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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蒙古草原繁殖鸟类群聚组成之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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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9利用 <月份温带草原鸟类繁殖期3在 荒 漠 草 原@草 原@湿 地@沙 地 和 山 地 等 植 被3选 取 $$个 面 积 $""AB!5<""BC

!"""B8同样大小的样区3由 =人各隔 $<"B作平行的穿越线调查3并记录所见鸟类的种类与数量?同时3也在每一样区任

取面积 $B!之植被样方3记载样方内植物的种类@垂直高度@覆盖度和植物鲜重?调查结果显示草原繁殖鸟类的种类不

多3在无树的荒漠草原植被是 D>#种3草原植被在 <>E种之间3湿地植被 $<种7在有树的沙地植被是 :>$!种3山地植

被 #种?鸟种多样性和丰富度指数不大3由大而小依序是沙地植被@湿地植被@山地植被@草原植被@荒漠草原植被7密度

也不高3由大而小依序是无树草原的湿地植被@草原植被@荒漠草原植被3而后是有树草原的沙地植被@山地植被?鸟类食

性分布方面3荒漠草原和草原植被以食杂性鸟类为优势7湿地植被以食虫性鸟类为多7沙地植被以食杂与食肉性鸟类为

胜7山地植被以食虫和食杂性鸟类较多3并增加一些食肉性鸟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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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草原生态体系中3鸟类是显要的组成分子之一3它扮演着消费者的角色6$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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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此角色在生态体系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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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功能是能源流转!营养储存!或种群控制"这方面因各地研究不多"尚未彰显出来#草原鸟类的特征"已有

一些生态研究$%"&’"其鸟类群聚结构"也在不同的层次中检验$(")’"并显示与草原植被结构和空间异质性有

密切关系$*+,’#换言之"即草原鸟类群聚的组成!种多样性与密度"因植被结构与空间异质性的差别而有不

同的转变#内蒙古草原植被的组成与结构已有深入的调查研究$-.’"相对地"关于草原鸟类的研究仅有少数

的报告$--+-%’"且都是一些名录或分布新记录的报道#本研究旨在探知"并比较各不同草原植被结构中"鸟

类群聚的种类!丰富度!种多样性与密度#

/ 调查范围与环境概述

本调查系于 -,,0年 (月鸟类繁殖期间"在内蒙古自治区中部和东部"范围西自锡林郭勒盟的苏尼特

右旗"即东经 --12%)3起"东至哲里木盟的札鲁特旗"即东经 -1-21)3止4南自苏尼特右旗"即北纬 &12&13起"
北至宝格达山林场北纬 &)2--3止5图 -6#

图 - 内蒙古调查路线与样区地点

789:- ;<=>?@AB8?C?DEBFGHE8B=E8CICC=JK?C9?>8A

A:呼和浩特市 L:集宁市 @:苏尼特右旗 G:苏尼特左旗 =:阿巴嘎旗 D:锡林浩特 9:东乌

珠穆沁旗 <:巴音胡硕旗 8:霍林郭勒市 M:扎鲁特旗 N:通辽市 >:赤峰市

O 表调查样区

-:戈壁针茅P隐子草荒漠草原 1:锦鸡儿P沙生针茅荒漠草原 %:克氏针茅P冷蒿典型草原 &:大

针茅P糙隐子草典型草原 (:大针茅冷蒿典型草原 ):小锦鸡儿P大针茅典型草原 *:羊草P大针

茅典型草原 0:芨芨草P赖草典型草原 ,:榆树P山楂P苔草灌丛草原 -.:沙地榆树稀树草原

--:白桦树森林草原

此地区属温带干旱!半干旱!半湿润气候"年均温度在 -+&Q之间"年降雨量在 -(.+%(.RR之间"雨

季在 *+,月"相对湿度都在 ).S以下#所调查不同生境的植被与草原类型$-.’样区"简述如下#
/:/ 荒漠草原植被

/:/:/ 戈壁针茅P无芒隐子草群落荒漠草原 本调查样区海拔高度 -.((R#地形 平坦"气候干旱"植株矮

小#植 物 主 要 组 成 以 戈 壁 针 茅5TUVWXYZ[V\X6!无 芒 隐 子 草5]̂_V‘UZY_a_‘‘ZaYX̂V\X6!多 根 葱5b̂ V̂cd
WẐeffgVhcd6和冷蒿5bfU_dV‘VXifVYVjX6等"属种组成十分贫乏和分散"在外貌上属稀疏!低矮和单调的草

%,,)期 颜重威等k内蒙古草原繁殖鸟类群聚组成之比较

万方数据



原!平均植高约 ""#$%盖度约 "&’!

()()* 中间锦鸡儿+沙生针茅群落荒漠草原 本调查样区海拔高度 ,,&$!地面平坦呈小沙丘状%沙丘上

植物丛生%外貌上呈小禾草和深根系耐旱灌木相结合的灌丛化草原!植物组成以中间锦鸡儿-./0/1/2/32+

4506573/89沙生针茅-:43;/1</05=>/89赖草-?5@6A>>5B/<325>8和蒙古葱-C<<3A66=21=<3BA68等为主!平均

植高约 D&#$%盖度约 EF’!

()* 草原植被

()*)( 克氏针茅+冷蒿群落典型草原 本调查样区地势平坦%植株矮小%植被大致均匀分布!植物组成以

多年生9旱生性的克氏针茅-:43;/G0@<=H3389冷蒿9糙隐子草-.<53>4=1525>>IA/00=>/8和阿尔泰狗哇花-J54+

50=;/;;A>/<4/3BA>8等为主!平均植高约 "D#$%盖度约 DF’!

()*)* 大针茅+糙隐子草群落典型草原 本调查样区在宝格都乌拉苏木%海拔高度 ,K&$的缓坡地上%植

物以旱9丛性禾草如大针茅-:43;/10/273>89糙隐子草9冷蒿和葱-C<<3A6LMM)8%草类属种组成单纯!平均

植高约 ,#$%盖度约 DF’!

()*)N 大 针 茅+冷 蒿 群 落 典 型 草 原 本 调 查 样 区 在 锡 林 浩 特 以 西 约 DFO$处%海 拔 高 度 ,,&$的 缓 坡 地

上%植被类型与上一个调查样区类似%植物组成以大针茅9冷蒿9羊草-P25A0=<5;373A6BQ3252>5>8和糙隐子

草等为主!平均植高约 "&#$%盖度约 D&’!

()*)R 小叶锦鸡儿+大针茅群落典型草原 本调查样区在锡林浩特以东约 "FO$%海拔高度 "FFF$!地势

平 坦%地面遍布丛生小叶锦鸡儿-./0/1/2/63B0=;Q@<</8%其它植物以大针茅9冷蒿9糙 隐 子 草9甘 草 -S<@+

B@00Q3T/A0/</2>3>89阿尔泰狗哇花等为主!平均植高约 D"#$%盖度约 UF’%是植被盖度最大的类型!

()*)V 羊草+大针茅群落典型草原 本 调 查 样 区 在 东 乌 珠 穆 沁 旗 以 西 约 EFO$的 平 缓 坡 地 上%海 拔 高 度

"FFF$!植株平均分布%植物组成以大针茅9糙隐子草9冷蒿和苔草-./05WG=0>Q32>G@38等为主!平均植高约

",#$%盖度约 "K’!

()N 湿地植被

()N)( 芨芨草+赖草群落典型草原 本调查样区海拔高度 ,E&$!样区内有一浅水洼池!地面平坦%土壤湿

润%属盐化湿地草甸植被!植物组成以多年生大型密丛耐盐之芨芨草-CBQ2/4Q50A6>;<52752>8和赖草为主%
伴 生种有黄戴戴-J/<50;5>45>0A4Q523B/8及匍根骆驼蓬-P51/2A6315<</>40A68!平均植高约 EK#$%盖度约

X&’!

()R 沙地植被

()R)( 榆树+山楂群落灌丛草原 本调查样区在白音锡勒牧场以南 "FO$处!它是一处地面起伏不平的丘

陵山地!灌木层杂木疏松分散着%树高可达 EYD$%树种以榆树-Z<6A>;A63</89山楂属-.0/4/51A>LMM)8和

锈线菊属-:;30/5/LMM)8较多%地面层草本植物以苔草为优势!

()R)* 沙地榆树群落稀树草原 本调查样区在科尔沁右翼中旗北部%海拔高度 EF&$!地势平坦!榆树分

散 矗 立 在 草 原 上%株 距 平 均 约 &F$%树 高 DY&$%胸 径 平 均 约 EE#$!草 原 上 矮 小 的 地 层 植 物 以 草 麻 黄

-[;Q570/>323B/89冷蒿9克氏针茅和东北木蓼-C40/;Q/W3>6/2>QA03B/8等为主!平均植高约 "\#$%盖度约

DF’!

()V 山地植被

()V)( 白 桦 林 群 落 森 林 草 原 本 调 查 样 区 在 东 乌 珠 穆 沁 旗 宝 格 达 山 林 场 内 的 山 坡 地 上%海 拔 高 度

""FF$!树林和草原呈镶嵌式的分布!林木的组成为纯白桦树-]54A</;</4@;Q@<</8%树高约 "F$!草原的组

成以塔头苔草-./05W>BQ63744338和莎草-[03=;Q=0A6LMM)8为主!平均植高约 E"#$%盖度约 &F’!

* 调查方法与数据分析

在此范围内的荒漠草原9草原9湿地9沙地和山地等不同生境%选取 ""个样区做鸟类调查!调查的方法

系在每一生境的不同类型草原设 &FF$^ EFFF$%面积 "FF_$E同样大小的调查样区%由 D人站在长方形样

区 &FF$宽边之第 "FF$%E&F$%和 XFF$处%各隔 "&F$一路排开%同时以 ")DDO$‘_的速度做并行线步行%
用 KY"F倍双筒望远镜观察%并记录所见鸟类的种类与只数!此时所观察的鸟类%无论是夏候鸟或留鸟%均

X,, 生 态 学 报 EF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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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繁殖鸟类计之!但在调查时发现自空中越过"未作任何停留的鸟类如白翅浮鸥#$%&’()*’+,&-./)01-2+34
楼燕#50.,+0.,3和家燕#6’2.*()2.,1’/+3等"由 于 它 们 的 活 动 领 域 很 大"都 不 在 草 地 上 筑 巢 繁 殖"故 本 调

查不予记录!植被的调查系在每一调查样区内任取面积 789的样方"记录此样方内植物的种类4垂直高度4
覆 盖 度 和 生 物 鲜 重!鸟 类 体 重 与 食 性 的 资 料 除 部 分 鸟 类 如 角 百 灵#:2-;)0%’&++&0-,12’,34亚 洲 短 趾 百 灵

#$+&+*(2-&&+/%-&--*,’,34短 趾 百 灵#$+&+*(2-&&+/’*-2+34蒙 古 百 灵#<-&+*)/)2=0%+;)*>)&’/+3毛 腿 沙 鸡

#?=22%+01-,0+2+()@.,34东方红胸#$%+2+(2’.,A-2-(.,34黄头 #<)1+/’&&+/’12-)&+34和田鹨#5*1%.,*)B

A+-,--&+*(’+-3等是现场采集所称的重量外"其它鸟类体重与食性资料系参考已有之文献C7DE7FG!鸟类区系

是依据郑作新C9HG的划分!调查的日期4地点与草原类型如表 7!调查数据的统计分析"系在计算机软件C97G中

进行"其计算公式如下I
种多样性指数 JKLMMNMOPQMRST"6OU VW?

X
#Y’ZMY’3 ’U7

?XU 群聚鸟类种类的总和"Y’U 族群参数#Q种存在的频率3!

均匀度指数 :[U
\9V7
\7V7"\7U -

6] \̂9U 7_‘

\9U 只数非常多的种数"\7U 只数多的种数!

丰度指数 aLbcLZSdOPQMRST"e7U?V 7ZM#*3

aSMKfMfghOPQMRST"e9U ?
i*

?U 群聚内的鸟类种数"*U 观察只数!
密度 鸟类只数_公顷!

j 结 果

内蒙古自治区中4东部草原大多由低温旱生4多年生草本植物所组成"种类不多"其生境与森林或沼泽

地比较则相对地简单"此次调查样区的繁殖鸟类种类仅在 DE7[种之间!各调查样区的草原类型4植株平

均垂直高度4植被盖度4植物鲜重等数据值如表 7!荒漠草原植被的 9个调查样区#编号 7"93中"戈壁针茅B
无芒隐子草荒漠草原的植株高度甚为矮小"平均仅 77g8"且均匀松散地分布着"植被覆盖度 7[k"植物鲜

重 9lc_89!中间锦鸡儿B沙生针茅荒漠草原的植物分布呈丛生状"植株略高"平均 l[g8!植被覆盖度 9Hk"
植物鲜重 m[c_89!草原植被的 [个调查样区#编号 l"D"["m"n3"其外观与荒漠草原植被一样都是无树的草

原"只是环境气候较为湿润"草类生长较为茂密而已!植株高度与荒漠草原植被的植株高度差异不大"但植

被盖度和植物鲜重之值则比荒漠植被大!比较草原植被的 [个调查样区"样区编号 l4D4[4m的植被盖度依

序逐渐增大"植物鲜重也依序逐渐加多!样区编号 n的植被盖度和植物鲜重几乎与荒漠草原植被相同!湿

地植被的芨芨草盐化草原#编号 o3也是无树的草原"但涵盖洼地水泽"生境与上述二种植被迥异!植株高度

稍高"植被盖度也大"然植物鲜重反而不重"显现出植株密度较疏!沙地植被的调查样区有灌丛草原和榆树

稀树草原!此二调查样区因植株普遍长高而立体化!灌丛草原#编号 F3的调查因时间已近黄昏"天色将暗"
来不及做草地植被的样区调查!榆树稀树草原#编号 7H3除榆树高 lED8"稀疏地突出草原外"草类植株矮

小"草类植被盖度为 lHk!植物鲜重 Fnc_89与草原植被差异不大!山地植被的调查样区是白桦树森林草

原#编号 773!森林与草原呈镶嵌式的分布!草地部分的植被盖度为 [Hk"植物鲜重 7D[c_89"增多不少!
此次调查的鸟类种数共记录 9H科 D[种 7DFm只#表 93"但因各调查样区的地理位置不同"气候与植被

的组成也有所差异"各样区鸟类种数也有起落的变化!就分类的层面看"鸟类的组成以百灵科4 科4
科和 科等各有 [种为最优势"其中前 9科见于无树的荒漠草原4草原及湿地植被"后 9科发现在有树的沙

地 和山地植被!在此 77个调查样区中"发现分布在 n个样区者有角百灵和亚洲短趾百灵 在̂ m个样区者有

毛腿沙鸡和东方红胸 及̂在 [个样区者有短趾百灵和蒙古百灵!上述这 m种是分布较广的种类"也是荒

漠草原植被和草原植被鸟类的主要组成分子!此外"有 l7种#mopok3只见于单一样区"例如鸭类4鹤类4鹬

类和燕鸥类等只见于湿地植被"隼类只见于沙地榆树稀树植被!沙地植被和山地植被因植株立体化"其鸟

类 群聚多由一些树栖鸟类如小嘴乌鸦#$)2A.,/)2)*-34喜鹊#Y’/+0’/+3和灰椋鸟#?1.2*.,/’*-2+/-.,3等所

[FFm期 颜重威等I内蒙古草原繁殖鸟类群聚组成之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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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成!
表 " 调查样区之地点#草原类型#垂直高度#植被盖度与植物鲜重

$%&’(" $)(’*+%,-*.*/0,1230-,(0%.2-,00,(44(,34(567%00)(-6),58(6(,%,-*.+*8(7%6(%.29(-6),

样区
编号

:;<;=
>?@ABC
>DEC

日 期

F;GEHI
J?EC

地 点

K;L?ED;G

经纬度

K;GMDENOC
?GO
B?EDENOC

草原类型

PECAAC
EQAC

垂直
高度

RS?>>
HCDMHE

植被盖度

T;UCS?MC

植物鲜重

VCMCE?ED;G
WME

X YIXZ 苏尼特右旗 :[\][\̂_ 戈壁针茅‘隐子草 XXL@ XYa \bM
cXX\]bẐ 荒漠草原

\ YIXd 苏尼特右旗 :[b]e\̂_ 锦鸡儿‘沙生针茅 bYL@ \ea ZYM
cXX\][f̂ 荒漠草原

b YIXf 苏尼特左旗 :[b]Yê_ 克氏针茅‘冷蒿 XbL@ bea dfM
cXX[]eX̂ 典型草原

[ YIXg 阿巴嘎旗 :[[]eẐ_ 大针茅‘糙隐子草 gL@ bea g\M
cXX[]bŶ 典型草原

Y YI\e 锡林浩特 :[b]Y[̂_ 大针茅‘冷蒿 XYL@ bYa Xe\M
cXXY][X̂ 典型草原

Z YI\b 锡林浩特 :[b]YŶ_ 小叶锦鸡儿‘大针茅 bXL@ Zea \edM
cXXZ]XX̂ 典型草原

d YI\[ 东乌珠穆沁旗 :[Y]\\̂_ 羊草‘大针茅 XgL@ Xfa dYM
cXXZ][Ẑ 典型草原

f YI\X 锡林浩特 :[b]e\̂_ 芨芨草‘赖草 \fL@ [Ya dZM
cXXZ]eŶ 典型草原

g YI\\ 白音锡勒 :[b]bĝ_ 榆树‘山楂‘苔草

cXXZ]bf̂ 灌丛草原

Xe YI\g 科尔沁右翼中旗 :[[]\b̂_ 沙地榆树 XdL@ bea gdM
cX\X]\Ẑ 稀树草原

XX YI\d 宝格达山林场 :[Z]XX̂_ 白桦树 \XL@ Yea X[YM
cXXg]bX̂ 森林草原

在动物地理的划分上h\ei5本调查地区在古北界的范围5鸟类种源也以古北界为其特征j表 bk!荒漠草

原植被#草原植被#湿地植被和山地植被等都以古北界的鸟类占大多数5仅少数是兼具古北界和东洋界的

广布种!相反地5沙地植被以广布种较多5古北界的鸟类较少!广布种即是夏候鸟5每年有迁移的习性!本

调查地区无完全属于东洋界的鸟类!
各调查样区的鸟类种数#种多样性指数#丰富度指数#均匀度指数#密度等如表 [!荒漠草原植被的鸟类

种数略少5分别是 [和 Z种5其种多样性指数和密度都小5均匀度指数则很高_样区编号 X以东方红胸 和

角百灵的数量较多5亚洲短趾百灵和毛腿沙鸡的数量相对地稀少!鸟类的种多样性指数 l m̂X<eb5密度 e<

Z[只IH@\!样区编号 \的优势种依序是亚洲短趾百灵#毛腿沙鸡和角 百 灵!鸟 类 的 种 多 样 性 指 数 l m̂

XnbX5密度 e<g[只IH@\!
草原植被的鸟种也不多5在 Y至 f种之间!在荒漠草原植被所常见的东方红胸 #毛腿沙鸡#亚洲短趾

百灵和角百灵等鸟类5在草原植被里也普遍存在!新增常见的普遍种是蒙古百灵和短趾百灵!鸟类的种多

样性指数一般也不高5样区编号 b#[#Y的 l 值̂比荒漠草原植被样区的 l 值̂略高5样区编号 Z#d的 l 值̂

则较低!密度一般比荒漠草原植被大!鸟类分布均匀度与荒漠草原植被类似5一般都较高5只有样区编号 d
略低!比较草原植被 Y个样区的种多样性指数#均匀度指数和密度5样区编号 b#[#Y的种多样性指数依序

渐增5样区编号 Z#d则递减!密度依样区编号的顺序渐增5而均匀度指数则逐渐降低!样区编号 d的种多样

性指数相当低5均匀度指数也是所有调查样区最低的5显现出草原植被的不规律性!
湿 地 植 被 的 鸟 类 组 成 记 录 XY种5水 鸟 和 陆 鸟 兼 而 有 之5以 亚 洲 短 趾 百 灵#黄 头 #红 脚 鹬jopqrst

uvutrwxk和田鹨为优势种!鸟类的种多样性指数l m̂X<Ye5明显地比荒漠草原植被与草原植被为高5密度亦

大5但分布的均匀度指数则较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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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 "##$年 %月各调查样区的鸟类只数&数字表示只数’
()*+,! (-,*./012,3.,1)40.40.5.06)+178,)3-1960:1.9,3,4161.4;):<"##$&=>?@ABCCDEFG=HGIGH>JK’

鸟类名称
样区编号

L M N O P Q R S T LU LL
鸭科 V=JWGHJA
赤麻鸭 XYZ[\]Y _̂\\‘ab]_Y M
翘鼻麻鸭 XYZ[\]YcYZ[\]Y O
鹰科 VddGeGWBGHJA
普通 f‘c_[g‘c_[ L
隼科 hJKdE=GHJA
红脚隼 iYjk[l_mn_\cb]‘m P
红隼 iYjk[cb]]‘]k‘j‘m M
燕隼 iYjk[m‘gg‘c_[ R
雉科 oDJCGJ=GHJA
斑翅山鹑 p_\ZbqZY‘‘\bkY_ M
鹤科 rB>GHJA
蓑羽鹤 s]ct\[n[bZ_ml‘\a[ M
反嘴鹬科 uAd>BIGBECWBGHJA
黑翅长脚鹬 vbwY]c[n‘mtbwY]c[n‘m LM

科 xDJBJHBGGHJA
凤头麦鸡 yY]_jj‘mlY]_jj‘m O S
环颈 ztY\YZ\b‘mYj_qY]Z\b]‘m R
东方红胸 ztY\YZ\b‘ml_\_Z‘m NO O LO R S L
鹬科 {dEKEeJdGHJA
红脚鹬 X\b]aYc[cY]‘m LS
林鹬 X\b]aYajY\_[jY S
鸥科 |JBGHJA
白翅浮鸥 ztjbZ[]bYmj_‘k[nc_\Y L
沙鸡科 oWABEdKGHGHJA
毛腿沙鸡 }~\\tYnc_mnY\YZ[q‘m M MU PQ M M O
杜鹃科 x>d>KGHJA
大杜鹃 z‘k‘j‘mkY][\‘m M
戴胜科 !e>eGHJA
戴胜 "n‘nY_n[nm P
百灵科 VKJ>HGHJA
蒙古百灵 #_jY][k[\~ntYw[]a[jbkY R O SQ S MNR
短趾百灵 zYjY]Z\_jjYkb]_\_Y LS NS M L LQ
亚洲短趾百灵 zYjY]Z\_jjYkt_j__]mbm Q OS NT LP LPO O LTT
云雀 sjY‘ZYY\l_]mbm L
角百灵 $\_w[ntbjYYjn_mc\bm MM LQ MQ OO OL NU LU

科 %EWJdGKKGHJA
黄 #[cYkbjjY ĵYlY L
黄头 #[cYkbjjYkbc\_[jY L OR
田鹨 s]ct‘m][lY_m__jY]ZbY_ L LR
布莱氏鹨 s]ct‘ma[Zj_&m’bb S
树鹨 s]ct‘mt[Zam[]b T
伯劳科 |J=GGHJA
红尾伯劳 (Y]b‘mk\bcYc‘m M
楔尾伯劳 (Y]b‘mmnt_][k_\k‘m M

科 %>CdGdJeGHJA
红喉歌鸲 $\bctYk‘mkYjjb[n_ L
黑喉石 }Yqbk[jYc[\)‘YcY O
白顶 *_]Y]ct_tbmnY]bkY O
黄腰柳莺 pt~jj[mk[n‘mn\[\_a‘j‘m M
极北柳莺 pt~jj[mk[n‘mg[\_Yjbm L

科 +?@ABG,GHJA
黄胸 $wg_\b-YY‘\_[jY Q
灰头 $wg_\b-Ymn[Z[k_ntYjY M
三道眉草 $wg_\b-Ykb[bZ_m Q
苇 $wg_\b-YnYjjYmb P M
芦 $wg_\b-Ymkt[_]bkj‘m L
文鸟科 oKEdAGHJA
树麻雀 pYmm_\wY]cY]‘m M LN
椋鸟科 {W>B=GHJA
灰椋鸟 }c‘\]‘mkb]_\Yk_‘m L N
鸦科 xEBIGHJA
喜鹊 pbkYnbkY M LQ
小嘴乌鸦 z[\l‘mk[\[]_ LQ M
达乌里寒鸦 z[\l‘mZY‘‘\bk‘m N

MU科 OP种 O Q Q Q S P Q LP LM T Q
LOTQ只数 QO TO SS LNULQSMNMMPQNNL OP PL N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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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 调查样区繁殖鸟类的区系特征"种的百分比#$%&

’()*+! ’,+-,(.(-/+.01/0-23).++4056)0.43(75(05/,+1/74810/+1

样区编号

9:;:<
=>?@A=B>C

种数

9:;:<
=DCEBC=

古北界

FGHGCGIE>BE
ICGHJ

东洋界

KIBCL>GH
ICGHJ

广布种

M:>NDGHGCGIE>BE
GL@:IBCL>GH
ICGHJ

O P OQQ Q Q
R S TU;U Q OS;V
U S TU;U Q OS;V
P S OQQ Q Q
W T TV;W Q OR;W
S W OQQ Q Q
V S OQQ Q Q
T OW VU;U Q RS;V
X OR OS;V Q TU;U
OQ X UU;U Q SS;V
OO S SS;V Q UU;U

鸟类区系划分依郑作新#OXVS%
表 Y 内蒙古草原鸟类群聚特征

’()*+Y ’,+-,(.(-/+.01/0-231/+ZZ+)0.4-2[[750/805\55+.]2562*0(̂_,05(

植被
类型

‘CaC>G>B:L
>ADC

样区
编号

9:;:<
=>?@A=B>C

鸟类
种数

9:;:<
=DCEBC=

种多样性
指数 bc值
dL@Ce:<
fBI@=DCEBC=
@BgCI=B>A

丰度
指数

dL@Ce:<
IBENLC==

均匀度
指数

dL@Ce:<
CgCLLC==

密度

#只数h公顷%
iCL=B>A

#dL@BgB@?GHhNJR%

荒漠草原植被 O P O;QU Q;VR Q;TR Q;SP
j>CDDC R S O;UO O;OQ Q;VP Q;XP

草原植被 U S O;UR O;OR Q;TR Q;TT
kADBEGH P S O;UW O;QU Q;VV O;UQ
faIG==HGL@ W T O;UX O;UV Q;SS O;ST

S W Q;XX Q;VU Q;SR R;UR
V S Q;US Q;XQ Q;UT R;WS

湿地植被 T OW O;WQ R;PO Q;PW U;UO
lC>aIG==HGL@

沙地植被 X OR R;OO R;TX Q;VP Q;PW
jGL@aIG==HGL@ OQ X O;TP R;QU Q;TP Q;WO

山地植被 m:?L>GBL OO S O;PU O;UT Q;TS Q;UV
<:IC=>aIG==HGL@

在沙地植被里 一̂般草原常见的百灵科鸟类已消失 且̂被一些树栖和灌丛栖的鸟类所取代 种̂类较多^
但 只数较少n灌丛草原的鸟类记载 OR种 以̂小嘴乌鸦和三道眉草 #opqrstuvwtxtyrz%数量较多n鸟类的种

多样性指数 b{|R;OÔ为所有调查样区中最高 密̂度则相对地低n稀树草原的鸟类记载 X种 数̂量以喜鹊

#}twv~twv%!燕隼#"v#wxz$qq$%rx%!红脚隼#"v#wx&rz~rs%t’$z%和树麻雀#}vzzrspx’%v’$z%等为优势n鸟类

的种多样性指数 b{|O;TP̂为所有调查样区中次高值 密̂度也相对地低 均̂匀度则高达 Q;TPn
山地 植 被 的 森 林 草 原 其̂ 森 林 部 分 以 林 栖 鸟 类 如 树 鹨#(’%)$z)xy*zx’t%和 黑 喉 石 #+v,twx#v

%xs-$v%v%的记录较多.草原部分是以短趾百灵和黄胸 #opqrstuvv$srx#v%较为普遍n鸟类的种多样性指数

b{|O;PÛ比荒漠!草原等植被为高 但̂比湿地和沙地等植被低n密度只有 Q;UV只hNJR 为̂所有调查样区中

最低n
比较各不同植被类型鸟类食性的相对比例#表 W%̂荒漠草原植被和草原植被的鸟类以食杂性的比例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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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食虫性与食其它无脊椎动物居次!但样区编号 "的食性比例则相反!食虫性与食其它无脊椎动物较多!
食杂性较少#样区编号 $则完全是食杂性鸟类%这两种植被类型的食植性鸟类较少!食肉性和食鱼性与食

其它无脊椎动物的鸟类完全缺如%湿地植被因有洼地池水的关系!食鱼性&食虫性与食其它无脊椎动物较

多!食杂性和食植性依序递少!食肉性鸟类没有出现%沙地植被以食杂性鸟类的比例为多!并增加食肉性鸟

类!其中尤以稀树草原’样区编号 ()*的食肉性鸟类有显著地增加!而食虫性与食其它无脊椎动物则完全缺

如%山地植被的食性与沙地植被有明显差异!它以食虫性与食其它无脊椎动物为胜!食杂性次之!食植性完

全没有%沙地和山地植被类型因草地上长有树木!地形景观立体化!提供猛禽可栖宿的环境!因而都有食肉

性鸟类出现!其中样区编号 ()的食肉性鸟类占 ++,"-!比例相当高%样区编号 ((和 .的食肉性鸟类分别

有 ($,/-和 0,1-的比例%整体而言!除了湿地有洼地池水和沙地&山地有树木!可提供不 同 食 性 的 鸟 类

外!草原上的鸟类食性均以食杂性和食虫性与食其它无脊椎动物较多!食植性相对地较少%
表 2 植被类型与调查样区鸟类食性分配’数字表百分比*

345672 38797:7;4;<=>;?@74>A;87@7BC7>;4:7=DD==A845<;E=D5<BAE=D74C8E;FA?E<;7
植被类型

GHIHJKJLMN
JOPH

样区

编号

QM,MR
SJTUO
SLJH

鸟类

种数

QM,MR
SPHVLHS

食植性

WKJ
XHIHJKJLMN

食杂性

YZNLXM[HS
食虫性与

其它无脊

椎动物

\NSHVJLXM[HS

食肉性

]K[NLXM[HS
食鱼性与

其它无脊椎动物

YĴH[S

荒漠草原植被 ( + _",) "),) _",) ) )
‘JHPPH _ $ ($,/ "),) 11,1 ) )

草原植被 1 $ ) $$,/ 11,1 ) )
aOPLVKb + $ ($,/ "),) 11,1 ) )
I[KSSbKNU " 0 (_," 1/," "),) ) )

$ " ) ()),) ) ) )
/ $ ($,/ $$,$ ($,/ ) )

湿地植被 0 (" $,/ _$,/ 11,1 ) 11,1
cHJI[KSSbKNU

沙地植被 . (_ ($,/ "),) _",) 0,1 )
‘KNUI[KSSbKNU () . ((,) ++," ) ++," )

山地植被 dMTNJKLN (( $ ) 11,1 "),) ($,/ )
RM[HSJI[KSSbKNU

e 讨 论

中国的草原地带都分布在北方温带地区!粗略地可分为温带草原&半干旱草原和高寒草原f__g%本调查

范 围 在 温 带 草 原 地 区!就 内 蒙 古 自 治 区 植 物 区 系 的 划 分!属 于 蒙 古 高 原 东 部 州f()g%这 里 以 海 拔 高 度 约

()))Z上下的高平原为主!地形开阔平坦!呈波状起伏%气候为内陆干旱&半干旱型%植物以含丰富杂类草

的草原植被占优势!群落形相单调%繁殖鸟类以雀形目为主!种数均不多%一般而言!草原繁殖鸟类的种多

样性和密度都不高f_1g!如北美地区草原繁殖鸟类也只有 _0种f_+g%中国西北高寒草甸繁殖鸟类 (.种f_"g!内

蒙古锡林郭勒草原繁殖鸟类 0"种f(_g%本次调查的 ((个样区中!共记载繁殖鸟类 +"种!但就各单一样区而

言!繁殖鸟类最少的样区只有 +种!最多 ("种%
鸟类种类的多寡与栖地外貌形相的复杂性有密切的关系f0g!增加环境的复杂性能够增加许多可 利 用

的不同资源f_$!_/g!并减少资源的竞争f_0g!增加不同种在同一区域共存的机会f_.g%在 ((个调查样区中!荒漠

草原&草原和湿地等植被的形相呈现广大平原的景象!环境单调!同质性高!虽然植被垂直高度除锦鸡儿和

芨芨草略高外!一般高度不超过 _)VZ%植被覆盖度除样区编号 $外!一般也随荒漠草原&草原和湿地等植

被而逐渐增大’表 (*%这些植被的鸟类如毛腿沙鸡&东方红胸 和各种百灵等都筑巢在地面上!种类不多!
在 +h0种之间!但是其中蒙古百灵和短趾百灵的分布值得注意%此两种鸟类在草原和湿地植被的分布很

广!则都不在荒漠草原植被出现!显示它们不适干旱的环境%湿地植被因含有部分水域!食物资源类型与前

述两种迥异!使在种类上增加一些如鹤类&雁鸭&鹬 等水鸟!其鸟类种类增至 ("种%沙地植被和山地植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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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有灌木和乔木生长其间!景象呈立体化!环境趋向复杂!异质性高"#$!树枝可供鸟类停立鸣唱 或 栖 宿!因

而草原鸟类几乎完全消失!则增加一些在树上筑巢的树栖鸟类如伯劳%麻雀%椋鸟和喜鹊等!种类也较多!
在 &’()种之间*然而灌丛草原!榆树稀树草原和森林草原的外貌形相不同!栖息其间的鸟类种类亦多少

有所差异+表 ),*
草原繁殖鸟类种多样性指数和密度一般都低"-$*本调查各样区的鸟种多样性指数+./值,!一般也低*

它的 .0值随着荒漠植被的 (123和 (13(!草原植被的 213&’(134!山地植被的 (1-3!湿地植被的 (152!而

至沙地植被的 (16-和 )1((+表 -,逐渐增高*这些数字显示在水平单调的荒漠草原%草原和湿地植被样区

中!湿地植被的鸟种多样性指数大于草原植被!草原植被的鸟种多样性指数平均又大荒漠草原植被*这种

现象似乎与水有关!水多的地方!鸟类种类增多")3$*在水平又垂直!且较复杂的植被样区里!沙地和山地植

被的鸟种多样性和丰富度指数!一般比荒漠草原和草原植被高")3$*沙地植被的栖地结构多样性大于山地植

被"4$!本调查结果!沙地植被鸟种多样性和丰富度指数明显大于山地植被+表 -,*在沙地植被中!灌丛植被

的栖地结构多样性又大于稀树植被!同理其鸟种多样性和丰富度指数也大于稀树植被*这些现象可能都是

调查样区之栖地斑状群+789:;<=>??,增多"#$及垂直异质性增加"6$!或水平异质性减少的关系"4$*密度的顺序

与鸟种多样性指数略有不同!无树的草原鸟类密度大于有树的草原*5个不同植被的鸟类密度依序是湿地

植被!草原植被!荒漠草原植被!而后是沙地植被!山地植被*
植被因结构不同所形成的种间分离!在同域草原或开旷地区是常见的")3$*草原地区植被结构相对地简

单!生 产 力 低!其 间 多 以 吃 昆 虫 和 种 子 的 食 杂 性 鸟 类 为 优 势 种")$!鸟 类 形 态 特 征 如 体 型 中 等!嘴 形 较 不 一

致!觅食行为也多样*具较大且杂的植被结构如灌丛%稀树或森林等草原!一般支持较多的食肉性和小型食

虫性鸟类")!-!32$*本调查各样区的鸟类食性分配+表 5,!其结果正符合上述的现象*唯湿地植被所提供的不

同食物资源!因而吸引许多水鸟*在草原鸟类群聚中!种与种之间的竞争是机遇的"6$!体长和嘴长都与掠食

物的大小有关"3($!如食肉性鸟类体型较大的种!有较大的嘴和领域!倾向掠食较大的食物@体型小者则掠食

小食物!因而避开竞争的压力*然而同属共域的鸟类!因形态相似!所须的环境资源如栖地与食物相近!通

常 种 与 种 之 间 会 产 生 竞 争 排 斥 的 现 象"3)$*但 是 如 果 环 境 资 源 丰 富!食 物 无 缺!同 属 共 域 鸟 类 可 共 享 资

源"33$*同属共域鸟类亦可在觅食项目上有所不同"3-!35$!或在时间上"3&$与觅食行为技巧上错开"3)$!以减少竞

争的冲突!达到共存的目的*本调查的各样区中!同属共域的种类!在草原植被样区编号 &中有短趾百灵和

亚 洲短趾百灵@在湿地植被样区编号 6中有赤麻鸭+ABCDEFBGHEEIJKFHB,和翘鼻麻鸭+ABCDEFBLBCDEFB,!
以 及红脚鹬和林鹬+AEKFJBJMBEHDMB,!此二样区都是无树的草原地区@在沙地植被灌丛草原样区编号 4中

有灰头 +NOPHEKQBRSDCDTHSUBMB,和三道眉草 !以及小嘴乌鸦和达乌里寒鸦+VDEWIRCBIIEKTIR,@在榆树

稀树草原样区编号 (2中有红脚隼%红隼+XBMTDLKFFIFTIMIR,和燕隼*这些同属共域种如何避免竞争!达到共

存!尚待进一步研究*
草原鸟类群聚随季节的转移而有所不同")5!3#$!也随每年气候条件如降雨量的不同而有所变异"-!36$*本

研究以繁殖期的调查为基础!为期甚短!惜未能对季节转移和连续多年调查的变化做探讨*影响草原鸟类

群聚的因素除气候外"-$!人类对栖地的干扰如放牧"34$!或改变土地利用如造林或农垦"-2$!都会产生重大的

改变*这些问题亦有待将来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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