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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沙群岛主要岛屿鸟类和小型兽类群落调查研究

李映灿，陈治文，黄广传，彭　 超，张洪茂∗

华中师范大学生命科学学院进化与生态学研究所， 武汉　 ４３００７９

摘要：对海岛动物资源的本底调查和研究，可为更好地保护海洋和海岛生态系统提供重要的依据。 ２０１８ 年 ４ 月—２０１９ 年 １２
月，利用样线法、铗夜法等对西沙群岛东岛、永兴岛等岛屿的鸟类、小型兽类资源进行了 ４ 次调查，结合历史记录数据对其物种

组成和多样性变化进行了分析。 调查共记录到小型兽类 ３ 种，臭鼩（Ｓｕｎｃｕｓ ｍｕｒｉｎｕｓ）见于林灌丛，褐家鼠（Ｒａｔｔｕｓ ｎｏｒｖｅｇｉｃｕｓ）和黄

胸鼠（Ｒ． ｆｌａｖｉｐｅｃｔｕｓ）见于房舍区；共记录到鸟类 １３ 目 ２６ 科 ６５ 种，其中国家Ⅱ级重点保护动物 ４ 种，新记录到鸟类 ２９ 种；广布型

鸟类 ３４ 种，古北界鸟类 ２０ 种，东洋界鸟类 １１ 种；冬候鸟 ２８ 种，留鸟 ２３ 种，旅鸟 ６ 种，夏候鸟 ５ 种，迷鸟 ３ 种；东岛鸟类物种数高

于永兴岛，但多样性和均匀度均较低；雨季物种丰富度、多样性和均匀度均高于旱季；东岛为国家Ⅱ级重点保护动物红脚鲣鸟

（Ｓｕｌａ ｓｕｌａ）中国唯一的繁殖地，应加强保护。 与 １９７４ 年和 ２００５ 年报道的数据对比，本次调查记录的鸟类物种丰富度最高，留鸟

物种数最多。 结果反映西沙群岛小型兽类种类较少，主要分布在房舍区及其附近的林灌从；暗示小型兽类带入、扩散等可能与

人为活动相关，其生态效应予以重视和长期监测。 西沙群岛鸟类物种有丰富度较高、候鸟占比高、季节和年份间差异明显、留鸟

物种数有所增加、为红脚鲣鸟唯一的繁殖地等特点。 西沙群岛生态系统的完整性，对候鸟和留鸟的保护，尤其是红脚鲣鸟的保

护十分重要，应予以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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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地理位置、大小和空间隔离等影响，海洋岛屿生态系统常具有物种稀少、生境单一、对干扰响应灵敏、破
坏后极难恢复等特点，致使海岛的生态环境维持和社会经济发展较大陆有更多的问题［１⁃４］。 随着人类对海洋

影响的全球化，人类不可避免的影响了海洋岛屿生态系统，使其获得了人工生态系统的属性，进而形成一种自

然—人文复合生态系统［５⁃６］。 探讨人类活动对海岛生态系统的影响，已成为海洋生态系统研究的热点

问题［７⁃１０］。
鸟类对环境变化敏感，易于监测，鸟粪为岛屿的初级生产提供了营养补充，对岛屿生态系统恢复具有重要

意义，是研究岛屿生态环境健康的重要指标［１１⁃１２］；小型兽类（如鼠类）多为伴随人为活动的外来物种，可以作

为海岛生态系统人为活动强度和生态系统结构变化的指标［１３⁃１５］。 对鸟类和小型兽类物种信息调查，可以为

深入了解岛屿生态系统健康、功能状况及保护等提供基础资料。
西沙群岛位于中国南海中西部，海南岛东南，扼守南海门户，自古以来为中国的神圣领土，地位极其重要。

西沙群岛由 ３２ 座岛屿、礁、沙洲、滩等组成，是南海面积最大的群岛，自然资源丰富，为鸟类、哺乳类等动物资

源的重要栖息地和候鸟迁徙的重要中转站，具有不可估量的社会与经济价值［１６⁃１７］。 西沙群岛的岛屿生态系

统虽然具备自身调节能力， 但面对人类活动及全球变暖的双重压力，外来物种入侵（如飞机草 Ｃｈｒｏｍｏｌａｅｎａ
ｏｄｏｒａｔａ、南美蟛蜞菊 Ｓｐｈａｇｎｅｔｉｃｏｌａ ｌｏｂａｔａ 和黄胸鼠 Ｒａｔｔｕｓ ｆｌａｖｉｐｅｃｔｕｓ 等）和生境退化愈发严重，需要加强保

护［５， １ ８⁃１９］。 由于缺乏系统的动物物种多样性资料，动物资源保护难以做到针对性和科学性［５］。 因此，全面的

动物资源本底调查和群落动态分析对于西沙群岛动物资源及岛礁生态系统保护十分重要。
西沙群岛的鸟类调查开始于 ２０ 世纪初，Ｄｅｌａｃｏｕｒ 和 Ｊａｂｏｕｉｌｅ 首次考察了西沙群岛，报道了红脚鲣鸟（Ｓｕｌａ

ｓｕｌａ）在永兴岛和东岛繁殖［２０］。 １９５９ 年貝天祥和唐兆铭报道了永兴岛的红脚鲣鸟因人为捕杀、拾拣鸟蛋等原

因绝迹［２１］。 １９７４ 年中国科学院北京动物研究所（现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等单位对西沙群岛的动物资源

做了较全面的调查，共记录鸟类 １０ 目 ２１ 科 ４３ 种［２２］。 此后，刘景先、邹发生、曹垒等分别记录了东岛红脚鲣

鸟（Ｓｕｌａ ｓｕｌａ）、黑腹军舰鸟（Ｆｒｅｇａｔａ ｍｉｎｔｏｒ）等的栖息和繁殖行为［２３⁃２６］；潘永良于 ２００５ 年对西沙群岛的鸟类群

落结构进行了报道，共记录到鸟类 １１ 目 ２１ 科 ５５ 种［２０］。
西沙群岛的鼠类调查起步较晚， １９７９ 年秦耀亮报道西沙群岛有黄胸鼠 （ Ｒａｔｔｕｓ ｆｌａｖｉｐｅｃｔｕｓ）、缅鼠

（Ｒ． ｅｘｕｌａｎｓ） ［２７］；１９８３ 年刘振华等考察并记录了包括东岛、永兴岛在内 ６ 座岛屿的鼠类物种的组成和数量分

布［２８］；之后，黄佳亮等和王琰等分别于 １９９６ 年和 ２０１４ 年报道了永兴岛等岛屿的鼠形动物及其寄生虫，均记

录到鼠形动物 ２ 目 ２ 科 ３ 种［２９⁃３０］。
在前人的研究中，对西沙群岛动物资源调查多为局部调查或物种记录和生态观察，少有系统性的群落结

构研究和动态分析［２１⁃２６， ２７⁃３０］。 ２０１８ 年 ４ 月至 ２０１９ 年 １２ 月对西沙群岛主要岛屿东岛和永兴岛的鸟类和小型

兽类资源进行了 ４ 次重复调查，并通过与历史记录数据对比，分析西沙群岛鸟类、小型兽类多样性组成、群落

结构及其变化，为了解岛屿生态系统的结构、功能维持机制和海岛生态保护提供基础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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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研究方法

１．１　 研究区域概况

西沙群岛地处北纬 １５°４６′—１７°０８′，东经 １１１°１１′—１１２°５４′之间，处于太平洋西部，中国南海中西部，分布

在约 ５０ 万 ｋｍ２的海域，包括 ３２ 个岛屿与礁盘，陆地面积约 ７．９７ ｋｍ２。 属于海洋性的热带季风气候，年平均温

度 ２６℃，１ 月平均温度 ２２．９ ℃，６ 月平均温度 ２８．９ ℃；年平均降雨量 １５００ ｍｍ，６—１１ 月为雨季，降雨量为全年

的 ８７％， １２ 月至次年 ５ 月为旱季［３１⁃３２］。 主要景观类型有森林、灌丛、草地和沙滩，常见树种有抗风桐（Ｃｅｏｄｅｓ
ｇｒａｎｄｉｓ）、海岸桐（Ｇｕｅｔｔａｒｄａ ｓｐｅｃｉｏｓａ）、草海桐（Ｓｃａｅｖｏｌａ ｓｅｒｉｃｅａ）、银毛树（Ｍｅｓｓｅｒｓｃｈｍｉｄｉａ ａｒｇｅｎｔｅａ）以及栽培的椰

子（Ｃｏｃｏｓ ｎｕｃｉｆｅｒａ）等［１９， ３３］；常见动物以鸟类为主，如暗绿绣眼鸟（Ｚｏｓｔｅｒｏｐｓ ｊａｐｏｎｉｃｕｓ）、牛背鹭（Ｂｕｂｕｌｃｕｓ ｉｂｉｓ）、
红脚鲣鸟等［２０， ２２］。

本研究选取西沙群岛中面积最大的永兴岛和东岛作为调查样地（图 １）。 永兴岛和东岛均为海洋性珊瑚

岛礁，相距约 ５０ ｋｍ。 永兴岛 ３．１６ ｋｍ２，平均海拔 ５ ｍ。 东岛 １．５５ ｋｍ２，平均海拔 ４—５ ｍ［３４］。

图 １　 西沙群岛地理位置图及样线样点位置

Ｆｉｇ．１　 Ｌｏｃ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Ｘｉｓｈａ Ｉｓｌａｎｄｓ ａｎｄ ｌｏｃ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ｐｏｉｎｔ ｃｏｕｎｔ ｓｉｔｅｓ ａｎｄ ｔｒａｎｓｅｃｔｓ ｏｎ Ｗｏｏｄｙ Ｉｓｌａｎｄ ａｎｄ Ｌｉｎｃｏｌｎ Ｉｓｌａｎｄ

１．２　 鸟类调查

根据岛屿上的不同植被与地貌特征［１９， ３３］，将鸟类栖息生境划分为五个类型：森林、灌丛、草地、沙滩、湿地

（半咸水水塘）（仅见于东岛）。 根据岛屿上的鸟类栖息生境分别选取 ４ 条样线，每条样线长约 ８００—１２００ ｍ，
宽约 ５０—８０ ｍ，面积约 ０．０４—０．０９６ ｋｍ２。 沿着样线调查时，在鸟类分布相对集中的地方（如水塘、森林、草地

等）设置定点观察样点，各样线选取 ３—５ 个定点观察样点，样点间距离在 １００ ｍ 以上以避免重复记录，利用

ＧＰＳ 定位样线、样点位置（图 １）。 ４ 条样线涵盖了岛上所有鸟类栖息生境，观测面积不少于岛屿面积的 ８０％。
此外，根据水鸟集中分布于海滩、半咸水水塘；活动范围较大；种类变化较快（尤其迁徙季节）等特点，沿海岸

线及半咸水水塘周边设置数个观察样点（东岛 ７ 个，永兴岛 ４ 个），定点观察统计目击范围（２０—１００ ｍ）内的

水鸟，作为样线调查之外的补充调查。
分别在旱季（２０１８ 年 ５ 月、２０１９ 年 ４ 月）和雨季（２０１８ 年 １０ 月、２０１９ 年 ８ 月）对各样线、样点分别进行 ４

次重复调查，每次调查时长 ５—７ ｄ，每天的调查时间为 ６：００—９：００、１６：００—１９：００，沿样线以 １．５—２．０ ｋｍ ／ ｈ
速度步行观察记录，样线上的每个观察样点每次固定观察 １０—２０ ｍｉｎ，针对水鸟的补充调查样点定点每次观

察约 ３０ ｍｉｎ。 利用双筒望远镜（Ｋｏｗａ １０ × ４２）和相机（Ｎｉｋｏｎ Ｐ９００ｓ）观察和拍摄，每次观察记录鸟类物种、数
量、微生境、距离观察者的水平距离等参数。 ２ 年的调查周期内，每条样线和样点重复调查 ４０ 次，累积调查时

间约 １２０ ｈ。 根据《中国野外鸟类手册》 ［３５］鉴定物种，根据《中国鸟类分类与分布名录· 第三版》 ［３６］确定物种

编目和居留型，根据《中国动物地理》确定物种区系［３７］。
１．３　 小型兽类调查

将东岛和永兴岛的小型兽类栖息地分为房舍、道路等人类活动区和林灌丛两类，分别在各类栖息地中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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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 ４ 条样线，沿样线各放置鼠铗 １５—２０ 只，铗间距 ５—７ ｍ，以花生米或火腿肠为诱饵，１７：００—１９：００ 布置鼠

铗，第二天 ６：００—９：００ 检查，每次连续铗捕 ５—７ ｄ，捕获小型兽类的鼠铗用新鼠铗替换以减少气味的影响。
记录捕获动物的种类、数量、生境、性别等，并进行称重和体型特征测量。 ２０１８ 年和 ２０１９ 年分别对各样线进

行了 ４ 次重复调查。
１．４　 数据分析

采用 Ｓｈａｎｎｏｎ⁃Ｗｉｅｎｅｒ 多样性指数，Ｐｉｅｌｏｕ 均匀度指数分别对鸟类和小型兽类进行物种多样性分析［３８］：
Ｓｈａｎｎｏｎ⁃Ｗｉｅｎｅｒ 多样性指数（Ｈ′）： Ｈ′＝ －∑Ｐ ｉ ｌｎＰ ｉ；
Ｐｉｅｌｏｕ 均匀度指数（Ｊ）： Ｊ＝ －∑Ｐ ｉ ｌｎＰ ｉ ／ ｌｎＳ；

式中，Ｐ ｉ ＝ｎｉ ／ Ｎ，ｎｉ为第 ｉ 种的个体数，Ｎ 为样本的总个体数，Ｓ 为群落的物种数。

２　 调查结果

２．１　 鸟类

本次调查共记录鸟类 ６５ 种 １７３８７ 只，隶属于 １３ 目 ２６ 科，新记录到鸟类 ２９ 种，其中永兴岛 ９ 目 １９ 科 ３３
种，东岛 １１ 目 ２２ 科 ５７ 种（附表 １）。 常见种类为鸻形目（２１ 种，占总种数的 ３２．３％）、雀形目（１８ 种，２７．７％）和
鹈形目（９ 种，１３．９％）鸟类（图 ２）。 国家Ⅱ级保护动物有红隼（Ｆａｌｃｏ ｔｉｎｎｕｎｃｕｌｕｓ）、鹗（Ｐａｎｄｉｏｎ ｈａｌｉａｅｔｕｓ）、鹰鸮

（Ｎｉｎｏｘ ｓｃｕｔｕｌａｔａ）和红脚鲣鸟；“三有”动物 ５９ 种；海南省重点保护动物 ４０ 种；ＩＵＣＮ 附录近危物种有凤头麦鸡

（Ｖａｎｅｌｌｕｓ ｖａｎｅｌｌｕｓ）和灰尾漂鹬（Ｔｒｉｎｇａ ｂｒｅｖｉｐｅｓ）；ＣＩＴＥＳ 附录Ⅱ有鹗和鹰鸮；《中国物种红色名录》近危物种有

树麻雀（Ｐａｓｓｅｒ ｍｏｎｔａｎｕｓ） ［３９］；《中国脊椎动物红色名录》近危物种有红脚鲣鸟、鹗和鹰鸮（附表 １） ［４０］。

图 ２　 西沙群岛鸟类各目物种数量

Ｆｉｇ．２　 Ｓｐｅｃｉｅｓ ｎｕｍｂｅｒ ｏｆ ｂｉｒｄ ｏｒｄｅｒｓ ｉｎ Ｘｉｓｈａ Ｉｓｌａｎｄｓ

本次调查记录到冬候鸟 ２８ 种，占 ４３．１％；留鸟 ２３ 种，占 ３５．４％；旅鸟 ６ 种，占 ９．２％；夏候鸟 ５ 种，占 ７．７％；
迷鸟 ３ 种，占 ４．６％。 广布种 ３４ 种，占 ５２．３％；古北种 ２０ 种，占 ３０．８％；东洋种 １１ 种，占 １６．９％。 东岛鸟类物种

数显著高于永兴岛（表 １）， 其中 ３２ 种仅见于东岛，８ 种仅见于永兴岛（附表 １）。
在生境分布上，湿地（半咸水）的鸟类 ３７ 种，占 ５６．９％；沙滩 ２８ 种，占 ４３．１％；森林 ２６ 种，占 ４０％；草地 ２３

种，占 ３５．３８％；灌丛 １２ 种，占 １８．５％。 其中湿地、沙滩和草地鸟类以涉禽类冬候鸟为主，森林和灌丛鸟类以鸣

禽类留鸟为主（表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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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１　 西沙群岛鸟类物种的居留型与区系成分

Ｔａｂｌｅ １　 Ｒｅｓｉｄｅｎｔｉａｌ ｔｙｐｅｓ ａｎｄ ｆａｕｎａ ｏｆ ｂｉｒｄ ｓｐｅｃｉｅｓ ｉｎ Ｘｉｓｈａ Ｉｓｌａｎｄｓ

鸟类类型
Ｂｉｒｄ ｔｙｐｅｓ

东岛
Ｌｉｎｃｏｌｎ Ｉｓｌａｎｄ

永兴岛
Ｗｏｏｄｙ Ｉｓｌａｎｄ

合计
Ｔｏｔａｌｓ

居留型 冬候鸟 ２６ （４５．６％） １４ （４２．４％） ２８ （４３．１％）

Ｒｅｓｉｄｅｎｔｉａｌ ｔｙｐｅｓ 夏候鸟 ４（７．０％） ３ （９．１％） ５ （７．７％）

留鸟 ２０ （３５．１％） １３ （３９．４％） ２３ （３５．４％）

旅鸟 ４ （７．０％） ２ （６．１％） ６ （９．２％）

迷鸟 ３ （５．３％） １ （３．０％） ３ （４．６％）

区系成分 Ｆａｕｎａ 古北界 １８ （３１．６％） ８ （２４．２％） ２０ （３０．８％）

东洋界 ８ （１４．０％） ７ （２１．２％） １１ （１９．９％）

广布种 ３１ （５４．４％） １８ （５４．５％） ３４ （５２．３％）

合计 Ｔｏｔａｌ ５７ （１００％） ３３ （１００％） ６５ （１００％）

　 　 数据为物种数（百分比）

表 ２　 西沙群岛各栖息地的鸟类生态类型与居留型

Ｔａｂｌｅ ２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ｇｒｏｕｐｓ ａｎｄ ｒｅｓｉｄｅｎｔｉａｌ ｔｙｐｅｓ ｉｎ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ｈａｂｉｔａｔｓ ｉｎ Ｘｉｓｈａ Ｉｓｌａｎｄｓ

鸟类类型
Ｂｉｒｄ ｔｙｐｅｓ

湿地
Ｗｅｔｌａｎｄ

森林
Ｆｏｒｅｓｔ

草地
Ｇｒａｓｓｌａｎｄ

沙滩
Ｂｅａｃｈ

灌丛
Ｓｈｒｕｂ

总计
Ｔｏｔａｌ

生态类型 涉禽 ２８ （７５．７％） ８ （２９．６％） １３ （５６．５％） １８ （６４．３％） ４ （３３．３％） ３３ （５０．８％）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ｇｒｏｕｐ 游禽 ４ （１０．８％） ３ （１１．１％） ０ （０） ２ （７．１％） ０ （０） ６ （９．２％）

攀禽 ０ （０） １ （３．７％） ０ （０） １ （３．６％） １ （８．３％） ３ （４．６％）

鸣禽 ４ （１０．８％） １２ （４４．４％） ８ （３４．８％） ６ （２１．４％） ７ （５８．３％） １８ （２７．７％）

猛禽 ０ （０） ３ （１１．１％）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３ （４．６％）

陆禽 １ （２．７％） ０ （０） ２ （８．７％） １ （３．６％） ０ （０） ２ （３．１％）

居留型 冬候鸟 ２０ （５４．１％） ７ （２５．９％） １１ （４７．８％） １１ （３９．３％） ５ （１４．７％） ２８ （４３．１％）

Ｒｅｓｉｄｅｎｔ ｔｙｐｅｓ 夏候鸟 １ （２．７％） ４ （１４．８％） ０ （０） ２ （７．１％） ０ （０） ５ （７．７％）

留鸟 １２ （３２．４％） １４ （５１．９％） ８ （３４．８％） ９ （３２．１％） ７ （５８．３％） ２３ （３５．４％）

旅鸟 ３ （８．１％） ２ （７．４％） ２ （８．７％） ５ （１７．９％） ０ （０） ６ （９．２％）

迷鸟 １ （２．７％） １ （３．７％） ２ （８．７％） １ （３．６％） ０ （０） ３ （４６．２％）

总计 Ｔｏｔａｌ ３７ （１００％） ２７ （１００％） ２３ （１００％） ２８ （１００％） １２ （１００％） ６５ （１００％）

　 　 数据为物种数（百分比）

图 ３　 １９７４ 年以来西沙群岛鸟类各居留型物种丰富度变化

　 Ｆｉｇ． ３ 　 Ｃｈａｎｇｅ ｏｆ ｓｐｅｃｉｅｓ ｒｉｃｈｎｅｓｓ ｏｆ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ｒｅｓｉｄｅｎｔ ｔｙｐｅｓ ｏｆ

ｂｉｒｄｓ ｉｎ Ｘｉｓｈａ Ｉｓｌａｎｄｓ ｓｉｎｃｅ １９７４

与 １９７４ 年和 ２００５ 年的调查结果相比，新增记录鸟

类 ２９ 种，留鸟物种数从 １９７４ 年的 ９ 种增加到 ２００５ 年

的 １７ 种，再到本次调查记录的 ２３ 种（图 ３）。 物种丰富

度、Ｓｈａｎｎｏｎ⁃Ｗｉｅｎｅｒ 多样性、Ｐｉｅｌｏｕ 均匀度雨季均高于

旱季（表 ３）。
２．２　 小型兽类

１０２２ 铗夜，共捕获小型兽类 ６０ 只。 永兴岛有臭鼩

（Ｓｕｎｃｕｓ ｍｕｒｉｎｕｓ）、褐家鼠（Ｒａｔｔｕｓ ｎｏｒｖｅｇｉｃｕｓ）和黄胸鼠

（Ｒ． ｆｌａｖｉｐｅｃｔｕｓ）。 臭鼩在林灌丛及废弃的房舍附近常

见，捕获率为 １０．６％；褐家鼠见于房舍，黄胸鼠见于林灌

丛边缘（表 ４）。 东岛仅发现黄胸鼠，见于民房附近，捕
获率 ８．６％。

历史数据对永兴岛的记录最完整，与历史记录相

比，与人类活动密切相关的褐家鼠、黄胸鼠始终较常见，缅鼠（Ｒａｔｔｕｓ ｅｘｕｌａｎｓ）消失，臭鼩数量较大（图 ４）。 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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岛历史至今仅记载了黄胸鼠，捕获率从 １９８３ 年的 ４６．０４％降至如今的 ３．２％。

表 ３　 西沙岛屿鸟类多样性季节差异

Ｔａｂｌｅ ３　 Ｓｅａｓｏｎａｌ ｃｈａｎｇｅ ｏｆ ｓｐｅｃｉｅｓ ｄ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ｂｉｒｄｓ ｉｎ Ｘｉｓｈａ Ｉｓｌａｎｄｓ

季节
Ｓｅａｓｏｎ

岛屿名称
Ｉｓｌａｎｄ ｎａｍｅｓ

物种数
Ｓｐｅｃｉｅｓ ｎｕｍｂｅｒ

Ｓｈａｎｎｏｎ⁃Ｗｉｅｎｅｒ 指数
Ｓｈａｎｎｏｎ⁃Ｗｉｅｎｅｒ ｉｎｄｅｘ

Ｐｉｅｌｏｕ 指数
Ｐｉｅｌｏｕ ｉｎｄｅｘ

旱季 Ｄｒｙ ｓｅａｓｏｎ 东岛 ３３ （５０．８％） ０．４ ０．１

永兴岛 １７ （２６．２％） １．７ ０．６

雨季 Ｒａｉｎｙ ｓｅａｓｏｎ 东岛 ５０ （７６．９％） ０．６ ０．１

永兴岛 ２３ （３５．４％） １．９ ０．６

图 ４　 １９８３ 年以来永兴岛小型兽类组成比例变化

　 Ｆｉｇ．４　 Ｃｈａｎｇｅ ｏｆ ｐｒｏｐｏｒｔｉｏｎ ｏｆ ｓｍａｌｌ ｍａｍｍａｌｓ ｉｎ Ｗｏｏｄｙ Ｉｓｌａｎｄ

ｓｉｎｃｅ １９８３

％为各小型兽类的捕获个体数占当时所有捕获的小型兽类个体数

的百分比

３　 讨论

３．１　 鸟类

结合文献记载，本次调查共记录到西沙群岛有鸟类

１６ 目 ３３ 科 １０３ 种，与中国科学院北京动物研究所等于

１９７４ 年报道的 １０ 目 ２１ 科 ４３ 种和潘永良等于 ２００５ 年

报道的 １１ 目 ２１ 科 ５５ 种相比，物种数较高［２０， ２２］。 本次

调查时间较长，重复调查次数较多，记录的物种数也可

能更多。 此外，物种数增加也可能与近年来对海岛植被

恢复与保护等相关。 由于大量冬候鸟迁入，鸟类物种数

和多样性均雨季高于旱季，可见，西沙群岛是冬候鸟的

重要越冬地和迁徙中转站，需要予以重视。

表 ４　 永兴岛、东岛小型兽类种类组成及空间分布

Ｔａｂｌｅ ４　 Ｓｐｅｃｉｅｓ 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ｓｐａｔｉａｌ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ｓｍａｌｌ ｍａｍｍａｌｓ ｉｎ Ｗｏｏｄｙ Ｉｓｌａｎｄ ａｎｄ Ｌｉｎｃｏｌｎ Ｉｓｌａｎｄ

种类
Ｓｐｅｃｉｅｓ

东岛 Ｌｉｎｃｏｌｎ Ｉｓｌａｎｄ 永兴岛 Ｗｏｏｄｙ Ｉｓｌａｎｄ
捕获数（捕获率 ／ ％）

Ｎ （ｔｒａｐｐｉｎｇ ｓｕｃｃｅｓｓ ／ ％）
捕获数（捕获率 ／ ％）

Ｎ （ｔｒａｐｐｉｎｇ ｓｕｃｃｅｓｓ ／ ％）
林灌丛

Ｆｏｒｅｓｔ ａｎｄ ｓｈｒｕｂ
房舍及村落

Ｈｏｕｓｅｓ ａｎｄ ｖｉｌｌａｇｅｓ
林灌丛

Ｆｏｒｅｓｔ ａｎｄ ｓｈｒｕｂ
房舍及村落

Ｈｏｕｓｅｓ ａｎｄ ｖｉｌｌａｇｅｓ

褐家鼠 Ｒａｔｔｕｓ ｎｏｒｖｅｇｉｃｕｓ ０ （０） ０ （０） １ （０．３） １ （２）

黄胸鼠 Ｒ． ｆｌａｖｉｐｅｃｔｕｓ ５ （１．１） １５ （８．６） １ （０．３） ０ （０）

臭鼩 Ｓｕｎｃｕｓ ｍｕｒｉｎｕｓ ０ （０） ０ （０） ３６ （１０．６） １ （２）

３．１．１　 岛屿间多样性与群落结构差异

东岛鸟类物种丰富度明显高于永兴岛，可能因为东岛具有较大的栖息地面积，更高的栖息地多样性，人为

活动干扰程度较低。 东岛除特有的湿地（半咸水）生境外，其他生境的多样性也更高，如东岛的灌丛生境由草

海桐（Ｓｃａｅｖｏｌａ ｔｏｃｃａｄａ）群落、银毛树（Ｔｏｕｒｎｅｆｏｒｔｉａ ａｒｇｅｎｔｅ）群落、水芫花（Ｐｅｍｐｈｉｓ ａｃｉｄｕｌａ）群落、伞序臭黄荆

（Ｐｒｅｍｎａ ｃｏｒｙｍｂｏｓｅ）群落、海人树（Ｓｕｒｉａｎａ ｍａｒｉｔｉｍａ）群落等组成；而永兴岛的灌丛生境主要由草海桐群落和银

毛树群落以及部分人工植被等组成［１９，３３］。 但是东岛聚集有 ３５５００ 余对红脚鲣鸟繁殖种群，占东岛鸟类个体

总数的 ９０％以上［２４⁃２５］，导致东岛鸟类的多样性指数和均匀度指数较低。 永兴岛为三沙市政府驻地，人类干扰

较明显，原生植被缩减，被自然—人文复合生态系统所取代，森林和灌丛生境的破碎化严重，鸟类减少或数量

下降明显（如鸻形目和鹈形目） ［２４］，一些伴人居型鸟类（如雀形目）维持较大种群。 东岛植被系统发育良好，
生态系统完整。 虽然早期人为干扰对其造成一定破坏［１６，２３⁃２４］，但自 １９８０ 年东岛白鲣鸟自然保护区的成立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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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人为活动受到限制，自然生态系统受到严格保护，生态系统多样性得到较好的恢复和保存［１７］，使其拥有更

高的鸟类多样性。
３．１．２　 生境利用差异

湿地（半咸水）鸟类物种丰富度最高，以涉禽类为主；其次为沙滩、森林和草地；灌丛鸟类物种丰富度最

低。 湿地能为涉禽等提供重要的栖息地和食物来源，成为候鸟迁徙的重要中转站；沙滩和草地能为涉禽、鸣禽

等提供鱼虾、昆虫等食物来源，但隐蔽性较差，因此丰富度较湿地低；高大隐蔽的森林能够为鸟类提供安全的

栖息地，并为鸣禽、攀禽、猛禽等提供食物资源，因此多样性较高，留鸟种类较多；灌丛生境因植被低矮浓密、种
类单一、食物匮乏且不利活动，鸟类物种数相对较少，主要为暗绿绣眼鸟等小型鸟类的栖息地之一。
３．１．３　 鸟类群落历史变化

与中国科学院北京动物研究所等和潘永良等的报道相比，鸟类的居留型比例发生了明显变化，候鸟物种

丰富度差异较小，而留鸟物种丰富度明显上升，由 １９７３ 年的 ２０．９％（９ 种）增加到 ２００４ 年的 ３０．９％（１７ 种），再
到本次调查的 ３５．４％（２３ 种）。 除了因本次调查时间长、重复次数多，可能记录到更多的留鸟外，也一定程度

反映了岛屿植被恢复与保护初见成效。
鸟类群落结构发生较大变化，鸻形目鸥科由 １９７３ 年的 ４ 种、２００４ 年的 ６ 种降低到本次调查的 １ 种，未记

录到夜鹰目、鹳形目、犀鸟目、鹰形目鹰科、雀形目树莺科和佛法僧目佛法僧科，但新记录到目、鸽形目、鸮
形目、鹰形目鹗科、雀形目卷尾科、椋鸟科和雀科，雀形目由 １９７３ 年的 ７ 科 １５ 种，２００４ 年的 ５ 科 ６ 种，增加到

本次调查的 ９ 科 １８ 种。 这可能是由于：（１）西沙群岛位于世界公认的四条候鸟迁徙路线之一：东亚⁃澳大利西

亚迁徙路线上，为大量候鸟提供了临时栖息地，鸟类迁入迁出率高，鸟类群落结构不稳定，季节及年间变化均

较大［４１］；（２）环境随机变化中的种群统计随机性是由于偶然性对种群中个体的死亡率和繁殖率产生影响，对
小种群起到重要作用［４２］，而西沙群岛各岛屿面积都很狭小，环境容纳量有限，许多物种的种群规模较小，面临

着更大的种群统计随机性带来的灭绝风险；（３）人类干扰和岛屿植被的恢复与保护等对永兴岛和东岛上的植

被群落结构具有差异性的影响［１６⁃１７， ２３，３４］，改变了岛屿景观生态格局，导致部分鸟类的生态位丧失，进而影响了

鸟类群落结构。 但是由于地理位置偏远，交通不便，缺乏岛屿观测位点，整个西沙群岛的鸟类及其栖息生境均

缺乏长期的、系统的监测数据；历史上历次调查均具有调查期短、调查范围仅限于主要岛屿、调查时间和方法

不一致等问题；以候鸟为主体的西沙群岛鸟类群落种类组成在季节及年间变化均较大；由于人为活动的加强，
一些小岛可能不再适宜某些留鸟生存或候鸟停歇等。 这些原因导致历次调查结果难以反映西沙群岛鸟类群

落实际变化情况及其变化原因。 因此，需要对西沙群岛鸟类群落种类组成及结构变化进行长期的、系统的监

测，以深入了解导致群落变化的关键影响因子。
３．２　 小型兽类

永兴岛有臭鼩、褐家鼠和黄胸鼠，臭鼩常见于林灌丛，褐家鼠见于人类活动区；东岛仅有黄胸鼠，多见于房

舍附近。 鼠类主要分布在人类活动区，较少参与到自然生态网络中，但其生态效应尚需进一步研究。 臭鼩主

要分布在林灌丛，取食昆虫幼虫、土壤动物等，可能间接影响凋落物的分解，但其生态功能尚需进一步研究。
与历史记录相比，永兴岛林灌丛的臭鼩变化较少，褐家鼠取代了黄胸鼠成为优势种，这可能与人类活动强度的

变化有关，优势鼠种替换原因及生态效应尚需进一步研究。 东岛黄胸鼠捕获率下降明显，可能与鼠害防治相

关，也可能与人为活动受到限制，民房较少等相关。 伴人居鼠类向林灌从扩散，可能会对原生的林灌从生境带

来难以预料的影响，需要加强监测和管理，妥善管理生活垃圾、仓库等吸引鼠类聚集的位点，采取合理的防控

措施，避免局域性鼠害爆发或鼠源性疾病流行等问题。 加强船只等往来交通工具的检疫和防控，避免新的鼠

种或个体的带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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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３］ 　 广东省植物研究所西沙群岛植物调查队． 我国西沙群岛的植物和植被． 北京：科学出版社， １９７７：９．

［３４］ 　 舒治墉， 林国泉．海南省海岛土地利用调查研究报告 ／ ／ 陆夫才， 熊仕林， 刘胜利． 海南省海岛资源综合调查研究专业报告集． 北京：海洋

出版社， １９９９：１１２２⁃１１２５．

［３５］ 　 中国环境与发展国际合作委员会生物多样性工作组． 中国鸟类野外手册． 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 ２０００．

［３６］ 　 郑光美． 中国鸟类分类与分布名录（第三版）． 北京：科学出版社， ２０１７．

［３７］ 　 张荣祖． 中国动物地理． 北京：科学出版社， ２０１１．

［３８］ 　 Ｈｉｌｌ Ｍ Ｏ． Ｄ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ａｎｄ ｅｖｅｎｎｅｓｓ：ａ ｕｎｉｆｙｉｎｇ ｎｏｔ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ｉｔｓ ｃｏｎｓｅｑｕｅｎｃｅｓ． Ｅｃｏｌｏｇｙ， １９７３， ５４（２）：４２７⁃４３２．

［３９］ 　 汪松， 解焱． 中国物种红色名录（第二卷）：脊椎动物（上下册） ． 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 ２００９．

［４０］ 　 蒋志刚， 江建平， 王跃招， 张鹗， 张雁云， 李立立， 谢锋， 蔡波， 曹亮， 郑光美， 董路， 张正旺， 丁平， 罗振华， 丁长青， 马志军， 汤宋华，

曹文宣， 李春旺， 胡慧建， 马勇， 吴毅， 王应祥， 周开亚， 刘少英， 陈跃英， 李家堂， 冯祚建， 王燕， 王斌， 李成， 宋雪琳， 蔡蕾， 臧春鑫，

曾岩， 孟智斌， 方红霞， 平晓鸽． 中国脊椎动物红色名录． 生物多样性， ２０１６， ２４（５）：５００⁃５５１．

［４１］ 　 Ｗｈｉｔｔａｋｅｒ Ｒ Ｊ， Ｆｅｒｎáｎｄｅｚ ‐ Ｐａｌａｃｉｏｓ Ｊ Ｍ． Ｉｓｌａｎｄ Ｂｉｏｇｅｏｇｒａｐｈｙ： Ｅｃｏｌｏｇｙ， 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Ｃｏｎ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 ２ｎｄ ｅｄ． Ｏｘｆｏｒｄ： Ｏｘｆｏｒｄ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２００７．

［４２］ 　 Ｌａｎｄｅ Ｒ． Ｒｉｓｋｓ ｏｆ 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 Ｅｘｔｉｎｃｔｉｏｎ ｆｒｏｍ Ｄｅｍｏｇｒａｐｈｉｃ ａｎｄ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Ｓｔｏｃｈａｓｔｉｃｉｔｙ ａｎｄ Ｒａｎｄｏｍ Ｃａｔａｓｔｒｏｐｈｅｓ． Ｔｈｅ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Ｎａｔｕｒａｌｉｓｔ，

１９９３，１４２（６）：９１１⁃９２７．

７９１７　 １８ 期 　 　 　 李映灿　 等：西沙群岛主要岛屿鸟类和小型兽类群落调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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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表

１　
西
沙
群
岛
鸟
类
调
查
名
录

Ｓｕ
ｐｐ

ｌｅ
ｍ
ｅｎ
ｔｔ

ａｂ
ｌｅ
１　

Ｌｉ
ｓｔ

ｏｆ
ｂｉ
ｒｄ

ｓｐ
ｅｃ
ｉｅ
ｓ
ｉｎ

Ｘ
ｉｓｈ

ａ
Ｉｓ
ｌａ
ｎｄ

ｓ

序
号

Ｎｕ
ｍｂ

ｅｒ
种

名
Ｓｐ

ｅｃ
ｉｅｓ

记
录

时
间

Ｒｅ
ｃｏ
ｒｄ

ｔｉｍ
ｅ

参
考

文
献

Ｒｅ
ｆｅｒ

ｅｎ
ｃｅ
ｓ

实
地

考
察

Ｉｎ
ｖｅ
ｓｔｉ

ｇａ
ｔｉｏ

ｎ

东
岛

数
量

Ｑｕ
ａｎ

ｔｉｔ
ｙ
ｉｎ

Ｌｉ
ｎｃ

ｏｌｎ
Ｉｓｌ

ａｎ
ｄ

永
兴

岛
数

量
Ｑｕ

ａｎ
ｔｉｔ
ｙ
ｉｎ

Ｗ
ｏｏ
ｄｙ

Ｉｓｌ
ａｎ

ｄ

居
留

型
Ｓｔａ

ｔｕｓ
区

系
Ｆａ

ｕｎ
ａ

栖
息

生
境

Ｈａ
ｂｉｔ

ａｔ
保

护
类

型
Ｐｒ

ｏｔｅ
ｃｔｉ

ｏｎ
ｔｙｐ

ｅ
ＩＵ

ＣＮ
ＣＩ

ＴＥ
Ｓ

ＣＳ
ＲＬ

ＲＬ
ＣＶ

一
、雁

形
目

Ａｎ
ｉｓｅ

ｒｉｆ
ｏｒｍ

ｅｓ
１、

鸭
科

Ａｎ
ａｔｉ

ｄａ
ｅ

１
赤

颈
鸭

Ｍａ
ｒｅｃ

ａ
ｐｅ
ｎｅ
ｌｏｐ

ｅ∗
√

＋＋
Ｗ

Ｐ
Ｗ

Ｈ、
Ⅲ

ＬＣ
ＬＣ

２
绿

翅
鸭

Ａｎ
ａｓ

ａｃ
ｕｔａ

√
Ｗ

Ｐ
Ｈ、

Ⅲ
ＬＣ

ＬＣ
二

、鸊
鷉

目
Ｐｏ

ｄｉｃ
ｉｐｅ

ｄｉｆ
ｏｒｍ

ｅｓ
２、

鸊
鷉

科
Ｐｏ

ｄｉｃ
ｉｐｅ

ｄｉｄ
ａｅ

３
小

鸊
鷉

Ｔａ
ｃｈ
ｙｂ
ａｐ
ｔｕｓ

ｒｕ
ｆｉｃ
ｏｌｌ
ｉｓ∗

√
＋

Ｒ
Ｗ

Ｗ
Ⅲ

ＬＣ
ＬＣ

三
、鸽

形
目

Ｃｏ
ｌｕｍ

ｂｉｆ
ｏｒｍ

ｅｓ
３、

鸠
鸽

科
Ｃｏ

ｌｕｍ
ｂｉｄ

ａｅ
Ⅲ

４
山

斑
鸠

Ｓｔｒ
ｅｔｏ

ｐｅ
ｌｉａ

ｏｒｉ
ｅｎ
ｔａｌ

ｉｓ∗
√

＋＋
＋＋

Ｒ
Ｗ

ＧＷ
Ｈ、

Ⅲ
ＬＣ

ＬＣ
５

珠
颈

斑
鸠

Ｓｔｒ
ｅｐ
ｔｏｐ

ｅｌｉ
ａ
ｃｈ
ｉｎｅ

ｎｅ
ｓｉｓ

∗
√

＋
＋

Ｒ
Ｏ

ＢＧ
Ｈ、

Ⅲ
ＬＣ

ＬＣ
四

、夜
鹰

目
Ｃａ

ｐｒ
ｉｍ

ｕｌｇ
ｉｆｏ

ｒｍ
ｅｓ

４、
夜

鹰
科

Ｃａ
ｐｒ
ｉｍ

ｕｌｇ
ｉｄａ

ｅ
６

普
通

夜
鹰

Ｃａ
ｐｒｉ

ｍｕ
ｌｇｕ

ｓｉ
ｎｄ
ｉｃｕ

ｓ
√

Ｐ
Ｏ

Ⅲ
ＬＣ

ＬＣ
５、

雨
燕

科
Ａｐ

ｏｄ
ｉｄａ

ｅ
７

灰
喉

针
尾

雨
燕

Ｈｉ
ｒｕ
ｎｄ
ａｐ
ｕｓ

ｃｏ
ｃｈ
ｉｎｃ

ｈｉｎ
ｅｎ
ｓｉｓ

√
Ｓ

Ⅱ
ＬＣ

ＮＴ
五

、鹃
形

目
Ｃｕ

ｃｕ
ｌｉｆ
ｏｒｍ

ｅｓ
６、

杜
鹃

科
Ｃｕ

ｃｕ
ｌｉｄ

ａｅ
８

噪
鹃

Ｅｕ
ｄｙ
ｎａ
ｍｙ

ｓｓ
ｃｏ
ｌｏｐ

ａｃ
ｅｕ
ｓ

√
√

＋
Ｒ

Ｏ
Ｓ

Ⅲ
ＬＣ

ＬＣ
９

大
鹰

鹃
Ｈｉ
ｅｒｏ

ｃｏ
ｃｃｙ

ｘ
ｓｐａ

ｒｖｅ
ｒｉｏ

ｉｄｅ
ｓ∗

√
＋

Ｒ
Ｏ

Ｆ
Ⅲ

ＬＣ
ＬＣ

１０
四

声
杜

鹃
Ｃｕ

ｃｕ
ｌｕｓ

ｍｉ
ｃｒｏ

ｐｔｅ
ｒｕ
ｓ

√
Ｒ

Ｏ
Ⅲ

ＬＣ
ＬＣ

六
、鹤

形
目

Ｇｒ
ｕｉｆ

ｏｒｍ
ｅｓ

７、
秧

鸡
科

Ｒａ
ｌｌｉ
ｄａ

ｅ
１１

普
通

秧
鸡

Ｒａ
ｌｌｕ

ｓｉ
ｎｄ
ｉｃｕ

ｓ∗
√

＋
Ｖ

Ｐ
Ｗ

Ｈ、
Ⅲ

ＬＣ
ＬＣ

１２
小

田
鸡

Ｚａ
ｐｏ
ｒｎ
ｉａ

ｐｕ
ｓｉｌ
ｌａ

∗
√

＋
Ｗ

Ｗ
Ｗ

Ｈ、
Ⅲ

ＬＣ
ＬＣ

１３
白

胸
苦

恶
鸟

Ａｍ
ａｎ
ｕｒ
ｏｒｎ

ｉｓ
ｐｈ
ｏｅ
ｎｉｃ

ｕｒ
ｕｓ

√
√

＋
＋

Ｒ
Ｏ

ＦＧ
ＳＷ

Ｈ、
Ⅲ

ＬＣ
ＬＣ

１４
董

鸡
Ｇａ

ｌｌｉ
ｃｒｅ

ｘ
ｃｉｎ

ｅｒｅ
ａ

√
Ｓ

Ｏ
Ｈ、

Ⅲ
ＬＣ

ＬＣ
１５

黑
水

鸡
Ｇａ

ｌｌｉ
ｎｕ
ｌａ

ｃｈ
ｌｏｒ

ｏｐ
ｕｓ

√
√

＋＋
＋

Ｗ
Ｗ

ＧＷ
Ｈ、

Ⅲ
ＬＣ

ＬＣ
七

、鸻
形

目
Ｃｈ

ａｒａ
ｄｒ
ｉｉｆ
ｏｒｍ

ｅｓ
８、

反
嘴

鹬
科

Ｒｅ
ｃｕ

ｒｖｉ
ｒｏｓ

ｔｒｉ
ｄａ

ｅ
１６

黑
翅

长
脚

鹬
Ｈｉ
ｍａ

ｎｔｏ
ｐｕ
ｓｈ

ｉｍ
ａｎ
ｔｏｐ

ｕｓ
√

√
＋＋

Ｐ
Ｗ

ＢＷ
Ｈ、

Ⅲ
ＬＣ

ＬＣ
９、

鸻
科

Ｃｈ
ａｒａ

ｄｒ
ｉｉｄ

ａｅ
１７

凤
头

麦
鸡

Ｖａ
ｎｅ
ｌｌｕ

ｓｖ
ａｎ
ｅｌｌ
ｕｓ

∗
√

＋
Ｗ

Ｗ
Ｇ

Ｈ、
Ⅲ

ＮＴ
Ｌ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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Ｎｕ
ｍｂ

ｅｒ
种

名
Ｓｐ

ｅｃ
ｉｅｓ

记
录

时
间

Ｒｅ
ｃｏ
ｒｄ

ｔｉｍ
ｅ

参
考

文
献

Ｒｅ
ｆｅｒ

ｅｎ
ｃｅ
ｓ

实
地

考
察

Ｉｎ
ｖｅ
ｓｔｉ

ｇａ
ｔｉｏ

ｎ

东
岛

数
量

Ｑｕ
ａｎ

ｔｉｔ
ｙ
ｉｎ

Ｌｉ
ｎｃ

ｏｌｎ
Ｉｓｌ

ａｎ
ｄ

永
兴

岛
数

量
Ｑｕ

ａｎ
ｔｉｔ
ｙ
ｉｎ

Ｗ
ｏｏ
ｄｙ

Ｉｓｌ
ａｎ

ｄ

居
留

型
Ｓｔａ

ｔｕｓ
区

系
Ｆａ

ｕｎ
ａ

栖
息

生
境

Ｈａ
ｂｉｔ

ａｔ
保

护
类

型
Ｐｒ

ｏｔｅ
ｃｔｉ

ｏｎ
ｔｙｐ

ｅ
ＩＵ

ＣＮ
ＣＩ

ＴＥ
Ｓ

ＣＳ
ＲＬ

ＲＬ
ＣＶ

１８
剑

鸻
Ｃｈ

ａｒ
ａｄ
ｒｉｕ

ｓｈ
ｉａｔ

ｉｃｕ
ｌａ

∗
√

＋
Ｗ

Ｐ
Ｗ

Ｈ、
Ⅲ

ＬＣ
ＬＣ

１９
金

眶
鸻

Ｃｈ
ａｒ
ａｄ
ｒｉｕ

ｓｄ
ｕｂ
ｉｕｓ

√
√

Ｗ
Ｗ

Ｈ、
Ⅲ

ＬＣ
ＬＣ

２０
东

方
鸻

Ｃｈ
ａｒ
ａｄ
ｒｉｕ

ｓｖ
ｅｒｅ

ｄｕ
ｓ

√
√

＋
Ｖ

Ｐ
ＢＧ

Ｈ、
Ⅲ

ＬＣ
ＬＣ

２１
金

鸻
Ｐｌ
ｕｖ
ｉａｌ

ｉｓ
ｆｕｌ

ｖａ
√

√
＋＋

＋＋
Ｗ

Ｐ
ＢＧ

Ｗ
Ｈ、

Ⅲ
ＬＣ

ＬＣ
２２

灰
鸻

Ｐｌ
ｕｖ
ｉａｌ

ｉｓ
ｓｑｕ

ａｔａ
ｒｏｌ

ａ
√

√
＋＋

Ｗ
Ｐ

ＧＷ
Ｈ、

Ⅲ
ＬＣ

ＬＣ
２３

环
颈

鸻
Ｃｈ

ａｒ
ａｄ
ｒｉｕ

ｓａ
ｌｅｘ

ａｎ
ｄｒ
ｉｎｕ

ｓ
√

√
＋

Ｒ
Ｗ

ＢＷ
Ｈ、

Ⅲ
ＬＣ

ＬＣ
２４

蒙
古

沙
鸻

Ｃｈ
ａｒ
ａｄ
ｒｉｕ

ｓｍ
ｏｎ
ｇｏ
ｌｕｓ

√
Ｐ

Ｈ、
Ⅲ

ＬＣ
ＬＣ

２５
铁

嘴
沙

鸻
Ｃｈ

ａｒ
ａｄ
ｒｉｕ

ｓｌ
ｅｓｃ

ｈｅ
ｎａ
ｕｌｔ

ｉｉ
√

√
＋

＋
Ｗ

Ｐ
ＢＷ

Ｈ、
Ⅲ

ＬＣ
ＬＣ

１０
、鹬

科
Ｓｃ

ｏｌｏ
ｐａ

ｃｉｄ
ａｅ

２６
丘

鹬
Ｓｃ
ｏｌｏ

ｐａ
ｘ
ｒｕ
ｓｔｉ
ｃｏ
ｌａ

√
√

＋
Ｗ

Ｐ
Ｆ

Ｈ、
Ⅲ

ＬＣ
ＬＣ

２７
扇

尾
沙

锥
Ｇａ

ｌｌｉ
ｎａ
ｇｏ

ｇａ
ｌｌｉ
ｎａ
ｇｏ

∗
√

＋
Ｗ

Ｐ
Ｗ

Ｈ、
Ⅲ

ＬＣ
ＬＣ

２８
斑

尾
塍

鹬
Ｌｉｍ

ｏｓａ
ｌａｐ

ｐｏ
ｎｉｃ

ａ
√

Ｐ
Ｐ

Ｈ、
Ⅲ

ＮＴ
ＮＴ

２９
中

杓
鹬

Ｎｕ
ｍｅ

ｎｉｕ
ｓｐ

ｈａ
ｅｏ
ｐｕ
ｓ

√
√

＋
＋

Ｗ
Ｐ

Ｂ
Ｈ、

Ⅲ
ＬＣ

ＬＣ
３０

鹤
鹬

Ｔｒ
ｉｎｇ

ａ
ｅｒｙ

ｔｈｒ
ｏｐ
ｕｓ

∗
√

＋
Ｗ

Ｐ
Ｂ

Ｈ、
Ⅲ

ＬＣ
ＬＣ

３１
红

脚
鹬

Ｔｒ
ｉｎｇ

ａ
ｔｏｔ
ａｎ
ｕｓ

√
Ｗ

Ｐ
Ｈ、

Ⅲ
ＬＣ

ＬＣ
３２

泽
鹬

Ｔｒ
ｉｎｇ

ａ
ｓｔａ

ｇｎ
ａｔｉ

ｌｉｓ
∗

√
＋

Ｗ
Ｐ

Ｗ
Ｈ、

Ⅲ
ＬＣ

ＬＣ
３３

青
脚

鹬
Ｔｒ
ｉｎｇ

ａ
ｎｅ
ｂｕ
ｌａｒ

ｉａ
√

√
＋

Ｗ
Ｐ

Ｗ
Ｈ、

Ⅲ
ＬＣ

ＬＣ
３４

白
腰

草
鹬

Ｔｒ
ｉｎｇ

ａ
ｏｃ
ｈｒ
ｏｐ
ｕｓ

√
Ｗ

Ｐ
Ｈ、

Ⅲ
ＬＣ

ＬＣ
３５

林
鹬

Ｔｒ
ｉｎｇ

ａ
ｇｌａ

ｒｅｏ
ｌａ

√
Ｗ

Ｐ
Ｈ、

Ⅲ
ＬＣ

ＬＣ
３６

灰
尾

漂
鹬

Ｔｒ
ｉｎｇ

ａ
ｂｒｅ

ｖｉｐ
ｅｓ

√
√

＋＋
Ｗ

Ｐ
ＢＷ

Ｈ、
Ⅲ

ＮＴ
ＬＣ

３７
翘

嘴
鹬

Ｘｅ
ｎｕ
ｓｃ

ｉｎｅ
ｒｅｕ

ｓ∗
√

＋
Ｐ

Ｐ
Ｂ

Ｈ、
Ⅲ

ＬＣ
ＬＣ

３８
矶

鹬
Ａｃ
ｔｉｔ
ｉｓ
ｈｙ
ｐｏ
ｌｅｕ

ｃｏ
ｓ

√
√

＋＋
＋

Ｗ
Ｐ

ＢＧ
Ｗ

Ｈ、
Ⅲ

ＬＣ
ＬＣ

３９
翻

石
鹬

Ａｒ
ｅｎ
ａｒ
ｉａ

ｉｎｔ
ｅｒｐ

ｒｅｓ
√

√
＋＋

＋＋
＋

Ｗ
Ｐ

ＢＧ
Ｗ

Ｈ、
Ⅲ

ＬＣ
ＬＣ

４０
三

趾
滨

鹬
Ｃａ

ｌｉｄ
ｒｉｓ

ａｌｂ
ａ

√
Ｐ

Ｈ、
Ⅲ

ＬＣ
ＬＣ

４１
红

颈
滨

鹬
Ｃａ

ｌｉｄ
ｒｉｓ

ｒｕ
ｆｉｃ
ｏｌｌ
ｉｓ

√
Ｗ

Ｈ、
Ⅲ

ＮＴ
ＬＣ

４２
长

趾
滨

鹬
Ｃａ

ｌｉｄ
ｒｉｓ

ｓｕ
ｂｍ

ｉｎｕ
ｔａ

∗
√

＋
Ｗ

Ｐ
Ｗ

Ｈ、
Ⅲ

ＬＣ
ＬＣ

４３
弯

嘴
滨

鹬
Ｃａ

ｌｉｄ
ｒｉｓ

ｆｅｒ
ｒｕ
ｇｉｎ

ｅａ
√

Ｗ
Ｐ

Ｈ、
Ⅲ

ＮＴ
ＬＣ

１１
、燕

鸻
科

Ｇｌ
ａｒｅ

ｏｌｉ
ｄａ

ｅ
４４

普
通

燕
鸻

Ｇｌ
ａｒ
ｅｏ
ｌａ

ｍａ
ｌｄｉ

ｖａ
ｒｕ
ｍ

√
√

＋＋
＋

＋
Ｐ

Ｗ
ＢＧ

Ｗ
Ｈ、

Ⅲ
ＬＣ

ＬＣ
１２

、鸥
科

Ｌａ
ｒｉｄ

ａｅ
４５

白
顶

玄
燕

鸥
Ａｎ

ｏｕ
ｓｓ

ｔｏｌ
ｉｄｕ

ｓ
√

Ｓ
Ｈ、

Ⅲ
ＬＣ

ＬＣ
４６

鸥
嘴

噪
鸥

Ｇｅ
ｌｏｃ

ｈｅ
ｌｉｄ

ｏｎ
ｎｉｌ

ｏｔｉ
ｃａ

∗
√

＋＋
Ｐ

Ｗ
Ｗ

Ｈ、
Ⅲ

ＬＣ
ＬＣ

４７
大

凤
头

燕
鸥

Ｔｈ
ａｌａ

ｓｓｅ
ｕｓ

ｂｅ
ｒｇ
ｉｉ

√
Ｓ

Ｗ
Ｈ、

Ⅲ
ＬＣ

ＮＴ
４８

中
华

凤
头

燕
鸥

Ｔｈ
ａｌａ

ｓｓｅ
ｕｓ

ｂｅ
ｒｎ
ｓｔｅ
ｉｎｉ

√
Ｗ

Ⅱ
、Ｈ

ＣＲ
ＣＲ

Ｃ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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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ｃｎ

续
表

序
号

Ｎｕ
ｍｂ

ｅｒ
种

名
Ｓｐ

ｅｃ
ｉｅｓ

记
录

时
间

Ｒｅ
ｃｏ
ｒｄ

ｔｉｍ
ｅ

参
考

文
献

Ｒｅ
ｆｅｒ

ｅｎ
ｃｅ
ｓ

实
地

考
察

Ｉｎ
ｖｅ
ｓｔｉ

ｇａ
ｔｉｏ

ｎ

东
岛

数
量

Ｑｕ
ａｎ

ｔｉｔ
ｙ
ｉｎ

Ｌｉ
ｎｃ

ｏｌｎ
Ｉｓｌ

ａｎ
ｄ

永
兴

岛
数

量
Ｑｕ

ａｎ
ｔｉｔ
ｙ
ｉｎ

Ｗ
ｏｏ
ｄｙ

Ｉｓｌ
ａｎ

ｄ

居
留

型
Ｓｔａ

ｔｕｓ
区

系
Ｆａ

ｕｎ
ａ

栖
息

生
境

Ｈａ
ｂｉｔ

ａｔ
保

护
类

型
Ｐｒ

ｏｔｅ
ｃｔｉ

ｏｎ
ｔｙｐ

ｅ
ＩＵ

ＣＮ
ＣＩ

ＴＥ
Ｓ

ＣＳ
ＲＬ

ＲＬ
ＣＶ

４９
乌

燕
鸥

Ｏｎ
ｙｃ
ｈｏ
ｐｒｉ

ｏｎ
ｆｕｓ

ｃａ
ｔｕｓ

√
Ｗ

Ｈ、
Ⅲ

ＬＣ
ＬＣ

５０
粉

红
燕

鸥
Ｓｔｅ

ｒｎ
ａ
ｄｏ
ｕｇ
ａｌｌ

ｉｉ
√

Ｒ
Ｗ

Ｈ、
Ⅲ

ＬＣ
ＬＣ

５１
黑

枕
燕

鸥
Ｓｔｅ

ｒｎ
ａ
ｓｕ
ｍａ

ｔｒａ
ｎａ

√
Ｒ

Ｏ
Ｈ、

Ⅲ
ＬＣ

ＬＣ
５２

灰
翅

浮
鸥

Ｃｈ
ｌｉｄ

ｏｎ
ｉａｓ

ｈｙ
ｂｒｉ

ｄａ
√

Ｗ
Ｗ

Ｈ、
Ⅲ

ＬＣ
ＬＣ

八
、鹳

形
目

Ｃｉ
ｃｏ
ｎｉｉ

ｆｏｒ
ｍｅ

ｓ
１３

、鹳
科

Ｃｉ
ｃｏ
ｎｉｉ

ｄａ
ｅ

５３
东

方
白

鹳
Ｃｉ
ｃｏ
ｎｉａ

ｂｏ
ｙｃ
ｉａｎ

ａ
√

Ｗ
Ｐ

Ⅰ
、Ⅲ

ＥＮ
Ⅰ

ＥＮ
ＥＮ

九
、鲣

鸟
目

Ｓｕ
ｌｉｆ
ｏｒｍ

ｅｓ
１４

、鲣
鸟

科
Ｓｕ

ｉｌｉ
ｄａ

ｅ
５４

红
脚

鲣
鸟

Ｓｕ
ｌａ

ｓｕ
ｌａ

√
√

＋＋
＋＋

＋
Ｓ

Ｗ
ＢＦ

Ｗ
Ⅱ

ＬＣ
ＮＴ

５５
褐

鲣
鸟

Ｓｕ
ｌａ

ｌｅｕ
ｃｏ
ｇａ
ｓｔｅ
ｒ

√
Ｓ

Ⅱ
ＬＣ

ＬＣ
１５

、军
舰

鸟
科

Ｆｒ
ｅｇ
ａｔｉ

ｄａ
ｅ

５６
白

斑
军

舰
鸟

Ｆｒ
ｅｇ
ａｔａ

ａｒ
ｉｅｌ

√
√

＋
Ｓ

Ｗ
Ｆ

Ⅲ
ＬＣ

ＤＤ
５７

黑
腹

军
舰

鸟
Ｆｒ
ｅｇ
ａｔａ

ｍｉ
ｎｔｏ

ｒ
√

√
＋＋

Ｓ
Ｗ

ＢＦ
Ⅲ

ＬＣ
ＬＣ

十
、鹈

形
目

Ｐｅ
ｌｅｃ

ａｎ
ｉｆｏ

ｒｍ
ｅｓ

１６
、鹭

科
Ａｒ

ｄｅ
ｉｄａ

ｅ
５８

黄
斑

苇
鳽

Ｉｘｏ
ｂｒｙ

ｃｈ
ｕｓ

ｓｉｎ
ｅｎ
ｓｉｓ

√
Ｒ

Ｏ
Ｈ、

Ⅲ
ＬＣ

ＬＣ
５９

栗
苇

鳽
Ｉｘｏ

ｂｒｙ
ｃｈ
ｕｓ

ｃｉｎ
ｎａ
ｍｏ

ｍｅ
ｕｓ

∗
√

＋
Ｒ

Ｗ
Ｗ

Ｈ、
Ⅲ

ＬＣ
ＬＣ

６０
夜

鹭
Ｎｙ

ｃｔｉ
ｃｏ
ｒａ
ｘ
ｎｙ
ｃｔｉ
ｃｏ
ｒａ
ｘ

√
√

＋
Ｒ

Ｗ
ＢＦ

ＧＷ
Ｈ、

Ⅲ
ＬＣ

ＬＣ
６１

绿
鹭

Ｂｕ
ｔｏｒ

ｉｄｅ
ｓｓ

ｔｒｉ
ａｔａ

√
Ｒ

Ｗ
Ｈ、

Ⅲ
ＬＣ

ＬＣ
６２

池
鹭

Ａｒ
ｄｅ
ｏｌａ

ｂａ
ｃｃｈ

ｕｓ
√

√
＋

Ｒ
Ｏ

ＦＳ
Ｗ

Ｈ、
Ⅲ

ＬＣ
ＬＣ

６３
牛

背
鹭

Ｂｕ
ｂｕ
ｌｃｕ

ｓｉ
ｂｉｓ

√
√

＋＋
＋

＋＋
Ｒ

Ｏ
ＢＦ

ＧＷ
Ｈ、

Ⅲ
ＬＣ

ＬＣ
６４

苍
鹭

Ａｒ
ｄｅ
ａ
ｃｉｎ

ｅｒｅ
ａ

√
√

＋＋
＋

Ｗ
Ｗ

ＢＷ
Ｈ、

Ⅲ
ＬＣ

ＬＣ
６５

草
鹭

Ａｒ
ｄｅ
ａ
ｐｕ
ｒｐｕ

ｒｅａ
∗

√
＋

Ｗ
Ｗ

ＦＷ
Ｈ、

Ⅲ
ＬＣ

ＬＣ
６６

大
白

鹭
Ａｒ
ｄｅ
ａ
ａｌｂ

ａ
√

√
＋＋

Ｒ
Ｗ

ＢＦ
ＧＷ

Ｈ、
Ⅲ

ＬＣ
ＬＣ

６７
中

白
鹭

Ｅｇ
ｒｅｔ
ｔａ

ｉｎｔ
ｅｒｍ

ｅｄ
ｉａ

√
√

＋＋
＋

＋
Ｗ

Ｗ
ＢＦ

ＧＳ
Ｗ

Ｈ、
Ⅲ

ＬＣ
ＬＣ

６８
白

鹭
Ｅｇ

ｒｅｔ
ｔａ

ｇａ
ｒｚｅ

ｔｔａ
√

√
＋＋

＋
Ｒ

Ｗ
ＢＦ

ＳＷ
Ｈ、

Ⅲ
ＬＣ

ＬＣ
６９

岩
鹭

Ｅｇ
ｅｔｔ
ａ
ｓａ
ｃｒａ

√
Ｒ

Ⅱ
、Ｈ

ＬＣ
ＬＣ

十
一

、鹰
形

目
Ａｃ

ｃｉｐ
ｉｔｒ
ｉｆｏ

ｒｍ
ｅｓ

１７
、鹗

科
Ｐａ

ｎｄ
ｉｏｎ

ｉｄａ
ｅ

７０
鹗

Ｐａ
ｎｄ
ｉｏｎ

ｈａ
ｌｉａ

ｅｔｕ
ｓ∗

√
＋

＋
Ｒ

Ｗ
Ｆ

Ⅱ
ＬＣ

Ⅱ
ＮＴ

１８
、鹰

科
Ａｃ
ｃｉｐ

ｉｔｒ
ｉｄａ

ｅ
７１

白
腹

鹞
Ｃｉ
ｒｃｕ

ｓｓ
ｐｉｌ
ｏｎ
ｏｔｕ

ｓ
√

Ｗ
Ｗ

Ⅱ
ＬＣ

Ⅱ
ＮＴ

７２
普

通
鵟

Ｂｕ
ｔｅｏ

ｊａｐ
ｏｎ
ｉｃｕ

ｓ
√

Ｗ
Ｐ

Ⅱ
ＬＣ

Ⅱ
Ｌ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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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
表

序
号

Ｎｕ
ｍｂ

ｅｒ
种

名
Ｓｐ

ｅｃ
ｉｅｓ

记
录

时
间

Ｒｅ
ｃｏ
ｒｄ

ｔｉｍ
ｅ

参
考

文
献

Ｒｅ
ｆｅｒ

ｅｎ
ｃｅ
ｓ

实
地

考
察

Ｉｎ
ｖｅ
ｓｔｉ

ｇａ
ｔｉｏ

ｎ

东
岛

数
量

Ｑｕ
ａｎ

ｔｉｔ
ｙ
ｉｎ

Ｌｉ
ｎｃ

ｏｌｎ
Ｉｓｌ

ａｎ
ｄ

永
兴

岛
数

量
Ｑｕ

ａｎ
ｔｉｔ
ｙ
ｉｎ

Ｗ
ｏｏ
ｄｙ

Ｉｓｌ
ａｎ

ｄ

居
留

型
Ｓｔａ

ｔｕｓ
区

系
Ｆａ

ｕｎ
ａ

栖
息

生
境

Ｈａ
ｂｉｔ

ａｔ
保

护
类

型
Ｐｒ

ｏｔｅ
ｃｔｉ

ｏｎ
ｔｙｐ

ｅ
ＩＵ

ＣＮ
ＣＩ

ＴＥ
Ｓ

ＣＳ
ＲＬ

ＲＬ
ＣＶ

十
二

、鸮
形

目
Ｓｔｒ

ｉｇｉ
ｆｏｒ

ｍｅ
ｓ

１９
、鸱

鸮
科

Ｓｔｒ
ｉｇｉ

ｄａ
ｅ

７３
鹰

鸮
Ｎｉ
ｎｏ
ｘ
ｓｃｕ

ｔｕｌ
ａｔａ

∗
√

＋
Ｒ

Ｗ
Ｆ

Ⅱ
ＬＣ

Ⅱ
ＮＴ

十
三

、犀
鸟

目
Ｂｕ

ｃｅ
ｒｏｔ

ｉｆｏ
ｒｍ

ｅｓ
２０

、戴
胜

科
Ｕｐ

ｕｐ
ｉｄａ

ｅ
７４

戴
胜

Ｕｐ
ｐａ

ｅｐ
ｏｐ
ｓ

√
Ｒ

Ｗ
Ⅲ

ＬＣ
ＬＣ

十
四

、佛
法

僧
目

Ｃｏ
ｒａｃ

ｉｉｆ
ｏｒｍ

ｅｓ
２１

、翠
鸟

科
Ａｌ

ｃｅ
ｄｉｎ

ｉｄａ
ｅ

７５
普

通
翠

鸟
Ａｌ
ｃｅｄ

ｏ
ａｔｔ

ｈｉｓ
√

√
＋

Ｒ
Ｗ

Ｂ
Ⅲ

ＬＣ
ＬＣ

２２
、佛

法
僧

科
Ｃｏ

ｒａｃ
ｉｉｄ

ａｅ
７６

三
宝

鸟
Ｅｕ

ｒｙｓ
ｔｏｍ

ｕｓ
ｏｒｉ

ｅｎ
ｔａｌ

ｉｓ
√

Ｗ
Ｏ

Ⅲ
ＬＣ

ＬＣ
十

五
、隼

形
目

Ｆａ
ｌｃｏ

ｎｉｆ
ｏｒｍ

ｅｓ
２３

、隼
科

Ｆａ
ｌｃｏ

ｎｉｄ
ａｅ

７７
红

隼
Ｆａ

ｌｃｏ
ｔｉｎ

ｎｕ
ｎｃ
ｕｌｕ

ｓ
√

√
＋

Ｒ
Ｗ

Ｆ
Ⅱ

ＬＣ
ＬＣ

十
六

、雀
形

目
Ｐａ

ｓｓｅ
ｒｉｆ
ｏｒｍ

ｅｓ
２４

、卷
尾

科
Ｄｉ

ｃｒｕ
ｒｉｄ

ａｅ
７８

黑
卷

尾
Ｄｉ
ｃｒｕ

ｒｕ
ｓｍ

ａｃ
ｒｏｃ

ｅｒｃ
ｕｓ

∗
√

＋
Ｒ

Ｏ
Ｆ

Ⅲ
ＬＣ

ＬＣ
７９

发
冠

卷
尾

Ｄｉ
ｃｒｕ

ｒｕ
ｓｈ

ｏｔｔ
ｅｎ
ｔｏｔ
ｔｕｓ

∗
√

＋
Ｓ

Ｏ
Ｆ

Ⅲ
ＬＣ

ＬＣ
２５

、伯
劳

科
Ｌａ

ｎｉｉ
ｄａ

ｅ
８０

虎
纹

伯
劳

Ｌａ
ｎｉｕ

ｓｔ
ｉｇｒ

ｉｎｕ
ｓ∗

√
＋

Ｗ
Ｐ

ＦＳ
Ⅲ

ＬＣ
ＬＣ

８１
红

尾
伯

劳
Ｌａ
ｎｉｕ

ｓｃ
ｒｉｓ
ｔａｔ

ｕｓ
√

Ｗ
Ｐ

Ⅲ
ＬＣ

ＬＣ
８２

棕
背

伯
劳

Ｌａ
ｎｉｕ

ｓｓ
ｃｈ
ａｃ
ｈ∗

√
＋＋

＋
Ｒ

Ｗ
ＦＳ

Ⅲ
ＬＣ

ＬＣ
２６

、燕
科

Ｈｉ
ｒｕ
ｎｄ

ｉｎｉ
ｄａ

ｅ
８３

家
燕

Ｈｉ
ｒｕ
ｎｄ
ｏ
ｒｕ
ｓｔｉ
ｃａ

√
√

＋＋
＋＋

＋
Ｗ

Ｗ
ＢＦ

ＧＳ
Ｗ

Ⅲ
ＬＣ

ＬＣ
８４

金
腰

燕
Ｃｅ
ｃｒｏ

ｐｉｓ
ｄａ
ｕｒ
ｉｃａ

∗
√

＋
Ｐ

Ｗ
Ｂ

Ⅲ
ＬＣ

ＬＣ
２７

、树
莺

科
Ｃｅ

ｔｔｉ
ｉｄａ

ｅ
８５

短
翅

树
莺

Ｈｏ
ｒｏｒ

ｎｉｓ
ｄｉｐ

ｈｏ
ｎｅ

√
Ｗ

Ｐ
ＬＣ

ＬＣ
２８

、绣
眼

鸟
科

Ｚｏ
ｓｔｅ

ｒｏｐ
ｉｄａ

ｅ
８６

暗
绿

绣
眼

鸟
Ｚｏ

ｓｔｅ
ｒｏｐ

ｓｊ
ａｐ
ｏｎ
ｉｃｕ

ｓ
√

√
＋＋

＋
＋＋

＋
Ｒ

Ｐ
ＦＳ

Ⅲ
ＬＣ

ＬＣ
２９

、椋
鸟

科
Ｓｔｕ

ｒｎ
ｉｄａ

ｅ
８７

丝
光

椋
鸟

Ｓｐ
ｏｄ
ｉｏｐ

ｓａ
ｒｓ

ｅｒｉ
ｃｅｕ

ｓ∗
√

＋＋
Ｗ

Ｏ
Ｆ

Ｈ、
Ⅲ

ＬＣ
ＬＣ

８８
紫

翅
椋

鸟
Ｓｔｕ

ｒｎ
ｕｓ

ｖｕ
ｌｇａ

ｒｉｓ
∗

√
＋

＋
Ｖ

Ｗ
ＦＧ

Ⅲ
ＬＣ

ＬＣ
３０

、鸫
科

Ｔｕ
ｒｄ
ｉｄａ

ｅ
８９

白
眉

鸫
Ｔｕ

ｒｄ
ｕｓ

ｏｂ
ｓｃｕ

ｒｕ
ｓ∗

√
＋

Ｐ
Ｗ

ＢＦ
Ｈ

ＬＣ
Ｌ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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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
表

序
号

Ｎｕ
ｍｂ

ｅｒ
种

名
Ｓｐ

ｅｃ
ｉｅｓ

记
录

时
间

Ｒｅ
ｃｏ
ｒｄ

ｔｉｍ
ｅ

参
考

文
献

Ｒｅ
ｆｅｒ

ｅｎ
ｃｅ
ｓ

实
地

考
察

Ｉｎ
ｖｅ
ｓｔｉ

ｇａ
ｔｉｏ

ｎ

东
岛

数
量

Ｑｕ
ａｎ

ｔｉｔ
ｙ
ｉｎ

Ｌｉ
ｎｃ

ｏｌｎ
Ｉｓｌ

ａｎ
ｄ

永
兴

岛
数

量
Ｑｕ

ａｎ
ｔｉｔ
ｙ
ｉｎ

Ｗ
ｏｏ
ｄｙ

Ｉｓｌ
ａｎ

ｄ

居
留

型
Ｓｔａ

ｔｕｓ
区

系
Ｆａ

ｕｎ
ａ

栖
息

生
境

Ｈａ
ｂｉｔ

ａｔ
保

护
类

型
Ｐｒ

ｏｔｅ
ｃｔｉ

ｏｎ
ｔｙｐ

ｅ
ＩＵ

ＣＮ
ＣＩ

ＴＥ
Ｓ

ＣＳ
ＲＬ

ＲＬ
ＣＶ

９０
白

腹
鸫

Ｔｕ
ｒｄ
ｕｓ

ｐａ
ｌｌｉ
ｄｕ
ｓ

√
Ｗ

Ｐ
Ｈ、

Ⅲ
ＬＣ

ＬＣ
９１

斑
鸫

Ｔｕ
ｒｄ
ｕｓ

ｅｕ
ｎｏ
ｍｕ

ｓ
√

Ｗ
Ｐ

Ｈ、
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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ｓ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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ｗ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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ｉｆｅ
ｕｎ

ｄｅ
ｒｓ

ｔａ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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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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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ａ
ｒｅ

ｂｅ
ｎｅ

ｆｉｃ
ｉａｌ

ｏ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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ｐ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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ｎｔ
ｅ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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ｏ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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ｄ
ｓｃ
ｉｅｎ

ｔｉｆ
ｉｃ

ｒｅｓ
ｅａ
ｒｃｈ

ｖａ
ｌｕｅ

；Ｉ
ＵＣ

Ｎ：
２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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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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Ｉｎ
ｔｅｒ

ｎａ
ｔｉｏ

ｎａ
ｌＵ

ｎｉｏ
ｎ

ｆｏｒ
Ｃｏ

ｎｓ
ｅｒｖ

ａｔｉ
ｏｎ

ｏｆ
Ｎ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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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２　 西沙群岛小型兽类历史捕获数

Ｓｕｐｐｌｅｍｅｎｔ ｔａｂｌｅ ２　 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ｌ ｎｕｍｂｅｒ ｏｆ ｃａｐｔｕｒｅｓ ｏｆ ｓｍａｌｌ ｍａｍｍａｌｓ ｉｎ Ｘｉｓｈａ Ｉｓｌａｎｄｓ

参考文献
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ｓ

物种
Ｓｐｅｃｉｅｓ

永兴岛
Ｗｏｏｄｙ
Ｉｓｌａｎｄ

金银岛
Ｍｏｎｅｙ
Ｉｓｌａｎｄ

琛航岛
Ｄｕｎｃａｎ
Ｉｓｌａｎｄ

广金岛
Ｐａｌｍ
Ｉｓｌａｎｄ

珊瑚岛
Ｐａｔｔｌｅ
Ｉｓｌａｎｄ

东岛
Ｌｉｎｃｏｌｎ
Ｉｓｌａｎｄ

石岛
Ｒｏｃｋｙ
Ｉｓｌａｎｄ

［２８］ 黄胸鼠 Ｒａｔｔｕｓ ｆｌａｖｉｐｅｃｔｕｓ １１９ ３８ ６９ ２ ４５ ６４ ０

褐家鼠 Ｒａｔｔｕｓ ｎｏｒｖｅｇｉｃｕｓ １ １５ ２ ０ ０ ０ ０

缅鼠 Ｒａｔｔｕｓ ｅｘｕｌａｎｓ ５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２９］ 褐家鼠 Ｒ． ｎｏｒｖｅｇｉｃｕｓ ５ ４ ２１ — — — ８

黄胸鼠 Ｒ． ｆｌａｖｉｐｅｃｔｕｓ １０ １５ ５ — — — ３

臭鼩 Ｓｕｎｃｕｓ ｍｕｒｉｎｕｓ １５９ ９ ６ — — — ４

［３０］ 褐家鼠 Ｒ． ｎｏｒｖｅｇｉｃｕｓ ９８ — — — — — —

黄胸鼠 Ｒ． ｆｌａｖｉｐｅｃｔｕｓ ２６ — — — — — —

臭鼩 Ｓ． ｍｕｒｉｎｕｓ ３６ — — — — — —

本文 褐家鼠 Ｒ． ｎｏｒｖｅｇｉｃｕｓ ２ — — — — ０ —

黄胸鼠 Ｒ． ｆｌａｖｉｐｅｃｔｕｓ １ — — — — ２０ —

臭鼩 Ｓ． ｍｕｒｉｎｕｓ ３８ — — — — ０ —

　 　 “—”表示无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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