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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年 $ 月 ’ 日 & ’" 月 *’ 日，共环志林栖迁徙鸟类 ( 目、!" 科、+$ 种 ’! !$$ 只，环志数量超过 ’""
只的鸟有 !* 种。春季性别鉴定 ’) 种 ’ !!$ 只，雌雄比例约为 ’,’-’；秋季鉴定 !" 种 ’ )#) 只，雌雄比例约

为 ’-$ ,’。春秋两季大致 * . 一个迁徙高峰，春季的迁徙曲线高峰斜度较秋季的大，秋季的迁徙高峰比较

平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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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工作地点概况

北戴河位于河北省秦皇岛市。海滨林场北

起山东堡立交桥，南至赤土山大桥，东至海平

面，西至 ’"+ 火车站，地理坐标为北纬 *%[#!\，
东经 ’’%[*!\，总面积约 ’ """ QM!。网场周围植

物 ’") 种，分布在 *# 科，其中菊科、禾本科、杨

柳科、藜科最多。水塘网场乔灌木几乎全部为

栽培植物；稻田网场面积约 ( )"" M!，网场南侧

乔木层主要为洋槐（!(# 株）、杨（’+’ 株），另外

还有柳树 ’" 余株、桑 ’ 株，灌木层主要为紫穗

槐，草本层主要为芦苇、白茅等；黑松林网场周围

的人工林中乔木、灌木和草本植物的优势种概况

为，乔木层主要为杨、槐和柳树，灌木层主要为柳、

杨、槐树苗，草本层主要为禾本科和菊科植物。

! 工作时间与方法

!""! 年 $ 月 ’ 日 & ’" 月 *’ 日，在海滨林场

的池塘、草甸、稻田等环境的乔木林、幼树、灌丛

间布设粘网，最多达 )# 张网。夜间不撤网，但

将网兜收起。$ 月每天 #："" & ’+："" 时，# & +
月份每天 $："" & ’%："" 时，% & ’" 月份每天 #：""
& ’+：*" 时，环志人员在布网附近设点等候，每

’ Q 巡视 ’ 次，鸟多时 " O # Q 巡视 ’ 次。将捕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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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鸟带回室内或就地环志、记录和核对环号，进





续表 !

种名
数量（只）

" 月 # 月 $ 月 % 月 & 月 ’ 月 !( 月

合计

（只）

厚嘴苇莺 ! ) "#$%& *" +% !* +"" # *+*
褐柳莺 ’()**%+,%-.+ /.+,"0.+ *’ !*% *+" !% #!%
黄眉柳莺 ’ ) 1&%2&"0.+ *"# ’+# *’ !( *%# !$* ! &#%
黄腰柳莺 ’ ) -2%2#3.*.+ "(% !(# $ !% +(& %"*
灰柳莺 ’ ) 321+#%*.+ *$ " "(
极北柳莺 ’ ) 4%2#"*1+ !"( +" !$"
巨嘴柳莺 ’ ) +,(5"261 %" &( & !$+
冕柳莺 ’ ) ,%2%&"0.+ $ *# "!
双斑绿柳莺 ’ ) -*.74#10"2+.+ !( " !"
鳞头树莺 82%+-(#&" +9."7#1,#-+ + +
矛斑蝗莺 :%,.+0#**" *"&,#%*"0" # $ "% * $!
小蝗莺 : ) ,#20(1%*" *& &( !!&
日本树莺 ;#001" $1-(%&# ! !
强脚树莺 ; ) /%201-#+ * *
戴菊 <#3.*.+ 2#3.*.+ !( !(
白腹姬! ;)"&%-01*" ,)"&%7#*"&" !+ + !"
白眉姬! =1,#$.*" 6"&0(%-)31" $" $ %(
北灰! >.+,1,"-" $"..21," " #" * $ $%
红喉姬! =1,#$.*" -"2?" ## #’ !! !+#
黄眉姬! = ) &"2,1++1&" * *
鸲姬! = ) 7.317"@1 ! " #
乌! >.+,1,"-" +14121," ! !
紫寿带 A#2-+1-(%&# "02%,".$"0" ! ! +
中华攀雀 <#716 ,%&+%421&.+ * $ ’
红胁绣眼鸟 B%+0#2%-+ #2)0(2%-*#.2.+ +$ !"! !"’ *!$
黑枕黄鹂 C21%*.+ ,(1&#&+1+ !# & +( "*
红尾伯劳 :"&1.+ ,21+0"0.+ *%! ! +$( *!! ’"*
虎纹伯劳 : ) 01321&.+ ! !
牛头伯劳 : ) 4.,#-("*.+ *+ *+
灰椋鸟 D0.2&.+ ,1&#2",#.+ !!$ &$% ! !* ’’%
燕雀 =21&31**" 7%&01/21&31**" &* ++* + " &$# ! !%%
普通朱雀 ;"2-%$",.+ #2)0(21&.+ +$ " *(
白腰朱顶雀 ;"2$.#*1+ /*"77#" ! !
黄雀 ; ) +-1&.+ + & +*& +"&
黑尾蜡嘴雀 E%-(%&" 7132"0%21" # $! !# % &&
锡嘴雀 ;%,,%0(2".+0#+ ,%,,%0(2".+0#+ + +
白眉$ E74#216" 021+02"71 ’( !( ! !(!
红颈苇$ E ) )#++%#&+1+ ! !
黄喉$ E ) #*#3"&+ !% $ +% #(
黄眉$ E ) ,(2)+%-(2)+ "( # "" !" !(*
黄胸$ E ) ".2#%*" "$ !$ $+
灰头$ E ) +-%$%,#-("*" !& #% *"" **# %#"
栗耳$ E ) /.,"0" +& +# #*
栗$ E ) 2.01*" !+ & $+ &+
芦$ E ) +,(%#&1,*.+ !+ "$ #&
田$ E ) 2.+01," & $ ! !#
苇$ E ) -"**"+1 $" +" $* !#!
小$ E ) -.+1**" %’ !"’ $! +(% "’$
合计 ! $!" + ’’"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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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地往季重捕回收记录 !""! 年在北戴

河雀形目鸟类环志和回收的信息相对较多（表

#），但在全国范围内，雀形目鸟类的回收率相对

较低。近几年，常家传等在黑龙江省帽儿山实

验林场环志的雀形目鸟类已在周围地区被重新

发现。$%%# 年，黑龙江省绥化市回收到 $ 只芬

兰环志的栗$，今年春季在海南岛回收到 $ 只

日本环志的乌灰鸫（!"#$"% &’#$(%）［#］。

表 $ %&&% 年环志原地往季重捕回收记录

环号 种类
环志日期

（年·月·日）

回收日期

（年·月·日）

&"$’(!## 红角# !""$)*)!$ !""!)+)$,
-"!’%"+$ 红角# !""!)*), !""!)*)#
."$’#%*/ 大斑啄木鸟 !""!)#), !""!)*),"
&"$’(!#+ 灰头绿啄木鸟 !""$)*)!! !""!)+)+
0"(’%+$/ 大山雀 !""$)#)! !""!)+)+
0"!’//#( 沼泽山雀 !""$)+)!+ !""!)+)#
0$$’#(/" 棕头鸦雀 !""")$")," !""!),),$
0$$’#(#/ 棕头鸦雀 !""")$")," !""!)+)!
0$$’#/+$ 苇$ !""")$$), !""!)+)!
0$$’#!*! 苇$ !""$)+)% !""!)+),
0$$’#!%+ 苇$ !""$)+)$" !""!)+)!

致谢 本文的编写得到了导师楚国忠先生的指

导，文章的参考资料得到了北京师范大学赵欣

如、周静、梁煊老师的大力支持。在此，向他们

致以衷心的感谢和崇高的敬意！

参 考 文 献

［$］ 楚国忠，钱法文，张旭等 1 云南龙庆关秋季鸟类环志研

究 1林业科学，$%%(，!#（,）：## 2 /,1
［!］ 34567 0894: 1 ;<47=6>6?8=6@7 -A6<4 =@ .A:@B487 C@7’D8EE4:674E1

0:6=6EF G:AE= >@: H:76=F@I@JK &64I< -A6<4，0GH，$%%,，!+1
［,］ 约翰·马敬能，卡伦·菲利普斯，何芬奇 1中国鸟类野外手

册 1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 2 */$ 1
［+］ 常家传，尤兆群，朱坤杰等 1 $%%# 年秋帽儿山迁徙鸟类环

志研究 1动物学杂志，$%%(，!!（,）：$% 2 !$1
［*］ 常家传，唐景文，刘伯文等 1 帽儿山候鸟环志初报 1 动物

学杂志，$%%/，!%（+）：!/ 2 !%1
［#］ 楚国忠，侯韵秋 1中国鸟类环志的现状与展望 1生物学通

报，$%%(，!!（,）：$! 2 $+1

·*%·! 期 钟 义等：!""! 年北戴河林栖迁徙鸟类环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