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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中国科学院西北高原生物研究所，高原生物适应与进化重点实验室，西宁　 ８１０００１

２ 中国科学院大学，北京　 １０００４９

３ 青海省动物生态基因组学重点实验室，西宁　 ８１０００１

４ 青海大学，西宁　 ８１０００１

摘要：祁连山位于中国青藏高原东北部，是中国西北重要生态屏障，具有丰富的野生动物资源和地貌类型。 为探究祁连山南坡

鸟类组成与垂直分布特征，于 ２０１９ 年 ５ 月和 ９ 月采用样线法和直接计数法对不同生境、季节和分布海拔的鸟类资源进行了全

面调查。 结果显示，祁连山南坡共观测到鸟类 １７ 目 ４１ 科 １５７ 种，其中留鸟 ８１ 种 （５１．５９％）、夏候鸟 ６１ 种 （３８．８５％）、冬候鸟 ３
种 （１．９１％）、旅鸟 １２ 种 （７．６４％）；在区系组成上以古北界鸟类为主，共 １０２ 种 （６４．９７％），其次为广布种 ３４ 种 （２１．６６％）、东洋

界 ２１ 种 （１３．３８％）。 在季节变化中，夏季鸟类物种多样性显著高于秋季 （Ｐ＜０．００１）；在划分的 ８ 种生境类型中，草地生境鸟类

丰富度最高 （１０８ 种），且与湿地生境鸟类群落最相似，而与荒漠生境鸟类群落相似度最低；在鸟类垂直分布格局上，祁连山南

坡鸟类丰富度随海拔升高呈现为中锋模式，在海拔 ３１００—３４００ ｍ 处达到最大值。 另外，该地区留鸟垂直分布特征存在季节性

变化，随着夏季向秋季的季节变换，鸟类的垂直分布范围主要向下或向上移动。 物种本底数据的调查是开展生物多样性保护工

作的基础，了解该地区鸟类物种多样性数据及其随海拔梯度变化的规律，对保护祁连山南坡地区生物多样性具有重要意义。
关键词：祁连山南坡；鸟类多样性；垂直分布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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ｖｅｒｔｉｃａｌ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ｒａｎｇｅ ｏｆ ｂｉｒｄｓ ｍａｉｎｌｙ ｍｏｖｅｄ ｄｏｗｎｗａｒｄ ｏｒ ｕｐｗａｒｄ． Ｓｕｒｖｅｙｉｎｇ ｓｐｅｃｉｅｓ ｄ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ｄａｔａ ｓｅｒｖｅｓ ａｓ ｔｈｅ
ｆｏｕｎｄａｔｉｏｎ ｆｏｒ ｂｉｏｄ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ｃｏｎ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 ｅｆｆｏｒｔｓ． Ｕｎｄｅｒｓｔａｎｄｉｎｇ ｔｈｅ ｐａｔｔｅｒｎｓ ｏｆ ｂｉｒｄ ｓｐｅｃｉｅｓ ｄ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ａｎｄ ｔｈｅｉｒ ｖａｒｉａｔｉｏｎｓ ａｌｏｎｇ
ａｌｔｉｔｕｄｅ ｇｒａｄｉｅｎｔｓ ｉｎ ｔｈｅ ｒｅｇｉｏｎ ｉｓ ｏｆ ｇｒｅａｔ 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ｃｅ ｆｏｒ ｔｈｅ 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ｂｉｏｄ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ｉｎ ｔｈｅ ｓｏｕｔｈｅｒｎ ｓｌｏｐｅｓ ｏｆ ｔｈｅ Ｑｉｌｉａｎ
Ｍｏｕｎｔａｉｎｓ．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 ｓｏｕｔｈｅｒｎ ｓｌｏｐｅ ｏｆ ｔｈｅ Ｑｉｌｉａｎ Ｍｏｕｎｔａｉｎｓ； ｂｉｒｄ ｄ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ｖｅｒｔｉｃａｌ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ｐａｔｔｅｒｎ

山地生态系统因其海拔落差大、生境类型丰富的特点成为许多濒危物种的重要栖息地［１］，是物种抵挡恶

劣环境的天然屏障及扩散建立种群的桥梁，是典型的生物多样性热点区域，研究和保护山地生态系统生物多

样性对人类社会的生存和可持续发展至关重要［２］。 山地海拔落差对温度、降水及太阳辐射等因素的影响导

致其气候与植被带随海拔梯度出现了明显的垂直分异，使山区物种的形成与分布格局出现很大差异［３］。 近

年来，物种多样性分布格局的研究在生态学、生态地理学等领域受到广泛关注［２］，吴永杰和雷富民将物种多

样性垂直分布格局主要概括为单调递减模式、中锋模式和单调递增模式，其中，中锋模式被认为是小型兽类和

鸟类垂直分布格局的常见模式［４］。 鸟类作为监测环境健康和生态系统完整性的重要指标［５—６］，在生物多样性

和生态系统平衡的维持中发挥着重要作用［７—８］。 目前，学界已经开展了大量关于山地生态系统鸟类多样性与

垂直分布格局的研究，研究结果大多支持中锋模式假说，并指出其垂直分布格局可能受到地理、气候、进化历

史、生物因子与非生物因素以及中域效应假说等多种因素的综合影响［１，９—１０］。 另外，还有研究发现中国横断

山区鸟类分布海拔还呈现出季节变化［１１］，表明该地区鸟类为适应环境需求而进行季节性垂直移动，这也为山

地自然保护区针对性实施鸟类保护工作提供了新思路。
祁连山位于中国青藏高原东北部，黄土高原与青藏高原的过渡地带［１２］，是中国西北重要生态屏障，其南

坡海拔跨度为 １４０６—５２１０ ｍ，巨大的海拔落差造就了当地复杂的气候条件和植被类型，为雪豹（Ｐａｎｔｈｅｒａ
ｕｎｃｉａ）、白唇鹿（Ｃｅｒｖｕｓ ａｌｂｉｒｏｓｔｒｉｓ）、金雕（Ａｑｕｉｌａ ｃｈｒｙｓａｅｔｏｓ）、蓝马鸡（Ｃｒｏｓｓｏｐｔｉｌｏｎ ａｕｒｉｔｕｍ）等珍稀濒危野生动物

提供了良好栖息地。 为保护祁连山地区生态系统与生物多样性，２０１７ 年我国政府推行了《祁连山国家公园体

制试点方案》，其中包括甘肃省和青海省两个自然保护片区，分别管辖祁连山南北两坡［１３］。 自保护区建立以

来，不少学者利用红外相机技术监测调查了祁连山甘肃片区的物种多样性［１４—１６］，完善了该地区鸟兽资源与分

布情况的基础数据。 而在青海片区祁连山省级自然保护区开展的物种监测研究较少［１７］；同时，祁连山的自然

环境极具高原特征、物种多样性独特，然而对该地区鸟类资源组成与物种垂直分布格局的研究却鲜有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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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探究祁连山南坡鸟类多样性与垂直分布格局，本研究于 ２０１９ 年夏季（５ 月）和秋季（９ 月）采用样线法对当

地鸟类资源进行了调查，获得了祁连山南坡鸟类本底数据，分析了不同海拔、季节以及生境类型的鸟类多样性

差异，揭示了祁连山南坡鸟类丰富度垂直分布格局及鸟类季节性垂直迁移变化形式，从而为祁连山南坡鸟类

资源多样性保护和青藏高原生物多样性保护工作的开展提供数据支持。

１　 研究方法

１．１　 研究区域

祁连山位于中国青藏高原东北部生态脆弱地区，地处甘肃与青海两省交界处，山脉呈带状向青藏高原东

北方向延伸［１８］。 祁连山分为南坡（青海）和北坡（甘肃）两个区域，南坡（北纬 ３７°０３′１７″—３９°０５′５６″，东经

９８°０８′１３″—１０２°３８′１６″）范围主要包括海晏县、门源县、祁连县、刚察县、天峻县等 １１ 个县，东西长约 ８００ ｋｍ，
南北宽 ２００—３００ ｋｍ，总面积约 ２．４×１０４ ｋｍ２ ［１２］，海拔 １４０６—５２１０ ｍ。 年平均降水量约为 ４００ ｍｍ，年平均气温

约为－５．９℃，属于高原大陆性气候［１９］。
１．２　 生境类型和海拔梯度的划分

根据我国生态环境部发布的《全国生态状况调查评估技术规范———生态系统遥感解译与野外核查》 ［２０］

文件，结合祁连山南坡的地形、植被和人类干扰等因素［２１—２３］，将研究区域的生境类型划分为森林（常绿阔叶

林、落叶阔叶林、常绿针叶林、针阔混交林、落叶针叶林和疏林）、灌木（常绿阔叶灌木、落叶阔叶灌木和稀疏灌

木）、草地（高原草甸、草原和草甸）、湿地（沼泽、湖泊、水库、河流和溪流）、农田（水田、旱田、果园和花园）、城
市（居住区、人工绿地、工业区和棚户区）、荒漠（盐碱地和戈壁滩）、裸露地（沙地、裸岩和裸地）。 基于鸟类分

布海拔调查数据，以 ３００ ｍ 为间隔，将整个研究区域划分为 ８ 个海拔梯度，包括 １９００—２２００ ｍ、２２００—２５００ ｍ、
２５００—２８００ ｍ、２８００—３１００ ｍ、３１００—３４００ ｍ、３４００—３７００ ｍ、３７００—４０００ ｍ 和 ４０００—４３００ ｍ。
１．３　 野外调查

在 ２０１９ 年夏季（５ 月）和秋季（９ 月）采用样线法和直接计数法对祁连山南坡鸟类进行了野外调查。 首先

按照《县域鸟类多样性调查与评估技术规定》 ［２４］的原则与要求，首先从全国陆域 １０ ｋｍ×１０ ｋｍ 网格中提取本

研究区域 １０ ｋｍ×１０ ｋｍ 的网格样方，然后随机选取调查样方，使样方尽可能全面的覆盖在不同区县以及鸟类

栖息重点区域；然后根据栖息地类型以及样方实地情况，在每个样方内随机布设两条 ５—８ ｋｍ 的样线，每条样

线尽可能覆盖多种生境类型。 样方内布设的样线具有代表性，并对鸟类的重点分布区域增设调查样线。 调查

方式包括行走和乘车，车速为 ２０ ｋｍ ／ ｈ 左右，每行驶半小时开始步行观察，步行速度约为 １．５ ｋｍ ／ ｈ。 调查过程

中，使用 ＯＬＹＭＰＵＳ（８ × ４２）望远镜观察为主，鸣声为辅；详细记录了物种、数量、海拔、栖息地类型和 ＧＰＳ 位

点等信息，并拍照。 两次调查共布设样线 ２３７ 条，总长 １５４５．８ ｋｍ，其中夏季布设样线 １２０ 条，总长 ８６２．４ ｋｍ；
秋季布设样线 １１７ 条，总长 ６８３．４ ｋｍ（图 １）。
１．４　 数据分析

参照《中国鸟类野外手册》 ［２５］、《中国鸟类分类与分布名录（第四版）》 ［２６］、《世界自然保护联盟濒危物种

红色名录》（Ｖｅｒｓｉｏｎ ２０２３⁃１）（ＩＵＣＮ Ｒｅｄ Ｌｉｓｔ） ［２７］和《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名录》 ［２８］ 等资料对观察到的鸟类

进行分类对调查记录的各鸟种进行分类（目、科）、确定受威胁程度和保护等级；依据《中国动物地理》 ［２９］确定

了各鸟种的区系与分布型；参照《中国鸟类分类与分布名录（第四版）》和《青海鸟类图鉴》 ［３０］鉴定鸟类的居留

型。 鸟类食性数据的划分参考中国鸟类的生活史和生态学特征数据集［３１］。
使用插值法［１０］来分析祁连山南坡各海拔段的鸟类丰富度，即认为鸟类在海拔区段之间是连续分布的［２］。

根据所有鸟类数据的统计结果，用 Ｒ 软件中“ ｖｅｇａｎ ”包绘制两次调查的物种累计曲线；分别计算了不同季节

和不同生境鸟类群落的丰富度指数、Ｓｈａｎｎｏｎ⁃Ｗｉｅｎｅｒ 指数（Ｈ）、Ｓｉｍｐｓｏｎ 指数（Ｄ）和 Ｐｉｅｌｏｕ 指数（Ｅ），以比较不

同群落中鸟类组成和多样性的差异，并使用 Ｗｉｌｃｏｘｏｎ 秩和检验和 Ｋｒｕｓｋａｌ－Ｗａｌｌｉｓ 检验分析各组数据的差异显

著性，视 Ｐ＜０．０５ 为差异显著；另外，使用 Ａｎｏｓｉｍ 分析检验不同海拔梯度鸟类群落组内与组间差异大小，接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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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１　 研究区域范围及调查样线分布

Ｆｉｇ．１　 Ｓｔｕｄｙ ａｒｅａ ａｎｄ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ｓｕｒｖｅｙ ｔｒａｎｓｅｃｔｓ

进行了 ＰＣｏＡ 分析并计算了 Ｊａｃｃａｒｄ 指数（Ｊ），以分析不同海拔梯度鸟类群落的相似性，同时，还将 Ｊａｃｃａｒｄ 指

数与海拔差之间进行了 Ｓｐｅａｒｍａｎ 相关性分析，以探讨群落差异大小与海拔差距的关系。
排除记录数量小于 ６ 只的以及仅在夏季或秋季记录到的鸟类，使用 Ｒ 中的“ ｇｇｐｌｏｔ ”包实现了祁连山南

坡 ５０ 种留鸟垂直分布格局季节性变化的可视化。 将垂直分布格局季节性变化模式划分为以下４ 种：分布上

移模式，这类鸟类的分布海拔在秋季高于夏季；分布下移模式，这类鸟在夏季分布的海拔区段高于秋季，秋季

分布范围下移；分布范围扩张模式，这类鸟在夏季分布的海拔跨度小于秋季，即秋季海拔分布上限高于夏季并

且秋季海拔分布下限低于夏季；分布范围收缩模式，与第三种模式相反，在夏季鸟类分布的海拔跨度更大。 所

有数据的统计分析及绘图均由 Ｒ ４．３．２ 和 ＧｒａｐｈＰａｄ ９．５ 完成。

２　 结果与分析

２．１　 鸟类群落组成和区系特征分析

两次调查的物种累计曲线显示，物种数目随着调查样线数量增加而逐渐增多，最终物种累计曲线趋于平

缓，表明调查抽样充分，数据可用于后续分析（图 ２）。
综合两次调查结果，在祁连山南坡共观测到 １５７ 种鸟类（附录 １），隶属于 １７ 目 ４１ 科。 本次调查中，雀形

目（Ｐａｓｓｅｒｉｆｏｒｍｅｓ）鸟类最多，共 ９５ 种，占调查鸟类总种数的 ６０．５１％，其次是雁形目（Ａｎｓｅｒｉｆｏｒｍｅｓ）占比７．６４％
和鸻形目（Ｃｈａｒａｄｒｉｉｆｏｒｍｅｓ）占比 ７．６４％（表 １）。 在科水平上，鹟科（Ｍｕｓｃｉｃａｐｉｄａｅ）和鸭科（Ａｎａｔｉｄａｅ）鸟类的记

录种数最多，分别占鸟类总数的 ９．５５％和 ７．６４％。 按居留型划分，共记录到留鸟 ８１ 种，占鸟类总数的５１．５９％；
夏候鸟 ６１ 种，占 ３８．８５％；冬候鸟 ３ 种，占 １．９１％；旅鸟 １２ 种，占 ７．６４％。 其中繁殖鸟类（留鸟和夏候鸟）共 １４２
种，占所有鸟类总数的 ９０．４５％，非繁殖鸟类 １５ 种，占所有鸟类总数的 ９．５５％。 国家Ⅰ级重点保护鸟类 ６ 种，
分别是黑颈鹤（Ｇｒｕｓ ｎｉｇｒｉｃｏｌｌｉｓ）、胡兀鹫 （Ｇｙｐａｅｔｕｓ ｂａｒｂａｔｕｓ）、草原雕 （ Ａｑｕｉｌａ ｎｉｐａｌｅｎｓｉｓ）、金雕、猎隼 （Ｆａｌｃｏ
ｃｈｅｒｒｕｇ）和秃鹫（Ａｅｇｙｐｉｕｓ ｍｏｎａｃｈｕｓ）；国家Ⅱ级重点保护鸟类 １７ 种；被列入《世界自然保护联盟濒危物种红色

名录》 （ＩＵＣＮ Ｒｅｄ Ｌｉｓｔ）中的鸟类包括，濒危（ＥＮ）鸟类 ２ 种：猎隼和草原雕，易危（ＶＵ）鸟类 ２ 种：白喉石即鸟

（Ｓａｘｉｃｏｌａ ｉｎｓｉｇｎｉｓ）和红头潜鸭（Ａｙｔｈｙａ ｆｅｒｉｎａ），近危（ＮＴ）鸟类 ５ 种。 调查记录到中国特有种鸟类 １０ 种，占中

国特有种鸟类总数的 ９．１７％，包括白眉山雀（Ｐｏｅｃｉｌｅ ｓｕｐｅｒｃｉｌｉｏｓｕｓ）、白眉朱雀（Ｃａｒｐｏｄａｃｕｓ ｄｕｂｉｕｓ）、橙翅噪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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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２　 夏季和秋季鸟类调查的物种累计曲线

Ｆｉｇ．２　 Ｓｐｅｃｉｅｓ ｃｕｍｕｌａｔｉｖｅ ｃｕｒｖｅｓ ｆｏｒ ｓｕｍｍｅｒ ａｎｄ ａｕｔｕｍｎ ｂｉｒｄ ｓｕｒｖｅｙｓ

（Ｔｒｏｃｈａｌｏｐｔｅｒｏｎ ｅｌｌｉｏｔｉｉ）、大石鸡（Ａｌｅｃｔｏｒｉｓ ｍａｇｎａ）、地山雀（Ｐｓｅｕｄｏｐｏｄｏｃｅｓ ｈｕｍｉｌｉｓ）、蓝马鸡、山噪鹛（Ｐｔｅｒｏｒｈｉｎｕｓ
ｄａｖｉｄｉ）、藏雪雀 （Ｍｏｎｔｉｆｒｉｎｇｉｌｌａ ｈｅｎｒｉｃｉ）、 银喉长尾山雀 （ Ａｅｇｉｔｈａｌｏｓ ｇｌａｕｃｏｇｕｌａｒｉｓ） 和朱鹀 （ Ｕｒｏｃｙｎｃｈｒａｍｕｓ
ｐｙｌｚｏｗｉ）。 通过查找对比以往文献资料［３０，３２—３３］，确定了灰林即鸟（ Ｓａｘｉｃｏｌａ ｆｅｒｒｅｕｓ）为分布于青海省的新记录

鸟类。

表 １　 鸟类各目的物种比例

Ｔａｂｌｅ １　 Ｐｒｏｐｏｒ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ｓｐｅｃｉｅｓ ｉｎ ｅａｃｈ ａｖｉａｎ ｏｒｄｅｒ

目
Ｏｒｄｅｒ

种
Ｓｐｅｃｉｅｓ

比例 ／ ％
Ｐｅｒｃｅｎｔａｇｅ

目
Ｏｒｄｅｒ

种
Ｓｐｅｃｉｅｓ

比例 ／ ％
Ｐｅｒｃｅｎｔａｇｅ

雀形目 Ｐａｓｓｅｒｉｆｏｒｍｅｓ ９４ ６０．５１ 夜鹰目 Ｃａｐｒｉｍｕｌｇｉｆｏｒｍｅｓ ２ １．２７

雁形目 Ａｎｓｅｒｉｆｏｒｍｅｓ １２ ７．６４ 啄木鸟目 Ｐｉｃｉｆｏｒｍｅｓ ２ １．２７

鸻形目 Ｃｈａｒａｄｒｉｉｆｏｒｍｅｓ １２ ７．６４ 沙鸡目 Ｐｔｅｒｏｃｌｉｆｏｒｍｅｓ ２ １．２７

鹰形目 Ａｃｃｉｐｉｔｒｉｆｏｒｍｅｓ １０ ６．３７ 鹈形目 Ｐｅｌｅｃａｎｉｆｏｒｍｅｓ ２ １．２７

鸡形目 Ｇａｌｌｉｆｏｒｍｅｓ ６ ３．８２ 鲣鸟目 Ｓｕｌｉｆｏｒｍｅｓ １ ０．６４

鸽形目 Ｃｏｌｕｍｂｉｆｏｒｍｅｓ ４ ２．５５ 犀鸟目 Ｂｕｃｅｒｏｔｉｆｏｒｍｅｓ １ ０．６４

目 Ｐｏｄｉｃｉｐｅｄｉｆｏｒｍｅｓ ２ １．２７ 鸮形目 Ｓｔｒｉｇｉｆｏｒｍｅｓ １ ０．６４

鹤形目 Ｇｒｕｉｆｏｒｍｅｓ ２ １．２７ 鹃形目 Ｃｕｃｕｌｉｆｏｒｍｅｓ １ ０．６４

隼形目 Ｆａｌｃｏｎｉｆｏｒｍｅｓ ２ １．２７ 总计 Ｔｏｔａｌ １５７ １００

从区系特征上分析（图 ３），古北界鸟类最多，共 １０２ 种，占记录总数的 ６４． ９７％；其次为广布种 ３４ 种

（２１．６６％），东洋界鸟类最少，仅记录到 ２１ 种，占总物种数的 １３．３８％。 在 １４２ 种繁殖鸟类中，古北界物种有 ９１
种，占所有繁殖鸟类种数的 ６４．０８％，东洋界物种 ２１ 种（１４．７９％），广布种 ３０ 种（２１．１３％）。 从详细的分布型上

看，占比最多的前五种分别为广布型（２０．３８％）、古北型（１９．１１％）、高地型（１４．６５％）、全北型（１１．４６％）和喜马

拉雅－横断山区型（１０．１９％）。
２．２　 鸟类多样性与群落相似性分析

２．２．１　 不同季节鸟类群落多样性分析

调查发现，不同季节鸟类群落组成与多样性均存在差异。 从物种组成上看，夏季共记录到 １３３ 种鸟类，隶
属于 １６ 目 ３８ 科，占鸟类总数的 ８４．７１％。 其中雀形目鸟类占优势，有 ８３ 种，占夏季调查鸟类总数的 ６２．４１％。
秋季调查共发现鸟类 １６ 目 ３８ 科 １１８ 种，占鸟类总数的 ７５．１６％。 雀形目鸟类最多，有 ７３ 种，占秋季调查鸟类

总数的 ６１． ８６％。 鸟类多样性指数差异分析表明（图 ４），夏季鸟类群落的丰富度、Ｓｈａｎｎｏｎ⁃Ｗｉｅｎｅｒ 指数、
Ｓｉｍｐｓｏｎ 指数和 Ｐｉｅｌｏｕ 均匀度指数均显著高于秋季（Ｐ＜０．００１）， 表明夏季鸟类群落物种组成更加丰富，雀形

目鸟类为优势种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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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３　 鸟类区系及各分布型占比情况

Ｆｉｇ．３　 Ｂｉｒｄ ｚｏｎ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ｐｅｒｃｅｎｔａｇｅ ｏｆ ｅａｃｈ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ｔｙｐｅ

图 ４　 不同季节鸟类群落多样性指数差异比较（Ｗｉｌｃｏｘｏｎ 秩和检验）

Ｆｉｇ．４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 ｏｆ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ｓ ｉｎ ｂｉｒｄ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 ｄ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ｉｎｄｉｃｅｓ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ｓｅａｓｏｎｓ （Ｗｉｌｃｏｘｏｎ ｒａｎｋ⁃ｓｕｍ ｔｅｓｔ）

图 ５　 不同生境鸟类多样性差异比较（Ｋｒｕｓｋａｌ⁃Ｗａｌｌｉｓ 检验）

Ｆｉｇ．５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 ｏｆ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ｓ ｉｎ ｂｉｒｄ ｄ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ａｃｒｏｓｓ ｈａｂｉｔａｔｓ （Ｋｒｕｓｋａ⁃Ｗａｌｌｉｓ ｔｅｓｔ）

Ｃ１： 森林 Ｆｏｒｅｓｔ； Ｃ２： 灌木林 Ｓｈｒｕｂｌａｎｄ； Ｃ３： 草地 Ｇｒａｓｓｌａｎｄ； Ｃ４： 湿地 Ｗｅｔｌａｎｄ； Ｃ５： 农田 Ｆａｒｍｌａｎｄ； Ｃ６： 城市 Ｕｒｂａｎ； Ｃ７： 荒漠 Ｄｅｓｅｒｔ； Ｃ８：

裸露地 Ｂａｒｅ ｇｒｏｕｎｄ

２．２．２　 不同生境鸟类多样性的差异

不同生境鸟类多样性差异分析结果显示，草地生境是祁连山南坡鸟类多样性最高的生境，依次是森林、
农田、灌木林、裸露地、荒漠、湿地和城市（图 ５）。 其中，草地生境鸟类群落的 Ｓｈａｎｎｏｎ⁃Ｗｉｅｎｅｒ 指数显著高于湿

地（Ｐ＜０．０００１）和城市（Ｐ＝ ０．００４４），而其他生境之间差异不显著。 城市生境鸟类群落均匀度最低，显著低于

１３８８　 １９ 期 　 　 　 张萌　 等：祁连山南坡鸟类物种多样性与垂直分布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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森林（Ｐ＝ ０．０２７２）和灌木林（Ｐ＝ ０．００４１）。 不同生境鸟类群落相似性分析结果表明（表 ２），森林生境鸟类群落结

构与农田最相似，相似系数为 ０．５３２；其次是城市与农田生境群落以及草原与湿地生境群落，相似系数分别为

０．５００和 ０．４９６。 相反，森林和草地生境鸟类群落结构都与荒漠生境相似度最低，相似指数分别为 ０．１３４ 和 ０．１５６。

表 ２　 不同生境中鸟类群落的 Ｊａｃｃａｒｄ 相似性指数

Ｔａｂｌｅ ２　 Ｊａｃｃａｒｄ ｉｎｄｅｘ ｏｆ ｂｉｒｄ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ｉｅｓ ｉｎ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ｈａｂｉｔａｔｓ

生境类型
Ｈａｂｉｔａｔｓ

物种数
Ｓｐｅｃｉｅｓ

Ｊａｃｃａｒｄ 指数 Ｊａｃｃａｒｄ ｉｎｄｅｘ
森林
Ｆｏｒｅｓｔ

灌木林
Ｓｈｒｕｂｌａｎｄ

草地
Ｇｒａｓｓｌａｎｄ

湿地
Ｗｅｔｌａｎｄ

农田
Ｆａｒｍｌａｎｄ

城市
Ｕｒｂａｎ

荒漠
Ｄｅｓｅｒｔ

裸露地
Ｂａｒｅ ｇｒｏｕｎｄ

森林 Ｆｏｒｅｓｔ ５８ ０．０００
灌木林 Ｓｈｒｕｂｌａｎｄ ６７ ０．４５３ ０．０００
草地 Ｇｒａｓｓｌａｎｄ １０８ ０．３６１ ０．４２３ ０．０００
湿地 Ｗｅｔｌａｎｄ ８８ ０．３２７ ０．３９６ ０．４９６ ０．０００
农田 Ｆａｒｍｌａｎｄ ６０ ０．５３２ ０．４４３ ０．３２３ ０．３２１ ０．０００
城市 Ｕｒｂａｎ ３６ ０．３６２ ０．３２１ ０．２１０ ０．２１６ ０．５００ ０．０００
荒漠 Ｄｅｓｅｒｔ １８ ０．１３４ ０．１９７ ０．１５６ ０．１７８ ０．１６４ ０．２００ ０．０００
裸露地 Ｂａｒｅ ｇｒｏｕｎｄ ２０ ０．２１９ ０．２６１ ０．１８５ ０．１８７ ０．１９４ ０．２７３ ０．４０７ ０．０００

图 ６　 鸟类群落垂直分布格局与不同海拔梯度鸟类群落 β多样性分析

Ｆｉｇ．６　 Ｖｅｒｔｉｃａｌ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ｐａｔｔｅｒｎ ｏｆ ｂｉｒｄ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ｉｅｓ ａｎｄ β⁃Ｄ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ｂｉｒｄ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ｉｅｓ ａｔ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ａｌｔｉｔｕｄｅ ｇｒａｄｉｅｎｔｓ

图中灰色阴影代表 ９５％的置信区间

２．３　 鸟类多样性垂直分布格局

鸟类多样性垂直分布格局结果表明，随着海拔高度的增加，祁连山南坡的鸟类丰富度呈现出先增加后减

少的变化趋势（图 ６），在海拔 ３１００—３４００ ｍ 的鸟类丰富度最高，达 ９３ 种，在海拔 ４０００ ｍ 以上物种丰度较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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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低海拔 １９００—２２００ ｍ 的物种丰度最低，鸟类丰富度整体呈现中锋模式。 同时，夏季和秋季的鸟类多样性垂

直分布格局整体上也呈现出中锋模式。
不同海拔鸟类群落的 ＰＣｏＡ 分析结果表明（图 ６）：首先海拔区段为 ３４００—３７００ ｍ、３７００—４０００ ｍ 以及

４０００—４３００ ｍ 这三个高海拔区段鸟类群落重叠区域较多，说明该区段鸟类群落相似；１９００—２２００ ｍ、２２００—
２５００ ｍ 、２５００—２８００ ｍ 以及 ２８００—３１００ ｍ 这四个低海拔区段鸟类群落也重叠聚类到一起；物种数最多的

３１００—３４００ ｍ 区段与高低海拔区段鸟类群落均有较多重叠。 Ａｎｏｓｉｍ 检验结果表明，不同海拔梯度鸟类群落

结构之间存在显著差异（Ｒ＝ ０．２９３， Ｐ＝ ０．００１）。 其次，通过计算 Ｊａｃｃａｒｄ 指数发现相邻海拔段的鸟类群落相似

度较高（表 ３），２２００—２５００ ｍ 海拔段与 ２５００—２８００ ｍ 海拔段在群落结构组成上最相似（Ｊ＝ ０．５３８），海拔落差

最大的两个海拔段 １９００—２２００ ｍ 与 ４０００—４３００ ｍ 之间的相似性最低（Ｊ ＝ ０．０７１）。 进一步将 Ｊａｃｃａｒｄ 指数与

海拔落差进行 Ｓｐｅａｒｍａｎ 相关性分析以及线性拟合（图 ６），结果表明两者显著负相关（Ｒ ＝ －０．９４， Ｐ＜０．０００１），
海拔落差越大则群落相似度越低。

表 ３　 不同海拔梯度鸟类群落物种数及 Ｊａｃｃａｒｄ 相似性指数

Ｔａｂｌｅ ３　 Ｓｐｅｃｉｅｓ ｒｉｃｈｎｅｓｓ ａｎｄ Ｊａｃｃａｒｄ ｉｎｄｅｘ ｏｆ ｂｉｒｄ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ｉｅｓ ａｔ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ｅｌｅｖａｔｉｏｎａｌ ｇｒａｄｉｅｎｔｓ

海拔
Ｅｌｅｖａｔｉｏｎ ／ ｍ

物种数
Ｓｐｅｃｉｅｓ

Ｊａｃｃａｒｄ 指数 Ｊａｃｃａｒｄ ｉｎｄｅｘ

１９００—２２００ ｍ ２２００—２５００ ｍ ２５００—２８００ ｍ ２８００—３１００ ｍ ３１００—３４００ ｍ ３４００—３７００ ｍ ３７００—４０００ ｍ ４０００—４３００ ｍ

１９００—２２００ １９ ０．０００

２２００—２５００ ４６ ０．４１３ ０．０００

２５００—２８００ ５４ ０．３５２ ０．５３８ ０．０００

２８００—３１００ ７６ ０．１５９ ０．３２６ ０．４１３ ０．０００

３１００—３４００ ９３ ０．０９８ ０．１８８ ０．２６７ ０．４３２ ０．０００

３４００—３７００ ７５ ０．０９３ ０．１７５ ０．２４０ ０．３１３ ０．４８７ ０．０００

３７００—４０００ ５６ ０．１０３ ０．１４６ ０．２２２ ０．２４５ ０．４３３ ０．４５６ ０．０００

４０００—４３００ ２６ ０．０７１ ０．０７５ ０．１４３ ０．１３３ ０．２４０ ０．２６３ ０．３０２ ０．０００

另外，还对祁连山南坡留鸟垂直分布季节性变化进行探究（图 ７），经统计该地区留鸟共 ８１ 种，排除记录

数量少于 ６ 只的鸟类以及仅在夏季或秋季被观测到的鸟类后有 ５０ 种。 在这 ５０ 种鸟类中有 ８ 种鸟类的海拔

分布范围没有表现出季节性变化，而其余留鸟的垂直分布均随季节变化，并可分为以下 ４ 种变化模式：第一种

为分布上移模式，包括白顶溪鸲（Ｐｈｏｅｎｉｃｕｒｕｓ ｌｅｕｃｏｃｅｐｈａｌｕｓ）、地山雀和达乌里寒鸦（Ｃｏｌｏｅｕｓ ｄａｕｕｒｉｃｕｓ）等 １５ 种

鸟类，占 ５０ 种留鸟的 ３０． ００％。 第二种是分布下移，比如橙翅噪鹛、大石鸡和红嘴山鸦 （ Ｐｙｒｒｈｏｃｏｒａｘ
ｐｙｒｒｈｏｃｏｒａｘ）等 １７ 种留鸟，占比 ３４．００％。 第三种是分布范围扩张，这类鸟仅记录到 ５ 种，占比 １０．００％，如高山

岭雀（Ｌｅｕｃｏｓｔｉｃｔｅ ｂｒａｎｄｔｉ）和灰眉岩鹀（Ｅｍｂｅｒｉｚａ ｇｏｄｌｅｗｓｋｉｉ）。 最后一种是分布范围收缩，如大嘴乌鸦（Ｃｏｒｖｕｓ
ｍａｃｒｏｒｈｙｎｃｈｏｓ）和灰斑鸠（Ｓｔｒｅｐｔｏｐｅｌｉａ ｄｅｃａｏｃｔｏ）等 ５ 种鸟类，占比 １０．００％。 将这 ５０ 种留鸟对比到中国鸟类生

活史和生态学特征数据集中［２５］，获得每种鸟类的食性数据，统计结果表明：在 １５ 种分布上移的鸟类中包含 ３
种食虫性和 １２ 种杂食性鸟类；分布下移的鸟类中有 ９ 种食虫性鸟类、７ 种杂食性鸟类和 １ 种食腐性鸟类；分
布范围扩张的鸟类中包括 ２ 种食虫性和 ３ 种杂食性鸟类；而分布范围收缩的鸟类中 ５ 种全是杂食性鸟类。

３　 讨论

３．１　 鸟类物种组成及区系分析

通过与标本记录、历史文献和以往调查记录的比较，本研究共记录到祁连山南坡地区鸟类 １５７ 种 ２７３３７
只，占青海省鸟类总种数（４３２ 种）的 ３６．３４％［３０，３２—３４］，占中国鸟类总种数（２５７４ 种）的 ６．１０％ ［２６］，其中，国家级

保护鸟类共 ２３ 种，中国特有种鸟类 １０ 种，反映出当地鸟类资源丰富，具有较大保护价值。 在群落组成上以雀

形目鸟类为主（６０．５１％），与高红梅等人对三江源国家公园鸟类调查结果一致［３５］。 从鸟类区系上分析，祁连

山南坡鸟类以古北界鸟类占优势，占鸟类总数的 ６４．９７％，其次是广布种（２１．６６％），东洋界鸟类（１３．３８％）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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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７　 祁连山南坡 ５０ 种留鸟海拔分布的季节变化

Ｆｉｇ．７　 Ｓｅａｓｏｎａｌ ｖａｒｉ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ｔｈｅ ａｌｔｉｔｕｄｉｎａｌ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ｏｆ ５０ ｒｅｓｉｄｅｎｔ ｂｉｒｄ ｓｐｅｃｉｅｓ ｏｎ ｔｈｅ ｓｏｕｔｈｅｒｎ ｓｌｏｐｅ ｏｆ ｔｈｅ Ｑｉｌｉａｎ Ｍｏｕｎｔａｉｎｓ

少，这与杨忠庆等人对甘肃祁连山鸟类区系研究结果相似［３６］。 然而本次南坡调查中发现东洋界鸟类物种数

相比北坡有所增加，这可能与本研究区域所处地理位置有关。 祁连山南坡地处古北界［３７］青藏区，该区域与东

洋界西南区接壤，两区同属于高海拔山地生态系统具有相似的环境气候条件和植被类型，植被的变化会密切

影响鸟类的多样性分布格局［３８—３９］，从而出现东洋界鸟类向古北界逐渐扩散的现象［３８，４０］，而祁连山北坡地处

古北界西部荒漠亚区和黄土高原亚区，因此东洋界鸟类记录较少。
３．２　 鸟类群落多样性分析

通过夏季与秋季的鸟类多样性比较发现，夏季鸟类群落多项指数均显著高于秋季（Ｐ＜０．００１），表明夏季

鸟类群落物种组成与结构比秋季更加复杂，可能是由于 ５ 月属于青海地区鸟类繁殖季［３３］，而 ９ 月属于鸟类迁

徙期，因此夏季记录到的鸟类种类和数量更加丰富。 不同生境鸟类群落多样性指数与 Ｊａｃｃａｒｄ 相似性指数结

果表明，草地生境的鸟类物种丰富度和多样性指数高于其他生境，这可能与该地区草原面积大于其余生境面

积有关［２２，４１］，符合种———面积效应，即研究区域面积越大，容纳的物种数越多［４２］；其次，经统计雀形目鸟类在

祁连山南坡为优势种群，而草地生境所提供的生存环境和食物资源可能更加适合雀形目鸟类栖息。 此外，我
们在调查过程中发现草原生境通常混杂着其他生境，如河流湿地、灌木林等等，所以能够提供充足的食物和生

活空间，满足鸟类在不同生态位以及生活习性上的需求［４３］，这可能会导致鸟类向草地生境集中，且这些生境

的鸟类群落也较为相似。 虽然祁连山南坡的荒漠和裸露生境面积也较大，但其海拔过高，空间异质性较低，生
境类型单一，食物资源短缺，导致鸟类多样性低［４４］。 除了森林与农田生境、城市与农田生境以及草地与湿地

生境外，其他各个生境之间鸟类群落 Ｊａｃｃａｒｄ 指数均较低，表明这些生境之间鸟类物种组成差异较大。

４３８８ 　 生　 态　 学　 报　 　 　 ４４ 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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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３　 鸟类多样性垂直分布格局成因分析

山区物种多样性垂直分布格局受到气候、空间效应、植被生产力以及进化历史等生物与非生物因素的综

合影响［４５］。 本研究结果表明，祁连山南坡鸟类群落物种丰富度随海拔梯度呈现出先增加后减少的趋势，在中

等海拔区间 ３１００—３４００ ｍ 达到峰值，而在高海拔（＞４０００ ｍ）和低海拔（＜２５００ ｍ）的丰富度最低，呈现为鸟类

垂直分布格局研究中典型的中锋模式［４６］，这与中国西南山区和喜马拉雅山脉鸟类研究结果类似［９，４７—４８］。
Ｃｏｌｗｅｌｌ 等人提出的中域效应假说认为，区域边界限制使得物种向中间区域集中分布［４９］，因此根据该假说在祁

连山南坡中等海拔区间分布的鸟类物种最多，具有最高的多样性。 其次，物种多样性随生产力的提高而增

大［３］，在 ３０００—３８００ ｍ 海拔范围内植被覆盖状况好［５０］，代表该梯度的生产力高，因此鸟类多样性在该梯度集

中。 另外，粟通萍等人认为水热条件即温度与降水的不同组合状况也会导致物种分布格局的差异［５１］。 鸟类

需要稳定的水热条件以维持种群生存，而高海拔地区气温低降水多，低海拔地区降水偏少，限制了鸟类可获得

的能量［３］，促使鸟类向中海拔梯度分布。 不同海拔梯度鸟类群落之间的相似性比较结果显示，相近的海拔梯

度具有相似的鸟类群落结构［４５］，海拔落差与 Ｊａｃｃａｒｄ 指数成负相关关系（Ｓｐｅａｒｍａｎ ｒａｎｋ 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ｉｏｎ， Ｒ ＝ －０．９４，
Ｐ＜０．０００１），推测是由于相邻的海拔梯度拥有相似的生存环境和气候条件从而使群落相似。

祁连山南坡鸟类分布海拔格局季节变化模式共有分布海拔上移、分布下移、分布收缩和分布扩张 ４ 种，其
中前两种模式占比最大，为该地区鸟类分布海拔季节性变化的主要形式，但两种模式比例相差不大，这与

Ｌｉａｎｇ 等人和王艳梅等人的研究结果不同，其研究结果中鸟类以非繁殖季分布海拔下移为主［９，５２］。 推测可能

是以下原因，本研究在秋季 ９ 月调查，属于青海地区鸟类迁徙期，对鸟类迁移情况的记录可能有误差；其次，祁
连山南坡中低海拔区域容易受人类活动干扰，缺少适宜栖息地可能导致鸟类分布下移模式不明显。 另外本研

究发现，杂食性鸟类在 ４ 种分布模式中占比均较大，这说明杂食性鸟类相比于其他鸟类可利用食物资源充足，
更易改变自身分布模式适应季节变化［５３］；在非繁殖季分布上移的鸟类中食虫性鸟类仅有 ３ 种，而分布下移的

鸟类中食虫性鸟类，为 ９ 种，多于杂食性和食腐性鸟类，这与 Ｌｉａｎｇ 等人和王艳梅等人的研究结果相似，推测

可能与秋冬季祁连山南坡气温下降和食物资源的减少有关。 研究表明，祁连山植被覆盖度与气温呈正相关关

系［５４］，秋季气温降低，植被覆盖度下降从而影响节肢动物的生物量，同时已有研究发现高海拔山区在秋冬季

节肢动物丰度呈下降趋势［５５］，因此导致食虫性鸟类向更低的海拔梯度移动。

４　 结论与建议

研究发现祁连山南坡鸟类多样性集中分布于 ３１００—３４００ ｍ 区段，垂直分布格局为典型的中锋模式，建议

重点监测此区段的鸟类并深入研究，进一步探讨该地区鸟类中锋格局的驱动因素；草地与湿地生境面积广，其
鸟类丰富度最高，是许多重点保护鸟类的主要栖息地，如猎隼、草原雕和黑颈鹤等，因此应优先保护草地与湿

地区域；当地留鸟在繁殖季和非繁殖季分布海拔存在迁移现象，应注意避免人类活动对鸟类产生干扰，比如过

度放牧和当地旅游开发可能使环境造成污染、食物资源减少、影响鸟类繁衍等等，因此应加大对祁连山南坡人

类活动的监督和管理，加大鸟类保护的宣传力度，开展鸟类多样性保护工作。 本研究为祁连山国家公园鸟类

资源的保护提供了基础资料，并为祁连山乃至整个青藏高原鸟类多样性的保护提供强大的科技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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ｓｍ

ｏｎ
ｇｏ
ｌｕ
ｓ

－
ＬＣ

－
Ｐ

Ｓ
Ｄ

√
√

（十
一

）
鹬

科
Ｓｃ

ｏｌ
ｏｐ

ａｃ
ｉｄ
ａｅ

４１
红

脚
鹬

Ｔｒ
ｉｎ
ｇａ

ｔｏ
ｔａ
ｎｕ

ｓ
－

ＬＣ
－

Ｐ
Ｓ

Ｕｆ
√

４２
白

腰
草

鹬
Ｔｒ
ｉｎ
ｇａ

ｏｃ
ｈｒ
ｏｐ
ｕｓ

－
ＬＣ

－
Ｐ

Ｓ
Ｕｃ

√
４３

青
脚

滨
鹬

Ｃａ
ｌｉｄ

ｒｉｓ
ｔｅｍ

ｍ
ｉｎ
ｃｋ
ｉｉ

－
ＬＣ

－
Ｐ

Ｓ
Ｕａ

√
（十

二
）

鸥
科

Ｌａ
ｒｉｄ

ａｅ
４４

棕
头

鸥
Ｃｈ

ｒｏ
ｉｃｏ

ｃｅ
ｐｈ
ａｌ
ｕｓ

ｂｒ
ｕｎ

ｎｉ
ｃｅ
ｐｈ
ａｌ
ｕｓ

－
ＬＣ

－
Ｐ

Ｓ
Ｐａ

√
√

４５
红

嘴
鸥

Ｃｈ
ｒｏ
ｉｃｏ

ｃｅ
ｐｈ
ａｌ
ｕｓ

ｒｉｄ
ｉｂ
ｕｎ

ｄｕ
ｓ

－
ＬＣ

－
Ｐ

Ｐ
Ｕｃ

√
４６

渔
鸥

Ｉｃ
ｈｔ
ｈｙ
ａｅ
ｔｕ
ｓｉ
ｃｈ
ｔｈ
ｙａ
ｅｔｕ

ｓ
－

ＬＣ
－

Ｐ
Ｓ

Ｄ
√

４７
普

通
燕

鸥
Ｓｔ
ｅｒ
ｎａ

ｈｉ
ｒｕ
ｎｄ

ｏ
－

ＬＣ
－

Ｐ
Ｓ

Ｃｃ
√

√
九

沙
鸡

目
ＰＴ

ＥＲ
ＯＣ

ＬＩ
ＦＯ

ＲＭ
ＥＳ

（十
三

）
沙

鸡
科

Ｐｔ
ｅｒ
ｏｃ
ｌｉｄ

ａｅ
４８

毛
腿

沙
鸡

Ｓｙ
ｒｒｈ

ａｐ
ｔｅｓ

ｐａ
ｒａ
ｄｏ
ｘｕ
ｓ

－
ＬＣ

－
Ｐ

Ｒ
Ｄａ

√
４９

西
藏

毛
腿

沙
鸡

Ｓｙ
ｒｒｈ

ａｐ
ｔｅｓ

ｔｉｂ
ｅｔａ

ｎｕ
ｓ

－
ＬＣ

－
Ｐ

Ｒ
Ｐ

√
十

鸽
形

目
ＣＯ

ＬＵ
Ｍ
ＢＩ

ＦＯ
ＲＭ

ＥＳ
（十

四
）

鸠
鸽

科
Ｃｏ

ｌｕ
ｍ
ｂｉ
ｄａ

ｅ

９３８８　 １９ 期 　 　 　 张萌　 等：祁连山南坡鸟类物种多样性与垂直分布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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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
表

编
号

Ｎｕ
ｍ
ｂｅ

ｒ
分

类
等

级
Ｔａ

ｘｏ
ｎｏ

ｍ
ｉｃ

ｒａ
ｎｋ

物
物

种
名

录
Ｓｐ

ｅｃ
ｉｅ
ｓ
ｌｉｓ

ｔ

保
护

等
级

Ｐｒ
ｏｔ
ｅｃ
ｔｉｏ

ｎ
ｌｅ
ｖｅ
ｌ

ＩＵ
ＣＮ

红
色

名
录

ＩＵ
ＣＮ

ｒｅ
ｄ
ｌｉｓ

ｔ

中
国

特
有

种
Ｅｎ

ｄｅ
ｍ
ｉｃ

ｓｐ
ｅｃ
ｉｅ
ｓ

ｉｎ
Ｃｈ

ｉｎ
ａ

区
系

Ａｖ
ｉｆａ

ｕｎ
ａ

居
留

型
Ｒｅ

ｓｉｄ
ｅｎ

ｃｅ

分
布

型
Ｄｉ

ｓｔｒ
ｉｂ
ｕｔ
ｉｏ
ｎ

ｐａ
ｔｔｅ

ｒｎ
ｓ

夏
季

发
现

Ｓｕ
ｍ
ｍ
ｅｒ

ｄｉ
ｓｃ
ｏｖ
ｅｒ
ｙ

秋
季

发
现

Ａｕ
ｔｕ
ｍ
ｎ

ｄｉ
ｓｃ
ｏｖ
ｅｒ
ｙ

５０
岩

鸽
Ｃｏ

ｌｕ
ｍ
ｂａ

ｒｕ
ｐｅ
ｓｔｒ
ｉｓ

－
ＬＣ

－
Ｗ

Ｒ
Ｏ

３
√

√
５１

山
斑

鸠
Ｓｔ
ｒｅ
ｐｔ
ｏｐ
ｅｌｉ
ａ
ｏｒ
ｉｅｎ

ｔａ
ｌｉｓ

－
ＬＣ

－
Ｐ

Ｒ
Ｅ

√
√

５２
灰

斑
鸠

Ｓｔ
ｒｅ
ｐｔ
ｏｐ
ｅｌｉ
ａ
ｄｅ
ｃａ
ｏｃ
ｔｏ

－
ＬＣ

－
Ｏ

Ｒ
Ｗ
ｅ

√
√

５３
珠

颈
斑

鸠
Ｓｐ
ｉｌｏ
ｐｅ
ｌｉａ

ｃｈ
ｉｎ
ｅｎ
ｓｉｓ

－
ＬＣ

－
Ｏ

Ｒ
Ｗ
ｅ

√
√

十
一

鹃
形

目
ＣＵ

ＣＵ
ＬＩ
ＦＯ

ＲＭ
ＥＳ

（十
五

）
杜

鹃
科

Ｃｕ
ｃｕ

ｌｉｄ
ａｅ

５４
大

杜
鹃

Ｃｕ
ｃｕ
ｌｕ
ｓｃ

ａｎ
ｏｒ
ｕｓ

－
ＬＣ

－
Ｗ

Ｓ
Ｏ

１
√

√
十

二
鸮

形
目

ＳＴ
ＲＩ

ＧＩ
ＦＯ

ＲＭ
ＥＳ

（十
六

）
鸱

鸮
科

Ｓｔ
ｒｉｇ

ｉｄ
ａｅ

５５
纵

纹
腹

小
鸮

Ａｔ
ｈｅ
ｎｅ

ｎｏ
ｃｔｕ

ａ
二

级
ＬＣ

－
Ｐ

Ｒ
Ｕｆ

√
√

十
三

夜
鹰

目
ＣＡ

ＰＲ
ＩＭ

ＵＬ
ＧＩ

ＦＯ
ＲＭ

ＥＳ
（十

七
）

雨
燕

科
Ａｐ

ｏｄ
ｉｄ
ａｅ

５６
普

通
雨

燕
Ａｐ
ｕｓ

ａｐ
ｕｓ

－
ＬＣ

－
Ｗ

Ｓ
Ｏ

√
５７

白
腰

雨
燕

Ａｐ
ｕｓ

ｐａ
ｃｉｆ
ｉｃｕ

ｓ
－

ＬＣ
－

Ｐ
Ｓ

Ｍ
√

十
四

犀
鸟

目
ＢＵ

ＣＥ
ＲＯ

ＴＩ
ＦＯ

ＲＭ
ＥＳ

（十
八

）
戴

胜
科

Ｕｐ
ｕｐ

ｉｄ
ａｅ

５８
戴

胜
Ｕｐ

ｕｐ
ａ
ｅｐ
ｏｐ
ｓ

－
ＬＣ

－
Ｗ

Ｒ
Ｏ

√
十

五
啄

木
鸟

目
ＰＩ

ＣＩ
ＦＯ

ＲＭ
ＥＳ

（十
九

）
啄

木
鸟

科
Ｐｉ
ｃｉ
ｄａ

ｅ
５９

大
斑

啄
木

鸟
Ｄｅ

ｎｄ
ｒｏ
ｃｏ
ｐｏ
ｓｍ

ａｊ
ｏｒ

－
ＬＣ

－
Ｐ

Ｒ
Ｕｃ

√
６０

灰
头

绿
啄

木
鸟

Ｐｉ
ｃｕ
ｓｃ

ａｎ
ｕｓ

－
ＬＣ

－
Ｐ

Ｒ
Ｕ

√
√

十
六

隼
形

目
ＦＡ

ＬＣ
ＯＮ

ＩＦ
ＯＲ

Ｍ
ＥＳ

（二
十

）
隼

科
Ｆａ

ｌｃ
ｏｎ

ｉｄ
ａｅ

６１
红

隼
Ｆａ

ｌｃｏ
ｔｉｎ

ｎｕ
ｎｃ
ｕｌ
ｕｓ

二
级

ＬＣ
－

Ｗ
Ｒ

Ｏ
１

√
√

６２
猎

隼
Ｆａ

ｌｃｏ
ｃｈ
ｅｒ
ｒｕ
ｇ

一
级

ＥＮ
－

Ｐ
Ｒ

Ｃａ
√

√
十

七
雀

形
目

ＰＡ
ＳＳ

ＥＲ
ＩＦ
ＯＲ

Ｍ
ＥＳ

（二
十

一
）

伯
劳

科
Ｌａ

ｎｉ
ｉｄ
ａｅ

６３
红

尾
伯

劳
Ｌａ

ｎｉ
ｕｓ

ｃｒ
ｉｓｔ
ａｔ
ｕｓ

－
ＬＣ

－
Ｐ

Ｐ
Ｘ

√
６４

荒
漠

伯
劳

Ｌａ
ｎｉ
ｕｓ

ｉｓａ
ｂｅ
ｌｌｉ
ｎｕ

ｓ
－

ＬＣ
－

Ｐ
Ｓ

－
√

６５
灰

背
伯

劳
Ｌａ

ｎｉ
ｕｓ

ｔｅｐ
ｈｒ
ｏｎ
ｏｔ
ｕｓ

－
ＬＣ

－
Ｏ

Ｓ
Ｈ
ｍ

√
√

６６
楔

尾
伯

劳
Ｌａ

ｎｉ
ｕｓ

ｓｐ
ｈｅ
ｎｏ
ｃｅ
ｒｃ
ｕｓ

－
ＬＣ

－
Ｐ

Ｒ
Ｍ
ｃ

√
√

６７
棕

尾
伯

劳
Ｌａ

ｎｉ
ｕｓ

ｐｈ
ｏｅ
ｎｉ
ｃｕ
ｒｏ
ｉｄ
ｅｓ

－
ＬＣ

－
ｐ

Ｓ
－

√
√

（二
十

二
）

鸦
科

Ｃｏ
ｒｖ
ｉｄ
ａｅ

６８
灰

喜
鹊

Ｃｙ
ａｎ
ｏｐ
ｉｃａ

ｃｙ
ａｎ

ｕｓ
－

ＬＣ
－

Ｐ
Ｒ

Ｕｄ
√

√
６９

喜
鹊

Ｐｉ
ｃａ

ｓｅ
ｒｉｃ
ａ

－
ＬＣ

－
Ｐ

Ｒ
Ｃｈ

√
√

７０
红

嘴
山

鸦
Ｐｙ

ｒｒｈ
ｏｃ
ｏｒ
ａｘ

ｐｙ
ｒｒｈ

ｏｃ
ｏｒ
ａｘ

－
ＬＣ

－
Ｗ

Ｒ
Ｏ

３
√

√
７１

黄
嘴

山
鸦

Ｐｙ
ｒｒｈ

ｏｃ
ｏｒ
ａｘ

ｇｒ
ａｃ
ｕｌ
ｕｓ

－
ＬＣ

－
Ｗ

Ｒ
Ｏ

√
√

０４８８ 　 生　 态　 学　 报　 　 　 ４４ 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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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
表

编
号

Ｎｕ
ｍ
ｂｅ

ｒ
分

类
等

级
Ｔａ

ｘｏ
ｎｏ

ｍ
ｉｃ

ｒａ
ｎｋ

物
物

种
名

录
Ｓｐ

ｅｃ
ｉｅ
ｓ
ｌｉｓ

ｔ

保
护

等
级

Ｐｒ
ｏｔ
ｅｃ
ｔｉｏ

ｎ
ｌｅ
ｖｅ
ｌ

ＩＵ
ＣＮ

红
色

名
录

ＩＵ
ＣＮ

ｒｅ
ｄ
ｌｉｓ

ｔ

中
国

特
有

种
Ｅｎ

ｄｅ
ｍ
ｉｃ

ｓｐ
ｅｃ
ｉｅ
ｓ

ｉｎ
Ｃｈ

ｉｎ
ａ

区
系

Ａｖ
ｉｆａ

ｕｎ
ａ

居
留

型
Ｒｅ

ｓｉｄ
ｅｎ

ｃｅ

分
布

型
Ｄｉ

ｓｔｒ
ｉｂ
ｕｔ
ｉｏ
ｎ

ｐａ
ｔｔｅ

ｒｎ
ｓ

夏
季

发
现

Ｓｕ
ｍ
ｍ
ｅｒ

ｄｉ
ｓｃ
ｏｖ
ｅｒ
ｙ

秋
季

发
现

Ａｕ
ｔｕ
ｍ
ｎ

ｄｉ
ｓｃ
ｏｖ
ｅｒ
ｙ

７２
达

乌
里

寒
鸦

Ｃｏ
ｌｏ
ｅｕ
ｓｄ

ａｕ
ｕｒ
ｉｃｕ

ｓ
－

ＬＣ
－

Ｗ
Ｒ

－
√

√
７３

小
嘴

乌
鸦

Ｃｏ
ｒｖ
ｕｓ

ｃｏ
ｒｏ
ｎｅ

－
ＬＣ

－
Ｐ

Ｒ
Ｃｆ

√
√

７４
大

嘴
乌

鸦
Ｃｏ

ｒｖ
ｕｓ

ｍ
ａｃ
ｒｏ
ｒｈ
ｙｎ
ｃｈ
ｏｓ

－
ＬＣ

－
Ｐ

Ｒ
Ｅｈ

√
√

７５
渡

鸦
Ｃｏ

ｒｖ
ｕｓ

ｃｏ
ｒａ
ｘ

－
ＬＣ

－
Ｐ

Ｒ
Ｃｈ

√
７６

黑
尾

地
鸦

Ｐｏ
ｄｏ
ｃｅ
ｓｈ

ｅｎ
ｄｅ
ｒｓｏ

ｎｉ
二

级
ＬＣ

－
Ｐ

Ｒ
Ｄｇ

√
７７

松
鸦

Ｇａ
ｒｒｕ

ｌｕ
ｓｇ

ｌａ
ｎｄ

ａｒ
ｉｕ
ｓ

－
ＬＣ

－
Ｐ

Ｒ
Ｕｈ

√
（二

十
三

）
山

雀
科

Ｐａ
ｒｉｄ

ａｅ
７８

褐
头

山
雀

Ｐｏ
ｅｃ
ｉｌｅ

ｍ
ｏｎ
ｔａ
ｎｕ
ｓ

－
ＬＣ

－
Ｐ

Ｒ
Ｃｂ

√
√

７９
地

山
雀

Ｐｓ
ｅｕ
ｄｏ
ｐｏ
ｄｏ
ｃｅ
ｓｈ

ｕｍ
ｉｌｉ
ｓ

－
ＬＣ

＋
Ｐ

Ｒ
Ｐａ

√
√

８０
大

山
雀

Ｐａ
ｒｕ
ｓｍ

ａｊ
ｏｒ

－
ＬＣ

－
Ｗ

Ｒ
Ｏ

√
８１

白
眉

山
雀

Ｐｏ
ｅｃ
ｉｌｅ

ｓｕ
ｐｅ
ｒｃ
ｉｌｉ
ｏｓ
ｕｓ

二
级

ＬＣ
＋

Ｐ
Ｒ

Ｐｃ
√

（二
十

四
）

百
灵

科
Ａｌ

ａｕ
ｄｉ
ｄａ

ｅ
８２

蒙
古

百
灵

Ｍ
ｅｌａ

ｎｏ
ｃｏ
ｒｙ
ｐｈ
ａ
ｍ
ｏｎ
ｇｏ
ｌｉｃ
ａ

二
级

ＬＣ
－

Ｐ
Ｒ

Ｄｎ
√

８３
长

嘴
百

灵
Ｍ
ｅｌａ

ｎｏ
ｃｏ
ｒｙ
ｐｈ
ａ
ｍ
ａｘ
ｉｍ
ａ

－
ＬＣ

－
Ｐ

Ｒ
Ｐａ

√
８４

细
嘴

短
趾

百
灵

Ｃａ
ｌａ
ｎｄ

ｒｅ
ｌｌａ

ａｃ
ｕｔ
ｉｒｏ

ｓｔｒ
ｉｓ

－
ＬＣ

－
Ｐ

Ｒ
Ｐ

√
√

８５
短

趾
百

灵
Ａｌ
ａｕ

ｄａ
ｌａ

ｃｈ
ｅｌｅ

ｅｎ
ｓｉｓ

－
ＬＣ

－
Ｐ

Ｒ
Ｄ

√
√

８６
小

云
雀

Ａｌ
ａｕ

ｄａ
ｇｕ

ｌｇ
ｕｌ
ａ

－
ＬＣ

－
Ｏ

Ｒ
Ｗ
ｅ

√
√

８７
角

百
灵

Ｅｒ
ｅｍ

ｏｐ
ｈｉ
ｌａ

ａｌ
ｐｅ
ｓｔｒ
ｉｓ

－
ＬＣ

－
Ｐ

Ｒ
Ｃ

√
√

（二
十

五
）

燕
科

Ｈ
ｉｒｕ

ｎｄ
ｉｎ
ｉｄ
ａｅ

８８
崖

沙
燕

Ｒｉ
ｐａ
ｒｉａ

ｒｉｐ
ａｒ
ｉａ

－
ＬＣ

－
Ｐ

Ｓ
Ｃｇ

√
√

８９
家

燕
Ｈｉ
ｒｕ
ｎｄ
ｏ
ｒｕ
ｓｔｉ
ｃａ

－
ＬＣ

－
Ｐ

Ｓ
Ｃｈ

√
√

９０
岩

燕
Ｐｔ
ｙｏ
ｎｏ
ｐｒ
ｏｇ
ｎｅ

ｒｕ
ｐｅ
ｓｔｒ
ｉｓ

－
ＬＣ

－
Ｗ

Ｓ
Ｏ

３
√

√
９１

烟
腹

毛
脚

燕
Ｄｅ

ｌｉｃ
ｈｏ
ｎ
ｄａ

ｓｙ
ｐｕ
ｓ

－
ＬＣ

－
Ｏ

Ｓ
－

√
（二

十
六

）
长

尾
山

雀
科

Ａｅ
ｇｉ
ｔｈ
ａｌ
ｉｄ
ａｅ

９２
银

喉
长

尾
山

雀
Ａｅ
ｇｉ
ｔｈ
ａｌ
ｏｓ

ｇｌ
ａｕ
ｃｏ
ｇｕ

ｌａ
ｒｉｓ

－
ＬＣ

＋
Ｐ

Ｒ
Ｕ

√
√

９３
花

彩
雀

莺
Ｌｅ
ｐｔ
ｏｐ
ｏｅ
ｃｉｌ
ｅ
ｓｏ
ｐｈ
ｉａ
ｅ

－
ＬＣ

－
Ｐ

Ｒ
Ｐａ

√
（二

十
七

）
柳

莺
科

Ｐｈ
ｙｌ
ｌｏ
ｓｃ
ｏｐ

ｉｄ
ａｅ

９４
黄

腹
柳

莺
Ｐｈ

ｙｌ
ｌｏ
ｓｃ
ｏｐ
ｕｓ

ａｆ
ｆｉｎ

ｉｓ
－

ＬＣ
－

Ｏ
Ｓ

Ｈ
ｍ

√
√

９５
橙

斑
翅

柳
莺

Ｐｈ
ｙｌ
ｌｏ
ｓｃ
ｏｐ
ｕｓ

ｐｕ
ｌｃｈ

ｅｒ
－

ＬＣ
－

Ｏ
Ｓ

Ｈ
ｍ

√
√

９６
甘

肃
柳

莺
Ｐｈ

ｙｌ
ｌｏ
ｓｃ
ｏｐ
ｕｓ

ｋａ
ｎｓ
ｕｅ
ｎｓ
ｉｓ

－
ＬＣ

－
Ｐ

Ｓ
－

√
√

９７
淡

眉
柳

莺
Ｐｈ

ｙｌ
ｌｏ
ｓｃ
ｏｐ
ｕｓ

ｈｕ
ｍ
ｅｉ

－
ＬＣ

－
Ｐ

Ｓ
－

√
９８

暗
绿

柳
莺

Ｐｈ
ｙｌ
ｌｏ
ｓｃ
ｏｐ
ｕｓ

ｔｒｏ
ｃｈ
ｉｌｏ
ｉｄ
ｅｓ

－
ＬＣ

－
Ｐ

Ｓ
Ｕ

√
√

（二
十

八
）

噪
鹛

科
Ｌｅ

ｉｏ
ｔｈ
ｒｉｃ

ｈｉ
ｄａ

ｅ
９９

山
噪

鹛
Ｐｔ
ｅｒ
ｏｒ
ｈｉ
ｎｕ

ｓｄ
ａｖ
ｉｄ
ｉ

－
ＬＣ

＋
Ｐ

Ｒ
Ｂａ

√
√

１０
０

橙
翅

噪
鹛

Ｔｒ
ｏｃ
ｈａ

ｌｏ
ｐｔ
ｅｒ
ｏｎ

ｅｌｌ
ｉｏ
ｔｉｉ

二
级

ＬＣ
＋

Ｏ
Ｒ

Ｈ
ｃ

√
√

（二
十

九
）

莺
鹛

科
Ｓｙ

ｌｖ
ｉｉｄ

ａｅ
１０

１
白

喉
林

莺
Ｃｕ

ｒｒｕ
ｃａ

ｃｕ
ｒｒｕ

ｃａ
－

ＬＣ
－

Ｗ
Ｓ

Ｏ３
√

１４８８　 １９ 期 　 　 　 张萌　 等：祁连山南坡鸟类物种多样性与垂直分布格局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ｃｎ

续
表

编
号

Ｎｕ
ｍ
ｂｅ

ｒ
分

类
等

级
Ｔａ

ｘｏ
ｎｏ

ｍ
ｉｃ

ｒａ
ｎｋ

物
物

种
名

录
Ｓｐ

ｅｃ
ｉｅ
ｓ
ｌｉｓ

ｔ

保
护

等
级

Ｐｒ
ｏｔ
ｅｃ
ｔｉｏ

ｎ
ｌｅ
ｖｅ
ｌ

ＩＵ
ＣＮ

红
色

名
录

ＩＵ
ＣＮ

ｒｅ
ｄ
ｌｉｓ

ｔ

中
国

特
有

种
Ｅｎ

ｄｅ
ｍ
ｉｃ

ｓｐ
ｅｃ
ｉｅ
ｓ

ｉｎ
Ｃｈ

ｉｎ
ａ

区
系

Ａｖ
ｉｆａ

ｕｎ
ａ

居
留

型
Ｒｅ

ｓｉｄ
ｅｎ

ｃｅ

分
布

型
Ｄｉ

ｓｔｒ
ｉｂ
ｕｔ
ｉｏ
ｎ

ｐａ
ｔｔｅ

ｒｎ
ｓ

夏
季

发
现

Ｓｕ
ｍ
ｍ
ｅｒ

ｄｉ
ｓｃ
ｏｖ
ｅｒ
ｙ

秋
季

发
现

Ａｕ
ｔｕ
ｍ
ｎ

ｄｉ
ｓｃ
ｏｖ
ｅｒ
ｙ

（三
十

）
鹪

鹩
科

Ｔｒ
ｏｇ
ｌｏ
ｄｙ

ｔｉｄ
ａｅ

１０
２

鹪
鹩

Ｔｒ
ｏｇ
ｌｏ
ｄｙ
ｔｅｓ

ｔｒｏ
ｇｌ
ｏｄ
ｙｔ
ｅｓ

－
ＬＣ

－
Ｐ

Ｓ
Ｃｈ

√
（三

十
一

）


科
Ｓｉ
ｔｔｉ
ｄａ

ｅ
１０

３
红

翅
旋

壁
雀

Ｔｉ
ｃｈ
ｏｄ
ｒｏ
ｍ
ａ
ｍ
ｕｒ
ａｒ
ｉａ

－
ＬＣ

－
Ｗ

Ｓ
Ｏ

√
√

（三
十

二
）

椋
鸟

科
Ｓｔ
ｕｒ
ｎｉ
ｄａ

ｅ
１０

４
灰

椋
鸟

Ｓｐ
ｏｄ
ｉｏ
ｐｓ
ａｒ

ｃｉｎ
ｅｒ
ａｃ
ｅｕ
ｓ

－
ＬＣ

－
Ｐ

Ｒ
Ｘ

√
（三

十
三

）
鸫

科
Ｔｕ

ｒｄ
ｉｄ
ａｅ

１０
５

灰
头

鸫
Ｔｕ

ｒｄ
ｕｓ

ｒｕ
ｂｒ
ｏｃ
ａｎ

ｕｓ
－

ＬＣ
－

Ｏ
Ｒ

Ｈ
ｍ

√
√

１０
６

棕
背

黑
头

鸫
Ｔｕ

ｒｄ
ｕｓ

ｋｅ
ｓｓｌ
ｅｒ
ｉ

－
ＬＣ

－
Ｏ

Ｒ
Ｈ
ｍ

√
１０

７
白

眉
鸫

Ｔｕ
ｒｄ
ｕｓ

ｏｂ
ｓｃ
ｕｒ
ｕｓ

－
ＬＣ

－
Ｗ

Ｐ
－

√
１０

８
赤

颈
鸫

Ｔｕ
ｒｄ
ｕｓ

ｒｕ
ｆｉｃ
ｏｌ
ｌｉｓ

－
ＬＣ

－
Ｗ

Ｗ
Ｏ

√
（三

十
四

）
鹟

科
Ｍ
ｕｓ
ｃｉ
ｃａ
ｐｉ
ｄａ

ｅ
１０

９
白

喉
红

尾
鸲

Ｐｈ
ｏｅ
ｎｉ
ｃｕ
ｒｕ
ｓｓ

ｃｈ
ｉｓｔ
ｉｃｅ

ｐｓ
－

ＬＣ
－

Ｏ
Ｒ

Ｈ
ｍ

√
√

１１
０

白
顶

即鸟
Ｏｅ

ｎａ
ｎｔ
ｈｅ

ｐｌ
ｅｓ
ｃｈ
ａｎ
ｋａ

－
ＬＣ

－
Ｐ

Ｓ
Ｄａ

１１
１

蓝
额

红
尾

鸲
Ｐｈ

ｏｅ
ｎｉ
ｃｕ
ｒｕ
ｓｆ
ｒｏ
ｎｔ
ａｌ
ｉｓ

－
ＬＣ

－
Ｏ

Ｒ
Ｈ
ｍ

√
√

１１
２

赭
红

尾
鸲

Ｐｈ
ｏｅ
ｎｉ
ｃｕ
ｒｕ
ｓｏ

ｃｈ
ｒｕ
ｒｏ
ｓ

－
ＬＣ

－
Ｗ

Ｓ
Ｏ

√
√

１１
３

黑
喉

红
尾

鸲
Ｐｈ

ｏｅ
ｎｉ
ｃｕ
ｒｕ
ｓｈ

ｏｄ
ｇｓ
ｏｎ
ｉ

－
ＬＣ

－
Ｏ

Ｓ
Ｈ
ｍ

√
√

１１
４

北
红

尾
鸲

Ｐｈ
ｏｅ
ｎｉ
ｃｕ
ｒｕ
ｓａ

ｕｒ
ｏｒ
ｅｕ
ｓ

－
ＬＣ

－
Ｐ

Ｓ
Ｍ

√
√

１１
５

红
腹

红
尾

鸲
Ｐｈ

ｏｅ
ｎｉ
ｃｕ
ｒｕ
ｓｅ

ｒｙ
ｔｈ
ｒｏ
ｇａ

ｓｔｒ
ｕｓ

－
ＬＣ

－
Ｐ

Ｒ
Ｐ

√
√

１１
６

白
顶

溪
鸲

Ｐｈ
ｏｅ
ｎｉ
ｃｕ
ｒｕ
ｓｌ
ｅｕ
ｃｏ
ｃｅ
ｐｈ
ａｌ
ｕｓ

－
ＬＣ

－
Ｏ

Ｒ
Ｈ
ｍ

√
√

１１
７

黑
喉

石
即鸟

Ｓａ
ｘｉ
ｃｏ
ｌａ

ｍ
ａｕ

ｒｕ
ｓ

－
ＬＣ

－
Ｗ

Ｓ
Ｏ

１
√

√
１１

８
灰

林
即鸟

Ｓａ
ｘｉ
ｃｏ
ｌａ

ｆｅｒ
ｒｅ
ｕｓ

－
ＬＣ

－
Ｏ

Ｒ
Ｗ
ｅ

√
１１

９
沙

即鸟
Ｏｅ

ｎａ
ｎｔ
ｈｅ

ｉｓａ
ｂｅ
ｌｌｉ
ｎａ

－
ＬＣ

－
Ｐ

Ｓ
Ｄｅ

√
√

１２
０

漠
即鸟

Ｏｅ
ｎａ

ｎｔ
ｈｅ

ｄｅ
ｓｅ
ｒｔｉ

－
ＬＣ

－
Ｐ

Ｓ
Ｄａ

√
√

１２
１

白
喉

石
即鸟

Ｓａ
ｘｉ
ｃｏ
ｌａ

ｉｎ
ｓｉｇ

ｎｉ
ｓ

二
级

ＶＵ
－

Ｐ
Ｐ

Ｄ
√

１２
２

红
喉

姬
鹟

Ｆｉ
ｃｅ
ｄｕ

ｌａ
ａｌ
ｂｉ
ｃｉｌ
ｌａ

－
ＬＣ

－
Ｐ

Ｐ
Ｕｃ

√
（三

十
五

）
河

乌
科

Ｃｉ
ｎｃ

ｌｉｄ
ａｅ

１２
３

河
乌

Ｃｉ
ｎｃ
ｌｕ
ｓｃ

ｉｎ
ｃｌｕ

ｓ
－

ＬＣ
－

Ｗ
Ｓ

Ｏ
１

√
√

（三
十

六
）

雀
科

Ｐａ
ｓｓ
ｅｒ
ｉｄ
ａｅ

１２
４

麻
雀

Ｐａ
ｓｓｅ

ｒｍ
ｏｎ
ｔａ
ｎｕ

ｓ
－

ＬＣ
－

Ｐ
Ｒ

Ｕｈ
√

√
１２

５
石

雀
Ｐｅ
ｔｒｏ

ｎｉ
ａ
ｐｅ
ｔｒｏ

ｎｉ
ａ

－
ＬＣ

－
Ｗ

Ｒ
Ｏ

３
√

√
１２

６
藏

雪
雀

Ｍ
ｏｎ
ｔｉｆ
ｒｉｎ

ｇｉ
ｌｌａ

ｈｅ
ｎｒ
ｉｃｉ

－
ＬＣ

＋
Ｐ

Ｒ
－

√
１２

７
褐

翅
雪

雀
Ｍ
ｏｎ
ｔｉｆ
ｒｉｎ

ｇｉ
ｌｌａ

ａｄ
ａｍ

ｓｉ
－

ＬＣ
－

Ｐ
Ｒ

Ｐｙ
√

１２
８

白
腰

雪
雀

Ｏｎ
ｙｃ
ｈｏ
ｓｔｒ
ｕｔ
ｈｕ

ｓｔ
ａｃ
ｚａ
ｎｏ
ｗｓ
ｋｉ
ｉ

－
ＬＣ

－
Ｐ

Ｒ
Ｐｙ

√
√

１２
９

棕
颈

雪
雀

Ｐｙ
ｒｇ
ｉｌａ

ｕｄ
ａ
ｒｕ
ｆｉｃ
ｏｌ
ｌｉｓ

－
ＬＣ

－
Ｐ

Ｒ
Ｐｙ

√
√

１３
０

棕
背

雪
雀

Ｐｙ
ｒｇ
ｉｌａ

ｕｄ
ａ
ｂｌ
ａｎ

ｆｏ
ｒｄ
ｉ

－
ＬＣ

－
Ｐ

Ｒ
Ｐｙ

√
√

（三
十

七
）

岩
鹨

科
Ｐｒ

ｕｎ
ｅｌ
ｌｉｄ

ａｅ

２４８８ 　 生　 态　 学　 报　 　 　 ４４ 卷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ｃｎ

续
表

编
号

Ｎｕ
ｍ
ｂｅ

ｒ
分

类
等

级
Ｔａ

ｘｏ
ｎｏ

ｍ
ｉｃ

ｒａ
ｎｋ

物
物

种
名

录
Ｓｐ

ｅｃ
ｉｅ
ｓ
ｌｉｓ

ｔ

保
护

等
级

Ｐｒ
ｏｔ
ｅｃ
ｔｉｏ

ｎ
ｌｅ
ｖｅ
ｌ

ＩＵ
ＣＮ

红
色

名
录

ＩＵ
ＣＮ

ｒｅ
ｄ
ｌｉｓ

ｔ

中
国

特
有

种
Ｅｎ

ｄｅ
ｍ
ｉｃ

ｓｐ
ｅｃ
ｉｅ
ｓ

ｉｎ
Ｃｈ

ｉｎ
ａ

区
系

Ａｖ
ｉｆａ

ｕｎ
ａ

居
留

型
Ｒｅ

ｓｉｄ
ｅｎ

ｃｅ

分
布

型
Ｄｉ

ｓｔｒ
ｉｂ
ｕｔ
ｉｏ
ｎ

ｐａ
ｔｔｅ

ｒｎ
ｓ

夏
季

发
现

Ｓｕ
ｍ
ｍ
ｅｒ

ｄｉ
ｓｃ
ｏｖ
ｅｒ
ｙ

秋
季

发
现

Ａｕ
ｔｕ
ｍ
ｎ

ｄｉ
ｓｃ
ｏｖ
ｅｒ
ｙ

１３
１

领
岩

鹨
Ｐｒ
ｕｎ

ｅｌｌ
ａ
ｃｏ
ｌｌａ

ｒｉｓ
－

ＬＣ
－

Ｐ
Ｒ

Ｕｄ
√

１３
２

鸲
岩

鹨
Ｐｒ
ｕｎ

ｅｌｌ
ａ
ｒｕ
ｂｅ
ｃｕ
ｌｏ
ｉｄ
ｅｓ

－
ＬＣ

－
Ｐ

Ｒ
Ｐｄ

√
√

１３
３

褐
岩

鹨
Ｐｒ
ｕｎ

ｅｌｌ
ａ
ｆｕ
ｌｖｅ

ｓｃ
ｅｎ
ｓ

－
ＬＣ

－
Ｐ

Ｒ
Ｐｗ

√
√

１３
４

棕
胸

岩
鹨

Ｐｒ
ｕｎ

ｅｌｌ
ａ
ｓｔｒ
ｏｐ
ｈｉ
ａｔ
ａ

－
ＬＣ

－
Ｏ

Ｒ
Ｈ
ｍ

√
（三

十
八

）
鹡

鸰
科

Ｍ
ｏｔ
ａｃ
ｉｌｌ
ｉｄ
ａｅ

１３
５

黄
鹡

鸰
Ｍ
ｏｔ
ａｃ
ｉｌｌ
ａ
ｔｓｃ
ｈｕ
ｔｓｃ
ｈｅ
ｎｓ
ｉｓ

－
ＬＣ

－
Ｐ

Ｓ
Ｕｂ

√
√

１３
６

黄
头

鹡
鸰

Ｍ
ｏｔ
ａｃ
ｉｌｌ
ａ
ｃｉｔ
ｒｅ
ｏｌ
ａ

－
ＬＣ

－
Ｐ

Ｓ
Ｕ

√
√

１３
７

灰
鹡

鸰
Ｍ
ｏｔ
ａｃ
ｉｌｌ
ａ
ｃｉｎ

ｅｒ
ｅａ

－
ＬＣ

－
Ｗ

Ｓ
Ｏ

１
√

√
１３

８
白

鹡
鸰

Ｍ
ｏｔ
ａｃ
ｉｌｌ
ａ
ａｌ
ｂａ

－
ＬＣ

－
Ｐ

Ｓ
Ｕ

√
√

１３
９

田
鹨

Ａｎ
ｔｈ
ｕｓ

ｒｉｃ
ｈａ

ｒｄ
ｉ

－
ＬＣ

－
Ｐ

Ｓ
Ｍ

√
√

１４
０

树
鹨

Ａｎ
ｔｈ
ｕｓ

ｈｏ
ｄｇ

ｓｏ
ｎｉ

－
ＬＣ

－
Ｐ

Ｓ
Ｍ

√
１４

１
粉

红
胸

鹨
Ａｎ

ｔｈ
ｕｓ

ｒｏ
ｓｅ
ａｔ
ｕｓ

－
ＬＣ

－
Ｏ

Ｓ
Ｈ
ｍ

√
√

１４
２

水
鹨

Ａｎ
ｔｈ
ｕｓ

ｓｐ
ｉｎ
ｏｌ
ｅｔｔ
ａ

－
ＬＣ

－
Ｐ

Ｗ
Ｃ

√
√

（三
十

九
）

朱
鹀

科
Ｕｒ

ｏｃ
ｙｎ

ｃｈ
ｒａ
ｍ
ｉｄ
ａｅ

１４
３

朱
鹀

Ｕｒ
ｏｃ
ｙｎ
ｃｈ
ｒａ
ｍ
ｕｓ

ｐｙ
ｌｚｏ

ｗｉ
二

级
ＬＣ

＋
Ｐ

Ｒ
Ｐｆ

√
√

（四
十

）
燕

雀
科

Ｆｒ
ｉｎ
ｇｉ
ｌｌｉ
ｄａ

ｅ
１４

４
灰

头
灰

雀
Ｐｙ

ｒｒｈ
ｕｌ
ａ
ｅｒ
ｙｔ
ｈａ

ｃａ
－

ＬＣ
－

Ｏ
Ｒ

Ｈ
ｍ

√
１４

５
蒙

古
沙

雀
Ｂｕ

ｃａ
ｎｅ
ｔｅｓ

ｍ
ｏｎ
ｇｏ
ｌｉｃ
ｕｓ

－
ＬＣ

－
Ｐ

Ｒ
－

√
１４

６
林

岭
雀

Ｌｅ
ｕｃ
ｏｓ
ｔｉｃ
ｔｅ

ｎｅ
ｍ
ｏｒ
ｉｃｏ

ｌａ
－

ＬＣ
－

Ｐ
Ｒ

Ｐｗ
√

１４
７

高
山

岭
雀

Ｌｅ
ｕｃ
ｏｓ
ｔｉｃ
ｔｅ

ｂｒ
ａｎ

ｄｔ
ｉ

－
ＬＣ

－
Ｐ

Ｒ
Ｐｗ

√
√

１４
８

拟
大

朱
雀

Ｃａ
ｒｐ
ｏｄ
ａｃ
ｕｓ

ｒｕ
ｂｉ
ｃｉｌ
ｌｏ
ｉｄ
ｅｓ

－
ＬＣ

－
Ｐ

Ｒ
Ｐｚ

√
√

１４
９

大
朱

雀
Ｃａ

ｒｐ
ｏｄ
ａｃ
ｕｓ

ｒｕ
ｂｉ
ｃｉｌ
ｌａ

－
ＬＣ

－
Ｐ

Ｒ
Ｐｗ

√
１５

０
红

眉
朱

雀
Ｃａ

ｒｐ
ｏｄ
ａｃ
ｕｓ

ｄａ
ｖｉｄ

ｉａ
ｎｕ

ｓ
－

ＮＥ
－

Ｏ
Ｒ

Ｈ
ｍ

√
√

１５
１

白
眉

朱
雀

Ｃａ
ｒｐ
ｏｄ
ａｃ
ｕｓ

ｄｕ
ｂｉ
ｕｓ

－
ＬＣ

＋
Ｏ

Ｒ
Ｈ
ｍ

√
１５

２
金

翅
雀

Ｃｈ
ｌｏ
ｒｉｓ

ｓｉｎ
ｉｃａ

－
ＬＣ

－
Ｐ

Ｓ
Ｍ
ｅ

√
√

１５
３

黄
嘴

朱
顶

雀
Ｌｉ
ｎａ

ｒｉａ
ｆｌａ

ｖｉｒ
ｏｓ
ｔｒｉ
ｓ

－
ＬＣ

－
Ｐ

Ｒ
Ｕ

√
√

１５
４

普
通

朱
雀

Ｃａ
ｒｐ
ｏｄ
ａｃ
ｕｓ

ｅｒ
ｙｔ
ｈｒ
ｉｎ
ｕｓ

－
ＬＣ

－
Ｐ

Ｓ
Ｕ

√
（四

十
一

）
鹀

科
Ｅｍ

ｂｅ
ｒｉｚ

ｉｄ
ａｅ

１５
５

小
鹀

Ｅｍ
ｂｅ
ｒｉｚ
ａ
ｐｕ
ｓｉｌ
ｌａ

－
ＬＣ

－
Ｐ

Ｐ
Ｕａ

√
１５

６
白

头
鹀

Ｅｍ
ｂｅ
ｒｉｚ
ａ
ｌｅｕ

ｃｏ
ｃｅ
ｐｈ
ａｌ
ｏｓ

－
ＬＣ

－
Ｐ

Ｒ
Ｕ

√
√

１５
７

灰
眉

岩
鹀

Ｅｍ
ｂｅ
ｒｉｚ
ａ
ｇｏ
ｄｌ
ｅｗ
ｓｋ
ｉｉ

－
ＬＣ

－
Ｗ

Ｒ
Ｏ

√
√

　
　

“＋
”：

有
分

布
Ｔｈ

ｅ
ｓｐ
ｅｃ
ｉｅ
ｓ
ｈａ

ｓ
ｄｉ
ｓｔｒ

ｉｂ
ｕｔ
ｉｏ
ｎ；

ＩＵ
ＣＮ

红
色

名
录

ＩＵ
ＣＮ

ｒｅ
ｄ
ｌｉｓ

ｔ，
ＥＮ

：
濒

危
Ｅｎ

ｄａ
ｎｇ

ｅｒ
ｅｄ

；
ＶＵ

：
易

危
Ｖｕ

ｌｎ
ｅｒ
ａｂ

ｌｅ
；
ＮＴ

：
近

危
Ｎｅ

ａｒ
Ｔｈ

ｒｅ
ａｔ
ｅｎ

ｅｄ
；
ＬＣ

：
无

危
Ｌｅ

ａｓ
ｔＣ

ｏｎ
ｃｅ
ｒｎ
ｅｄ

；
ＮＥ

：
未

评
估

Ｎｏ
ｔｅ

ｖａ
ｌｕ
ａｔ
ｅｄ

；

区
系

Ａｖ
ｉｆａ

ｕｎ
ａ，

Ｐ：
古

北
界

Ｐａ
ｌｅ
ａｒ
ｃｔ
ｉｃ

ｒｅ
ａｌ
ｍ
；
Ｏ：

东
洋

界
Ｏｒ

ｉｅ
ｎｔ
ａｌ

ｒｅ
ａｌ
ｍ
；
Ｗ

：
广

布
种

Ｉｎ
ｃｏ
ｎｖ

ｅｎ
ｉｅ
ｎｃ

ｅ
Ｄｉ

ｖｉ
ｄｅ

Ｔｙ
ｐｅ

ａｎ
ｄ
Ｗ
ｉｌｄ

ｌｙ
Ｄｉ

ｓｔｒ
ｉｂ
ｕｔ
ｅｄ

Ｓｐ
ｅｃ
ｉｅ
ｓ；

居
留

型
Ｒｅ

ｓｉｄ
ｅｎ

ｃｅ
，
Ｒ：

留
鸟

Ｒｅ
ｓｉｄ

ｅｎ
ｔ；

Ｓ：
夏

候
鸟

Ｓｕ
ｍ
ｍ
ｅｒ

Ｖｉ
ｓｉｔ

ｏｒ
；
Ｗ

：

冬
候

鸟
Ｗ
ｉｎ
ｔｅ
ｒＶ

ｉｓｉ
ｔｏ
ｒ；

Ｐ：
旅

鸟
Ｐａ

ｓｓ
ａｇ
ｅ
Ｍ
ｉｇ
ｒａ
ｎｔ
；
分

布
型

Ｄｉ
ｓｔｒ

ｉｂ
ｕｔ
ｉｏ
ｎ
ｐａ

ｔｔｅ
ｒｎ
ｓ，

Ｃ，
Ｃａ

，
Ｃｂ

，
Ｃｃ

，
Ｃｄ

，
Ｃｅ

，
Ｃｆ

，
Ｃｇ

，
Ｃｈ

：
全

北
型

Ｈ
ｏｌ
ａｒ
ｃｔ
ｉｃ

Ｔｙ
ｐｅ

；
Ｕ，

Ｕａ
，
Ｕｂ

，
Ｕｃ

，
Ｕｄ

，
Ｕｅ

，
Ｕｆ

，
Ｕｈ

：
古

北
型

Ｐａ
ｌａ
ｅａ
ｒｃ
ｔｉｃ

Ｔｙ
ｐｅ

；
Ｍ
，
Ｍ
ｃ，

Ｍ
ｅ：

东
北

型
Ｎｏ

ｒｔｈ
ｅａ
ｓｔｅ

ｒｎ
ｔｙ
ｐｅ

；
Ｂａ

：
华

北
型

Ｎｏ
ｒｔｈ

Ｃｈ
ｉｎ
ａ
Ｔｙ

ｐｅ
；
Ｘ

东
北

－ 华
北

型
Ｎｏ

ｒｔｈ
ｅａ
ｓｔ
－ Ｎ

ｏｒ
ｔｈ

Ｃｈ
ｉｎ
ａ
ｔｙ
ｐｅ

；
Ｅ，

Ｅｈ
：
季

风
区

型
Ｍ
ｏｎ

ｓｏ
ｏｎ

ｚｏ
ｎａ

ｌｔ
ｙｐ

ｅ；
Ｄ，

Ｄａ
，
Ｄｅ

，
Ｄｆ

，
Ｄｇ

，
Ｄｎ

：
中

亚
型

Ｃｅ
ｎｔ
ｒａ
ｌ－

Ａｓ
ｉａ

Ｔｙ
ｐｅ

；
Ｐ，

Ｐａ
，

Ｐｃ
，
Ｐｄ

，
Ｐｆ

，
Ｐｗ

，
Ｐｙ

，
Ｐｚ

：
高

地
型

Ａｌ
ｐｉ
ｎｅ

Ｔｙ
ｐｅ

；
Ｈ
ｃ，

Ｈ
ｍ
：
喜

马
拉

雅
型

横
断

山
区

型
Ｈ
ｉｍ

ａｌ
ａｙ
ａ－

Ｈ
ｅｎ

ｇｓ
ｈａ

ｎ
Ｍ
ｏｕ

ｎｔ
ａｉ
ｎ
Ｔｙ

ｐｅ
；
Ｏ，

Ｏ
１，

Ｏ
２，

Ｏ
３，

Ｏ
５：

广
布

型
Ｗ
ｉｌｄ

ｌｙ
Ｄｉ

ｓｔｒ
ｉｂ
ｕｔ
ｅｄ

Ｔｙ
ｐｅ

；
Ｗ
ｅ：

东
洋

型
Ｏｒ

ｉｅ
ｎｔ
ａｌ

Ｔｙ
ｐ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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