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喜马拉雅山东段鸟类多度⁃垂直分布幅关系：特有种与
非特有种的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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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物种多度与分布幅之间的正相关被认为是一种普遍的规律。 但近年在热带山地和岛屿的研究发现多度⁃分布幅关系会出

现不相关或负相关的现象；该现象可能是由于当地多度高且分布幅小的特有种比例较高所导致。 在喜马拉雅山东段的勒布沟

沿海拔 ２３５０—４９５０ ｍ 开展研究：１）记录了当地鸟类多度垂直分布格局；２）验证了该区繁殖鸟总体多度⁃垂直分布幅关系，并对

比了特有种和非特有种分组子集多度⁃垂直分布幅关系、平均多度和垂直分布中心的差异。 研究发现勒布沟鸟类多度垂直分布

格局为驼峰格局。 该区繁殖鸟类与非特有种的多度⁃垂直分布幅关系均为正相关，但特有种的多度⁃垂直分布幅关系为不相关。
特有种的多度及海拔分布中心位置均高于非特有种。 结果表明区域的鸟类特有性对多度⁃垂直分布幅关系存在着重要的影响；
地理隔离导致的区域物种组成差异，是造成多度⁃分布幅关系模式变化的重要原因之一。
关键词：多度；分布幅；垂直海拔梯度；鸟类；喜马拉雅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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沿海拔梯度探讨动物群落结构研究主要集中在生物多样性格局研究上［１—２］，验证物种多度垂直分布格局

的文章相对较少［３—４］。 关于物种多度格局的讨论则集中在多度⁃分布幅关系上 （ Ａｂｕｎｄａｎｃｅ⁃ｒａｎｇｅ ｓｉｚｅ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 ［５］。 过去大量研究表明物种多度和其分布幅（如地理分布面积、纬度或垂直海拔分布范围）之间

通常存在着一种正相关关系。 这种正相关的关系在许多类群中都得到了广泛的验证（例如：植物［６—７］、昆
虫［８］、鸟类［９—１０］、兽类［１１—１２］）。 总体上，支持正相关多度⁃分布幅关系的主要原因包括：１）资源的可利用性（能
利用更广泛资源的物种具有更高的多度和更大的分布幅） ［１３］；２）扩散（扩散能力强的物种可以适应更多的生

境类型，具有更广的分布幅，并具有更高的多度） ［１３］；３）存活率（高增长率的种群多度更高，分布幅更大） ［１４］

等。 总体而言，发现正相关多度⁃分布幅关系的研究主要都集中在温带地区［１５—１６］。
最近一些关注热带（亚热带）山地和岛屿的研究发现了不相关或负相关的多度⁃分布幅关系［１６—２０］，这些研

究认为热带地区的山地和岛屿隔离程度相对较高，物种特化程度较高，这样的动物组合结构导致了多度⁃分布

幅关系的改变，因为特有种往往具有较小的分布范围和较高的多度［１７］。 另外，相对于纬度范围或者地理分布

面积，多度⁃分布幅关系在海拔梯度上的验证相对较少［１２，１６，２１］（即多度⁃海拔分布幅关系，Ａｂｕｎｄａｎｃｅ⁃ｅｌｅｖａｔｉｏｎａｌ
ｒａｎｇｅ ｓｉｚｅ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 目前针对性验证物种特有性（Ｅｎｄｅｍｉｓｍ）对多度⁃分布幅关系的影响的研究更为缺乏。
据我们所知，仅有 Ｒｅｉｆ 等［１７］和 Ｓｒｅｅｋａｒ 等［２２］对物种特有性的影响进行了初步的检验。 Ｒｅｉｆ 等［１７］ 在非洲喀麦

隆巴门达高原检验了鸟类特有性对多度⁃分布幅关系是否存在影响，其结果表明该区山地特有种、山地非特有

种及非洲广布种的多度⁃分布幅关系均不相关。 而 Ｓｒｅｅｋａｒ 等［２２］ 发现斯里兰卡所有鸟类、特有鸟类以及非特

有鸟类多度⁃分布幅均为正相关，但特有性确实影响着这种关系（分布幅较小的物种拥有较高的多度，会导致

正相关关系变弱）。 另外，根据密度补偿假说（Ｄｅｎｓｉｔｙ ｃｏｍｐｅｎｓａｔｉｏｎ ｈｙｐｏｔｈｅｓｉｓ） ［２３］ 预测，在不同的海拔段物种

的多度的总和是相似的［１６］，高海拔处物种丰富度较低，物种可占据的生态位更广，从而导致该处的物种多度

更高［１６］。 并且在灭绝过滤（Ｅｘｔｉｎｃｔｉｏｎ ｆｉｌｔｅｒ） ［１１］的作用下，岛屿或山地物种个体流动受限［２４—２５］，分布幅小且多

度低的物种更容易灭绝，所以容易导致负相关的多度⁃分布幅关系［１６］。 Ｆｅｒｅｎｃ 等［１６］发现分布在喀麦隆山高海

拔地区鸟类的多度要高于分布在低海拔地区鸟类的多度，并且中高海拔处特有化程度更高。 Ｗｅｎ 等［１２］ 对中

国西南山区（贡嘎山、白马雪山和色季拉山）非飞行小型哺乳动物进行了相关研究，其对比了该区特有种和非

特有种的平均多度与垂直分布中心的差异，发现特有种比非特有种具有更高的多度以及垂直分布中心，这可

能是由中国西南山区特有种的地理隔离程度随海拔升高而增加和生态特化程度提高所造成的。 此外，Ｈｕ
等［２６］也发现喜马拉雅山⁃横断山区繁殖鸟的多度⁃垂直分布幅关系从温带到亚热带生境减弱，这个规律也与地

理隔离度相关。 了解特有种和非特有种的平均多度与垂直分布中心的差异有助于更好地认识多度⁃分布幅关

系的潜在机制［１２］。
本研究区域位于全球 ３４ 个生物多样性热点地区之一———喜马拉雅山地［２７］，其南翼沟谷拥有极大的海拔

落差，地理隔离程度较高，是验证多度⁃分布幅关系的理想之地。 目前，在喜马拉雅山地开展的物种多样性研

究主要集中在区系［２８—３１］、物种丰富度垂直分布格局及其影响因子［３２—３８］ 和物种分布幅的垂直变化及驱动因

素［３９］方面，关于物种多度的研究极少［２６，４０］。 本研究的目标包括：１）描述鸟类多度沿海拔变化的趋势；２）记录

该区鸟类物种多度⁃垂直分布幅关系的整体情况，并明确地检验特有性对该关系的影响，以及对比特有种与非

特有种的平均多度及垂直分布中心是否有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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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研究地区与研究方法

１．１　 研究区域

图 １　 研究区域示意图

Ｆｉｇ．１　 Ｍａｐ ｏｆ ｔｈｅ ｓｔｕｄｙ ａｒｅａ

勒布沟（２７°４９′—２８°００′Ｎ，９１°４１—９１°５２′Ｅ）位于

东喜马拉雅山脉，行政上隶属西藏自治区山南地区错那

县（图 １）。 区域内海拔从最低处的勒乡（２３５０ ｍ）至最

高处的下拉山（５２００ ｍ），海拔落差达 ２８５０ ｍ。 错那县

气候以喜马拉雅山为界，南麓属亚热带湿润半湿润气

候，北麓属温带半干旱高原季风季候，年平均气温

－０．６℃，全年无霜期 ４２ ｄ［４１］。 错那县所在的山南市全

年干湿分明，年降水 ２００—５００ ｍｍ，年日照数 ２６００—
３３００ ｈ［４１］。 勒布沟植被垂直分带明显，沟内沿海拔梯

度分布 ５ 种植被类型：落叶阔叶林（２３００—２９００ ｍ）；针
叶阔叶混交林（２９００—３４００ ｍ）；暗针叶林（３４００—３８００
ｍ）；高山灌丛草甸（３８００—４４００ ｍ）；高寒草甸（４４００—
５０００ ｍ） ［４２］。 该区主要受印度洋季风影响，雨季为 ５ 月

至 ９ 月。
１．２　 调查方法

鸟类调查在勒布沟海拔 ２３５０—４９５０ ｍ 的海拔梯度上开展，该区覆盖了本地区从落叶阔叶林到高寒草甸

的所有植被类型。 以 １００ ｍ 海拔带为划分标准，将 ２６００ ｍ 海拔区间划分为 ２６ 个等高程海拔带，并在每个海

拔带内布设 １ 条样线。 为保证在整个调查的海拔范围内样线取样强度是均匀的，将每条样线长度设置为

２５００ ｍ 左右，２６ 条样线总长度约为 ６５ ｋｍ。 调查时，调查人员沿样线以 １—２ ｋｍ ／ ｈ 速度步行，记录样线中心

５０ ｍ 范围内鸟类实体和叫声，对发现的个体均作记录，对难以辨认的物种进行照片拍摄，并依据手持式 ＧＰＳ
（Ｍａｇｅｌｌａｎ ｅＸｐｌｏｒｉｓｔ ３１０）记录位置信息。 为了充分调查该区域的鸟类分布情况，在 ２０１８ 年 ６—８ 月以及 ２０１９
年 ６—７ 月分别对所有样线进行了两次调查（共 ４ 次重复调查，所有调查均在繁殖季进行，即 ５ 月份至 ８ 月

份）。 每条样线的 ４ 次调查均由对该区鸟类熟悉的专业人员完成。 为了减少调查时间差异引起的误差，随机

排列样线的调查顺序。 此外，为减少因为不同鸟类在一天的不同时间段活跃度差异而造成的误差，对每条样

线的四次调查中，有两次安排在日出后半小时至 １１：００ 点之间进行，另外两次安排在 １５：００ 点和日落前半小

时间进行。 相关鸟类物种鉴定及分类参考《中国鸟类分类与分布名录（第二版）》 ［４３］。
１．３　 多度、分布幅以及分布中心

鸟类的平均相对多度定义为研究区域内四次调查记录的个体数量的总和除以出现的海拔带数量［１２］。 每

个海拔段的鸟类总多度定义为出现在该海拔段的所有鸟类的平均相对多度之和［４］。 鸟类分布幅定义为物种

出现的最低海拔与最高海拔之差；只在一个地点出现的物种以及分布幅不足 １００－ｍ 的物种调整其分布幅为

１００－ｍ。 鸟类分布中心计算公式为：

∑ ｉ．ｎ
Ｅ ｉ × ＰＡｉ

式中，ｉ．ｎ 是物种 Ａ 出现的海拔带， Ｅ ｉ 是物种 Ａ 出现地点 ｉ 所在的海拔段中心（如第一海拔段为 ２３５０—２４５０
ｍ，其中心为 ２４００ ｍ）， ＰＡｉ 是物种 Ａ 在 ｉ 点收集到的个体数占整个海拔梯度上物种 Ａ 收集到的个体总数的比

例［４５］。 特有种定义为仅在喜马拉雅山分布的物种（物种的分布范围以世界自然保护联盟红色名录网站为准，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ｉｕｃｎｒｅｄｌｉｓｔ．ｏｒｇ ／ ，访问时间为 ２０２０ 年 ７ 月）。
１．４　 统计分析

通过多项式回归分析验证物种多度与海拔的关系，并根据修正赤池信息准则（ ｔｈｅ ｃｏｒｒｅｃｔｅｄ Ａｋａｉｋｅ′ｓ

９６２３　 ８ 期 　 　 　 陈淑甜　 等：喜马拉雅山东段鸟类多度⁃垂直分布幅关系：特有种与非特有种的对比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ｃｎ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ｃｒｉｔｅｒｉｏｎ， ＡＩＣｃ）选择最佳拟合模型。 对物种的平均相对多度进行 ｌｏｇ １０ 转换以增加数据的正态

性。 通过普通最小二乘（ＯＬＳ）线性回归模型检验多度⁃分布幅关系（平均多度为因变量，垂直分布幅为自变

量），并使用独立样本 ｔ 检验比较特有种和非特有种的平均多度及垂直分布中心。 ＯＬＳ 回归分析在 ＰＡＳＴ ３．０
（ｈｔｔｐ： ／ ／ ｆｏｌｋ．ｕｉｏ．ｎｏ ／ ｏｈａｍｍｅｒ ／ ｐａｓｔ ／ ） ［４５］中进行。 独立样本 ｔ 检验在 ＳＰＳＳ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ｓ １７．０ 进行。 由于本研究在

繁殖季开展，对于非繁殖鸟的海拔记录可能不完整，因此会造成海拔分布幅记录上的偏差，故仅对繁殖鸟（包
括留鸟、夏候鸟）进行分析。

２　 研究结果

２．１　 鸟类组成

共记录鸟类 １０ 目 ２９ 科 １２３ 种（附录Ⅰ）：雀形目 ２０ 科 １０１ 种，以画眉科（１７ 种）、鸫科（１５ 种）、燕雀科

（１４ 种）、莺科（１４ 种）、鹟科（７ 种）以及鸦科（６ 种）为主，占总数的 ６０％；隼形目、鸡形目和鸽形目均 １ 科 ４
种；形目 １ 科 ３ 种；鹃形目和雨燕目均 １ 科 ２ 种；鸻形目、佛法僧目以及戴胜目均 １ 科 １ 种。 国家Ⅰ级和Ⅱ
级重点保护动物分别为 ２ 种和 ５ 种，其中国家Ⅰ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为胡兀鹫（Ｇｙｐａｅｔｕｓ ｂａｒｂａｔｕｓ）和棕尾虹

雉（Ｌｏｐｈｏｐｈｏｒｕｓ ｉｍｐｅｊａｎｕｓ）；国家Ⅱ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为高山兀鹫（Ｇｙｐｓ ｈｉｍａｌａｙｅｎｓｉｓ）、雀鹰（Ａｃｃｉｐｉｔｅｒ ｎｉｓｕｓ）、
鹰雕（Ｓｐｉｚａｅｔｕｓ ｎｉｐａｌｅｎｓｉｓ）、藏雪鸡（Ｔｅｔｒａｏｇａｌｌｕｓ ｔｉｂｅｔａｎｕｓ）和血雉（ Ｉｔｈａｇｉｎｉｓ ｃｒｕｅｎｔｕｓ）。

特有种和非特有种分别为 １３ 种和 １１０ 种。 特有种 ２ 目 ６ 科，包括雪鹑（Ｌｅｒｗａ ｌｅｒｗａ）、棕尾虹雉、光背地

鸫（Ｚｏｏｔｈｅｒａ ｍｏｌｌｉｓｓｉｍａ）、黑顶奇鹛（Ｈｅｔｅｒｏｐｈａｓｉａ ｃａｐｉｓｔｒａｔａ）、红头噪鹛（Ｇａｒｒｕｌａｘ ｅｒｙｔｈｒｏｃｅｐｈａｌｕｓ）、细纹噪鹛

（Ｇａｒｒｕｌａｘ ｌｉｎｅａｔｕｓ）、杂色噪鹛（Ｇａｒｒｕｌａｘ ｖａｒｉｅｇａｔｅｓ）、红腹旋木雀（Ｃｅｒｔｈｉａ ｎｉｐａｌｅｎｓｉｓ）、白眉朱雀（Ｃａｒｐｏｄａｃｕｓ
ｔｈｕｒａ）、红头灰雀（Ｐｙｒｒｈｕｌａ ｅｒｙｔｈｒｏｃｅｐｈａｌａ）、淡黄腰柳莺（Ｐｈｙｌｌｏｓｃｏｐｕｓ ｃｈｌｏｒｏｎｏｔｕｓ）、金眶鹟莺（Ｓｅｉｃｅｒｃｕｓ ｂｕｒｋｉｉ）
和韦氏鹟莺（Ｓｅｉｃｅｒｃｕｓ ｗｈｉｓｔｌｅｒｉ）。 非特有种 １０ 目 ２９ 科，其中以雀形目鸫科（１４ 种）、画眉科（１３ 种）、燕雀科

（１２ 种）和莺科（１１ 种）为主。

图 ２　 物种总多度⁃海拔关系拟合验证

　 Ｆｉｇ．２　 Ｏｂｓｅｒｖｅｄ （ ｂｌａｃｋ ｐｌｏｔｓ） ａｎｄ ｐｒｅｄｉｃｔｅｄ ｅｌｅｖａｔｉｏｎａｌ ｓｐｅｃｉｅｓ

ａｂｕｎｄａｎｃｅ ｐａｔｔｅｒｎ ｂｙ ｔｈｅ ｂｅｓｔ ｐｏｌｙｎｏｍｉａｌ ｒｅｇｒｅｓｓｉｏｎ

２．２　 多度⁃垂直分布格局

根据最低的 ＡＩＣｃ 值，三次方程拟合最好（一次方

程 ＡＩＣｃ 值为 ４７４００，二次方程 ＡＩＣｃ 值为 ２１８６９，三次方

程 ＡＩＣｃ 值为 １７５５１）。 勒布沟鸟类多度垂直分布格局

为驼峰格局，在海拔 ２７５０ ｍ 至 ３４５０ ｍ 之间到达峰值

（Ｒ２ ＝ ０．８８，Ｐ＜０．０１；图 ２）。
２．３　 多度⁃垂直分布幅关系

勒布沟鸟类总体多度⁃分布幅关系正相关 （Ｒ２ ＝
０．２３，Ｐ＜０．０１，ｙ＝ ０．０００３ｘ ＋ ０．３５５），特有种多度⁃分布幅

关系不相关（Ｒ２ ＝ ０．０５，Ｐ＝ ０．４７，ｙ＝ ０．０００２ｘ＋０．５１８４），非
特有种多度⁃分布幅关系正相关（Ｒ２ ＝ ０．２５，Ｐ＜０．０１，ｙ ＝
０．０００３ｘ＋０．３４１１；图 ３）。
２．４　 特有种与非特有种多度及垂直分布中心的比较

特有种的平均多度（均值为 ０．６５，标准差为 ０．４１）
大于非特有种（均值为 ０．５６，标准差为 ０．３９）（Ｐ＝ ０．８５，图 ４）。 特有种的分布中心（均值为 ３，５７７ ｍ，标准差为

６４８．８６）也高于非特有种（均值为 ３，４３３ ｍ，标准差为 ６５１．２０）（Ｐ＝ ０．９３，图 ４）。

３　 讨论

３．１　 多度垂直分布格局

　 　 常见的多度垂直分布格局主要可以分为两种：单调递减格局［３，４６］ 和驼峰格局。 根据驼峰所处位置的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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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３　 所有物种、特有种以及非特有种平均多度⁃垂直分布幅关系拟合验证

Ｆｉｇ．３　 Ｔｅｓｔ ｏｆ ｍｅａｎ ａｂｕｎｄａｎｃｅ ａｎｄ ｅｌｅｖａｔｉｏｎａｌ ｒａｎｇｅ ｓｉｚｅ ｏｆ ｏｖｅｒａｌｌ ｓｐｅｃｉｅｓ， ｅｎｄｅｍｉｃ ｓｐｅｃｉｅｓ ａｎｄ ｎｏｎ⁃ｅｎｄｅｍｉｃ ｓｐｅｃｉｅｓ

散点代表单个物种的平均多度⁃垂直分布幅关系

图 ４　 特有种与非特有种平均多度以及垂直分布中心的比较

Ｆｉｇ．４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 ｏｆ ｍｅａｎ ａｂｕｎｄａｎｃｅ ａｎｄ ｅｌｅｖａｔｉｏｎａｌ ｒａｎｇｅ ｃｅｎｔｅｒ ｏｆ ｅｎｄｅｍｉｃ ｓｐｅｃｉｅｓ ａｎｄ ｎｏｎ⁃ｅｎｄｅｍｉｃ ｓｐｅｃｉｅｓ

同，驼峰格局可以分为中海拔处最高［４，４７—４８］，中偏高海拔处最高［４９］，以及中偏低海拔处最高［４６］ 三种模式。 本

文所验证的勒布沟鸟类多度垂直分布格局符合中偏低海拔处最高的驼峰格局。 生产力和植被结构可能是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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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多度垂直分布格局形成的重要原因：生产力高的区域，可以提供更多的资源，促进更多物种共存［５０］；植被多

样化的地区，可以吸引更多鸟类筑巢、也可以为鸟类提供庇护所，同时也增加了鸟类的食物资源（复杂的生境

内昆虫的数量更多） ［４０，５１］。 本研究的结果可以为后续鸟类多度格局的验证提供一定的依据。
３．２　 特有性对多度⁃分布幅关系的影响

本调查发现了勒布沟当地鸟类特有性对多度⁃分布幅关系存在影响。 所有物种与非特有种多度⁃垂直分

布幅关系正相关，但特有种多度⁃垂直分布幅关系不相关。 总体而言，勒布沟鸟类总体多度⁃分布幅关系与之

前在温带地区进行的相关研究一致，即多度⁃分布幅关系为正相关的［５２—５３］。 但是，该区特有种多度⁃分布幅关

系却是不相关的。 研究认为非正相关的关系是由当地较高的物种特有程度导致的，如印度⁃太平洋的珊瑚和

鱼类［５４］，鸟类［１５］、非洲喀麦隆火山的鸟类［１７，２０］、澳大利亚昆士兰北部的脊椎动物［１９］等。
多度⁃分布幅关系在温带和热带地区的区别可能反映了两地群落结构上的差异［１５］。 岛屿效应（ Ｉｓｌａｎｄ

ｅｆｆｅｃｔｓ）可以解释特有种多度⁃分布幅不相关或负相关的结果。 长期生活在隔离程度相对较高的地区可能会导

致适应该地区的物种拥有较高的多度［１７］。 而适应该地区的物种可能不能拓展它们的范围［５５］，从而导致分布

幅受限。 喜马拉雅山构造的隆升造成了勒布沟山谷到山顶之间的海拔落差达 ２６００ ｍ。 在这个相当小的地理

区域范围内，复杂的地形容易造成剧烈的生态分层（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ｓｔｒａｔ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以及较高的栖息地异质性［５６］。 在

地形和气候的相互作用下，高的栖息地异质性和稳定性在一定程度上造成特有种数量多但分布幅窄的现象。
值得注意的是，本研究区域位于我国喜马拉雅山东段，属于温带地区，虽然所有物种的多度⁃分布幅关系正相

关，但该区的特有种多度⁃分布幅关系为不相关；这表明某地区特有种占所有物种的比例会的提高会减弱该区

所有物种总体多度⁃分布幅的正相关关系。
调查结果发现特有种和非特有种的平均多度和分布中心存在着差异。 特有种的平均多度及分布中心均

高于非特有种。 这可能与以下原因有关：１）喜马拉雅山沟谷与外界的地理隔离程度较高，而且在更新世冰期

气候相对稳定［５６］，栖息地环境稳定，这有利于当地特有种维持稳定的种群，导致其生态特化程度比非特有种

高［１５］；２）青藏高原可能位于很多非特有种的分布边缘，预计它们的多度会由分布中心向边缘递减［５７—５８］，所以

分布在喜马拉雅山的非特有种多度相对较低；３）特有种长期生活在喜马拉雅山，获得的竞争优势可能比非特

有种要大［５９］。 这跟 Ｗｅｎ 等［１２］对中国西南山区非飞行小型哺乳动物其特有种多度高于非特有种的解释是相

符的。 另外，山地系统的地理隔离程度一般随着海拔上升而增加［６０］，隔离程度越高，物种的特化程度也越

高［２１］。 Ｓáｎｃｈｅｚ 对墨西哥南部啮齿动物的调查发现，其特有种仅分布于中高海拔地区［６１］。 猜测勒布沟中高

海拔地区隔离程度相对较高，特有种的比例会随着海拔上升而增加，容易导致其分布中心比非特有种高。

４　 结论

勒布沟鸟类多度垂直分布格局为驼峰格局。 特有性对鸟类多度⁃垂直分布幅关系存在影响。 对特有种和

非特有种的多度与垂直分布中心差异的比较，有助于了解特有性对多度⁃分布幅关系的影响。 地理隔离是造

成差异的重要原因之一。 但在验证多度⁃分布幅关系的研究中，关注特有种和非特有种差异的文章较少，相关

的研究亟待进一步深入开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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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度
Ａｂｕｎｄａｎｃ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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Ｓｐｅｃｉｅｓ ｒａｎｇｅ

ｓｉｚｅ ／ 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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Ｅｌｅｖａｔｉｏｎａｌ ｒａｎｇｅ

ｃｅｎｔｅｒ ／ ｍ

隼形目 ＦＡＬＣＯＮＩＦＯＲＭＥＳ

鹰科 Ａｃｃｉｐｉｔｒｉｄａｅ

高山兀鹫 Ｇｙｐｓ ｈｉｍａｌａｙｅｎｓｉｓ Ⅱ ２ ２７３ ３３５０

胡兀鹫 Ｇｙｐａｅｔｕｓ ｂａｒｂａｔｕｓ Ⅰ １ １００ ４７００

雀鹰 Ａｃｃｉｐｉｔｅｒ ｎｉｓｕｓ Ⅱ １ １００ ３３００

鹰雕 Ｓｐｉｚａｅｔｕｓ ｎｉｐａｌｅｎｓｉｓ Ⅱ １ １００ ４４０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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雉科 Ｐｈａｓｉａｎｉｄａｅ

藏雪鸡 Ｔｅｔｒａｏｇａｌｌｕｓ ｔｉｂｅｔａｎｕｓ Ⅱ ２３ １００ ４８３０

雪鹑 Ｌｅｒｗａ ｌｅｒｗａ Ｅ ４５ １０８ ４８５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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棕尾虹雉 Ｌｏｐｈｏｐｈｏｒｕｓ ｉｍｐｅｊａｎｕｓ Ⅰ， Ｅ １１ １４６ ４０３６

鸻形目 ＣＨＡＲＡＤＲＩＩＦＯＲＭＥＳ

鹬科 Ｓｃｏｌｏｐａｃｉｄａｅ

红脚鹬 Ｔｒｉｎｇａ ｔｏｔａｎｕｓ ４ １００ ４３００

鸽形目 ＣＯＬＵＭＢＩＦＯＲＭＥＳ

鸠鸽科 Ｃｏｌｕｍｂｉｄａｅ

点斑林鸽 Ｃｏｌｕｍｂａ ｈｏｄｇｓｏｎｉｉ ４３ １０００ ２９８６

山斑鸠 Ｓｔｒｅｐｔｏｐｅｌｉａ ｏｒｉｅｎｔａｌｉｓ ６６ １１９６ ３３２０

雪鸽 Ｃｏｌｕｍｂａ ｌｅｕｃｏｎｏｔａ ６２ ８７６ ４３９５

岩鸽 Ｃｏｌｕｍｂａ ｒｕｐｅｓｔｒｉｓ ２１ １１９ ３４０５

鹃形目 ＣＵＣＵＬＩＦＯＲＭＥＳ

杜鹃科 Ｃｕｃｕｌｉｄａｅ

大杜鹃 Ｃｕｃｕｌｕｓ ｃａｎｏｒｕｓ ６ １７５ ４４１７

大鹰鹃 Ｃｕｃｕｌｕｓ ｓｐａｒｖｅｒｉｏｉｄｅｓ ２ ２８０ ２８００

雨燕目 ＡＰＯＤＩＦＯＲＭＥＳ

雨燕科 Ａｐｏｄｉｄａｅ

白腰雨燕 Ａｐｕｓ ｐａｃｉｆｉｃｕｓ １０ １００ ３５００

小白腰雨燕 Ａｐｕｓ ｎｉｐａｌｅｎｓｉｓ ３６１ ２１１４ ３５８０

５７２３　 ８ 期 　 　 　 陈淑甜　 等：喜马拉雅山东段鸟类多度⁃垂直分布幅关系：特有种与非特有种的对比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ｃｎ

续表

目名 Ｏｒｄｅｒ ／ 科名 Ｆａｍｉｌｙ ／
中文名 拉丁名 Ｃｈｉｎｅｓｅ ＆ Ｓｃｉｅｎｔｉｆｉｃ ｎａｍｅ

保护级别，特有性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
ｇｒａｄｅ， Ｅｎｄｅｍｉｓｍ

多度
Ａｂｕｎｄａｎｃｅ

分布幅
Ｓｐｅｃｉｅｓ ｒａｎｇｅ

ｓｉｚｅ ／ ｍ

垂直分布中心
Ｅｌｅｖａｔｉｏｎａｌ ｒａｎｇｅ

ｃｅｎｔｅｒ ／ ｍ

佛法僧目 ＣＯＲＡＣＩＩＦＯＲＭＲＳ

佛法僧科 Ｃｏｒａｃｉｉｄａｅ

棕胸佛法僧 Ｃｏｒａｃｉａｓ ｂｅｎｇｈａｌｅｎｓｉｓ １ １００ ３８００

戴胜目 ＵＰＵＰＩＦＯＲＭＥＳ

戴胜科 Ｕｐｕｐｉｄａｅ

戴胜 Ｕｐｕｐａ ｅｐｏｐｓ １ １００ ３６００

形目 ＰＩＣＩＦＯＲＭＥＳ

啄木鸟科 Ｐｉｃｉｄａｅ

赤胸啄木鸟 Ｐｉｃｏｉｄｅｓ ｃａｔｈｐｈａｒｉｕｓ １ １００ ３１００

黄颈啄木鸟 Ｓｙｌｖｉｐａｒｕｓ ｍｏｄｅｓｔｕｓ ３ ７１０ ２６３３

棕腹啄木鸟 Ｐｉｃｏｉｄｅｓ ｈｙｐｅｒｙｔｈｒｕｓ １ １００ ３２００

雀形目 ＰＡＳＳＥＲＩＦＯＲＭＥＳ

鹎科 Ｐｙｃｎｏｎｏｔｉｄａｅ

黑短脚鹎 Ｈｙｐｓｉｐｅｔｅｓ ｌｅｕｃｏｃｅｐｈａｌｕｓ １００ ６１５ ２６０９

伯劳科 Ｌａｎｉｉｄａｅ

灰背伯劳 Ｌａｎｉｕｓ ｔｅｐｈｒｏｎｏｔｕｓ ５１ １４２９ ３５３７

鸫科 Ｔｕｒｄｉｄａｅ

白顶溪鸲 Ｃｈａｉｍａｒｒｏｒｎｉｓ ｌｅｕｃｏｃｅｐｈａｌｕｓ １１１ ２１６６ ３３９３

白颈鸫 Ｔｕｒｄｕｓ ａｌｂｏｃｉｎｃｔｕｓ ９３ １０１５ ３２３３

光背地鸫 Ｚｏｏｔｈｅｒａ ｍｏｌｌｉｓｓｉｍａ Ｅ ２ ５８２ ４４００

红尾水鸲 Ｒｈｙａｃｏｒｎｉｓ ｆｕｌｉｇｉｎｏｓｕｓ １２７ ２０７５ ２８１４

红胁蓝尾鸲 Ｔａｒｓｉｇｅｒ ｃｙａｎｕｒｕｓ １２ ２４５ ３８７５

灰翅鸫 Ｔｕｒｄｕｓ ｂｏｕｌｂｏｕｌ ６ ２２１ ２７５０

灰林鵖 Ｓａｘｉｃｏｌａ ｆｅｒｒｅｕｓ ３ ４９５ ２６３３

金色林鸲 Ｔａｒｓｉｇｅｒ ｃｈｒｙｓａｅｕｓ １３ ５４８ ３９５４

蓝大翅鸲 Ｇｒａｎｄａｌａ ｃｏｅｌｉｃｏｌｏｒ ４７ ３８９ ４６１１

蓝额红尾鸲 Ｐｈｏｅｎｉｃｕｒｕｓ ｆｒｏｎｔａｌｉｓ １０７ １０９９ ４３３４

栗腹矶鸫 Ｍｏｎｔｉｃｏｌａ ｒｕｆｉｖｅｎｔｒｉｓ １６ １４９７ ２８８８

乌鸫 Ｔｕｒｄｕｓ ｍｅｒｕｌａ ｍａｎｄａｒｉｎｕｓ ２８ １９８０ ３８８２

小燕尾 Ｅｎｉｃｕｒｕｓ ｓｃｏｕｌｅｒｉ １ １００ ３４００

赭红尾鸲 Ｐｈｏｅｎｉｃｕｒｕｓ ｏｃｈｒｕｒｏｓ １２ １３７ ４４１７

紫啸鸫 Ｍｙｏｐｈｏｎｕｓ ｃａｅｒｕｌｅｕｓ ７７ ２１２３ ２８４９

花蜜鸟科 Ｎｅｃｔａｒｉｎｉｉｄａｅ

火尾太阳鸟 Ａｅｔｈｏｐｙｇａ ｉｇｎｉｃａｕｄａ ２５ １３９６ ３４４８

蓝喉太阳鸟 Ａｅｔｈｏｐｙｇａ ｇｏｕｌｄｉａｅ ３３ １６８４ ３１５２

绿喉太阳鸟 Ａｅｔｈｏｐｙｇａ ｎｉｐａｌｅｎｓｉｓ ４１ ９０５ ３２２９

画眉科 Ｔｉｍａｌｉｉｄａｅ

斑喉希鹛 Ｍｉｎｌａ ｓｔｒｉｇｕｌａ １９ ４６６ ３２９５

纯色噪鹛 Ｇａｒｒｕｌａｘ ｓｕｂｕｎｉｃｏｌｏｒ ２ １００ ３１００

大噪鹛 Ｇａｒｒｕｌａｘ ｍａｘｉｍｕｓ ４ １００ ３４００

黑顶奇鹛 Ｈｅｔｅｒｏｐｈａｓｉａ ｃａｐｉｓｔｒａｔａ Ｅ １９９ １４１０ ２８６１

黑顶噪鹛 Ｇａｒｒｕｌａｘ ａｆｆｉｎｉｓ ３７４ １７８６ ３４６１

红头穗鹛 Ｓｔａｃｈｙｒｉｓ ｒｕｆｉｃｅｐｓ ６ １００ ２７００

红头噪鹛 Ｇａｒｒｕｌａｘ ｅｒｙｔｈｒｏｃｅｐｈａｌｕｓ Ｅ ８６ １０７９ ３０１６

红嘴相思鸟 Ｌｅｉｏｔｈｒｉｘ ｌｕｔｅａ ７ ２０５ ２６１４

６７２３ 　 生　 态　 学　 报　 　 　 ４２ 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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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目名 Ｏｒｄｅｒ ／ 科名 Ｆａｍｉｌｙ ／
中文名 拉丁名 Ｃｈｉｎｅｓｅ ＆ Ｓｃｉｅｎｔｉｆｉｃ ｎａｍｅ

保护级别，特有性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
ｇｒａｄｅ， Ｅｎｄｅｍｉｓｍ

多度
Ａｂｕｎｄａｎｃｅ

分布幅
Ｓｐｅｃｉｅｓ ｒａｎｇｅ

ｓｉｚｅ ／ ｍ

垂直分布中心
Ｅｌｅｖａｔｉｏｎａｌ ｒａｎｇｅ

ｃｅｎｔｅｒ ／ ｍ

黄颈凤鹛 Ｙｕｈｉｎａ ｆｌａｖｉｃｏｌｌｉｓ １３８ ９９４ ２８４５

火尾希鹛 Ｍｉｎｌａ ｉｇｎｏｔｉｎｃｔａ ４ １００ ３１００

纹喉凤鹛 Ｙｕｈｉｎａ ｇｕｌａｒｉｓ １３ １０８６ ２９２３

细纹噪鹛 Ｇａｒｒｕｌａｘ ｌｉｎｅａｔｕｓ Ｅ １０ １４２５ ２８４０

小鳞胸鹪鹛 Ｐｎｏｅｐｙｇａ ｐｕｓｉｌｌａ ３ １００ ２５６７

眼纹噪鹛 Ｇａｒｒｕｌａｘ ｏｃｅｌｌａｔｕｓ ２６ １３９０ ３１４２

杂色噪鹛 Ｇａｒｒｕｌａｘ ｖａｒｉｅｇａｔｅｓ Ｅ ４ ７５５ ３８２５

棕颈钩嘴鹛 Ｐｏｍａｔｏｒｈｉｎｕｓ ｒｕｆｉｃｏｌｌｉｓ ３ １００ ２７００

棕臀凤鹛 Ｙｕｈｉｎａ ｏｃｃｉｐｉｔａｌｉｓ ７９ １４４４ ３２０５

鹡鸰科 Ｍｏｔａｃｉｌｌｉｄａｅ

白鹡鸰 Ｍｏｔａｃｉｌｌａ ａｌｂａ １ １００ ２４００

粉红胸鹨 Ａｎｔｈｕｓ ｒｏｓｅａｔｕｓ １９ １２３１ ４４１６

树鹨 Ａｎｔｈｕｓ ｈｏｄｇｓｏｎｉ ６８ １６７２ ４３３５

鹪鹩科 Ｔｒｏｇｌｏｄｙｔｉｄａｅ

鹪鹩 Ｔｒｏｇｌｏｄｙｔｅｓ ｔｒｏｇｌｏｄｙｔｅｓ ８ ７１２ ４０６３

卷尾科 Ｄｉｃｒｕｒｉｄａｅ

黑卷尾 Ｄｉｃｒｕｒｕｓ ｍａｃｒｏｃｅｒｃｕｓ ３７ ５８２ ２５６５

灰卷尾 Ｄｉｃｒｕｒｕｓ ｌｅｕｃｏｐｈａｅｕｓ １ １００ ２６００

雀科 Ｐａｓｓｅｒｉｄａｅ

棕颈雪雀 Ｐｙｒｇｉｌａｕｄａ ｒｕｆｉｃｏｌｌｉｓ １ １００ ４３００

山椒鸟科 Ｃａｍｐｅｐｈａｇｉｄａｅ

短嘴山椒鸟 Ｐｅｒｉｃｒｏｃｏｔｕｓ ｂｒｅｖｉｒｏｓｔｒｉｓ １１ ４６５ ３３６４

粉红山椒鸟 Ｐｅｒｉｃｒｏｃｏｔｕｓ ｒｏｓｅｕｓ １ １００ ３４００

长尾山椒鸟 Ｐｅｒｉｃｒｏｃｏｔｕｓ ｅｔｈｏｌｏｇｕｓ ２９ ８９７ ３２５２

山雀科 Ｐａｒｉｄａｅ

大山雀 Ｐａｒｕｓ ｍａｊｏｒ ４ １０３ ３１５０

褐冠山雀 Ｐａｒｕｓ ｄｉｃｈｒｏｕｓ １９ １１０９ ３４３２

黑冠山雀 Ｐａｒｕｓ ｒｕｂｉｄｉｖｅｎｔｒｉｓ ４ １００ ３９７５

绿背山雀 Ｐａｒｕｓ ｍｏｎｔｉｃｏｌｕｓ １７６ １５４８ ２９１６

煤山雀 Ｐａｒｕｓ ａｔｅｒ １６ ３５２ ３９７５

扇尾鹟科 Ｒｈｉｐｉｄｕｒｉｄａｅ

白喉扇尾鹟 Ｒｈｉｐｉｄｕｒａ ａｌｂｉｃｏｌｌｉｓ ３ １００ ２５６７

鹟科 Ｍｕｓｃｉｃａｐｉｄａｅ

北灰鹟 Ｍｕｓｃｉｃａｐａ ｄａｕｕｒｉｃａ ３１ ８０９ ２６７１

橙胸姬鹟 Ｆｉｃｅｄｕｌａ ｓｔｒｏｐｈｉａｔａ ６ １２６１ ３２６７

大仙鹟 Ｎｉｌｔａｖａ ｇｒａｎｄｉｓ ２ １００ ３５００

方尾鹟 Ｃｕｌｉｃｉｃａｐａ ｃｅｙｌｏｎｅｎｓｉｓ ２ １００ ２７００

铜蓝鹟 Ｅｕｍｙｉａｓ ｔｈａｌａｓｓｉｎａ １３ ５８５ ２４６９

乌鹟 Ｍｕｓｃｉｃａｐａ ｓｉｂｉｒｉｃａ １９ ５１６ ２７０５

棕腹仙鹟 Ｎｉｌｔａｖａ ｓｕｎｄａｒａ ２１ １６２４ ２８９５

旋木雀科 Ｃｅｒｔｈｉｉｄａｅ

红腹旋木雀 Ｃｅｒｔｈｉａ ｎｉｐａｌｅｎｓｉｓ Ｅ ２ １００ ３２００

旋木雀 Ｃｅｒｔｈｉａ ｆａｍｉｌｉａｒｉｓ ３ １００ ３３００

鸦科 Ｃｏｒｖｉｄａｅ

大嘴乌鸦 Ｃｏｒｖｕｓ ｍａｃｒｏｒｈｙｎｃｈｏｓ ７ ４０３ ３６５７

７７２３　 ８ 期 　 　 　 陈淑甜　 等：喜马拉雅山东段鸟类多度⁃垂直分布幅关系：特有种与非特有种的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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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目名 Ｏｒｄｅｒ ／ 科名 Ｆａｍｉｌｙ ／
中文名 拉丁名 Ｃｈｉｎｅｓｅ ＆ Ｓｃｉｅｎｔｉｆｉｃ ｎａｍｅ

保护级别，特有性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
ｇｒａｄｅ， Ｅｎｄｅｍｉｓｍ

多度
Ａｂｕｎｄａｎｃｅ

分布幅
Ｓｐｅｃｉｅｓ ｒａｎｇｅ

ｓｉｚｅ ／ ｍ

垂直分布中心
Ｅｌｅｖａｔｉｏｎａｌ ｒａｎｇｅ

ｃｅｎｔｅｒ ／ ｍ

红嘴山鸦 Ｐｙｒｒｈｏｃｏｒａｘ ｐｙｒｒｈｏｃｏｒａｘ ２６２ ２０１３ ４５９８

黄嘴蓝鹊 Ｕｒｏｃｉｓｓａ ｆｌａｖｉｒｏｓｔｒｉｓ ８ １２２５ ２７５０

黄嘴山鸦 Ｐｙｒｒｈｏｃｏｒａｘ ｇｒａｃｕｌｕｓ ２０ １０２９ ３３０５

松鸦 Ｇａｒｒｕｌｕｓ ｇｌａｎｄａｒｉｕｓ ２ ７５５ ３１５０

星鸦 Ｎｕｃｉｆｒａｇａ ｃａｒｙｏｃａｔａｃｔｅｓ ８ ９２２ ３１８８

鸦雀科 Ｐａｒａｄｏｘｏｒｎｉｔｈｉｄａｅ

褐鸦雀 Ｐａｒａｄｏｘｏｒｎｉｓ ｕｎｉｃｏｌｏｒ ２ １００ ３０００

岩鹨科 Ｐｒｕｎｅｌｌｉｄａｅ

领岩鹨 Ｐｒｕｎｅｌｌａ ｃｏｌｌａｒｉｓ ７７ ７５８ ４６７１

棕胸岩鹨 Ｐｒｕｎｅｌｌａ ｓｔｒｏｐｈｉａｔａ ６４ ４９１ ４２８３

燕科 Ｈｉｒｕｎｄｉｎｉｄａｅ

烟腹毛脚燕 Ｄｅｌｉｃｈｏｎ ｄａｓｙｐｕｓ １０８ ３９９ ３２４３

岩燕 Ｐｔｙｏｎｏｐｒｏｇｎｅ ｒｕｐｅｓｔｒｉｓ １５ １００ ２８００

燕雀科 Ｆｒｉｎｇｉｌｌｉｄａｅ

暗胸朱雀 Ｃａｒｐｏｄａｃｕｓ ｎｉｐａｌｅｎｓｉｓ １５ ４１４ ４３３３

白斑翅拟蜡嘴雀 Ｍｙｃｅｒｏｂａｓ ｃａｒｎｉｐｅｓ ６８ １４９２ ３６４１

白眉朱雀 Ｃａｒｐｏｄａｃｕｓ ｔｈｕｒａ Ｅ ５６ ７９５ ４１６４

大朱雀 Ｃａｒｐｏｄａｃｕｓ ｒｕｂｉｃｉｌｌａ ２０ ５３０ ４２１５

高山金翅雀 Ｃａｒｄｕｅｌｉｓ ｓｐｉｎｏｉｄｅｓ ８８ １４６８ ２９３８

红眉朱雀 Ｃａｒｐｏｄａｃｕｓ ｐｕｌｃｈｅｒｒｉｍｕｓ ７ ５１３ ４０２９

红头灰雀 Ｐｙｒｒｈｕｌａ ｅｒｙｔｈｒｏｃｅｐｈａｌａ Ｅ ２３ １１７６ ３６３５

红胸朱雀 Ｃａｒｐｏｄａｃｕｓ ｐｕｎｉｃｅｕｓ ４ ４２４ ４８００

黄颈拟蜡嘴雀 Ｍｙｃｅｒｏｂａｓ ａｆｆｉｎｉｓ １ １００ ２４００

黄嘴朱顶雀 Ｃａｒｄｕｅｌｉｓ ｆｌａｖｉｒｏｓｔｒｉｓ ２ １００ ４６００

林岭雀 Ｌｅｕｃｏｓｔｉｃｔｅ ｎｅｍｏｒｉｃｏｌａ １２ ６５０ ４４６７

普通朱雀 Ｃａｒｐｏｄａｃｕｓ ｅｒｙｔｈｒｉｎｕｓ ４ １００ ４３００

血雀 Ｈａｅｍａｔｏｓｐｉｚａ ｓｉｐａｈｉ １７ ５０４ ２８７１

棕朱雀 Ｃａｒｐｏｄａｃｕｓ ｅｄｗａｒｄｓｉｉ ２ ２７４ ４１５０

莺科 Ｓｙｌｖｉｉｄａｅ

暗绿柳莺 Ｐｈｙｌｌｏｓｃｏｐｕｓ ｔｒｏｃｈｉｌｏｉｄｅｓ １２０ １８７５ ３２３８

橙斑翅柳莺 Ｐｈｙｌｌｏｓｃｏｐｕｓ ｐｕｌｃｈｅｒ １０１ １８６８ ３６５９

淡黄腰柳莺 Ｐｈｙｌｌｏｓｃｏｐｕｓ ｃｈｌｏｒｏｎｏｔｕｓ Ｅ １２７ １７５０ ３２７５

冠纹柳莺 Ｐｈｙｌｌｏｓｃｏｐｕｓ ｒｅｇｕｌｏｉｄｅｓ ３２１ １８８３ ３２３３

黑脸鹟莺 Ａｂｒｏｓｃｏｐｕｓ ｓｃｈｉｓｔｉｃｅｐｓ １１ １０１５ ２８３６

黄腹柳莺 Ｐｈｙｌｌｏｓｃｏｐｕｓ ａｆｆｉｎｉｓ ３０ １３５１ ４０５９

灰喉柳莺 Ｐｈｙｌｌｏｓｃｏｐｕｓ ｍａｃｕｌｉｐｅｎｎｉｓ ３７ ９９９ ３２７０

金眶鹟莺 Ｓｅｉｃｅｒｃｕｓ ｂｕｒｋｉｉ Ｅ ５０ ９７４ ３０５８

栗头鹟莺 Ｓｅｉｃｅｒｃｕｓ ｃａｓｔａｎｉｃｅｐｓ ２１ ２３３ ２６４８

强脚树莺 Ｃｅｔｔｉａ ｆｏｒｔｉｐｅｓ ３ ３５８ ２５６７

韦氏鹟莺 Ｓｅｉｃｅｒｃｕｓ ｗｈｉｓｔｌｅｒｉ Ｅ ４ １１３ ３０７５

乌嘴柳莺 Ｐｈｙｌｌｏｓｃｏｐｕｓ ｍａｇｎｉｒｏｓｔｒｉｓ ５０３ １６９２ ３０９０

烟柳莺 Ｐｈｙｌｌｏｓｃｏｐｕｓ ｆｕｌｉｇｉｖｅｎｔｅｒ ２４ ６５２ ３６５０

棕顶树莺 Ｃｅｔｔｉａ ｂｒｕｎｎｉｆｒｏｎｓ ２３ ６０３ ４０２２

　 　 Ⅰ：国家一级保护动物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Ｆｉｒｓｔ⁃ｃｌａｓｓ Ｐｒｏｔｅｃｔｅｄ Ａｎｉｍａｌ；Ⅱ：国家二级保护动物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Ｓｅｃｏｎｄ⁃ｃｌａｓｓ Ｐｒｏｔｅｃｔｅｄ Ｓｐｅｃｉｅｓ； Ｅ：特有种

Ｅｎｄｅｍｉｃ ｓｐｅｃｉｅ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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