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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城市公园及城市其他自然保护地是城市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城市鸟类最主要的栖息场所。 城市化进程对城市的

自然景观和生态系统造成很大影响，鸟类生存空间不断缩小，其群落结构受到影响。 南海子麋鹿苑周边正在经历快速城市化，
为了摸清该地区鸟类群落组成及多样性，自 ２０１４ 年 １０ 月起对研究区野生鸟类种类、数量和分布特点进行连续调查，共记录鸟

类 １８ 目、４９ 科、１５６ 种；其中，国家 ＩＩ 级重点保护鸟类 １６ 种。 鸟类优势种随年份变化和季节变化不一，总体来看，绿头鸭、灰喜

鹊、喜鹊、［树］麻雀等留鸟为研究区优势种。 研究区鸟类 Ｓｈａｎｎｏｎ 多样性指数和 Ｐｉｅｌｏｕ 均匀性指数呈现 ２０１８ 年＞２０１７ 年＞２０１６
年＞２０１５ 年的变化规律；鸟类 Ｓｈａｎｎｏｎ 多样性指数和 Ｐｉｅｌｏｕ 均匀性指数呈现秋季＞夏季＞春季＞冬季的变化规律。 同时，探讨了

影响鸟类多样性的因素，提出连通城市绿地，打通动物迁徙通道；坚持山水林田湖草理念，创造多样的景观；对野生动物重点保

护区域限制人类活动，保护野生鸟类生境等建议。
关键词：鸟类多样性；生境；城市公园；城市化；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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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南海子麋鹿苑始建于 １９８５ 年，苑囿建立之初是一处远离城市的远郊区域。 近年来，随着经济社会的

发展以及北京城南行动的实施，周边地区城市化提速。 城市化与生态环境之间相互联系、相互作用［１］，客观

上具有交互胁迫关系，麋鹿苑的生物多样性演化深受城市化影响。 持续开展城市生物多样性调查与监测，有
助于认识和把握城市化进程中的生物多样性演化规律。

鸟类作为高等脊椎动物，是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和指示物种，对城市生态系统具有重要价值［２］。 包

括城市公园在内的各类型自然保护地为野生鸟类提供食物、隐蔽和水等基本生境要素［３］，是鸟类在城市的主

要栖息地。 同时，鸟类有助于植物传播种子［４］、控制虫害［５］，与植物形成互惠关系。 因此，城市鸟类多样性成

为全世界城市生态学的研究热点［６］。 北京临近全球候鸟“东亚⁃澳大利西亚”迁徙路线，鸟类资源丰富：１９８８
年北京地区记录鸟类 ３４４ 种［７］；２００３ 年记录 ３５１ 种［８］；２０１７ 年记录增加至 ４８７ 种，占全国鸟类种类总数的三

分之一［９］。 北京鸟类古北种占绝大多数，其次是广布种和东洋种［１０］。 近年来，研究人员对北京地区鸟类的研

究主要集中在留鸟、候鸟、旅鸟的种间联结关系［１１］，鸟类栖息地［１２⁃１３］，鸟类调查［１４⁃１６］等方面。 以麋鹿苑为例，
开展鸟类多样性研究，探究鸟类与自然环境以及城市建设之间的关系，对于指导建立人、自然、城市之间的生

态平衡具有重要意义。

１　 研究地区与研究方法

１．１　 研究区概况

北京南海子麋鹿苑位于大兴区东北部（１１６°２０′—１１６°３２′Ｅ，３９°４２′—３９°５１′Ｎ），平均海拔 ３１．５ ｍ，年平均

温度 １３．１℃，１ 月平均气温－３．４℃，７ 月平均气温 ２６．４℃，年均降水量 ５６８．３ ｍｍ；总面积约 ６６ ｈａ，其中湿地面积

１０ ｈａ，平均水深 ０．８ ｍ。 伴随南海子郊野公园建设，麋鹿苑周边新增绿地面积 ５６０ ｈｍ２，新增水域面积 ２４０
ｈｍ２。 ２０１４ 年以来，研究区周边建成多条交通线路及大型社区，郊区迅速转换为市区。

研究区植物群落丰富（表 １），种子植物（含栽培种）２４６ 种，其中裸子植物 １１ 种，双子叶植物 １８２ 种，单子

叶植物 ５３ 种［１７］。 乔灌木总计约 １．２ 万棵，绿化覆盖率逾 ７０％，是鸟类、兽类、鱼类、两栖爬行类［１８］等野生动物

的理想栖息地。
１．２　 研究方法

野外调查自 ２０１４ 年 １０ 月开始，每天调查 １ 次；如遇强对流（强降雨、冰雹、大风等）、重度空气污染等灾害

性天气则停止 １ 次。 研究区地势开阔，适宜采用样线法开展鸟类调查。 苑区环苑路总长约 ４．５ ｋｍ，涵盖各功

能分区，即为固定样线。 样线由北观鸟廊（Ａ 点）、文化桥南（Ｂ 点）和湿地文化长廊（Ｃ 点）３ 个点位自然分为

３ 段（图 １），为避免重复计数，３ 组具有丰富调查经验的工作人员同时分别对 Ａ 点—Ｂ 点、Ｂ 点—Ｃ 点、Ｃ 点—
Ａ 点样线两侧 １００ ｍ 内的鸟类进行调查。 调查时间为鸟类活动高峰期 （９：３０—１１：００），调查人员借助

Ｓｗａｒｏｖｓｋｉ ＯｐｔｉｋＴＭ ＥＬ８×４２ 倍双筒望远镜，以正常步行速度，结合鸟类综合特征［１９］对鸟种辨别。 对于数量较少

的鸟类采用直接计数法记录数量，即对观察到的鸟类种类和数量进行记录。 对于数量较大的鸟类群体采用

“集团统计法”，即依据种群数大小将其分为 ５０ 个、１００ 个、５００ 个不等的小集团，根据集团数的数量计算总

数［２０］。 鸟类生态群落和居留型分类参考赵欣如所著《中国鸟类图鉴》 ［２１］和郑光美所著《中国鸟类分类与分布

名录》 ［２２］。

１４７１　 ５ 期 　 　 　 张鹏骞　 等：北京南海子麋鹿苑鸟类多样性研究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ｃｎ

表 １　 麋鹿苑主要树木表

Ｔａｂｌｅ １　 Ｔｈｅ ｍａｉｎ ｔｒｅｅ ｓｐｅｃｉｅｓ ｉｎ Ｎａｎ⁃Ｈａｉｚｉ Ｍｉｌｕ Ｐａｒｋ

主要树木名称
Ｐｌａｎｔ ｓｐｅｃｉｅｓ

功能区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ａｌ ａｒｅａｓ

主要树木名称
Ｐｌａｎｔ ｓｐｅｃｉｅｓ

功能区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ａｌ ａｒｅａｓ

△毛白杨
Ｐｏｐｕｌｕｓ ｔｏｍｅｎｔｏｓａ ｖａｒ． ｔｏｍｅｎｔｏｓａ 全苑均有分布

▲○日本小檗
Ｂｅｒｂｅｒｉｓ ｔｈｕｎｂｅｒｇｉｉ ＤＣ． 纪念花园、科普设施区

△∗○龙柏
Ｓａｂｉｎａ ｃｈｉｎｅｎｓｉｓ （Ｌ．） Ａｎｔ． ′Ｋａｉｚｕｃａ′ 办公区、科普楼

▲榆叶梅
Ａｍｙｇｄａｌｕｓ ｔｒｉｌｏｂａ （Ｌｉｎｄｌ．） Ｒｉｃｋｅｒ 纪念花园、科普设施区

△∗○侧柏
Ｐｌａｔｙｃｌａｄｕｓ ｏｒｉｅｎｔａｌｉｓ （Ｌ．） Ｆｒａｎｃｏ 办公区、科普楼

▲珍珠梅
Ｓｏｒｂａｒｉａ ｓｏｒｂｉｆｏｌｉａ （Ｌ．） Ａ． Ｂｒ． 纪念花园、科普设施区

△∗柿
Ｄｉｏｓｐｙｒｏｓ ｋａｋｉ Ｔｈｕｎｂ． 办公区、科普楼

▲∗碧桃
Ａｍｙｇｄａｌｕｓ ｐｅｒｓｉｃａ Ｌ． ｖａｒ． ｐｅｒｓｉｃａ ｆ． ｄｕｐｌｅｘ
Ｒｅｈｄ．

纪念花园、科普设施区

△三球悬铃木
Ｐｌａｔａｎｕｓ ｏｒｉｅｎｔａｌｉｓ Ｌ．

停车场、纪念花园、
科普设施区

▲锦带花
Ｗｅｉｇｅｌａ ｆｌｏｒｉｄａ （Ｂｕｎｇｅ） Ａ． ＤＣ． 纪念花园、科普设施区

△玉兰
Ｍａｇｎｏｌｉａ ｄｅｎｕｄａｔａ Ｄｅｓｒ． 办公区、科普楼

▲∗连翘
Ｆｏｒｓｙｔｈｉａ ｓｕｓｐｅｎｓａ （Ｔｈｕｎｂ．） Ｖａｈｌ 纪念花园、科普设施区

△∗○油松
Ｐｉｎｕｓ ｔａｂｕｌｉｆｏｒｍｉｓ Ｃａｒｒ． 办公区、科普楼

△∗榆
Ｕｌｍｕｓ ｐｕｍｉｌａ Ｌ． 西侧环苑路、潜流湿地

△○白皮松
Ｐｉｎｕｓ ｂｕｎｇｅａｎａ Ｚｕｃｃ． ｅｘ Ｅｎｄｌ． 办公区、科普楼

△栾树
Ｋｏｅｌｒｅｕｔｅｒｉａ ｐａｎｉｃｕｌａｔａ Ｌａｘｍ．

西侧 环 苑 路、 南 侧 环
苑路

▲∗西府海棠
Ｍａｌｕｓ × ｍｉｃｒｏｍａｌｕｓ Ｍａｋｉｎｏ 办公区、科普楼

△∗槐
Ｓｏｐｈｏｒａ ｊａｐｏｎｉｃａ Ｌｉｎｎ． 南侧环苑路

○早园竹
Ｐｈｙｌｌｏｓｔａｃｈｙｓ ｐｒｏｐｉｎｑｕａ ＭｃＣｌｕｒｅ 科普楼

△∗山楂
Ｃｒａｔａｅｇｕｓ ｐｉｎｎａｔｉｆｉｄａ ｖａｒ． ｐｉｎｎａｔｉｆｉｄａ 南侧环苑路

▲○小叶黄杨
Ｂｕｘｕｓ ｓｉｎｉｃａ （Ｒｅｈｄ． ｅｔ Ｗｉｌｓ．） Ｃｈｅｎｇ ｓｕｂｓｐ．
ｓｉｎｉｃａ ｖａｒ． ｐａｒｖｉｆｏｌｉａ Ｍ． Ｃｈｅｎｇ

办公区、科普楼
△∗白梨
Ｐｙｒｕｓ ｂｒｅｔｓｃｈｎｅｉｄｅｒｉ Ｒｅｈｄ． 南侧环苑路

△∗毛泡桐
Ｐａｕｌｏｗｎｉａ ｔｏｍｅｎｔｏｓａ （ Ｔｈｕｎｂ．） Ｓｔｅｕｄ．
ｖａｒ． ｔｏｍｅｎｔｏｓａ

纪念 花 园、 科 普 设
施区

△∗君迁子
Ｄｉｏｓｐｙｒｏｓ ｌｏｔｕｓ Ｌ． 南侧环苑路

△∗垂柳
Ｓａｌｉｘ ｂａｂｙｌｏｎｉｃａ ｆ． ｂａｂｙｌｏｎｉｃａ

纪念花园、麋鹿保护
核心区

△∗蒙古栎
Ｑｕｅｒｃｕｓ ｍｏｎｇｏｌｉｃａ Ｆｉｓｃｈ． ｅｘ Ｌｅｄｅｂ． 西侧环苑路

△银杏
Ｇｉｎｋｇｏ ｂｉｌｏｂａ Ｌ． 纪念花园

▲柽柳
Ｔａｍａｒｉｘ ｃｈｉｎｅｎｓｉｓ Ｌｏｕｒ． 潜流湿地

▲迎春
Ｊａｓｍｉｎｕｍ ｎｕｄｉｆｌｏｒｕｍ Ｌｉｎｄｌ． ｖａｒ． ｎｕｄｉｆｌｏｒｕｍ

纪念 花 园、 科 普 设
施区

△火炬树
Ｒｈｕｓ ｔｙｐｈｉｎａ Ｌ． 麋鹿保护核心区

▲紫叶李
Ｐｒｕｎｕｓ ｃｅｒａｓｉｆｅｒａ Ｅｈｒｈａｒ ｆ． ａｔｒｏｐｕｒｐｕｒｅａ
（Ｊａｃｑ．） Ｒｅｈｄ．

纪念 花 园、 科 普 设
施区

▲攀援蔷薇
Ｒｏｓａ ｍｕｌｔｉｆｌｏｒａ Ｔｈｕｎｂ． 麋鹿保护核心区

▲棣棠花
Ｋｅｒｒｉａ ｊａｐｏｎｉｃａ （Ｌ．） ＤＣ． 纪念花园

　 　 （１）△代表：乔木；▲代表：灌木；∗代表：食源性植物；○代表：常绿植物；（２）植物名及植物拉丁名来源于 ＦＲＰＳ《中国植物志》全文电子版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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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查阅文献，对比北京其他重要城市公园和部分自然保护地鸟类群落结构，探讨城市化背景下的绿地

对鸟类多样性的影响。
１．３　 物种多样性测度方法

１．３．１　 ＲＢ 频率指数

将调查期间某种鸟的遇见率 Ｒ ＝ ｄ ／ Ｄ × １００ 和该种鸟每天平均遇见数量 Ｂ ＝ Ｎ／ Ｄ相乘，作为该种鸟的频率指

数，即 ｒ ＝ Ｒ × Ｂ ＝ ｄ ／ Ｄ × １００( ) × Ｎ／ Ｄ( ) 。 式中：ｄ 为遇见该种鸟的天数；Ｄ 为工作总天数；Ｎ 为工作期间该种鸟的

遇见总数量。 凡指数在 ５００ 以上的为优势种，指数在 ２００—５００ 的为普通种，指数在 ２００ 以下的为稀有种［２３］。
１．３．２　 Ｓｈａｎｎｏｎ 物种多样性指数（Ｈ′，Ｓｈａｎｎｏｎ⁃Ｗｅｉｎｅｒ ｉｎｄｅｘ） ［２４］和 Ｐｉｅｌｏｕ 均匀度指数（Ｊ，Ｐｉｅｌｏｕ ｉｎｄｅｘ） ［２５］计算

公式分别如下：

２４７１ 　 生　 态　 学　 报　 　 　 ４０ 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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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１　 麋鹿苑区位及野生鸟类监测样线图

Ｆｉｇ．１　 Ｔｈｅ ｌｏｃ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Ｎａｎ⁃Ｈａｉｚｉ Ｍｉｌｕ Ｐａｒｋ ａｎｄ ｔｈｅ ｒｏｕｔｅｓ ｔｏ ｍｏｎｉｔｏｒ ｔｈｅ ｗｉｌｄ ｂｉｒｄｓ

图中绿色线条为北京地铁 ８ 号线。 红色线条表示鸟类调查固定样线（约 ４．５ ｋｍ），蓝色部分为表流湿地。 Ａ 点为北观鸟廊，Ｂ 点为文化桥

南，Ｃ 点为湿地文化长廊

Ｈ′ ＝ － ∑
Ｓ

ｉ ＝ １
Ｐ ｉ ｌｎＰ ｉ

式中，Ｓ 为出现在研究区的物种数； Ｐ ｉ 为第 ｉ 种鸟的数量与所有鸟类总数量的比值。
Ｊ ＝ Ｈ′ ／ Ｈ′ｍａｘ

式中， Ｈ′为群落的实测多样性， Ｈ′ｍａｘ 为群落的最大多样性（ Ｈ′ｍａｘ ，即在给定物种数 Ｓ 下的完全均匀群落的多

样性）。

２　 研究结果

２．１　 研究区鸟类物种组成

２０１４ 年 １０ 月—２０１８ 年 １１ 月（４６ 个月）调查期间，在研究区内共记录鸟类个体 １９７．０９ 万只，隶属 １８ 目、
５０ 科、１５６ 种（表 ２）。 其中，雀形目 ２６ 科、７２ 种，约占鸟类总种数的 ４６％；雁形目 １ 科、２４ 种，占鸟类总种数的

１５％。 从鸟类生态群落来看，鸣禽 ７８ 种，占鸟类总种数的 ５０％；水鸟 ５１ 种（游禽 ３０ 种，涉禽 ２１ 种）占鸟类总

种数的 ３３％；攀禽 １４ 种，猛禽 １０ 种，陆禽 ３ 种。 研究区野生鸟类主要以鸣禽和水鸟为主。
研究区共发现国家 ＩＩ 级重点保护鸟类［２６］１６ 种包括白琵鹭（Ｐｌａｔａｌｅａ ｌｅｕｃｏｒｏｄｉａ）、大天鹅（Ｃｙｇｎｕｓ ｃｙｇｎｕｓ）、

小天鹅（Ｃｙｇｎｕｓ ｃｏｌｕｍｂｉａｎｕｓ）、鸿雁（Ａｎｓｅｒ ｃｙｇｎｏｉｄｅｓ）、白额雁（Ａｎｓｅｒ ａｌｂｉｆｒｏｎｓ）、鸳鸯（Ａｉｘ ｇａｌｅｒｉｃｕｌａｔａ）、凤头蜂

鹰（Ｐｅｒｎｉｓ ｐｔｉｌｏｒｈｙｎｃｈｕｓ）、雀鹰（Ａｃｃｉｐｉｔｅｒ ｎｉｓｕｓ）、白尾鹞（Ｃｉｒｃｕｓ ｃｙａｎｅｕｓ）、大鵟（Ｂｕｔｅｏ ｈｅｍｉｌａｓｉｕｓ）、普通鵟（Ｂｕｔｅｏ
ｂｕｔｅｏ）、红隼（Ｆａｌｃｏ ｔｉｎｎｕｎｃｕｌｕｓ）、阿穆尔隼（Ｆａｌｃｏ ａｍｕｒｅｎｓｉｓ）、游隼（Ｆａｌｃｏ ｐｅｒｅｇｒｉｎｕｓ）、纵纹腹小鸮 （ Ａｔｈｅｎｅ
ｎｏｃｔｕａ）及长耳鸮（Ｏｔｕｓ ｏｔｕｓ）等。 国家保护的有益的或者有重要经济、科学研究价值的（“三有”）陆生野生鸟

类［２７］１２５ 种，占野生鸟类总种数的 ８０％。 南海子麋鹿苑成为珍稀濒危鸟类的重要庇护所，具有重要的生态

价值。
２．２　 研究区鸟类种类及数量变化分析

２０１４ 年 １０ 月—１２ 月，累计记录鸟类 １６．４ 万只，分属 １３ 目 ２７ 科 ５１ 种；２０１５ 年全年累计记录 ３５．６ 万只，
分属 １５ 目 ３６ 科 １０３ 种；２０１６ 年全年累计记录 ３５ 万只，分属 １４ 目 ３６ 科 １０２ 种；２０１７ 年 １ 月—１０ 月累计记录

５０．８ 万只，分属 １５ 目 ３５ 科 ９５ 种；２０１８ 年 ３ 月—１１ 月累计记录 ３２．９ 万只，分属 １５ 目 ３９ 科 １０７ 种。 ２０１７ 年

３４７１　 ５ 期 　 　 　 张鹏骞　 等：北京南海子麋鹿苑鸟类多样性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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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 月单月记录鸟类 ７１ 种，为记录中的最大值（图 ２）；同年 １ 月单月记录鸟类 １２．４ 万只，为记录中的最高值

（图 ３）。

表 ２　 北京南海子麋鹿苑鸟类群落科目统计表

Ｔａｂｌｅ ２　 Ｂｉｒｄ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ｉｅｓ ｉｎ Ｎａｎ⁃Ｈａｉｚｉ Ｍｉｌｕ Ｐａｒｋ

目
Ｏｒｄｅｒ

科
Ｆａｍｉｌｙ

占总科比％
％ ｏｆ ｔｈｅ ｔｏｔａｌ Ｆａｍｉｌｙ

种
Ｓｐｅｃｉｅｓ

占总种比％
％ ｏｆ ｔｈｅ ｔｏｔａｌ Ｓｐｅｃｉｅｓ

一、目 ＰＯＤＩＣＩＰＥＤＩＦＯＲＭＥＳ １ ２ ２ １．２８

二、鹈形目 ＰＥＬＥＣＡＮＩＦＯＲＭＥＳ １ ２ １ ０．６４

三、鹳形目 ＣＩＣＯＮＩＩＦＯＲＭＥＳ ２ ４ １０ ６．４１

四、红鹳目 ＰＨＯＥＮＩＣＯＰＴＥＲＩＦＯＲＭＥＳ １ ２ １ ０．６４

五、雁形目 ＡＮＳＥＲＩＦＯＲＭＥＳ １ ２ ２４ １５．３９

六、隼形目 ＦＡＬＣＯＮＩＦＯＲＭＥＳ ２ ４ ８ ５．１３

七、鸡形目 ＧＡＬＬＩＦＯＲＭＥＳ １ ２ ３ １．９２

八、鹤形目 ＧＲＵＩＦＯＲＭＥＳ １ ２ ３ １．９２

九、鸻形目 ＣＨＡＲＡＤＲＩＩＦＯＲＭＥＳ ５ １０ １０ ６．４１

十、鸽形目 ＣＯＬＵＭＢＩＦＯＲＭＥＳ １ ２ ５ ３．２１

十一、鹦形目 ＰＳＩＴＴＡＣＩＦＯＲＭＥＳ １ ２ １ ０．６４

十二、鹃形目 ＣＵＣＵＬＩＦＯＲＭＥＳ １ ２ ３ １．９２

十三、鸮形目 ＳＴＲＩＧＩＦＯＲＭＥＳ １ ２ ２ １．２８

十四、雨燕目 ＡＰＯＤＩＦＯＲＭＥＳ １ ２ １ ０．６４

十五、佛法僧目 ＣＯＲＡＣＩＩＦＯＲＭＥＳ １ ２ ３ １．９２

十六、戴胜目 ＵＰＵＰＩＦＯＲＭＥＳ １ ２ １ ０．６４

十七、形目 ＰＩＣＩＦＯＲＭＳ ２ ４ ６ ３．８５

十八、雀形目 ＰＡＳＳＥＲＩＦＯＲＭＥＳ ２６ ５２ ７２ ４６．１５

图 ２　 ２０１４ 年—２０１８ 年麋鹿苑野生鸟类种类记录

Ｆｉｇ．２　 Ｔｈｅ ｒｅｃｏｒｄｓ ｏｆ ｗｉｌｄ ｂｉｒｄ ｓｐｅｃｉｅｓ ｉｎ Ｎａｎ⁃Ｈａｉｚｉ Ｍｉｌｕ Ｐａｒｋ ｆｒｏｍ ２０１４ ｔｏ ２０１８

研究区是鸟类迁徙途中重要的停歇地及候鸟越冬地和繁殖地。 根据图 ３ 及表 ３，在春季（３ 月—５ 月）及
秋季（９ 月—１１ 月）鸟类迁徙季节，大量鸟类在研究区停歇，因此春秋两季鸟类种类较多，分别达到 １１４ 种和

１１１ 种。 夏季（６ 月—８ 月）和冬季（１２ 月—次年 ２ 月）鸟类种类则有所减少，分别为 ８９ 种和 ６２ 种；但鸟类种

群数量增加。 鸿雁、绿头鸭（Ａｎａｓ ｐｌａｔｙｒｈｙｎｃｈｏｓ）、斑嘴鸭（Ａｎａｓ ｐｏｅｃｉｌｏｒｈｙｎｃｈａ）等雁鸭类和达乌里寒鸦（Ｃｏｒｖｕｓ
ｄａｕｕｒｉｃｕｓ）、小嘴乌鸦（Ｃｏｒｖｕｓ ｃｏｒｏｎｅ）等鸦科鸟类易在研究区集群越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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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３　 ２０１４ 年—２０１８ 年麋鹿苑野生鸟类数量记录

Ｆｉｇ．３　 Ｔｈｅ ｒｅｃｏｒｄｓ ｏｆ ｗｉｌｄ ｂｉｒｄｓ ｎｕｍｂｅｒ ｄｕｒｉｎｇ ２０１４—２０１８ ｏｆ Ｍｉｌｕ Ｐａｒｋ

２．３　 研究区鸟类居留类型

从鸟类居留类型来看，研究区留鸟 ３９ 种，占观测总数的 ２６％；夏候鸟 ５４ 种，占观测总数的 ３６％；冬候鸟

２８ 种，占观测总数的 １９％；旅鸟 ７８ 种，占观测总数的 ５１％。 由于环境适宜，鸳鸯、小嘴乌鸦等候鸟在研究区内

长期生活。 小（Ｔａｃｈｙｂａｐｔｕｓ ｒｕｆｉｃｏｌｌｉｓ）、苍鹭（Ａｒｄｅａ ｃｉｎｅｒｅａ）、夜鹭（Ｎｙｃｔｉｃｏｒａｘ ｎｙｃｔｉｃｏｒａｘ）、鸿雁、鸳鸯、绿头

鸭、斑嘴鸭、灰斑鸠（Ｓｔｒｅｐｔｏｐｅｌｉａ ｄｅｃａｏｃｔｏ）、珠颈斑鸠（Ｓｔｒｅｐｔｏｐｅｌｉａ ｃｈｉｎｅｎｓｉｓ）、四声杜鹃（Ｃｕｃｕｌｕｓ ｍｉｃｒｉｏｐｔｅｒｕｓ）、白
头鹎（ Ｐｙｃｎｏｎｏｔｕｓ ｓｉｎｅｎｓｉｓ）、八哥 （ Ａｃｒｉｄｏｔｈｅｒｅｓ ｃｒｉｓｔａｔｅｌｌｕｓ）、灰椋鸟 （ Ｓｔｕｒｎｕｓ ｃｉｎｅｒａｃｅｕｓ）、灰喜鹊 （ Ｃｙａｎｏｐｉｃａ
ｃｙａｎａ）、喜鹊（Ｐｉｃａ ｐｉｃａ）、［树］麻雀（Ｐａｓｓｅｒ ｍｏｎｔａｎｕｓ）等野生鸟类在研究区繁殖育雏。 大红鹳（Ｐｈｏｅｎｉｃｏｎａｉａｓ
ｍｉｎｏｒ）和绯胸鹦鹉（Ｐｓｉｔｔａｃｕｌａ ａｌｅｘａｎｄｒｉ）等迷鸟在研究区短暂停留后飞离。
２．４　 研究区鸟类优势种

２．４．１　 ＲＢ 频率指数年度变化规律

近年来，南海子麋鹿苑内栖息鸟类数量巨大。 ２０１５ 年鸟类优势种有：绿头鸭、斑嘴鸭、灰喜鹊等 ７ 种；苍
鹭、灰椋鸟、大嘴乌鸦（Ｃｏｒｖｕｓ ｍａｃｒｏｒｈｙｎｃｈｏｓ）等 ３ 种为普通种；草鹭（Ａｒｄｅａ ｐｕｒｐｕｒｅａ）、大白鹭（Ａｒｄｅａ ａｌｂａ）、白
鹭（Ｅｇｒｅｔｔａ ｇａｒｚｅｔｔａ）等 ９３ 种为稀有种。 ２０１６ 年鸟类优势种：在 ２０１５ 年基础上增加灰椋鸟 １ 种，共 ８ 种。 普通

种为苍鹭、鸿雁等 ２ 种。 普通鸬鹚（Ｐｈａｌａｃｒｏｃｏｒａｘ ｃａｒｂｏ）、牛背鹭（Ｂｕｂｕｌｃｕｓ ｉｂｉｓ）、池鹭（Ａｒｄｅｏｌａ ｂａｃｃｈｕｓ）等 ９１
种野生鸟类为稀有种。 ２０１７ 年鸟类优势种：在 ２０１５ 年基础上减少斑嘴鸭 １ 种，同时增加灰斑鸠和白头鹎 ２
种，共 ９ 种；普通种为苍鹭、斑嘴鸭、珠颈斑鸠等 ３ 种。 凤头（Ｐｏｄｉｃｅｐｓ ｃｒｉｓｔａｔｕｓ）、大天鹅、灰雁（ Ａｎｓｅｒ
ａｎｓｅｒ）、斑头雁（Ａｎｓｅｒ ｉｎｄｉｃｕｓ）等 ８３ 种为稀有种。 ２０１８ 年鸟类优势种：在 ２０１５ 年基础上增加苍鹭、夜鹭、鸿雁

等 １０ 种，共 １７ 种；普通种为鸳鸯、戴胜（Ｕｐｕｐａ ｅｐｏｐｓ）等 ２ 种。 黄苇鳽（ Ｉｘｏｂｒｙｃｈｕｓ ｓｉｎｅｎｓｉｓ）、白琵鹭、赤颈鸭

（Ａｎａｓ ｐｅｎｅｌｏｐｅ）等 ８８ 种为稀有种。 总体来看，研究区优势种种类数量逐年增加，普通种和稀有种种类保持稳

定，说明更多的鸟类长时间在研究区停留。
自 ２０１４ 年起，苍鹭、夜鹭、鸿雁、鸳鸯、绿头鸭、斑嘴鸭、绿翅鸭 （ Ａｎａｓ ｃｒｅｃｃａ）、普通鵟、红隼、雉鸡

（Ｐｈａｓｉａｎｕｓ ｃｏｌｃｈｉｃｕｓ）、白腰草鹬（Ｔｒｉｎｇａ ｏｃｈｒｏｐｕｓ）、山斑鸠（Ｓｔｒｅｐｔｏｐｅｌｉａ ｏｒｉｅｎｔａｌｉｓ）、灰斑鸠、珠颈斑鸠、普通翠鸟

（Ａｌｃｅｄｏ ａｔｔｈｉｓ）、戴胜、星头啄木鸟（Ｐｉｃｏｉｄｅｓ ｃａｎｉｃａｐｉｌｌｕｓ）、大斑啄木鸟（Ｄｅｎｄｒｏｃｏｐｏｓ ｍａｊｏｒ）、灰头绿啄木鸟（Ｐｉｃｕｓ
ｃａｎｕｓ）、白头鹎、八哥、灰椋鸟、灰喜鹊、喜鹊、达乌里寒鸦、大嘴乌鸦、小嘴乌鸦、红胁蓝尾鸲 （ Ｔａｒｓｉｇｅｒ
ｃｙａｎｕｒｕｓ）、黄腹山雀（Ｐａｒｕｓ ｖｅｎｕｓｔｕｌｕｓ）、大山雀（Ｐａｒｕｓ ｍａｊｏｒ）、［树］麻雀、金翅［雀］ （Ｃａｒｄｕｅｌｉｓ ｓｉｎｉｃａ）、小鹀

（Ｅｍｂｅｒｉｚａ ｐｕｓｉｌｌａ）、黄喉鹀（Ｅｍｂｅｒｉｚａ ｅｌｅｇａｎｓ）等 ３４ 种鸟类在研究区连年出现。 特别是苍鹭、夜鹭、鸿雁、珠颈

斑鸠、家燕、八哥等鸟类在 ２０１８ 年频率指数大幅增长，一举成为研究区域内优势种。
２．４．２　 研究区鸟类 ＲＢ 频率指数季节性变化规律

季节变化对研究区鸟类种类和数量变化影响非常明显（表 ３）。 南海子麋鹿苑春季共调查鸟类 １１４ 种，优

５４７１　 ５ 期 　 　 　 张鹏骞　 等：北京南海子麋鹿苑鸟类多样性研究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ｃｎ

势种为［树］麻雀、绿头鸭、喜鹊、灰喜鹊、灰椋鸟、小嘴乌鸦、白头鹎、达乌里寒鸦、苍鹭等 ９ 种；普通种为灰斑

鸠、珠颈斑鸠、斑嘴鸭、鸳鸯等 ４ 种；八哥、燕雀（Ｆｒｉｎｇｉｌｌａ ｍｏｎｔｉｆｒｉｎｇｉｌｌａ）、黄腰柳莺（Ｐｈｙｌｌｏｓｃｏｐｕｓ ｐｒｏｒｅｇｕｌｕｓ）、白
腰草鹬、家燕等 １０１ 种为稀有种。 研究区夏季共调查鸟类 ８７ 种，优势种为［树］麻雀、绿头鸭、喜鹊、灰喜鹊、
家燕、八哥、苍鹭、夜鹭等 ８ 种；普通种为斑嘴鸭、灰椋鸟、灰斑鸠、珠颈斑鸠、白头鹎、鸿雁等 ６ 种；家鸽、戴胜、
白鹭、大杜鹃（Ｃｕｃｕｌｕｓ ｃａｎｏｒｕｓ）、棕头鸦雀（Ｐａｒａｄｏｘｏｒｎｉｓ ｗｅｂｂｉａｎｕｓ）等 ７３ 种为稀有种。 研究区秋季共调查到鸟

类 １１１ 种，优势种为［树］麻雀、绿头鸭、灰喜鹊、喜鹊、达乌里寒鸦、鸿雁、灰椋鸟、苍鹭、斑嘴鸭、家鸽、白头鹎

等 １０ 种；珠颈斑鸠、夜鹭、小嘴乌鸦、大嘴乌鸦等 ４ 种为普通种；黄眉柳莺（Ｐｈｙｌｌｏｓｃｏｐｕｓ ｉｎｏｒｎａｔｕｓ）、黄腰柳莺、
秃鼻乌鸦（Ｃｏｒｖｕｓ ｆｒｕｇｉｌｅｇｕｓ）、白鹡鸰（Ｍｏｔａｃｉｌｌａ ａｌｂａ）等 ９６ 种为稀有种。 研究区冬季共调查到野生鸟类 ６２
种，优势种为绿头鸭、［树］麻雀、达乌里寒鸦、小嘴乌鸦、喜鹊、灰喜鹊、斑嘴鸭、灰椋鸟、大嘴乌鸦、苍鹭等 １０
种；普通种为鸿雁、鸳鸯、珠颈斑鸠等 ３ 种；灰斑鸠、大斑啄木鸟、黑尾蜡嘴雀、八哥、白头鹎等 ４８ 种为稀有种。
２．５　 研究区及其他城市公园鸟类多样性

研究区鸟类 Ｓｈａｎｎｏｎ 多样性指数（Ｈ′值）逐年提高，呈现 ２０１８ 年（２． １６１） ＞ ２０１７ 年（１． ７２５） ＞ ２０１６ 年

（１．７２３）＞２０１５ 年（１．６２１）的变化规律（表 ３）。 同时，Ｐｉｅｌｏｕ 均匀性指数（Ｊ 值）也呈现逐年提高的变化趋势：
２０１８ 年（０．４６３）＞２０１７ 年（０．３７８） ＞２０１６ 年（０．３７０） ＞２０１５ 年（０．３４９）。 以季节变化维度来看，研究区内鸟类

Ｓｈａｎｎｏｎ 多样性指数呈现秋季（２．０１９）＞夏季（１．８４６）＞春季（１．８２７） ＞冬季（１．５０３）的变化规律。 Ｐｉｅｌｏｕ 均匀性

指数也呈现相同的趋势，即秋季（０．４２９） ＞夏季（０．４１１） ＞春季（０．３８６） ＞冬季（０．３６４）。 多样性可以导致稳定

性［２８］，研究区近年来鸟类多样性持续提高，鸟类群落趋于稳定。
通过对比其他城市公园和自然保护地鸟类多样性（表 ３），总体来看：面积较大的城市公园或自然保护地

所记录的野生鸟类种类较多；同时，鸟类多样性还受生境层次影响。 具体来看，圆明园、天坛公园面积较大，所
记录鸟类种类逾 ２１０ 种，约占北京市所观测到鸟类种类总数的 ５０％；玉渊潭、紫竹院公园、北京动物园、静福寺

等地面积较小，所记录鸟类种类较少。 从鸟类 Ｓｈａｎｎｏｎ 多样性指数角度来看：紫竹院公园、北海公园、天坛公

园与麋鹿苑等 ４ 所中小型城市公园，规模相近、生态相似、Ｈ′值介于 ０．４９７（北海公园景点区）至 ２．１６１（研究区

２０１８ 年平均值）之间；东灵山、静福寺等地林地内鸟类类群落 Ｓｈａｎｎｏｎ 多样性指数较高。

３　 讨论

紫竹院公园、翠湖国家城市湿地公园、玉渊潭公园等城市公园发挥着净化大气污染物、美化城市环境和保

护重点野生动植物等生态功能［４０⁃４２］。 虽然这些城市公园被道路、建筑物等人类活动设施所分割，但他们它们

独特的环境因子形成“生态孤岛” ［４３］为野生鸟类提供生存条件。
３．１　 公园面积对鸟类种类的影响

从鸟类种类数量来看，圆明园遗址、天坛公园和玉渊潭公园等 ３ 处城市公园面积较大，分别为 ３５０、２７３ 和

１４１ ｈａ（表 ３），上述 ３ 个城市公园所报道的鸟类分别为 ２１７、１３０ 和 ４９ 种，符合“物种⁃面积关系（Ｓｐｅｃｉｅｓ⁃ａｒｅａ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理论，即物种多样性和生境面积呈线性正相关［４４］。 在城市环境下，公园面积与其生态承载力成

正比［４５］，只有那些面积较大的公园才有可能为鸟类提供更多的食物。
同时，位于郊区的东灵山地区面积达 ３３２９４ ｈａ，但记录鸟类种类较少，仅 ７３ 种。 鸟类较少的原因有以下 ３

点：首先，单一的森林生态环境不利于招引游禽、涉禽等水鸟，以及其他依靠湿地生活的鸟类，这些鸟类约占北

京鸟类总数的 １ ／ ３。 其次，由于其面积较大，有可能观测不全。 再次，东灵山地区包括东灵山⁃百花山风景名胜

区、小龙门森林公园等景区，人类旅游活动对当地生态造成一定影响［４６］。
３．２　 生境异质性对鸟类群落 Ｓｈａｎｎｏｎ 多样性指数的影响

鸟类虽然可以在城市公园间自由迁徙，但由于北京城市公园未能连接成片，生境破碎化现象依然存在，不
利于丰富物种多样性［４７］。 具体来看，鸟类群落与栖息地、植被多样性、植物水平和垂直层次的复杂性等因素

相关［４８］ ，空间层次越复杂、植物群落越丰富，提供给鸟类的栖息场所和食物越多［３９］ 。通过表３可以发现，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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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３　 北京部分自然保护地鸟类群落 Ｓｈａｎｎｏｎ 多样性指数和 Ｐｉｅｌｏｕ 均匀度指数

Ｔａｂｌｅ ３　 Ｓｈａｎｎｏｎ⁃Ｗｅｉｎｅｒ ｉｎｄｅｘ （Ｈ′） ａｎｄ Ｐｉｅｌｏｕ ｉｎｄｅｘ （Ｊ） ｏｆ ｂｉｒｄ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 ｉｎ ｎａｔｕｒｅ ｐｒｏｔｅｃｔｅｄ ａｒｅａ ｏｆ Ｂｅｉｊｉｎｇ

研究地点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Ｓｉｔｅｓ

年 ／月
Ｙｅａｒ ／ Ｍｏｎｔｈ

Ｈ′值和 Ｊ 值
Ｈ′ ＆ Ｊ

总面积 ／湿地面积
Ｔｏｔａｌ ａｒｅａ ／
Ｗｅｔｌａｎｄ ／ ｈｍ２

鸟种数量
Ｂｒｉｄ ｓｐｅｃｉｅｓ

鸟类生境
Ｈａｂｉｔａｔ

南海子麋鹿苑
Ｎａｎ⁃Ｈａｉｚｉ Ｍｉｌｕ Ｐａｒｋ ２０１４ ／ １０—２０１４ ／ １２ １．６０１＆０．４０３ ６６ ／ １０ ５１ 湿地（表流湿地、泥滩）、乔

木林、灌草丛

２０１５ ／ ０１—２０１５ ／ １２ １．６２１＆０．３４９ １０３

２０１６ ／ ０１—２０１６ ／ １２ １．７２３＆０．３７０ １０２

２０１７ ／ ０１—２０１７ ／ １０ １．７２５＆０．３７８ ９５

２０１８ ／ ０３—２０１８ ／ １１ ２．１６１＆０．４６３ １０７

春季（３ 月—５ 月） １．８２７＆０．３８６ １１４

夏季（６ 月—８ 月） １．８４６＆ ０．４１１ ８９（本研究） ／ ４７［２９］

秋季（９ 月—１１ 月） ２．０１９＆ ０．４２９ １１１

冬季（１２ 月—２ 月） １．５０３＆０．３６４ ６２（本研究） ／ ４２［３０］

东灵山地区［３１］ １９９９ ／ ０３ ４．４００＆ ／针阔混交林 ３３２９４∗ ／ ０ ７３ 乔木林、亚高山灌丛草甸

Ｄｏｎｇｌｉｎｇｓｈａｎ Ｒｅｇｉｏｎ ２．９１０＆ ／落叶阔叶林

３．８７０＆ ／油松林

３．４５０＆ ／落叶松林

２．４５０＆ ／灌丛

３．５８０＆ ／居民点

野鸭湖湿地自然保护区［３２］

Ｙｅｙａｈｕ Ｗｅｔｌａｎｄ Ｎａｔｕｒａｌ Ｒｅｓｅｒｖｅ
２００４ ／ ０１—２００４ ／ １２ ／ ９０００ ／ ４０００ ２１５ 湿地 （水库、沼泽）、乔木

林、灌草丛

圆明园遗址［１５］

Ｙｕａｎｍｉｎｇｙｕａｎ Ｒｕｉｎｓ Ｐａｒｋ
２００２ ／ １０—２００８ ／ １２ ／ ３５０ ／ １７５ ２１７ 湿地 （鱼塘、稻田）、湿地

植物

天坛公园［３３］Ｔｉａｎｔａｎ Ｐａｒｋ ２００５ ／ ０２ １．５５０ ＆ ／ ２７３ ／ ０ １３０ 乔木林、林下地被植物

玉渊潭公园［３４］Ｙｕｙｕａｎｔａｎ Ｐａｒｋ ２００５ ／ ０６—２００６ ／ ５ ／ １４１ ／ ６２ ４９ 湿地（景观湖）、乔木林、灌
草丛

紫竹院公园［３５］Ｚｉｚｈｕｙｕａｎ Ｐａｒｋ ２００５ ／ ０２ ２．０００＆０．８４０ １４０ ／ ４７ ５２ 乔木林、灌草丛

北京动物园［３６］Ｂｅｉｊｉｎｇ Ｚｏｏ ２０１２ ／ ０７—２０１７ ／ １２ ／ ８６．２ ／ ８．６ ８６ 湿地（景观湖、城市河道）、
乔木林

北海公园［３７］Ｂｅｉｈａｉ Ｐａｒｋ ２０１０ ／ ０５—２０１１ ／ ０４ ０．４９７＆０．９９８ 景点区 ６８ ／ ３９ ４２ 湿地（人工湖泊）、乔木林、
灌草丛

０．９８９＆０．８００ 北海湖区

１．３２７＆０．６３６ 树林区

翠湖国家城市湿地公园［３８］

Ｃｕｉｈｕ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Ｃｉｔｙ Ｗｅｔｌａｎｄ Ｐａｒｋ
２００９ ／ ０１—２０１１ ／ １２ ／ ５３ ／ ３０ １６６ 湿地 （水库、沼泽）、乔木

林、灌草丛

静福寺［３９］Ｊｉｎｇｆｕ Ｔｅｍｐｌｅ ２０１１ ／ ０４—２０１２ ／ ０４ ２．９８９＆ ／侧柏古树林 １０ ／ ０ ６５ 乔木林（古树林）

３．１３２＆ ／针阔混交林

３．９１６＆ ／落叶阔叶林

　 　 （１）“ ／ ”表示无相关数据； （２）“∗”为东灵山—百花山风景名胜区和小龙门国家森林公园总面积

类 Ｓｈａｎｎｏｎ 多样性指数达到 ３．０００ 以上的鸟类生境为针阔混交林、针叶林（油松林和落叶松林）以及落叶阔叶

林。 这是由于乔木林树冠，及其林木的中下层部分，以丰富的垂直结构增加了环境次级结构的多样性，为鸟类

提供了更多繁殖、摄食和隐蔽的空间［４９］。 与林地生境相比，灌草丛生境的鸟类多样性指数略低。 城市公园内

的灌草丛多为人工栽培种，以黄杨、锦带花、迎春花、连翘、红瑞木等观赏性小灌木为主，空间结构层次不明显，
多种昆虫广布其间，给鸟类提供了良好的栖息和觅食场所，特别是小型的雀形目鸟类［５０］。 鸟类是湿地生态系

统最为活跃的组成部分［５１］，湿地中的鸟类在能量转换和维护生态系统的稳定性方面起着重要作用，而湿地的

生态环境直接影响着鸟类群落的多样性［５２］。 北京城市公园内的湿地多为人工营造的景观湿地，成为水鸟和

其他依赖湿地生存鸟类潜在的栖息地。

７４７１　 ５ 期 　 　 　 张鹏骞　 等：北京南海子麋鹿苑鸟类多样性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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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３　 麋鹿苑环境对鸟类分布的影响

从研究区植物分布来看：首先，研究区大量栽种乡土树种，特别是蟠桃（Ａｍｙｇｄａｌｕｓ ｐｅｒｓｉｃａ Ｌ． ｖａｒ． ｃｏｍｐｒｅｓｓａ
（Ｌｏｕｄ．） Ｙü ｅｔ Ｌｕ）、柿、君迁子、山楂等食源性树种。 其次，研究区充分考虑乔木、灌木、草本植物合理搭配，植
物群落发育较好。 高大乔木为喜鹊等鸦科鸟类提供停歇、栖息环境；松柏类植物则为戴菊、鹪鹩等小型鸟类提

供遮蔽场所；大中型灌木是麻雀、红胁蓝尾鸲等小型鸟类栖息场地；半野化草坪和草场为虎斑地鸫、乌鸫、灰斑

鸠等鸟类提供了食物来源。 再次，林木抚育措施得当，运用物理杀虫方法和生物防治法确保植物健康。
从研究区湿地生态系统来看：首先，莲（Ｎｅｌｕｍｂｏ ｎｕｃｉｆｅｒａ）、芦苇 （Ｐｈｒａｇｍｉｔｅｓ ａｕｓｔｒａｌｉｓ （ Ｃａｖ．） Ｔｒｉｎ． ｅｘ

Ｓｔｅｕｄ．）、红蓼（Ｐｏｌｙｇｏｎｕｍ ｏｒｉｅｎｔａｌｅ Ｌ．）、鸢尾（ Ｉｒｉｓ ｔｅｃｔｏｒｕｍ）、黄菖蒲（ Ｉｒｉｓ ｐｓｅｕｄａｃｏｒｕｓ）等水生植物，为小、黄
斑苇鳱等鸟类孵化幼雏提供了绝佳隐蔽条件。 其次，湿地中鲤鱼、白鲢、泥鳅等 １０ 余种水生动物，为苍鹭、夜
鹭、普通翠鸟、白腰草鹬等鸟类提供了丰富的食物。 再次，定期开展水质监测，适时调节湿地水位、促进水体循

环，确保水质良好。 最后，研究区麋鹿、河麂等兽类成为吸引鸟类的重要因素。 观察发现，牛背鹭、小嘴乌鸦、
八哥、喜鹊均与麋鹿、河麂等鹿科动物存在伴生关系。 这些鸟类能够以麋鹿体表寄生虫为食，有利于麋鹿种群

维持健康。 同时，在对麋鹿等兽类补饲时的残羹剩粒，也成为鸟类取食的对象。
从保护机制来看：麋鹿苑作为野生动物保护机构，更加突出生态保护。 与北京动物园对比，两者同为野生

动物保护、展示和宣教机构，占地面积分别为 ６６ 和 ８６．２ ｈａ，记录鸟类种类分别为 １５６ 和 ８６ 种。 这可能是由于

两者在城市中所处位置、植被覆盖率及游客数量等因素存在差异所造成的。 南海子麋鹿苑对包括鸟类在内的

野生动物进行保护，同时致力于向公众宣传保护理念，有助于提升市民的动物保护意识，对于促进人、城市、自
然和谐共处具有重要意义。

研究区正在经历快速城市化，未来作为建成区的一部分，鸟类群落结构会发生何种变化？ 是否与其他城

市公园相一致？ 仍然需要继续对鸟类群落进行监测、研究和判断。

４　 结论与展望

南海子麋鹿苑是鸟类重要的栖息地。 自 ２０１４ 年 １０ 月起经过连续调查，共记录鸟类 １８ 目、４９ 科、１５６ 种，
主要以鸣禽和水鸟为主，记录到国家 ＩＩ 级重点保护鸟类 １６ 种。 鸟类优势种随年份变化和季节变化不一，总
体来看，绿头鸭、灰喜鹊、喜鹊、［树］麻雀等留鸟为研究区优势种。 研究区鸟类 Ｓｈａｎｎｏｎ 多样性指数和 Ｐｉｅｌｏｕ
均匀性指数呈现 ２０１８ 年＞２０１７ 年＞２０１６ 年＞２０１５ 年的变化规律。 鸟类 Ｓｈａｎｎｏｎ 多样性指数和 Ｐｉｅｌｏｕ 均匀性

指数呈现秋季＞夏季＞春季＞冬季的变化规律。
当前，国家正在抓紧制定“三区三线”国土空间规划，特别是加强了对生态保护红线和城镇开发边界规划

的顶层设计，从制度层面保护了高度城市化下的鸟类等野生动物栖息地。 建议：第一，在开展城市绿化、兴
（改）建城市公园时应从保护动物栖息地方面入手，打通连接相邻绿地，为动物搭建迁徙廊道。 第二，坚持山

水林田湖草是一个生命共同体的理念，注重营造景观多样、物种丰富、生态完善的城市绿地。 第三，应在郊野

公园、森林公园、湿地公园等自然公园内划定生态系统保护区域，并对人类旅游、生产经营等干扰予以限制，保
护野生动植物栖息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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