｉｓ ｐｔｉｌｏｒｈｙｎｃｈｕｓ、凤头鹰 Ａｃｃｉｐｉｔｅｒ ｔｒｉｖｉｒｇａｔｕｓ、黑冠鹃隼

Ａｖｉｃｅｄａ ｌｅｕｐｈｏｔｅｓ、普通鵟 Ｂｕｔｅｏ ｊａｐｏｎｉｃｕｓ、日本松雀鹰 Ａｃｃｉｐｉｔｅｒ ｇｕｌａｒｉｓ、松雀鹰 Ａｃｃｉｐｉｔｅｒ ｖｉｒｇａｔｕｓ、鹰雕 Ｎｉｓａｅｔｕｓ
ｎｉｐａｌｅｎｓｉｓ；鸮形目 １ 种：领鸺鹠 Ｇｌａｕｃｉｄｉｕｍ ｂｒｏｄｉｅｉ。

列入 ＣＩＴＥＳ 附录Ⅱ鸟类 １０ 种，占鸟类总物种数的 ６．６％，占四川省分布的列入 ＣＩＴＥＳ 附录Ⅱ鸟类（７８
种） ［３３］的 １２．８％，其中鹰形目 ７ 种、雀形目 ２ 种和鸮形目 １ 种。

中国物种红色名录鸟类 ９ 种，占四川省分布的中国物种红色名录鸟类（１５７ 种） ［３３］ 的 ５．７％，包括易危

（ＶＵ）等级 １ 种，近危（ＮＴ）等级 ８ 种。 其中夜鹰目 １ 种：短嘴金丝燕 Ａｅｒｏｄｒａｍｕｓ ｂｒｅｖｉｒｏｓｔｒｉｓ，鹰形目 ３ 种，雀形

目 ５ 种，包括淡绿鵙鹛 Ｐｔｅｒｕｔｈｉｕｓ ｘａｎｔｈｏｃｈｌｏｒｕｓ 和金色鸦雀 Ｓｕｔｈｏｒａ ｖｅｒｒｅａｕｘｉ 等。
中国特有种鸟类 ９ 种，占中国特有鸟种数（９７ 种） ［２４］ 的 ９．３％，占四川省分布的中国特有鸟种（４６ 种） ［３３］

的 １９．６％，包括鸡形目灰胸竹鸡 Ｂａｍｂｕｓｉｃｏｌａ ｔｈｏｒａｃｉｃｕｓ１ 种和雀形目黄腹山雀 Ｐａｒｄａｌｉｐａｒｕｓ ｖｅｎｕｓｔｕｌｕｓ、乌鸫

Ｔｕｒｄｕｓ ｍｅｒｕｌａ 等 ８ 种。
３．３　 栖息地类型偏好鸟种和食性组成

表 ２ 为调查得到的鸟类和不同生境偏好类型物种的优势度指数，在栖息地偏好类型中，林鸟的丰富度和

多度最高（图 ４），有 ９２ 种 ２５１３ 只，优势种为红嘴相思鸟 Ｌｅｉｏｔｈｒｉｘ ｌｕｔｅａ（ Ｉ ＝ ０．１３７）、绿背山雀 Ｐａｒｕｓ ｍｏｎｔｉｃｏｌｕｓ
（ Ｉ＝ ０．０７９）、红嘴蓝鹊 Ｕｒｏｃｉｓｓａ ｅｒｙｔｈｒｏｒｙｎｃｈａ（ Ｉ＝ ０．０６７）、长尾山椒鸟（ Ｉ＝ ０．０５４）、暗绿绣眼鸟（ Ｉ ＝ ０．０５３）和黑短

脚鹎（ Ｉ ＝ ０． ０５３），红嘴相思鸟占绝对优势；广布型鸟其次，有 ４１ 种 １０１８ 只，优势种为领雀嘴鹎 Ｓｐｉｚｉｘｏｓ
ｓｅｍｉｔｏｒｑｕｅｓ（ Ｉ＝ ０．２５０）、白颊噪鹛（ Ｉ ＝ ０．１１６）、棕头鸦雀（ Ｉ ＝ ０．０９７）、灰喉鸦雀（ Ｉ ＝ ０．０９１）、白头鹎（ Ｉ ＝ ０．０６８）和
北红尾鸲（Ｉ ＝ ０．０６０）；开阔鸟种有 １５ 种 ４９０ 只，优势种为烟腹毛脚燕 Ｄｅｌｉｃｈｏｎ ｄａｓｙｐｕｓ（ Ｉ ＝ ０．４２０）、小白腰雨燕

Ａｐｕｓ ｎｉｐａｌｅｎｓｉｓ（ Ｉ＝ ０．１７０）、大嘴乌鸦（ Ｉ＝ ０．１６９）、白鹡鸰（ Ｉ＝ ０．０９４）和灰鹡鸰（ Ｉ＝ ０．０８４）；湿地水鸟最少，有 ３ 种

４ 只，白鹭（ Ｉ＝ ０．２５）、绿翅鸭（ Ｉ＝ ０．２５）和普通翠鸟（ Ｉ＝ ０．５）均为优势种。
部分鸟类是仅主要分布于农田生境的，如麻雀 Ｐａｓｓｅｒ ｍｏｎｔａｎｕｓ、鹊鸲 Ｃｏｐｓｙｃｈｕｓ ｓａｕｌａｒｉｓ、白头鹎 Ｐｙｃｎｏｎｏｔｕｓ

ｓｉｎｅｎｓｉｓ、珠颈斑鸠 Ｓｔｒｅｐｔｏｐｅｌｉａ ｃｈｉｎｅｎｓｉｓ、白颊噪鹛 Ｇａｒｒｕｌａｘ ｓａｎｎｉｏ 等。 （农田常见鸟类名录见附录Ⅲ）
如图 ５，在食性组成中，以食虫鸟最多（８９ 种，占总物种数的 ５８．９％），其中 ８７ 种属于繁殖鸟（留鸟和夏候

鸟）；其次为杂食鸟，有 ４０ 种（１７．８％），其中 ３３ 种属于繁殖鸟；然后为食植鸟 １３ 种（８．６％）。 冬候鸟主要为食

虫鸟（４ 种）、食植鸟（３ 种）和杂食鸟（３ 种）。

４　 讨论

本研究记录大熊猫国家公园成都片区居民农田生境有鸟类 １５１ 种，占四川鸟类总数 ７５７ 种［３３］的 １９．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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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２　 鸟类群落和不同生境偏好类型物种的优势度指数

Ｔａｂｌｅ ２　 Ｄｏｍｉｎａｎｃｅ ｉｎｄｅｘ ｏｆ ｂｉｒｄ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ｉｅｓ ａｎｄ ｓｐｅｃｉｅｓ ｏｆ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ｈａｂｉｔａｔ ｐ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 ｔｙｐｅｓ

物种
Ｓｐｅｃｉｅｓ

优势度指数 Ｄｏｍｉｎａｎｃｅ ｉｎｄｅｘ

总数
Ｔｏｔａｌ

林鸟
Ｆｏｒｅｓｔ ｂｉｒｄ

广布型鸟
Ｗｉｄｅｓｐｒｅａｄ ｂｉｒｄ

开阔鸟种
Ｏｐｅｎ ｓｐｅｃｉｅｓ

湿地水鸟
Ｗｅｔｌａｎｄ ｗａｔｅｒｂｉｒｄ

红嘴相思鸟 Ｌｅｉｏｔｈｒｉｘ ｌｕｔｅａ ０．０８６ ０．１３７

绿背山雀 Ｐａｒｕｓ ｍｏｎｔｉｃｏｌｕｓ ０．０７９

红嘴蓝鹊 Ｕｒｏｃｉｓｓａ ｅｒｙｔｈｒｏｒｙｎｃｈａ ０．０６７

长尾山椒鸟 Ｐｅｒｉｃｒｏｃｏｔｕｓ ｅｔｈｏｌｏｇｕｓ ０．０５４

暗绿绣眼鸟 Ｚｏｓｔｅｒｏｐｓ ｊａｐｏｎｉｃｕｓ ０．０５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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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４　 不同栖息地偏好的鸟类物种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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尤其以红嘴相思鸟等鹛类物种种类多，种群数量较大，
其中国家二级重点保护野生鸟类 １９ 种，中国特有种 ９
种。 该生境中鸟类物种丰富，国家重点保护物种丰富，
特别是鹛类较多，具有较高的保护价值。

从栖息地类型偏好鸟类物种看，林鸟最丰富，其次

为广布型鸟。 林鸟最丰富是由于农田中森林鸟类的出

现与其临近森林斑块的距离和农田生境的结构多样性

有关［３４］。 研究表明农田的景观异质性和半自然或边缘

生境的覆盖可以在一定范围内提高鸟类整体物种丰富

度［３５—３６］。 本研究调查区域内的农田生境主要以传统村

落和农耕地为主，植被覆盖较多，与周围相邻自然生境

的林木、灌草相连通。 错落分布的房屋建筑，能够为部

分鸟种提供适宜的筑巢地［３７］，种植不同作物的耕地与

周边未开垦利用的灌草、植被以及河流交错环绕，形成结构丰富的基质特征［３８—３９］，可作为林鸟的理想栖息地。
而广布型鸟能够适应多种栖息生境，不仅能在无人干扰的自然栖息地良好生存，还能在与农田相间的村庄或

其他景观获得集中的食物与筑巢资源［４０］。 同时，开阔的居民屋顶、院坝、道路和耕地为开阔鸟种提供了便于

其停歇、捕食和筑巢等活动的广阔空间， 而任一新生境的出现都可能促进某种鸟类的生存与扩散［４１］，这也是

鸟类种群积极改变可利用栖息地的空间使用的结果［４２—４３］，农田生境为这些鸟类补充了密闭森林环境以外的

生存资源。
从食性组成来看，食虫鸟和杂食鸟是农田生境的主要类群，且即使是杂食鸟，在繁殖期也可能需要取食昆

６ 　 国　 家　 公　 园　 　 　 １ 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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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５　 不同栖息地偏好的鸟类食性组成和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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虫来获得更多能量进行繁衍［１２］。 农田和种植的经济作物，以及人居和家养动物环境，可以提供丰富的昆虫、
无脊椎动物和小型兽类等动物性食物资源。 同时农田生境相对高郁闭度的森林更为开阔，更便于鸟类捕食。
如许多猛禽夜晚在山林中栖息，白天则在农田、村庄等开阔的生境范围内活动［４４］，捕食各种啮齿动物和其他

小型哺乳动物。 实地调查过程中，黑冠鹃隼、凤头蜂鹰常出现在开阔农耕地边缘的树枝等待捕食。 此外，已有

研究表明秋冬季农田作物有利于多种鸟类物种的维持，而农田附近的景观元素，如树篱、杂草的存在与鸟类物

种丰富度和农田鸟类观测率呈正相关，当农田里的作物种子基本耗尽，杂草和多样化的草缘可以作为鸟类补

充食物的重要来源［４５］。 实地调查中，红胁蓝尾鸲、燕雀、小鹀、红尾伯劳、树鹨、黄喉鹀等冬候鸟或旅鸟常出现

在农耕地间觅食，或停歇在村舍房屋和环绕房屋的树枝、灌草间，农田生境为这些越冬或迁徙鸟类提供了重要

的食物来源。
在农田生境，鸟类将面临筑巢、繁殖和觅食行为的转换。 比起仅在森林生境出现的鸟类，适存于农田环境

的鸟类更能增加食物来源（农作物、果实）和扩大栖息范围（筑巢、繁殖）。 有研究表明鹡鸰、斑鸠等鸟类甚至

会出现“避林”习性，更倾向于农田生境而不是森林景观，常在农村地区的建成区觅食和繁殖［４６］。 在本研究

中，麻雀、鹊鸲、珠颈斑鸠、白颊噪鹛、领雀嘴鹎、金腰燕、白头鹎、灰鹡鸰、白腰文鸟等农田鸟类或人类伴生鸟类

以食虫、杂食为主，少量食植。 这些鸟类属于特化种种群，主要出现于农田生境，能在人类建造地区找到食物

资源和繁殖空间，具有很高的灵活性［４７］。 农田生境正好为这些鸟类提供了适宜的栖息环境，它们不但可以在

村舍建筑上筑巢繁殖，还能以农田中多样的作物、果树果实以及昆虫作为丰富的食物来源［４０］，农田生境成为

了维持这些主要出现在农田的鸟类的重要栖息地。
综上，大熊猫国家公园成都片区内保留的这些传统低强度农耕地，以小规模、多区块形式的土地利用方式

镶嵌于自然生境中，对维持鸟类群落分类多样性、功能丰富性具有重要价值［３９］。 同时与周围非作物景观的自

然生境紧密连通，构成了良好的半自然生境，为鸟类以及其他生物类群提供繁殖与觅食的栖息地，有利于维持

鸟类多样性［４８］。 本研究通过对大熊猫国家公园成都片区内居民农田生境的鸟类多样性进行初步分析发现，
存留在片区内的农田生境维持着较高的鸟类多样性，农田生境均作为不同于自然生境的斑块化生境镶嵌于保

护地内，连接森林、灌草丛和水域，构成了多样化的栖息地生境，对维持鸟类多样性具有重要意义。 保护和恢

复栖息地的高生境异质性有利于整体生物多样性，同时也有助于提高农业景观的文化价值［４９］。 建议大熊猫

７　 ３ 期 　 　 　 张艳妮　 等：农田生境对大熊猫国家公园鸟类多样性的维持作用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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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公园成都片区管理部门灵活保留这些零散的原住居民区和农耕地，杜绝不良利用土地的行为，调整农业

景观中植被配置，并加强宣传，普及保护野生动物相关的知识，提高居民的生态保护意识，构成生态、文化一体

的半自然环境。 本研究提示在未来国家公园区域划分和建设中，综合考虑原有居民村落和农田对生物多样性

的影响，合理划分国家公园范围和边界，以提升自然保护地对区域生物多样性的维持和保护作用；同时也有利

于传统农耕文化的保留与传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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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Ⅰ　 珍稀濒危鸟类名录

Ａｐｐｅｎｄｉｘ Ⅰ　 Ｃｈｅｃｋｌｉｓｔ ｏｆ Ｒａｒｅ ａｎｄ Ｅｎｄａｎｇｅｒｅｄ ｂｉｒｄｓ

物种
Ｓｐｅｃｉｅｓ

保护级别
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 ｌｅｖｅｌ

特有种
Ｅｎｄｅｍｉｃ ｓｐｅｃｉｅｓ

中国生物多样性红色名录
Ｒｅｄ Ｌｉｓｔ ｏｆ ｂｉｏｄ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ｉｎ Ｃｈｉｎａ

ＣＩＴＥＳ 附录 ＩＩ
ＣＩＴＥＳ ＡｐｐｅｎｄｉｘＩＩ

一、鸡形目 Ｇａｌｌｉｆｏｒｍｅｓ

（一）雉科 Ｐｈａｓｉａｎｉｄａｅ

１．灰胸竹鸡 Ｂａｍｂｕｓｉｃｏｌａ ｔｈｏｒａｃｉｃｕｓ √

二、夜鹰目

（二）雨燕科 Ａｐｏｄｉｄａｅ

２．短嘴金丝燕 Ａｅｒｏｄｒａｍｕｓ ｂｒｅｖｉｒｏｓｔｒｉｓ ＮＴ

３．小白腰雨燕 Ａｐｕｓ ｎｉｐａｌｅｎｓｉｓ Ⅲ

三、鹃形目 Ｃｕｃｕｌｉｆｏｒｍｅｓ

（三）杜鹃科 Ｃｕｃｕｌｉｄａｅ

４．大鹰鹃 Ｈｉｅｒｏｃｏｃｃｙｘ ｓｐａｒｖｅｒｉｏｉｄｅｓ Ⅲ

四、鹰形目 Ａｃｃｉｐｉｔｒｉｆｏｒｍｅｓ

（四）鹰科 Ａｃｃｉｐｉｔｒｉｄａｅ

５．凤头蜂鹰 Ｐｅｒｎｉｓ ｐｔｉｌｏｒｈｙｎｃｈｕｓ Ⅱ ＮＴ Ⅱ

６．凤头鹰 Ａｃｃｉｐｉｔｅｒ ｔｒｉｖｉｒｇａｔｕｓ Ⅱ ＮＴ Ⅱ

７．黑冠鹃隼 Ａｖｉｃｅｄａ ｌｅｕｐｈｏｔｅｓ Ⅱ Ⅱ

８．普通鵟 Ｂｕｔｅｏ ｊａｐｏｎｉｃｕｓ Ⅱ Ⅱ

９．日本松雀鹰 Ａｃｃｉｐｉｔｅｒ ｇｕｌａｒｉｓ Ⅱ Ⅱ

１０．松雀鹰 Ａｃｃｉｐｉｔｅｒ ｖｉｒｇａｔｕｓ Ⅱ Ⅱ

１１．鹰雕 Ｎｉｓａｅｔｕｓ ｎｉｐａｌｅｎｓｉｓ Ⅱ ＮＴ Ⅱ

五、鸮形目 Ｓｔｒｉｇｉｆｏｒｍｅｓ

（五）鸱鸮科 Ｓｔｒｉｇｉｄａｅ

１２．领鸺鹠 Ｇｌａｕｃｉｄｉｕｍ ｂｒｏｄｉｅｉ Ⅱ Ⅱ

六、啄木鸟目 Ｐｉｃｉｆｏｒｍｅｓ

（六）拟啄木鸟科 Ｃａｐｉｔｏｎｉｄａｅ

１３．大拟啄木鸟 Ｐｓｉｌｏｐｏｇｏｎ ｖｉｒｅｎｓ Ⅲ

七、雀形目 Ｐａｓｓｅｒｉｆｏｒｍｅｓ

（七）莺雀科 Ｖｉｒｅｏｎｉｄａｅ

１４．淡绿鵙鹛 Ｐｔｅｒｕｔｈｉｕｓ ｘａｎｔｈｏｃｈｌｏｒｕｓ ＮＴ

（八）山雀科 Ｐａｒｉｄａｅ

１５．黄腹山雀 Ｐａｒｄａｌｉｐａｒｕｓ ｖｅｎｕｓｔｕｌｕｓ √

１６ 红腹山雀 Ｐｏｅｃｉｌｅ ｄａｖｉｄｉ Ⅱ √

（九）蝗莺科 Ｌｏｃｕｓｔｅｌｌｉｄａｅ

１７．四川短翅蝗莺 Ｌｏｃｕｓｔｅｌｌａ ｃｈｅｎｇｉ √ ＤＤ

（十）噪鹛科 Ｌｅｉｏｔｈｒｉｃｈｉｄａｅ

１８．画眉 Ｇａｒｒｕｌａｘ ｃａｎｏｒｕｓ Ⅱ ＮＴ Ⅱ

１９．眼纹噪鹛 Ｇａｒｒｕｌａｘ ｏｃｅｌｌａｔｕｓ Ⅱ ＮＴ

２０．棕噪鹛 Ｇａｒｒｕｌａｘ ｂｅｒｔｈｅｍｙｉ Ⅱ √

２１．橙翅噪鹛 Ｔｒｏｃｈａｌｏｐｔｅｒｏｎ ｅｌｌｉｏｔｉｉ Ⅱ √

２２．红翅噪鹛 Ｔｒｏｃｈａｌｏｐｔｅｒｏｎ ｆｏｒｍｏｓｕｍ Ⅱ

２３．红嘴相思鸟 Ｌｅｉｏｔｈｒｉｘ ｌｕｔｅａ Ⅱ Ⅱ

（十一）莺鹛科 Ｓｙｌｖｉｉｄａｅ

２４．金色鸦雀 Ｓｕｔｈｏｒａ ｖｅｒｒｅａｕｘｉ ＮＴ

（十二）旋木雀科 Ｃｅｒｔｈｉｉｄａｅ

２５．四川旋木雀 Ｃｅｒｔｈｉａ ｔｉａｎｑｕａｎｅｎｓｉｓ Ⅱ √ ＶＵ

（十三）鸫科 Ｔｕｒｄｉｄａｅ

０１ 　 国　 家　 公　 园　 　 　 １ 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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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物种
Ｓｐｅｃｉｅｓ

保护级别
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 ｌｅｖｅｌ

特有种
Ｅｎｄｅｍｉｃ ｓｐｅｃｉｅｓ

中国生物多样性红色名录
Ｒｅｄ Ｌｉｓｔ ｏｆ ｂｉｏｄ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ｉｎ Ｃｈｉｎａ

ＣＩＴＥＳ 附录 ＩＩ
ＣＩＴＥＳ ＡｐｐｅｎｄｉｘＩＩ

２６．乌鸫 Ｔｕｒｄｕｓ ｍｅｒｕｌａ √

（十四）鹟科 Ｍｕｓｃｉｃａｐｉｄａｅ

２７．棕腹大仙鹟 Ｎｉｌｔａｖａ ｄａｖｉｄｉ Ⅱ

（十五）燕雀科 Ｆｒｉｎｇｉｌｌｉｄａｅ

２８．红交嘴雀 Ｌｏｘｉａ ｃｕｒｖｉｒｏｓｔｒａ Ⅱ

（十六）鹀科 Ｅｍｂｅｒｉｚｉｄａｅ

２９．蓝鹀 Ｍｅｌｏｐｈｕｓ ｌａｔｈａｍｉ Ⅱ √

　 　 保护级别：ＩＩ：国家二级重点保护鸟类；ＩＩＩ：国家三级重点保护鸟类；√：中国特有种；中国生物多样性红色名录等级：ＮＴ：近危 Ｎｅａｒ ｔｈｒｅａｔｅｎｅｄ，

ＶＵ：易危 Ｖｕｌｎｅｒａｂｌｅ， ＤＤ：数据不足 Ｄａｔａ Ｄｅｆｉｃｉｅｎｔ； ＣＩＴＥＳ Ａｐｐｅｎｄｉｘ ＩＩ： 《濒危野生动植物种国际贸易公约》 附录 ＩＩ （《 ＣＯＮＶＥＮＴＩＯＮ ＯＮ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ＴＲＡＤＥＩＮ ＥＮＤＡＮＧＥＲＥＤ ＳＰＥＣＩＥＳ ＯＦＷＩＬＤ ＦＡＵＮＡ ＡＮＤ ＦＬＯＲＡ》Ａｐｐｅｎｄｉｃｅｓ ＩＩ）

附录Ⅱ　 农田生境调查鸟类总名录

Ａｐｐｅｎｄｉｘ ＩＩ　 Ｃｈｅｃｋｌｉｓｔ ｏｆ ｂｉｒｄｓ ｓｕｒｖｅｙｅｄ ｉｎ ｃｒｏｐｌａｎｄ ｈａｂｉｔａｔｓ

物种
Ｓｐｅｃｉｅｓ

食性
Ｄｉｅｔ

栖息地偏好
Ｈａｂｉｔａｔ
ｐｒｅｆｅｒｒｎｃｅｓ

区系
Ｆａｕｎａ

居留型
Ｒｅｓｉｄｅｎｔ ｔｙｐｅ

分布型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ｐａｔｔｅｒｎ

一、鸡形目 Ｇａｌｌｉｆｏｒｍｅｓ

（一）雉科 Ｐｈａｓｉａｎｉｄａｅ

１．环颈雉 Ｐｈａｓｉａｎｕｓ ｃｏｌｃｈｉｃｕｓ 杂食 广布型鸟 广布种 Ｒ Ｏ

２．灰胸竹鸡 Ｂａｍｂｕｓｉｃｏｌａ ｔｈｏｒａｃｉｃｕｓ 杂食 广布型鸟 东洋界 Ｒ Ｓ

二、雁形目 Ａｎｓｅｒｉｆｏｒｍｅｓ

（二）鸭科 Ａｎａｔｉｄａｅ

３．绿翅鸭 Ａｎａｓ ｃｒｅｃｃａ 食植 湿地水鸟 古北界 Ｗ Ｃ

三、鸽形目 Ｃｏｌｕｍｂｉｆｏｒｍｅｓ

（三）鸠鸽科 Ｃｏｌｕｍｂｉｄａｅ

４．山斑鸠 Ｓｔｒｅｐｔｏｐｅｌｉａ ｏｒｉｅｎｔａｌｉｓ 食植 广布型鸟 古北界 Ｓ Ｅ

５．珠颈斑鸠 Ｓｔｒｅｐｔｏｐｅｌｉａ ｃｈｉｎｅｎｓｉｓ 食植 广布型鸟 东洋界 Ｒ Ｗ

四、夜鹰目 Ｃａｐｒｉｍｕｌｇｉｆｏｒｍｅｓ

（四）雨燕科 Ａｐｏｄｉｄａｅ

６．白腰雨燕 Ａｐｕｓ ｐａｃｉｆｉｃｕｓ 食虫 开阔生境 古北界 Ｓ Ｍ

７．短嘴金丝燕 Ａｅｒｏｄｒａｍｕｓ ｂｒｅｖｉｒｏｓｔｒｉｓ 食虫 开阔生境 东洋界 Ｓ Ｗ

８．小白腰雨燕 Ａｐｕｓ ｎｉｐａｌｅｎｓｉｓ 食虫 开阔生境 广布种 Ｓ Ｏ

五、鹃形目 Ｃｕｃｕｌｉｆｏｒｍｅｓ

（五）杜鹃科 Ｃｕｃｕｌｉｄａｅ

９．大杜鹃 Ｃｕｃｕｌｕｓ ｃａｎｏｒｕｓ 食虫 广布型鸟 广布种 Ｓ Ｏ

１０．大鹰鹃 Ｈｉｅｒｏｃｏｃｃｙｘ ｓｐａｒｖｅｒｉｏｉｄｅｓ 食虫 林鸟 东洋界 Ｓ Ｗ

１１．四声杜鹃 Ｃｕｃｕｌｕｓ ｍｉｃｒｏｐｔｅｒｕｓ 食虫 林鸟 东洋界 Ｓ Ｗ

１２．乌鹃 Ｓｕｒｎｉｃｕｌｕｓ ｌｕｇｕｂｒｉｓ 食虫 广布型鸟 东洋界 Ｓ Ｗ

１３．小杜鹃 Ｃｕｃｕｌｕｓ ｐｏｌｉｏｃｅｐｈａｌｕｓ 食虫 林鸟 东洋界 Ｓ Ｗ

１４．噪鹃 Ｅｕｄｙｎａｍｙｓ ｓｃｏｌｏｐａｃｅｕｓ 杂食 林鸟 东洋界 Ｓ Ｗ

六、鹈形目 Ｐｅｌｅｃａｎｉｆｏｒｍｅｓ

（六）鹭科 Ａｒｄｅｉｄａｅ

１５．白鹭 Ｅｇｒｅｔｔａ ｇａｒｚｅｔｔａ 食肉 湿地水鸟 东洋界 Ｓ Ｗ

七、鹰形目 Ａｃｃｉｐｉｔｒｉｆｏｒｍｅｓ

（七）鹰科 Ａｃｃｉｐｉｔｒｉｄａｅ

１６．凤头蜂鹰 Ｐｅｒｎｉｓ ｐｔｉｌｏｒｈｙｎｃｈｕｓ 食虫 林鸟 东洋界 Ｓ Ｗ

１７．凤头鹰 Ａｃｃｉｐｉｔｅｒ ｔｒｉｖｉｒｇａｔｕｓ 食肉 广布型鸟 东洋界 Ｓ Ｗ

１１　 ３ 期 　 　 　 张艳妮　 等：农田生境对大熊猫国家公园鸟类多样性的维持作用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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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物种
Ｓｐｅｃｉｅｓ

食性
Ｄｉｅｔ

栖息地偏好
Ｈａｂｉｔａｔ
ｐｒｅｆｅｒｒｎｃｅｓ

区系
Ｆａｕｎａ

居留型
Ｒｅｓｉｄｅｎｔ ｔｙｐｅ

分布型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ｐａｔｔｅｒｎ

１８．黑冠鹃隼 Ａｖｉｃｅｄａ ｌｅｕｐｈｏｔｅｓ 食虫 广布型鸟 东洋界 Ｓ Ｗ

１９．普通鵟 Ｂｕｔｅｏ ｊａｐｏｎｉｃｕｓ 食肉 广布型鸟 古北界 Ｗ Ｕ

２０．日本松雀鹰 Ａｃｃｉｐｉｔｅｒ ｇｕｌａｒｉｓ 食肉 广布型鸟 东洋界 Ｐ Ｗ

２１．松雀鹰 Ａｃｃｉｐｉｔｅｒ ｖｉｒｇａｔｕｓ 食肉 林鸟 东洋界 Ｓ Ｗ

２２．鹰雕 Ｎｉｓａｅｔｕｓ ｎｉｐａｌｅｎｓｉｓ 食肉 林鸟 东洋界 Ｒ Ｗ

八、鸮形目 Ｓｔｒｉｇｉｆｏｒｍｅｓ

（八）鸱鸮科 Ｓｔｒｉｇｉｄａｅ

２３．领鸺鹠 Ｇｌａｕｃｉｄｉｕｍ ｂｒｏｄｉｅｉ 杂食 林鸟 东洋界 Ｒ Ｗ

九、犀鸟目 Ｂｕｃｅｒｏｔｉｆｏｒｍｅｓ

（九）戴胜科 Ｕｐｕｐｉｄａｅ

２４．戴胜 Ｕｐｕｐａ ｅｐｏｐｓ 食虫 开阔生境 广布种 Ｓ Ｏ

十、佛法僧目 Ｃｏｒａｃｉｉｆｏｒｍｅｓ

（十）翠鸟科 Ａｌｃｅｄｉｎｉｄａｅ

２５．普通翠鸟 Ａｌｃｅｄｏ ａｔｔｈｉｓ 食肉 湿地水鸟 广布种 Ｒ Ｏ

十一、啄木鸟目 Ｐｉｃｉｆｏｒｍｅｓ

（十一）拟啄木鸟科 Ｃａｐｉｔｏｎｉｄａｅ

２６．大拟啄木鸟 Ｐｓｉｌｏｐｏｇｏｎ ｖｉｒｅｎｓ 杂食 林鸟 东洋界 Ｓ Ｗ

（十二）啄木鸟科 Ｐｉｃｉｄａｅ

２７．斑姬啄木鸟 Ｐｉｃｕｍｎｕｓ ｉｎｎｏｍｉｎａｔｕｓ 食虫 林鸟 东洋界 Ｒ Ｗ

２８．赤胸啄木鸟 Ｄｅｎｄｒｏｃｏｐｏｓ ｃａｔｈｐｈａｒｉｕｓ 食虫 林鸟 东洋界 Ｒ Ｈ

２９．黄嘴栗啄木鸟 Ｂｌｙｔｈｉｐｉｃｕｓ ｐｙｒｒｈｏｔｉｓ 食虫 林鸟 东洋界 Ｒ Ｗ

３０．灰头绿啄木鸟 Ｐｉｃｕｓ ｃａｎｕｓ 食虫 林鸟 古北界 Ｒ Ｕ

十二、雀形目 Ｐａｓｓｅｒｉｆｏｒｍｅｓ

（十三）黄鹂科 Ｏｒｉｏｌｉｄａｅ

３１．黑枕黄鹂 Ｏｒｉｏｌｕｓ ｃｈｉｎｅｎｓｉｓ 杂食 林鸟 东洋界 Ｓ Ｗ

（十四）莺雀科 Ｖｉｒｅｏｎｉｄａｅ

３２．淡绿鵙鹛 Ｐｔｅｒｕｔｈｉｕｓ ｘａｎｔｈｏｃｈｌｏｒｕｓ 杂食 林鸟 东洋界 Ｒ Ｈ

３３．红翅鵙鹛 Ｐｔｅｒｕｔｈｉｕｓ ａｅｒａｌａｔｕｓ 食虫 林鸟 东洋界 Ｒ Ｗ

（十五）山椒鸟科 Ｃａｍｐｅｐｈａｇｉｄａｅ

３４．长尾山椒鸟 Ｐｅｒｉｃｒｏｃｏｔｕｓ ｅｔｈｏｌｏｇｕｓ 食虫 林鸟 东洋界 Ｓ Ｈ

（十六）卷尾科 Ｄｉｃｒｕｒｉｄａｅ

３５．发冠卷尾 Ｄｉｃｒｕｒｕｓ ｈｏｔｔｅｎｔｏｔｔｕｓ 食虫 林鸟 东洋界 Ｓ Ｗ

３６．黑卷尾 Ｄｉｃｒｕｒｕｓ ｍａｃｒｏｃｅｒｃｕｓ 食虫 广布型鸟 东洋界 Ｓ Ｗ

（十七）伯劳科 Ｌａｎｉｉｄａｅ

３７．红尾伯劳 Ｌａｎｉｕｓ ｃｒｉｓｔａｔｕｓ 食虫 开阔生境 东洋界 Ｐ Ｘ

（十八）鸦科 Ｃｏｒｖｉｄａｅ

３８．大嘴乌鸦 Ｃｏｒｖｕｓ ｍａｃｒｏｒｈｙｎｃｈｏｓ 杂食 开阔生境 古北界 Ｒ Ｅ

３９．红嘴蓝鹊 Ｕｒｏｃｉｓｓａ ｅｒｙｔｈｒｏｒｙｎｃｈａ 杂食 林鸟 东洋界 Ｒ Ｗ

４０．松鸦 Ｇａｒｒｕｌｕｓ ｇｌａｎｄａｒｉｕ 杂食 林鸟 古北界 Ｒ Ｕ

４１．小嘴乌鸦 Ｃｏｒｖｕｓ ｃｏｒｏｎｅ 杂食 广布型鸟 古北界 Ｒ Ｃ

（十九）玉鹟科 Ｓｔｅｎｏｓｔｉｒｉｄａｅ

４２．方尾鹟 Ｃｕｌｉｃｉｃａｐａ ｃｅｙｌｏｎｅｎｓｉｓ 食虫 林鸟 东洋界 Ｓ Ｗ

（二十）山雀科 Ｐａｒｉｄａｅ

４３．大山雀 Ｐａｒｕｓ ｃｉｎｅｒｅｕｓ 食虫 林鸟 东洋界 Ｒ Ｏ

４４．红腹山雀 Ｐｏｅｃｉｌｅ ｄａｖｉｄｉ 杂食 林鸟 古北界 Ｒ Ｐ

２１ 　 国　 家　 公　 园　 　 　 １ 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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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物种
Ｓｐｅｃｉｅｓ

食性
Ｄｉｅｔ

栖息地偏好
Ｈａｂｉｔａｔ
ｐｒｅｆｅｒｒｎｃｅｓ

区系
Ｆａｕｎａ

居留型
Ｒｅｓｉｄｅｎｔ ｔｙｐｅ

分布型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ｐａｔｔｅｒｎ

４５．黄腹山雀 Ｐａｒｄａｌｉｐａｒｕｓ ｖｅｎｕｓｔｕｌｕｓ 食虫 林鸟 东洋界 Ｒ Ｓ

４６．黄眉林雀 Ｓｙｌｖｉｐａｒｕｓ ｍｏｄｅｓｔｕｓ 食虫 林鸟 东洋界 Ｒ Ｗ

４７．绿背山雀 Ｐａｒｕｓ ｍｏｎｔｉｃｏｌｕｓ 食虫 林鸟 东洋界 Ｒ Ｗ

（二十一）梅花雀科 Ｅｓｔｒｉｌｄｉｄａｅ

４８．白腰文鸟 Ｌｏｎｃｈｕｒａ ｓｔｒｉａｔａ 食植 广布型鸟 东洋界 Ｒ Ｗ

（二十二）鳞胸鹪鹛科 Ｐｎｏｅｐｙｇｉｄａｅ

４９．小鳞胸鹪鹛 Ｐｎｏｅｐｙｇａ ｐｕｓｉｌｌａ 杂食 林鸟 东洋界 Ｒ Ｗ

（二十三）蝗莺科 Ｌｏｃｕｓｔｅｌｌｉｄａｅ

５０．四川短翅蝗莺 Ｌｏｃｕｓｔｅｌｌａ ｃｈｅｎｇｉ 食虫 林鸟 东洋界 Ｓ Ｗ

（二十四）燕科 Ｈｉｒｕｎｄｉｎｉｄａｅ

５１．金腰燕 Ｃｅｃｒｏｐｉｓ ｄａｕｒｉｃａ 食虫 开阔生境 古北界 Ｓ Ｕ

５２．烟腹毛脚燕 Ｄｅｌｉｃｈｏｎ ｄａｓｙｐｕｓ 食虫 开阔生境 古北界 Ｓ Ｕ

（二十五）鹎科 Ｐｙｃｎｏｎｏｔｉｄａｅ

５３．白头鹎 Ｐｙｃｎｏｎｏｔｕｓ ｓｉｎｅｎｓｉｓ 杂食 广布型鸟 东洋界 Ｒ Ｓ

５４．黑短脚鹎 Ｈｙｐｓｉｐｅｔｅｓ ｌｅｕｃｏｃｅｐｈａｌｕｓ 杂食 林鸟 东洋界 Ｓ Ｗ

５５．领雀嘴鹎 Ｓｐｉｚｉｘｏｓ ｓｅｍｉｔｏｒｑｕｅｓ 食植 广布型鸟 东洋界 Ｒ Ｗ

５６．绿翅短脚鹎 Ｉｘｏｓ ｍｃｃｌｅｌｌａｎｄｉｉ 杂食 林鸟 东洋界 Ｒ Ｗ

（二十六）柳莺科 Ｐｈｙｌｌｏｓｃｏｐｉｄａｅ

５７．暗绿柳莺 Ｐｈｙｌｌｏｓｃｏｐｕｓ ｔｒｏｃｈｉｌｏｉｄｅｓ 食虫 林鸟 古北界 Ｓ Ｕ

５８．白斑尾柳莺 Ｐｈｙｌｌｏｓｃｏｐｕｓ ｏｇｉｌｖｉｅｇｒａｎｔｉ 食虫 林鸟 东洋界 Ｓ Ｓ

５９．白眶鹟莺 Ｓｅｉｃｅｒｃｕｓ ａｆｆｉｎｉｓ 食虫 林鸟 东洋界 Ｓ Ｗ

６０．比氏鹟莺 Ｓｅｉｃｅｒｃｕｓ ｖａｌｅｎｔｉｎｉ 食虫 林鸟 东洋界 Ｓ Ｓ

６１．橙斑翅柳莺 Ｐｈｙｌｌｏｓｃｏｐｕｓ ｐｕｌｃｈｅｒ 食虫 林鸟 东洋界 Ｓ Ｈ

６２．峨眉鹟莺 Ｓｅｉｃｅｒｃｕｓ ｏｍｅｉｅｎｓｉｓ 食虫 林鸟 东洋界 Ｓ Ｓ

６３．冠纹柳莺 Ｐｈｙｌｌｏｓｃｏｐｕｓ ｃｌａｕｄｉａｅ 食虫 林鸟 东洋界 Ｓ Ｗ

６４．褐柳莺 Ｐｈｙｌｌｏｓｃｏｐｕｓ ｆｕｓｃａｔｕｓ 食虫 林鸟 古北界 Ｐ Ｍ

６５．黄眉柳莺 Ｐｈｙｌｌｏｓｃｏｐｕｓ ｉｎｏｒｎａｔｕｓ 食虫 林鸟 古北界 Ｐ Ｕ

６６．黄腰柳莺 Ｐｈｙｌｌｏｓｃｏｐｕｓ ｐｒｏｒｅｇｕｌｕｓ 食虫 林鸟 古北界 Ｗ Ｕ

６７．灰冠鹟莺 Ｓｅｉｃｅｒｃｕｓ ｔｅｐｈｒｏｃｅｐｈａｌｕｓ 食虫 林鸟 东洋界 Ｓ Ｓ

６８．栗头鹟莺 Ｓｅｉｃｅｒｃｕｓ ｃａｓｔａｎｉｃｅｐｓ 食虫 林鸟 东洋界 Ｓ Ｗ

６９．四川柳莺 Ｐｈｙｌｌｏｓｃｏｐｕｓ ｆｏｒｒｅｓｔｉ 食虫 林鸟 古北界 Ｓ Ｈ

７０．乌嘴柳莺 Ｐｈｙｌｌｏｓｃｏｐｕｓ ｍａｇｎｉｒｏｓｔｒｉｓ 食虫 林鸟 东洋界 Ｓ Ｈ

７１．西南冠纹柳莺 Ｐｈｙｌｌｏｓｃｏｐｕｓ ｒｅｇｕｌｏｉｄｅｓ 食虫 林鸟 东洋界 Ｓ Ｗ

７２．云南白斑尾柳莺 Ｐｈｙｌｌｏｓｃｏｐｕｓ ｄａｖｉｓｏｎｉ 食虫 林鸟 东洋界 Ｓ Ｓ

７３．云南柳莺 Ｐｈｙｌｌｏｓｃｏｐｕｓ ｙｕｎｎａｎｅｎｓｉｓ 食虫 林鸟 古北界 Ｒ Ｕ

７４．棕腹柳莺 Ｐｈｙｌｌｏｓｃｏｐｕｓ ｓｕｂａｆｆｉｎｉｓ 食虫 广布型鸟 东洋界 Ｓ Ｓ

７５．棕眉柳莺 Ｐｈｙｌｌｏｓｃｏｐｕｓ ａｒｍａｎｄｉｉ 食虫 广布型鸟 东洋界 Ｓ Ｈ

（二十七）树莺科 Ｃｅｔｔｉｉｄａｅ

７６．黄腹树莺 Ｈｏｒｏｒｎｉｓ ａｃａｎｔｈｉｚｏｉｄｅｓ 食虫 林鸟 东洋界 Ｓ Ｓ

７７．强脚树莺 Ｈｏｒｏｒｎｉｓ ｆｏｒｔｉｐｅｓ 食虫 林鸟 东洋界 Ｒ Ｗ

７８．棕脸鹟莺 Ａｂｒｏｓｃｏｐｕｓ ａｌｂｏｇｕｌａｒｉｓ 食虫 林鸟 东洋界 Ｒ Ｓ

（二十八）长尾山雀科 Ａｅｇｉｔｈａｌｉｄａｅ

７９．红头长尾山雀 Ａｅｇｉｔｈａｌｏｓ ｃｏｎｃｉｎｎｕｓ 食虫 林鸟 东洋界 Ｒ Ｗ

（二十九）莺鹛科 Ｓｙｌｖｉｉｄａｅ

８０．褐头雀鹛 Ｆｕｌｖｅｔｔａ ｃｉｎｅｒｅｉｃｅｐｓ 杂食 林鸟 东洋界 Ｒ Ｓ

３１　 ３ 期 　 　 　 张艳妮　 等：农田生境对大熊猫国家公园鸟类多样性的维持作用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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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物种
Ｓｐｅｃｉｅｓ

食性
Ｄｉｅｔ

栖息地偏好
Ｈａｂｉｔａｔ
ｐｒｅｆｅｒｒｎｃｅｓ

区系
Ｆａｕｎａ

居留型
Ｒｅｓｉｄｅｎｔ ｔｙｐｅ

分布型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ｐａｔｔｅｒｎ

８１．灰喉鸦雀 Ｓｉｎｏｓｕｔｈｏｒａ ａｌｐｈｏｎｓｉａｎａ 食虫 广布型鸟 东洋界 Ｒ Ｈ

８２．金色鸦雀 Ｓｕｔｈｏｒａ ｖｅｒｒｅａｕｘｉ 杂食 林鸟 东洋界 Ｒ Ｓ

８３．棕头鸦雀 Ｓｉｎｏｓｕｔｈｏｒａ ｗｅｂｂｉａｎａ 杂食 广布型鸟 东洋界 Ｒ Ｓ

（三十）绣眼鸟科 Ｚｏｓｔｅｒｏｐｉｄａｅ

８４．暗绿绣眼鸟 Ｚｏｓｔｅｒｏｐｓ ｊａｐｏｎｉｃｕｓ 杂食 林鸟 东洋界 Ｓ Ｓ

８５．白领凤鹛 Ｙｕｈｉｎａ ｄｉａｄｅｍａｔａ 杂食 林鸟 东洋界 Ｒ Ｈ

８６．黑颏凤鹛 Ｙｕｈｉｎａ ｎｉｇｒｉｍｅｎｔａ 杂食 林鸟 东洋界 Ｒ Ｗ

８７．纹喉凤鹛 Ｙｕｈｉｎａ ｇｕｌａｒｉｓ 食植 林鸟 东洋界 Ｒ Ｈ

（三十一）林鹛科 Ｔｉｍａｌｉｉｄａｅ

８８．斑胸钩嘴鹛 Ｅｒｙｔｈｒｏｇｅｎｙｓ ｇｒａｖｉｖｏｘ 杂食 林鸟 东洋界 Ｒ Ｓ

８９．红头穗鹛 Ｃｙａｎｏｄｅｒｍａ ｒｕｆｉｃｅｐｓ 食虫 林鸟 东洋界 Ｓ Ｓ

９０．棕颈钩嘴鹛 Ｐｏｍａｔｏｒｈｉｎｕｓ ｒｕｆｉｃｏｌｌｉｓ 杂食 林鸟 东洋界 Ｒ Ｗ

（三十二）幽鹛科 Ｐｅｌｌｏｒｎｅｉｄａｅ

９１．褐顶雀鹛 Ｓｃｈｏｅｎｉｐａｒｕｓ ｂｒｕｎｎｅｕｓ 食虫 广布型鸟 东洋界 Ｒ Ｗ

９２．灰眶雀鹛 Ａｌｃｉｐｐｅ ｍｏｒｒｉｓｏｎｉａ 杂食 林鸟 东洋界 Ｒ Ｗ

（三十三）噪鹛科 Ｌｅｉｏｔｈｒｉｃｈｉｄａｅ

９３．白颊噪鹛 Ｇａｒｒｕｌａｘ ｓａｎｎｉｏ 杂食 广布型鸟 东洋界 Ｒ Ｏ

９４．斑胁姬鹛 Ｃｕｔｉａ ｎｉｐａｌｅｎｓｉｓ 杂食 林鸟 东洋界 Ｒ Ｈ

９５．橙翅噪鹛 Ｔｒｏｃｈａｌｏｐｔｅｒｏｎ ｅｌｌｉｏｔｉｉ 杂食 林鸟 东洋界 Ｒ Ｈ

９６．黑头奇鹛 Ｈｅｔｅｒｏｐｈａｓｉａ ｄｅｓｇｏｄｉｎｓｉ 食虫 林鸟 东洋界 Ｒ Ｈ

９７．红翅噪鹛 Ｔｒｏｃｈａｌｏｐｔｅｒｏｎ ｆｏｒｍｏｓｕｍ 杂食 林鸟 东洋界 Ｒ Ｈ

９８．红嘴相思鸟 Ｌｅｉｏｔｈｒｉｘ ｌｕｔｅａ 杂食 林鸟 东洋界 Ｒ Ｗ

９９．画眉 Ｇａｒｒｕｌａｘ ｃａｎｏｒｕｓ 食虫 林鸟 东洋界 Ｒ Ｓ

１００．灰翅噪鹛 Ｇａｒｒｕｌａｘ ｃｉｎｅｒａｃｅｕｓ 食虫 林鸟 东洋界 Ｒ Ｓ

１０１．矛纹草鹛 Ｂａｂａｘ ｌａｎｃｅｏｌａｔｕｓ 杂食 林鸟 东洋界 Ｒ Ｓ

１０２．眼纹噪鹛 Ｇａｒｒｕｌａｘ ｏｃｅｌｌａｔｕｓ 杂食 林鸟 东洋界 Ｒ Ｈ

１０３．棕噪鹛 Ｇａｒｒｕｌａｘ ｂｅｒｔｈｅｍｙｉ 杂食 林鸟 东洋界 Ｒ Ｓ

（三十四）旋木雀科 Ｃｅｒｔｈｉｉｄａｅ

１０４．四川旋木雀 Ｃｅｒｔｈｉａ ｔｉａｎｑｕａｎｅｎｓｉｓ 食虫 林鸟 东洋界 Ｒ Ｈ

（三十五）河乌科 Ｃｉｎｃｌｉｄａｅ

１０５．河乌 Ｃｉｎｃｌｕｓ ｃｉｎｃｌｕｓ 食虫 林鸟 广布种 Ｒ Ｏ

１０６．褐河乌 Ｃｉｎｃｌｕｓ ｐａｌｌａｓｉｉ 食虫 林鸟 东洋界 Ｒ Ｗ

（三十六）鹪鹩科 Ｔｒｏｇｌｏｄｙｔｉｄａｅ

１０７．鹪鹩 Ｔｒｏｇｌｏｄｙｔｅｓ ｔｒｏｇｌｏｄｙｔｅｓ 食虫 林鸟 东洋界 Ｒ Ｃ

（三十七）鸫科 Ｔｕｒｄｉｄａｅ

１０８．乌鸫 Ｔｕｒｄｕｓ ｍａｎｄａｒｉｎｕｓ 食虫 广布型鸟 广布种 Ｒ Ｏ

（三十八）鹟科 Ｍｕｓｃｉｃａｐｉｄａｅ

１０９．白顶溪鸲 Ｃｈａｉｍａｒｒｏｒｎｉｓ ｌｅｕｃｏｃｅｐｈａｌｕｓ 食虫 广布型鸟 东洋界 Ｒ Ｈ

１１０．白额燕尾 Ｅｎｉｃｕｒｕｓ ｌｅｓｃｈｅｎａｕｌｔｉ 食虫 林鸟 东洋界 Ｒ Ｗ

１１１．白喉短翅鸫 Ｂｒａｃｈｙｐｔｅｒｙｘ ｌｅｕｃｏｐｈｒｉｓ 食虫 广布型鸟 东洋界 Ｓ Ｗ

１１２．斑背燕尾 Ｅｎｉｃｕｒｕｓ ｍａｃｕｌａｔｕｓ 食虫 林鸟 东洋界 Ｒ Ｗ

１１３．北红尾鸲 Ｐｈｏｅｎｉｃｕｒｕｓ ａｕｒｏｒｅｕｓ 食虫 广布型鸟 古北界 Ｗ Ｍ

１１４．北灰鹟 Ｍｕｓｃｉｃａｐａ ｄａｕｕｒｉｃａ 食虫 林鸟 古北界 Ｐ Ｍ

１１５．橙胸姬鹟 Ｆｉｃｅｄｕｌａ ｓｔｒｏｐｈｉａｔａ 食虫 林鸟 东洋界 Ｓ Ｗ

１１６．东亚石即鸟 Ｓａｘｉｃｏｌａ ｓｔｅｊｎｅｇｅｒｉ 食虫 开阔生境 广布种 Ｗ Ｏ

４１ 　 国　 家　 公　 园　 　 　 １ 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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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物种
Ｓｐｅｃｉｅｓ

食性
Ｄｉｅｔ

栖息地偏好
Ｈａｂｉｔａｔ
ｐｒｅｆｅｒｒｎｃｅｓ

区系
Ｆａｕｎａ

居留型
Ｒｅｓｉｄｅｎｔ ｔｙｐｅ

分布型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ｐａｔｔｅｒｎ

１１７．黑喉红尾鸲 Ｐｈｏｅｎｉｃｕｒｕｓ ｈｏｄｇｓｏｎｉ 食虫 广布型鸟 东洋界 Ｒ Ｈ

１１８．黑喉石即鸟 Ｓａｘｉｃｏｌａ ｍａｕｒｕｓ 食虫 开阔生境 广布种 Ｓ Ｏ

１１９．红尾水鸲 Ｒｈｙａｃｏｒｎｉｓ ｆｕｌｉｇｉｎｏｓａ 食虫 广布型鸟 东洋界 Ｒ Ｗ

１２０．红胁蓝尾鸲 Ｔａｒｓｉｇｅｒ ｃｙａｎｕｒｕｓ 食虫 广布型鸟 古北界 Ｗ Ｍ

１２１．灰林即鸟 Ｓａｘｉｃｏｌａ ｆｅｒｒｅｕｓ 食虫 广布型鸟 东洋界 Ｓ Ｗ

１２２．蓝额红尾鸲 Ｐｈｏｅｎｉｃｕｒｏｐｓｉｓ ｆｒｏｎｔａｌｉｓ 食虫 林鸟 东洋界 Ｒ Ｈ

１２３．蓝矶鸫 Ｍｏｎｔｉｃｏｌａ ｓｏｌｉｔａｒｉｕｓ 食虫 广布型鸟 古北界 Ｓ Ｕ

１２４．鹊鸲 Ｃｏｐｓｙｃｈｕｓ ｓａｕｌａｒｉｓ 食虫 广布型鸟 东洋界 Ｒ Ｗ

１２５．铜蓝鹟 Ｅｕｍｙｉａｓ ｔｈａｌａｓｓｉｎｕｓ 杂食 林鸟 东洋界 Ｓ Ｗ

１２６．乌鹟 Ｍｕｓｃｉｃａｐａ ｓｉｂｉｒｉｃａ 食虫 林鸟 古北界 Ｐ Ｍ

１２７．小燕尾 Ｅｎｉｃｕｒｕｓ ｓｃｏｕｌｅｒｉ 食虫 林鸟 东洋界 Ｒ Ｓ

１２８．锈胸蓝姬鹟 Ｆｉｃｅｄｕｌａ ｓｏｒｄｉｄａ 食虫 林鸟 东洋界 Ｓ Ｈ

１２９．中华仙鹟 Ｃｙｏｒｎｉｓ ｇｌａｕｃｉｃｏｍａｎｓ 食虫 林鸟 东洋界 Ｓ Ｗ

１３０．紫啸鸫 Ｍｙｏｐｈｏｎｕｓ ｃａｅｒｕｌｅｕｓ 食虫 广布型鸟 东洋界 Ｓ Ｗ

１３１．棕腹大仙鹟 Ｎｉｌｔａｖａ ｄａｖｉｄｉ 食虫 林鸟 东洋界 Ｒ Ｗ

１３２．棕尾褐鹟 Ｍｕｓｃｉｃａｐａ ｆｅｒｒｕｇｉｎｅａ 食虫 广布型鸟 东洋界 Ｓ Ｈ

（三十九）雀科 Ｐａｓｓｅｒｉｄａｅ

１３３．麻雀 Ｐａｓｓｅｒ ｍｏｎｔａｎｕｓ 杂食 开阔生境 古北界 Ｒ Ｕ

１３４．山麻雀 Ｐａｓｓｅｒ ｃｉｎｎａｍｏｍｅｕｓ 杂食 开阔生境 古北界 Ｒ Ｓ

（四十）花蜜鸟科 Ｎｅｃｔａｒｉｎｉｉｄａｅ

１３５．叉尾太阳鸟 Ａｅｔｈｏｐｙｇａ ｃｈｒｉｓｔｉｎａｅ 食花蜜 林鸟 东洋界 Ｓ Ｓ

１３６．蓝喉太阳鸟 Ａｅｔｈｏｐｙｇａ ｇｏｕｌｄｉａｅ 食花蜜 林鸟 东洋界 Ｓ Ｓ

（四十一）鹡鸰科 Ｍｏｔａｃｉｌｌｉｄａｅ

１３７．白鹡鸰 Ｍｏｔａｃｉｌｌａ ａｌｂａ 食虫 开阔生境 古北界 Ｒ Ｕ

１３８．灰鹡鸰 Ｍｏｔａｃｉｌｌａ ｃｉｎｅｒｅａ 食虫 开阔生境 广布种 Ｒ Ｏ

１３９．树鹨 Ａｎｔｈｕｓ ｈｏｄｇｓｏｎｉ 杂食 广布型鸟 东洋界 Ｗ Ｍ

（四十二）燕雀科 Ｆｒｉｎｇｉｌｌｉｄａｅ

１４０．红交嘴雀 Ｌｏｘｉａ ｃｕｒｖｉｒｏｓｔｒａ 食植 林鸟 古北界 Ｒ Ｃ

１４１．黄雀 Ｓｐｉｎｕｓ ｓｐｉｎｕｓ 食植 广布型鸟 古北界 Ｗ Ｕ

１４２．灰头灰雀 Ｐｙｒｒｈｕｌａ ｅｒｙｔｈａｃａ 食植 林鸟 东洋界 Ｒ Ｈ

１４３．金翅雀 Ｃｈｌｏｒｉｓ ｓｉｎｉｃａ 食植 广布型鸟 古北界 Ｒ Ｍ

１４４．酒红朱雀 Ｃａｒｐｏｄａｃｕｓ ｖｉｎａｃｅｕｓ 杂食 广布型鸟 东洋界 Ｒ Ｈ

１４５．普通朱雀 Ｃａｒｐｏｄａｃｕｓ ｅｒｙｔｈｒｉｎｕｓ 食植 林鸟 古北界 Ｓ Ｕ

１４６．燕雀 Ｆｒｉｎｇｉｌｌａ ｍｏｎｔｉｆｒｉｎｇｉｌｌａ 杂食 广布型鸟 古北界 Ｗ Ｕ

（四十三）岩鹨科 Ｐｒｕｎｅｌｌｉｄａｅ

１４７．领岩鹨 Ｐｒｕｎｅｌｌａ ｃｏｌｌａｒｉｓ 食虫 开阔生境 古北界 Ｒ Ｕ

１４８．棕胸岩鹨 Ｐｒｕｎｅｌｌａ ｓｔｒｏｐｈｉａｔａ 食植 广布型鸟 东洋界 Ｒ Ｈ

（四十四）鹀科 Ｅｍｂｅｒｉｚｉｄａｅ

１４９．黄喉鹀 Ｅｍｂｅｒｉｚａ ｅｌｅｇａｎｓ 食虫 广布型鸟 东洋界 Ｗ Ｍ

１５０．蓝鹀 Ｅｍｂｅｒｉｚａ ｓｉｅｍｓｓｅｎｉ 杂食 林鸟 东洋界 Ｓ Ｈ

１５１．小鹀 Ｅｍｂｅｒｉｚａ ｐｕｓｉｌｌａ 食植 广布型鸟 古北界 Ｗ Ｕ

　 　 居留型：Ｒ：留鸟 Ｒｅｓｉｄｅｎｔ ｂｉｒｄ，Ｗ：冬候鸟 Ｗｉｎｔｅｒ ｍｉｇｒａｔｏｒｙ ｂｉｒｄ，Ｓ：夏候鸟 Ｓｕｍｍｅｒ ｍｉｇｒａｔｏｒｙ ｂｉｒｄ；Ｐ：旅鸟 Ｐａｓｓｉｎｇ ｂｉｒｄ；分布型：Ｏ： 不易归型

Ｎｏｎｒｅｔｕｒｎａｂｌｅ ｔｙｐｅ，Ｓ：南中国型 Ｓｏｕｔｈ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ｔｙｐｅ，Ｃ：全北型 Ｈｏｌａｒｃｔｉｃ ｔｙｐｅ，Ｅ： 季风区型 Ｍｏｎｓｏｏｎ ｔｙｐｅ，Ｗ： 东洋型 Ｅａｓｔ ｔｙｐｅ，Ｍ： 东北型 Ｎｏｒｔｈｅａｓｔ

ｔｙｐｅ，Ｕ：古北型 Ｐａｌｅａｒｃｔｉｃ ｔｙｐｅ，Ｈ： 喜马拉雅⁃横断山区型 Ｈｉｍａｌａｙａ⁃ｈｅｎｇｄｕａｎ Ｍｏｕｎｔａｉｎ ｒｅｇｉｏｎａｌ ｔｙｐｅ，Ｘ： 东北–华北型 Ｎｏｒｔｈｅａｓｔ⁃ｎｏｒｔｈ Ｃｈｉｎａ ｔｙｐｅ，Ｐ：

高地型 Ｈｉｇｈｌａｎｄ ｔｙｐ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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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Ⅲ　 农田生境常见鸟类名录

Ａｐｐｅｎｄｉｘ Ⅲ　 Ｃｈｅｃｋｌｉｓｔ ｏｆ ｃｏｍｍｏｎ ｂｉｒｄｓ ｉｎ ｃｒｏｐｌａｎｄ ｈａｂｉｔａｔｓ

物种
Ｓｐｅｃｉｅｓ

食性
Ｄｉｅｔ

栖息地偏好
Ｈａｂｉｔａｔ
ｐｒｅｆｅｒｒｎｃｅｓ

区系
Ｆａｕｎａ

居留型
Ｒｅｓｉｄｅｎｔ ｔｙｐｅ

分布型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ｐａｔｔｅｒｎ

一、鸽形目 Ｃｏｌｕｍｂｉｆｏｒｍｅｓ
（一）鸠鸽科 Ｃｏｌｕｍｂｉｄａｅ
１．珠颈斑鸠 Ｓｔｒｅｐｔｏｐｅｌｉａ ｃｈｉｎｅｎｓｉｓ 食植 广布型鸟 东洋界 Ｒ Ｗ
二、犀鸟目 Ｂｕｃｅｒｏｔｉｆｏｒｍｅｓ
（二）戴胜科 Ｕｐｕｐｉｄａｅ
２．戴胜 Ｕｐｕｐａ ｅｐｏｐｓ 食虫 开阔生境 广布种 Ｓ Ｏ
三、雀形目 Ｐａｓｓｅｒｉｆｏｒｍｅｓ
（三）伯劳科 Ｌａｎｉｉｄａｅ
４．红尾伯劳 Ｌａｎｉｕｓ ｃｒｉｓｔａｔｕｓ 食虫 开阔生境 东洋界 Ｐ Ｘ
（四）山雀科 Ｐａｒｉｄａｅ
５．绿背山雀 Ｐａｒｕｓ ｍｏｎｔｉｃｏｌｕｓ 食虫 林鸟 东洋界 Ｒ Ｗ
（五）梅花雀科 Ｅｓｔｒｉｌｄｉｄａｅ
６．白腰文鸟 Ｌｏｎｃｈｕｒａ ｓｔｒｉａｔａ 食植 广布型鸟 东洋界 Ｒ Ｗ
（六）燕科 Ｈｉｒｕｎｄｉｎｉｄａｅ
７．金腰燕 Ｃｅｃｒｏｐｉｓ ｄａｕｒｉｃａ 食虫 开阔生境 古北界 Ｓ Ｕ
（七）鹎科 Ｐｙｃｎｏｎｏｔｉｄａｅ
８．白头鹎 Ｐｙｃｎｏｎｏｔｕｓ ｓｉｎｅｎｓｉｓ 杂食 广布型鸟 东洋界 Ｒ Ｓ
９．领雀嘴鹎 Ｓｐｉｚｉｘｏｓ ｓｅｍｉｔｏｒｑｕｅｓ 食植 广布型鸟 东洋界 Ｒ Ｗ
１０．绿翅短脚鹎 Ｉｘｏｓ ｍｃｃｌｅｌｌａｎｄｉｉ 杂食 林鸟 东洋界 Ｒ Ｗ
（八）长尾山雀科 Ａｅｇｉｔｈａｌｉｄａｅ
１１．红头长尾山雀 Ａｅｇｉｔｈａｌｏｓ ｃｏｎｃｉｎｎｕｓ 食虫 林鸟 东洋界 Ｒ Ｗ
（九）莺鹛科 Ｓｙｌｖｉｉｄａｅ
１２．棕头鸦雀 Ｓｉｎｏｓｕｔｈｏｒａ ｗｅｂｂｉａｎａ 杂食 广布型鸟 东洋界 Ｒ Ｓ
（十）噪鹛科 Ｌｅｉｏｔｈｒｉｃｈｉｄａｅ
１３．白颊噪鹛 Ｇａｒｒｕｌａｘ ｓａｎｎｉｏ 杂食 广布型鸟 东洋界 Ｒ Ｏ
（十一）鹪鹩科 Ｔｒｏｇｌｏｄｙｔｉｄａｅ
１４．鹪鹩 Ｔｒｏｇｌｏｄｙｔｅｓ ｔｒｏｇｌｏｄｙｔｅｓ 食虫 林鸟 东洋界 Ｒ Ｃ
（十二）鸫科 Ｔｕｒｄｉｄａｅ
１５．乌鸫 Ｔｕｒｄｕｓ ｍａｎｄａｒｉｎｕｓ 食虫 广布型鸟 广布种 Ｒ Ｏ
（十三）鹟科 Ｍｕｓｃｉｃａｐｉｄａｅ
１６．北红尾鸲 Ｐｈｏｅｎｉｃｕｒｕｓ ａｕｒｏｒｅｕｓ 食虫 广布型鸟 古北界 Ｗ Ｍ
１７．红胁蓝尾鸲 Ｔａｒｓｉｇｅｒ ｃｙａｎｕｒｕｓ 食虫 广布型鸟 古北界 Ｗ Ｍ
１８．灰林即鸟 Ｓａｘｉｃｏｌａ ｆｅｒｒｅｕｓ 食虫 广布型鸟 东洋界 Ｓ Ｗ
１９．蓝额红尾鸲 Ｐｈｏｅｎｉｃｕｒｏｐｓｉｓ ｆｒｏｎｔａｌｉｓ 食虫 林鸟 东洋界 Ｒ Ｈ
２０．鹊鸲 Ｃｏｐｓｙｃｈｕｓ ｓａｕｌａｒｉｓ 食虫 广布型鸟 东洋界 Ｒ Ｗ
（十四）雀科 Ｐａｓｓｅｒｉｄａｅ
２１．麻雀 Ｐａｓｓｅｒ ｍｏｎｔａｎｕｓ 杂食 开阔生境 古北界 Ｒ Ｕ
２２．山麻雀 Ｐａｓｓｅｒ ｃｉｎｎａｍｏｍｅｕｓ 杂食 开阔生境 古北界 Ｒ Ｓ
（十五）鹡鸰科 Ｍｏｔａｃｉｌｌｉｄａｅ
２３．白鹡鸰 Ｍｏｔａｃｉｌｌａ ａｌｂａ 食虫 开阔生境 古北界 Ｒ Ｕ
２４．灰鹡鸰 Ｍｏｔａｃｉｌｌａ ｃｉｎｅｒｅａ 食虫 开阔生境 广布种 Ｒ Ｏ
２５．树鹨 Ａｎｔｈｕｓ ｈｏｄｇｓｏｎｉ 杂食 广布型鸟 东洋界 Ｗ Ｍ
（十六）燕雀科 Ｆｒｉｎｇｉｌｌｉｄａｅ
２６．金翅雀 Ｃｈｌｏｒｉｓ ｓｉｎｉｃａ 食植 广布型鸟 古北界 Ｒ Ｍ
２７．燕雀 Ｆｒｉｎｇｉｌｌａ ｍｏｎｔｉｆｒｉｎｇｉｌｌａ 杂食 广布型鸟 古北界 Ｗ Ｕ
（十七）岩鹨科 Ｐｒｕｎｅｌｌｉｄａｅ
２８．棕胸岩鹨 Ｐｒｕｎｅｌｌａ ｓｔｒｏｐｈｉａｔａ 食植 广布型鸟 东洋界 Ｒ Ｈ
（十八）鹀科 Ｅｍｂｅｒｉｚｉｄａｅ
２９．黄喉鹀 Ｅｍｂｅｒｉｚａ ｅｌｅｇａｎｓ 食虫 广布型鸟 东洋界 Ｗ Ｍ
３０．小鹀 Ｅｍｂｅｒｉｚａ ｐｕｓｉｌｌａ 食植 广布型鸟 古北界 Ｗ Ｕ

６１ 　 国　 家　 公　 园　 　 　 １ 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