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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年 % 月采用样线法调查了拉萨市拉鲁湿地夏季鸟类的种类和数量，共记录到 !& 种鸟。鸟类

群落中以灰沙燕（1#2+*#+ *#2+*#+）、红脚鹬（3*#$/+ 4(4+$)&）为优势种，优势度明显（5 + ",$"%），但群落多样

性不高（6- + .,#*.）。拉鲁湿地夏季鸟类群落中涉禽和草甸鸟类占主导地位，标示着湿地表面水位下

降、趋向于草原化的环境变化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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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鲁湿地，位于西藏首府拉萨市西北角，海

拔 * &$# G，为典型的青藏高原湿地，也是世界

上罕见的、国内最大的城市天然湿地。在拉萨

群众中习惯称为“当热”（即大面积生长以芦苇

草为主的湿地）。拉鲁湿地在 .(#( 年以前，总

面积约 ." ZG! 以上，水草茂盛，鸟兽繁多。由

于城市建设的发展加快，致使该湿地面积日益

萎缩，至今只有 &,! ZG!。人为干扰的加剧，也

使拉鲁湿地动、植物资源发生很大变化。由于

拉鲁湿地独特的地理位置，以及人们对湿地的

生态、经济、社会效益的逐步重视，使拉鲁湿地

倍受世人瞩目，拉萨市环保局现已设立了拉鲁

湿地自然保护区，以加强管理。

具有独特高原气候特点的拉鲁湿地蕴藏着

什么样的动植物资源，至今研究报道很少，!"
世纪 #" ’ )" 年代的青藏高原科学考察，对拉萨

的鸟类种类有过调查，见《西藏鸟类志》［.］。有

关拉鲁湿地鸟类群落的研究尚未见报道。研究

鸟类及其他动物资源的状况及变化，是认识拉

鲁湿地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也为更

好地保护拉鲁湿地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环境提供

科学依据。!""$ 年 % 月 ! ’ .%

""""""""""""""""""""""""""""""""""""""""""""""""""""""""""

日我们对拉鲁湿



地夏季鸟类群落做了较详细的调查。

! 自然概况

拉鲁湿地位于拉萨市西北角，地理位置为

东经 !"#$%&’() * !"#$+&,")，北纬 -!#%!&’+) * -!#
’"&$,)，平均海拔 % +’, .。其北面为高山，属冈

底斯山脉东延部分；南面以引拉萨河水的中干

渠及当热路为界；东面接拉萨市城关区拉鲁乡

居民区。其东北角有娘热、夺底两沟谷汇集成

的流沙河流入，并于西南角流出后与中干渠河

水汇合。

拉鲁湿地属藏南高原温带半干旱季风气候

区，阳光充足，日照长，辐射强。年均日照时间

% $$+ /；年均气温 01,2，极端最高气温 -!1’2，

极端最低气温 3 "+1,2，年均无霜期 (%" 4；年

均降水量 ’’’1( ..；年均蒸发量 " %,$ ..；雨旱

季分明，年均降雨的 ($5 * !$5 集中在 + * !
月，多为夜雨，年平均湿度 ’,5。

根据我国湿地分类系统，拉鲁湿地属于芦

苇泥炭沼泽湿地。土壤为泥炭沼泽土、灰化草

甸土和盐渍化土壤，土壤 67 为 +1% * 01!。植

被类型主要由沼泽和草甸两部分组成，占湿地

总面积 (,5以上，周边有稀疏乔木灌木林和居

民点。植物种类以高原特有的水生及半水生和

草地 植 物 为 主，优 势 种 和 次 优 势 种 有 芦 苇

（!"#$%&’()* $+*(#$,’*）、菖蒲（-./#+* .$,$&+*）、西

藏蒿 草（ 0/1#)*’$ 2)$*3’）等，伴 生 种 有 早 熟 禾

（!/$ (’1)(’$$）、灯芯草（ 4+5.+* )66+*+*）、马先蒿

（!/2’.$,$#’* 869）、水毛茛（7$(#$."’+& 1+5%)’）、垂

穗披碱草（8,3&+* 5+($5*）、龙胆草（9)5(’$5$ 869）
等。本 次 调 查 见 到 哺 乳 类 有 松 田 鼠（!’(3&3*
,)+.+#+* :$,(/5’ ）、鼠 兔（ ;."/(/5$ 869）和 黄 鼬

（<+*(),$ *’1’#’.$）。湿地内放牧干扰较严重，牧牛

数量超过 "$$ 只。

" 研究方法

"#! 鸟类调查方法 采用样线法，在湿地草

甸、湿地沼泽中及湿地周边设立样线 + 条，于上

午 0：$$ * "$：$$ 时，沿样线记录观察到的鸟的

种类和数量，每条样线调查 - 次，所走路线和样

线长用 :;< 测定，鸟类数量以遇见率只=>. 表

示。

"#" 数据处理 鸟类群落的多样性和优势度

分别用公式 =& ? 3! !’ @A !’（即香农B维纳指

数 </CAADABEFGAFH GA4FI）和 > ? !（!’ ）
-［-］计

算，其中 !’ 代表第 ’ 种鸟类数量占群落中所有

鸟类数量的比例。

$ 结 果

$#! 种类与数量 -$$’ 年 ( 月在拉鲁湿地共

记录到 -+ 种鸟，有 "" 种鸟类是《西藏鸟类志》

中没有记录的（表 "）。群落中主要生活在沼泽

水域的鸟有 "" 种，主要在草甸活动的鸟类有 "0
种，湿地周边居民点乔木灌木林主要分布的鸟

类有 "" 种。

拉鲁湿地鸟类数量较大，遇见率为 ’+’1-(
只=>.，其中灰沙燕数量最大，为 -(,10" 只=>.，

其次为红脚鹬（0"1+$ 只=>.），这两种为群落优

势种。湿地中黄嘴朱顶雀和小云雀的数量也较

多，遇见率分别为 "!1$" 只=>. 和 "(1%$ 只=>.，

其主要生活在草甸区域。在草甸中较常见的还

有黄 头()（,1$% 只=>.）、中 白 鹭（’1,( 只=
>.）、白()（%1!( 只=>.）。沼泽水域区活动的

常见种有针尾沙锥（遇见率 ",1$$ 只=>.）、环颈

’（""1"% 只=>.）、绿头鸭（’1-! 只=>.）、普通燕

鸥（-1,+ 只=>.）。在湿地周边乔灌林居民点主

要活动的鸟类有灰背伯劳（%1,$ 只=>.）、普通

朱雀（%1$$ 只=>.）、戴胜（-1-" 只=>.）、山斑鸠

（"1,$ 只=>.）。

$#" 群落多样性和优势度 拉鲁湿地夏季鸟

类群落多样性指数，即香农B维纳指数 </CAADAB
EFGAFH JA4FI（ =&）为 "1,%"，群落 优 势 度 > 为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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剂”［!］。鹭类虽然出现在拉鲁湿地中，但其数量

并不成优势，因为拉鲁湿地的周边基本和城市

镶嵌在一起，高大树木较少且受人为干扰较大，

只有面积较小的芦苇丛为这些鸟提供营巢生

境，造成其夏季繁殖鸟种类数量偏少。红脚鹬

喜好泥滩和较干的沼泽湿地［"］，在地面、干草甸

上营巢，拉鲁湿地为其提供了理想的营巢、取食

环境，因此其数量多，优势明显。同样喜好草甸

及较浅沼泽湿地的黄嘴朱顶雀、()和针尾沙

锥、环颈’在群落中的数量比例较大，为常见

种，而绿头鸭、鸥类等游禽数量较少，以上鸟类

群落结构特点与拉鲁湿地表面水位浅、周边较

干的环境特点相一致。百灵科小云雀在群落中

数量也较多，其在地面营巢，一定程度上指示着

环境草原化、荒漠化倾向。

综上所述，拉鲁湿地鸟类群落中以适应偏

干湿地环境的鸟类为主，猛禽、涉禽、游禽等较

大型鸟类种类减少，表示出拉鲁湿地面积减小、

水位下降、草原化及人为干扰大的环境变化特

点。

致谢 参加野外工作的还有兰州大学的梁燕和

商琦同学，拉鲁湿地保护区的米桑等工作人员

也给予很大支持，在此敬表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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