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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于 7AA9B!$$$年夏季3运用 +c-定位系统确定了 7!块面积范围为 #j;B77!j9Gd!的彼此隔离的森

林斑块3比较了斑块面积和栖息地质量对繁殖鸟类群落结构的影响D结果表明?不同面积斑块中繁殖鸟类

的群落结构有所差异3各斑块所容纳的繁殖鸟类的物种数从 =种到 !#种不等3鸟类物种数随着斑块面积

的增大而增多D不同鸟类对斑块面积的反应并不相同3耐边缘种偏爱面积较小的斑块3而非边缘种偏爱在

大面积的斑块中繁殖D斑块栖息地质量也是影响鸟类群落结构的重要因素3质量好的斑块包容的鸟类物种

较多D鸟类物种丰富度与斑块质量的相关性8k!l$j#:>小于与斑块面积的相关性8k!l$j99>D各斑块中的

鸟类群落结构在不同年份间比较相似D栖息地破碎化不但缩小了栖息地面积3同时也不同程度地降低了栖

息地的质量3从而消极地影响着鸟类群落结构的稳定性和鸟类的物种多样性D
关键词?斑块面积<斑块质量<群落结构<鸟类物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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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栖息地破碎化对鸟类的群落结构产生深刻的影响gVWOh.主要是因为破碎化后栖息地面积的缩小和

栖息地质量及微环境的改变.导致栖息地内可利用资源的部分丧失和重新分布以及种间i种内竞争机制的

变化.从而影响着鸟类的分布模式和群落组成gT.Rhj有关森林景观破碎化对鸟类群落结构的影响国外已有

过研究gGWVMh.多数研究侧重于物种和面积的关系上.而将物种i面积和栖息地质量同时考虑的报道相对较

少gVVhj栖息地破碎化与鸟类生存状况国内学者也做过研究和报道gVAWVTh.但多在种群水平.有关栖息地破碎

化与鸟类群落关系的报道较少gVR.VGhj了解破碎化对生物群落的效应.对维护生物群落稳定及对野生动物的

保护和管理均有重要意义j本文从斑块面积和斑块质量两个方面.分析了栖息地破碎化对鸟类群落产生的

效应.比较了二者的效应强度.希望能为野生鸟类的保护和自然保护区的管理提供参考j

k 研究区域简况与研究方法

k4k 研究区域简况

野外工作是在左家自然保护区和土门岭地区完成的j左家自然保护区和土门岭地带位于吉林省东部

山区长白山地向西部平原过渡的丘陵地带.位于东经 VAGlMmWVAGlOm.北纬 TTlVmWTRlAm.海拔 AMMWRMM7.
面 积 为 CFI7Aj林 型 为 山 地 次 生 林.平 均 林 龄 为 RMWGM(.其 中 重 要 乔 木 VV种.尤 以 蒙 古 栎<nopqros

tuvwuxyrz>i白皮柳<{zxy|tz}so~zvz>为多j树木平均高度为 VRWAM7.平均树冠高度为 TWF7.乔木平均

胸 径 为 ARW OR#7j灌 木 以 刺 玫 <{r!y"pv~zqz~z#uqzrz>i关 东 丁 香 <{$qyvwz%ux&y>i榛 <’uq$xo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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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主+草本植物以菊科,-%.&%/0#)"*和禾本科,1$).02")"*植物为主+除次生林外3本区还有草

甸4农田4水库和林间空地等生态景观+由于开垦农田4建立养殖场4修公路等人为因素的干扰3该区域的次

生林已严重破碎化+

567 研究方法

56765 次生林斑块面积及斑块间隔离度的测定 于 8999年4:;;;年春夏季3在左家自然保护区和土门岭

地区 <=>?:范围内3运用 @AB定位系统共测量 8:块次生林斑块的面积3为了便于比较3林型皆选针阔混

交林+研究中3把斑块定义为C被异质性斑块阻断3与同质性林型至少相距 8;;?的森林岛屿+大多数斑块

,<DE*被 农 田4草 甸 和 针 叶 林 等 景 观 相 隔 离+8:块 斑 块 的 面 积 范 围 在 FGHI88:G<J?:之 间3平 均 为

:HG=J?:+

56767 鸟类调查 鸟类调查方案主要参考 KLM>N和 OMPP介绍的方法QFR3并根据研究需要对原方法做了部

分 的改进+运用@AB测定每个斑块的中心3然后从中心向 S个基本方向引 S条直线3在直线上确定观测点3
为了尽量避免对一只或一对鸟的重复记录3每个样点相距 8;;?+调查时3每个样点停留 8H?TU3记录所看到

的鸟类+繁殖鸟类的确定以巢4出飞的幼鸟以及明显的领域行为为依据+每个繁殖季节对各个斑块调查 D
次+运用VMW的方法检验每个斑块中的鸟类物种数是否达到高峰平台期Q8=R3取此期的鸟类物种丰富度与斑

块 面积4栖息地质量进行拟合+VMW介绍的公式是CXYX?MZNZ[,\] _̂*3其 中3X为 所 观 测 到 的 物 种 数‘

X?MZ为根据经典值预测的最大物种数‘_为每个观测时间段的数量‘]为观测所用的总时间,?TU*+

5676a 斑块栖息地质量分析 以栖息地的植被结构特点反映栖息地的质量+栖息地质量分析采用 KLM>N
和 OMPP介绍的方法QFR+以每个观测点为圆心3做一面积为 ;G;SJ?:的样圆3测量样圆内乔木,胸径b<c?*
的 密度,数量 ;̂G;SJ?:3记为 _d*4树高,?3记为 ef*4胸径,gh!3单位为 c?*4树冠盖度,用百分比表示3
记为_-i*‘灌木的数量,数量 ;̂G;SJ?:*4高度,?*4盖度,用百分比表示3记为X-i*+以及草本植物的地面

盖度,用百分比表示3记为 1-i*+另外3记录了研究区域中所有树木的种类,_$""Xj*3每个斑块中所有树

木的种类,_$""Xk*以及每个样圆内所有树木的种类,_$""X-*‘样圆内胸径l:;c?树木的数量,m8*3胸径

为 :8ID;c?树木的数量,m:*3胸径bD;c?树木的数量,mD*‘测算了每个样圆内树木的总基面积,kj8*
和平均基面积,kj:*‘此外3把灌木分为 D层C高度为 ;I;GH?记为 X!$nh83高度为 ;GHI8?记为 X!$nh:3
高度b8?记为 X!$nhD3估算斑块中不同灌木的密度+

5676o 数据处理 对原始数据进行正态分布检测3如果数据不符合正态分布3则对其做平方根转换+运用

KPMpqrsPtTu分析,Krv*对各个斑块中树木的重要值,树种相对丰富度w相对基面积 :̂*进行分析Q:SR3确定

哪些树种对区分斑块的植被特点起重要作用+运用主成分分析,Arv*估算不同斑块的异质性Q:HR3分析中提

取每个斑块变量的前 D个成分计算成分分值3并以前 D个成分的分值计算欧氏距离3以此估算各个样点的

变异程度3从而估算斑块栖息地异质性Q:;R+运用指数函数描述斑块面积与鸟类物种数的关系+运用多元回

归分析检测斑块栖息地面积及斑块栖息地质量对鸟类群落的影响3进行多元回归时运用如下自变量C树种

的重要值4描述栖息地的结构变量4两个主成分的分值和斑块面积+

7 结果

765 斑块栖息地的植被结构

所有斑块中共有乔木 ::种+Krv分析的前 D个组分体现不同斑块中树种组成总变异的 <9E,表 8*+
第 8组分表明区分斑块内的植被分布以蒙古栎,xn"$yn/.%2z%(0y)*和黑桦,k"#n()g)!n$0y)*的重要值为

主要生态指标3第 :组分和第 D组分表明各个斑块内的植被特点与松属及落叶松属树木关系较大+除小叶

杨,{%&n(n//0.%200*与栖息地面积呈微弱负相关外,$Y\;GD<3{l;G;H*外3其它树种与斑块面积不呈相

关性+
对 斑块内植被 特 点 主 成 分 分 析 的 结 果 表 明3前 D个 成 分,{-8ID*反 映 了 植 被 结 构 变 异 信 息 的 =FE

,表 :*+第 8主成分以树木密度和树种丰富度来区分不同斑块的植被特点3第 :主成分与基面积和灌木数

量关系较大3第 D主成分体现平均树高和树冠盖度的差异+对植被变量与斑块面积做相关分析的结果表

明3仅 有 少 数 变 量 与 面 积 呈 微 弱 相 关,平 均 基 面 积 |:Y;GDD:3{b;G;H‘树 冠 盖 度 |:Y;GD;S3{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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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灌木密度 %&’!"&()*+,!"!#-*其它变量与面积相关关系不明显.进一步用前 /个主成分的分值

与面积的自然对数进行相关分析*发现仅 +01与面积呈微弱正相关2%&’!"//3-.斑块内样点平均变异的

距离范围是 1"&4到 /"1/*样点数的多少并不影响植被变异程度*说明斑块内及斑块间植被结构存在着差

异*但大多数植被结构特点基本不受面积因素的影响.
表 5 斑块中优势树种重要值的 6789:;<7=>?分析结果

@8ABC5 DC?<B=?EF6789:;<7=>?8G8B9?>?A8?CHEG>IJE7=8GKCL8B<C?EFHEI>G8G==7CC?JCK>C?8IEGMJ8=KNC?

树种 OPQQRSQTUQR 数值轴 1VWUR1 数值轴 &VWUR& 数值轴 /VWUR/

稠李 XUPYZ[QPP\2+]̂_̂‘abĉ‘- !d!(4 !d/#) e!d&1!
糠椴 fghT[iPUghjUhYQh2klmlbnb_c‘op̂]lob- e!d/(1 e!d1&# !d11/
松属 qUhQ2+l_̂‘RSd- e!d1/! !d(#3rrr !d3()rrr

落叶松属 jgPT[2sb]ltRSd- !d1#! !d)u!rr !d)&4rr

水曲柳 fghT[iPUghVR[2v]btl_̂‘nb_c‘op̂]lob- !d&!& e!du!& e!d#1!r

小叶杨 wUxyhqySzgP2+{â m̂‘‘ln{_ll- !d&(u !duu/ !d&3!
黑桦 |g[iPUghXUPT[2}~!̂mbcbp̂]lob- e!d4&!rrr !d1&& !d/4)
蒙古栎 fyh"yzUgh#g$2%̂ ~]ô‘n{_&{mlob- !d43(rrr !d1)! !d#u1r

信息百分比’ y(Uh(yPxg)Uyh u&d(/ /!d1/ 1)d&!
累计信息百分比 Oy)gz’ y(Uh(yPxg)Uyh u&d(/ 3/d!) 4(d&)

r+*!"!#*rr +*!"!1*rrr+*!"!!1

表 + 植被结构的主成分分析结果

@8ABC+ DC?<B=?EFJ7>GK>J8BKEIJEGCG=?8G8B9?>?EF

LCMC=8=>EG2r+*!d!#$rr+*!d!1-

变量 ,gPUg-zQ +01 +0& +0/

./0!d!u[x& e!d/u1 e!d1(3 !d)##

k0s0!d!u[x& !d1#! !d&(! e!d3)3
k1 !d))! !d134 !d!#!
c2p e!d!u! !du1! !d!/1
31 !d1)# e!d//# !d1#(
3& !d&u/ !d/!1 !d//(
}41 !d1#u !d!u& !d&!!
}4& e!d/&! !d!(! e!d14!

50s0!d!u[x& e!du&/ e!d&14 !d1u/
k]~~54 !d)(! !d)3( !d1)!
k]~~5} !d3&4 e!d))! !d&u#
k]~~50 !d311 !d/&! !du1)
5p]̂21 !d!&& !d3(3 !d/(u
5p]̂2& !du1! !d)4& !d/)1
5p]̂2/ !d/!! !d&13 !du!&

60s0!d!u[x& !d/4) !d!1& !d/!!
信息百分比7 /1d) &#d3 14d4
累计信息百分比8 /1d) #3d/ 3)d1

7’ y(Uh(yPxg)Uyh$8Oy)gz’ y(Uh(yPxg)Uyh

+d+ 斑块面积及栖息地质量对鸟类群落结构的影响

/个繁殖季节在所有斑块中共记录鸟类 u&种*其中 1((4年记录 /#种*1(((年记录 /(种*&!!!年记

录 /4种./年间各个斑块的鸟类物种组成比较稳定2平均相似性 1((491(((年为 4(’*1(((9&!!!年为

(!’*&!!!9&!!1年 为 4)’-.鸟 类 物 种 数 在 年 份 间 变 动 很 小21((491(((*T:’!"!/$1(((9&!!!*T:’

!"!#$&!!!9&!!1*T:’!"!)-.
斑块面积对鸟类群落组成的影响较大*鸟类物种

数 与 斑 块 面 积 相 关 关 系 明 显*1((4年 %&为 !"3(u1$

1(((年和 &!!!年 %&分别为 !"434u和 !"4#))./g平

均为 !"4)/12见图 1-.不同生活习性的鸟类对面积及

栖息地质量的反应亦不相同.对面积因素;栖息地质

量变量和鸟类物种丰富度进行多元回归分析*发现迁

徙 鸟 类 物 种 丰 富 度 与 面 积 因 素 相 关 程 度 大 于 居 留 鸟

类与面积因素的 相 关 程 度2表 /-$森 林 内 部 种 对 面 积

较敏感*而边缘种对灌木密度因素反应较大2表 /-.迁

徙种类与树种;树木基面积;灌木密度;+01等均有相

关 关 系*而 居 留 种 与 树 种 重 要 值 相 关 明 显*说 明 栖 息

地质量对鸟类群落有重要影响.
为 了 更 明 确 地 确 定 面 积 及 栖 息 地 质 量 对 鸟 类 物

种分布的影响*对在斑块中出现频次较高的鸟类物种

2至 少 在 )个 斑 块 中 被 观 测 到-丰 富 度 与 斑 块 面 积 做

相关分析.由于 1((4年没有统计种群出现频次*因此

只 能 用 1(((和 &!!!年 的 数 据 进 行 分 析.1(((年 共

1#个种类符合分析条件*其中 4个种类2#/"/’-与面

积 呈明显正相关*/个种类2&!’-与面积呈 明 显 负 相

关*u个种类2&)"3’-与面积因素没 有 明 显 相 关 关 系

2见表 u-$&!!!年有 1)个种类进入分析之中*其中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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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 鸟类物种数与斑块面积"#$%回归结果

&’()! *+,-#., /0 1+(1+,,’/$ 2+.3++$ $-42+1 /0

21++5’$(,6+7’+,8$5018(4+$.81+8"#$%

"9:;<=%个 种 类 与 面 积 呈 明 显 正 相 关>与 面 积 呈 负 相

关 和 与 面 积 相 关 不 明 显 的 种 类 各 为 ?个>所 占 百 分 比

为 !@;A<=B进一步对物种丰富度与斑块面积和栖息地

质量做多元回归分析并建立回归方程"表 <%>结果表明

面积对物种丰 富 度 的 变 异 影 响 较 大>!CCC年 影 响 总 变

异 的 9D=>:DDD影响总变异的 99;A="表 E>表 <%B栖

息 地 变 量 对 鸟 类 物 种 丰 富 度 存 在 着 不 同 的 影 响>其 中

树种组成F树冠盖度F灌木密度和树木基面积等是影响

鸟类物种丰富度的主要生态因子B

G 讨论

面积因素和栖息地质量对左家自然保护区和土门

岭 地 带 的 鸟 类 群 落 结 构 和 鸟 类 物 种 分 布 有 较 大 的 影

响B面积大的斑块支持着较多的物种生存>这一点符合经典的物种H面积关系理论B同样>在栖息地质量较

好的斑块中栖息地破碎化最直接的效应即为缩小栖息地面积和改变栖息地质量>因此栖息地破碎化对鸟

类的群落组成会产生一定的效应B这种效应是正效应还是负效应以及效应的强弱要根据破碎化的程度F发

生的时间F产生的方式和鸟类群落的内部性质来确定B以往的研究表明>破碎化在大多数情况下对鸟类群

落结构的稳定性及多样性产生负效应IEJ@K>即降低群落的稳定性和减少物种多样性L也有研究表明破碎化

可增加栖息地异质性>产生边缘效应从而增加鸟类物种的多样性I:D>:!K>但多数研究者认为这种M繁荣N是短

暂的>因为破碎化对生物的效应存在着时滞I!AKB
表 G 不同习性鸟类物种与斑块面积对数及栖息地变量的回归方程"OP表示重要值%

QRSTUG VUWXUYYZ[\U]̂R_Z[\Y‘[XYaUbZUY\̂cSUXYZ\dZ‘‘UXU\_WX[̂aYRWRZ\Y_"#$%RXURR\deRSZ_R_fRXZRSTUY

类型

g1/-6
年份

h+81
回归方程

*+(1+,,’/$+i-8.’/$ j: k

居留鸟类 *+,’5+$., !CC@ lmD)ECn!)DA"OP%nD)DC"opqrs:% D)A:9 tD)D!
!CCC lmD)A@nD):?"#$u%nD)99"vwxyD)DE% D)9!E tD)D<
:DDD lm:)!<nD)C"Ok%n!)?D"vz% D)<@D tD)D<

迁徙鸟类 {’(18$., !CC@ lmD)9En!)A!"#$u%nD)DC"opqrs:% D)@E! tD)D!
!CCC lmD)<!n!)!:"#$u%nD):E"vwxyD)DE% D)ADC tD)D!
:DDD lm|D):DnD)C"#$u%|!)ED"}:% D)9:? tD)D<

林内种类 &/1+,.’$.+1’/1,6+7’+, !CC@ lm|?)AAn:)C!"#$u%nD)!D"opqrs?% D)@!E tD)D!
!CCC lm|9)!?n?):D"#$u%nD):!"opqrs?% D)A?< tD)D!
:DDD lm|E)<Dn:)9@"#$u%|D)DC"opqrs?% D)@D: tD)D!

边缘种类 ~5(+,6+7’+, !CC@ lm:)!Dn!)9<"opqrs!%|D)AD"!sp% D)<CA tD)D<
!CCC lm!)9Cn!):A"opqrs!%nD)!:"owxyD)DE% D)A!E tD)D!
:DDD lmE)<<n:)?:"opqrs!%|D)<:"!sp% D)9D< tD)D<

" u>面积 #1+8LOP>蒙古栎重要值 $46/1.8$7+%8#-+/0&r’q(ru)*+,*-.(/LOk>松属重要值 ’46/1.8$7+%8#-+/0k.+ru

,6)L居留鸟类是指当地不迁徙的地方种类L迁徙鸟类指当地的冬候鸟或夏候鸟L林内种类指偏爱于林中环境并对边缘有

排斥行为的鸟类L边缘鸟类指偏爱边缘生境的鸟类

在本研究区域内>M森林岛屿N多被农田和村落所阻断>斑块间形成了较多的断裂型边缘B这些边缘的

存在无疑会对鸟类群落产生一定的影响B相对而言>斑块面积越小边缘地带会越多>因此小的斑块内生存

着较多的喜边缘型鸟类物种>如灰椋鸟F喜鹊F短翅树莺等>这些鸟类在边缘地带取食和繁殖>很少到森林

内部活动L另一方面>面积大的斑块内部生境较多>分布着较多的厌边缘型鸟类>如小斑啄木鸟F灰背鸫F树

鹩等>这些种类在森林内取食和繁殖>很少到边缘地带活动L还有的鸟类既活动于边缘也活动于森林内部>
如大山雀F黑枕绿啄木鸟F戴胜等>对这些种类而言>面积因素起的作用很小B本研究的结果表明面积大的

斑块不但包含厌边缘的种类还包括喜边缘种类>在某种意义上讲>小斑块中的种类可看成是大斑块种类集

!CD!9期 邓文洪等0破碎化次生林斑块面积及栖息地质量对繁殖鸟类群落结构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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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的子集!如果栖息地破碎化继续发展"森林内部生存的厌边缘种很可能消失或呈集合种群分布!
表 # 鸟类物种丰度与斑块面积的关系

$%&’(# )*++(’%,-*./&(,0((.1*12’%,-*.%&2.3%.4(%.31%,45/-6(/

种类

789:;9<
=>>>年 ?@@@年

A B A B
大山雀 BCADEFCGHA @IJ?K L@I@J @IK?= L@I@J
沼泽山雀 BCADEMCNDEOAPE @IJQR L@I@J @IQJS L@I@=
普通 TPOOCUDAHMCUC @I=V@ W@I= @IJRV L@I@J
喜鹊 BPXCMPXC Y@IJ>? L@I@J Y@IQK> L@I@=
灰椋鸟 TODAZDEXPZUACXUDE @I?=@ W@I= Y@IJ=? L@I@J
山 [UZ\AHZCZO]DEPZ\PXDE @IKR? L@I@J
白眉姬 P̂XU\DNC_CZO]HM‘aPC @I?@R W@I=
灰背鸫 bDA\DE]HAODNHADF @IR?S L@I@= @IRQK L@I@=
树鹩 cZO]DE]H\aEHZP @IR@K L@I@= @IK=? L@I@J
斑啄木鸟 [UZ\AHXHMHEFCGHA @IK?R L@I@J
小斑啄木鸟 [UZ\AHXHMHEFPZHA @IR=R L@I@= @I>=Q L@I@=
黑枕绿啄木鸟 BPXDEXCZDE @I@>V W@I= @IJJ> L@I@J
冕柳莺 B]‘NNHEXHMDEXHAHZCODE @IQQ@ L@I@=
巨嘴柳莺 B]‘NNHEXHMDEEX]dCA_P @IKVR L@I@J
黄胸 eFfAP_CCDAUHNC @I?QQ W@I= @I@R W@I=
黄喉 eFfAP_CUNUaCZE @IJ>Q L@I@J
三道眉草 eFfAP_CXPHP\UE Y@IKVS L@I@J Y@IR?K L@I@=
戴胜 gMDMCUMHM Y@IJ>@ W@I@J @I=SK W@I=
松鸦 hCAADNDEaNCZ\CAPDE @IK@= L@I@J

国外在此领域的研究结果与本研究的结果差异较大!ij9:kl9m和 njo9ll;p?Sq的结果表明面积因素能解

释种类变异的 J@r"另外一半是由其他因素决定的stuvw9l和 x9u8l9p?Vq认为面积y物种关系不能很好地

为自然保护提供理论知道"因为有 J?r的鸟类与面积因素关系不大sz{m:|和 }|;~|!up?Jq的研究结果显

示仅有 ?Qr的鸟类与面积因素有关!然而"在本研究中有 K@r以上的鸟类物种与面积因素关系较大!分析

有以下两点原因"#=$所选森林斑块的隔离度较大"并且多被断裂型边缘阻断"对斑块间的鸟类物种交流影

响较大!而上述研究中的斑块多被森林采伐和林中动力线所隔断"边缘多为缓和型"对鸟类行为和视觉上

的 影 响 较 小s#?$本 研 究 的 所 选 的 样 地 皆 为 K@!左 右 的 次 生 林"林 型 皆 为 针 阔 混 交 林"林 内 异 质 性 相 对 较

小!而上述研究多选在原始森林中"植被演替多样"林内垂直结构复杂"林中异质性较高!
植被结构对鸟类的群落组成会产生一定的影响"这一点已被生态学家所证实!然而植被结构对鸟类群

落的影响程度"到目前为止还众说不一!ij9:kl9m指出鸟类的分布与植被结构有十分密切的关系"由植被

结构所引起的鸟类群落的变异要大于由面积因素所产生的作用p?Kq!有的生态学家则认为面积才是影响鸟

类群落的最主要的外部因素"植被的分布格局在某种程度上也依赖于面积p?Sq!在本调查中"不同斑块所包

含的树种组成并不一样"不同的鸟类对树种有着不一样的反应"例如"斑啄木鸟喜在柳属和椴树上啄洞筑

巢"因为这样的树木木质较软"可以降低啄洞所消耗的能量s而沼泽山雀的分布与黑桦的重要值有关"因为

黑桦能为沼泽山雀提供丰富的巢址!另外"斑块中的树高%树胸径%树冠盖度%灌木密度等植被变量均存在

着差异"这些差异也会对鸟类的分布产生不同程度的影响!本次分析的结果表明"面积和栖息地植被变量

对鸟类群落均产生重要影响"但面积的作用大于植被的作用!当然"这个结论有两个限定条件"一为林型相

同#皆为针阔混交次生林$"林龄相近s二为斑块的边缘多为断裂型"并且斑块间至少相距 =@@u以上!&j’9
发现"在小斑块中筑巢的鸟类往往会把领域扩展到邻近的同质斑块之中p?Qq!但是"如果小斑块的周围是农

田尚不知鸟类会不会有这种扩展行为!
另外"本文对物种与面积关系进行拟合时发现"斑块面积在 SJ|u?左右时物种数有一个较明显的飞

?>@= 生 态 学 报 ?S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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跃!见图 "#$是由于边缘效应所致还是由于其它原因需做进一步探讨%
表 & 鸟类物种丰度与面积对数及栖息地变量的回归分析结果

’()*+& ,+-.+//01213/4+50+/()627(25+/12*2(.+((278()09(9

物种

:;<=><?

年份

@<AB

方程

CDEAF>GH
IJ K

大山雀 KLMNOPLQRM "SSS
JTTT

UV"WXTYTWZJ![\#]TWXS!̂ "#
UVTW_TYTWJ_!K‘J#]TWTS!̂ "#

TWaaX
TWbZ"

cTWTJ
cTWTb

沼泽山雀 KLMNOdLeNOfMgO "SSS
JTTT

UV]TWZhYTWJ"![i#YTWTJ!K‘J#
UVTWSTY"WJT!jHO#

TWbXS
TWhaS

cTWTb
cTWTJ

普通 kgffLlNMRdLlL "SSS
JTTT

UV]TWhTYTWX"!jHO#YTWTJ!kmMNnJ#
oVTWXX]TWa_!pMllkq#

TWhTX
TWb"J

cTWTJ
cTWTb

喜鹊 KgrLdgrL "SSS
JTTT

UVTW_TYTWTX![k#]TWT"!pi#
oV]TWST]"WaT!jHO#

TWXZ"
TWaTS

sTWTb
cTWTb

灰椋鸟 kfNMtNOrgtlMLrlNO "SSS
JTTT

UV"WXTYTWbT!K‘"#
UVTWbJ]TWhZ!kmMNnJ#]TWXX![K#

TW"JT
TWa_h

sTW"
cTWTJ

山 iltuMRtLtfmNOgtugrNO "SSS UVTWbSY"WZ"!jHO#]TWJh!pMllkq# TWhTa cTWTJ
白眉姬 vgrluNeLwLtfmRdUxgL JTTT UV]TWhSYTTWJ!k‘yzTWTZ# TWaSh cTWTJ
灰背鸫 pNMuNOmRMfNeRMNP "SSS

JTTT
UVXW"YTWTX![\#
TWS]TWhT!K‘X#YTWT"!q{"#

TW__h
TWbaZ

cTWT"
cTWTb

树鹩 {tfmNOmRuxORtg "SSS
JTTT

UVTWaTYTWaT!jHO#YTWTJ!pMllk‘#
UVTWhXYTWZJ!p‘yzTWTZ#

TW_J_
TWXZT

cTWT"
sTWTb

斑啄木鸟 iltuMRrRdROPLQRM JTTT UV]TWaYTWZZ!jHO#YTWTb!kmMNn"# TWaSh cTWTJ
小斑啄木鸟 iltuMRrRdROPgtRM "SSS

JTTT
UV]TWX_]TWXJ!unm#YTWT"!pi#
UV"WZbY"W_!jHO#YTWTS!kmMNnJ#

TWh"J
TWS""

cTWTJ
cTWT"

黑枕绿啄木鸟 KgrNOrLtNO "SSS
JTTT

UVJW"T]TWTZ!K‘"#YTWTJ!q{J#
oVTW_a]"W"T!|‘yzTWTZ#YTWT"!̂ J#

TWJ_T
TWaaX

sTWTb
cTWTJ

冕柳莺 KmUeeROrRdNOrRMRtLfNO "SSS UVTWXaYTWT_!pi#YTWTZ!kmMNn"# TWbSS cTWTb
巨嘴柳莺 KmUeeROrRdNOOrm}LMwg JTTT UVTWbTYTWba!q{"#YTWT"!K‘"# TWXSZ sTWTb
黄胸 ~PnMgwLLNMlReL "SSS

JTTT
UV"WaSYTWha!kmMNn"#YTWTJ!kmMNnJ#
oVTW__YTWTa!kmMNn"#YTWTX!q{"#

TWb_T
TWhha

cTWTb
cTWTJ

黄喉 ~PnMgwLlelxLtO JTTT oVTWaX]TWXS![K#YTWTX!K‘X# TWZZh sTWTb
三道眉草 ~PnMgwLrgRgulO "SSS

JTTT
UVTWST]"WX_!!jHO#YTWT"!kmMNnJ#
oV"W_aYTWTh!kmMNnJ#

TW_aS
TW_Sh

cTWT"
cTWT"

戴胜 !dNdLldRd "SSS
JTTT

UVTWZJYTWaa!unm#]TWTJ!kmMNn"#
oV]"W"JYTWbZ!q{J#YTWT"!unm#

TWa"J
TWbhS

cTWTb
cTWTb

松鸦 |LMMNeNOxeLtuLMgNO
"SSS

UV]TWX"YTWTa![K#YTWTJ![y#YTWT"
!p‘yzTWTZ#

TWh_Z
TW__S

cTWTJ
cTWT"

[i$黑桦重要值 >";GBFAH=<#AjE<G$qlfNeLuLmNMgrL%[k$小叶杨重要值 >";GBFAH=<#AjE<G$KRdNeNOOgPRtgg%[y$落

叶松属重要值 >";GBFAH=<#AjE<G$yLMg&?;W

,+3+.+25+/’

(") :FB<j*<+ ,AH-.>=*?GH/0WC$$<=FG$$GB<?F=j<AB1=EF<-2<GH3B<<->H23>B-?>H<A?F4<5A?W6W7geueW\LtLxl$
"S_T$88’bbS9bah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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