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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淮平原农业景观繁殖期鸟类多样性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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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农业景观中的鸟类多样性对生态系统功能和服务的形成与维持具有重要作用。 黄淮平原区是我国最重要的农业景观区

之一，为探讨区域内农业景观中鸟类多样性特征和不同生境间的差异，在研究区农业景观不同生境中布设样点，调查繁殖期鸟

类多样性特征。 结果显示：（１）共记录到 ３２ 科、４９ 属、６６ 种的 １００４４ 只个体，但优势科属明显；（２）物种丰富度、多样性和均匀度

均表现出在沟渠、湖泊生境中较高，农田和村庄生境中相对较低，但物种多度呈现出村庄生境中最高，其次是沟渠和农田生境，
湖泊生境中最低；（３）在区系分布上，各生境中均以广布种为主，生态类群上，鸣禽在各生境中均占绝对优势，涉禽和游禽主要

分布在沟渠和湖泊生境中，从居留型来看，留鸟是各生境中的主导类群，候鸟、旅鸟和迷鸟比例很低；（４）鸟类群落异质性分析

显示，各生境间的相似性总体上较高，表明区域内农业景观中鸟类组成具有较高的重叠性。 研究显示农业景观中湖泊和沟渠的

存在能有效的提高区域鸟类的丰富度和多样性，而沟渠的存在能有效的提高鸟类个体多度，农田和村庄有助于特定类群多度的

增加，因此在未来的区域持续农业景观的构建中一方面要重视自然、半自然非农生境的作用，另一方面也不能忽视不同生物类

群对景观异质性响应和对生境特征需求的差异。
关键词：鸟类多样性；区系分布；生境差异；农业景观；黄淮平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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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 ｂｉｒｄ ｄ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ｆａｕｎａｌ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ｈａｂｉｔａｔ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ｌａｎｄｓｃａｐｅ； Ｈｕａｎｇ⁃Ｈｕａｉ ｐｌａｉｎ

鸟类是地球生物多样性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生态系统功能和生态系统服务中发挥着重要作用［１⁃５］。 随

着全球人口的飞速增加，为维持和提高人类福祉，农业用地持续扩张［６⁃７］，农业景观已成为当前地球陆地表层

最重要的景观类型［８］。 但国内现有关于鸟类的研究多集中在大型湿地、城市、自然保护区等区域，着重探讨

了鸟类多样性，机场植被群落、生境特征和景观格局等对鸟类群落和多样性等的影响方面，也有部分研究基于

航空安全探讨了机场周边鸟类多样性及其防控措施。 但几无对农业景观中鸟类群落的研究。 而一方面农业

景观对农业景观对于生物多样性的保护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它为众多生物（包括鸟类）提供了食物、栖息地

和庇护所［９⁃１０］。 另一方面鸟类多样性的存在对农业景观中生态系统服务的形成和维持具有重要举足轻重的

作用。 如：食虫鸟类是农业景观中控制虫害爆发的重要天敌生物［１１⁃１２］，从而从一定程度上提高作物产量［１３］，
另一方面大量鸟类作为消费者通过在食物链上对猎物的控制产生重要的级联效应［１４⁃１６］，并可能因此破坏原

有天敌控制的状态。 所以探明农业景观中鸟类群落结构及其多样性特征，并揭示其在不同生境间的差异，可
为从区域和景观尺度上探讨鸟类多样性保护与持续农业景观的构建提供重要的基础和前提。

本研究以地处黄淮平原区的杞县和淮阳为研究区，探讨区内不同生境中（农田、村庄、沟渠、湖泊）中鸟类

多样性特征的差异，分析不同景观斑块中鸟类组成特征的差异，从而为未来区域内综合性生物多样性保护措

施的提出奠定基础。

１　 研究区概况

研究区位于河南省开封市杞县（地理坐标：３４°１３′—３４°４６′Ｎ，１１４°３５′—１１４°５６′Ｅ 之间）和周口市淮阳县

（地理坐标：３３°２４′—３３°５５′Ｎ，１１４°３８′—１１５°５′Ｅ 之间），该区域属于黄淮平原的典型区域，地势低平，属暖温

带大陆季风性气候，地带性植被为落叶阔叶林，受大规模农业开发的影响，目前已消失殆尽。 区域内景观斑块

以农田为主，城市和居民点广泛散布，大小不一，林地斑块多镶嵌在农业中或居民点周边，面积较小，以泡桐

（Ｐａｕｌｏｗｎｉａ ｅｌｏｎｇａｔａ）或杨树（Ｐｏｐｕｌｕｓ ｓｐｐ．）等人工林为主。

２　 研究方法

２．１　 样地设置和野外调查

在研究区卫星影像、土地利用现状图的基础上选取典型地段进行布点。 共在野外布设 ２０ 个调查样点（杞
县、淮阳各 １０ 个）。 在每个样点上采用样线法对鸟类进行调查，每条样线长度约 ２．５ ｋｍ（图 １）。 调查时以肉

眼观察为主，同时借用望远镜、摄像机及相机等为辅助，调查人员以 ２—３ ｋｍ ／ ｈ 速度沿固定样线行进并记录样

线两侧目之所及的鸟类，记录时仅记录迎面鸟，不记录从后方飞入的。 调查选取在 ５：００—９：３０、１６：００—１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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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０ 两个鸟类活动高峰时段进行，为更准确的监测区域内鸟类动态变化，从 ２０１６ 年起，在每年的繁殖期进行连

续观测，本论文使用的数据为 ２０１６ 年 ５ 月 ２０—２２ 日、６ 月 １０—１２ 日，２０１７ 年 ４ 月 ２８—３０ 日，５ 月 ２８—３０ 日

两年内共 ４ 次重复调查的数据。 为确保调查数据的科学性与统一性，每次调查时的行进轨迹均严格按照此前

调查时的轨迹进行。 每组调查人员不少于 ２ 人，且至少保证 １ 人为此样线前次调查人员，每次野外调查均为

４ 组，同步调查，遇有疑问的物种均通过照片或录像进行分析讨论来确定。

图 １　 研究区示意图

Ｆｉｇ．１　 Ｓｋｅｔｃｈ ｍａｐ ｏｆ ｔｈｅ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ａｒｅａ

２．２　 数据分析方法

（１）鸟类区系分布：参照《世界鸟类分类与分布名录》 ［１７］对研究区鸟类的区系组成进行分析。
（２）物种丰富度和多度：分别以物种数目和个体数量来表示。 为消除样点数量的不同而引起的差异，采

用稀疏化法（Ｒａｒｅｆａｃｔｉｏｎ）对取样物种进行重采样。 物种丰富度和 Ｓｈａｎｎｏｎ 多样性指数统一重采样到 ３ 样点数

据，多度数据是重采样之后的单样点数据。
（３）鸟类群落异质性分析：分别基于 Ｊａｃｃａｒｄ 和 Ｓøｒｅｎｓｅｎ 相似性系数对各生境间鸟类群落异质性进行

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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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稀疏化和群落异质性分析均在 ＥｓｔｉｍａｔｅＳ９．１．０ 中进行［１８⁃１９］，其他数据分析和成图在 Ｍｉｃｒｏｓｏｆｔ Ｏｆｆｉｃｅ
Ｅｘｃｅｌ ２０１０ 中进行。

３　 结果分析

３．１　 研究区鸟类组成

经过两年的连续调查，共记录到 ６６ 个种，１００４４ 只个体，分属于 １３ 目，３２ 科，４９ 属（附表 １）。 其中 ２０１６
年的调查共记录到 ５２ 种 ５９２７ 只个体，分属于 １３ 目，２７ 科，４２ 属； ２０１７ 年记录到 ５１ 种 ４１１７ 只个体，分属于

１２ 目，３０ 科，４０ 属。 调查中发现国家二级保护动物 １ 种：红脚隼（Ｆａｌｃｏ ａｍｕｒｅｎｓｉｓ），仅在 ２０１６ 年的调查中见

到，２０１７ 年调查中未再见到。 在科的分布上，从个体数来看，优势科明显，个体数超过 １０００ 只的有 ３ 个科，分
别是雀科（ Ｐａｓｓｅｒｉｄａｅ） （ １ 属 １ 种，３７９１ 只个体）、燕科 （ Ｈｉｒｕｎｄｉｎｉｄａｅ） （ １ 属 ２ 种，１５０３ 只个体） 和鸦科

（Ｃｏｒｖｉｄａｅ）（４ 属 ４ 种，１１４３ 只个体），有 １２ 个科的个体数介于 １００—６３０ 只之间，还有 １７ 个科的个体数均小于

１００ 只（图 ２）。

图 ２　 黄淮平原农业景观中各科鸟类中所含个体数

Ｆｉｇ．２　 Ｔｈｅ ｂｉｒｄｓ ｉｎｄｉｖｉｄｕａｌｓ ｏｆ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Ｆａｍｉｌｉｅｓ ｉｎ Ｈｕａｎｇ⁃Ｈｕａｉ Ｐｌａｉｎ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ｌａｎｄｓｃａｐｅ

３．２　 生境间鸟类多样性特征

对调查区域内不同生境中鸟类多样性特征进行分析（图 ３），结果显示：物种丰富度在沟渠生境中最高

（３９．５４ 种），其次是湖泊（３９ 种），村庄和农田生境中物种丰富度较低，分别为 ３０．６ 种和 ２８ 种；Ｓｈａｎｎｏｎ 多样性

指数也呈现出沟渠和湖泊生境中最高（分别为 ２．５６ 和 ２．３４），农田和村庄生境中的物种多样性较低，仅分别为

２．０２ 和 １．９８；不同生境中物种均匀度的状况与 Ｓｈａｎｎｏｎ 多样性指数的变化基本一致，亦呈现出沟渠和湖泊生

境中较高，而农田和村庄中的均匀度较低；从多度数据来看，不同生境间物种多度差异较显著，村庄生境中最

高，湖泊生境中最低，沟渠和农田生境居中。
３．３　 生境间鸟类组成特征分析

从区系分布来看，全区和各生境水平上均以广布种为主，其比例均达到了 ５０％以上，其中湖泊生境中广

布种的比例达到了 ６７％；东洋界物种的比例在村庄生境中最高，接近四分之一，沟渠生境中最低，仅占 １３％，
在农田和湖泊生境中基本一致，均为 １７％左右；古北界物种占比在农田和沟渠生境中达到了 ３０％以上，村庄

和湖泊生境中均不超过 ２０％。 另外还发现古北界物种在农田和沟渠生境中的占比远超东洋界，而在村庄和

湖泊生境中二者基本一致（图 ４）。
从生态类群来看，全区和各生境水平上鸣禽的比例均最高，村庄和农田生境中均超过了 ７０％，猛禽仅在

农田生境中被发现，其他生境中均未见到该类群，涉禽和游禽种类较少且主要分布在沟渠和湖泊生境中，攀禽

４ 　 生　 态　 学　 报　 　 　 ３９ 卷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ｃｎ

图 ３　 黄淮平原农业景观不同生境中鸟类多样性特征

Ｆｉｇ．３　 Ｔｈｅ ｂｉｒｄｓ ｄｉｖｅｒｓｉｔｉｅｓ ｉｎ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ｈａｂｉｔａｔｓ ｏｆ Ｈｕａｎｇ⁃Ｈｕａｉ Ｐｌａｉｎ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ｌａｎｄｓｃａｐｅ

图中误差线为标准差，图上字母 ａ、ｂ 表示方差分析的结果，不同字母代表二者差异显著，Ｐ≤０．０５

图 ４　 黄淮平原农业景观不同生境中鸟类特征

Ｆｉｇ．４　 Ｔｈｅ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ｏｆ ｂｉｒｄ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ｉｅｓ ｉｎ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ｈａｂｉｔａｔｓ ｏｆ Ｈｕａｎｇ⁃Ｈｕａｉ Ｐｌａｉｎ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ｌａｎｄｓｃａｐｅ

和陆禽也均较少，但在各生境中均有一定的分布（图 ４）。
从居留型来看，各生境中均以留鸟最多，占了绝对优势（所有生境中的占比均达到了 ６０％以上），夏候鸟

和冬候鸟在各生境中也均有记录，但数量比例均较低，此外各生境还均有一定量的迷鸟被记录，另外在村庄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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沟渠生境中还偶见旅鸟（图 ４）。
３．４　 生境间鸟类群落异质性分析

分别基于 Ｊａｃｃａｒｄ 和 Ｓøｒｅｎｓｅｎ 相似性系数对各生境间鸟类群落异质性分析发现，两个指数的变化趋势完

全一致，只是数值的高低不同而已（表 １）。 二者均显示，村庄与农田、湖泊生境的相似性最高，其次是沟渠与

农田、湖泊的相似性，村庄与沟渠、农田与湖泊生境间的相似性最低。 尽管相似性在数值上有一定的差异，但
总体上各生境间的相似性均较高，Ｓøｒｅｎｓｅｎ 系数显示各生境间的相似性均超过了 ６４％，Ｊａｃｃａｒｄ 相似性系数也

都接近和超过了 ５０％。 表明在黄淮平原区，各生境中的鸟类组成具有较高的相似性。 优势种群是塑造群落

结构的重要因子，通过对各生境中主要优势种重要值分析显示，各群落中优势种组成有一定的差异（表 ２）：从
优势种组成来看，村庄、农田、沟渠等生境中均以麻雀（Ｐａｓｓｅｒ Ｍｏｎｔａｎｕｓ）重要值最高，其次是家燕（Ｈｉｒｕｎｄｏ
Ｒｕｓｔｉｃａ）；湖泊生境中家燕的重要值更高，超过了麻雀；从物种优势度来看，农田和村庄生境中的优势种优势度

更为明显和突出，湖泊次之，沟渠生境中优势种的优势度相对稍弱些。

表 １　 黄淮平原农业景观生境间鸟类群落相似性

Ｔａｂｌｅ １　 Ｔｈｅ ｓｉｍｉｌａｒｉｔｙ ｉｎｄｉｃｅｓ ｏｆ ｂｉｒｄ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 ｉｎ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ｈａｂｉｔａｔｓ ｏｆ Ｈｕａｎｇ⁃Ｈｕａｉ Ｐｌａｉｎ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ｌａｎｄｓｃａｐｅ

生境 Ｈａｂｉｔａｔ 农田 Ｆａｒｍｌａｎｄ 村庄 Ｖｉｌｌａｇｅ 沟渠 Ｄｉｃｈ 湖泊 Ｌａｋｅ

农田 Ｆａｒｍｌａｎｄ ０．６１ ０．５６１ ０．４７１

村庄 Ｖｉｌｌａｇｅ ０．７５８ ０．４８２ ０．５６８

沟渠 Ｄｉｃｈ ０．７１９ ０．６５１ ０．５５９

湖泊 Ｌａｋｅ ０．６４ ０．７２５ ０．７１７

　 　 右上角为 Ｊａｃｃａｒｄ 相似性系数，左下角为 Ｓøｒｅｎｓｅｎ 相似性系数

表 ２　 不同生境鸟类群落主要优势种重要值排序

Ｔａｂｌｅ ２　 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ｃｅ ｖａｌｕｅ（ＩＶ）ｏｆ ｔｈｅ ｄｏｍｉｎａｎｔ ｓｐｅｃｉｅｓ ｉｎ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ｈａｂｉｔａｔｓ

农田 Ｆａｒｍｌａｎｄ 村庄 Ｖｉｌｌａｇｅ 沟渠 Ｄｉｔｃｈ 湖泊 Ｌａｋｅ

物种名
Ｓｐｅｃｉｅｓ

重要值
ＩＶ

物种名
Ｓｐｅｃｉｅｓ

重要值
ＩＶ

物种名
Ｓｐｅｃｉｅｓ

重要值
ＩＶ

物种名
Ｓｐｅｃｉｅｓ

重要值
ＩＶ

１ 麻雀 Ｐａｓｓｅｒ ｍｏｎｔａｎｕｓ ０．５２ 麻雀 Ｐ． ｍｏｎｔａｎｕｓ ０．５４ 麻雀 Ｐ． ｍｏｎｔａｎｕｓ ０．３３ 家燕 Ｈ． ｒｕｓｔｉｃａ ０．３６

２ 家燕 Ｈｉｒｕｎｄｏ ｒｕｓｔｉｃａ ０．１７ 家燕 Ｈ． ｒｕｓｔｉｃａ ０．１５ 家燕 Ｈ． ｒｕｓｔｉｃａ ０．１８ 麻雀 Ｐ． ｍｏｎｔａｎｕｓ ０．２６

３ 喜鹊 Ｐｉｃａ ｐｉｃａ ０．１７ 白头鹎 Ｐ． ｓｉｎｅｎｓｉｓ ０．１５ 喜鹊 Ｐ． ｐｉｃａ ０．１７ 东方大苇莺
Ａｃｒｏｃｅｐｈａｌｕｓ ｏｒｉｅｎｔａｌｉｓ ０．１５

４ 珠颈斑鸠
Ｓｔｒｅｐｔｏｐｅｌｉａ ｃｈｉｎｅｎｓｉｓ ０．０９ 喜鹊 Ｐ． ｐｉｃａ ０．１０ 白头鹎 Ｐ． ｓｉｎｅｎｓｉｓ ０．０９ 喜鹊 Ｐ． ｐｉｃａ ０．０９

５ 白头鹎
Ｐｙｃｎｏｎｏｔｕｓ ｓｉｎｅｎｓｉｓ ０．０９ 灰椋鸟 Ｓ． ｃｉｎｅｒａｃｅｕｓ ０．０９ 黑卷尾

Ｄ． ｍａｃｒｏｃｅｒｃｕｓ ０．０７ 白头鹎 Ｐ． ｓｉｎｅｎｓｉｓ ０．０９

６ 灰椋鸟
Ｓｔｕｒｎｕｓ ｃｉｎｅｒａｃｅｕｓ ０．０８ 乌鸫 Ｔｕｒｄｕｓ ｍｅｒｕｌａ ０．０８ 珠颈斑鸠 Ｓ． ｃｈｉｎｅｎｓｉｓ ０．０７ 黑水鸡 Ｇ． ｃｈｌｏｒｏｐｕｓ ０．０９

７ 黑卷尾
Ｄｉｃｒｕｒｕｓ ｍａｃｒｏｃｅｒｃｕｓ ０．０７ 珠颈斑鸠 Ｓ． ｃｈｉｎｅｎｓｉｓ ０．０７ 灰椋鸟 Ｓ． ｃｉｎｅｒａｃｅｕｓ ０．０７ 黑卷尾

Ｄ． ｍａｃｒｏｃｅｒｃｕｓ ０．０６

８ 山斑鸠
Ｓｔｒｅｐｔｏｐｅｌｉａ ｏｒｉｅｎｔａｌｉｓ ０．０７ 戴胜 Ｕ． ｅｐｏｐｓ ０．０６ 黑水鸡

Ｇａｌｌｉｎｕｌａ ｃｈｌｏｒｏｐｕｓ ０．０６ 珠颈斑鸠
Ｓ． ｃｈｉｎｅｎｓｉｓ ０．０６

９ 红尾伯劳
Ｌａｎｉｕｓ ｃｒｉｓｔａｔｕｓ ０．０６ 灰喜鹊

Ｃｙａｎｏｐｉｃａ ｃｙａｎｕｓ ０．０６ 戴胜 Ｕ． ｅｐｏｐｓ ０．０６ 小
Ｔａｃｈｙｂａｐｔｕｓ ｒｕｆｉｃｏｌｌｉｓ ０．０５

１０ 戴胜 Ｕｐｕｐａ ｅｐｏｐｓ ０．０５ 黑卷尾
Ｄ． ｍａｃｒｏｃｅｒｃｕｓ ０．０６ 山斑鸠 Ｓ． ｏｒｉｅｎｔａｌｉｓ ０．０６ 银喉长尾山雀

Ａｅｇｉｔｈａｌｏｓ ｃａｕｄａｔｕｓ ０．０５

合计
Ｔｏｔａｌ １．３８ １．３６ １．１６ １．２７

比例
Ｒａｔｉｏ ／ ％ ６８．９０ ６８．２３ ５８．０６ ６３．６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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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　 讨论

４．１　 农业景观与鸟类多样性

　 　 农业景观对于生物多样性的保护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它为众多生物（包括鸟类）提供了食物、栖息地和

庇护所［９⁃１０］。 尽管人类开展了大量的生物多样性保护计划，但全球生物多样性仍处于持续的下降过程

中［２０⁃２１］。 鸟类也不例外，现有研究表明，人类活动引起的生境破碎化、农业集约化等是导致鸟类种群持续丧

失的重要因素［２２⁃２３］。 而也有研究发现农业活动对物种多样性的影响也并非全是负效应，由于农田上能提供

更多的资源供鸟类、哺乳动物和蝶类等使用，反而从一定程度上促进了这些物种的增加［２４］，因此农林复合系

统常能因有更多果实多样性和多样化的群落结构而吸引更多的鸟类［１０，２５］。 本研究发现在黄淮平原农业景观

中存在着大量的鸟类，尽管与一些自然保护区和大型湿地区域相比在物种丰富度方面存在一定的差距，但相

较于内蒙古草原仍有一定的优势［２６］。 研究结果显示，尽管农业景观中存在较多的鸟类，但大多数个体集中于

少量的种类，接近 ４０％的调查个体来自于雀科的麻雀，加上燕科和鸦科，前述 ３ 科贡献了总个体数的 ６４．１％。
通过对研究区农业景观不同生境中鸟类多样性特征的分析发现，沟渠和湖泊生境中具有较高的物种丰富度、
多样性和均匀度；从物种多度来看，村庄生境中最高，其次是沟渠和农田，湖泊中最低；但结合物种丰富度数据

发现，湖泊生境中最低的物种多度却孕育了最高的物种丰富度（图 ５），而前三者生境中大多数的物种个体来

自于麻雀，尤其村庄和农田生境中更甚（表 ２）。 综上，从生物多样性保护的角度来看，大面积水体的存在对于

提高区域物种丰富度意义最为重大，而沟渠也能较好的提高物种丰富度；从提高区域生态系统功能和服务

（如天敌控制等）的角度出发，沟渠的存在能有效的促进农业景观中鸟类个体数目的增加，而村庄和农田则能

大量的促进某些生境特化种数量的急剧增加［２７］。

图 ５　 不同生境中每百个体中物种数和独有种数量

Ｆｉｇ．５　 Ｔｈｅ ｕｎｉｑｕｅ ｓｐｅｃｉｅｓ ｎｕｍｂｅｒ ａｎｄ ｓｐｅｃｉｅｓ ｎｕｍｂｅｒ ｏｆ ｐｅｒ ｈｕｎｄｒｅｄ ｉｎｄｉｖｉｄｕａｌｓ ｉｎ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ｈａｂｉｔａｔｓ

图中误差线为标准差，图上字母 ａ、ｂ 表示方差分析的结果，不同字母代表二者差异显著，Ｐ≤０．０５

４．２　 景观异质性对鸟类群落的影响效应

景观异质性包括组成多样性、空间格局和构型的多样性及其产生的功能多样性［２８］。 在农业景观中，景观

异质性常转变为农田与自然、半自然生境相间的小尺度镶嵌体，进而通过影响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系统结构与

功能而影响到区域生态系统服务的形成及表达。 研究发现，农业景观中景观异质性变化对区域生物多样性的

影响有时会比人类活动（如耕作模式的选择）的影响更为强烈和重要［１０，２９⁃３２］。 因此在区域尺度上探讨生物多

样性保护和生态系统服务维持的时候，必须重视景观异质性的重要性。 有研究表明，农业景观中非农生境的

存在对鸟类多样性的提高具有重要作用［３３⁃３４］。 本研究的结果也显示，在黄淮平原农业景观中大范围农田背

景中沟渠、湖泊等非农生境的出现能有效的提高鸟类多样性和种群个体数量［３５⁃３６］。 同时农田和村庄等人类

活动强烈的区域会促进某些特化种种群多度的增加［２７］。
农业景观中对于生物间相互作用（如生物控制等）的研究需要从更广的食物网上来考虑，纵然在简单的

农业生态系统中也要如此［１２］。 集约农业景观中田块尺度上生境多样性的提高一方面能有效提高鸟类多样

７　 ９ 期 　 　 　 卢训令　 等：黄淮平原农业景观繁殖期鸟类多样性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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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同时也能促进鸟类介导的害虫控制服务，在简单农业景观中相对简单的保护措施（在地边种几棵树）亦能

有效的提高鸟类多度和发挥其天敌控制的作用 ［１６，３７］。 而在复杂景观中，保护措施在促进飞行昆虫对害虫的

控制的同时也会提高鸟类对飞行昆虫的捕食，从而降低其天敌控制的效果，因此要多方面的考虑多重生态系

统服务间的权衡［３８］。

５　 结论和建议

本研究仅基于鸟类，从物种多样性保护和区域生态系统服务维持的角度出发，认为在黄淮平原农业景观

中，水域和湿地的存在能有效的提高鸟类多样性，而沟渠等的存在是提高鸟类多度的重要影响因素。 同时不

能一味的认为人类活动（村庄和农田耕作等）就一定对鸟类种群和生态系统服务呈现负效应。 不同生活型或

功能型的物种对景观异质性的响应模式存在显著差异［３９］。 且由于不同物种、功能群等对土地利用方式、景观

异质性的响应也会产生差异，因此很难提出一个通用的景观管理策略［４０］。 在未来的区域持续农业景观的构

建过程中，要重视各种自然、半自然非农生境的作用。 同时由于不同生物类群对景观异质性响应的差异［４１］和

面积⁃异质性权衡（Ａｒｅａ⁃ｈｅｔｅｒｏｇｅｎｅｉｔｙ⁃ｔｒａｄｅ⁃ｏｆｆ）问题的存在［４１⁃４２］，因此区域内合理景观的构建需要同时考虑不

同生物类群生物生态学属性的差异及其对景观异质性响应的差别和对生境面积需求的不同，一个科学合理的

区域景观异质性建构方案的形成仍然任重道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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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ｔａ

ｇａ
ｒｚｅ

ｔｔａ
Ｗ
Ｄ

涉
禽

Ｒ
１

１
７

１
黄

斑
苇

鳽
Ｉｘ
ｏｂ
ｒｙ
ｃｈ
ｕｓ

ｓｉｎ
ｅｎ
ｓｉｓ

Ｗ
Ｄ

涉
禽

Ｒ
０

０
１

５
夜

鹭
Ｎｙ

ｃｔｉ
ｃｏ
ｒａ
ｘ
ｎｙ
ｃｔｉ
ｃｏ
ｒａ
ｘ

Ｗ
Ｄ

涉
禽

Ｒ
０

０
０

３
鹤

形
目

Ｇｒ
ｕｉ
ｆｏ
ｒｍ

ｅｓ
秧

鸡
科

Ｒａ
ｌｌｉ
ｄａ

ｅ
黑

水
鸡

Ｇａ
ｌｌｉ
ｎｕ

ｌａ
ｃｈ
ｌｏ
ｒｏ
ｐｕ
ｓ

Ｗ
Ｄ

涉
禽

Ｒ
０

０
１４

７
４８

鸻
形

目
Ｃｈ

ａｒ
ａｄ

ｒｉｉ
ｆｏ
ｒｍ

ｅｓ
燕

鸥
科

Ｓｔ
ｅｒ
ｎｉ
ｄａ

ｅ
普

通
燕

鸥
Ｓｔ
ｅｒ
ｎａ

ｈｉ
ｒｕ
ｎｄ

ｏ
ＰＡ

涉
禽

Ｓ
０

０
１

０
鹬

科
Ｓｃ

ｏｌ
ｏｐ

ａｃ
ｉｄ
ａｅ

白
腰

草
鹬

Ｔｒ
ｉｎ
ｇａ

ｏｃ
ｈｒ
ｏｐ
ｕｓ

ＰＡ
涉

禽
Ｗ

０
０

１
０

鸡
形

目
Ｇａ

ｌｌｉ
ｆｏ
ｒｍ

ｅｓ
雉

科
Ｐｈ

ａｓ
ｉａ
ｎｉ
ｄａ

ｅ
环

颈
雉

Ｐｈ
ａｓ
ｉａ
ｎｕ
ｓｃ

ｏｌ
ｃｈ
ｉｃｕ

ｓ
ＰＡ

陆
禽

Ｒ
２０

０
３０

０
鹃

形
目

Ｃｕ
ｃｕ

ｌｉｆ
ｏｒ
ｍ
ｅｓ

杜
鹃

科
Ｃｕ

ｃｕ
ｌｉｄ

ａｅ
大

杜
鹃

Ｃｕ
ｃｕ
ｌｕ
ｓｃ

ａｎ
ｏｒ
ｕｓ

Ｏ
攀

禽
Ｓ

２
８

２５
３

四
声

杜
鹃

Ｃｕ
ｃｕ
ｌｕ
ｓｍ

ｉｃｒ
ｏｐ
ｔｅｒ
ｕｓ

Ｗ
Ｄ

攀
禽

Ｓ
８

６
７

５
噪

鹃
Ｅｕ

ｄｙ
ｎａ

ｍ
ｙｓ

ｓｃ
ｏｌ
ｏｐ
ａｃ
ｅａ

Ｗ
Ｄ

攀
禽

Ｓ
０

０
０

１９
鴷

形
目

Ｐｉ
ｃｉ
ｆｏ
ｒｍ

ｅｓ
啄

木
鸟

科
Ｐｉ
ｃｉ
ｄａ

ｅ
星

头
啄

木
鸟

Ｄｅ
ｎｄ
ｒｏ
ｃｏ
ｐｏ
ｓｃ

ａｎ
ｉｃａ

ｐｉ
ｌｌｕ

ｓ
Ｏ

攀
禽

Ｒ
０

１
０

０
大

斑
啄

木
鸟

Ｄｅ
ｎｄ
ｒｏ
ｃｏ
ｐｏ
ｓｍ

ａｊ
ｏｒ

ＰＡ
攀

禽
Ｒ

１
１

１
０

灰
头

绿
啄

木
鸟

Ｐｉ
ｃｕ
ｓｃ

ａｎ
ｕｓ

Ｗ
Ｄ

攀
禽

Ｒ
０

０
１

０
雀

形
目

Ｐａ
ｓｓ
ｅｒ
ｉｆｏ

ｒｍ
ｅｓ

伯
劳

科
Ｌａ

ｎｉ
ｉｄ
ａｅ

红
尾

伯
劳

Ｌａ
ｎｉ
ｕｓ

ｃｒ
ｉｓｔ
ａｔ
ｕｓ

Ｗ
Ｄ

鸣
禽

Ｖ
２４

２４
４０

６
楔

尾
伯

劳
Ｌａ

ｎｉ
ｕｓ

ｓｐ
ｈｅ
ｎｏ
ｃｅ
ｒｃ
ｕｓ

Ｗ
Ｄ

鸣
禽

Ｗ
０

０
１

０
棕

背
伯

劳
Ｌａ

ｎｉ
ｕｓ

ｓｃ
ｈａ

ｃｈ
Ｏ

鸣
禽

Ｒ
９

１４
３９

１
燕

科
Ｈ
ｉｒｕ

ｎｄ
ｉｎ
ｉｄ
ａｅ

金
腰

燕
Ｃｅ
ｃｒ
ｏｐ
ｉｓ
ｄａ

ｕｒ
ｉｃａ

Ｗ
Ｄ

鸣
禽

Ｖ
９

３
１７

０
家

燕
Ｈｉ
ｒｕ
ｎｄ

ｏ
ｒｕ
ｓｔｉ
ｃａ

Ｗ
Ｄ

鸣
禽

Ｖ
２８

４
２７

３
５９

１
３２

６
鹡

鸰
科

Ｍ
ｏｔ
ａｃ
ｉｌｌ
ｉｄ
ａｅ

白
鹡

鸰
Ｍ
ｏｔ
ａｃ
ｉｌｌ
ａ
ａｌ
ｂａ

Ｗ
Ｄ

鸣
禽

Ｒ
２８

９
３８

３
水

鹨
Ａｎ

ｔｈ
ｕｓ

ｓｐ
ｉｎ
ｏｌ
ｅｔｔ
ａ

ＰＡ
鸣

禽
Ｐ

０
０

１５
０

树
鹨

Ａｎ
ｔｈ
ｕｓ

ｈｏ
ｄｇ

ｓｏ
ｎｉ

Ｗ
Ｄ

鸣
禽

Ｗ
２

０
６

０
灰

鹡
鸰

Ｍ
ｏｔ
ａｃ
ｉｌｌ
ａ
ｃｉｎ

ｅｒ
ｅａ

Ｗ
Ｄ

鸣
禽

Ｐ
０

０
２

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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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
表

目 Ｏｒ
ｄｅ

ｒ
科 Ｆａ

ｍ
ｉｌｙ

种
名

Ｓｐ
ｅｃ
ｉｅ
ｓ

区
系

分
布

Ｆａ
ｕｎ

ａｌ
ｄｉ
ｓｔｒ

ｉｂ
ｕｔ
ｉｏ
ｎ

生
态

类
群

Ｅｃ
ｏ⁃
ｇｒ
ｏｕ

ｐｓ

居
留

型
Ｒｅ

ｓｉｄ
ｅｎ

ｃｅ
ｔｙ
ｐｅ

个
体

数
量

Ｎｕ
ｍ
ｂｅ

ｒｏ
ｆｉ

ｎｄ
ｉｖ
ｉｄ
ｕａ

ｌｓ

农
田

Ｆａ
ｒｍ

ｌａ
ｎｄ

村
庄

Ｖｉ
ｌｌａ

ｇｅ
沟

渠
Ｄｉ

ｔｃ
ｈ

湖
泊

Ｌａ
ｋｅ

鹎
科

Ｐｙ
ｃｎ

ｏｎ
ｏｔ
ｉｄ
ａｅ

白
头

鹎
Ｐｙ

ｃｎ
ｏｎ
ｏｔ
ｕｓ

ｓｉｎ
ｅｎ
ｓｉｓ

Ｏ
鸣

禽
Ｒ

９２
２６

１
２２

５
５２

黄
鹂

科
Ｏｒ

ｉｏ
ｌｉｄ

ａｅ
黑

枕
黄

鹂
Ｏｒ
ｉｏ
ｌｕ
ｓｃ

ｈｉ
ｎｅ
ｎｓ
ｉｓ

Ｗ
Ｄ

鸣
禽

Ｖ
９

１８
１８

１
卷

尾
科

ＩＤ
ｉｃ
ｔｕ
ｒｉｄ

ａｅ
黑

卷
尾

Ｄｉ
ｃｒ
ｕｒ
ｕｓ

ｍ
ａｃ
ｒｏ
ｃｅ
ｒｃ
ｕｓ

Ｗ
Ｄ

鸣
禽

Ｖ
５０

３５
１５

７
１５

椋
鸟

科
Ｓｔ
ｕｒ
ｎｉ
ｄａ

ｅ
八

哥
Ａｃ
ｒｉｄ

ｏｔ
ｈｅ
ｒｅ
ｓｃ

ｒｉｓ
ｔａ
ｔｅｌ
ｌｕ
ｓ

Ｏ
鸣

禽
Ｒ

０
３

９
７

灰
椋

鸟
Ｓｔ
ｕｒ
ｎｕ

ｓｃ
ｉｎ
ｅｒ
ａｃ
ｅｕ
ｓ

Ｗ
Ｄ

鸣
禽

Ｒ
６７

１０
２

１１
９

４
鸦

科
Ｃｏ

ｒｖ
ｉｄ
ａｅ

大
嘴

乌
鸦

Ｃｏ
ｒｖ
ｕｓ

ｍ
ａｃ
ｒｏ
ｒｈ
ｙｎ
ｃｈ
ｏｓ

Ｗ
Ｄ

鸣
禽

Ｒ
１

０
３

０
灰

喜
鹊

Ｃｙ
ａｎ

ｏｐ
ｉｃａ

ｃｙ
ａｎ

ｕｓ
ＰＡ

鸣
禽

Ｒ
１９

６５
１７

４
喜

鹊
Ｐｉ
ｃａ

ｐｉ
ｃａ

Ｗ
Ｄ

鸣
禽

Ｒ
２８

０
１３

９
５６

１
５３

红
嘴

山
鸦

Ｐｙ
ｒｒｈ

ｏｃ
ｏｒ
ａｘ

ｐｙ
ｒｒｈ

ｏｃ
ｏｒ
ａｘ

ＰＡ
鸣

禽
Ｒ

０
１

０
０

山
雀

科
Ｐａ

ｒｉｄ
ａｅ

大
山

雀
Ｐａ

ｒｕ
ｓｍ

ａｊ
ｏｒ

Ｗ
Ｄ

鸣
禽

Ｒ
６

１８
３５

５
长

尾
山

雀
科

Ａｅ
ｇｉ
ｔｈ
ａｌ
ｉｄ
ａｅ

银
喉

长
尾

山
雀

Ａｅ
ｇｉ
ｔｈ
ａｌ
ｏｓ

ｃａ
ｕｄ

ａｔ
ｕｓ

ＰＡ
鸣

禽
Ｒ

０
０

９
２２

红
头

长
尾

山
雀

Ａｅ
ｇｉ
ｔｈ
ａｌ
ｏｓ

ｃｏ
ｎｃ
ｉｎ
ｎｕ

ｓ
Ｏ

鸣
禽

Ｒ
０

０
０

５
雀

科
Ｐａ

ｓｓ
ｅｒ
ｉｄ
ａｅ

麻
雀

Ｐａ
ｓｓｅ

ｒｍ
ｏｎ
ｔａ
ｎｕ

ｓ
Ｗ
Ｄ

鸣
禽

Ｒ
１０

６５
１２

６１
１２

３８
２２

７
莺

科
Ｓｙ

ｌｖ
ｉｉｄ

ａｅ
东

树
莺

Ｃｅ
ｔｔｉ
ａ
ｃａ
ｎｔ
ｕｒ
ｉａ
ｎｓ

Ｗ
Ｄ

鸣
禽

Ｓ
０

０
０

１
强

脚
树

莺
Ｃｅ
ｔｔｉ
ａ
ｆｏ
ｒｔｉ
ｐｅ
ｓ

ＰＡ
鸣

禽
Ｒ

６
１

２６
５

东
方

大
苇

莺
Ａｃ
ｒｏ
ｃｅ
ｐｈ
ａｌ
ｕｓ

ｏｒ
ｉｅｎ

ｔａ
ｌｉｓ

Ｗ
Ｄ

鸣
禽

Ｓ
０

０
７１

１１
３

燕
雀

科
Ｆｒ
ｉｎ
ｇｉ
ｌｌｉ
ｄａ

ｅ
金

翅
雀

Ｃａ
ｒｄ
ｕｅ
ｌｉｓ

ｓｉｎ
ｉｃａ

Ｗ
Ｄ

鸣
禽

Ｒ
４

８
６６

５
黑

尾
蜡

嘴
雀

Ｅｏ
ｐｈ
ｏｎ
ａ
ｐｅ
ｒｓｏ

ｎａ
ｔａ

Ｗ
Ｄ

鸣
禽

Ｒ
１０

３３
７０

１０
黑

头
蜡

嘴
雀

Ｅｏ
ｐｈ
ｏｎ
ａ
ｍ
ｉｇ
ｒａ
ｔｏ
ｒｉａ

ＰＡ
鸣

禽
Ｒ

１
０

０
０

鸦
雀

科
Ｐａ

ｒａ
ｄｏ

ｘｏ
ｒｎ
ｉｔｈ

ｉｄ
ａｅ

棕
头

鸦
雀

Ｐａ
ｒａ
ｄｏ
ｘｏ
ｒｎ
ｉｓ
ｗｅ
ｂｂ
ｉａ
ｎｕ

ｓ
ＰＡ

鸣
禽

Ｒ
０

１
５

１６
鸫

科
Ｔｕ

ｒｄ
ｉｄ
ａｅ

乌
鸫

Ｔｕ
ｒｄ
ｕｓ

ｍ
ｅｒ
ｕｌ
ａ

Ｏ
鸣

禽
Ｒ

１９
９７

４５
１２

黑
喉

石
鵖

Ｓａ
ｘｉ
ｃｏ
ｌａ

ｔｏ
ｒｑ
ｕａ

ｔａ
ＰＡ

鸣
禽

Ｐ
２

０
７

０
北

红
尾

鸲
Ｐｈ

ｏｅ
ｎｉ
ｃｕ
ｒｕ
ｓａ

ｕｒ
ｏｒ
ｅｕ
ｓ

ＰＡ
鸣

禽
Ｗ

７
３２

４
１

鹟
科

Ｍ
ｕｓ
ｃｉ
ｃａ
ｐｉ
ｄａ

ｅ
红

喉
姬

鹟
Ｆｉ
ｃｅ
ｄｕ

ｌａ
ａｌ
ｂｉ
ｃｉｌ
ｌａ

ＰＡ
鸣

禽
Ｐ

０
０

１
０

鹀
科

Ｅｍ
ｂｅ

ｒｉｚ
ｉｄ
ａｅ

三
道

眉
草

鹀
Ｅｍ

ｂｅ
ｒｉｚ
ａ
ｃｉｏ

ｉｄ
ｅｓ

ＰＡ
鸣

禽
Ｒ

１５
０

９
０

黄
眉

鹀
Ｅｍ

ｂｅ
ｒｉｚ
ａ
ｃｈ
ｒｙ
ｓｏ
ｐｈ
ｒｙ
ｓ

ＰＡ
鸣

禽
Ｐ

０
０

６
０

灰
头

鹀
Ｅｍ

ｂｅ
ｒｉｚ
ａ
ｓｐ
ｏｄ
ｏｃ
ｅｐ
ｈａ

ｌａ
ＰＡ

鸣
禽

Ｐ
８

０
０

０
小

鹀
Ｅｍ

ｂｅ
ｒｉｚ
ａ
ｐｕ
ｓｉｌ
ｌａ

ＰＡ
鸣

禽
Ｗ

７
０

５
３

扇
尾

莺
科

Ｃｉ
ｓｔｉ

ｃｏ
ｌｉｄ

ａｅ
棕

扇
尾

莺
Ｃｉ
ｓｔｉ
ｃｏ
ｌａ

ｊｕ
ｎｃ
ｉｄ
ｉｓ

Ｗ
Ｄ

鸣
禽

Ｒ
５

０
０

０
王

鹟
科

Ｍ
ｏｎ

ａｒ
ｃｈ

ｉｎ
ａｅ

寿
带

Ｔｅ
ｒｐ
ｓｉｐ

ｈｏ
ｎｅ

ｐａ
ｒａ
ｄｉ
ｓｉ

Ｗ
Ｄ

鸣
禽

Ｓ
０

１
０

０
隼

形
目

Ｆａ
ｌｃ
ｏｎ

ｉｆｏ
ｒｍ

ｅｓ
隼

科
Ｆａ

ｌｃ
ｏｎ

ｉｄ
ａｅ

红
脚

隼
Ｆａ

ｌｃｏ
ａｍ

ｕｒ
ｅｎ
ｓｉｓ

ＰＡ
猛

禽
Ｗ

２１
０

０
０

雁
形

目
Ａｎ

ｓｅ
ｒｉｆ
ｏｒ
ｍ
ｅｓ

鸭
科

Ａｎ
ａｔ
ｉｄ
ａｅ

绿
头

鸭
Ａｎ

ａｓ
ｐｌ
ａｔ
ｙｒ
ｈｙ
ｎｃ
ｈｏ
ｓ

ＰＡ
游

禽
Ｗ

０
０

２
０

斑
嘴

鸭
Ａｎ

ａｓ
ｐｏ
ｅｃ
ｉｌｏ
ｒｈ
ｙｎ
ｃｈ
ａ

Ｗ
Ｄ

游
禽

Ｒ
０

０
１０

０
　

　
分

布
型

Ｆａ
ｕｎ

ａｌ
ｄｉ
ｓｔｒ

ｉｂ
ｕｔ
ｉｏ
ｎ：

Ｏ：
东

洋
界

，Ｏ
ｒｉｅ

ｎｔ
ａｌ

ｒｅ
ａｌ
ｍ
；Ｐ

Ａ：
古

北
界

，Ｐ
ａｌ
ｅａ
ｒｃ
ｔｉｃ

ｒｅ
ａｌ
ｍ
；Ｗ

Ｄ：
广

布
种

，Ｃ
ｏｓ
ｍ
ｏｐ

ｏｌ
ｉｔａ

ｎ
ｓｐ
ｅｃ
ｉｅ
ｓ；

居
留

型
Ｒｅ

ｓｉｄ
ｅｎ

ｃｅ
ｔｙ
ｐｅ

：Ｒ
：留

鸟
，Ｒ

ｅｓ
ｉｄ
ｅｎ

ｔ；
Ｓ：

夏
候

鸟
，

Ｓｕ
ｍ
ｍ
ｅｒ

ｍ
ｉｇ
ｒａ
ｎｔ
；Ｖ

：迷
鸟

，

Ｓｔ
ａｇ
ｇｌ
ｅｒ
；Ｗ

：冬
候

鸟
，Ｗ

ｉｎ
ｔｅ
ｒｍ

ｉｇ
ｒａ
ｎｔ
；Ｐ

：旅
鸟

，Ｔ
ｒａ
ｖｅ
ｌｅ
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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