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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气候变化和人类活动加剧导致全球自然湿地迅速退化，依赖湿地生存的水鸟种群随之显著下降。 因此，保护水鸟及其栖

息地成为当前的紧迫任务，掌握各地水鸟的多样性与空间分布格局是制定有效保护措施的基础。 云南省湿地资源丰富，掌握其

水鸟的多样性、分布、居留类型及生态需求将为湿地保护提供重要支持。 通过实地调查、文献查阅和公民科学数据分析，评估了

云南省水鸟的多样性与空间分布，并基于实地调查数据探讨了影响水鸟多样性的关键环境因子。 结果显示，云南省共有 １９４ 种

水鸟，具多样的居留类型、生态类群和营养生态位，但水鸟资源状况分布不均，优势种较少，偶见种较多；面积较大的湖泊和水库

为水鸟集中分布的区域；湿地面积、类型及湿地间距是影响水鸟多样性的主要因素。 建议加强面积较大湿地越冬和迁徙水鸟的

监测，并扩大其他区域和季节的调查覆盖范围。 同时，湿地恢复和建设应考虑不同生态类型水鸟的生境需求，特别是保护和营

造浅水沼泽和滩涂湿地，以为大量的涉禽提供栖息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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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多样性保护是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我国履行 ＣＯＰ１５“昆明⁃蒙特利尔全球生物多

样性框架”的关键任务。 作为全球三大生态系统之一，湿地在维持生态平衡方面具有重要作用，可为众多野

生动物（特别是水鸟）提供必需的栖息地。 按照国际湿地的定义，水鸟是指主要在水域及其周边栖息，并在身

体结构上具有一系列适应于游泳、潜水或涉水特征的鸟类。 过去一个世纪，随着人口增长和气候变化的加剧，
全球自然湿地已消失或退化近半，依赖湿地生存的水鸟种群数量随之大幅下降［１］。 在中国分布的 ２６０ 种水鸟

中，３２．３％的水鸟种群数量呈下降趋势，其中栖息地丧失是主要原因［２］。 因此，加强湿地和水鸟的保护已成为

我国亟待解决的任务。 然而，水鸟种类繁多，生态类型各异，许多水鸟具有迁徙特性，加之不同地区的环境差

异，导致水鸟分布具有明显的地域性特征［３］。 换句话说，不同地区和季节的水鸟多样性有所不同，水鸟的保

护和管理需要基于当地的实际情况进行［３—４］。
云南省位于中国西南边陲，南接中南半岛，北邻青藏高原，地处“中国西南山地、东喜马拉雅地区和印

度—缅甸”三大生物地理区的交汇地带［５］。 该省江河纵横，水系复杂，是西南地区淡水湖泊分布最多的省

份［６］，同时也是云贵高原湖区的核心区域［７］。 因此，掌握云南省水鸟的多样性、空间分布、居留类型及生态需

求，并探讨影响水鸟多样性的关键环境因子，对于水鸟保护和管理具有重要的科学意义。
目前，尚无专门针对云南省水鸟多样性与空间分布的综合研究报道，但可以从一些鸟类多样性研究中获

得相关信息。 例如，杨岚等通过整理近 １７０ 年来中外学者的研究成果，以及中国科学院昆明动物研究所的长

期实地调查数据，撰写了《云南鸟类志·上卷·非雀型目》一书，记录了云南省 １１５ 种水鸟［８］；杨晓君和杨岚

在此基础上补充了新纪录物种，形成《云南湿地鸟类》一文，纪录水鸟 １３６ 种［９］。 后续不断更新，分别在《云南

鸟类物种多样性现状》一文中纪录 １４３ 种［１０］，《云南省生物物种名录（２０１６ 版）》一书中纪录 １６９ 种［１１］。 在郑

光美先生主编的《中国鸟类分类与分布名录（第四版）》中，这一记录达到了 １８２ 种［１２］。 近年来，我国开展了

大量鸟类多样性动态监测工作和基础性调查编目工作，建立了全国鸟类多样性观测网络 （ Ｃｈｉｎａ ＢＯＮ⁃
Ｂｉｒｄｓ） ［１３］，并在多个省份进行了繁殖期鸟类和越冬水鸟的观测［１４—１６］。 另外，随着公民科学的发展，观鸟活动

逐渐兴起，为鸟类监测提供了新的手段，尤其在时间和区域尺度上积累了大量基础数据［１７—１９］。 因此，有必要

对云南省水鸟多样性进行更新，并分析其生态需求，以提供科学依据，推动有效的保护和管理。
探讨影响水鸟分布的关键环境因子是提升保护效果的关键。 水深、植被、食物可获得性、湿地拓扑结构、

盐度及水位波动等因素通过复杂的相互作用影响水鸟的分布，在水鸟群落构建时需充分考虑各种潜在的生态

位因子［３］。 然而，传统观点认为云贵高原是水鸟，特别是鹤类和鸥类的重要越冬地［２０］，许多相关研究多集中

在冬季，重点关注水鸟多样性、空间分布、珍稀物种保护及集群鸟类的种群动态和栖息地利用。 然而，这些研

究大多仅涉及单个湿地，而对整个云南省的水鸟多样性与空间分布的研究则相对较少［２１］。 仅有少数针对某

些特定类群的研究，例如傅伟对云南省 ２６ 个湖泊或水库的冬季雁鸭类组成及其空间分布格局的分析［２２］。 因

此，在全省范围内系统性研究影响水鸟多样性的关键环境因子是必要的。
基于此，本研究拟通过实地调查、文献查阅及观鸟数据收集，旨在探讨云南省水鸟的多样性及空间分布状

况，并通过系统的实地调查数据分析影响水鸟多样性的关键生态因子，为后续保护和管理工作提供科学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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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方法

１．１　 研究区域概况

云南省位于长江、珠江、澜沧江、红河、怒江、伊洛瓦底江的上游或源头，湿地总面积达 ５９．３０ 万 ｈｍ２，类型

丰富。 主要的湿地类型包括河流、水库和湖泊，三者合计占湿地面积的 ８３．３４％，其中河流占 ３３．８８％，水库占

３１．１５％，湖泊占 １８． ３１％。 此外，面积较大的湿地类型还包括坑塘 （ ７． ５５％）、内陆滩涂 （ ５． １３％） 和沟渠

（２．８２％）。 其他类型的湿地，如森林沼泽、灌丛沼泽、沼泽草地和沼泽地，其面积占比均在 １％以下。 尽管云南

湿地面积仅占全国湿地总面积的 １．０６％，但其湿地植物和脊椎动物种类分别占全国的 ５３．８９％和 ４３．５１％，是
国家乃至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的重点区域［２３］。
１．２　 数据获取

１．２．１　 水鸟数据获取

通过实地调查、文献查阅和公民科学数据库获取 ２０２４ 年 ６ 月 ３０ 日之前的鸟类分布数据。
（１）实地调查

采用湖面扫描法进行湖内调查［２４］。 对于面积大于 １０ ｋｍ２的湿地采用系统抽样法调查，即沿湖（库）每隔

５—７ ｋｍ 设置一个视野较好的观察点，用双筒望远镜（ＯＬＹＭＰＵＳ １０ × ４２ ＥＸ ＷＰ）和单筒望远镜（Ｃａｒｌ Ｚｅｉｓｓ
ＤｉａＳｃｏｐｅ ８５ Ｔ∗ＦＬ）扫描观察记录半径约为 １ ｋｍ 范围内的水鸟种类及其数量；对于面积小于 １０ ｋｍ２的湿地，
采用全调查完成。 大雾、雨天、大风、寒潮等天气不进行调查。

实地调查分别于 ２０１７ 年 １—２ 月、２０２１ 年 １２ 月、２０２２ 年 １—３ 月、２０２３ 年 １ 月和 ２０２４ 年 １ 月在云南省部

分面积大于 １ ｋｍ２ 的湿地进行。 其中 ２０１７ 年越冬水鸟调查于 ２０１７ 年 １ 月 ９ 日至 ２ 月 ２０ 日完成，调查人员固

定，合计 ６５ 个湿地，包括淡水湖泊 ２２ 个（面积 １．４７—３０３．５１ ｋｍ２），沼泽型湖泊 ２ 个（２．１７—７．６８ ｋｍ２），水库 ４１
个（０．１２—１３．２９ ｋｍ２）。

（２）文献查阅

通过中国知网、万方、Ｗｅｂ ｏｆ Ｓｃｉｅｎｃｅ 等数据库查阅。 以中国知网数据库为例进行主题或全文专业检索，
格式为：ＴＩ ＝（‘新记录’＋‘新纪录’＋‘新发现’）ＡＮＤ ＦＴ＝（‘鸟类’＋‘云南’）。 对检索结果进行人工筛选。 补

充查阅涉及云南省湿地水鸟的书籍资料，如《云南鸟类志·上卷·非雀型目》 ［８］、《云南湿地》 ［２５］ 和中国湿地

（云南卷） ［２６］等。
（３）公民科学数据获取

通过中国观鸟记录中心（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ｂｉｒｄｒｅｐｏｒｔ．ｃｎ ／ ）、全球生物多样性信息网络（ＧＢＩＦ）、《云南鸟讯》 ［２７］，
以及百度、Ｂｉｎｇ 等搜索引擎获取水鸟物种及分布数据。 对提供正确图片的纪录进行采纳，对存疑（不符合常

规分布）和无法确定真实性的纪录不采纳。
１．２．２　 环境数据获取

湿地面积及海拔：基于 ２０１７ 年 １ 月卫星影像，在 Ｇｏｏｇｌｅ Ｅａｒｔｈ 中勾勒出各湿地的面状图层，并导入

ＡｒｃＭａｐ １０．８（Ｅｓｒｉ Ｉｎｃ．）软件，转化为投影坐标后，计算各湿地的面积及海拔。
湿地类型：参照《云南湿地》 ［２５］的描述和现场调查情况判定。
平均水深：参照《云南湿地》及各湿地官方网站获取，对于无法获取的数据，从全球湿地水深数据集

（ＧＬＯＢａｔｈｙ） ［２８］获取，该数据的分辨率为 ３０ ｍ。
人类足迹指数（Ｈｕｍａｎ ｆｏｏｔｐｒｉｎｔ ｉｎｄｅｘ）：考虑到湖（库）心（特别是面积较大湖泊和水库）人为干扰较小，以

及大部分游禽及涉禽的主要活动范围，以湖（库）岸线为中心，生成 ２００ ｍ 的缓冲带，用该缓冲带的平均人类

足迹指数代表该湿地的人为干扰程度。 人类足迹指数数据来源于 Ｔｈｅ Ｗｏｒｌｄ Ｓｅｔｔｌｅｍｅｎｔ Ｆｏｏｔｐｒｉｎｔ （ＷＳＦ２０１９），
分辨率为 １０ ｍ［２９］。

气象数据：来源于国家青藏高原科学数据中心，分辨率为 １ ｋｍ，按湿地范围分别提取 ２０１７ 年 １ 月的降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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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平均气温、最高气温和最低气温［３０—３３］。
１．３　 数据分析

１．３．１　 水鸟的生态类型、居留型、营养生态位、优势度划分

生态类型（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ｇｕｉｌｄ）：参考 Ｍａ 等的方法［３］ 以及 ＡＶＯＮＥＴ 数据库提供的体重和喙长数据［３４］，将云

南省水鸟划分为 ５ 种生态类群：①浮水游禽（Ｄａｂｂｌｉｎｇ ｗａｔｅｒｂｉｒｄ）：如大部分河鸭属 Ａｎａｓ 鸟类；②潜水游禽

（Ｄｉｖｉｎｇ ｗａｔｅｒｂｉｒｄ）：如大部分潜鸭属 Ａｙｔｈｙａ 及鸬鹚科 Ｐｈａｌａｃｒｏｃｏｒａｃｉｄａｅ、科 Ｐｏｄｉｃｉｐｅｄｉｄａｅ 鸟类；③小型涉

禽（Ｓｍａｌｌ ｓｈｏｒｅｂｉｒｄ）：体重＜２００ ｇ 且喙长＜７０ ｍｍ 的水鸟，其取食水深通常小于 ５ ｃｍ，主要为鹬科 Ｓｃｏｌｏｐａｃｉｄａｅ
的大部分鸟类； ④大型涉禽（Ｌａｒｇｅ ｗａｄｅｒ）：体重＞１０００ ｇ 或喙长＞８０ ｍｍ 的水鸟，其取食水深达 ３０ ｃｍ，主要为

鹤科 Ｇｒｕｉｄａｅ，鹳科 Ｃｉｃｏｎｉｉｄａｅ，鹮科 Ｔｈｒｅｓｋｉｏｒｎｉｔｈｉｄａｅ 的所有鸟类及鹭科 Ａｒｄｅｉｄａｅ 的部分鸟类；⑤ 中型涉禽

（Ｌａｒｇｅ ｓｈｏｒｅｂｉｒｄ）：除上述小型涉禽和大型涉禽以外的其他涉禽，其取食水深可达 １５ ｃｍ。
居留型（Ｒｅｓｉｄｅｎｃｙ ｔｙｐｅ）：根据鸟类在云南出现的季节及停留时间，并参考《中国鸟类分类与分布名录（第

四版）》 ［１２］，划分为留鸟（Ｒｅｓｉｄｅｎｔ）、夏候鸟（Ｓｕｍｍｅｒ ｖｉｓｉｔｏｒ）、旅鸟（Ｐａｓｓａｇｅ ｍｉｇｒａｎｔ）、冬候鸟（Ｗｉｎｔｅｒ ｖｉｓｉｔｏｒ）和
迷鸟（Ｖａｇｒａｎｔ ｖｉｓｉｔｏｒ）。

营养生态位（Ｔｒｏｐｈｉｃ ｎｉｃｈｅ）：参照 ＡＶＯＮＥＴ 数据库［３４］，根据取食环境和主要食物组成，划分为水草食性

（Ｈｅｒｂｉｖｏｒｅ ａｑｕａｔｉｃ）、陆草食性（Ｈｅｒｂｉｖｏｒｅ ｔｅｒｒｅｓｔｒｉａｌ）、水生肉食性（Ａｑｕａｔｉｃ ｐｒｅｄａｔｏｒ）、虫食性（Ｉｎｖｅｒｔｉｖｏｒｅ）和杂

食性（Ｏｍｎｉｖｏｒｅ）。
优势度（Ｄｏｍｉｎａｎｃｅ）：考虑到大多数水鸟的可识别范围以及避免重复计数，以 ５００ ｍ×５００ ｍ 栅格作为观

测单元［３５］，同一栅格内的观察点视作同一个点，获取该观测单元每个物种单次调查的最大值作为该物种个体

数量，将某物种在所有观测单元数量的累积值作为该物种在云南省的总数量［３６］。 采用 Ｂｅｒｇｅｒ⁃Ｐａｒｋｅｒ（Ｄ）指数

判别水鸟的优势度，当 Ｄ ≥ ５％时，该水鸟为优势种；当 ０．５％≤Ｄ＜５％时，该水鸟为常见种；当 ０．０５％≤Ｄ＜
０．５％时，该水鸟为稀有种；当 Ｄ＜０．０５％时，该水鸟为偶见种［３７］。
１．３．２　 珍稀物种划分

珍稀物种包括列入《中国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名录》 （２０２１ 年版）的国家一级和二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
《国际自然保护联盟濒危物种红色名录》 ［３８］或《中国生物多样性红色名录·脊椎动物·第二卷·鸟类》 ［３９］ 的

受胁物种，以及列入 ＣＩＴＥＳ 附录（２０２３ 年版）的物种。
１．３．３　 水鸟多样性及空间分布

将所有实地调查数据、文献数据和公民科学数据作为云南省水鸟的多样性数据本底。 基于 ２０１７ 年 １ 月

卫星影像，在 Ｇｏｏｇｌｅ Ｅａｒｔｈ 中勾勒出各个湿地的面状图层。 以湿地为单元，分别统计出各湿地物种数和珍稀

物种数；采用核密度法分别计算并绘制所有物种和珍稀物种的空间分布。
１．３．４　 影响水鸟多样性的环境因子分析

考虑相同调查人员的鸟类识别能力及野外调查数据的一致性，以及单次调查（即相同年的同一季节）尽
可能涉及不同面积和不同类型的湿地，采用 ２０１７ 年 １—２ 月的实地调查数据作以下分析。

（１） 影响水鸟物种多样性的因子分析

按湿地将每个物种的个体数做平方根转化后计算其 Ｓｈａｎｎｏｎ⁃Ｗｅｉｎｅｒ 多样性指数 （ Ｓｈａｎｎｏｎ⁃Ｗｅｉｎｅｒ
ｄ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ｉｎｄｅｘ，Ｈｅ′），并和物种数（Ｓｐｅｃｉｅｓ ｒｉｃｈｎｅｓｓ）分别作为响应变量；将湿地相对面积（Ｌｎ 转化）、湿地类型、
平均水深、人类足迹指数、海拔、调查月份的平均气温、最高气温、最低气温和降水量作为预测变量。 采用随机

森林（Ｒａｎｄｏｍ Ｆｏｒｅｓｔ）作回归分析，在 Ｒ 软件通过 ｒｆＰｅｒｍｕｔｅ 包对预测变量重要性的显著水平进行评估，并对具

有显著性的变量与上述水鸟多样性指数分别作 Ｓｐｅｒｍａｎ 相关性分析。 通过非参数检验（Ｇａｍｅｓ⁃Ｈｏｗｅｌｌ ｔｅｓｔ）分
析不同湿地类型的水鸟多样性差异。

（２） 影响水鸟物种组成的环境因子分析

①采用 Ｂｒａｙ⁃Ｃｒｕｔｉｓ 方法计算湿地间水鸟物种组成的相似性，并与湿地间的距离做 Ｓｐｅｒｍａｎ 相关分析；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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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算湿地间的共有物种数，并与湿地间的距离以及两湿地间的最小面积做 Ｓｐｅｒｍａｎ 相关分析。
为了可视化湿地间距离和物种组成的相似性关系，参考王金亮和高雁［４０］ 的方法，将云南省的区位划分

为：滇中（昆明市、楚雄州）、滇西（保山市、德宏州）、滇西北（大理州、丽江市、迪庆州、怒江州）、滇西南（临沧

市、普洱市）、滇东南（玉溪市、红河州、文山州）、滇东北（曲靖市、昭通市）、滇南（西双版纳州），各湿地按照所

隶属的行政区归属到相应的区位中。

２　 结果

２．１　 物种多样性

共纪录水鸟 １９４ 种，隶属 １０ 目 ２３ 科。 其中，珍稀物种有 ７０ 种，占总物种数的 ３６．０８％。 具体来说，包括

国家一级和二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分别为 ２２ 种和 ３８ 种；世界或中国红色名录受胁物种 ４０ 种；ＣＩＴＥＳ 附录Ⅰ
或附录Ⅱ物种 １７ 种（附录 Ａ）。
２．２　 居留型及生态类群

水鸟在居留型、生态类群和营养生态位方面表现出高度的多样性。 其中，冬候鸟和旅鸟物种数最多，冬候

鸟主要以游禽为主，旅鸟主要以小型涉禽为主；水生肉食性种类占比最多（图 １）。

图 １　 云南省水鸟的不同生态类群、居留型和营养生态位之间的关联性

Ｆｉｇ．１　 Ｓｐｅｃｉｅｓ ｒｉｃｈｎｅｓｓ ａｎｄ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ｓ ａｃｒｏｓｓ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ｇｕｉｌｄｓ， ｒｅｓｉｄｅｎｔ ｔｙｐｅｓ ａｎｄ ｔｒｏｐｈｉｃ ｎｉｃｈｅｓ ｏｆ ｗａｔｅｒｂｉｒｄｓ ｉｎ Ｙｕｎｎａｎ

Ｐｒｏｖｉｎｃｅ　

图中数字示物种数

居留型：５１ 种鸟类显示出两种及以上的居留类型。 其中，冬候鸟和旅鸟物种数最多，分别为 ８９ 种（占比

４５．８８％）和 ７４ 种（占比 ３８．１４％）。 此外，留鸟为 ３１ 种（占比 １５．９８％），夏候鸟为 ３２ 种（占比 １６．４９％），迷鸟或

居留状态尚不确定的鸟类为 ２７ 种（占比 １３．９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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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类群：涉禽种类最多，达到 １１４ 种（占比 ５８．７６％），其中大型涉禽 ３４ 种（占比 １７．５３％）、中型涉禽 １８
种（占比 ９．２８％）、小型涉禽 ６２ 种（占比 ３１．９６％）。 游禽共 ８０ 种（占比 ４１．２４％），其中浮水游禽 ５４ 种（占比

２７．８４％），潜水游禽 ２６ 种（占比 １３．４０％）。
营养生态位：水生肉食性鸟类最多，达 １２５ 种（占比 ６４．４３％）；杂食性鸟类次之，为 ３４ 种（占比 １７．５３％）；

水草食性鸟类 ２３ 种（占比 １１．８６％），陆草食性鸟类 ７ 种（占比 ３．６１％），虫食性鸟类 ５ 种（占比 ２．５８％）。
２．３　 优势度

云南省水鸟资源分布不均，优势种仅 ２ 种，占比 １．０３％，分别为白骨顶 Ｆｕｌｉｃａ ａｔｒａ 和红嘴鸥 Ｃｈｒｏｉｃｏｃｅｐｈａｌｕｓ
ｒｉｄｉｂｕｎｄｕｓ，二者个体数量分别占全省的 ３０．５３％和 ２０．９３％；常见种为 ２６ 种，占比 １３．４０％；稀有种 １９ 种，占比

９．７９％；偶见种 １４７ 种，占比 ７５．７７％。 从生态类群上看，无论是游禽还是涉禽，其偶见种都居多，分别占其所属

生态类群的 ６６．２５％和 ６５．２７％，其中浮水游禽 ３８ 种，占比 ４７．５０％，小型涉禽 ５７ 种，占比 ５０％，二者合计占全部

水鸟总物种数的 ４８．９７％（图 ２ 和附表 Ａ）。

图 ２　 云南省不同生态类群水鸟的优势度

Ｆｉｇ．２　 Ｄｏｍｉｎａｎｃｅ ａｃｒｏｓｓ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ｇｕｉｌｄｓ ｏｆ ｗａｔｅｒｂｉｒｄｓ ｉｎ Ｙｕｎｎａｎ Ｐｒｏｖｉｎｃｅ

２．４　 空间分布

总体而言，面积较大的湖泊和水库是水鸟物种数量较多的区域；珍稀水鸟也主要集中分布于这些区域

（图 ３）。 这些湿地主要分布在海拔较高的云贵高原面上（图 ３）。
２．５　 影响水鸟多样性的关键因子

２．５．１　 影响水鸟多样性（α 多样性）的关键因子

９ 个生态因子对水鸟物种数的累积方差解释率为 ２４．５６％，对 Ｓｈａｎｎｏｎ⁃Ｗｅｉｎｅｒ 多样性指数的累积解释率

为 ２．２６％，湿地面积和湿地类型是关键因子（图 ４）。 物种数与湿地相对面积呈显著正相关关系（Ｒ２ ＝ ０．３９，Ｐ＜
０．０１），Ｓｈａｎｎｏｎ⁃Ｗｅｉｎｅｒ 多样性指数（Ｈｅ′）与湿地相对面积显著正相关（Ｒ２ ＝ ０．０２，Ｐ＜０．０１）。 此外，珍稀物种数

也与湿地面积显著正相关（Ｒ２ ＝ ０．１３，Ｐ＜０．０１，图 ５）。 不同湿地类型的水鸟物种数具有显著差异（Ｆ２ ＝ １１．３２，
Ｐ＜０．００）。 其中，湖泊中的水鸟物种数（１９．８６±９．９６ ＳＤ）显著高于水库中的水鸟物种数（９．８８±６．７０ ＳＤ），但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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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均与沼泽型湿地中的水鸟物种数（１３．００±９．１３ ＳＤ）无显著差异。

图 ３　 云南湿地水鸟总体及珍稀物种多样性及空间分布

Ｆｉｇ．３　 Ｓｐｅｃｉｅｓ ｒｉｃｈｎｅｓｓ ａｎｄ ｓｐａｔｉａｌ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ｏｔａｌ ａｎｄ ｐｒｏｔｅｃｔｅｄ ｏｒ ｔｈｒｅａｔｅｎｅｄ ｗａｔｅｒｂｉｒｄｓ ｏｆ Ｙｕｎｎａｎ Ｐｒｏｖｉｎｃｅ

图 ４　 基于随机森林分析的影响水鸟多样性的潜在重要环境因子

Ｆｉｇ．４　 Ｍｅａｎ ｐｒｅｄｉｃｔｏｒ 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ｃｅ （ｐｅｒｃｅｎｔａｇｅ ｏｆ ｉｎｃｒｅａｓｅ ｏｆ ｍｅａｎ ｓｑｕａｒｅ ｅｒｒｏｒ） ｏｆ ｐｏｔｅｎｔｉａｌ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ｄｒｉｖｅｒｓ ｆｏｒ ｔｈｅ ｗａｔｅｒｂｉｒｄ ｄ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ａｍｏｎｇ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ｗｅｔｌａｎｄｓ ｉｎ Ｙｕｎｎａｎ Ｐｒｏｖｉｎｃｅ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ｒａｎｄｏｍ ｆｏｒｅｓｔ ａｎａｌｙｓｅｓ

２．５．２　 影响水鸟物种组成（β 多样性）的关键因子

湿地间共有物种数和湿地最小面积呈显著正相关（Ｒ２ ＝ ０．２７，Ｐ＜０．０１，图 ５）；两个湿地之间物种组成相似

性和湿地间距呈显著负相关（Ｒ２ ＝ ０．０４，Ｐ＜０．０１，图 ６）。

３　 讨论

本研究结合了大量的历史调查数据、文献数据和公民科学数据，得出了较为全面的云南省水鸟物种名录，
可为研究人员和相关保护部门提供重要的基础数据。 根据《中国鸟类分类与分布名录（第四版）》 ［１２］，我国水

鸟总计 １１ 目 ３２ 科 ３１８ 种，其中云南省共计 １８２ 种。 本研究共纪录云南省水鸟 １０ 目 ２３ 科 １９４ 种，占全国水鸟

物种的 ６１．０１％。 相比于前述名录中的 １８２ 种，本研究新增了 １２ 种，使得云南省位列全国第五，仅次于台湾

（２３１ 种）、广东（２０４ 种）、香港（２０１ 种）和浙江（１９８ 种）。 此外，７０ 种为珍稀物种，进一步表明云南是中国水

鸟的重要分布区，加强对云南省水鸟的保护工作，对云贵高原乃至整个中国的水鸟保护都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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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５　 云南省湿地面积与物种数的相关性

Ｆｉｇ．５　 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ｉｏｎ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ｒｅｌａｔｉｖｅ ａｒｅａ ａｎｄ ｓｐｅｃｉｅｓ ｒｉｃｈｎｅｓｓ ｏｆ ｗｅｔｌａｎｄｓ ｉｎ Ｙｕｎｎａｎ Ｐｒｏｖｉｎｃｅ

本研究对物种名录进行梳理时，发现瘤鸭 Ｓａｒｋｉｄｉｏｒｎｉｓ ｍｅｌａｎｏｔｏｓ、斑嘴鹈鹕 Ｐｅｌｅｃａｎｕｓ ｐｈｉｌｉｐｐｅｎｓｉｓ、绿背鸬鹚

Ｐｈａｌａｃｒｏｃｏｒａｘ ｃａｐｉｌｌａｔｕｓ 和石鸻 Ｂｕｒｈｉｎｕｓ ｏｅｄｉｃｎｅｍｕｓ 在云南超过 ５０ 年未被发现。 经文献追溯，瘤鸭最早记录于

《Ｔｈｅ ｂｉｒｄｓ ｏｆ Ｃｈｉｎａ》 ［４１］，书中描述“Ｕｎｄｏｕｂｔｅｄｌｙ ｂｒｅｅｄｓ ｉｎ ｓｏｕｔｈ ａｎｄ ｗ Ｙｕｎｎａｎ，ａｓ ｔｈｉｓ ｄｕｃｋ ｉｓ ｋｎｏｗｎ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ｓｏｕｔｈｅｒｎ Ｓｈａｎ Ｓｔａｔｅ，ｎ Ｔｈａｉｌａｎｄ，ａｎｄ ｔｈｅ Ｉｎｄｏｃｈｉｎｅｓｅ 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该记录可能来源于推测。 斑嘴鹈鹕和绿背鸬鹚

自 Ｌａ Ｔｏｕｃｈｅ 于 １９２０ 年冬季在蒙自与个旧交界处的大屯海（Ｌａｋｅ Ｔａｈｕｎｇ）分别采集到标本外［４２］，至今未纪

录。 石鸻自 １９６２ 年在德宏州芒市发现后，至今未见报道。 另外，赤颈鹤 Ａｎｔｉｇｏｎｅ ａｎｔｉｇｏｎｅ 和丹顶鹤 Ｇｒｕｓ
ｊａｐｏｎｅｎｓｉｓ 也已超过 ４０ 年未被再次发现［４３］。 尽管上述几个物种在云南已多年未发现，但没有充分的证据或者

充足的调查证实其在云南已经灭绝，加之近几年彩鹳 Ｍｙｃｔｅｒｉａ ｌｅｕｃｏｃｅｐｈａｌａ、黑腹蛇鹈 Ａｎｈｉｎｇａ ｍｅｌａｎｏｇａｓｔｅｒ 、沙
丘鹤 Ａｎｔｉｇｏｎｅ ｃａｎａｄｅｎｓｉｓ 等的发现，说明仍有极大可能在云南被再次发现。

在水鸟居留类型的分析中，发现云南水鸟具有多样的居留型，这和 Ｗａｎｇ 等长年逐月在滇池的实地调查

结果相似［４４］。 尽管大多数过境鸟（特别是小型涉禽）数量稀少，但迁徙具有年间连续性［４４］，表明云南不仅是

水鸟的重要越冬地，也是迁徙中途停歇地和繁殖地。 另外，本研究发现有 ２７ 种水鸟为迷鸟或居留状况不清，
这些鸟通常为偶见鸟，这与云南省处于边陲地区，一些鸟可能由边境国家扩散而来，或与调查（特别是对河流

的调查）不够充分有一定关系。 本研究的一个重要发现是 ５８．７６％的水鸟属于涉禽，其中有 ６２ 种为小型涉禽，
湖（库）滨浅滩、沼泽等浅水区域是这类涉禽所必需的栖息地。 然而，云南省的湖泊湿地湖滨带通常较为狭

窄，易受人为干扰的影响，六七十年代大量的围湖造田、防浪埂建设等使本就稀少的湖滨沼泽湿地大量减

少［４５］，且近些年以水质净化和人类游憩为主要目的建设的湖滨人工湿地也多为“库塘型”，未能充分考虑水

鸟特别是涉禽的生境需求［４６］，因此，需对涉禽的保护引起重视。 另外，本研究发现云南省的水鸟资源分布不

均匀，优势种较少，稀有种和偶见种（特别是中小型涉禽）居多，可能原因有：（１）云南省的湿地资源分布不

均［４５］，主要的面状湿地类型是湖泊和水库，水域面积较大，可为较大数量的游禽提供足够的栖息地，而沼泽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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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６　 湿地间物种组成相似性 ／ ％

Ｆｉｇ．６　 Ｓｉｍｉｌａｒｉｔｙ （％） ｏｆ ｓｐｅｃｉｅｓ 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ａｍｏｎｇ ｗｅｔｌａｎｄｓ

括号内数字为各湿地的物种数

浅水栖息地面积较少，不足以支撑或吸引大量的涉禽；（２）红嘴鸥数量庞大。 受投喂影响，近年来，昆明滇池

每年有约 ４ 万余只红嘴鸥越冬［４４］；（３）物种的生活史特征（如繁殖能力、食物专一性等）、社会组织（如婚配制

度）和种间竞争［４７—５０］等不同所致。 综合考虑云南省水鸟的居留特点、生态类型和资源分布状况，以及基于生

物多样性⁃生态系统功能（Ｂｉｏｄ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ｅｃｏｓｙｓｔｅｍ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ｉｎｇ，ＢＥＦ）的保护理念［５１］，建议继续加强冬候鸟的监

测，增加其他季节特别是迁徙季节的监测以及种间关系的研究；同时，人工湿地建设需纳入梯度设计，营造不

同水深和植被类型的栖息地［５２］，特别是为大量涉禽保留一定面积的浅滩或沼泽［５３—５４］。
从空间分布看，云南省的水鸟主要集中在海拔较高的云贵高原面上。 其主要原因可能是这些区域分布着

云南省的主要湖泊（如九大高原湖泊）和水库，为大量水鸟提供了良好的栖息地。 另一个可能的原因是这些

地区的调查和监测力度较大，同时也是观鸟爱好者的热门地点。 相比之下，元江西南部的大型湖泊和水库较

少，监测力度相对较弱，导致这一地区的水鸟多样性较低。 然而，这些区域往往位于河流中下游，河流冲积扇

所形成的浅滩及其附近的水稻田可能为大中型涉禽提供栖息地。 历史记录的赤颈鹤以及近年来发现的黑头

白鹮 Ｔｈｒｅｓｋｉｏｒｎｉｓ ｍｅｌａｎｏｃｅｐｈａｌｕｓ 等稀有物种，主要出现在这些区域；得益于观鸟爱好者的贡献，近年来很多水

鸟新纪录也出现在这些区域［５５—５６］。 因此，这些区域可能还有潜在的珍稀水鸟种群，建议充分调动观鸟爱好者

的力量，进一步加强监测或开展专项调查，以评估栖息地状况，并采取适宜的保护措施。 本研究发现，影响水

５９４３　 ７ 期 　 　 　 王荣兴　 等：云南湿地水鸟多样性及空间分布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ｃｎ

鸟多样性的 ９ 个生态因子的方差解释率仅为 ２４．５６％，而 Ｓｈａｎｎｏｎ⁃Ｗｅｉｎｅｒ 多样性指数的解释率更低，仅为

２．２６％。 这表明影响水鸟多样性的因素非常复杂，可能还受到随机过程的影响，例如中国华北平原和长江中

下游越冬水鸟群落的构建过程［５７—５８］。 因此，未来研究应基于长期监测，进一步探讨云南省水鸟多样性的形成

机制。 在本研究中，湿地面积被证明是最关键的生态因子，湿地面积越大，水鸟物种数越多。 通常来说，较大

的湿地面积能提供更丰富和多样的可利用栖息地，也能更有效地缓解水鸟面临的人类干扰。 例如，湿地面积

越大，人为干扰的影响就会被稀释，从而有利于物种的生存［４９，５９—６０］。 此外，本研究还发现湿地物种组成的相

似性（或共有物种）受多种因素的影响。 两个湿地间，最小湿地面积越大，共存物种越多，这表明很多水鸟物

种需要较大的生存面积，这支持了选择性灭绝假说［６１］。 除了面积，湿地类型和湿地间距也是关键因素。 由于

大多数水鸟具备一定的迁飞能力，较小的湿地间距可以形成湿地网络，起到一个整体较大湿地的作用。 同时，
湿地之间的距离越近，越有利于更多不同迁飞能力的水鸟在其间周转，从而提高区域内水鸟物种的多样性和

相似性［６２］。 本研究还发现，湖泊湿地的水鸟多样性最高，这可能与湖泊湿地面积较大有关。 因此，基于此发

现，建议相关管理部门优先关注面积较大的湿地，尤其是大型湖泊，作为水鸟保护和监测的重点，同时要重点

加强其湖滨带水鸟（特别是涉禽）的监测。
本文基于多源数据，梳理了云南省水鸟的多样性及其空间分布，并探讨了影响冬季水鸟多样性的生态因

素。 然而，本研究仍存在一些不足，需要在后续研究中改进。 首先，实地调查的类型主要为大型湖泊和水库，
其他类型的湿地（如河流和水稻田）调查相对较少。 未来的研究应更加关注全省不同季节和不同湿地类型的

调查，特别是加强元江西南部主要河流下游及其毗邻湿地（尤其是沼泽和水稻田）的调查。 然而，河流调查属

于线性调查，涉及范围广、操作难度大，建议借助遥感技术初步识别潜在的水鸟栖息地，并对重要的栖息地进

行系统抽样和实地调查。 同时，建议保护管理部门制定专门的调查技术规程，并设立专项调查。 此外，建议充

分吸收观鸟爱好者的力量，建立水鸟监测网络，及时掌握水鸟及其栖息地的动态，并根据具体情况制定或调整

保护策略，例如设立保护小区等。 其次，本研究仅针对冬季水鸟多样性的生态因子进行分析，缺乏全年系统的

调查数据和分析。 由于稀有种水鸟的发现具有偶然性，单次调查难以全面反映湿地水鸟物种的真实组成。 未

来研究应采用分层抽样的方法，对代表性湿地（不同类型、面积和区域）进行长期系统监测，掌握各湿地的水

鸟分布动态及其栖息地变化，深入探讨水鸟多样性的维持机理，找到影响水鸟分布的关键因子，为制定更有针

对性的保护措施提供科学依据。

４　 结论和建议

本文通过多源数据系统整理了云南省水鸟的多样性和空间分布，并对影响水鸟多样性的关键环境因子作

了分析，结果发现云南省水鸟种类、居留型、生态类型等具有多样性；大型湖泊和水库是水鸟多样性最为丰度

的湿地类型。 基于本文的结果，提出如下水鸟及其栖息地监测管理建议：（１）重点调查区域：建议将面积较大

的湖泊和水库作为水鸟分布的重点监测区域。 （２）重点调查时间：应将冬季作为主要调查时段，同时补充其

他季节，特别是迁徙季节的调查，以获得更全面的水鸟数据。 （３）重点调查类群：除了需要重点调查游禽和大

型涉禽外，还应重视中小型涉禽及其栖息地的调查与保护。 具体而言，应保护湖滨自然沼泽湿地，并在人工湿

地建设中考虑不同水鸟的生境需求。 建议通过缓坡梯度设计的方式，营造具有不同水深和水生植被的栖息

地，特别是为小型涉禽保留一定的浅滩地。 （４）调查力量：应充分调动社会各界力量，特别是广泛吸纳观鸟爱

好者的参与，建立水鸟保护网络，为水鸟的实时保护和管理提供及时信息。 这将有助于加强重点湿地和珍稀

水鸟的保护，弥补当前的保护空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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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表

Ａ
　
云
南
省
水
鸟
名
录

Ｓｕ
ｐｐ

ｌｅ
ｍ
ｅｎ
ｔａ
ｒｙ

ｔａ
ｂｌ
ｅ
Ａ
　

Ｔｈ
ｅ
ｃｈ
ｅｃ
ｋｌ
ｉｓｔ

ｏｆ
ｔｈ
ｅ
ｗ
ａｔ
ｅｒ
ｂｉ
ｒｄ
ｓ
ｏｆ

Ｙ
ｕｎ

ｎａ
ｎ
Ｐｒ

ｏｖ
ｉｎ
ｃｅ

序
号

Ｓｅ
ｑｕ

ｅｎ
ｃｅ

ｎｕ
ｍ
ｂｅ

ｒ

物
种

名
Ｓｐ

ｅｃ
ｉｅ
ｓ

居
留

型
Ｒｅ

ｓｉｄ
ｅｎ

ｃｅ
优

势
度

Ｄｏ
ｍ
ｉｎ
ａｎ

ｃｅ

中
国

保
护

等
级

Ｌｅ
ｖｅ
ｌａ

ｔｔ
ｈｅ

ｎａ
ｔｉｏ

ｎａ
ｌｋ

ｅｙ
ｐｒ
ｏｔ
ｅｃ
ｔｅ
ｄ

ｗｉ
ｌｄ
ｌｉｆ
ｅ

中
国

受
胁

等
级

Ｔｈ
ｒｅ
ａｔ
ｅｎ

ｅｄ
ｌｅ
ｖｅ
ｌｉ

ｎ
Ｃｈ

ｉｎ
ａ

世
界

受
胁

等
级

Ｔｈ
ｒｅ
ａｔ
ｅｎ

ｅｄ
ｌｅ
ｖｅ
ｌｏ

ｆｔ
ｈｅ

ｗｏ
ｒｌｄ

国
际

贸
易

公
约

附
录

类
别

Ｃａ
ｔｅ
ｇｏ
ｒｙ

ａｔ
ｔｈ
ｅ
ａｐ

ｐｅ
ｎｄ

ｉｘ
ｏｆ

ＣＩ
ＴＥ

Ｓ

生
态

类
群

Ｅｃ
ｏｌ
ｏｇ
ｉｃ
ａｌ

ｇｕ
ｉｌｄ

营
养

生
态

位
Ｔｒ
ｏｐ

ｈｉ
ｃ

ｎｉ
ｃｈ

ｅ

喙
长

Ｂｅ
ａｋ

ｌｅ
ｎｇ

ｔｈ
／ｍ

ｍ

体
重

Ｍ
ａｓ
ｓ／

ｇ

Ⅰ
雁

形
目

ＡＮ
ＳＥ

ＲＩ
ＦＯ

ＲＭ
ＥＳ

　
　

　
　

　
　

　
　

　

Ｆ０
１

鸭
科

Ａｎ
ａｔ
ｉｄ
ａｅ

１
白

翅
栖

鸭
Ａｓ
ａｒ
ｃｏ
ｒｎ
ｉｓ
ｓｃ
ｕｔ
ｕｌ
ａｔ
ａ

Ｖ
偶

见
种

二
级

—
ＣＲ

Ⅰ
浮

水
游

禽
杂

食
性

６５
．１

２９
３７

．４

２
栗

树
鸭

Ｄｅ
ｎｄ

ｒｏ
ｃｙ
ｇｎ
ａ
ｊａ
ｖａ
ｎｉ
ｃａ

Ｓ，
Ｒ

偶
见

种
二

级
ＶＵ

ＬＣ
浮

水
游

禽
水

草
食

性
４１

．５
５１

９．
６

３
大

天
鹅

Ｃｙ
ｇｎ

ｕｓ
ｃｙ
ｇｎ

ｕｓ
Ｗ

偶
见

种
二

级
ＬＣ

ＬＣ
浮

水
游

禽
水

草
食

性
１０

１．
５

９３
５０

４
小

天
鹅

Ｃｙ
ｇｎ

ｕｓ
ｃｏ
ｌｕ
ｍ
ｂｉ
ａｎ

ｕｓ
Ｗ

偶
见

种
二

级
ＬＣ

ＬＣ
浮

水
游

禽
水

草
食

性
１０

０．
６

６３
７８

５
斑

头
雁

Ａｎ
ｓｅ
ｒｉ
ｎｄ

ｉｃｕ
ｓ

Ｗ
，Ｐ

常
见

种
ＬＣ

ＬＣ
浮

水
游

禽
陆

草
食

性
４６

．９
２２

１２
．６

６
灰

雁
Ａｎ

ｓｅ
ｒａ

ｎｓ
ｅｒ

Ｗ
常

见
种

ＬＣ
ＬＣ

浮
水

游
禽

陆
草

食
性

５８
．１

３３
０２

．４

７
鸿

雁
Ａｎ

ｓｅ
ｒｃ

ｙｇ
ｎｏ
ｉｄ
ｅｓ

Ｐ
偶

见
种

二
级

ＶＵ
ＥＮ

浮
水

游
禽

陆
草

食
性

９０
．３

３５
１１

．９

８
豆

雁
Ａｎ

ｓｅ
ｒｆ
ａｂ
ａｌ
ｉｓ

Ｗ
偶

见
种

ＬＣ
ＬＣ

浮
水

游
禽

陆
草

食
性

７３
２７

５４
．７

９
短

嘴
豆

雁
Ａｎ

ｓｅ
ｒｓ

ｅｒ
ｒｉｒ
ｏｓ
ｔｒｉ
ｓ

Ｗ
偶

见
种

ＬＣ
ＬＣ

浮
水

游
禽

陆
草

食
性

４８
．９

２６
６８

１０
白

额
雁

Ａｎ
ｓｅ
ｒａ

ｌｂ
ｉｆｒ
ｏｎ
ｓ

Ｗ
偶

见
种

二
级

ＬＣ
ＬＣ

浮
水

游
禽

陆
草

食
性

４６
．６

２５
０６

．４

１１
小

白
额

雁
Ａｎ

ｓｅ
ｒｅ

ｒｙ
ｔｈ
ｒｏ
ｐｕ
ｓ

Ｗ
偶

见
种

二
级

ＶＵ
ＶＵ

浮
水

游
禽

陆
草

食
性

３７
１７

５５
．５

１２
长

尾
鸭

Ｃｌ
ａｎ

ｇｕ
ｌａ

ｈｙ
ｅｍ

ａｌ
ｉｓ

Ｗ
偶

见
种

ＣＲ
ＶＵ

潜
水

游
禽

水
草

食
性

３２
．１

８７
１

１３
鹊

鸭
Ｂｕ

ｃｅ
ｐｈ
ａｌ
ａ
ｃｌａ

ｎｇ
ｕｌ
ａ

Ｗ
偶

见
种

ＬＣ
ＬＣ

潜
水

游
禽

水
生

肉
食

性
３８

．１
９１

８．
６

１４
斑

头
秋

沙
鸭

Ｍ
ｅｒ
ｇｅ
ｌｌｕ

ｓａ
ｌｂ
ｅｌｌ
ｕｓ

Ｗ
偶

见
种

二
级

ＬＣ
ＬＣ

潜
水

游
禽

水
生

肉
食

性
３２

６０
８．
６

１５
普

通
秋

沙
鸭

Ｍ
ｅｒ
ｇｕ

ｓｍ
ｅｒ
ｇａ

ｎｓ
ｅｒ

Ｗ
常

见
种

ＬＣ
ＬＣ

潜
水

游
禽

水
生

肉
食

性
６９

．４
１４

５１

１６
中

华
秋

沙
鸭

Ｍ
ｅｒ
ｇｕ

ｓｓ
ｑｕ
ａｍ

ａｔ
ｕｓ

Ｗ
偶

见
种

一
级

ＥＮ
ＥＮ

潜
水

游
禽

水
生

肉
食

性
６０

．１
１２

３４

１７
红

胸
秋

沙
鸭

Ｍ
ｅｒ
ｇｕ

ｓｓ
ｅｒ
ｒａ
ｔｏ
ｒ

Ｗ
偶

见
种

ＬＣ
ＬＣ

潜
水

游
禽

水
生

肉
食

性
６５

１０
１５

．２

１８
翘

鼻
麻

鸭
Ｔａ

ｄｏ
ｒｎ
ａ
ｔａ
ｄｏ
ｒｎ
ａ

Ｗ
偶

见
种

ＬＣ
ＬＣ

浮
水

游
禽

水
生

肉
食

性
５１

．５
１１

４６
．８

１９
赤

麻
鸭

Ｔａ
ｄｏ
ｒｎ
ａ
ｆｅｒ
ｒｕ
ｇｉ
ｎｅ
ａ

Ｓ，
Ｗ

常
见

种
ＬＣ

ＬＣ
浮

水
游

禽
杂

食
性

４４
．８

１２
３５

２０
瘤

鸭
Ｓａ

ｒｋ
ｉｄ
ｉｏ
ｒｎ
ｉｓ
ｍ
ｅｌａ

ｎｏ
ｔｏ
ｓ

Ｖ
偶

见
种

ＤＤ
（Ｎ

Ｅ）
ＬＣ

Ⅱ
浮

水
游

禽
水

草
食

性
５０

．９
２６

１０

２１
棉

凫
Ｎｅ

ｔｔａ
ｐｕ
ｓｃ

ｏｒ
ｏｍ

ａｎ
ｄｅ
ｌｉａ

ｎｕ
ｓ

Ｓ
稀

有
种

二
级

ＥＮ
ＬＣ

浮
水

游
禽

水
草

食
性

２５
．６

３９
１．
３

２２
鸳

鸯
Ａｉ
ｘ
ｇａ

ｌｅｒ
ｉｃｕ

ｌａ
ｔａ

Ｗ
，Ｐ

，Ｓ
偶

见
种

二
级

ＮＴ
ＬＣ

浮
水

游
禽

水
草

食
性

３１
．８

５６
７

２３
赤

嘴
潜

鸭
Ｎｅ

ｔｔａ
ｒｕ
ｆｉｎ

ａ
Ｗ

常
见

种
ＬＣ

ＬＣ
潜

水
游

禽
水

草
食

性
４９

．９
１１

１８

２４
红

头
潜

鸭
Ａｙ
ｔｈ
ｙａ

ｆｅｒ
ｉｎ
ａ

Ｗ
常

见
种

ＬＣ
ＶＵ

潜
水

游
禽

水
草

食
性

５０
．５

８２
３

２５
帆

背
潜

鸭
Ａｙ
ｔｈ
ｙａ

ｖａ
ｌｉｓ
ｉｎ
ｅｒ
ｉａ

Ｗ
偶

见
种

ＤＤ
（Ｎ

Ｅ）
ＬＣ

潜
水

游
禽

水
草

食
性

５８
．５

１２
０２

２６
青

头
潜

鸭
Ａｙ
ｔｈ
ｙａ

ｂａ
ｅｒ
ｉ

Ｗ
稀

有
种

一
级

ＣＲ
ＣＲ

潜
水

游
禽

水
草

食
性

４４
．７

６８
１．
２

９９４３　 ７ 期 　 　 　 王荣兴　 等：云南湿地水鸟多样性及空间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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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
表

序
号

Ｓｅ
ｑｕ

ｅｎ
ｃｅ

ｎｕ
ｍ
ｂｅ

ｒ

物
种

名
Ｓｐ

ｅｃ
ｉｅ
ｓ

居
留

型
Ｒｅ

ｓｉｄ
ｅｎ

ｃｅ
优

势
度

Ｄｏ
ｍ
ｉｎ
ａｎ

ｃｅ

中
国

保
护

等
级

Ｌｅ
ｖｅ
ｌａ

ｔｔ
ｈｅ

ｎａ
ｔｉｏ

ｎａ
ｌｋ

ｅｙ
ｐｒ
ｏｔ
ｅｃ
ｔｅ
ｄ

ｗｉ
ｌｄ
ｌｉｆ
ｅ

中
国

受
胁

等
级

Ｔｈ
ｒｅ
ａｔ
ｅｎ

ｅｄ
ｌｅ
ｖｅ
ｌｉ

ｎ
Ｃｈ

ｉｎ
ａ

世
界

受
胁

等
级

Ｔｈ
ｒｅ
ａｔ
ｅｎ

ｅｄ
ｌｅ
ｖｅ
ｌｏ

ｆｔ
ｈｅ

ｗｏ
ｒｌｄ

国
际

贸
易

公
约

附
录

类
别

Ｃａ
ｔｅ
ｇｏ
ｒｙ

ａｔ
ｔｈ
ｅ
ａｐ

ｐｅ
ｎｄ

ｉｘ
ｏｆ

ＣＩ
ＴＥ

Ｓ

生
态

类
群

Ｅｃ
ｏｌ
ｏｇ
ｉｃ
ａｌ

ｇｕ
ｉｌｄ

营
养

生
态

位
Ｔｒ
ｏｐ

ｈｉ
ｃ

ｎｉ
ｃｈ

ｅ

喙
长

Ｂｅ
ａｋ

ｌｅ
ｎｇ

ｔｈ
／ｍ

ｍ

体
重

Ｍ
ａｓ
ｓ／

ｇ

２７
白

眼
潜

鸭
Ａｙ
ｔｈ
ｙａ

ｎｙ
ｒｏ
ｃａ

Ｐ，
Ｗ

常
见

种
ＮＴ

ＮＴ
潜

水
游

禽
水

草
食

性
４１

．２
５７

４

２８
凤

头
潜

鸭
Ａｙ
ｔｈ
ｙａ

ｆｕ
ｌｉｇ

ｕｌ
ａ

Ｗ
，Ｐ

常
见

种
ＬＣ

ＬＣ
潜

水
游

禽
水

草
食

性
４３

．９
７０

１．
２

２９
斑

背
潜

鸭
Ａｙ
ｔｈ
ｙａ

ｍ
ａｒ
ｉｌａ

Ｗ
偶

见
种

ＬＣ
ＬＣ

潜
水

游
禽

水
生

肉
食

性
４７

．８
１０

０５
．４

３０
白

眉
鸭

Ｓｐ
ａｔ
ｕｌ
ａ
ｑｕ
ｅｒ
ｑｕ
ｅｄ
ｕｌ
ａ

Ｗ
稀

有
种

ＬＣ
ＬＣ

浮
水

游
禽

水
草

食
性

３９
．２

３２
５．
６

３１
琵

嘴
鸭

Ｓｐ
ａｔ
ｕｌ
ａ
ｃｌｙ

ｐｅ
ａｔ
ａ

Ｗ
，Ｐ

稀
有

种
ＬＣ

ＬＣ
浮

水
游

禽
水

生
肉

食
性

６８
．８

６１
２．
６

３２
花

脸
鸭

Ｓｉ
ｂｉ
ｒｉｏ

ｎｅ
ｔｔａ

ｆｏ
ｒｍ

ｏｓ
ａ

Ｗ
偶

见
种

二
级

ＮＴ
ＬＣ

Ⅱ
浮

水
游

禽
水

草
食

性
３７

．９
４３

４

３３
罗

纹
鸭

Ｍ
ａｒ
ｅｃ
ａ
ｆａ
ｌｃａ

ｔａ
Ｗ

偶
见

种
ＮＴ

ＮＴ
浮

水
游

禽
水

草
食

性
４６

．１
６４

５．
８３

３４
赤

膀
鸭

Ｍ
ａｒ
ｅｃ
ａ
ｓｔｒ
ｅｐ
ｅｒ
ａ

Ｗ
常

见
种

ＬＣ
ＬＣ

浮
水

游
禽

水
草

食
性

４８
．７

９１
５．
５８

３５
赤

颈
鸭

Ｍ
ａｒ
ｅｃ
ａ
ｐｅ
ｎｅ
ｌｏ
ｐｅ

Ｗ
常

见
种

ＬＣ
ＬＣ

浮
水

游
禽

杂
食

性
３８

．５
７７

０．
０３

３６
斑

嘴
鸭

Ａｎ
ａｓ

ｚｏ
ｎｏ
ｒｈ
ｙｎ
ｃｈ
ａ

Ｓ，
Ｒ，

Ｗ
常

见
种

ＬＣ
ＬＣ

浮
水

游
禽

水
草

食
性

５９
．９

１１
５６

３７
南

亚
斑

嘴
鸭

Ａｎ
ａｓ

ｐｏ
ｅｃ
ｉｌｏ
ｒｈ
ｙｎ
ｃｈ
ａ

Ｒ
常

见
种

ＬＣ
ＬＣ

浮
水

游
禽

水
草

食
性

６１
．１

１０
００

３８
绿

头
鸭

Ａｎ
ａｓ

ｐｌ
ａｔ
ｙｒ
ｈｙ
ｎｃ
ｈｏ
ｓ

Ｗ
常

见
种

ＬＣ
ＬＣ

浮
水

游
禽

水
草

食
性

５６
．２

８４
３．
４

３９
针

尾
鸭

Ａｎ
ａｓ

ａｃ
ｕｔ
ａ

Ｗ
稀

有
种

ＬＣ
ＬＣ

浮
水

游
禽

水
草

食
性

４３
．２

９４
４．
６

４０
绿

翅
鸭

Ａｎ
ａｓ

ｃｒ
ｅｃ
ｃａ

Ｗ
常

见
种

ＬＣ
ＬＣ

浮
水

游
禽

水
草

食
性

３５
．１

３４
１．
９

Ⅱ



目

ＰＯ
ＤＩ

ＣＩ
ＰＥ

ＤＩ
ＦＯ

ＲＭ
ＥＳ

Ｆ０
２




科
Ｐｏ

ｄｉ
ｃｉ
ｐｅ

ｄｉ
ｄａ

ｅ

４１
小




Ｔａ
ｃｈ
ｙｂ
ａｐ
ｔｕ
ｓｒ

ｕｆ
ｉｃｏ

ｌｌｉ
ｓ

Ｒ
常

见
种

ＬＣ
ＬＣ

潜
水

游
禽

水
生

肉
食

性
２３

．９
１６

９．
４

４２
凤

头



Ｐｏ

ｄｉ
ｃｅ
ｐｓ

ｃｒ
ｉｓｔ
ａｔ
ｕｓ

Ｗ
常

见
种

ＬＣ
ＬＣ

潜
水

游
禽

水
生

肉
食

性
５７

．５
７３

１

４３
黑

颈



Ｐｏ

ｄｉ
ｃｅ
ｐｓ

ｎｉ
ｇｒ
ｉｃｏ

ｌｌｉ
ｓ

Ｗ
，Ｐ

稀
有

种
二

级
ＬＣ

ＬＣ
潜

水
游

禽
水

生
肉

食
性

２６
．２

４１
２．
４

Ⅲ
红

鹳
目

ＰＨ
ＯＥ

ＮＩ
ＣＯ

ＰＴ
ＥＲ

ＩＦ
ＯＲ

Ｍ
ＥＳ

Ｆ０
３

红
鹳

科
Ｐｈ

ｏｅ
ｎｉ
ｃｏ
ｐｔ
ｅｒ
ｉｄ
ａｅ

４４
大

红
鹳

Ｐｈ
ｏｅ
ｎｉ
ｃｏ
ｐｔ
ｅｒ
ｕｓ

ｒｏ
ｓｅ
ｕｓ

Ｖ
偶

见
种

ＮＴ
ＬＣ

Ⅱ
大

型
涉

禽
水

生
肉

食
性

１２
４．
７

３０
３１

．６

Ⅳ
鹤

形
目

ＧＲ
ＵＩ

ＦＯ
ＲＭ

ＥＳ

Ｆ０
４

秧
鸡

科
Ｒａ

ｌｌｉ
ｄａ

ｅ

４５
白

喉
斑

秧
鸡

Ｒａ
ｌｌｉ
ｎａ

ｅｕ
ｒｉｚ
ｏｎ
ｏｉ
ｄｅ
ｓ

Ｐ
偶

见
种

ＶＵ
ＬＣ

小
型

涉
禽

杂
食

性
２５

．３
１０

９

４６
花

田
鸡

Ｃｏ
ｔｕ
ｒｎ
ｉｃｏ

ｐｓ
ｅｘ
ｑｕ
ｉｓｉ
ｔｕ
ｓ

Ｐ
偶

见
种

二
级

ＶＵ
ＬＣ

小
型

涉
禽

杂
食

性
１２

．４
６０

．９

４７
西

秧
鸡

Ｒａ
ｌｌｕ

ｓａ
ｑｕ
ａｔ
ｉｃｕ

ｓ
Ｒ

偶
见

种
ＬＣ

ＬＣ
小

型
涉

禽
水

生
肉

食
性

４２
１１

０．
７

４８
普

通
秧

鸡
Ｒａ

ｌｌｕ
ｓｉ
ｎｄ

ｉｃｕ
ｓ

Ｐ，
Ｓ

偶
见

种
ＬＣ

ＬＣ
小

型
涉

禽
水

生
肉

食
性

４０
．２

１０
４．
５

４９
灰

胸
秧

鸡
Ｌｅ
ｗｉ
ｎｉ
ａ
ｓｔｒ
ｉａ
ｔａ

Ｒ
偶

见
种

ＬＣ
ＬＣ

小
型

涉
禽

杂
食

性
３７

．４
１１

６

００５３ 　 生　 态　 学　 报　 　 　 ４５ 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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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
表

序
号

Ｓｅ
ｑｕ

ｅｎ
ｃｅ

ｎｕ
ｍ
ｂｅ

ｒ

物
种

名
Ｓｐ

ｅｃ
ｉｅ
ｓ

居
留

型
Ｒｅ

ｓｉｄ
ｅｎ

ｃｅ
优

势
度

Ｄｏ
ｍ
ｉｎ
ａｎ

ｃｅ

中
国

保
护

等
级

Ｌｅ
ｖｅ
ｌａ

ｔｔ
ｈｅ

ｎａ
ｔｉｏ

ｎａ
ｌｋ

ｅｙ
ｐｒ
ｏｔ
ｅｃ
ｔｅ
ｄ

ｗｉ
ｌｄ
ｌｉｆ
ｅ

中
国

受
胁

等
级

Ｔｈ
ｒｅ
ａｔ
ｅｎ

ｅｄ
ｌｅ
ｖｅ
ｌｉ

ｎ
Ｃｈ

ｉｎ
ａ

世
界

受
胁

等
级

Ｔｈ
ｒｅ
ａｔ
ｅｎ

ｅｄ
ｌｅ
ｖｅ
ｌｏ

ｆｔ
ｈｅ

ｗｏ
ｒｌｄ

国
际

贸
易

公
约

附
录

类
别

Ｃａ
ｔｅ
ｇｏ
ｒｙ

ａｔ
ｔｈ
ｅ
ａｐ

ｐｅ
ｎｄ

ｉｘ
ｏｆ

ＣＩ
ＴＥ

Ｓ

生
态

类
群

Ｅｃ
ｏｌ
ｏｇ
ｉｃ
ａｌ

ｇｕ
ｉｌｄ

营
养

生
态

位
Ｔｒ
ｏｐ

ｈｉ
ｃ

ｎｉ
ｃｈ

ｅ

喙
长

Ｂｅ
ａｋ

ｌｅ
ｎｇ

ｔｈ
／ｍ

ｍ

体
重

Ｍ
ａｓ
ｓ／

ｇ

５０
长

脚
秧

鸡
Ｃｒ
ｅｘ

ｃｒ
ｅｘ

Ｖ
偶

见
种

二
级

ＶＵ
ＬＣ

小
型

涉
禽

杂
食

性
２４

．２
１５

４．
９

５１
红

脚
田

鸡
Ｚａ

ｐｏ
ｒｎ
ｉａ

ａｋ
ｏｏ
ｌ

Ｒ
偶

见
种

ＬＣ
ＬＣ

小
型

涉
禽

杂
食

性
３１

．８
１３

１．
４

５２
红

胸
田

鸡
Ｚａ

ｐｏ
ｒｎ
ｉａ

ｆｕ
ｓｃ
ａ

Ｒ
偶

见
种

ＮＴ
ＬＣ

小
型

涉
禽

水
生

肉
食

性
２６

５７
．３

５３
斑

胁
田

鸡
Ｚａ

ｐｏ
ｒｎ
ｉａ

ｐａ
ｙｋ
ｕｌ
ｌｉｉ

Ｐ
偶

见
种

二
级

ＶＵ
ＮＴ

小
型

涉
禽

水
生

肉
食

性
２８

．５
１１

１

５４
小

田
鸡

Ｚａ
ｐｏ
ｒｎ
ｉａ

ｐｕ
ｓｉｌ
ｌａ

Ｐ，
Ｗ

偶
见

种
ＬＣ

ＬＣ
小

型
涉

禽
水

生
肉

食
性

１７
．４

３５
．４

５５
棕

背
田

鸡
Ｚａ

ｐｏ
ｒｎ
ｉａ

ｂｉ
ｃｏ
ｌｏ
ｒ

Ｒ
偶

见
种

二
级

ＬＣ
ＬＣ

小
型

涉
禽

杂
食

性
２５

．２
５７

．３

５６
白

胸
苦

恶
鸟

Ａｍ
ａｕ
ｒｏ
ｒｎ
ｉｓ
ｐｈ
ｏｅ
ｎｉ
ｃｕ
ｒｕ
ｓ

Ｓ，
Ｒ

偶
见

种
ＬＣ

ＬＣ
小

型
涉

禽
水

生
肉

食
性

３７
．１

１８
０

５７
白

眉
苦

恶
鸟

Ａｍ
ａｕ
ｒｏ
ｒｎ
ｉｓ
ｃｉｎ

ｅｒ
ｅａ

Ｖ
偶

见
种

ＬＣ
ＬＣ

小
型

涉
禽

水
生

肉
食

性
２４

．８
５２

．１

５８
董

鸡
Ｇａ

ｌｌｉ
ｃｒ
ｅｘ

ｃｉｎ
ｅｒ
ｅａ

Ｓ
偶

见
种

ＬＣ
ＬＣ

中
型

涉
禽

杂
食

性
４２

．８
３９

０．
４

５９
紫

水
鸡

Ｐｏ
ｒｐ
ｈｙ
ｒｉｏ

ｐｏ
ｌｉｏ
ｃｅ
ｐｈ
ａｌ
ｕｓ

Ｒ
常

见
种

二
级

ＶＵ
ＬＣ

中
型

涉
禽

水
草

食
性

５６
．２

７７
３．
９

６０
黑

水
鸡

Ｇａ
ｌｌｉ
ｎｕ

ｌａ
ｃｈ
ｌｏ
ｒｏ
ｐｕ
ｓ

Ｒ
常

见
种

ＬＣ
ＬＣ

中
型

涉
禽

杂
食

性
３３

．９
３３

９．
６

６１
白

骨
顶

Ｆｕ
ｌｉｃ
ａ
ａｔ
ｒａ

Ｒ，
Ｗ

优
势

种
ＬＣ

ＬＣ
潜

水
游

禽
水

草
食

性
３７

．７
７１

７．
１

Ｆ０
５

鹤
科

Ｇｒ
ｕｉ
ｄａ

ｅ

６２
白

鹤
Ｌｅ
ｕｃ
ｏｇ
ｅｒ
ａｎ

ｕｓ
ｌｅｕ

ｃｏ
ｇｅ
ｒａ
ｎｕ
ｓ

Ｗ
偶

见
种

一
级

ＣＲ
ＣＲ

Ⅰ
大

型
涉

禽
杂

食
性

１９
４．
５

５９
１３

．４

６３
沙

丘
鹤

Ａｎ
ｔｉｇ

ｏｎ
ｅ
ｃａ
ｎａ

ｄｅ
ｎｓ
ｉｓ

Ｖ
偶

见
种

二
级

ＮＴ
ＬＣ

Ⅱ
大

型
涉

禽
杂

食
性

１２
１．
１

４２
９６

．２

６４
赤

颈
鹤

Ａｎ
ｔｉｇ

ｏｎ
ｅ
ａｎ

ｔｉｇ
ｏｎ
ｅ

Ｐ
偶

见
种

一
级

ＲＥ
ＶＵ

Ⅱ
大

型
涉

禽
杂

食
性

１７
６．
２

５９
１６

．２

６５
蓑

羽
鹤

Ｇｒ
ｕｓ

ｖｉｒ
ｇｏ

Ｗ
偶

见
种

二
级

ＬＣ
ＬＣ

Ⅱ
大

型
涉

禽
杂

食
性

６８
．９

２４
１７

６６
丹

顶
鹤

Ｇｒ
ｕｓ

ｊａ
ｐｏ
ｎｅ
ｎｓ
ｉｓ

Ｖ
偶

见
种

一
级

ＥＮ
ＶＵ

Ⅰ
大

型
涉

禽
杂

食
性

１６
１

８７
８６

６７
灰

鹤
Ｇｒ
ｕｓ

ｇｒ
ｕｓ

Ｗ
常

见
种

二
级

ＮＴ
ＬＣ

Ⅱ
大

型
涉

禽
杂

食
性

１０
９．
４

５５
００

６８
白

头
鹤

Ｇｒ
ｕｓ

ｍ
ｏｎ
ａｃ
ｈａ

Ｐ
偶

见
种

一
级

ＥＮ
ＶＵ

Ⅰ
大

型
涉

禽
杂

食
性

１０
５．
３

３７
２９

．９

６９
黑

颈
鹤

Ｇｒ
ｕｓ

ｎｉ
ｇｒ
ｉｃｏ

ｌｌｉ
ｓ

Ｗ
常

见
种

一
级

ＶＵ
ＮＴ

Ⅰ
大

型
涉

禽
杂

食
性

１２
４．
４

６０
００

Ⅴ
潜

鸟
目

ＧＡ
ＶＩ

ＩＦ
ＯＲ

Ｍ
ＥＳ

Ｆ０
６

潜
鸟

科
Ｇａ

ｖｉ
ｉｄ
ａｅ

７０
红

喉
潜

鸟
Ｇａ

ｖｉａ
ｓｔｅ
ｌｌａ

ｔａ
Ｖ

偶
见

种
ＬＣ

ＬＣ
潜

水
游

禽
水

生
肉

食
性

６１
．６

１４
８６

７１
黑

喉
潜

鸟
Ｇａ

ｖｉａ
ａｒ
ｃｔｉ
ｃａ

Ｖ
偶

见
种

ＬＣ
ＬＣ

潜
水

游
禽

水
生

肉
食

性
７０

．９
２２

５１
．１

Ⅵ
鹱

形
目

ＰＲ
ＯＣ

ＥＬ
ＬＡ

ＲＩ
ＩＦ
ＯＲ

Ｍ
ＥＳ

Ｆ０
７

鹱
科

Ｐｒ
ｏｃ
ｅｌ
ｌａ
ｒｉｉ
ｄａ

ｅ

７２
褐

燕
鹱

Ｂｕ
ｌｗ
ｅｒ
ｉａ

ｂｕ
ｌｗ
ｅｒ
ｉｉ

Ｖ
偶

见
种

ＤＤ
ＬＣ

潜
水

游
禽

水
生

肉
食

性
２１

．２
９９

Ⅶ
鹳

形
目

ＣＩ
ＣＯ

ＮＩ
ＩＦ
ＯＲ

Ｍ
Ｅ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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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
表

序
号

Ｓｅ
ｑｕ

ｅｎ
ｃｅ

ｎｕ
ｍ
ｂｅ

ｒ

物
种

名
Ｓｐ

ｅｃ
ｉｅ
ｓ

居
留

型
Ｒｅ

ｓｉｄ
ｅｎ

ｃｅ
优

势
度

Ｄｏ
ｍ
ｉｎ
ａｎ

ｃｅ

中
国

保
护

等
级

Ｌｅ
ｖｅ
ｌａ

ｔｔ
ｈｅ

ｎａ
ｔｉｏ

ｎａ
ｌｋ

ｅｙ
ｐｒ
ｏｔ
ｅｃ
ｔｅ
ｄ

ｗｉ
ｌｄ
ｌｉｆ
ｅ

中
国

受
胁

等
级

Ｔｈ
ｒｅ
ａｔ
ｅｎ

ｅｄ
ｌｅ
ｖｅ
ｌｉ

ｎ
Ｃｈ

ｉｎ
ａ

世
界

受
胁

等
级

Ｔｈ
ｒｅ
ａｔ
ｅｎ

ｅｄ
ｌｅ
ｖｅ
ｌｏ

ｆｔ
ｈｅ

ｗｏ
ｒｌｄ

国
际

贸
易

公
约

附
录

类
别

Ｃａ
ｔｅ
ｇｏ
ｒｙ

ａｔ
ｔｈ
ｅ
ａｐ

ｐｅ
ｎｄ

ｉｘ
ｏｆ

ＣＩ
ＴＥ

Ｓ

生
态

类
群

Ｅｃ
ｏｌ
ｏｇ
ｉｃ
ａｌ

ｇｕ
ｉｌｄ

营
养

生
态

位
Ｔｒ
ｏｐ

ｈｉ
ｃ

ｎｉ
ｃｈ

ｅ

喙
长

Ｂｅ
ａｋ

ｌｅ
ｎｇ

ｔｈ
／ｍ

ｍ

体
重

Ｍ
ａｓ
ｓ／

ｇ

Ｆ０
８

鹳
科

Ｃｉ
ｃｏ
ｎｉ
ｉｄ
ａｅ

７３
彩

鹳
Ｍ
ｙｃ
ｔｅｒ
ｉａ

ｌｅｕ
ｃｏ
ｃｅ
ｐｈ
ａｌ
ａ

Ｓ
偶

见
种

一
级

ＤＤ
ＬＣ

大
型

涉
禽

水
生

肉
食

性
２５

４．
２

３１
８０

７４
钳

嘴
鹳

Ａｎ
ａｓ
ｔｏ
ｍ
ｕｓ

ｏｓ
ｃｉｔ
ａｎ
ｓ

Ｖ
稀

有
种

ＬＣ
ＬＣ

大
型

涉
禽

水
生

肉
食

性
１５

７．
５

１１
２０

７５
黑

鹳
Ｃｉ
ｃｏ
ｎｉ
ａ
ｎｉ
ｇｒ
ａ

Ｗ
稀

有
种

一
级

ＶＵ
ＬＣ

Ⅱ
大

型
涉

禽
水

生
肉

食
性

１８
８．
８

２９
２６

７６
白

颈
鹳

Ｃｉ
ｃｏ
ｎｉ
ａ
ｅｐ
ｉｓｃ
ｏｐ
ｕｓ

Ｖ
偶

见
种

ＤＤ
（Ｎ

Ｅ）
ＮＴ

大
型

涉
禽

水
生

肉
食

性
１５

２．
６

２０
６１

７７
秃

鹳
Ｌｅ
ｐｔ
ｏｐ
ｔｉｌ
ｏｓ

ｊａ
ｖａ
ｎｉ
ｃｕ
ｓ

Ｐ
偶

见
种

二
级

ＤＤ
ＮＴ

大
型

涉
禽

杂
食

性
２８

２．
５

４６
５１

７８
东

方
白

鹳
Ｃｉ
ｃｏ
ｎｉ
ａ
ｂｏ
ｙｃ
ｉａ
ｎａ

Ｗ
偶

见
种

一
级

ＥＮ
ＥＮ

Ⅰ
大

型
涉

禽
水

生
肉

食
性

２２
５．
２

４８
４７

．７

Ⅷ
鹈

形
目

ＰＥ
ＬＥ

ＣＡ
ＮＩ

ＦＯ
ＲＭ

ＥＳ

Ｆ０
９

鹮
科

Ｔｈ
ｒｅ
ｓｋ
ｉｏ
ｒｎ
ｉｔｈ

ｉｄ
ａｅ

７９
白

琵
鹭

Ｐｌ
ａｔ
ａｌ
ｅａ

ｌｅｕ
ｃｏ
ｒｏ
ｄｉ
ａ

Ｗ
，Ｐ

偶
见

种
二

级
ＮＴ

ＬＣ
Ⅱ

大
型

涉
禽

水
生

肉
食

性
１９

６
１８

６８

８０
黑

脸
琵

鹭
Ｐｌ
ａｔ
ａｌ
ｅａ

ｍ
ｉｎ
ｏｒ

Ｖ
偶

见
种

一
级

ＥＮ
ＥＮ

大
型

涉
禽

水
生

肉
食

性
１７

９．
５

１２
２８

８１
黑

头
白

鹮
Ｔｈ

ｒｅ
ｓｋ
ｉｏ
ｒｎ
ｉｓ
ｍ
ｅｌａ

ｎｏ
ｃｅ
ｐｈ
ａｌ
ｕｓ

Ｐ
偶

见
种

一
级

ＣＲ
ＬＣ

大
型

涉
禽

水
生

肉
食

性
１５

７．
９

１３
０３

８２
白

肩
黑

鹮
Ｐｓ
ｅｕ
ｄｉ
ｂｉ
ｓｄ

ａｖ
ｉｓｏ

ｎｉ
Ｐ

偶
见

种
一

级
ＤＤ

ＣＲ
大

型
涉

禽
水

生
肉

食
性

１６
６．
５

１５
８８

８３
彩

鹮
Ｐｌ
ｅｇ
ａｄ

ｉｓ
ｆａ
ｌｃｉ
ｎｅ
ｌｌｕ

ｓ
Ｐ

偶
见

种
一

级
ＮＴ

ＬＣ
大

型
涉

禽
水

生
肉

食
性

１１
５．
８

６２
６．
６

Ｆ１
０

鹭
科

Ａｒ
ｄｅ

ｉｄ
ａｅ

８４
大

麻
鳽

Ｂｏ
ｔａ
ｕｒ
ｕｓ

ｓｔｅ
ｌｌａ

ｒｉｓ
Ｗ

，Ｐ
偶

见
种

ＬＣ
ＬＣ

大
型

涉
禽

水
生

肉
食

性
７５

．９
１３

１９
．４

８５
小

苇
鳽

Ｉｘ
ｏｂ
ｒｙ
ｃｈ
ｕｓ

ｍ
ｉｎ
ｕｔ
ｕｓ

Ｐ
偶

见
种

二
级

ＮＴ
ＬＣ

小
型

涉
禽

水
生

肉
食

性
５３

．８
９９

．５

８６
黄

斑
苇

鳽
Ｉｘ
ｏｂ
ｒｙ
ｃｈ
ｕｓ

ｓｉｎ
ｅｎ
ｓｉｓ

Ｓ
偶

见
种

ＬＣ
ＬＣ

小
型

涉
禽

水
生

肉
食

性
６３

．１
９４

．３

８７
紫

背
苇

鳽
Ｉｘ
ｏｂ
ｒｙ
ｃｈ
ｕｓ

ｅｕ
ｒｈ
ｙｔ
ｈｍ

ｕｓ
Ｓ

偶
见

种
ＬＣ

ＬＣ
小

型
涉

禽
水

生
肉

食
性

５８
．４

１３
９

８８
栗

苇
鳽

Ｉｘ
ｏｂ
ｒｙ
ｃｈ
ｕｓ

ｃｉｎ
ｎａ

ｍ
ｏｍ

ｅｕ
ｓ

Ｓ
偶

见
种

ＬＣ
ＬＣ

小
型

涉
禽

水
生

肉
食

性
５９

．４
１２

６．
５

８９
黑

苇
鳽

Ｉｘ
ｏｂ
ｒｙ
ｃｈ
ｕｓ

ｆｌａ
ｖｉｃ

ｏｌ
ｌｉｓ

Ｒ，
Ｓ

偶
见

种
ＬＣ

ＬＣ
中

型
涉

禽
水

生
肉

食
性

８６
．４

３２
１

９０
海

南
鳽

Ｇｏ
ｒｓａ

ｃｈ
ｉｕ
ｓｍ

ａｇ
ｎｉ
ｆｉｃ
ｕｓ

Ｒ
偶

见
种

一
级

ＥＮ
ＥＮ

中
型

涉
禽

杂
食

性
７６

４８
０．
２

９１
黑

冠
鳽

Ｇｏ
ｒｓａ

ｃｈ
ｉｕ
ｓｍ

ｅｌａ
ｎｏ
ｌｏ
ｐｈ
ｕｓ

Ｒ
偶

见
种

二
级

ＮＴ
ＬＣ

中
型

涉
禽

杂
食

性
６１

．７
４１

２．
３

９２
夜

鹭
Ｎｙ

ｃｔｉ
ｃｏ
ｒａ
ｘ
ｎｙ
ｃｔｉ
ｃｏ
ｒａ
ｘ

Ｓ
常

见
种

ＬＣ
ＬＣ

大
型

涉
禽

水
生

肉
食

性
８２

．１
８１

０

９３
绿

鹭
Ｂｕ

ｔｏ
ｒｉｄ

ｅｓ
ｓｔｒ
ｉａ
ｔａ

Ｓ
偶

见
种

ＬＣ
ＬＣ

中
型

涉
禽

水
生

肉
食

性
７３

．２
２０

１．
５

９４
印

度
池

鹭
Ａｒ
ｄｅ
ｏｌ
ａ
ｇｒ
ａｙ
ｉｉ

Ｖ
偶

见
种

ＬＣ
ＬＣ

中
型

涉
禽

水
生

肉
食

性
７１

．８
２５

３

９５
池

鹭
Ａｒ
ｄｅ
ｏｌ
ａ
ｂａ
ｃｃ
ｈｕ
ｓ

Ｒ，
Ｗ

稀
有

种
ＬＣ

ＬＣ
中

型
涉

禽
水

生
肉

食
性

７４
３０

４．
９

９６
牛

背
鹭

Ｂｕ
ｂｕ
ｌｃｕ

ｓｃ
ｏｒ
ｏｍ

ａｎ
ｄｕ

ｓ
Ｒ，

Ｓ
常

见
种

ＬＣ
ＬＣ

中
型

涉
禽

杂
食

性
６４

．２
３６

６

９７
苍

鹭
Ａｒ
ｄｅ
ａ
ｃｉｎ

ｅｒ
ｅａ

Ｒ，
Ｐ

常
见

种
ＬＣ

ＬＣ
大

型
涉

禽
水

生
肉

食
性

１３
７．
１

１４
４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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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
表

序
号

Ｓｅ
ｑｕ

ｅｎ
ｃｅ

ｎｕ
ｍ
ｂｅ

ｒ

物
种

名
Ｓｐ

ｅｃ
ｉｅ
ｓ

居
留

型
Ｒｅ

ｓｉｄ
ｅｎ

ｃｅ
优

势
度

Ｄｏ
ｍ
ｉｎ
ａｎ

ｃｅ

中
国

保
护

等
级

Ｌｅ
ｖｅ
ｌａ

ｔｔ
ｈｅ

ｎａ
ｔｉｏ

ｎａ
ｌｋ

ｅｙ
ｐｒ
ｏｔ
ｅｃ
ｔｅ
ｄ

ｗｉ
ｌｄ
ｌｉｆ
ｅ

中
国

受
胁

等
级

Ｔｈ
ｒｅ
ａｔ
ｅｎ

ｅｄ
ｌｅ
ｖｅ
ｌｉ

ｎ
Ｃｈ

ｉｎ
ａ

世
界

受
胁

等
级

Ｔｈ
ｒｅ
ａｔ
ｅｎ

ｅｄ
ｌｅ
ｖｅ
ｌｏ

ｆｔ
ｈｅ

ｗｏ
ｒｌｄ

国
际

贸
易

公
约

附
录

类
别

Ｃａ
ｔｅ
ｇｏ
ｒｙ

ａｔ
ｔｈ
ｅ
ａｐ

ｐｅ
ｎｄ

ｉｘ
ｏｆ

ＣＩ
ＴＥ

Ｓ

生
态

类
群

Ｅｃ
ｏｌ
ｏｇ
ｉｃ
ａｌ

ｇｕ
ｉｌｄ

营
养

生
态

位
Ｔｒ
ｏｐ

ｈｉ
ｃ

ｎｉ
ｃｈ

ｅ

喙
长

Ｂｅ
ａｋ

ｌｅ
ｎｇ

ｔｈ
／ｍ

ｍ

体
重

Ｍ
ａｓ
ｓ／

ｇ

９８
白

腹
鹭

Ａｒ
ｄｅ
ａ
ｉｎ
ｓｉｇ

ｎｉ
ｓ

Ｖ
偶

见
种

一
级

ＤＤ
ＣＲ

大
型

涉
禽

水
生

肉
食

性
１５

６．
２

１６
４９

．９

９９
草

鹭
Ａｒ
ｄｅ
ａ
ｐｕ
ｒｐ
ｕｒ
ｅａ

Ｒ，
Ｗ

，Ｐ
偶

见
种

ＬＣ
ＬＣ

大
型

涉
禽

水
生

肉
食

性
１２

２．
２

１０
６４

．５

１０
０

大
白

鹭
Ａｒ
ｄｅ
ａ
ａｌ
ｂａ

Ｓ
稀

有
种

ＬＣ
ＬＣ

大
型

涉
禽

水
生

肉
食

性
１２

６．
３

８７
１．
３

１０
１

中
白

鹭
Ａｒ
ｄｅ
ａ
ｉｎ
ｔｅｒ
ｍ
ｅｄ
ｉａ

Ｒ，
Ｓ

稀
有

种
ＬＣ

ＬＣ
大

型
涉

禽
水

生
肉

食
性

９０
．４

４５
８．
８

１０
２

白
鹭

Ｅｇ
ｒｅ
ｔｔａ

ｇａ
ｒｚｅ

ｔｔａ
Ｒ，

Ｓ
常

见
种

ＬＣ
ＬＣ

大
型

涉
禽

水
生

肉
食

性
９４

．６
３１

２

１０
３

黄
嘴

白
鹭

Ｅｇ
ｒｅ
ｔｔａ

ｅｕ
ｌｏ
ｐｈ
ｏｔ
ｅｓ

Ｗ
一

级
ＶＵ

ＶＵ
大

型
涉

禽
水

生
肉

食
性

８０
．４

４６
１．
８

Ｆ１
１

鹈
鹕

科
Ｐｅ

ｌｅ
ｃａ
ｎｉ
ｄａ

ｅ

１０
４

卷
羽

鹈
鹕

Ｐｅ
ｌｅｃ

ａｎ
ｕｓ

ｃｒ
ｉｓｐ

ｕｓ
Ｖ

偶
见

种
一

级
ＥＮ

ＮＴ
Ⅰ

潜
水

游
禽

水
生

肉
食

性
４１

４
９５

１２
．１

１０
５

斑
嘴

鹈
鹕

Ｐｅ
ｌｅｃ

ａｎ
ｕｓ

ｐｈ
ｉｌｉ
ｐｐ
ｅｎ
ｓｉｓ

Ｗ
偶

见
种

一
级

ＥＮ
ＮＴ

潜
水

游
禽

水
生

肉
食

性
３３

４．
２

５０
１１

Ⅸ
鲣

鸟
目

ＳＵ
ＬＩ
ＦＯ

ＲＭ
ＥＳ

Ｆ１
２

蛇
鹈

科
Ａｎ

ｈｉ
ｎｇ

ｉｄ
ａｅ

１０
６

黑
腹

蛇
鹈

Ａｎ
ｈｉ
ｎｇ

ａ
ｍ
ｅｌａ

ｎｏ
ｇａ

ｓｔｅ
ｒ

Ｖ
偶

见
种

—
ＬＣ

潜
水

游
禽

水
生

肉
食

性
８８

１４
８０

．１

Ｆ１
３

鸬
鹚

科
Ｐｈ

ａｌ
ａｃ
ｒｏ
ｃｏ
ｒａ
ｃｉ
ｄａ

ｅ

１０
７

黑
颈

鸬
鹚

Ｍ
ｉｃｒ
ｏｃ
ａｒ
ｂｏ

ｎｉ
ｇｅ
ｒ

Ｒ，
Ｓ

偶
见

种
二

级
ＬＣ

ＬＣ
潜

水
游

禽
水

生
肉

食
性

３４
．６

４２
７

１０
８

普
通

鸬
鹚

Ｐｈ
ａｌ
ａｃ
ｒｏ
ｃｏ
ｒａ
ｘ
ｃａ
ｒｂ
ｏ

Ｓ，
Ｗ

，Ｐ
常

见
种

ＬＣ
ＬＣ

潜
水

游
禽

水
生

肉
食

性
８２

．７
２５

２９

１０
９

绿
背

鸬
鹚

Ｐｈ
ａｌ
ａｃ
ｒｏ
ｃｏ
ｒａ
ｘ
ｃａ
ｐｉ
ｌｌａ

ｔｕ
ｓ

Ｖ
偶

见
种

ＬＣ
ＬＣ

潜
水

游
禽

水
生

肉
食

性
７７

．２
２８

０１
．８

Ⅹ
鸻

形
目

ＣＨ
ＡＲ

ＡＤ
ＲＩ

ＩＦ
ＯＲ

Ｍ
ＥＳ

Ｆ１
４

石
鸻

科
Ｂｕ

ｒｈ
ｉｎ
ｉｄ
ａｅ

１１
０

石
鸻

Ｂｕ
ｒｈ
ｉｎ
ｕｓ

ｏｅ
ｄｉ
ｃｎ
ｅｍ

ｕｓ
Ｖ

偶
见

种
ＬＣ

ＮＴ
中

型
涉

禽
虫

食
性

４３
．１

４５
９

１１
１

大
石

鸻
Ｅｓ
ａｃ
ｕｓ

ｒｅ
ｃｕ
ｒｖ
ｉｒｏ

ｓｔｒ
ｉｓ

Ｗ
偶

见
种

二
级

ＬＣ
ＮＴ

中
型

涉
禽

虫
食

性
７５

．４
７９

０

Ｆ１
５

鹮
嘴

鹬
科

Ｉｂ
ｉｄ
ｏｒ
ｈｙ

ｎｃ
ｈｉ
ｄａ

ｅ

１１
２

鹮
嘴

鹬
Ｉｂ
ｉｄ
ｏｒ
ｈｙ
ｎｃ
ｈａ

ｓｔｒ
ｕｔ
ｈｅ
ｒｓｉ
ｉ

Ｒ
偶

见
种

二
级

ＮＴ
ＬＣ

中
型

涉
禽

水
生

肉
食

性
７９

．３
２９

４

Ｆ１
６

反
嘴

鹬
科

Ｒｅ
ｃｕ

ｒｖ
ｉｒｏ

ｓｔｒ
ｉｄ
ａｅ

１１
３

反
嘴

鹬
Ｒｅ
ｃｕ
ｒｖ
ｉｒｏ

ｓｔｒ
ａ
ａｖ
ｏｓ
ｅｔｔ
ａ

Ｐ，
Ｗ

偶
见

种
ＬＣ

ＬＣ
中

型
涉

禽
水

生
肉

食
性

８３
．７

３０
４

１１
４

黑
翅

长
脚

鹬
Ｈｉ
ｍ
ａｎ

ｔｏ
ｐｕ
ｓｈ

ｉｍ
ａｎ

ｔｏ
ｐｕ
ｓ

Ｗ
，Ｓ

，Ｐ
偶

见
种

ＬＣ
ＬＣ

小
型

涉
禽

水
生

肉
食

性
６５

．７
１７

６．
８

Ｆ１
７

鸻
科

Ｃｈ
ａｒ
ａｄ

ｒｉｉ
ｄａ

ｅ

１１
５

凤
头

麦
鸡

Ｖａ
ｎｅ
ｌｌｕ

ｓｖ
ａｎ
ｅｌｌ
ｕｓ

Ｗ
稀

有
种

ＬＣ
ＮＴ

中
型

涉
禽

杂
食

性
２８

．１
２１

８．
４

１１
６

距
翅

麦
鸡

Ｖａ
ｎｅ
ｌｌｕ

ｓｄ
ｕｖ
ａｕ

ｃｅ
ｌｉｉ

Ｒ
偶

见
种

ＮＴ
ＮＴ

小
型

涉
禽

水
生

肉
食

性
３３

．７
１４

３

１１
７

灰
头

麦
鸡

Ｖａ
ｎｅ
ｌｌｕ

ｓｃ
ｉｎ
ｅｒ
ｅｕ
ｓ

Ｗ
，Ｓ

，Ｐ
稀

有
种

ＬＣ
ＬＣ

中
型

涉
禽

水
生

肉
食

性
３８

．９
２７

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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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
表

序
号

Ｓｅ
ｑｕ

ｅｎ
ｃｅ

ｎｕ
ｍ
ｂｅ

ｒ

物
种

名
Ｓｐ

ｅｃ
ｉｅ
ｓ

居
留

型
Ｒｅ

ｓｉｄ
ｅｎ

ｃｅ
优

势
度

Ｄｏ
ｍ
ｉｎ
ａｎ

ｃｅ

中
国

保
护

等
级

Ｌｅ
ｖｅ
ｌａ

ｔｔ
ｈｅ

ｎａ
ｔｉｏ

ｎａ
ｌｋ

ｅｙ
ｐｒ
ｏｔ
ｅｃ
ｔｅ
ｄ

ｗｉ
ｌｄ
ｌｉｆ
ｅ

中
国

受
胁

等
级

Ｔｈ
ｒｅ
ａｔ
ｅｎ

ｅｄ
ｌｅ
ｖｅ
ｌｉ

ｎ
Ｃｈ

ｉｎ
ａ

世
界

受
胁

等
级

Ｔｈ
ｒｅ
ａｔ
ｅｎ

ｅｄ
ｌｅ
ｖｅ
ｌｏ

ｆｔ
ｈｅ

ｗｏ
ｒｌｄ

国
际

贸
易

公
约

附
录

类
别

Ｃａ
ｔｅ
ｇｏ
ｒｙ

ａｔ
ｔｈ
ｅ
ａｐ

ｐｅ
ｎｄ

ｉｘ
ｏｆ

ＣＩ
ＴＥ

Ｓ

生
态

类
群

Ｅｃ
ｏｌ
ｏｇ
ｉｃ
ａｌ

ｇｕ
ｉｌｄ

营
养

生
态

位
Ｔｒ
ｏｐ

ｈｉ
ｃ

ｎｉ
ｃｈ

ｅ

喙
长

Ｂｅ
ａｋ

ｌｅ
ｎｇ

ｔｈ
／ｍ

ｍ

体
重

Ｍ
ａｓ
ｓ／

ｇ

１１
８

肉
垂

麦
鸡

Ｖａ
ｎｅ
ｌｌｕ

ｓｉ
ｎｄ

ｉｃｕ
ｓ

Ｒ
偶

见
种

ＬＣ
ＬＣ

小
型

涉
禽

虫
食

性
３４

．７
１８

１

１１
９

金
鸻

Ｐｌ
ｕｖ
ｉａ
ｌｉｓ

ｆｕ
ｌｖａ

Ｗ
，Ｐ

偶
见

种
ＬＣ

ＬＣ
小

型
涉

禽
杂

食
性

２５
．２

１３
４．
９

１２
０

灰
鸻

Ｐｌ
ｕｖ
ｉａ
ｌｉｓ

ｓｑ
ｕａ

ｔａ
ｒｏ
ｌａ

Ｐ，
Ｗ

偶
见

种
ＬＣ

ＬＣ
中

型
涉

禽
水

生
肉

食
性

３２
２５

０

１２
１

剑
鸻

Ｃｈ
ａｒ
ａｄ

ｒｉｕ
ｓｈ

ｉａ
ｔｉｃ
ｕｌ
ａ

Ｐ
偶

见
种

ＬＣ
ＬＣ

小
型

涉
禽

水
生

肉
食

性
１６

．１
６４

１２
２

长
嘴

剑
鸻

Ｃｈ
ａｒ
ａｄ
ｒｉｕ

ｓｐ
ｌａ
ｃｉｄ

ｕｓ
Ｗ

，Ｐ
偶

见
种

ＮＴ
ＬＣ

小
型

涉
禽

水
生

肉
食

性
２２

．５
６２

．７

１２
３

金
眶

鸻
Ｃｈ

ａｒ
ａｄ

ｒｉｕ
ｓｄ

ｕｂ
ｉｕ
ｓ

Ｒ，
Ｓ

稀
有

种
ＬＣ

ＬＣ
小

型
涉

禽
水

生
肉

食
性

１６
．１

３８
．７

１２
４

环
颈

鸻
Ｃｈ

ａｒ
ａｄ

ｒｉｕ
ｓａ

ｌｅｘ
ａｎ

ｄｒ
ｉｎ
ｕｓ

Ｗ
，Ｐ

偶
见

种
ＬＣ

ＬＣ
小

型
涉

禽
水

生
肉

食
性

１６
．３

４２
．３

１２
５

蒙
古

沙
鸻

Ｃｈ
ａｒ
ａｄ
ｒｉｕ

ｓｍ
ｏｎ
ｇｏ
ｌｕ
ｓ

Ｐ
偶

见
种

ＬＣ
ＥＮ

小
型

涉
禽

水
生

肉
食

性
１８

６４

１２
６

铁
嘴

沙
鸻

Ｃｈ
ａｒ
ａｄ
ｒｉｕ

ｓｌ
ｅｓ
ｃｈ
ｅｎ
ａｕ

ｌｔｉ
ｉ

Ｐ
偶

见
种

ＬＣ
ＬＣ

小
型

涉
禽

水
生

肉
食

性
２６

．５
７４

．８

１２
７

东
方

鸻
Ｃｈ

ａｒ
ａｄ

ｒｉｕ
ｓｖ

ｅｒ
ｅｄ
ｕｓ

Ｐ
偶

见
种

ＬＣ
ＬＣ

小
型

涉
禽

杂
食

性
２３

．９
９５

Ｆ１
８

彩
鹬

科
Ｒｏ

ｓｔｒ
ａｔ
ｕｌ
ｉｄ
ａｅ

１２
８

彩
鹬

Ｒｏ
ｓｔｒ
ａｔ
ｕｌ
ａ
ｂｅ
ｎｇ

ｈａ
ｌｅｎ

ｓｉｓ
Ｒ，

Ｗ
偶

见
种

ＬＣ
ＬＣ

小
型

涉
禽

水
生

肉
食

性
５２

１２
１

Ｆ１
９

水
雉

科
Ｊａ
ｃａ
ｎｉ
ｄａ

ｅ

１２
９

水
雉

Ｈｙ
ｄｒ
ｏｐ
ｈａ

ｓｉａ
ｎｕ

ｓｃ
ｈｉ
ｒｕ
ｒｇ
ｕｓ

Ｓ
偶

见
种

二
级

ＮＴ
ＬＣ

小
型

涉
禽

水
生

肉
食

性
３２

．８
１６

０

１３
０

铜
翅

水
雉

Ｍ
ｅｔｏ

ｐｉ
ｄｉ
ｕｓ

ｉｎ
ｄｉ
ｃｕ
ｓ

Ｒ
偶

见
种

二
级

ＬＣ
ＬＣ

小
型

涉
禽

杂
食

性
３４

．３
１５

５

Ｆ２
０

鹬
科

Ｓｃ
ｏｌ
ｏｐ

ａｃ
ｉｄ
ａｅ

１３
１

中
杓

鹬
Ｎｕ

ｍ
ｅｎ
ｉｕ
ｓｐ

ｈａ
ｅｏ
ｐｕ
ｓ

Ｐ
偶

见
种

ＬＣ
ＬＣ

大
型

涉
禽

杂
食

性
９２

．１
３６

４．
６

１３
２

小
杓

鹬
Ｎｕ

ｍ
ｅｎ
ｉｕ
ｓｍ

ｉｎ
ｕｔ
ｕｓ

Ｐ
偶

见
种

二
级

ＮＴ
ＬＣ

小
型

涉
禽

水
生

肉
食

性
４６

．４
１７

３

１３
３

白
腰

杓
鹬

Ｎｕ
ｍ
ｅｎ
ｉｕ
ｓａ

ｒｑ
ｕａ
ｔａ

Ｗ
偶

见
种

二
级

ＮＴ
ＮＴ

大
型

涉
禽

水
生

肉
食

性
１４

５．
８

８０
３

１３
４

大
杓

鹬
Ｎｕ

ｍ
ｅｎ
ｉｕ
ｓｍ

ａｄ
ａｇ

ａｓ
ｃａ
ｒｉｅ
ｎｓ
ｉｓ

Ｗ
偶

见
种

二
级

ＶＵ
ＥＮ

大
型

涉
禽

水
生

肉
食

性
１８

４．
２

７９
２

１３
５

斑
尾

塍
鹬

Ｌｉ
ｍ
ｏｓ
ａ
ｌａ
ｐｐ
ｏｎ
ｉｃａ

Ｐ
偶

见
种

ＮＴ
ＮＴ

大
型

涉
禽

水
生

肉
食

性
９２

．５
２９

１．
７

１３
６

黑
尾

塍
鹬

Ｌｉ
ｍ
ｏｓ
ａ
ｌｉｍ

ｏｓ
ａ

Ｐ
偶

见
种

ＬＣ
ＮＴ

大
型

涉
禽

水
生

肉
食

性
１１

３．
５

２８
８．
４

１３
７

翻
石

鹬
Ａｒ
ｅｎ
ａｒ
ｉａ

ｉｎ
ｔｅｒ
ｐｒ
ｅｓ

Ｗ
，Ｐ

偶
见

种
二

级
ＬＣ

ＬＣ
小

型
涉

禽
水

生
肉

食
性

２５
．４

１３
６

１３
８

大
滨

鹬
Ｃａ

ｌｉｄ
ｒｉｓ

ｔｅｎ
ｕｉ
ｒｏ
ｓｔｒ
ｉｓ

Ｗ
，Ｐ

偶
见

种
二

级
ＶＵ

ＥＮ
小

型
涉

禽
水

生
肉

食
性

４５
１９

２

１３
９

红
腹

滨
鹬

Ｃａ
ｌｉｄ

ｒｉｓ
ｃａ
ｎｕ

ｔｕ
ｓ

Ｐ
偶

见
种

ＶＵ
ＮＴ

小
型

涉
禽

水
生

肉
食

性
３７

．５
１４

１．
９

１４
０

流
苏

鹬
Ｃａ

ｌｉｄ
ｒｉｓ

ｐｕ
ｇｎ
ａｘ

Ｐ
偶

见
种

ＬＣ
ＬＣ

小
型

涉
禽

水
生

肉
食

性
３７

．６
１３

１．
７

１４
１

尖
尾

滨
鹬

Ｃａ
ｌｉｄ

ｒｉｓ
ａｃ
ｕｍ

ｉｎ
ａｔ
ａ

Ｐ
偶

见
种

ＬＣ
ＶＵ

小
型

涉
禽

水
生

肉
食

性
２７

．４
６６

．１

１４
２

弯
嘴

滨
鹬

Ｃａ
ｌｉｄ

ｒｉｓ
ｆｅｒ
ｒｕ
ｇｉ
ｎｅ
ａ

Ｗ
，Ｐ

偶
见

种
ＬＣ

ＶＵ
小

型
涉

禽
水

生
肉

食
性

３８
．５

５８
．１

１４
３

青
脚

滨
鹬

Ｃａ
ｌｉｄ

ｒｉｓ
ｔｅｍ

ｍ
ｉｎ
ｃｋ
ｉｉ

Ｗ
，Ｐ

偶
见

种
ＬＣ

ＬＣ
小

型
涉

禽
水

生
肉

食
性

１９
２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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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
表

序
号

Ｓｅ
ｑｕ

ｅｎ
ｃｅ

ｎｕ
ｍ
ｂｅ

ｒ

物
种

名
Ｓｐ

ｅｃ
ｉｅ
ｓ

居
留

型
Ｒｅ

ｓｉｄ
ｅｎ

ｃｅ
优

势
度

Ｄｏ
ｍ
ｉｎ
ａｎ

ｃｅ

中
国

保
护

等
级

Ｌｅ
ｖｅ
ｌａ

ｔｔ
ｈｅ

ｎａ
ｔｉｏ

ｎａ
ｌｋ

ｅｙ
ｐｒ
ｏｔ
ｅｃ
ｔｅ
ｄ

ｗｉ
ｌｄ
ｌｉｆ
ｅ

中
国

受
胁

等
级

Ｔｈ
ｒｅ
ａｔ
ｅｎ

ｅｄ
ｌｅ
ｖｅ
ｌｉ

ｎ
Ｃｈ

ｉｎ
ａ

世
界

受
胁

等
级

Ｔｈ
ｒｅ
ａｔ
ｅｎ

ｅｄ
ｌｅ
ｖｅ
ｌｏ

ｆｔ
ｈｅ

ｗｏ
ｒｌｄ

国
际

贸
易

公
约

附
录

类
别

Ｃａ
ｔｅ
ｇｏ
ｒｙ

ａｔ
ｔｈ
ｅ
ａｐ

ｐｅ
ｎｄ

ｉｘ
ｏｆ

ＣＩ
ＴＥ

Ｓ

生
态

类
群

Ｅｃ
ｏｌ
ｏｇ
ｉｃ
ａｌ

ｇｕ
ｉｌｄ

营
养

生
态

位
Ｔｒ
ｏｐ

ｈｉ
ｃ

ｎｉ
ｃｈ

ｅ

喙
长

Ｂｅ
ａｋ

ｌｅ
ｎｇ

ｔｈ
／ｍ

ｍ

体
重

Ｍ
ａｓ
ｓ／

ｇ

１４
４

长
趾

滨
鹬

Ｃａ
ｌｉｄ

ｒｉｓ
ｓｕ
ｂｍ

ｉｎ
ｕｔ
ａ

Ｐ
偶

见
种

ＬＣ
ＬＣ

小
型

涉
禽

水
生

肉
食

性
２０

．１
３０

．２

１４
５

红
颈

滨
鹬

Ｃａ
ｌｉｄ

ｒｉｓ
ｒｕ
ｆｉｃ
ｏｌ
ｌｉｓ

Ｗ
，Ｐ

偶
见

种
ＬＣ

ＮＴ
小

型
涉

禽
水

生
肉

食
性

１９
２６

．８

１４
６

三
趾

滨
鹬

Ｃａ
ｌｉｄ

ｒｉｓ
ａｌ
ｂａ

Ｐ
偶

见
种

ＬＣ
ＬＣ

小
型

涉
禽

水
生

肉
食

性
３０

５１
．７

１４
７

黑
腹

滨
鹬

Ｃａ
ｌｉｄ

ｒｉｓ
ａｌ
ｐｉ
ｎａ

Ｗ
偶

见
种

ＬＣ
ＬＣ

小
型

涉
禽

水
生

肉
食

性
３６

．９
５１

．９

１４
８

小
滨

鹬
Ｃａ

ｌｉｄ
ｒｉｓ

ｍ
ｉｎ
ｕｔ
ａ

Ｐ
偶

见
种

ＬＣ
ＬＣ

小
型

涉
禽

水
生

肉
食

性
２０

．４
２１

．１

１４
９

斑
胸

滨
鹬

Ｃａ
ｌｉｄ

ｒｉｓ
ｍ
ｅｌａ

ｎｏ
ｔｏ
ｓ

Ｐ
偶

见
种

ＤＤ
ＬＣ

小
型

涉
禽

水
生

肉
食

性
３２

．１
７９

．７

１５
０

长
嘴

半
蹼

鹬
Ｌｉ
ｍ
ｎｏ
ｄｒ
ｏｍ

ｕｓ
ｓｃ
ｏｌ
ｏｐ
ａｃ
ｅｕ
ｓ

Ｐ
偶

见
种

ＤＤ
ＬＣ

小
型

涉
禽

水
生

肉
食

性
７０

．７
１０

４．
４

１５
１

丘
鹬

Ｓｃ
ｏｌ
ｏｐ
ａｘ

ｒｕ
ｓｔｉ
ｃｏ
ｌａ

Ｗ
偶

见
种

ＬＣ
ＬＣ

中
型

涉
禽

杂
食

性
７６

．７
３０

８．
３

１５
２

孤
沙

锥
Ｇａ

ｌｌｉ
ｎａ

ｇｏ
ｓｏ
ｌｉｔ
ａｒ
ｉａ

Ｗ
，Ｐ

偶
见

种
ＬＣ

ＬＣ
小

型
涉

禽
水

生
肉

食
性

７５
．９

１４
０．
１

１５
３

林
沙

锥
Ｇａ

ｌｌｉ
ｎａ

ｇｏ
ｎｅ
ｍ
ｏｒ
ｉｃｏ

ｌａ
Ｓ

偶
见

种
二

级
ＶＵ

ＶＵ
小

型
涉

禽
水

生
肉

食
性

７１
．４

１６
７．
７

１５
４

针
尾

沙
锥

Ｇａ
ｌｌｉ
ｎａ
ｇｏ

ｓｔｅ
ｎｕ

ｒａ
Ｗ

，Ｐ
偶

见
种

ＬＣ
ＬＣ

小
型

涉
禽

水
生

肉
食

性
６５

．７
１１

３

１５
５

大
沙

锥
Ｇａ

ｌｌｉ
ｎａ

ｇｏ
ｍ
ｅｇ
ａｌ
ａ

Ｗ
，Ｐ

偶
见

种
ＬＣ

ＬＣ
小

型
涉

禽
水

生
肉

食
性

６８
．４

１２
１

１５
６

扇
尾

沙
锥

Ｇａ
ｌｌｉ
ｎａ
ｇｏ

ｇａ
ｌｌｉ
ｎａ

ｇｏ
Ｗ

偶
见

种
ＬＣ

ＬＣ
小

型
涉

禽
水

生
肉

食
性

６９
．７

１１
２．
９

１５
７

红
颈

瓣
蹼

鹬
Ｐｈ

ａｌ
ａｒ
ｏｐ
ｕｓ

ｌｏ
ｂａ
ｔｕ
ｓ

Ｐ
偶

见
种

ＬＣ
ＬＣ

小
型

涉
禽

水
生

肉
食

性
２４

．４
３６

．７

１５
８

翘
嘴

鹬
Ｘｅ
ｎｕ

ｓｃ
ｉｎ
ｅｒ
ｅｕ
ｓ

Ｐ
偶

见
种

ＬＣ
ＬＣ

小
型

涉
禽

水
生

肉
食

性
４６

．８
７８

．８

１５
９

矶
鹬

Ａｃ
ｔｉｔ
ｉｓ
ｈｙ
ｐｏ
ｌｅｕ

ｃｏ
ｓ

Ｗ
，Ｐ

稀
有

种
ＬＣ

ＬＣ
小

型
涉

禽
水

生
肉

食
性

３０
．１

４８

１６
０

白
腰

草
鹬

Ｔｒ
ｉｎ
ｇａ

ｏｃ
ｈｒ
ｏｐ
ｕｓ

Ｗ
稀

有
种

ＬＣ
ＬＣ

小
型

涉
禽

水
生

肉
食

性
３７

．４
７１

．４

１６
１

鹤
鹬

Ｔｒ
ｉｎ
ｇａ

ｅｒ
ｙｔ
ｈｒ
ｏｐ
ｕｓ

Ｗ
，Ｐ

偶
见

种
ＬＣ

ＬＣ
小

型
涉

禽
水

生
肉

食
性

６３
１５

８

１６
２

青
脚

鹬
Ｔｒ
ｉｎ
ｇａ

ｎｅ
ｂｕ
ｌａ
ｒｉａ

Ｗ
偶

见
种

ＬＣ
ＬＣ

小
型

涉
禽

水
生

肉
食

性
６３

．６
１８

７

１６
３

红
脚

鹬
Ｔｒ
ｉｎ
ｇａ

ｔｏ
ｔａ
ｎｕ

ｓ
Ｓ，

Ｐ
偶

见
种

ＬＣ
ＬＣ

小
型

涉
禽

水
生

肉
食

性
４５

．１
１２

９

１６
４

林
鹬

Ｔｒ
ｉｎ
ｇａ

ｇｌ
ａｒ
ｅｏ
ｌａ

Ｗ
，Ｐ

稀
有

种
ＬＣ

ＬＣ
小

型
涉

禽
水

生
肉

食
性

３２
．５

６２
．１

１６
５

泽
鹬

Ｔｒ
ｉｎ
ｇａ

ｓｔａ
ｇｎ

ａｔ
ｉｌｉ
ｓ

Ｐ
偶

见
种

ＬＣ
ＬＣ

小
型

涉
禽

水
生

肉
食

性
４２

．５
７７

．５

Ｆ２
１

燕
鸻

科
Ｇｌ

ａｒ
ｅｏ
ｌｉｄ

ａｅ

１６
６

普
通

燕
鸻

Ｇｌ
ａｒ
ｅｏ
ｌａ

ｍ
ａｌ
ｄｉ
ｖａ
ｒｕ
ｍ

Ｓ，
Ｐ

偶
见

种
ＬＣ

ＬＣ
小

型
涉

禽
虫

食
性

１８
．５

７５
．２

１６
７

灰
燕

鸻
Ｇｌ
ａｒ
ｅｏ
ｌａ

ｌａ
ｃｔｅ

ａ
Ｓ，

Ｐ
稀

有
种

二
级

ＬＣ
ＬＣ

小
型

涉
禽

虫
食

性
１３

．１
３９

．８

Ｆ２
２

鸥
科

Ｌａ
ｒｉｄ

ａｅ

１６
８

三
趾

鸥
Ｒｉ
ｓｓａ

ｔｒｉ
ｄａ

ｃｔｙ
ｌａ

Ｐ
偶

见
种

ＬＣ
ＶＵ

浮
水

游
禽

水
生

肉
食

性
４４

．５
４１

６

１６
９

细
嘴

鸥
Ｃｈ

ｒｏ
ｉｃｏ

ｃｅ
ｐｈ
ａｌ
ｕｓ

ｇｅ
ｎｅ
ｉ

Ｖ
偶

见
种

ＤＤ
ＬＣ

浮
水

游
禽

水
生

肉
食

性
５２

．１
２８

１

１７
０

棕
头

鸥
Ｃｈ

ｒｏ
ｉｃｏ

ｃｅ
ｐｈ
ａｌ
ｕｓ

ｂｒ
ｕｎ

ｎｉ
ｃｅ
ｐｈ
ａｌ
ｕｓ

Ｗ
常

见
种

ＬＣ
ＬＣ

浮
水

游
禽

水
生

肉
食

性
４７

．４
５６

９．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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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
表

序
号

Ｓｅ
ｑｕ

ｅｎ
ｃｅ

ｎｕ
ｍ
ｂｅ

ｒ

物
种

名
Ｓｐ

ｅｃ
ｉｅ
ｓ

居
留

型
Ｒｅ

ｓｉｄ
ｅｎ

ｃｅ
优

势
度

Ｄｏ
ｍ
ｉｎ
ａｎ

ｃｅ

中
国

保
护

等
级

Ｌｅ
ｖｅ
ｌａ

ｔｔ
ｈｅ

ｎａ
ｔｉｏ

ｎａ
ｌｋ

ｅｙ
ｐｒ
ｏｔ
ｅｃ
ｔｅ
ｄ

ｗｉ
ｌｄ
ｌｉｆ
ｅ

中
国

受
胁

等
级

Ｔｈ
ｒｅ
ａｔ
ｅｎ

ｅｄ
ｌｅ
ｖｅ
ｌｉ

ｎ
Ｃｈ

ｉｎ
ａ

世
界

受
胁

等
级

Ｔｈ
ｒｅ
ａｔ
ｅｎ

ｅｄ
ｌｅ
ｖｅ
ｌｏ

ｆｔ
ｈｅ

ｗｏ
ｒｌｄ

国
际

贸
易

公
约

附
录

类
别

Ｃａ
ｔｅ
ｇｏ
ｒｙ

ａｔ
ｔｈ
ｅ
ａｐ

ｐｅ
ｎｄ

ｉｘ
ｏｆ

ＣＩ
ＴＥ

Ｓ

生
态

类
群

Ｅｃ
ｏｌ
ｏｇ
ｉｃ
ａｌ

ｇｕ
ｉｌｄ

营
养

生
态

位
Ｔｒ
ｏｐ

ｈｉ
ｃ

ｎｉ
ｃｈ

ｅ

喙
长

Ｂｅ
ａｋ

ｌｅ
ｎｇ

ｔｈ
／ｍ

ｍ

体
重

Ｍ
ａｓ
ｓ／

ｇ

１７
１

红
嘴

鸥
Ｃｈ

ｒｏ
ｉｃｏ

ｃｅ
ｐｈ
ａｌ
ｕｓ

ｒｉｄ
ｉｂ
ｕｎ

ｄｕ
ｓ

Ｗ
优

势
种

ＬＣ
ＬＣ

浮
水

游
禽

水
生

肉
食

性
４３

．４
２８

４

１７
２

黑
嘴

鸥
Ｓａ

ｕｎ
ｄｅ
ｒｓｉ
ｌａ
ｒｕ
ｓｓ

ａｕ
ｎｄ

ｅｒ
ｓｉ

Ｗ
偶

见
种

一
级

ＶＵ
ＶＵ

浮
水

游
禽

水
生

肉
食

性
３３

．３
１９

８

１７
３

小
鸥

Ｈｙ
ｄｒ
ｏｃ
ｏｌ
ｏｅ
ｕｓ

ｍ
ｉｎ
ｕｔ
ｕｓ

Ｖ
偶

见
种

二
级

ＮＴ
ＬＣ

浮
水

游
禽

水
生

肉
食

性
２６

．６
１１

８

１７
４

遗
鸥

Ｉｃ
ｈｔ
ｈｙ
ａｅ
ｔｕ
ｓｒ

ｅｌｉ
ｃｔｕ

ｓ
Ｐ

偶
见

种
一

级
ＥＮ

ＶＵ
Ⅰ

浮
水

游
禽

水
生

肉
食

性
４７

．５
４９

０．
２

１７
５

渔
鸥

Ｉｃ
ｈｔ
ｈｙ
ａｅ
ｔｕ
ｓｉ
ｃｈ
ｔｈ
ｙａ
ｅｔｕ

ｓ
Ｗ

，Ｐ
稀

有
种

ＬＣ
ＬＣ

浮
水

游
禽

杂
食

性
７３

１３
７８

．８

１７
６

黑
尾

鸥
Ｌａ

ｒｕ
ｓｃ

ｒａ
ｓｓｉ
ｒｏ
ｓｔｒ
ｉｓ

Ｗ
，Ｐ

偶
见

种
ＬＣ

ＬＣ
浮

水
游

禽
水

生
肉

食
性

５８
．７

５６
１

１７
７

普
通

海
鸥

Ｌａ
ｒｕ
ｓｃ

ａｎ
ｕｓ

Ｗ
，Ｐ

偶
见

种
ＬＣ

ＬＣ
浮

水
游

禽
杂

食
性

４７
．８

４１
２．
５

１７
８

灰
翅

鸥
Ｌａ

ｒｕ
ｓｇ

ｌａ
ｕｃ
ｅｓ
ｃｅ
ｎｓ

Ｖ
偶

见
种

ＬＣ
ＬＣ

浮
水

游
禽

水
生

肉
食

性
６９

．８
１０

５６
．５

１７
９

西
伯

利
亚

银
鸥

Ｌａ
ｒｕ
ｓｖ

ｅｇ
ａｅ

Ｗ
偶

见
种

ＬＣ
ＬＣ

浮
水

游
禽

水
生

肉
食

性
７４

１０
９０

．９
９

１８
０

灰
背

鸥
Ｌａ

ｒｕ
ｓｓ

ｃｈ
ｉｓｔ
ｉｓａ

ｇｕ
ｓ

Ｗ
偶

见
种

ＬＣ
ＬＣ

浮
水

游
禽

杂
食

性
６８

．１
１３

２３

１８
１

黄
腿

银
鸥

Ｌａ
ｒｕ
ｓｃ

ａｃ
ｈｉ
ｎｎ

ａｎ
ｓ

Ｗ
偶

见
种

ＬＣ
ＬＣ

浮
水

游
禽

杂
食

性
６５

．２
１１

１１
．９

１８
２

小
黑

背
银

鸥
Ｌａ

ｒｕ
ｓｆ
ｕｓ
ｃｕ
ｓ

Ｗ
偶

见
种

ＬＣ
ＬＣ

浮
水

游
禽

水
生

肉
食

性
６２

．３
７６

２．
４

１８
３

鸥
嘴

噪
鸥

Ｇｅ
ｌｏ
ｃｈ
ｅｌｉ
ｄｏ
ｎ
ｎｉ
ｌｏ
ｔｉｃ
ａ

Ｐ
偶

见
种

ＬＣ
ＬＣ

浮
水

游
禽

杂
食

性
４２

．１
２１

８．
３

１８
４

红
嘴

巨
燕

鸥
Ｈｙ

ｄｒ
ｏｐ
ｒｏ
ｇｎ

ｅ
ｃａ
ｓｐ
ｉａ

Ｐ
偶

见
种

ＬＣ
ＬＣ

浮
水

游
禽

水
生

肉
食

性
７８

．７
６５

５

１８
５

白
额

燕
鸥

Ｓｔ
ｅｒ
ｎｕ

ｌａ
ａｌ
ｂｉ
ｆｒｏ

ｎｓ
Ｓ

偶
见

种
ＬＣ

ＬＣ
浮

水
游

禽
水

生
肉

食
性

３３
．５

５７

１８
６

乌
燕

鸥
Ｏｎ

ｙｃ
ｈｏ
ｐｒ
ｉｏ
ｎ
ｆｕ
ｓｃ
ａｔ
ｕｓ

Ｖ
偶

见
种

ＬＣ
ＬＣ

浮
水

游
禽

水
生

肉
食

性
４７

．９
１８

５．
７

１８
７

河
燕

鸥
Ｓｔ
ｅｒ
ｎａ

ａｕ
ｒａ
ｎｔ
ｉａ

Ｓ
偶

见
种

一
级

ＮＴ
ＶＵ

浮
水

游
禽

水
生

肉
食

性
４３

．５
２０

９

１８
８

普
通

燕
鸥

Ｓｔ
ｅｒ
ｎａ

ｈｉ
ｒｕ
ｎｄ
ｏ

Ｓ
偶

见
种

ＬＣ
ＬＣ

浮
水

游
禽

水
生

肉
食

性
４４

．５
１２

９．
２

１８
９

黑
腹

燕
鸥

Ｓｔ
ｅｒ
ｎａ

ａｃ
ｕｔ
ｉｃａ

ｕｄ
ａ

Ｒ
偶

见
种

二
级

ＥＮ
ＥＮ

浮
水

游
禽

水
生

肉
食

性
４０

．７
１５

３

１９
０

灰
翅

浮
鸥

Ｃｈ
ｌｉｄ

ｏｎ
ｉａ
ｓｈ

ｙｂ
ｒｉｄ

ａ
Ｐ

偶
见

种
ＬＣ

ＬＣ
浮

水
游

禽
水

生
肉

食
性

３５
８３

．７

１９
１

白
翅

浮
鸥

Ｃｈ
ｌｉｄ

ｏｎ
ｉａ
ｓｌ
ｅｕ
ｃｏ
ｐｔ
ｅｒ
ｕｓ

Ｐ
偶

见
种

ＬＣ
ＬＣ

浮
水

游
禽

水
生

肉
食

性
３０

５４
．２

Ｆ２
３

贼
鸥

科
Ｓｔ
ｅｒ
ｃｏ
ｒａ
ｒｉｉ
ｄａ

ｅ

１９
２

长
尾

贼
鸥

Ｓｔ
ｅｒ
ｃｏ
ｒａ
ｒｉｕ

ｓｌ
ｏｎ
ｇｉ
ｃａ
ｕｄ

ｕｓ
Ｖ

偶
见

种
ＬＣ

ＬＣ
浮

水
游

禽
水

生
肉

食
性

３２
．９

２８
７．
９

１９
３

短
尾

贼
鸥

Ｓｔ
ｅｒ
ｃｏ
ｒａ
ｒｉｕ

ｓｐ
ａｒ
ａｓ
ｉｔｉ
ｃｕ
ｓ

Ｖ
偶

见
种

ＬＣ
ＬＣ

浮
水

游
禽

水
生

肉
食

性
３６

．１
４４

４．
３

１９
４

中
贼

鸥
Ｓｔ
ｅｒ
ｃｏ
ｒａ
ｒｉｕ

ｓｐ
ｏｍ

ａｒ
ｉｎ
ｕｓ

Ｐ，
Ｖ

偶
见

种
ＬＣ

ＬＣ
浮

水
游

禽
水

生
肉

食
性

４５
．８

６９
２．
５

　
　

Ｒ：
留

鸟
Ｒｅ

ｓｉｄ
ｅｎ

ｔ；
Ｓ：

夏
候

鸟
Ｓｕ

ｍ
ｍ
ｅｒ

ｖｉ
ｓｉｔ

ｏｒ
；Ｐ

：旅
鸟

Ｐａ
ｓｓ
ａｇ
ｅ
ｍ
ｉｇ
ｒａ
ｎｔ
；Ｗ

：冬
候

鸟
Ｗ
ｉｎ
ｔｅ
ｒｖ

ｉｓｉ
ｔｏ
ｒ；
Ｖ：

迷
鸟

Ｖａ
ｇｒ
ａｎ

ｔｖ
ｉｓｉ

ｔｏ
ｒ；
ＲＥ

：区
域

灭
绝

Ｒｅ
ｇｉ
ｏｎ

ａｌ
ｌｙ

Ｅｘ
ｔｉｎ

ｃｔ
；Ｃ

Ｒ：
极

危
Ｃｒ

ｉｔｉ
ｃａ
ｌｌｙ

Ｅｎ
ｄａ

ｎｇ
ｅｒ
ｅｄ

；Ｅ
Ｎ：

濒
危

Ｅｎ
ｄａ

ｎｇ
ｅｒ
ｅｄ

；

ＶＵ
：易

危
Ｖｕ

ｌｎ
ｅｒ
ａｂ

ｌｅ
；Ｎ

Ｔ：
近

危
Ｎｅ

ａｒ
Ｔｈ

ｒｅ
ａｔ
ｅｎ

ｅｄ
；Ｌ

Ｃ：
无

危
Ｌｅ

ａｓ
ｔＣ

ｏｎ
ｃｅ
ｒｎ
；Ｄ

Ｄ：
数

据
缺

乏
Ｄａ

ｔａ
Ｄｅ

ｆｉｃ
ｉｅ
ｎｔ
；Ｎ

Ｅ：
未

予
评

估
Ｎｏ

ｔＥ
ｖａ
ｌｕ
ａｔ
ｅ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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