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 ３８ 卷第 １２ 期

２０１８ 年 ６ 月

生 态 学 报

ＡＣＴＡ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 ＳＩＮＩＣＡ
Ｖｏｌ．３８，Ｎｏ．１２
Ｊｕｎ．，２０１８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ｃｎ

基金项目：京津冀城市群生态安全保障技术研究（２０１６ＹＦＣ０５０３０００）； 水体污染控制与治理科技重大专项（２０１７ＺＸ０７１０３⁃００６）

收稿日期：２０１８⁃０１⁃３１； 　 　 修订日期：２０１８⁃０４⁃１７

∗通讯作者 Ｃｏｒｒｅｓｐｏｎｄｉｎｇ ａｕｔｈｏｒ．Ｅ⁃ｍａｉｌ： Ｌｉｙｏｎｇｈｏｎｇ＠ ｏｒｉｅｎｔｌａｎｄｓｃａｐｅ．ｃｏｍ

ＤＯＩ： １０．５８４６ ／ ｓｔｘｂ２０１８０１３１０２６５

刘旭，张文慧，李咏红，高鹏杰，李黎， 王彤．湿地公园鸟类栖息地营建技术研究———以北京琉璃河湿地公园为例．生态学报，２０１８，３８（１２）：　 ⁃ 　 ．
Ｌｉｕ Ｘ， Ｚｈａｎｇ Ｗ Ｈ， Ｌｉ Ｙ Ｈ，Ｇａｏ Ｐ Ｊ， Ｌｉ Ｌ，Ｗａｎｇ Ｔ．Ｐｌａｎｎｉｎｇ ａｎｄ ｒｅｓｔｏｒ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ｂｉｒｄ ｈａｂｉｔａｔｓ ｉｎ ａ ｗｅｔｌａｎｄ ｐａｒｋ： ａ ｃａｓｅ ｓｔｕｄｙ ｏｆ ｔｈｅ Ｌｉｕｌｉ Ｒｉｖｅｒ ｗｅｔｌａｎｄ ｐａｒｋ
ｉｎ Ｂｅｉｊｉｎｇ．Ａｃｔａ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 Ｓｉｎｉｃａ，２０１８，３８（１２）：　 ⁃ 　 ．

湿地公园鸟类栖息地营建技术研究
———以北京琉璃河湿地公园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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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北京地区处于全球候鸟东亚⁃澳大利西亚的迁徙路线上，是候鸟重要的迁徙路线，近些年，随着人为活动的影响，该区生境

破碎化问题愈发突出，直接威胁着本地鸟种和过境迁徙鸟类的生存。 为达到保护鸟类多样性的目的，需开展相应的栖息地恢复

工作。 不同生态类群的鸟类对栖息地有着不同的要求，相同鸟种在不同空间、季节和生活期对栖息地的选择也有着不同的特

点。 因而，鸟类栖息地恢复应针对目标鸟种根据其繁殖特点、巢位空间分布、食性特点、活动空间特点等进行规划营造。 以北京

房山琉璃河湿地公园为例，针对项目所在区域的鸟类分布特征，确定目标恢复鸟种，结合项目区现场条件，围绕目标鸟种对于栖

息地水系、植被等方面的需求，从岸线重塑、水深设计、植物配置、生态鸟岛等方面规划设计鸟类栖息地修复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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鸟类是湿地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它们能够促进湿地的物质循环、能量流动以及信息传递等过程，从而维

持湿地的稳定与健康。 从另一方面来看，湿地因其便利的水源、丰富的生物资源，也为鸟类（尤其水鸟）提供

了良好的栖息环境［１⁃３］。 然而，随着我国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对湿地以及生活在其中的鸟类产生的影响越来

越大，湿地面积减少、破碎化、功能退化、环境质量下降等问题愈发突出，鸟类种类和数量发生明显的下

降［４⁃７］。 对此，通过设立自然保护区或湿地公园并根据不同鸟类的具体生境需求有针对性的进行栖息地恢复

是当前保护鸟类工作中一种较为有效的手段［８⁃１０］。
近些年，受到城市化进程等人为活动加剧的影响，北京地区的生态环境质量有显著下降，存在水环境污

染、生境破碎化等问题。 同时由于该区处于全球候鸟东亚⁃澳大利西亚的迁徙路线上，鸟类资源丰富，生境破

碎化问题不仅影响着本土生物的生存同时威胁着过境迁徙鸟类的生存，因而保障该地区的生境良好对鸟类的

保护起着重要的作用。 琉璃河生态湿地公园工程占地 ５２８．６ｈｍ２，是北京地区最大的生态湿地建设项目，项目

的实施将有效改善该地区生态环境质量，打造出京西南的绿色屏障，同时可为鸟类提供适宜的生境以吸引并

保护鸟类。 本文针对琉璃河湿地公园生境现状，以恢复鸟类多样性为目标，选择适宜该区生活的鸟类，围绕水

际岸线重塑、水位控制、植物配置、引鸟设施等方面规划设计鸟类栖息地营建，以期提升鸟类栖息地适宜程度，
实现鸟类多样性提升。

１　 鸟类栖息地的选择

１．１　 鸟类栖息地选择的影响因素

栖息地又称生境，是生物生活或居住范围的环境，即生物个体、种群或群落完成其生命过程的空间［１１］。
生境或群落的结构愈复杂，其含有的生物种类愈多［１２⁃１３］。 对于鸟类而言，栖息地就是个体、种群或群落在其

某一生活史阶段所占据的环境类型，是其各种生命活动的场所。 鸟类栖息地选择在不同空间尺度、不同季节、
鸟类生活史的不同时期都有不同特点。

空间尺度上对栖息生境进行分类，可以分为两类：一类为鸟类分布的宏观区域，包括地形、地貌、土壤、植
被类型、水源、气候等环境因子，第二类则特指植物群落组成和植物空间结构等植被因子［１４⁃１５］。 鸟类栖息地

选择是不同空间尺度上多种因子的共同作用结果［１６］。
栖息地的季节变化主要与鸟类的迁徙越冬以及季节变化导致的鸟类栖息地植被变化有关，即改变鸟类栖

息地的隐蔽条件和食物供给。 此外，鸟类栖息地的季节性变化也会受到人类农业生产活动的影响［１７］。
鸟类生活史的不同时期，主要是指鸟类的繁殖期栖息地选择。 繁殖期是鸟类至关重要的时期，繁殖的成

功率决定了相应鸟类种群动态和物种延续。 鸟类为了增加繁殖期的隐蔽性，多倾向于选择空间异质性高且植

被浓密的地点筑巢。 除此之外，筑巢地的高度也是重要的影响因素，对防御天敌方面起到十分重要的

作用［１８⁃１９］。
１．２　 鸟类的栖息地要求

我国分布的的鸟类可分为鸣禽、游禽、涉禽、陆禽、猛禽、攀禽六大生态类群。 不同鸟类的生活习性不同，
对栖息地生境的要求也有所差异。 其中游禽和涉禽通常栖息于内陆湖泊、水塘、河口、芦苇沼泽、水稻田以及

沿海岛屿和海滨沼泽地带，主要以水生植物、水中昆虫、贝类、鱼类等为食，是主要的湿地型鸟类［２０］。

２ 　 生　 态　 学　 报　 　 　 ３８ 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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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１　 湿地生态类群鸟类生态习性及对生境的需求

Ｔａｂｌｅ １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ｈａｂｉｔｓ ｏｆ ｗｅｔｌａｎｄ ｂｉｒｄｓ ａｎｄ ｒｅｑｕｉｒｅｍｅｎｔ ｆｏｒ ｈａｂｉｔａｔ

生态类群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ｇｒｏｕｐ

生态习性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ｈａｂｉｔ

栖息环境
Ｈａｂｉｔａｔ

主要代表种类
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 ｓｐｅｃｉｅｓ

游禽 Ｗａｔｅｒｆｏｗｌｓ

多为候鸟，喜群居，善游泳，潜水和在水
中获取食物；食性杂，从浅滩到一定深
度的水域潜水觅食都有，食物包括谷
类、水生植物以及水中昆虫、贝类、鱼类
等。 易与家畜共生，也可以与人类近距
离接触，观赏距离很近。

活动于各种不同类型的水域中，不同类
型的游禽，觅食的水域范围也不同。 游
禽多数会在近水域的岸边营巢，水中的
岛屿是它们筑巢的最佳选择之一。

中华秋沙鸭、普通秋沙鸭、绿头
鸭、鸳鸯、赤颈鸭、鸿雁、小天鹅、
赤麻鸭、针尾鸭、鹊鸭、青头潜
鸭、小鷿鷈等。

涉禽 Ｗａｄｉｎｇ ｂｉｒｄｓ

多为候鸟，不适合游泳，生活在沼泽与
水边，好集群活动，多数繁殖产卵时筑
巢于林中，较为敏感。 主要食物为昆
虫、田螺、泥鳅、小鱼、泽蛙等。 其观赏
距离在 ５０—１００ ｍ 之间。

通常栖息于内陆湖泊、水塘、河口、芦苇
沼泽、水稻田以及沿海岛屿和海滨沼泽
地带等湿地环境，一般在近水域地带草
丛（如鹤类）或在高树上、岩缝中（如鹳
类）用树枝及干草筑巢。

白鹤、灰鹤、黄嘴白鹭、中白鹭、
白鹭（小白嘴）、牛背鹭、池鹭、夜
鹭、苍鹭、白琵鹭、鹈鹕等。

鸣禽 Ｓｏｎｇｂｉｒｄｓ

主要为陆栖鸟类，多为留鸟，也有部分
候鸟，善于鸣叫，巧于营巢。 主要以昆
虫、杂草、野生植物种子为食，容易亲近
人类，适合招引和放养，观赏距离为
２０—３０ ｍ。

生活环境类型多样，多见于郊野、平原、
森林，同时也频繁出现在城市各种公共
绿地。 多数鸣禽喜营树栖。

画眉、黄鹂、柳莺、家燕、云雀、八
哥、喜鹊、乌鸦、大山雀、黄雀等。

猛禽 Ｒａｐｔｏｒｓ

体型较大，性格凶猛，是肉食性鸟类；嘴
和爪边缘十分锋利，善长抓捕小型动
物。 鹰隼类视力敏锐，白天捕食多数选
择在树上、峭壁等高处停留。 鸮形目，
夜视能力强，飞行无声。

多见于栖息在草原、森林、山地、耕地等
生境，常以树枝筑巢于高树树枝间或岩
洞缝隙中。 猛禽多数喜好捕食鼠类、
野兔。

红隼、灰背隼、松雀鹰、苍鹰、猫
头鹰、金雕、长耳鸮、雕鸮、短耳
鸮等。

陆禽 Ｔｅｒｒｅｓｔｏｒｅｓ

陆禽的喙比较短，鸡形目鸟类有强健的
喙，适合啄食地面的食物，脚较短却十
分强健，适于挖掘地面的食物，多数鸡
形目鸟类不善飞行；鸽形目则善于飞
行，多数栖息在树上，有些具有迁徙性。

陆禽多在地面筑巢，筑巢材料常为树
叶、草、羽毛、石块等，主要以植物的叶
子、果实以及种子等作为食物。

雉鸡、金鸡、长尾雉、鸽、孔雀等

攀禽 Ｓｃａｎｓｏｒｅｓ

擅攀缘树木。 食性差异很大，夜鹰目、
雨燕目鸟类主要捕食飞行中的昆虫，
形目、鹃形目鸟类主要取食栖身于树木
中的昆虫幼虫，鹦形目鸟类、佛法僧目
犀鸟科鸟类主要取食植物的果实和种
子，佛法僧目翠鸟科的鸟类则以鱼类为
食物。

主要活动于有树木的平原、山地、丘陵
或者悬崖附近，一些物种如普通翠鸟活
动于水域附近，这很大程度上决定于其
食性。

鹦鹉、啄木鸟、杜鹃、翠鸟、戴胜、
蜂虎等

２　 鸟类栖息地恢复原则

（１）根据鸟类的繁殖特点和巢位空间分布、食性特点、活动空间特点等为鸟类创造宜居环境，辅以布设人

工鸟巢；
（２）根据鸟类的觅食特点，在保证环境友好的条件下，合理配置食源，在北方冬季，要考虑食物匮乏的情

况，协调鸟类栖息地构成要素与鸟类活动的时间关系；
（３）对于点状分布的鸟类栖息生境，通过植被群落规划、水系改造、微地形营造等措施形成连续性、网络

形态的面状空间，保证生态效益最大化；
（４）对于湿地公园性质的鸟类栖息地，设置对鸟类栖息地与游览区的安全距离以确保鸟类得到充分保

护，结合不同鸟类与人类的亲近程度，合理规划鸟类栖息环境与人类活动区域的关系，可在游人活动区适当增

加引鸟设施和食源植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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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琉璃河鸟类栖息地恢复

３．１　 项目区概况

研究区域位于北京市房山区琉璃河镇大石河流域，处入琉璃河—兴礼河段两堤之间，长 １０．６ ｋｍ，面积为

５２８．５８ ｈｍ２（图 １）。 涉及房山区大石河及其支沟白草洼沟等多条水系。 区内交通发达，有京原铁路、京广铁

路、京石高速公路、１０７、１０８ 国道穿越境内。
项目区现有植物品种较少、层次单一，结构简单，抗干扰功能较差；河道生态用水的不足以及两岸污水的

直排，造成了河道断流，水生生物、微生物、湿地等大量消亡，既丧失了水体的自净能力，也破坏了生物赖以生

存的环境。

图 １　 琉璃河湿地公园项目区地理位置示意图

Ｆｉｇ．１　 Ｔｈｅ ｌｏｃ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ｐｒｏｊｅｃｔ ａｒｅａ ｏｆ ｔｈｅ Ｌｉｕｌｉ ｒｉｖｅｒ ｗｅｔｌａｎｄ ｐａｒｋ

３．２　 项目区鸟类分布状况

图 ２　 琉璃河鸟类现场调查不同生态类群鸟类分布图

　 Ｆｉｇ．２　 Ｔｈｅ ｂｉｒｄ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ｍａｐ ｏｆ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ｇｒｏｕｐｓ ｉｎ

ｐｒｏｊｅｃｔ ａｒｅａ

３．２．１　 房山区鸟类分布情况

根据国家林业局第二次全国湿地资源调查结果《中国湿地资源（北京卷）》 ［２１］，北京房山地区的湿地鸟类

共计 ４５ 种，其中国家级保护鸟类 ５ 种，北京市保护鸟类 ３０ 种，且鸟类群落以旅鸟和夏候鸟为主。 按照生态类

群划分，包括游禽 ２３ 种、涉禽 １８ 种、攀禽 ３ 种和猛禽 １
种。 游禽中，小天鹅和鸳鸯为国家 ＩＩ 级保护鸟类，其他

游禽为北京市 Ｉ 级或 ＩＩ 级保护鸟类；涉禽中，黑鹳、东方

白鹳为国家 Ｉ 级保护鸟类，另有 ８ 种为北京市 Ｉ 级或 ＩＩ
级保护鸟类；攀禽中，蓝翠鸟为北京市 Ｉ 级保护鸟类；猛
禽中，鹗为国家 ＩＩ 级保护鸟类。
３．２．２　 项目区鸟类现场调查

项目区鸟类现场调查共记录到鸟类 ２７ 种，分属 １０
目 １９ 科，总数为 ７４６ 只。 从种类组成来看（图 ２），六种

生态类群在项目区均有分布，鸣禽数量最多，占比高达

８８．２％。 调查结果中鸟类种类和数量较少。 其中涉水

鸟类中游禽共 ２ 种，包括小鷿鷈、绿头鸭，涉禽 ６ 种，包
括大白鹭、池鹭、黄斑苇鳱、黑水鸡、扇尾沙锥、白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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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鹬。
３．３　 琉璃河鸟类栖息地恢复措施

在琉璃河湿地公园的河道上游第二个河湾附近营建鸟类栖息地，面积共计约 ４ ｈｍ２，其中一处为河岸右

侧的集中鸟类栖息地，一处为河道中的生态鸟岛（图 ３）。 针对湿地公园特性，重点针对水鸟开展鸟类栖息地

的营建，同时兼顾攀禽、猛禽、陆禽等适宜陆域的鸟类。 根据房山区和项目区的鸟类物种分布，鸟类栖息地目

标恢复物种中涉禽选择大白鹭、池鹭、苍鹭、黄斑苇鳱、扇尾沙锥、白腰草鹬、东方白鹳，主要为鹭科和鹬科 。
游禽选择小鷿鷈、绿头鸭、绿翅鸭、斑嘴鸭、风头潜鸭、小天鹅，主要为鷿鷈科和鸭科。 结合其栖息特点（表 ２），
通过岸线设计、水深设计、植物配置、生态鸟岛来开展鸟类栖息地的恢复。

表 ２　 琉璃河湿地公园部分目标恢复鸟种生态习性适宜栖息环境

Ｔａｂｌｅ ２　 Ｐａｒｔｉａｌ ｔａｒｇｅｔ ｂｉｒｄｓ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ｈａｂｉｔ ａｎｄ ｓｕｉｔａｂｌｅ ｈａｂｉｔａｔ

鸟种
Ｓｐｅｃｉｅｓ

所属科
Ｆａｍｉｌｙ

生态习性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ｈａｂｉｔ

栖息环境
Ｈａｂｉｔａｔ

大白鹭 Ａｒｄｅａ ａｌｂａ 鹭科 Ａｒｄｅｉｄａｅ 主要捕食浅水中的小鱼，两栖类，爬虫
类、哺乳动物和甲壳动物。

栖息地主要为湖泊，潮湿的森林和其他湿
地环境。 在乔木、灌木上或者在地面筑
巢。 捕食水深范围为 ０—０．３ ｍ。

扇尾沙锥 Ｃｏｍｍｏｎ Ｓｎｉｐｅ 鹬科 Ｓｃｏｌｏｐａｃｉｄａｅ

白天多隐藏在植物丛中。 在干扰小而
又有隐蔽的地方。 主要以蚂蚁、鞘翅目
等昆虫和软体动物为食，偶尔也吃小鱼
和杂草种子。 多在夜间和黄昏觅食。

喜欢富有植物和灌丛的开阔沼泽和湿地，
也出现于林间沼泽。 适宜觅食水深 ０—０．
３ ｍ。

东方白鹳
Ｃｉｃｏｎｉａ ｂｏｙｃｉａｎａ 鹳科 Ｃｉｃｏｎｉｉｄａｅ

大型涉禽， 主要捕食种类中鱼类占
７９％—９０％以上，冬季和春季主要采食
植物和少量的鱼类；夏季，以鱼类为主，
也吃其他动物性食物；秋季还捕食大量
的蝗虫。

主要栖息于开阔而偏僻的平原、草地和沼
泽地带，特别是有稀疏树木生长的河流、
湖泊、水塘，以及水渠岸边和沼泽地上，主
要在浅水区域（１０—３０ ｃｍ） 活动，觅食水
深为 ２０ ｃｍ 左右

绿头鸭
Ａｎａｓ ｐｌａｔｙｒｈｙｎｃｈｏｓ 鸭科 Ａｎａｔｉｄａｅ

善在水中觅食、戏水和求偶交配。 以植
物为主食， 也吃无脊椎动物和甲壳
动物。

主要栖息于水生植物丰富的湖泊、河流、
池塘、沼泽等水域中；冬季和迁徙期间也
出现于开阔的湖泊、水库、江河、沙洲和海
岸附近沼泽和草地。 捕食适宜水深 ０．５—
２ ｍ。

小鷿鷈
Ｔａｃｈｙｂａｐｔｕｓ ｒｕｆｉｃｏｌｌｉｓ 科 Ｐｏｄｉｃｉｐｅｄｉｄａｅ

以捕捉的小鱼为主，偶尔也会捕捉小虾
子或水中的小型节肢动物。 主要分布
于水塘、湖泊、沼泽。

夜晚通常停栖于隐密的水塘或湖泊边的
草丛中。 营巢于沼泽、池塘、湖泊中丛生
芦苇、灯心草、香蒲等地。 营巢适宜水深
为 ０．４—０．８ ｍ，觅食水深通常＞１ ｍ。

３．３．１　 岸线设计

一般而言，岸线相对复杂的水域能够支持相对高的生物多样性。 因此岸线在设计时要适当延长岸线的长

度，增加岸线的曲折不规则形式以增加水体与陆地的接触面，改善水体的循环，增强湿地的净化能力，为鸟类

提供理想的栖息生境［２２］。
在琉璃河湿地公园规划设计中，顺应水流的自然规律保留并进行岸线的柔化以形成曲折的自然形态。 在

河流凸岸处铺设砂石、卵石设计成坡度较小的边滩，疏剪植物，为鸟类提供觅食地；在河流边缘季节性水淹的

洼地则营造出部分成漫滩沼泽，搭配沼生植物，营造隐蔽的草本植被密丛，供鸟类栖息营巢［２３］。
３．３．２　 水深设计

水陆交错带是水鸟（游禽和涉禽）最为重要的栖息生境。 水流两侧的滩地由于周期性被水淹，土壤保水

量较高，是适宜湿地植被的生长环境，也是两栖动物、甲壳类动物的适宜栖息环境，是水鸟极为重要的觅食地

以及部分水鸟的适宜营巢地。 滩地生境多样性直接影响在此栖息的水鸟多样性。 不同种类水鸟在觅食和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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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３　 琉璃河湿地公园鸟类栖息地位置示意图

　 Ｆｉｇ．３　 Ｌｏｃａｔｉｏｎ ｍａｐ ｏｆ ｔｈｅ ｂｉｒｄ ｈａｂｉｔａｔ ｒｅｓｔｏｒａｔｉｏｎ ａｒｅａ ｉｎ Ｌｉｕｌｉ

Ｒｉｖｅｒ ｗｅｔｌａｎｄ ｐａｒｋ

巢上对水深有着不同的水深需求［２４⁃２７］（表 ３）。 项目区

的主要游禽为鸭科和科，针对这类游禽以及小天

鹅，应重点营造水深大于 １ ｍ 的开阔水域以满足其栖

息。 此外对于科，还应构建水深 ０．３—１ ｍ 的浅水

区域。 涉禽中，针对鹭科和鹳科鸟类，重点构建水深小

于 ３０ ｃｍ 的水域；针对鹬科这类小型涉禽，则应重点构

建水深 ０—２０ ｃｍ 的水域；对于鹭科和鹳类等涉禽，可扩

大构建水深 １５—２０ ｃｍ 的区域。 在浅滩区形成水域逐

步由浅至深的过渡分布（图 ４）。 在湿地公园内形成开

阔水面、沙滩、石滩、泥滩和沼泽等多样化生境。
３．３．３　 植物配置

鸟类的生存与植物的多样性息息相关，选取配置植

物时，要将植物的食源性、庇护性和鸟类的食性、繁殖筑

巢习性结合分析，同时遵循乡土物种为主和丰富植物群

落类型的原则。
（１）植物种类选择

水鸟的食源以湿生和水生植物为主，除了考虑直接

向鸟类提供食源的种类，还应考虑通过为鱼、虾等水生

动物提供生存环境来间接为鸟类提供食物的种类。

表 ３　 适宜项目区的部分湿地水鸟水深要求

Ｔａｂｌｅ ３　 Ｐａｒｔｉａｌ ｗｅｔｌａｎｄ ｗａｔｅｒ ｂｉｒｄｓ ｒｅｑｕｉｒｅｍｅｎｔ ｏｆ ｗａｔｅｒ ｄｅｐｔｈ

水深
Ｗａｔｅｒ ｄｅｐｔｈ

适于觅食代表鸟类
Ｓｕｉｔａｂｌｅ ｆｏｒａｇｉｎｇ ｂｉｒｄｓ

适于营巢代表鸟类
Ｓｕｉｔａｂｌｅ ｎｅｓｔｉｎｇ ｂｉｒｄｓ

＜０ ｍ 丘鹬、林鹬、矶鹬 大白鹭、白鹭、绿鹭、夜鹭、池鹭、苍鹭

０—０．３ ｍ 长嘴剑鸻、金眶鸻、环颈鸻、扇尾沙锥、白鹭、大白鹭、苍
鹭、绿鹭 、黑鹳、东方白鹳

长嘴剑鸻、金眶鸻、环颈鸻、丘鹬、林鹬、矶鹬、夜鹭、池鹭、
苍鹭、白鹭、赤膀鸭、绿头鸭、绿翅鸭、罗纹鸭、斑嘴鸭

０．３—１ ｍ 黑鹳、东方白鹳 小鷿鷈、凤头鷿鷈

＞１ ｍ
小鷿鷈、绿头鸭、绿翅鸭、凤头鷿鷈、小天鹅、豆雁、翘鼻
麻鸭、鸳鸯、赤膀鸭、罗纹鸭、斑嘴鸭、针尾鸭、花脸鸭、斑
头秋沙鸭、普通秋沙鸭、普通鸬鹚

图 ４　 琉璃河湿地公园鸟类栖息地水深设计示意图

　 Ｆｉｇ． ４ 　 Ｗａｔｅｒ ｄｅｐｔｈ ｄｅｓｉｇｎ ｏｆ ｂｉｒｄｓ ｈａｂｉｔａｔ ｉｎ Ｌｉｕｌｉ Ｒｉｖｅｒ

ｗｅｔｌａｎｄ ｐａｒｋ

针对水鸟的栖息，需营造出高大的挺水植物水生植

物群落，以减缓上覆水流速度、消减风浪，保持湿地的杂

草丛以向鸟类提供重要的停歇地。 此外，挺水植物的

茎、叶鞘、花序、根须也可作为水鸟重要的巢材。 陆鸟营

巢地的主要树种最好以落叶阔叶乔木为主［２８⁃３２］，主干

有较高硬度，高度一般应在 ５ ｍ 以上；灌木要求枝条舒

展，便于鸟类落脚。 陆鸟的食源以乔木和灌木为主，考
虑果期、虫害爆发时期与鸟类习性一致。 北方地区应多

种植春夏挂果或其他部位可食的植物，适当增加冬季挂

果植物，多选挂果期长的植物。 为满足不同鸟类取食的

习性差异，注意搭配不同果型大小、不同果质。 此外，灌
木的幼芽是鸟类在冬季的重要食物，因而可选择冬季幼

６ 　 生　 态　 学　 报　 　 　 ３８ 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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芽较为发达的品种。
综合考虑目标鸟类的取食、营巢特性及北京地区植物区系，琉璃河湿地公园的水生植物选择芦苇、千屈

菜、香蒲、水葱、鸢尾、睡莲，近水陆域草本植物选择狼尾草、白茅、结缕草，灌木选择迎春、木槿、水蜡，乔木主要

配置以国槐、毛白杨、雪松、西府海棠、垂柳、梧桐、榆树、栾树、杏、山楂等北京乡土树种。 空间布局上，集中鸟

类栖息地从水域到陆地依次形成沉水植物、浮叶植物、挺水植物、地被、灌木、乔木的水平群落模式，生态鸟岛

考虑到行洪需求则从水域到陆地形成沉水植物、挺水植物、湿生草本、灌木的群落模式。 增加植物群落垂直多

样性，形成低草湿地、高草湿地、浅水植物、疏林灌丛等不同的生境，为不同类型的鸟类提供栖息场所。
（２）植物群落宽度

滨水植被带是水鸟的重要栖息生境，也是重要的缓冲带。 不同的缓冲带宽度具有不同的鸟类保护的效

果［３３］（表 ４），缓冲带宽度越大，鸟类多样性越高，保护效果越佳。 为了保证水鸟栖息地生态安全，滨水缓冲带

的宽度应至少为 ６０ ｍ，以满足鸟类物种迁移的需要；最适宜宽度为 １００—２００ ｍ，最有利于本土鸟类种群的维

持和保护。 琉璃河湿地公园根据项目区河道及其周边地势分布，缓冲带的宽度设计为 ６０—１２０ ｍ 不等，以满

足鸟类物种迁移的需要和本土鸟类种群的维持和保护。 缓冲带内的植物群落形成低草湿地、高草湿地、浅水

植物、疏林灌丛等不同的生境种类，增强鸟类多样性保护效益。

表 ４　 鸟类保护廊道适度宽度值

Ｔａｂｌｅ ４　 Ｂｉｒｄｓ ｐｒｏｔｅｃｔ ｔｈｅ ｐｒｏｐｅｒ ｗｉｄｔｈ ｏｆ ｔｈｅ ｃｏｒｒｉｄｏｒ

宽度值
Ｗｉｄｔｈ ／ ｍ

功能和作用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

宽度值
Ｗｉｄｔｈ ／ ｍ

功能和作用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

３—１２ 与鸟类的物多样性之间相关性接近于零 １００—２００ 保护鸟类比较合适的宽度

１２—６０ 能够包含鸟类多数边缘种，但多样性较低；满足鸟类迁移 ≥６００—１２００ 含有较多鸟类内部种

６０ ／ ８０—１００ 鸟类有较大多样性和内部种；满足鸟类迁移和保护

（３）植被覆盖率

植被覆盖度是指植被（包括叶、茎、枝）在地面的垂直投影面积占统计区总面积的百分比。 对鸟类而言，
植被覆盖率过低意味着栖息环境隐蔽性差，容易被天敌发现；而植被覆盖率过大则会阻碍鸟类看清植物的根、
种子，有时亦意味着地下球茎小、埋深大，不利于植食性鸟类觅食。

参考一些鸟类对适宜栖息地植被覆盖率的要求，琉璃河湿地公园鸟类栖息地中的高草湿地植被覆盖率控

制为约 ２０％左右，以提升鸟类多样性；低草湿地生境植被覆盖度则小于 ２５％；位于岸上的林灌丛乔木的盖度

要为 ６０％—７０％。 水域生境中植被覆盖率控制 ５０％左右，乔、灌、挺水植物的比例控制在 １：３：６ 左右。
３．３．４　 生态鸟岛

在琉璃河湿地公园上游，考虑到河道的行洪需求，需在原有的弯曲的河道的基础上新建直线型河道，新老

河道之间将形成岛屿。 该区所属区域拟建设成为封闭保育区，未来受到人为活动影响较少。 水鸟在繁殖时期

比较敏感，容易受到干扰和惊吓，因此可在该区域结合开挖河道后的岛屿的地形进行岛屿的重构形成鸟岛。
生态岛距岸边的距离为 １０ ｍ 以上。 鸟类对岛屿生境的需求包括浅滩和水深大于 １．５ ｍ 的水湾，其中浅滩可

满足鸟类的营巢、觅食和活动，而深水湾则有利于鱼类生活，进而满足一些鸟类的觅食需求。 因此，新河道开

挖后，水流将主要从新河道通过，弯曲的老河道水流将较缓，对河岸的冲刷作用弱，适宜将其构成 “凸”形的岸

线，通过铺设砂石、卵石，形成浅水湾和浅滩为水鸟提供栖息及觅食场所；在鸟岛接近新河道的部分，考虑河流

的水速较快，对河岸的冲刷作用强，可构造一些“凹”面岸线，并营造出深度不少于 １．５ ｍ 的水湾以满足鱼类栖

息，进而为游禽提供食物。 鸟岛的地形应具有一定的变异性，可随着丰水期、枯水期水位变化得以形成裸地、
浅滩、浅水区、深水区的不同区域。 植物配置上，鸟岛边缘种植一些耐贫瘠和水湿的挺水和湿生草本植物，内
侧则重点营造以灌木为主的植物群落，并根据鸟类栖息地的构建原则尽可能构成丰富的植被层次。

７　 １２ 期 　 　 　 刘旭　 等：湿地公园鸟类栖息地营建技术研究———以北京琉璃河湿地公园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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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　 结语

城市化以及其他人为活动导致了生境破碎化，造成生物多样性的下降，影响着鸟类的生存。 在琉璃河湿

地公园项目中，调研了区域内鸟类分布，在湿地公园中通过植物配置、水深设计等手段规划设计鸟类栖息地营

建，鸟类栖息地的恢复可提升琉璃河湿地公园生物多样性和生态功能，是京津冀城市群生态安全的保障，同时

可对鸟类科普和保护起到一定的宣传作用。

参考文献（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ｓ）：

［ １ ］　 Ｃｏｓｔａｎｚａ Ｒ， ｄ′Ａｒｇｅ Ｒ， ｄｅ Ｇｒｏｏｔ Ｒ， Ｆａｒｂｅｒ Ｓ， Ｇｒａｓｓｏ Ｍ， Ｈａｎｎｏｎ Ｂ， Ｌｉｍｂｕｒｇ Ｋ， Ｎａｅｅｍ Ｓ， Ｏ′Ｎｅｉｌｌ Ｒ Ｖ， Ｐａｒｕｅｌｏ Ｊ， Ｒａｓｋｉｎ Ｒ Ｇ， Ｓｕｔｔｏｎ Ｐ， ｖａｎ
ｄｅｎ Ｂｅｌｔ Ｍ． Ｔｈｅ ｖａｌｕｅ ｏｆ ｔｈｅ ｗｏｒｌｄ′ｓ ｅｃｏｓｙｓｔｅｍ ｓｅｒｖｉｃｅｓ ａｎｄ ｎａｔｕｒａｌ ｃａｐｉｔａｌ． Ｎａｔｕｒｅ， １９９７， ３８７（６６３０）： ２５３⁃２６０．

［ ２ ］ 　 王强， 吕宪国． 鸟类在湿地生态系统监测与评价中的应用． 湿地科学， ２００７， ５（３）： ２７４⁃２８１．
［ ３ ］ 　 邓文洪． 栖息地破碎化与鸟类生存． 生态学报， ２００９， ２９（６）： ３１８１⁃３１８７．
［ ４ ］ 　 刘佳妮， 陈楚文， 陈彬彬， 严芸． 浙江省城市滨水开放空间鸟类栖息地营建研究． 中国城市林业， ２０１５， １３（６）： ３６⁃３９．
［ ５ ］ 　 Ｂéｃｈｅｔ Ａ， Ｇｉｒｏｕｘ Ｊ Ｆ， Ｇａｕｔｈｉｅｒ Ｇ． Ｔｈｅ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ｏｆ ｄｉｓｔｕｒｂａｎｃｅ ｏｎ ｂｅｈａｖｉｏｕｒ， ｈａｂｉｔａｔ ｕｓｅ ａｎｄ ｅｎｅｒｇｙ ｏｆ ｓｐｒｉｎｇ ｓｔａｇｉｎｇ ｓｎｏｗ ｇｅｅｓｅ．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Ａｐｐｌｉｅｄ

Ｅｃｏｌｏｇｙ， ２００４， ４１（４）： ６８９⁃７００．
［ ６ ］ 　 Ｆａｈｒｉｇ Ｌ． Ｒｅｌａｔｉｖｅ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ｏｆ ｈａｂｉｔａｔ ｌｏｓｓ ａｎｄ ｆｒａｇ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ｏｎ 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 ｅｘｔｉｎｃｔｉｏｎ． Ｔｈｅ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Ｗｉｌｄｌｉｆｅ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１９９７， ６１（３）： ６０３⁃６１０．
［ ７ ］ 　 陆祎玮． 城市化对鸟类群落的影响及其鸟类适应性的研究［Ｄ］． 上海： 华东师范大学， ２００７．
［ ８ ］ 　 武正军， 李义明． 生境破碎化对动物种群存活的影响． 生态学报， ２００３， ２３（１１）： ２４２４⁃２４３５．
［ ９ ］ 　 康丹东． 基于鸟类栖息地保护的城市湿地公园规划设计研究［Ｄ］． 长沙： 湖南农业大学， ２０１１．
［１０］ 　 高伟， 陆健健． 长江口潮滩湿地鸟类适栖地营造实验及短期效应． 生态学报， ２００８， ２８（５）： ２０８０⁃２０８９．
［１１］ 　 张轩溢． 基于鸟类栖息地保护的龙山湖国家湿地公园规划［Ｄ］． 福州： 福建农林大学， ２０１７．
［１２］ 　 郑师章， 吴千红， 王海波， 陶芸． 普通生态学———原理、方法和应用． 上海： 复旦大学出版社， １９９４： １⁃４３４．
［１３］ 　 杨勇， 温俊宝， 胡德夫． 鸟类栖息地研究进展． 林业科学， ２０１１， ４７（１１）： １７２⁃１８０．
［１４］ 　 张贤杰， 陈飞华． 浅析河道生态修复与栖息地重建技术． 城市道桥与防洪， ２０１５， （８）： ２６２⁃２６４．
［１５］ 　 Ｂｅｒｇｉｎ Ｔ Ｍ． Ｈａｂｉｔａｔ ｓｅｌｅｃｔｉｏｎ ｂｙ ｔｈｅ ｗｅｓｔｅｒｎ ｋｉｎｇｂｉｒｄ ｉｎ ｗｅｓｔｅｒｎ Ｎｅｂｒａｓｋａ： ａ ｈｉｅｒａｒｃｈｉｃａｌ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Ｔｈｅ Ｃｏｎｄｏｒ， １９９２， ９４（４）： ９０３⁃９１１．
［１６］ 　 Ｅｎｇｅｌ Ｋ Ａ， Ｙｏｕｎｇ Ｌ Ｓ． Ｍｏｖｅｍｅｎｔｓ ａｎｄ ｈａｂｉｔａｔ ｕｓｅ ｂｙ ｃｏｍｍｏｎ ｒａｖｅｎｓ ｆｒｏｍ ｒｏｏｓｔ ｓｉｔｅｓ ｉｎ ｓｏｕｔｈｗｅｓｔｅｒｎ Ｉｄａｈｏ． Ｔｈｅ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Ｗｉｌｄｌｉｆｅ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１９９２， ５６（３）： ５９５⁃６０２．
［１７］ 　 景文． 基于鸟类栖息地保护的山东荣成桑沟湾滨海湿地公园（一期）规划［Ｄ］． 武汉： 华中农业大学， ２０１３．
［１８］ 　 贾非， 王楠， 郑光美． 白马鸡繁殖早期栖息地选择和空间分布． 动物学报， ２００５， ５１（３）： ３８３⁃３９２．
［１９］ 　 龙帅， 周材权， 王维奎， 峗薇， 胡锦矗． 南充雉鸡的巢址选择和春夏季栖息地选择． 动物学研究， ２００７， ２８（３）： ２４９⁃２５４．
［２０］ 　 昝启杰， 谭凤仪． 华侨城湿地生态修复示范与评估． 北京： 海洋出版社， ２０１６．
［２１］ 　 国家林业局． 中国湿地资源（北京卷） ． 北京： 中国林业出版社， ２０１５．
［２２］ 　 成玉宁， 张祎， 张亚伟， 戴丹骅． 湿地公园设计． 北京： 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２０１２．
［２３］ 　 刘佳妮． 基于鸟类栖息地修复的浙江省城市滨水开放空间设计研究［Ｄ］． 杭州： 浙江农林大学， ２０１５．
［２４］ 　 杨云峰． 城市湿地公园中鸟类栖息地的营建． 林业科技开发， ２０１３， ２７（６）： ８９⁃９４．
［２５］ 　 金欣， 任晓彤， 彭鹤博， 马强， 汤臣栋， 钮栋梁， 马志军． 崇明东滩鸟类栖息地优化区越冬水鸟的栖息地利用及影响因子． 动物学杂志，

２０１３， ４８（５）： ６８６⁃６９２．
［２６］ 　 赵锦霞， 刘昊， 张利权． 崇明东滩越冬鸟类在养殖塘的空间分布． 动物学研究， ２００８， ２９（２）： ２１２⁃２１８．
［２７］ 　 朱红星， 聂继山， 赵耀宗． 六种鹭鸟混群营巢地的调查． 四川动物， １９９４， １３（３）： １２３⁃１２４．
［２８］ 　 Ｗｉｅｎｓ Ｊ Ａ． Ｈａｂｉｔａｔ ｆｒａｇ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ｉｓｌａｎｄ ｖ ｌａｎｄｓｃａｐｅ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ｓ ｏｎ ｂｉｒｄ ｃｏｎ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 ＩＢＩＳ， １９９５， １３７（Ｓ１）： Ｓ９７⁃Ｓ１０４．
［２９］ 　 李永民， 聂传朋， 刘生杰， 吴孝兵． 芜湖市及附近地区三种鹭鸟巢址特征． 生态学杂志， ２００８， ２７（８）： １４３０⁃１４３３．
［３０］ 　 严少君， 朱曦， 俞益武， 申亚梅． 城市绿地引鸟设计的探索与实践———浙江省长兴县龙山鹭鸟公园设计方案浅析． 规划师， ２００７， ２３（２）：

４６⁃４９．
［３１］ 　 刘路明， 李杰， 刘陈鸿， 董云霞， 王振兴． 广西龙象谷南晓片区景观格局变化及其对鹭鸟生境的可能影响． 云南农业大学学报， ２０１５， ３０

（３）： ３２５⁃３３２．
［３２］ 　 Ｍａｊｏｒ Ｒ Ｅ， Ｃｈｒｉｓｔｉｅ Ｆ Ｊ， Ｇｏｗｉｎｇ Ｇ．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 ｏｆ ｒｅｍｎａｎｔ ａｎｄ ｌａｎｄｓｃａｐｅ ａｔｔｒｉｂｕｔｅｓ ｏｎ Ａｕｓｔｒａｌｉａｎ ｗｏｏｄｌａｎｄ ｂｉｒｄ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ｉｅｓ． Ｂｉ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Ｃｏｎ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 ２００１， １０２（１）： ４７⁃６６．
［３３］ 　 朱强， 俞孔坚， 李迪华． 景观规划中的生态廊道宽度． 生态学报， ２００５， ２５（９）： ２４０６⁃２４１２．

８ 　 生　 态　 学　 报　 　 　 ３８ 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