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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雾灵山自然保护区冬季鸟类

物种多样性调查

宋福春! 张 香! 张文林" 李建清" 马志红" 鲍伟东!!

（!北京林业大学生物科学与技术学院 北京 *"""=)；"北京雾灵山自然保护区 北京 *"*#"+）

摘要：采用固定调查样线法连续两年对北京雾灵山自然保护区冬季鸟类组成进行了调查，共记录鸟类 >
目 *$ 科 $$ 种，其中 !, 种属于留鸟，# 种为冬候鸟，> 种旅鸟，) 种夏候鸟；优势种以留鸟为主，表现出冬季

鸟类群落的特点。古北界和东洋界的种类分别为 >#?和 *$?，在分布型上划分为 > 种类型。出现种类

最多的生态环境是村落，鸟类种数为 )* 种，其植被类型是低山砾石、农田林果带。调查种类中有国家一

级保护鸟类 * 种，二级保护鸟类 + 种，北京市重点保护鸟类 + 种。通过与邻近地区相关调查比较，表明

本区冬季鸟类具有较高的丰富性，并提出了有效保护鸟类多样性的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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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 北京雾灵山自然保护区各调查样点鸟类分布

调查样点 生境 海拔（!） 样线长（"!） 鸟种数

遥桥峪 # $ % &’’ ( )*
坡头 # *’’ + (,

大甸子 - $ . , ,’’ ( ,/
豹子峪 0 1’’ + ,+

梧桐树沟 - $ 0 , +’’ ( ,2
南横岭 - , (’’ * ,(

生境分类见表 , 注

" 分析与讨论

对鸟类区系特征的研究，以往采用划分两

界（古北界、东洋界）和广布种的方式，在探讨小

区域性物种成分方面略显粗糙，特别是当某一

类型的物种较少时，不能很好反映动物的区系

特点。本文尝试采用动物地理分布型的方式进

一步分析冬季鸟类区系从属关系，以期获得更

多信息。调查所见鸟种依张荣祖（,111）的划

分，共有 / 个类型，其中，古北型种类最多，占

(&3,4；全北型次之，占 )’3+4；再次是东北型，

占 ,23)4；南中国型只有 ( 种，说明当地的鸟类

具有典型北方特点，这与当地的生态环境条件

相适应。拥有如此多的分布型是因为本地区处

于动物区系南北方耐湿、耐寒动物相互渗透的

过渡地带，并以分布区主要在华北以北的类型

向南扩展的成分为主体。

本次调查所得保护区内冬季鸟类中，留鸟

种数所占比例为 *+314，构成当地冬季鸟类的

主要建群种，这不同于以往对全市鸟类研究所

获留鸟和冬候鸟各占其半的结果［,］。在调查中

发现的紫啸鸫，以往记录为夏候鸟［,’，,& 5 ,*］，本

次所见表示该种能够在当地越冬，可能与近年

的暖冬有关。近期作者在本市其他地区又见到

零散的北红尾鸲越冬个体，是否表示其居留型

也发生了变化，或为迁徙途中滞留的个体，尚需

进一步调查。在上海市城郊冬季鸟类调查中也

发现了夏候鸟［/］，这是否说明我国的鸟类生态

习性随着全球气候条件而变化，亦需要在较大

范围深入调查研究。

在集群性鸟种的数量组成上，以灰眉岩$
最多，占总数的 ,/3/4，每小时遇见率为 ,3((，

是常见优势种，其分布的生态环境以灌草丛为

主，在阔叶林或针阔混交林中较少；其次是铁爪

$，占 ,)4，调查中发现一个上百只的大群，但

每小时遇见率仅为 ’3’2，说明是一种集大群聚

集分布的鸟种。黄喉$的相对密度在$类中最

高，为 )3/,，褐头山雀的相对密度在山雀类中

高达 (3)+，表明在本地区这些种类是冬季常见

鸟。由于在保护区周边仅有一座小型水库，结

冰面积较大，水禽仅见有集小群的普通秋沙鸭

, 种。在其他生态环境中鸟类的物种多样性表

现为低山农田村落环境具有较高的丰富度，反

映了越冬鸟类向低山迁移避寒的适应。

本地区优势种共有 ,) 种，分别是雉科的环

颈雉，鸦科的红嘴蓝鹊，画眉亚科的山噪鹛，山

雀科的大山雀、褐头山雀、银喉长尾山雀，文鸟

科的麻雀，雀科的燕雀、金翅雀、黄喉$、灰眉岩

$、铁爪$，以上种类除雉科的种类外均属于雀

形目，其中又以留鸟为主，与郑光美（,1*)）的报

道一致［,］，表现出冬季鸟类群落的特点，也与河

北雾灵山自然保护区冬季鸟类构成中留鸟占多

数相似［,/，,2］。在河北雾灵山保护区 1 年的调查

记录有冬季鸟类 &1 种，与本次调查的差异表现

在啄木鸟科、鸦科、雀科种类较多，另有一些水

栖种类是北京雾灵山冬季未见到的，如普通翠

鸟（!"#$%& ’(()*+）、褐河乌（,*-#".+ /’""’+**）、红尾

水鸲（0)1’#&2-*+ 3."*4*-&+.+），但秋冬季集大群生

活的棕头鸦雀却在河北保护区没有记录。相对

于河北保护区 ,& ((/ 6!) 的面积，北京雾灵山

自然保护区冬季鸟类具有很高的物种丰富性。

北京雾灵山自然保护区拥有丰富多样的冬

季鸟类资源，这反映了该地区良好的生态环境。

因此，进一步加强对本地自然资源的保护，提高

管理水平更显重要。为保持整个雾灵山温带森

林系统的完整性，与被评为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的河北兴隆县雾灵山部分共同管理，是实现这

一目标的优选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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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九寨沟山噪鹛繁殖巢记述

山噪鹛（!"##$%"& ’"()’)）是我国北方及华中地区的特有种。!##% 年 ’ 月在四川九寨沟县红岩林场考察期间，发

现山噪鹛巢 ! 个。! 巢所在林型为采伐后的次生冷杉、云杉针叶林，树高一般在 ) - 左右。海拔 ) &## -，./0 点为 1
$#)2%)3&$4，5 ))2#)3##4。

巢 $ 于 ’ 月 $# 日发现，正处于孵卵阶段。该巢位于幼云杉的中部，距地面高 $" # -，呈碗状。巢的外层由忍冬

（*+,)-.#" 67"）和五加（/-",01+2","& 67"）的细枝构成，并缠绕着蓝靛果忍冬（ *+,)-.#" .’$%)3）的树皮，内层为少许绣线

菊（42)#"." 67"）细枝。巢的大小为：内径 ,8, 9- : +8+ 9-，外径 $!8$ 9- : $#8$ 9-，深 &8! 9-，高 ,8’ 9-。该巢窝卵

数为 )，卵呈蓝绿色，大小分别为 !,"%, -- : $*"*, --、!,"#’ -- : !#"#, --、!’"%# -- : $*"&! --，重量分别为

’"# ;、’"# ;、&"! ;。
巢 ! 于 ’ 月 $) 日发现，发现时巢刚筑好，无卵。该巢亦位于幼云杉的中部，距地面高 $"! -，呈碗状。和巢 $ 比

较，其外层为忍冬细枝和少许五加细枝，没有缠绕蓝靛果忍冬树皮，内层为绣线菊的细枝。’ 月 $’、$+、$, 日各产卵

$ 枚，大小分别为 !&"!# -- : $*",! --、!’"&! -- : $*"+# --、!’",% -- : !#"!% --；重量分别为 &8% ;、&" ’ ; 和

&8* ;；卵皆呈蓝绿色。’ 月 $, 日开始孵卵。（参见封 % 图片，摄影：蒋迎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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