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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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