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捕 耍 

对古明山地区鸟类进行的调查表明一该地区鸟粪群落的主要鸟类共计48种，其中优势种有 】‘种． 

占20．17 ．根据鸟类生境的分布系数舒折．中性分布型有 (皇5—1 OO )28种．占 E8．3 3 ．不同生境内 

鸟粪群幕的种类数日和群体密度 存在差 异，结构复杂 生境，其鸟类群幕由三十分布群组麻，如农田村 

幕．农 田河滩，挹 交# 和晦叶#，结构简单的生境．如竹林．针叶林和迹地灌丛，其鸟类群幕由=十 分 

布群所组麻。各种鸟类分布群在鸟类群幕内的比悄随栖息 地缩柑的变化面改变．由于栖直 地结拇的变化 

葡样也导致鸟类群幕其饱参数的变．I匕，如Sh呲n。n．w 丑ef多样性指教．Simp∞Ⅱ扰势度．种I田相遇机率 

PIE 等． 

黄■冯-鸟娄，牺息地结拘，群落培撺， 群落多样牲，古用山．撕江． 

鸟类群落和栖息地结构的关系是鸟类生态学研究的重要内容之一““·。许 多学者就生 

境类型对鸟类群落结构的影响从不同的角度进行了深入研究 。近年来该领域的研究工 

作 巳在我国逐步展开 “ “ 。 

作者于1979年至l984年先后 5次对古 田山地区鸟类进行了累计近10个月的调查 本文就 

所得资料对该地区的鸟类群落结构和生境与鸟类群落的关系进行讨论。 

一

、 研究地区及方法 

古 田山自然保护区，位于北纬2 9。19 ，东经 118 14，，地处浙江省西徊开化县。该地区 

植被属亚热带南缘阔叶林植被区域 “ 。其生态地理动物群为亚热带林灌、草地一农 田动物群 。 

工作区以古田山自然保护区为主，并包括其南面的塘头、小北垅和下庄等地 (图 1)。 

根据该地 区的 自然景观，我们在不同的地点，选择 7种类型生境作为调查样地。其中包 

括古 田山绝对保护区内的常绿 阔叶林和外围的人工针叶林 ，小北垅的常绿针橱混交林和砍伐 

迹地与灌丛，塘头的农 田河滩以及下庄的农 田村落和竹林等生境。1984年 4月至 6月进行样 

方调查，记录鸟类的种类 ，个体数量和群体密度。 

二、鸟类群 落组成 

根据 7种生境48个样方的调查表鹎构成该地区春季鸟类群落的主要种类有48种 (表1)。 

以个体遇见率大于或 等 于 1只／小时作为优势种 ，共计有优势种“种，占29．1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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衰 1 古田山鸟类群落主要种类组成 
Table 1 The ~omvonent s~ecies of bird comm ttnity in Gu Tian M ountain 

9卷 

种 盖，扁 荐 皇銎鐾 奢褰薯 
竹 鸡 

白 鹇 

lll 斑 坞 

璩 巍 斑 坞 

斑 头 鸺 鹊 

营 通 翠 鸟 

蓝 襄 翠 

黑枕绿琢术 鸟 

斑 噱 木 鸟 

寡 燕 

金 腰 燕 

自 鹳 鸽 

绿 鹦 嘴 鹎 

自 头 鹎 

绿越短晦鹎 

罢 鹎 

发 冠 卷 尾 

八 哥 

喜 鹋 

缸 嘴 篮 鹊 

获 树 镐 

楫 河 鸟 

鹊 鸲 

缸 尾 水 鸲 

小 燕 尾 

黑 背 燕 尾 

紫 啸 聘 

乌 聘 

棕颈钩嘴鹅 

缸 头蔼醇 
黑 脸 噪 鹛 

爵 领 噪 鹃 

面 眉 

自 眶 雀 鹛 

棕 头 聘 雀 

篪 头 鸦 隹 

lll 村 莺 

要 眉 苇 莺 

太 lll 崔 

黄 班 山 雀 

红头 长尾 山 雀 

暗 绿 辑 眼 

麻 雀 

山 麻 雀 

白 旌 文 鸟 

斑 文 鸟 

三道眉草琦 

凤 头 鹦 

丑dmbusico~戚 l O眦 fc 

Lo rd n，cm e d 

SIreptope~a orieltfaIis 

S．c~tinensis 

GIauc~dfun c“cuZoides 

^Icedo atthis 

HaIcyon pll eata 

P[cus Gangs 

Dendrocopos ma／or 

Hf，口dO r"s cd 

H ．daurica 

M  缸cn bd 

Sp 啪 s sraftorqUes 

Pyemrnatus s~nensis 

Hypstpetes mec!elIandii 

H． 忉dagascariensis 

D icr̈ r̈ s ∞ 幻 ltHs 

Acr{d eres cr|s缸t l口s 

Pfcd D{cd 

Cissa er t rOr nchd 

Crypsfrina f wlosae 

CincI“s paHasff 

CopsychHs sauIaris 

Rhyaeornf,s yuIigfnosus 
Eniv¨r s scO" erf 

E．1豁 c enauIti 

Myiophoneu$caeru!e s 

Turdus n 盯Hla 

Pomatorhinus r州 ico l 

S ch” 话 ru[~ceps 
Garrulax DerspiciHatus 

G ．pectora~如 

G ．car,or ris 

A|cippe 咖 r{sOn缸 

Paradoxorn~s w ebb如n s 

P．gu!arls 

ce“ia lortip s 
A ctorephalus btstr eps 

Pfir s ma~or 

P．v e UstUIus 

A egitha~os c础 ci Hs 

Zos~erops ia~ nica 

Pdssfit""跏 tdnHs 

P．rutiIans 

Loach rd 时r~,ata 

L．punctu[ata 

E"曲erJza c d0s 

M elophus Iatham．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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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工 作医 示意 图 

F i The te of th亡inve g“ 

组成以中性分布型为主，有28种，占58．33％， 

性分布型的种类最少，只有4种，占8．33 。 

常见种(O．1只／小时以上)Z9种，占6O．4l ； 

偶见种 (0．!只／小时以下 5种，占lO．42 。 

对鸟类在不同生境蚜分布广度按下列公式 

计算 

ADc ( + 一)× lo0 

ADC：鸟类对生境的分布系数 

： 鸟类出现的样方数； 

：调查总样方数 

鸟类出现的生境数j 

M：被调查生境类型数 

鸟类生境的分布系数，根据分布系数将鸟类分 

成广性分布 (100％以上 、中性 分 布 (25— 

100％)和狭性分布 (25％以下)三种生境分布 

类型。通过分布系数分析可知该地区鸟类群落 

其次是狭性分布 型，l6种，占33．33 ，而广 

用分布系数对鸟类在不同生境中的组成进行分析(表 2)可知：结构复杂的栖息地生境， 

如农田村落，农田河滩，混交林和阔叶林，其鸟类群落由三个分布群所组成，即广 性 分 布 

群、中性分布群和狭性分布群。而结构较为简单的，如竹林、针叶林和迹地灌丛三种生境， 

其鸟类群落只有广性分布群和中性分布群二个鸟类群组成。 

鸟类群落组成中不同的鸟类生境分布群在鸟类群落中具有各自的生态学含义。古田山地 

裹 2 不舟生境中j‘蠢群謦蛆废 
Table 2 The coml~aeI|species of bhd co~ munity in different habltatafs 

＼ } 

生
＼＼ 

分 广性分布型 中性丹布型 狭性分布型 

境 ＼  

定田村落 Pm．o ， ＆ 餐 龋 m’P蛐 。’ Lp，Pp．Ac 

农田河滩 Pm．e ss．ce I燃  毹 Pm Ec，h。Rf．Ab 
器奎林 P皿，Gcc，ss，ce I P|，H皿l· ，Pf·cf，Gpp，Am，ZjP，。 【d Hm

．
Dm，Ln，Sr 

闻叶林 Pm，Gcc．S搴， H皿l，El·Cf，Gpp，Am~Zj·Pc，Gc，Cp，Bt Dh
，
EI．Mc， 

竹林 Pm．Ce PW，So·Sc，Bt 

针叶林 Pm．Gcc Gp，G 

迹 地{|【丛 Pm． Gcc，Ss Ml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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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鸟类群落的个性分布群由大山雀、红嘴蓝鹊、绿鹦嘴鹎和画眉等种类组成，说明该地区鸟 

类群落属山地型鸟类群落 中性分布群鸟类构成了各栖息地生境中鸟类群落的主体。而狭性 

分布群鸟类一般为某一栖息地的特征种。 

三、鸟类群落多样性指数 

物种多样性是群落重要特征之一，代表群落组织水平及其功能特性。1984年5至 6月， ． 

对该地区 7种生境35个样方的鸟类种群密度，矛《-数及样方内每个种的个体数进行调查，并根 

据下列公式 

Shannon Wiener指数：H=3．321 9(1oglON一— ∑ niloglOn ) 1 ， 

Simp~on优势度： 
N(Ⅳ 一1) 

D = 一；⋯ — —  

∑H ( 一1) 
】一 1 

PIE种间相遇机率；PIE=蓦({寺I)({#等 
分别计算出描述物种多样性的Shannon～Wiener指数 (H) 、Simpson群落优势度 (D)和PIE 

种间相遇机率 (表 3)。 

从表 3、中分析多样性指数和种数之 间的相关性可知，Shannon—wiener指数和群落内鸟 

类种数的相关暴数最大 (r=0．9052)，而Simpsonr优势度与种数间的相关系数却相对较小 

(r=0．7452) 这是由于鸟类群落的 Shannon～Wiener指数所反 映的是群落内的种类数量 

及分布的均匀性，而Simpson优势度反映的是群落内优势种集中的程度，因此两者与种数闻 

的相关程度各异。 

、 分  与 呵 论  

I．鸟类群落结构与栖息地结构舶关系 ． 

鸟类群落是鸟类与环境相互关系及鸟类组成的种类之间关系的综台反映“a，鸟类群落 

的结构与栖息地结构 、 植被多样性、 植物的水平与垂直层次的复杂性等因素相关 n ， 

因此鸟类群落在不同生境都有其不同的特性。 

古 田山地区 7种生境中鸟类群 落结构参数存在差异 ‘表 4)。 

从表 5中可以看出，该地区的农 田村落和农田河滩生境依山傍水，包含有农 田及其各种 

农作物，君民点及其君民点周围的高大乔木，溪流和河滩灌丛等许多种环境，构成结构非常复 

杂的栖息地。因此农 田村落和农田河滩生境中鸟类群落的组成最为丰富 ，均有24种，占该地 

区鸟类种数的5O ，其中农田村落生境中优势种有 lO种，占该地优势种的71．42％，农田河 

滩生境中优势种 9种，占优势种 的 6d．29％。加之农 田村落和农 田河滩生境中的食物非常丰 

富，从而使得鸟类群落的多样性指数、群体密麈等指标均高于其他生境中的鸟类群落。当然 

农田村落和农田河滩生境鸟类群落组成各有特点，如喜鹊、鹊鸲，乌鸦等种类只分布于农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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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个样 方 中碌 击边 缘稃 磊 前辛}方． 

村落生境 ，而褐河乌、红尾水鸲等种类仅见于农 田河滩生境。 

竹林生境主要由毛竹和少量灌丛所组成，针叶林生境由马尾松和杉木及林下灌，丛构成， 

因此这两种牺息地结构较为简单，食物条件也欠佳，只有少数种 类如珠颈斑鸠、山斑鸠，大 

山雀、红嘴蓝鹊等在这两种 生境中分布，优势种也只有大山雀等个别种类，且 群 体 密 度较 

低，因而所形成的鸟类群落也较简单。 

混交林生境以马尾松、杉木、石栎、青冈、木荷、米槠 、苦槠等为植物群落乔木层主要 

树种，闻叶林植被以后5种为其主要树种。该地区棍交林和阔叶林林内有高灌木层、矮灌木层 

和地被层等层次结构，因此形成了相对复杂的栖息地结构。典型的森林鸟类，如黑鹎 ，灰树 

鹊、黑领噪鹛、黑枕绿啄术鸟、发冠卷尾、紫啸鸦、灰头鸦雀、白鹇等许多种类在此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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裹 4 古由山备生麓鸟黉群II螬构参数比较 
TRbie 4 The com~aflgon of th● I佃 nm l I~tameters of bird community ~etween bioto~es 

针l重 薯 I 
辫混交韩l(c( s~蛐(m q su pp扭'b 。 赫 】8

．

a> 

『(~ac~anos|$cm'lesli) ．苦 槠 

毒 留 等等枷相 

j 2．7656 l 6．1 258 

藕叶# 蕃 景磊 暑磊I高 栗 ，鐾 柔 i 18 20．14 -8 2．2560 4．9810 0．763 
屠，地桩层 

l界木 屡 l毛 竹 竹 林 
步量{- 2t．73 】．6180 2．88 33 

弄木层t马尾~(P／nus m删l埘 一 I t o．32 1．3762 2．7760 o．626O 针叶# 2 a} ‘ 蛔 

斑地鞋g 幕梅斑地砖少t萌筮{-丛 8．5 o．g8Bo 2．6g05 o．54口2 

混交林和阔叶林内常见的优势种均有 8种，占优势种的 57．14 。因此形成了相对复杂的混 

交林和阔叶林鸟类群落。 

迹地灌丛生境，基本上为砍伐迹地景观，间有少量灌丛，由于插息地单纯，相应的鸟类 

群落结构也非常简单。 

2．鸟类群藩组成的分布群与括皇地的关系 ． 

不同生境中其鸟类群落组成的配置状态存在差异。对表 2资料进一步分析 (图2)可知 

各生境内鸟类群落组成以中性分布群为主。在农田村落、农田河滩、混交林和阉叶 林 生 境 

内，广性分布群在鸟类群落中的比例较低，分别为16．67％、16．67％、22．22 和22．22 ， 。 

农田村落和农田河滩、混交林和阔叶林内比例一致。中性分布群鸟类的比例为最高，分别为 

70．83％、66．67％、55．57％和55．56％，同时具有一定比例的狭洼分布群 ，它们所 占的比例与 

广性分布群相似。而在竹林、针叶林和迹地谨丛三种生境内，广性分布群的比侧上升，分别为 

￡3．33％、5o％和 75 ，中性分布群的比例分别为66．7％、5O％和25％，狭性分布群的鸟类 

不出现。这说明在结构简单的生境内，只有广性分布群及少数中性分布群的种类能够适应。 

参 考 文 献 
L 。D．，l g33，H3b t∞ c n b~rcls，J．Antra．Eco1．2：23口一 282． 

Svavd~on⋯G 1 g4g，Competition 8nd hBb t seketio~ ia bi~ds Oikos 1：l 57一 l 74． ． 

Root，R⋯B 1 gB7，T e~iche exploitation pattern of h芒Blae-g~y G衄 k 托̂her，Eco!．Mono~r．37：虬7— 3 5o 

W i~lsoa，M．P．，1 974，A n community organization Bnd habitat~rucCure， c0l0g 55：1017-- 1029
． 

Ccdy。M．L．，rg78 Hlb 丑t~election 8nd iuterspec~[ic~erritociallty 8m。ng the sylviid warble-~ of England 

S~cden，Eco1．Monogr．48：35l一 3g6． 

(B]Aademoa S,H．，B H．H，Sh~gart．1f．，1 g74，Habitat s~le~Oon oI 耐 birds j4 3Ⅱc Tennessee de 一 

维普资讯 http://www.cqvip.com 

http://www.cqvip.com


， 

：期 丁 等：浙江古田【_h自然保护医鸟类群落生态研究 ]27 

duous[orest．Ecology 55：828— 837
． 

[7]Able
，
K⋯P and B．R．Noon，1976，AviaⅡcommanity structu~ aloog clevational gradients in the northeas-- 

tern UnJ．ted S培∞ ，o ecolog[a 26：275m 294． 
． ， 

[8]Smith，K．G．，，甜 ，Di州 hn舢 of 皿 bj BJP培椰f白耐 坊。血Ⅱ玲 d扭疗t血_ Ozark瓢 吼叫． 
ECOlOgy 58：81O一 8t 9． 

[9]Cody，M ．L．，1 968．oD *he me~ods。f粥 Dur 
．

di~is on in gra # bird comm unities
． Am er．NaIuraI． 

102：1 07--14 7． 一‘ 0 。。 
[1 O3 W ians，A．J．，1 97 3．Pattem and process in gr#-sslmad blrd co~nmuntties，E咖

． Monogr． 43：237-- 270． 

[11]Tomoff．C⋯S 1 974，Avian species diversity in de~rt scrub
．
Ecology 55：396— 403． 

[1 2]Karr．I⋯R 1971，Structure of avian commuMties in selected Panama and Illinois habitats
，EcoI．M onogr． 

41：201-- 2 33． 

[1 3]S o，S．R．，t 980，Niche and habitat耐 丑t|。Ⅱs．廿sabalpine bird communi$ies o4 the W hire Moun~ins of 

New Hampshire，E∞ ‘．Mo~ogr
． 50：241-- 259． 

[14]难晓爱·1 982，高寒草甸繁殖鸟类的群幕结柯，工寒高草甸生态系统》，第11 —t 28页，甘肃人民出版杜． 
[1 5]张 晓 爱，邓 旨黎 ，1 986， 青海 省 海北 地区高 寒草甸 鸟类 群 落结 柯 的季节 变化 ，琦 橱 学报 52 让)I 180— 1 87． 

[1 6]王 直军 ，I 986．裒 牢 山常 绿闻 叶# 鸟类群 落初 步分 析． 莉物 学研究 7 (2) ；1 B1--1 65． 

[1 7]王宗英，1 986．图们江菰域林区居民_点鸟类群落的研究，动物学研究 7(1)；5ml 3． 

[18]孙 帆， 198 B， 教化 南北 不 罔景观 生卷 类型 鸟类 群的 比较研 究． 动秭 学研究 9 (2) 103-- 1t1． 

[t 9]是 征镒 等．1 980， 中 国植被 ．科 学 出版社 ． 

nee3饿国批，虞块 ．1 965．天目山习见鸟类的若干生态学i司题的韧步研究， I密度 畸数量波动问题，华东师大 学报 (自 

枯 科学 瓶 )2：49-- 56。 

[2t]MacArthur，R．H．and J．W ．MacArth．r，1 961．On bird sixties dive~ity，E州 ogy
． 42：594"-- 598， 

C0MMUNITY EC0L0GY BIRDS ON AREA OF GU TIAN 

MOUNTAIN ZHEJIANG PROVINCE 

Ding Ping Zhuge Yang Jiang Shiren 

{D elmrfment 0，B ogy，Hangzhou University) 

A survey of birds was conducted in Gu Tian Mountain and its adjacent 

area，Zhejiang Province．48 species cf bird community were found in this area， of 

which i4 species (29．I7 )were dominant species and 28 species (58．33 ) of 

the mddli~g distribution pattern according to the distributive coefficient of birds
． 

There were differences on the number of species and density of bird community 

in the different habitats．The component species of bird community consists of 

three avian distribution groups in the complicated habitat， such as cropland with 

village，cropland with river banks mixed forest of evel'Ereen broad—leaf and toni 

ferous and evergreen broadrleaf forest．However， the ccmlconent consists of two 

groups in the simple habitat—bambeo forest，coniferous forest，s／ash and scrub．The 

proportion nf the avian distribution groups in bird community was changeable as 

a result of the variation of the habitat structure． The variation of the habitat 

structure also brought about the changes of the bird community parameters(Shan— 

non W iener index，Simpson index and PIE)．In this paper the similarity about 

the compnent species of bird COYOYOU nity between habitats was discussed． 

Key wo rfls{habitat，community structure，community diversity，Gu Ti~／n 

Mountain，Zhejian Provi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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