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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从 !$$$年 :月到 !$$!年 #月3用网捕法对海南岛尖峰岭热带山地雨林9包括原始林和次生林?林下鸟群落进行研究E共

张网 #CC!=>网yH3捕到林下鸟 #7!只 "$种3隶属于 ;个目 77个科E林下鸟群落虽然以小于 !:R重的雀形目鸟类占优势3但许

多个体较大的非雀形目鸟类也到林下活动3最大个体重达 #>$R3大于 7$$R重的个体占整个林下鸟生物量的比例较大E尖峰岭

热带山地雨林中的林下鸟以食虫鸟为主3食虫鸟占整个林下鸟种数的 >$=$z{鸟数量的 >>=:;z<食果鸟虽然占第 !位3但其所

占比例较小E林下鸟的种类组成和密度存在季节变化E留鸟是林下鸟最重要的成分3留鸟占鸟类种类的比例超过 B:z3留鸟的

捕获数量占整个捕获鸟类数量的比例超过 C$z<迁徙鸟的种类和数量均较少3对林下鸟群落的季节变化影响不大E原始林与演

替 "$5后的次生林林下鸟平均网捕率相近但林下鸟群落种类组成不同3其种的相似性仅为 $=#:E
关键词@尖峰岭<热带山地雨林<林下鸟<鸟类群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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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下鸟类群落@0$2)&(!*&’/%&24*,,0$%!’C是指专性或主要在森林林下层活动的鸟类所组成的群落.是一个生态类群而非

分类单元v因为.几乎所有研究林下鸟群落都用网捕法.所以雾网的高度就决定了林下鸟群落的范围.而大多数研究林下鸟所用

雾网的高度都在 d,以下.所以在林下 d,高度以下活动的鸟类都可以称为林下鸟wqxsyv森林林下层是鸟类活动的重要场所.
这一层不仅有丰富的昆虫资源.还有丰富的植物果实v许多种鸟类不仅在林下层觅食.而且也是许多种林下植物种子的传播者v
有研究表明.在新热带森林中.林下灌丛和树木依靠鸟类来传播种子的种类比林冠层植物依靠鸟类传播种子的种类多.成熟林

中的幼树和灌丛.约 zd<的树种是由鸟类来传播种子w;xbyv专性或主要在林下觅食的鸟类对森林的依赖性强.对森林的片断化

敏感.森林的破坏容易造成这一类鸟类的灭绝.尤其是热带食虫的林下鸟在森林片断化后更易灭绝w:xq>yv所以林下鸟的研究受

到许多鸟类学家和保护生物学家的重视v国外对林下鸟的研究.以热带美洲和非洲地区开展得较多.如在哥斯达黎加wqqy{巴拿

马wqry{巴西wdy{坦桑尼亚w=y{乌干达wqdy等v而在亚洲地区.开展林下鸟的研究很少wqsyp在我国.未见开展林下鸟研究的报道v网捕

法@,%(!$)!!%$8C不受研究者的经验影响.是研究不太活跃{鸣声较少的森林林下鸟最有效的方法wq;y.|)7)’更是认为网捕法是

研究不同栖息地间鸟类取样方法具有连续性及统一性的唯一方法wqzyv我国学者使用网捕法主要是进行鸟类环志工作.如赵欣

如等根据鸟类环志的野外实习工作.总结了北京小龙门鸟类群落的年动态变化wqbyv另外一些学者利用网捕法调查鸟类以增加

调查的物种数和研究食果鸟的食性wq:.q=y.在我国.还未见使用网捕法开展森林鸟类群落研究的报道v本文用网捕法探讨海南岛

尖峰岭热带山地雨林林下鸟的群落组成与结构.研究处于世界热带北缘的森林林下鸟群落特点.讨论原始林与更新 s>#后的次

生林林下鸟群落的差异v这对热带鸟类多样性保护有重要意义v

} 研究地区

尖峰岭位于海南岛西南部乐东黎族自治县与东方市的交界处.东经 q>:~dz!xq>=~>;!.北纬 q:~rd!xq:~;r!.尖峰岭林区的

面积大约有 sb.rrb",r.是海南岛热带森林主要分布中心之一.也是我国生物多样性关键地区之一v
尖峰岭属热带季风气候.四季不分明v年平均气温 rsc;"v平均年降雨量为 qz>>xrz>>,,.但全年雨量分配极不均匀.

:><x=><降雨量集中在 ;xq>月份.所以尖峰岭气候可明显地分为干湿两季.;xq>月份为雨季.qq月至翌年的 s月份为旱

季v尖峰岭植被类型从山脚到山顶分别是热带半落叶季雨林{热带常绿季雨林{热带山地雨林和山顶苔藓矮林.具典型热带北缘

雨林特征v
研究地选择尖峰岭热带山地雨林的原始林和次生林.其分布海拔均在 :;>xqq>>,左右v原始林为未经砍伐的{保持原生

状 态的热带山地雨林p次生林是q=zd年被砍伐{q=b;年抚育的热带山地雨林.经过近s>#的演替.其外貌与原始林相近v整个尖

峰岭热带山地雨林原始林面积约 b.s>b",r.次生林的面积约 :.=>r",rwr>yv在原始林中.张网中心位置为 q>:~;rcz!#.q:~ss!

_p在次生林中.张网中心位置是 q>:~;qc:!#.q:~ssc;!_v

$ 研究方法

野外调查时间从 r>>>年 ;月到 r>>r年 d月v于春@dx;月份C{夏@zx:月份C{秋@=xqq月份C{冬@qxr{qr月份C不同的

季 节对林下鸟进行调查.除夏季外@因台风影响.取消了 q次调查C.每个季节调查 r次.共进行了 b次调查v调查方法用网捕法v
用长 qr,{高 rcz,的尼龙黑色网@中国鸟类环志中心提供Cv张网时 rxd个网首尾相连.网的下纲垂到地上或离地 >cq,高.
张网后每隔 rxd"看 q次网.对上网的鸟取下后记录鸟的种类{数量{取鸟的时间{鸟在网上的高度{鸟的繁殖和换羽状况{称

重@用日产袖珍%6u_B6u&牌电子称.精确到 >cq8C等信息.最后给鸟上环@中国鸟类环志中心提供的金属铝环C.在原地释放

上环鸟v张网时间在 zDd>xq:D>>@从开第 q张网到收最后 q张网C.晚上和下雨天不张网v张网时网长轴方向随地势而定.各网

不尽相同v除 r>>>年 ;月外@因该次的张网地点和数量与后续的张网有变化.所以该次数据不用于群落的季节变化分析C.其它

z次的张网位置完全相同v同一植被类型网场与网场间相距 d>>x;>>,v连续张网数量和天数参考 ]&)%8EV,%!"的方法后wrq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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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定本研究每次张网 !"#$%每天张网 &’张(总计在次生林)原始林中分别张网 &*++),’’#-.网/0(林下鸟密度用网捕率表

示%即以每 &’’网/0所捕到的鸟个体数表示1表示为2只3&’’网/04(鸟的食性根据文献记载鸟胃解剖资料划分%把主要食鼠)
鱼)蛙)蛇等脊椎动物的鸟列为肉食性鸟154%把主要取食水果或其食物中水果含量大于 6’7的鸟列为食果鸟184%把取食水果

和 昆虫约各占一半的列为食果食虫鸟189:4%把食物中昆虫的比例大于 6’7的种类列为食虫鸟1:4%把以昆虫)谷物和种子等为

食%但 每 类 食 物 的 比 例 都 不 占 优 势%即 低 于 ;’7的 鸟 列 为 食 谷 食 虫 鸟1<9:4%而 把 取 食 多 种 植 物)动 物 的 鸟 列 为 杂 食 性 鸟

1=4>,,%,!?(种的相似性用 @ABBAC$相似性指数表示%DEF31FGHGI4%其中 D表示 @ABBAC$相似性指数%F表示在所比较的两个植

被类型中同时捕到的种%H表示仅在植被类型 &中捕到的种%I表示仅在植被类型 ,中捕到的种(林下鸟生物量为该鸟的平均体

重乘捕到该鸟的个体数(
表 J 尖峰岭不同植被类型网捕鸟类名录>KL?

MNOPQJ MRQSTQUVQSPVSWXYOVZ[SUNTW\ZQ[V] N̂ZVX\SW_TQSXŶ Q‘QWNWVX]NWaVN]YQ]‘PV]‘>KL?

物种名 bcdBedf 次生林 bghi 原始林 jghi 居留状况 hbk 食性 8<l 体重 mden0of1n4
凤头鹰 pIIqrqstusuqvquwFsxy & G 5 !.’z

绿翅金鸠 {|F}I~r|Fryq!"qIF & G 8 &&,-;z

领角 #sxy}tssqF & G 5 &#’z

斑头鸺 $}FxIq"qx%IxIx}~q"ty ! , G : &+’z

领鸺 $}FxIq"qx%Hu~"qtq & G : ;!z

红头咬鹃 &FurFIstytu’s|u~Itr|F}xy & G : ..z

蓝须夜蜂虎 (’Is’~u!qyFs|tus~!q & G : &!+-;z

银胸丝冠鸟 )tuq}~r|xy}x!Fsxy ,, # G : ,*-*1(E.4
蓝背八色鸫 *qssFy~u~u & & G : &&!z

白喉冠鹎 p}~r|~q+xyrF}}q"xy &! &# G 8 #!-.1(E;4
绿翅短脚鹎 &’ryqrtsty%II}t}}F!"qq ; G 8 !;-61(E!4
栗背短脚鹎 &t%q+~yIFysF!~!~sxy & G 8 !*1(E&4
红尾歌鸲 ,xyIq!qFyqHq}F!y ! , - : &.-;1(E!4
红胁蓝尾鸲 .FuyqwtuI’F!xuxy 6 - : &,-*1(E#4
白额燕尾 /!qIxuxy}tyI|t!Fx}sq &’ , G : #&-*1(E!4
橙头地鸫 0~~s|tuFIqsuq!F & G = ;!-.1(E;4
虎斑地鸫 0~~s|tuF"Fx%F , - 89: &,.z

乌灰鸫 .xu"xyIFu"qy * - 89: 6&-;1(E*4
冠纹柳莺 *|’}}~yI~rxyutwx}~q"ty & 1 : 6-+1(E&4
棕腹大仙 (q}sFvF"Fvq"q & - : ,#z

海南蓝仙 {’~u!qy|Fq!F!xy & G : &!1(E,4
白喉扇尾 2|qrq"xuFF}HqI~}}qy , G : &,z

小黑领噪鹛 $Fuux}F+%~!q}twtu & ! G : 6#-;z

黑领噪鹛 $Fuux}F+rtIs~uF}qy ! G = &,,-;z

褐胸噪鹛 $Fuux}F+%Ftyq & G : *.-;z

黑喉噪鹛 $Fuux}F+I|q!t!yqy # , G : 6.-+1(E,4
长嘴钩嘴鹛 *~%Fs~u|q!xy|’r~}txI~y & G : 6+z

棕颈钩嘴鹛 *~%Fs~u|q!xyux3qI~}}qy &, &# G : !&-,1(E&’4
纹胸鹪鹛 (Fr~s|tuFtrq}trq"~sF ! G : &61(E,4
红头穗鹛 )sFI|’uqyux3qItry ! , G : &&-,1(E,4
斑颈穗鹛 )sFI|’uqyysuq~}FsF ; G : &;-.1(E&4
褐顶雀鹛 p}IqrrtHux!!tF &’ + G <9: &+-#1(E#4
灰眶雀鹛 p}Iqrrt%~uuqy~!qF ;! ;’ G : &!-.1(E!+4
白腹凤鹛 4x|q!F5F!s|~}txIF , ; G : &’-!1(E!4
灰头鸦雀 *FuF"~+~u!qywx}Fuqy &’ G : ,.-#1(E.4
黑卷尾 6qIuxuxy%FIu~ItuIxy & G : #+z

古铜色卷尾 6qIuxuxyFt!txy , G : !!1(E&4
大盘尾 6qIuxuxyrFuF"qytxy , G : +6-;z

短尾绿鹊 {qyyFs|F}Fyyq!F & & G : &!6-;z

塔尾树鹊 .t%!xuxyst%!xuxy & G = 6!1(E&4

i次生林)原始林2分别表示热带山地雨林次生林)热带山地雨林原始林%后文表示与此相同 bgh%jgh CdcCdfd7oe7nfdB87$AC9oC8ceBA:

;8<7oAe7CAe7=8CdfoA7$cCe;AC9oC8ceBA:;8<7oAe7CAe7=8CdfoCdfcdBoe>d:9%:AodCf08?e7n:e@do0dfdAk居留状况2G 表示留鸟%- 表示迁徙鸟%

1表示未知迁徙状况种 hb2G%-%A7$1CdcCdfd7oe7nCdfe$d7o%?e7odC>efeo8CA7$<7@78?7;enCAo8C9foAo<fBeC$fCdfcdBoe>d:9Al食性18<42

5 肉 食 性 鸟 BAC7e>8Cd%8 食 果 鸟 =C<ne>8Cd%89: 食 果 食 虫 鸟 =C<ne>8C8<fA7$e7fdBoe>8C8<fBeC$f%: 食 虫 鸟 e7fdBoe>8Cd%<9: 食 谷 食 虫 鸟

nCA7e>8C8<fA7$e7fdBoe>8C8<fBeC$f%= 杂食性鸟 8;7e>8CdAz引自C海南岛的鸟兽DBeod$=C8;B88@Eg0dBeC$fA7$hA;;A:eA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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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结果

!"# 种类组成与结构

!"#"# 种类与数量 共捕到林下鸟 $%&只’()种*隶属 +目 %%科,表 %-.在这些林下鸟类中*雀形目鸟类共计 $)%只’$$种*占

整个林下鸟数量的 /+"(01’种类的 2&"3)1*雀形目鸟类中又以 科鸟类占优势*有 &$&只’&$种*占整个林下鸟类总数量的

0("$+1’种类的 30"3)1*可见海南岛尖峰岭热带山地雨林林下鸟群落以雀形目鸟类占优势.

!4#"5 个体大小与生物量 在捕到的林下鸟中*最大的个体重 $0)6*最小的仅 +"26.捕到大于 %))6重的鸟 /种 %2只’小于

%))6重的鸟$%种&/(只.如果进一步分析小于%))6重的鸟的捕获情况*以&36重为一个等级*则捕到各重量级鸟类的情况如

表 &*以捕到小于 &36重的鸟类种类和数量最多*而以捕到 037%))6体重间的鸟种类和数量最少.但如果以捕到鸟的生物量

计*则以捕到 &373)6体重间的鸟其生物量占的比重最大*其次是大于 %))6重个体的鸟占的生物量比重大*而以体重在 037

%))6间的中等个体的鸟的生物量占的比重最小,如表 &-.
表 5 不同体重林下鸟的组成

89:;<5 8=<>?@A?BCDC?E?FGEH<IBD?IJ:CIHB:9B<H?EK<CL=D

群落参数 MNONPQRQOS
TUVTPPWXYRZ

体重 [QY6\R

]&36&373)63)7036037%))6^%))6

种数 _WP4
TUS‘QVYQS

%& / 0 $ /

个体数 aN‘RWOQS %30 %%) &$ ( %2
生物量 bYTPNSS &&&/"+$20+"$ %(3+ $(0"3 &02%"3

!"#"! 优 势 种 组 成 以 网 捕 率 大 于 )"3只c%))网d\的 鸟

为优势种*那么在次生林中*灰眶雀鹛,efghiijklmmhnlohp-’银

胸 丝 冠 鸟 ,qjmhflirsnfsoptsn-’白 喉 冠 鹎 ,eflirlhusn

ipffhvsn-’棕 颈 钩 嘴 鹛,wlkptlmrhosnmsxhglffhn-’白 额 燕 尾

,yohgsmsnfjngrjopsfth-’褐顶雀鹛,efghiijzmsoojp-和灰头鸦

雀,wpmpvlulmohn{sfpmhn-等 0种 鸟 为 林 下 鸟 优 势 种|原 始 林

中*灰 眶 雀 鹛’白 喉 冠 鹎 和 棕 颈 钩 嘴 鹛 $种 鸟 为 林 下 优 势 鸟

,表 $-.其中捕到灰眶雀鹛的数量占绝对优势*次生林中灰眶

雀 鹛 的 捕 获 数 量 占 整 个 次 生 林 鸟 类 捕 获 数 量 的 &/"((1|原 始 林 中 灰 眶 雀 鹛 的 捕 获 数 量 占 整 个 原 始 林 捕 到 鸟 类 数 量 的

$0"221.在次生林中数量占优的前 %)种鸟的捕获量占整个次生林鸟类捕获数量的 2)"331|原始林中数量占优的前 %)种鸟的

捕获量占整个原始林鸟类捕获数量的 2+"$01.

!"5 林下鸟的居留状况与食性

!"5"# 居留状况 在海南岛尖峰岭热带山地雨林中*无论是在原始林中还是在次生林中*林下鸟都以留鸟为主*留鸟占鸟类种

类的比例超 过 231*留 鸟 的 捕 获 数 量 占 整 个 捕 获 鸟 类 数 量 的 比 例 超 过 /)1.冬 候 鸟 仅 3种,表 %-*即 红 尾 歌 鸲,}snghohp

nhzhfpon-’红胁蓝尾鸲,~pmnh{jmg!posmsn-’虎斑地鸫,"lltrjmpvpskp-’乌灰鸫,~smvsngpmvhn-和棕腹大仙 ,#hftp$pvp$hvh-|
捕到冬候鸟数量仅 &$只*占整个林下鸟捕获数量的 0"$01.所以*无论是从鸟类种数还是从捕到的个体数*冬候鸟在整个林下

鸟类中所占比例很小,表 (-.

表 ! 网捕率高的前 #%种鸟,只c%))网d\-

89:;<! 8=<D<E@?BDFI<&G<ED;J>9ADGI<HBA<>C<B,VN‘RWOQSc%))XQRd\-

次生林 ’() 原始林 M()

种名 ’‘QVYQS 网捕率 aN‘RWOQ*ONRQ 种名 ’‘QVYQS 网捕率 aN‘RWOQ*ONRQ
灰眶雀鹛 efghiijklmmhnlohp &"+0 灰眶雀鹛 efghiijklmmhnlohp &"(/
银胸丝冠鸟 qjmhflirsnfsoptsn %"%% 白喉冠鹎 eflirlhusnipffhvsn )"0)
白喉冠鹎 eflirlhusnipffhvsn )"+3 棕颈钩嘴鹛 wlkptlmrhosnmsxhglffhn )"0)
棕颈钩嘴鹛 wlkptlmrhosnmsxhglffhn )"+) 乌灰鸫 ~smvsngpmvhn )"(3
白额燕尾 yohgsmsnfjngrjopsfth )"3) 褐顶雀鹛 efghiijzmsoojp )"()
褐顶雀鹛 efghiijzmsoojp )"3) 绿翅短脚鹎 +!inhijtjnkggfjffpovhh )"&3
灰头鸦雀 wpmpvlulmohn{sfpmhn )"3) 白腹凤鹛 ,srhop-potrlfjsgp )"&3
红胁蓝尾鸲 ~pmnh{jmg!posmsn )"$) 银胸丝冠鸟 qjmhflirsnfsoptsn )"&)
斑颈穗鹛 qtpgr!mhnntmhlfptp )"&3 小黑领噪鹛 .pmmsfpuklohfj{jm )"%3
黑喉噪鹛 .pmmsfpugrhojonhn )"&) 斑头鸺 .fpsghvhskgsgsflhvjn )"%)

!"5"5 食性 根据鸟胃内容物的解剖分析划分鸟类的食性,表 %-.在海南岛尖峰岭热带山地雨林林下鸟类群落中*食虫鸟占

的比例最大*占整个鸟类种类的 0)")1*占整个鸟类数量的 00"3+1|其次是食果鸟*占整个鸟类种类的 %)")1*占整个鸟类数

量的 %)"/)1,表 3-.尖峰岭热带山地雨林中的食果鸟主要是鸠鸽科和鹎科种类.捕到的 $种鹎科鸟类全以果实为食*当从网上

取下鸟时*可看见这些鸟的嘴角残留所食果汁的颜色.在 $种鹎科鸟类中*白喉冠鹎是鹎科鸟类中数量最多的种*是尖峰岭热带

山地雨林林下优势鸟种之一|绿翅短脚鹎,+!inhijtjnkggfjffpovhh-虽然这次仅在原始林中捕到*但用样点法在次生林中也观察

到|相反*栗背短脚鹎,+jkhulngpntpololtsn-虽然这次仅在次生林中捕到*但原始林中也有分布.其它食性的鸟类所占比重均

很小.

$%3$期 邹发生 等/海南岛尖峰岭热带山地雨林林下鸟类群落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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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 热带山地雨林林下鸟的居留状况

"#$%&! "’&()*+#,-+./,#,0/-1023&+/,-+.$)+3/)2,+-4)5#%

6-02,#)2+#)21-+&/,

次生林 789 原始林 :89

种类

7;<=><?

捕获数量

@A;BCD<?

种类

7;<=><?

捕获数量

@A;BCD<?
留鸟 E<?>F<GB HI JIK HJ JHL
冬候鸟 M>GB<DN>?>BOD P JJ P JH

表 Q 热带山地雨林林下鸟食性

"#$%&Q R&&3)2**0)%3/-1023&+/,-+.$)+3/)2,+-4)5#%6-02,#)2+#)2

1-+&/,

种类 7;<=><?捕获数量 @A;BCD<?
肉食性鸟 @ADG>NOD< H H
食果鸟 SDCT>NOD< U PU
食果食虫鸟 SDCT>NOD<V>G?<=B>NOD< H JJ
食谷食虫鸟 WDAG>NOD<V>G?<=B>NOD< J JK
食虫鸟 XG?<=B>NOD< HK HUH
杂食性鸟 YZG>NOD< P [

表 \ 不同季节捕到的林下鸟种数

"#$%&\ ]06$&+/-15#4,0+&3/4&5)&/)2 #̂+)-0//&#/-2/

植被类型

_<T<BAB>OG
B‘;<?

调查时间a年V月ba7CDN<‘FAB<a‘<AD?VZOGBc?b

HLLLV
JJ

HLLJV
LH

HLLJV
LI

HLLJV
JL

HLLHV
LJ

HLLHV
LP

次生林 789 JJ JJ JU I U JP
原始林 :89 JJ K d K [ I

efe 林下鸟类群落的季节变化

efefg 数 量 与 组 成 的 季 节 变 化 不 同 季 节 捕 到 的 林 下 鸟 种

类 数 不 一 样h在 次 生 林h以 HLLJ年 I月 份 捕 到 的 鸟 类 种 数 最

多h共 JU种i以 HLLH年 J月份捕到的鸟种最少h仅 U种j在原

始 林 中h以 HLLL年 JJ月 份 捕 到 的 鸟 种 最 多h共 JJ种i也 是

HLLH年 J月份捕到的鸟种最少h仅 [种a表 Ibj在不同的季节

除捕到的鸟种数不同外h鸟类组成也相差较大h不同季节捕到

相 同 鸟 种 的 最 高 比 例 仅 UHfdLkh是 原 始 林 中 的 HLLL年 [月

与 HLLH年 P月 H次所捕到的相同种的比例j另外次生林 HLLL
年 JJ月与 HLLJ年 JL月l原始林 HLLJ年 I月与 HLLJ年 JL月

捕到的相同鸟种比例较高h均为 UJfmki其它各季节间捕到的

相同种鸟的比例都在 ULk以下h并且以捕到的相同种在 HLk
以下占多数j各季节间捕到的相同种鸟都是常见的林下鸟h如

银胸丝冠鸟l白喉冠鹎l褐顶雀鹛l灰眶雀鹛和棕颈钩嘴鹛等j
各 季 节 间 捕 到 的 相 同 鸟 种 的 比 例 低h说 明 在 海 南 岛 热 带 山 地

雨林中h各季节间林下鸟的组成不一样j

efefn 林下鸟密度的季节变化 林下鸟密度以网捕率表示h
即以 JLL网小时捕到鸟的个体数量为单位j在次生林中h共捕

到 鸟 类 PL种hJKL只h次 生 林 林 下 鸟 的 平 均 密 度 为 dfHU
只oJLL网pcaqr[Kbj在原始林中共捕到鸟 HU种hJPH只h原

始 林林下鸟的平均密度为 mfII只oJLL网pcaqrILbj次生

林 林 下 鸟 的 网 捕 率 略 高 于 原 始 林 林 下 鸟 的 网 捕 率h但 两 者 间

无显著差异asrLfLmKhtuLfL[bj
林下鸟密度的季节变化反映出林下鸟群落的数量季节变

化h次生林林下鸟的密度以 HLLL年 JJ月最大h为 JUfIU只oJLL网pch其次是 HLLJ年 I月份lHLLJ年 H月份和 HLLH年 P月份h
这 P次林下鸟的网捕率都大于 JL只oJLL网pci而以 HLLH年 J月份调查期间鸟的网捕率最小j原始林林下鸟的密度以 HLLL年

JJ月最大h其次是 HLLJ年 H月份lHLLH年 J月和 HLLJ年 JL月i而以 HLLH年 P月份鸟的网捕率最低j通过方差分析h在次生林

中h各季节间林下鸟的网捕率没有显著差异av[h[HrJf[JhtuLfL[bh但原始林林下鸟各季节间的网捕率存在显著差异av[h[Ur

HfIUhtwLfL[bj进一步通过 xCG=AG的多重比较可知hHLLL年 JJ月与 HLLH年 P月比较h林下鸟的网捕率有极显著差异iHLLL
年 JJ月与 HLLJ年 I月lHLLL年 JJ月与 HLLJ年 JL月lHLLL年 JJ月与 HLLH年 J月间林下鸟类的网捕率有显著差异j并且h在

原始林中似乎随着张网时间的增加h林下鸟网捕率逐渐减少h存在网羞现象aG<B?cAZ<bj分别比较原始林与次生林各对应季节

间林下鸟类密度h只有 I月份两者间存在极显著差异asrPfHIhtwLfLJbh次生林林下鸟的密度大于原始林林下鸟的密度h其它

各季节间均无显著差异a图 Jbj

图 J 不同季节林下鸟平均网捕率aqrJLb

S>TyJ 8c<Z<AG=A;BCD<FDAB<OzCGF<D?BOD‘{>DF?>GNAD>OC?

?<A?OG?aqrJLb

从图 H可知h在原始林中h旱季林下鸟的网捕率高于雨季的

网捕率h但两者没有显著差异asrJfmJhtuLfL[bj在次生林中h
旱季林下鸟的网捕率与雨季林下鸟的网捕率接近j在雨季h次生

林 林 下 鸟 的 网 捕 率 大 于 同 时 期 原 始 林 林 下 鸟 的 网 捕 率h但 两 者

没有显著差异asrJfdUhtuLfL[bi在旱季h次生林林下鸟的网捕

率与原始林林下鸟的网捕率相近j

! 讨论

!fg 海南岛尖峰岭热带山地雨林林下鸟类群落特点

从 以 上 研 究 结 果 可 以 看 出h林 下 鸟 是 包 括 分 类 范 围 很 广 的

一个生态类群j本研究张网 PddHfm网pch捕到鸟 UL种h包含 I
个目 JJ科的种类j在这些林下鸟类中h一些鸟专性在林下生活h
如 蓝背八色鸫a|}ss~!"#"#b和许多 科鸟类i而另一些鸟虽然以

中上层活动为主h但也常到林下层来觅食h如鸠鸽科和 形目鸟类j更有一些种类h如鹎科鸟类l卷尾科鸟类和鸦科鸟类h在野

UJ[ 生 态 学 报 HU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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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 旱季和雨季林下鸟的平均捕获率

"#$%! &’()(*+,*-./0(0*.(12/+3(04.1056#034#+61.’305

4(*41+4*+30*#+54(*41+4

外观察时它们多在树冠的上层活动7但通过这次研究可知7它们

也常常到地面觅食8从大小上讲7林下鸟既有小于 9:$重的小型

雀 形 目 鸟 类7如 红 胁 蓝 尾 鸲;白 腹 凤 鹛<=>?@ABCBAD?EFG>HBI;红

头 穗鹛<JDBH?KL@ML>N@HGOMI等7也有 P:$左右的中等体重的鸟类

如 领 鸺 <QFB>H@R@>S TLER@G@I;白 喉 冠 鹎;黑 卷 尾<U@HL>L>M

SBHLEHGLH>MI等7更有体重大于 9::$以上的较大型的鸟类7如凤

头 鹰<VHH@O@DGLDL@W@LXBD>MI;绿 翅 金 鸠<Y?BFHEO?BOM@AR@HBI;领

角 <ZD>MFGDD@BI等8一般认为体重大于 9::$的鸟被雾网捕到

的 机 会 少[99\7本 研 究 捕 到 9::$重 以 上 的 鸟 的 数 量 占 捕 到 鸟 类

总数量的 P]̂ _̂7与这个结论相符8但是本研究捕到大于 9::$
重的鸟类种类较丰富7占整 个 捕 到 鸟 类 种 数 的 !!]P:_7其 生 物

量更是占整个捕到鸟类生物量的 !‘]:!_8从大于 9::$重的林

下 鸟的食性分析可知7这些鸟取食多样7既有肉食性鸟7如凤 头 鹰;领 角 a食 果 鸟7如 绿 翅 金 鸠a食 虫 鸟 斑 头 鸺 <QFB>H@R@>S

H>H>FE@RGMI;蓝 须 夜 蜂 虎<bKHDKELA@MBD?GLDEA@I;蓝 背 八 色 鸫;短 尾 绿 鹊<Y@MMBD?BFBMM@ABI等a也 有 杂 食 性 鸟7如 黑 领 噪 鹛

<QBLL>FBcOGHDELBF@MI8作者认为7捕到大于 9::$重的鸟类数量较少的原因不是网捕法本身的影响7而可能是林下基质;食物因

素影响所致8因为森林林下较暗7大型鸟类通行困难7个体较大鸟类在林下层觅食不如小型鸟类在林下觅食灵巧8
研究结果表明7海南岛尖峰岭热带山地雨林林下鸟7以食虫鸟最多7食虫鸟占整个鸟类种类的 :̂]:_7占整个鸟类数量的

^̂]P‘_8如果加上兼食虫的食果食虫鸟;食谷食虫鸟7那么整个热带山地雨林林下食虫鸟所占的比例更高7占所有鸟类种类的

^̂]P:_;占所有鸟类数量的 d‘]d!_8虽然食果鸟在林下鸟类群落中占第 !位7但其仅占整个鸟类种类的 9:]:_7占鸟类数量

的 9:]e:_7与非洲和美洲热带林中的林下食果鸟占林下鸟类群落数量的 !P_fgg_相比[!P\7海南岛热带山地雨林林下鸟类

群落中食果鸟在群落中所占比例大大低于非洲和美洲食果鸟在鸟类群落中所占的比例8
海南岛尖峰岭热带山地雨林林下鸟以留鸟为主7无论是在原始林还是在次生林中留鸟占鸟类种类的比例超过 dP_7留鸟

的捕获数量占整个捕获鸟类数量的比例超过 e:_8在哥斯达黎加林下鸟群落中7迁徙鸟占所有捕获种的 9:_f9h_;占所有个

体数的 e_[h7!‘\8尖峰岭热带山地雨林林下鸟群落中留鸟所占比例与哥斯达黎加热带雨林林下鸟群落中留鸟所占的比例相近8

i]j 原始林与演替近 h:*的次生林林下鸟群落的差异

在 原始林中捕到鸟类 !h种 9g!只a在次生林中捕到鸟类 g:种79d:只8在原始林和次生林捕到的相同种有 9h种7仅在原始

林捕到的鸟 9:种7仅在次生林中捕到的鸟 9‘种8说明原始林与次生林林下鸟群落的组成不一致7其种的k*,,*03相似性系数仅

:]gP7比整个森林鸟类的相似性还低l8原始林与次生林林下鸟的优势种和普通种也不同7在捕到最多的前 9:种林下鸟中7次

生林与原始林相同种仅有 P种7即灰眶雀鹛;银胸丝冠鸟;白喉冠鹎;棕颈钩嘴鹛和褐顶雀鹛7排列顺序也不一样8
从平均网捕率看7原始林的平均网捕率为 %̂‘‘只m9::网n’7次生林的平均网捕率为 e]!h只m9::网n’7两者没有显著差

异<Do:]:̂d7Op:]:PI8但是原始林与次生林网捕率的季节变化规律不同7原始林中各月间的网捕率存在显著差异7而次生林

中各月间的网捕率则没有显著差异8网捕率反映林下鸟的密度7原始林与次生林林下鸟的平均网捕率相近表明原始林与次生林

林下鸟的密度相近8
从上述分析可知7虽然原始林与次生林林下鸟的平均网捕率相近7但网捕率的季节变化规律不同7原始林与次生林林下鸟

类群落的组成也不一样8原始林与次生林林下鸟群落的这些特点与原始林与次生林植被群落的组成与结构特点相一致8原始林

为未经砍伐的;保持原生状态的热带山地雨林a次生林是 9e‘g年被砍伐;9êP年抚育的热带山地雨林7经过近 h:*的演替7其外

貌与原始林相近7但次生林中植物种类组成与原始林植物种类组成有差异[!:\8这进一步说明7林下鸟类群落的组成与结构与森

林植被的组成与结构密切相关8

qrsrtruvrwx

[9\ &(0610$’k%y#034-(,#(43#z(04#.51+{+3(*+(|(z*.#1+*|$0*3#(+.%}HEFEXK79ê 7̂~!x9::̂f9:9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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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km]\̂.Êl3EuE_]cD@fggh@)LfNOQ$!gf%

&fg’ *>*/=+T@*>*/=*S@p2/=-@El_‘%549Y0:2/<380?2XXY/39:3/4V83/=*/04YXX,8*962/=)3/=4>*/*8,*2;(,3r3/=%[\G]̂_‘\a

nEm,m̂d-\]._‘/̂ mkE]umleL-_lG]_‘0cmÊcEN@"III@}iL$NOPhh!P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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