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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化鸟类群落变化及其与城市植被的关系

赵伊琳１，２，王　 成１，２，∗，白梓彤１，２，郝泽周１，２

１ 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林业研究所，国家林业和草原局林木培育重点实验室， 北京　 １０００９１

２ 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城市森林研究中心， 北京　 １０００９１

摘要：持续而快速的城市化进程正在助长全球生物多样性的丧失，其中鸟类是城市生态系统的重要环节和城市生物多样性保护

的重点目标，同时也是研究的热点内容。 从城市环境变化压力下，鸟类群落组成与结构、空间分布和繁殖营巢方式的改变分析，
重点介绍了支持城市地区鸟类多样性的植物环境因素与影响机制的最新研究成果。 结果表明：１）城市中的植被和绿色空间为

城市鸟类提供生存空间和食物资源，是城市鸟类最主要的栖息地。 ２）保留原生乡土植物和大型树木的地区能支持更丰富的鸟

类物种。 ３）植被的结构和盖度对鸟类群落有显著影响。 林冠覆盖率增加，复杂的垂直空间和多样的植物种类的组合产生各种

不同类型的植物空间和栖息地类型，吸引不同的鸟类物种，相应地也会导致更丰富的鸟类群落。 总之，保持和加强城市中植物

环境良好和稳定是保护城市生物多样性的有效手段。 据此，提出城市环境与鸟类群落关系研究的未来发展方向，指出了其在鸟

类多样性保护和城市可持续发展等领域的应用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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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野生动物保护是体现现代城市发展水平，衡量城市生态系统健康状况的重要指标［１］。 鸟类群落是

城市化过程中最受干扰的物种之一，它们对栖息地和环境变化异常敏感［２⁃３］。 城市化过程中，森林、湿地以及

农田等相对自然的土地不断向城市建设用地转化［４］。 目前全世界城市地区占地球陆地面积的近 ３％，且这个

比例还在不断升高［５］。 这极大地改变了生物群落的组成和多样性［６–８］，是野生动植物灭绝的重要原因之

一［９］。 世界城市人口平均每年以近 １％的速度增长，到 ２０５０ 年，预计有 ７０％人口居住在城市［１０］，而城市的地

理扩张速度更高于人口增长速度［１１］。 随着城市的不断建设与蔓延导致了野生动物栖息地不可阻挡的损失，
目前全球本土鸟类物种栖息地丧失的速度为 １．１％年［１２⁃１３］，且还在持续增加。 因此，了解城市鸟类群落在城市

化压力下的变化及其重点驱动因素对于建设富有生机活力、健康稳定城市生态系统，维持城市可持续发展至

关重要，也一直是全球研究的热点内容［１４］。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后，以城市栖息地鸟类群落为主要研究内容的城市鸟类生态学成为一个独立的研究领

域［１５⁃１６］，特别是在过去 ２０ 年，城市化和鸟类群落的相关书籍和论文呈现指数增长（图 １）。 随着研究的不断深

入，城市绿色空间，即城市中被草、树、灌木或其他植被部分或完全覆盖的土地，包括城市公园、社区花园

等［１７］，是城市中鸟类最主要的栖息地； 植被对支持城市生物多样性的重要潜力与价值等问题［１８］，被更广泛地

探讨与证实（图 １）。
本文拟从群落尺度，系统性阐述城市化下鸟类变化以及城市栖息地植被特征与鸟类群落关系，以促进从

可持续角度设计和管理城市绿色空间，从而缓解城市快速发展带来的生物多样性下降，最大限度地保护城市

生态系统完整性。
全球文章变化使用 Ｗｅｂ ｏｆ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Ａｌｌ Ｄａｔａｂａｓｅｓ） 检索从 ２０００ 年到 ２０２０ 年发表的所有关于城市化与鸟

类群落的文章，搜索主题词“ｕｒｂ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ｂｉｒｄ∗”，并按照对重点研究主题进行区分。 中文文章发表数量变

化汇总基于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搜索主题词“城市化”、“鸟类”。

１　 鸟类群落随城市化变化特征

城市的快速发展以惊人的速度使自然生态系统转变为碎片化的城市景观［１９⁃２１］。 持续的城市化中，建筑

高度增加［２２⁃２４］，绿色斑块减少［１６， ２０， ２５］，大气［２６］、噪声［２７］、光污染加剧［２８］，水域面积缩小［２０， ２９］，水体污染加重

等问题日益凸显［２９］。 这些变化的条件极大地改变了敏感物种，例如部分专性栖息在森林生境的鸟类。 它们

经历了栖息地的退化甚至丧失，导致了数量的减少，甚至局部灭绝［３０］。 对鸟类来说，城市栖息地完全不同于

自然栖息地［９］，具有多边界、高异质性以及岛屿化或破碎化的特征，且人为干扰频繁。 这使城市鸟类群落在

组成、结构、分布、繁殖及营巢方式等方面都发生了显著变化［３１⁃３３］

０８４ 　 生　 态　 学　 报　 　 　 ４１ 卷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ｃｎ

图 １　 城市化与鸟类群落研究的中外文章发表增长趋势

Ｆｉｇ．１　 Ｔｈｅ ｉｎｃｒｅａｓｉｎｇ ｔｒｅｎｄ ｏｆ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ａｎｄ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ｐｕｂ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ｏｎ ｕｒｂ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ｂｉｒｄ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１．１　 鸟类群落组成结构变化

生物群落组成和结构很大程度上受到栖息地环境的影响，地形地貌、气候变化、水体与植物群落是关键因

素［３４］。 城市的不断扩张使城市及其周边景观的人工化程度越来越高，导致城市鸟类群落向不良演替方向发

展［３２］。 自然生态系统中常见的食虫鸟、地面巢鸟或洞筑巢鸟等，种类和数量在城市化过程中均呈减少趋势，
尤其是面积敏感型鸟类，更难以适应城市化所带来的自然林地的消失及栖息地破碎化［３５⁃３６］。 而某些优势鸟

类（如杂食性鸟类集团）在城市环境中生活能力较高，甚至依赖于城市资源，如澳大利亚本地的黑额矿吸蜜鸟

（Ｍａｎｏｒｉｎａ ｍｅｌａｎｏｃｅｐｈａｌａ）和红垂蜜鸟（Ａｎｔｈｏｃｈａｅｒａ ｃａｒｕｎｃｕｌａｔａ）是两种大型鸣禽，能够极好的适应城市化过

程，并大量繁殖［３５］。 他们利用诸如建筑物、铺砌区域和草坪等人为构筑来觅食、栖息和筑巢［３５⁃３７］，并成为城市

主导物种。 城市地区是引进外来物种和灭绝本地物种的焦点［３８］，城市发展中自然生态空间保留不足将导致

外来鸟类入侵，虽然城市鸟类总生物量可能增加，但鸟类种群的不稳定性也随之增加［３９］。 一项对世界 ５４ 个

城市的研究显示，９７％的城市出现了全球 ３１ 种最具侵入性的鸟类［３６］。
总体上，城市的生物多样性仍在持续减少［３９⁃４１］，随着城市化对城市及周边景观的改变，鸟类物种密度和

丰富度急剧下降［４２⁃４３］，因为栖息于人造绿地的物种远比栖息于原生性林地中的物种少［４４］，受益也更少。
１．２　 鸟类群落空间分布变化

全球城市化进程将影响全球生物分布［１１］。 由于人类活动、城市发展而导致物理环境均质化，敏感物种的

局部灭绝和城市适应物种的扩散进一步促进全球生物均质化［４５⁃４７］。 阿根廷一项研究显示，在 １４００ ｋｍ 范围

内，任意距离的城市间鸟类群落比相邻的半自然区域间的相似度高。 同样，世界各地多项研究支持了城市化

已导致不同城市间鸟类群落逐渐趋向同质［４８］，且在城市化程度更高的区域，鸟类物种多样性降低［４９⁃５１］，群落

间的功能相似性更高［４６］。 群落间的相似性反映了鸟类物种组成及 β 多样性的空间变化［４８］。
此外，城市化对环境的影响造成了部分鸟类种群迁徙行为改变［５２］。 由于繁殖季节的食物资源过剩降低

了迁移的趋势［５３］，且迁徙行为具有数量遗传基础，这可能导致鸟类居留类型的变化［１５］。 例如，丝光椋鸟

（Ｓｔｕｒｎｕｓ ｓｅｒｉｃｅｕｓ） ［５４］和乌鸫（Ｔｕｒｄｕｓ ｍｅｒｕｌａ） ［５５］由于城市热岛效应而停止迁徙，这是由于冬季城市中具有丰富

１８４　 ２ 期 　 　 　 赵伊琳　 等：城市化鸟类群落变化及其与城市植被的关系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ｃｎ

的食物来源以及能够避免迁徙过程中个体的死亡［１５， ５６］。
１．３　 鸟类群落繁殖变化

城市繁殖鸟类群落的变化受到一系列环境因素的影响，其中包括建筑物高度［３７］、密度水平［５７］、城市绿化

情况［５８］，绿地斑块大小［４０］、碎片化状况［４０， ５９］，以及栖息地中树木数量、规模以及多样性等［２２， ６０］。 由于城市化

导致建筑密度的增加，相较于自然林地，城市栖息地中鸟类密度更大，激烈的个体间竞争使单个栖息地斑块中

捕食压力较大［６１］，导致整体的食物供应不足（尤其是食虫鸟类），巢捕食发生概率也大大增加［６２］。 除不稳定

的食物供应外［５７， ６３］，空气污染［２６， ６４］、人造光［２８］、噪声［６５］ 等城市效应可能造成雏鸟身体质量下降、死亡率增

加，成鸟交配、筑巢与繁殖成功率的下降［６６］。 暴露在噪音下的灰喉鹟（Ｍｙｉａｒｃｈｕｓ ｃｉｎｅｒａｓｃｅｎｓ）的巢繁殖成功率

比安静环境低，城市噪音导致的荷尔蒙失调造成了成鸟在孵化阶段放弃率升高［６５］。 然而，其他研究显示，相
比于农村，凤头鹰（Ａｃｃｉｐｉｔｅｒ ｔｒｉｖｉｒｇａｔｕｓ）和游隼（Ｆａｌｃｏ ｐｅｒｅｇｒｉｎｕｓ）在城市生境有更高的筑巢成功率［６６］。 而北海

道大学研究表明，城市栖息地中建筑面积和电线密度对几种常见山雀的杂交概率没有明显的影响［４９］。 另一

项关于鸮形目鸟类（Ｓｔｒｉｇｉｆｏｒｍｅｓ）的研究显示，其沿着城市梯度的筑巢没有变化［６７］。 总体来看鸟类繁殖变化

对于城市化的反应仍不明确，不同研究显示，物种之间，小型鸟类和大型猛禽以及不同的食性间存在相当大的

差异［５０］，有些通过利用原本相对较空的生态位而受益，而有些则因生态陷阱（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Ｔｒａｐｓ）而受到负面

影响［６８⁃６９］。

２　 城市植被对鸟类群落的影响

鸟类组成与植被关系的研究大部分是在自然环境中开展的，但是随着城市快速发展与蔓延，在城市中开

展此项研究越来越重要［１８］。 城市植物群落间可能存在很大差异，从密集的灌丛栖息地到树木繁茂的林地，或
是公园中的开阔草地和道路两侧绿化隔离带，都能为各种鸟类提供栖息地。 城市植被的复杂性是生物多样性

研究的最重要影响和预测因子［７０］，植被因子被证明比其他环境因子更能够解释鸟类群落多样性的变异［７１⁃７２］。
改变植被的结构可以改变鸟类组成，增加植被结构复杂性和种类多样性可以增加鸟类的多样性［３４， ５８， ７３］，城市

森林被证明可以在保护生物多样性方面发挥关键作用［４７］，特别是在许多主要城市处于密集化过程的情

况下［７４⁃７５］。
维持城市中较高的生物多样性水平是一项艰巨的任务，研究鸟类与城市植被的依存关系使人们能够制定

有效的保护战略以减少城市对自然的生态足迹与生态债务［４７］，并通过科学规划城市森林、湿地等生态空间的

数量、类型、结构和布局，建设生物多样性、健康稳定的城市自然生态系统。
２．１　 植被斑块面积对鸟类的影响

不同的鸟类对于环境资源的需求不同，栖息地植被斑块面积是影响斑块中鸟类物种多样性的主要因

素［７６］。 通常来说，面积较大的绿色斑块中，植物组成和结构都更加丰富，因此生境异质性更高并且微环境的

多样性更高，可满足更多物种对于栖息环境的不同需求［７７］。 大面积的城市森林对于不适应城市环境的鸟类

非常重要［７８⁃７９］，较小的绿色空间由于能够提供的资源有限，可能无法满足大部分鸟类种群［８０］，而其中一部分

甚至不能达到一些大中型鸟类的最低生存要求。 因此，保留和增加城市绿地斑块，减少隔离程度可能会促进

城市环境中物种丰富度的提高。 但有时在现有城市地区可能较难实现［３４］。 因此，最大程度的利用小型绿色

斑块保护鸟类群落也至关重要。 通过廊道将绿色斑块与其邻近的绿地连接起来，以促进鸟类的移动和与其他

绿地物种互动［８１］。 这有助于维持平衡的鸟类种群，或通过种植本地物种和保持结构多样性将绿地栖息地扩

展到廊道，进一步促进城市环境中的鸟类移动［１３， ８０］。
总体来看，城市中大块绿色空间可有效维持区域的植物和鸟类多样性［８０］。 因此，植树造林建设成片的城

市森林绿地将是促进城市景观中鸟类群落流动的有效途径。
２．２　 植被类型对鸟类的影响

城市森林中鸟类群落与植被类型之间的关系长期以来一直引起研究者的关注［８２］，其不仅会影响栖息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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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选择［８２］，还会影响鸟类的群落结构［５４］。 与自然或半自然植被相比，栽培绿化在植物物种组成和物理结构

上趋于简单，这种较低的环境异质性只能由少数物种利用，这可能导致城市景观中物种同质化［３０］。 相比于人

工种植林，天然林地为各种鸟类提供了更丰富的栖息空间［８２］。 由于鸟类的全部食物资源都来自于栖息地内

的植被，因此他们的生存状况与其中植物种类密切相关［５５］。 一项在印度城市森林的研究显示，在不同的植被

类型间，落叶阔叶林由于树木密度高，树冠开阔，具有广泛的微生境，其中的鸟类密度和物种丰富度都较高。
针叶林和浆果灌木也由于能够提供丰富的栖息空间和食物资源而对鸟类具有非常积极的影响，而针阔混交林

能够支持最高的鸟类多样性［５６］。
２．３　 城市植物群落组成对鸟类影响

２．３．１　 植物群落数量及多样性特征与鸟类关系

城市森林绿地生境内植物组成、盖度、林冠层特征等对鸟类群落影响显著。 植物群落物种组成的变化影

响鸟类对栖息地的选择［５４］及鸟类群落结构［８３］。 城市栖息地中树种丰富度可以对筑巢的鸟类物种产生积极

影响，也可以对鸟类的整体多样性产生积极影响［８４⁃８５］。 城市中植物群落中乔木林树冠层盖度与自然环境相

比有所减少，乔木覆盖率的减少对鸟类群落具有负向影响，例如使日本三种雀类的杂交率降低［８６］。 随着绿地

面积、灌木多样性和灌木密度的增加，喜欢森林的鸟类种类增加，但植物环境对于不同鸟类产生的影响具有差

异［８７］。 在一项研究中，生境中草坪面积对红胸鸲（Ｅｒｉｔｈａｃｕｓ ｒｕｂｅｃｕｌａ ｍｅｌｏｐｈｉｌｕｓ）多样性影响较大，而对于北美

红雀（Ｃａｒｄｉｎａｌｉｓ ｃａｒｄｉｎａｌｉｓ）则灌木盖度是最大影响因素［８８］。
２．３．２　 乡土植物对鸟类的重要价值

植被为鸟类提供了最多甚至是所有生存需求［３， ３０， ８２］。 Ｃｏｏｋ 和 Ｈｏｗｅｓ 将城市观赏植物分为三大类：乡土

植物、自然植物和外来植物［８９］。 原生乡土植物为本地鸟类提供的益处比外来植物多 １０—５０ 倍［９０］。 长期以

来，人们为了重建城市中的鸟类栖息环境，进行了诸多尝试，包括通过引入温室和外来植被来丰富本地植物物

种多样性以及创造美学价值［３］。 然而，外来植物对本地原生环境可能造成巨大危害，改变原有植物群落组成

与结构，危及鸟类和其他野生动物生存。 不适当引入外来物种是鸟类种群衰退的最主要因素，导致鸟类筑巢

地和食物资源的丧失。 群落中的本地鸟类物种数量和丰富度与本地植被比例正相关，而外来鸟种则与外来植

被的比例相关［９１］。 保留自然营养特征的城市地区的自然物种比不保留原生植被的城市区域多，当原有植物

被清除，人工绿化导致了同质的鸟类和蝴蝶群落的产生［９０］。 研究者们在不同的地域进行实验，也得到了相似

的结果———外来植物经常由于无法提供本地鸟类所需的食物源（包括果实和节肢动物）和栖息需求而导致本

地鸟类物种多样性下降［９２⁃９５］。 城市地区的管理需要最大限度地利用自然或半自然保护区，适度改善人类主

导景观，在建设野生动物栖息地时增加能够提供果实或支持本地节肢动物的乡土植物，可有效支持当地鸟种，
尤其是食虫鸟类的生活需求。
２．４　 植物群落结构对鸟类的影响

城市植物群落结构，尤其是乔木结构、垂直异质性与鸟类物种丰富度和筑巢密度之间存在显著的相关

性［８２］，叶片的垂直分布常常用来衡量植物群落垂直结构的丰富程度，经证实，该指标与鸟类密切相关［３， ９０， ９６］。
随着植被垂直异质性的降低，鸟类数量减少［９７］，乔木冠层的发育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鸟类的物种丰富度，并
在较小程度上影响了它们的总体密度。 植被结构通过影响食物的可探测性和可及性而影响鸟类觅食效

率［１８］，在城市生态系统和环境变化压力下，鸟类在树冠层取食、树皮探食的机会减少，地面取食的种类会増

加［９１］。 发育良好的草坪与灌丛可以为这些鸟类提供丰富的栖息环境与食物资源［３， ９８］。 陈水华等对杭州鸟类

群落的研究显示，鸟类在城市中的空间分布主要由于鸟类群落受生境内植物结构影响［９］。 植被分层结构、相
对复杂的生境和多元化的乔木种类能够为鸟类提供丰富的空间结构，能最大程度的支持鸟类群落［５５］。

同时，也有研究显示，在某些地区，城市公园中鸟类物种丰富度与多样性只随公园规模的增加而增

加［９９⁃１０１］，而植被结构及其他因素对鸟类种群分布没有影响［９０］。 这可能因为大多数鸟类是城市适应者［１０２］，在
特定公园内，环境容量和种间、种内竞争成为制约其生存的主要因素［１０３⁃１０５］。

３８４　 ２ 期 　 　 　 赵伊琳　 等：城市化鸟类群落变化及其与城市植被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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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体来看，相对多样的植被结构有利于为不同鸟类物种提供多种类型的栖息环境。 过度人工设计导致城

市森林绿地的结构趋向于简单化，地被和灌木盖度的减少，反复的更换草坪和修剪干扰可能是影响城市鸟类

群落，甚至导致敏感物种消失的一个重要因素［７８］。
２．５　 城市中大树对鸟类的意义

树木是决定城市生物多样性的重要因素［１０６］，植物群落中大型树木具有更加重要的价值。 关于大树的价

值已经在森林［１０７］或农业景观中被证实，相比之下，城市大树对生物多样性价值贡献的研究仍远远不够。 随

着树木规格的增大，它们对鸟类多样性的正面影响增加［９６］。 大型城市树木是为野生动物提供重要栖息地资

源的基石结构［１０７］。 在城市建设中，保留更多数量的大树，是增加城市中鸟类物种数量的有效手段［１０８］。 大树

提供了小树不具有的结构复杂性。 例如，Ｍａｚｕｒｅｋ 和 Ｚｉｅｌｉｎｋｓｉ 在加利福尼亚州的研究发现，相比于较老的红杉

（Ｓｅｑｕｏｉａ ｓｅｍｐｅｒｖｉｒｅｎｓ），年轻的红杉缺乏大的水平枝干、基部凹陷或空洞，这降低了对野生动物的吸引力［１０９］。
更大的树冠和侧枝等物理属性可能使大树在景观视觉上更为突出，更容易吸引鸟类栖息［１１０］。 此外，大树能

提供更多花、花粉、花蜜、种子、悬挂树皮等小树所缺乏的食物和微生境资源［１０７］。 因此在城市中对大型树木

的管理至关重要，大树的砍伐或过度修剪常常限制了其对野生动物的生态价值。
此外，也有印度的研究显示，鸟类密度与中等大小的树木的密度也显著相关。 可能的解释是，与大树和小

树相比，中等大小的成熟树木生长旺盛，能够为鸟类提供更多的食物资源［８０］。 关于这两者研究结果相异的原

因，或许与研究地域、植物种类、鸟类种群的不同有关，但更加详细的原因，还需进一步研究。

３　 研究趋势与展望

在快速的城市化过程中，城市鸟类群落受到了很大的冲击，研究城市鸟类群落的变化已经成为评价城市

生态系统健康状况的重要指标。 以城市森林为主的绿色植被对于城市鸟类多样性保护具有重要的作用，是城

市生态系统健康的重要保障。 从上述研究来看，城市植被与鸟类群落关系的研究不仅关系到鸟类群落本身的

生物多样性维持，也直接影响城市生态系统健康，未来的研究主要趋势是：
（１）基于长期定位观测，研究城市扩张中鸟类群落变化的全球格局研究。
基于各城市鸟类长期监测计划，建立统一标准与监测方法，健全城市鸟类群落监测与保护战略。 通过长

期数据集进行城市生物多样性的全球格局研究，探讨全球土地密集型转变和人类影响下生物多样性变化在全

球范围内产生的生态后果；在世界各地的城市中比较物种及群落信息，研究地理范围间变化模式并评估现有

研究成果在世界范围内的共性与差异性。
（２）进一步揭示城市植被特征与鸟类群落的关系。
针对城市植被环境，包括城市植被的植物组成、层次结构、空间营造等，深入挖掘其结构与功能对城市鸟

类群落的影响与作用机制。 充分利用现有的成熟食物网参数资料，从生态网络视角出发进行城市乡土植物和

地带性植被与鸟类群落的深入研究；明确并量化植物特征对城市鸟类群落的影响与程度，探究如何适度引种

并驯化外来植物能够最大程度减少对城市鸟类生存的影响及相关复合植物群落的优化配置策略；城市指示性

鸟类的生境特征及其维持研究等。
（３）从景观生态学的角度深入研究城市绿色空间格局对鸟类群落作用机制。
在宏观、长期地时空尺度上探究城市绿色生态空间与鸟类的关系。 基于更有针对性的城市鸟类监测与跟

踪，深入解决城市空间架构对鸟类生存的影响，服务于城市的可持续发展和良好人居环境的建立。 包括研究

城市生态系统与鸟类群落关系与相互作用机制；城市绿色斑块大小、密度、分布格局等景观特征对鸟类群落的

影响研究；城市绿色廊道与城市鸟类生物廊道关系与影响探究以及实践探索等。
（４）城市居民行为对城市鸟类群落的影响

随着城市居民与自然互动越来越普遍，对鸟类与人类之间相互作用的更全面的了解也应受到研究者的关

注。 人为活动、饲养宠物、喂食行为对城市鸟类群落组成、结构、分布，甚至基因流的影响，及其可能导致的依

４８４ 　 生　 态　 学　 报　 　 　 ４１ 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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赖性、疾病传播或生态陷阱可能是未来的研究重点。
（５）城市鸟类生物多样性调查方法的创新与探索。
在大多数情况下，鸟类的采样方法是缓慢且涉及现场的观察和收集，对采样者具有较高的物种识别的专

业要求。 探究创新性低干扰鸟类调查方法，包括声学监测技术的应用以及民众科学的借助，由于其成本较低、
易于操作，有利于研究者开展城市鸟类的长期系统性研究，包括城市鸟类物种、群落分布、栖息地等长期定位

观测；开发城市鸟类群落变化预测模型；区域生物多样性水平及生态系统健康状况快速评估体系的建立。
（６）注重学科交叉及研究结果落地。
生态学、生物学、社会学、景观规划学、风景园林学等多学科的交叉合作，使研究结果能够真正应用于城市

可持续发展与建设实践，从规划、设计、建设、管理、使用维护等多环节，用更综合的科学视角探究改善城市鸟

类生境的有效举措，指导政府管理者、城市规划者和景观设计师开展基于保护鸟类多样性的栖息地规划设计

建设，以更好地平衡城市地区野生动物，特别是鸟类的生存与城市化和生态人居之间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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