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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盐城黑嘴鸥的繁殖栖息地选择

江红星，楚国忠，侯韵秋
{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全国鸟类环志中心，北京 100091)

摘要 对江苏盐城黑嘴鸥策技期觅食地和营巢地及其主要特征进行了调查。黑嘴鸥策殖觅食地有盐田、雌趁滩、草滩、水

产品养殖塘、农田、泥质滩涂及河口港汉?种类型。生境选释的结果表明照嘴鹤对俄蓬滩涂和泥质滩徐都有正选择性，对

农田和何口港汉具有负选择性，筑殖前期对养殖塘具有正选择性 不同筑殖时期黑嘴鸽对旅蓬滩和养技塘的利用情况变

化最明显;两年中，盛嘴叻对河口港汉的利用情况稳定.黑嘴鸥营巢地有扮毛滩 孩蓬滩和大米草滩3种类型，其中旅墓

滩是其主要营集栖息地、对集址选择因子的分析的结果表明 影晌黑嘴鸥集址选择的因子主要有今类 依次为 位被益度

和群集度，人为活动干扰强度、底栖生物a及距水源距离 其A献率分别是2s. z3 f .20. ss q}, l a. az l , f a. a2 % .

关健谕、黑嘴眺 觅食地;营集地;生址选择、具址选择因子、枉苏盐城

Breeding Habitat Selection of Saunders' Gull Larus saundersi in

Yancheng of Jiangsu Province
JIANG Hong-Xing, CHU Guo-Zhong, HOU Yun-Qiu   (.national Bird Banding Centm of China.
Chinese Academy of Forestry, Beijing  100091. China). Acta 8cologica Sinica.2002,22(7); 999̂ 1004.

Abstracl;This article shows the characteristics of foraging and nesting habitats for Saunders' Gull (Larus

saundersi ) in Yancheng Biosphere Reserve. Seven types of foraging habitats for Saunders' Gull were

recorded; saftworks. Suaeda yhaura beaches, tidal grassland, aquatic ponds, farmlands, tidal mud-field,

and rivers and streams. We compared the habitat availability with utilization in these seven habitats.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S- da yhaura beaches and tidal mud-fields were positively selected by Saunders'

Gull, and farmlands and rivers and streams were avoided. In the first phase of breeding period. aquatic

ponds were also positively selected. The selection of Suaeda yhaura beaches and aquatic ponds changed

heavily in different breeding periods of 1999--2000 and the selection of rivers and streams is stable. Three

types of nesting habitats for Saunders' Gull were recorded: Spartina angeliera community. Suaeda yhaura

community and Aleuropus littoralis community. Suaeda yhaura community is the main nesting habitat for

Saunders' Gull.  The results of factor analysis indicates that factors affected nest-site selection for

Saunders' Gull orderly are vegetation coverage and group degree, distance to human activity, biomass of

zoobenthos and distance to water source, the contribution rate of them respectively is 26. 23%. 20. 55%.

14.82%, 14.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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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野生动物的生凌正面临着减少、衰退以及破碎化的威胁。一个物种是否需要进

行保护，取决于该物种可利用的生境状况、个体的行为与种群动态状况n1因此，对物种的生竣要家与结

构、生境选择等进行研究.可为物种保护提供科学依据

    黑嘴鸥(L ... saundersi)是世界濒危鸟类之一1;,，中国鸟类红皮书中将其定为易危物种1’!【最新研究

资料表明，黑嘴鸥主要在我国东部的辽宁、河北、山东、江苏等沿海地区繁殖‘·s7国外仅在韩国有一次24

只繁殖群的报道① 对黑嘴鸥萦殖栖息地只有简单的描述[e-sJ没有系统的定量化的报道 于t999年和

2000年春夏在江苏盐城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对黑嘴鸥的繁殖生态开展了研究，现将黑嘴鸥繁殖栖息地选择

的研究结果总结如下

1 研究区概况

    盐城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是黑嘴鸥萦殖分布的最南界.越冬分布的最北界丫，在32038'- 34031'N.

119027’一121015E之间，由江苏盐城沿海5县〔市)(东台、大丰、射阳、滨海、响水)的海岸滩涂组成 为粉秒

淤泥质海岸，海岸线总长度约588k.,总面积为455,330h.%海拔高度3-6mp该区处于北亚热带和暖温

带过渡区，兼有海洋性和大陆性气候.气候温暖湿润，雨水充沛 四季分明 年最高温度可达38 C，年降雨量

980-1070mm其中5-9月份全区降雨量达到700.m 占全年降雨量的70买左右。保护区的主要保护对

象为丹顶鹤(Gras japon-is)和其它濒危鸟类及其栖息地

    滩涂原生植欲演替层次十分明显，从海边向陆地方向，过波类型依次为:无植被的光滩，间有人工种植

的大米草(Spartina angeheca)滩、碱g(Suaeda yhaara)滩、掉毛(Al-op., littara6s)草滩、白茅(fmperata

cylindrical varnajor)草滩或芦苇(Phragmiles aatrali.s)滩

2 研究方法

    1999年和2000年春夏 对黑嘴鸥繁殖期觅食地和营巢地及其主要的生态因子进行了调查。觅食地数

量统计采用直接计数法，同时采用Neu方法pa〕对黑嘴鸥的不同萦殖时期的生境可获得性与可利用性进行

分析，利用Bonferoni的Z分析[”计算黑嘴鸥对各种生境的利用程度的期望区间.以确定黑嘴鸥对生境的

选择性;利用Friedman检验}sl来比较不同繁殖时期黑嘴鸥对生境的利用悄况。巢址选择以每一巢址为中

心，1X1.，样方调查，内容包括:植被类型 植被高度，植被盖度，巢中心距地缘最近距离.植被的群集度，地

表蟹洞的数量，地表螺类的生物量，巢址距水源的距离，巢址距道路或人为活动的距离等。其中植被的群集

度分为5个等级;l单株,2小丛、3大丛或小斑块、4大斑块和5密集群丛。利用SPSS 8. 0统计软件进行因

子分析。

3 结果与分析

31 觅食地类型

    萦殖期.黑嘴鸥觅食地受到多种因素限制.如食物的丰富程度、水源状况、隐蔽物条件以及人为活动干

扰程度等。调查发现其觅食地主要有7种类型:盐田碱蓬滩，草滩，水产品养殖塘，农田，泥质滩涂及河口

港汉

3.1.1 盐田 多位于保护区的北部地区。盐业生产工艺采用晒盐法，即通过阳光堆硒和风力的作用将海

水逐步浓缩 由于扬水滩中的水直接从海水中抽上来，其水质、生物最及生物种类与附近的海水相似.有丰

富的鱼，虾以及姗类贝类等水生生物。一级水库及初级扬水滩与人为活动距离较远，因此对人类活动的干

扰具有一定的缓冲作用.是黑嘴鸥较适宜的觅食地之一。黑嘴鸥多取食于初级盐田和扬水滩等含盐量较

低、生物量较高的地方

3.1.2 碱蓬滩 碱蓬滩群落是海滨盐生植被群落演替的先锋群落。大部分喊蓬滩位于保护区的中部和南

部地区，位于海堤的东侧.由于上壤含盐量较高，利用价值较低而没有被围垦。底栖生物主要有螺类、妞类

及沙蚕等 碱蓬滩是黑嘴鸥的重要觅食地之一。随着海边泥沙的淤积，海岸线向外扩展，滩涂逐渐远离海

忿 摘自《漫地通讯)1999.4: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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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土壤含盐量逐渐降低，樟毛、大德结缕草等物种逐渐侵人碱蓬群落并最终替代它。

3.1.3 草滩 草滩是滩涂盐生植被群落演替的顶级群落之一 以自茅为植物优势种。草滩中，物种的数量

和种类都十分丰富。在低地和河口。主要伴生植物为沼生植物，如芦苇和糙叶苔草(Ca二二‘cabrijolial等 在

较于燥的滩涂，主要伴生植被为璋毛，大德结缕草等。底栖生物主要有螺类，蟹类等。

3.1.4 养殖塘 养殖墉的修建多为用推土机在鱼塘内部靠近堤坝处推出一条浅沟，将推出的泥土移至堤

坝上。一方面可以起到护堤的作用，另一方面在冬季收获季节，渔民将鱼塘中的水排干.仅利用四周水沟中

的水来收获水产品。每年冬季 由于收获水产品，鱼塘中除四周浅水沟有积水外卜中间大面积即将干捆或存

下水深仅几厘米以下的面积大小不等的薄浅水面，为越冬和策殖前期的黑嘴鸥提供丰富的食物来源‘”。川

3.1.5 农田 农田多位于保护区的缓冲区以及过渡区 每年春耕季节 部分农田引人水源进行种源田。田

中大量的昆虫和地蛙等水生生物为黑嘴鸥提供了一定的食物来源。

3.1.6 泥质滩涂 泥质滩徐位于河硫人海口的潮间带，每天涨潮都会被海水淹没，退溯之后.泥质滩涂上

将残留大量的鱼、虾、贝类、螺类、沙蚕等水生生物。泥质滩涂是黑嘴鸥良好的觅食地

3.1.7 河口港汉 河口港汉一直是黑嘴鸥的稳定觅食地 主要位于黄沙港口、射阳港口等地。这些河流中

有鱼，虾，蟹等水生生物

3.2 不同繁殖时期的生境选择

    1999年和2000年不同繁殖时期各种生境类型中黑嘴鸥的数量见表l.在其他生境类型中发现黑嘴鸥

的数量较少，在此未做统计

                  斑1  1999-2000年不同，玻时期各种类型生境的面积及共中.，晚的巨.

          Table 1  Numbers and areas of differm hsbilat types fn different brceding peslods of 199，一2

面积' Area(km=)

  年 月
Y... Month

  玻蓬滩
  S- d.

cased, beaeh

养殖抢

Aquatic
ponds

    农田 泥质滩涂
Paddy fields Mudflats

河口港搜

Rivers and kitNatal

训
糊
923
927
973

1999-04

1999-07

2000-04

2000-07

686.2973
2407.1

  I3

    0

  12

    3

1876.5

373

  473

  465

  479

128.4

  27

26

25

  18

2197116
柳
”
412赞由于盐城滩涂属于淤长型，这里数据以1998年数据为准The data is tnainly based on the database of 1996 with the

.pread of t阮mudflats

    将黑嘴鸥对某种生境的可获得性表示为某种生境占总调查生境面积的百分比，即理论期望的比例;将

黑嘴鸥对某种生境的利用性表示为这种生境中个体数占总个体数的百分比，即观察到的实际比例。采用

N。方法和13onferoni的Z分析对黑嘴鸥的生境可获得性和可利用性进行对比其结果是黑嘴鸥在不同萦

殖时期对生境具有明显的选择性(表2)0 1999年和2000年夏季，属嘴鸥对碱蓬滩涂和泥质滩涂都有正选

择性;对农田和河口港汉具有负选择性。在繁殖前期对养殖塘具有正选择性，策殖后期对其具有负选择性。

1999年4月对盐田没有选择性，其余几次调查表明对盐日具有负选择性。2000年4月调查表明对草雄没

有选择性，其余几次调查表明对草滩具有负选择性

    采用Friedman检验来比较不同景殖时期黑嘴鸥对生境的利用情况(表3).在不同时期，黑嘴鸥对生境

的利用是不同的:其中，变化最大的是对养殖塘和碱蓬滩的利用 1999年和2000年萦殖后期对各种生境的

利用情况墓本稳定，2000年萦殖前期，黑嘴鸥对盐田的利用程度与1999年同一时期相比明显减少(Xf=

4.7,P<0.05)，而对草滩的利用情况明显增加(X;=7.2.P<0.01),另外、两年中黑嘴鸥对河口港汉的利

用情况一直保持着较稳定的状态(X;=0. 04,1. 3,0. 8,2. 6.n. s. ),

33 营巢栖息地生境类型

    黑嘴鸥在盐城保护区主要在碱蓬、璋毛、大米草3种生境中营粱繁殖，两年中3种生境中黑嘴鸥的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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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2  1999- 2000年不同佑且时期像嘴鸽的生境选择

Table 2  Habitat selection勿Saunders' Gull in different breeding Periods of 1999̂ 2000

可获得程度Availabibrv

  年 月

Year-Month
  盐田

S h fields

    傲班滩

Snaedn su.uda

      卜朋刃h

养殖塘

Aqualm

pond.

泥质滩涂
M,ndfl-

河 口港汉

Rivers and

stre汪n1s

1999-04

1999-07

2000-0a

2000-0y

  草滩

Grassy

lands

  3.8

  2 4戈

  2..4c

;:一:

农田

Psddy
fields

40 4

  I5(’.)

0〔二

2.D( ，) ;:{:一}

3t. 5

al. s'“

5]3 “

so. 2' -

as.2月“

︸︸侧﹃P< 0. 05. ‘

Table 3

P<0.01;括号表示负选择Parentheses Indicate negative selection

        衰3  1999.2000年不同，殖时期界嘴晚对生垅的利用状况比较

The difference of habibl use勿 Sounders' Gull in different breeding periods of 1999--3000

  年 月

Year month

  盐田

Salt fields

    碱蓬滩
Suneda s- do

      hear卜

泥质滩涂

Mud[lata

河口港汉

Rwets and

另tt吧习n1s

一一
154. 4'，

296 7，’

  I2，8.碑

    0 9

8.0' 290289:一
:.:. :;

州
06
妇
斜

    1999-04'07

  2000-04-07

1999-04-200804

1999-07̂ 2000-07

P< 0. 05.’‘:P<0. 0l

窝数分别占发现的总巢窝数的79. 52兀 17. 35写和3. 13肠 3种生境的主要特点为〔碱蓬生境的特点见本

文“3. 1")①璋毛生境，璋毛群落是滩涂盐生植被群落演替的顶级群落之一，位于潮间带偏上的部位.由于

梅水侵蚀的减少 土壤盐分含量降低。底栖生物主要有螺类，蟹类等。②大米草生境，大米草群落主要生长

在光滩上，防着滩涂的逐渐侵蚀，植被逐渐向潮间带扩展。其土壤含盐量最高受海水俺没的可能性最大

底栖生物量丰富。

3.4 巢址选择的因子分析

    共调查了112个黑嘴鸥的巢址样方，其中嶂毛

生境中54个，碱蓬生境中58个。黑嘴鸥巢址生境选

择的各主成分的特征值及各特征值的贡献率见表

4 前3个主成分的贡献率均大于1,当提取前4个

主分量时，攀计贡献率达到75. 62'/0 ,说明前4个主

成分基本包含了了个变量的总信息量。提取前4个

主成分并计算出各变量对应的特征向量(表5)}由

表5可知，对第一主成分影响较大的是植被盖度，它

的相关系教为0.945，其次是植被的群集度，相关系

数为。.6，这反映黑嘴鸥亲鸟及雏鸟的取食条件以

及对撰的隐蔽要求 在第二主成分中，影响最大的是

        衰4 燕嘴眺橄址选择各主成分的特征值

Table 4   Eigenralues or principle components for

selection or Saunders' Gull

  主成分

Principal
component

  特征值

Eige- lue

贡献串

ci>o1
乐计特征值，计$1献举
  Cum. 伽m.硬'l., )

1. 84

3 27

4. 31

5.29

S. 96

26 23

46.78

61. 60

75. 61

85. 16

2623介14821402黝

J
q

夕
性

J
侍

们舀

弓
卫

9
曰

J任

0

9

6

卜

1*

卜

仓

让

      6        0.58       8.21      6.54      93.37

      7        0.46       6.63      7.00     100.00
- - 一 - .，.........口..........

人为活动的距离，其相关系数为。958这反映了人类活动对黑嘴鸥选择巢址的影响。在第三主成分中，底

栖生物量对其影响最大，相关系数为0. 977,将其定义为食物因子.在第四主成分中，影响最大的是巢址距

水x的距离，它的相关系数为。.974,将其定义为水源因子。

    对黑嘴鸥巢址选择影响较大的主要因子分类见表6

    黑嘴鸥巢址选择的因子分析结果表明:黑嘴鸥对巢址的选择有着明显的选择性。植被盖度.人类的干

扰强度，底栖生物量，水源距离是黑嘴鸥巢址选择的主要因子，各自的贡献率为26. 23 0% , 20. 55% ,

14.82%,14.02%

      - ~一 ~~~~~，，，，，，，...门..‘，，，，一一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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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衰5 招嘴鹅舰址迭择，掀特征向，的转，矩阵

TableS Rotated Matrix of di叱nostic vectors for nest site selection of Saunders' Gull

                    变3

                    Vanaacc

植被高度Heigh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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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衰‘ 翻嘴晚跳址选择的主成分分类

Table‘ Clamiflcation of principal components for nest-site selection of Saunders' Gull

黔
  参数

Parameter

第一主成分 植被盖度(-/1 Coverage
The first PC 群集度Group degree
第二主成分 距人为干扰距离(ml
The second PC  Distance to human disturbs

  第三主成分 底栖生物且〔g/mil
The third PC   Biomass of xoobeothns

  第四主成分 而水源距离
The forth PC   Distance to water sources

平均值
Mean

.08士25.

      3

900士 361

命名
Na-

取食效率及隐蔽因素

贡献率〔%)

Loading26. 23
Factor of foraging efficiency and refuge

干扰因素
fhatarbancc factor

食物因家
Food factor

水孩因家
waver anurr- factor

20.55

298. 3士62.5 14. R2

791. 34士367.5 14. 02

4 结语
    近年来，随着滩涂的围垦和开发，江苏盐城国家级自然保护区黑嘴鸥的繁殖栖息地正面临着大面积的

丧失，如1998年，川东工程围垦开发为水产品养殖塘和农用生产基地，大丰港口的修建;1999年，集资闸以

东围垦开发虾贝混养他等;随着人类在滩涂上活动范围加大，黑嘴鸥萦殖地受人为干扰因素逐渐增强，如

挖沙蚕，构黄盆，拾虾贝等。这些因家严重影晌黑嘴鸥对繁殖栖息地的选择和利用。

    黑嘴鸥生境选择的结果表明了黑嘴鸥在不同的萦殖时期对生境具有明显的选择性，这种现象在其它

许多鸟类中都可以发现us-u1泥质滩涂一直是黑嘴鸥的重要觅食地 这与越冬期黑嘴鸥的觅食地的选择

基本一致[13, Ll. LB:，占总面积31.5肠的区域栖息着约占总数48. 15%个体，在效殖的不同时期黑嘴鸥对泥质

滩涂均具有正选择性(P<0. 01)，这主要与泥质滩涂上丰富的食物量，较低的人为活动相关。不同繁殖时

期，黑嘴鸥对占总面积3.7%的碱蓬滩具有正选择性(P< 0. 01)，在族殖前期碱蓬滩栖息约占总数10.4纬

的个体，繁殖后期栖息约占总数40. 6%的个休。在公殖前期，养殖塘是黑嘴鸥主要栖息地之一 占总面积

11.5%的区域栖息着约占总数的31. 9%的黑嘴鸥个体，黑嘴鸥对养殖塘具有显著的正选择性(P<0.01)I

这主要与当地捕鱼方式相关，每年12月底将养殖塘中的水放干，仅荆四周水沟有水 这样鱼类和其它水生

生物都转移到浅水沟中，一些底栖动物也攀露在滩面。养殖塘中的鱼、虾以及暇、蟹等底栖食物为越冬和繁

殖前期的黑嘴鸥提供了丰富的食物资源。但5月上旬以后 鱼塘将相继补水养鱼 由于水位较深，影响了黑

嘴鸥的取食，所以每年萦殖后期黑嘴鸥对该生境具有负选择性(P<0.01),

    两年中黑嘴鸥对河口港汉的利用情况一直保持着稳定的状态(r= 0.04,1.3,0.8,2.6,..a)，占总面

积21. 5 的区域在不同的策殖时期都有数十只黑嘴鸥在觅食。在不同繁殖时期，黑嘴鸥对养殖塘和喊蓬

滩的利用情况变化最大，繁殖前期黑嘴鸥对养殖塘的利用明显高于峨殖后期(尸= 154. 4, 296. 7, P<

0. 01)，对碱蓬滩的利用明显要小(Xr=290.9,289. 2;P<0. DU,造成这种利用状况变化的主要原因是公殖

后期养殖塘的水位较高，生物量降低。
    食物、水和隐蔽物是野生动物生境的三大要素[is1。在黑嘴鸥巢址选择的因子中，取食效率和隐蔽条件

(植被盖度和群集度)为第一主成分，说明黑嘴鸥把对巢卵的隐蔽性放在最重要的位置.这不仅有利于逃避

万方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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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敌的捕食，同时可以防止人为拣蛋;人为干扰距离为第二主成分，保证了黑嘴鸥正常抱孵行为，增加其繁

殖成功率;底栖生物量和水源距离分别为第三和第四主成分 保证了雏鸟的成活率。因为黑嘴鸥惟鸟出壳

后40d左右才能飞翔，此期间，食物和水分的摄取，一方面依靠亲鸟的喂养，另一方面依靠自身在附近的柄

息地中获取 所以，黑嘴鸥在选择巢址的时候，会将底栖生物量和水源跄离作为选择的重要因常之一

    巢址的选择对鸟类的繁殖成功极为重要，是鸟类在长期的进化过程中，通过自然选择而形成的一种防

御对策 它能将该时、该地同类的千扰.天敌的危害及不良天气的影响等，降低到最低水平，从而大大提高

幼鸟的出飞率和质量Izo 因子分析结果表明:黑嘴鸥对巢址的选择有着明显的选择性。其主成分依次为植

被盖度和群集度，人类的千扰强度 底栖生物量和水源距离，各自的贡献率为26.23%,20.55%.14.82%.
14.02%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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