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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年 * 月 ( !"") 年 + 月对邢台市鸟类区系组成及多样性进行了调查，共记录到鸟类 %## 种，隶

属 %) 目 $! 科。本文重点探讨了不同生境、不同季节鸟类群落的种类、多样性、均匀度、相似性等群落特

征。结果表明，鸟类种数由多至少依次为林地生境、公共绿地生境、河流水域生境、农田生境、建筑区生

境。,-.//0/1234/35 多样性指数由大到小依次为林地生境、公共绿地生境、河流水域生境、农田生境、建

筑区生境。比较这 ) 种生境之间的相似性得出，公共绿地生境鸟类群落与建筑区生境鸟类群落、林地生

境鸟类群落相似，相似性达到 #"6以上，而河流水域生境鸟类群落与其他生境鸟类群落有极明显的差

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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鸟类是野生动物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在

生态系统的营养级中处于高层，对环境的改变

最为敏感，因此鸟类可以作为城市生态系统压

力和变化的良好指示物种［%］。目前国外对城市

鸟类群落进行了大量的研究，并用来评估一个

城市是否适合人的生存，国内也有一些类似研

究［!］。

至今为止，对邢台市野生鸟类资源并未进

行过全面、系统、翔实的科学考察。为了摸清鸟

类资源底数、动物区系成分构成及分布特点，加

强生物多样性、野生动物资源保护，并为各级政

府和野生动植物主管部门的决策及管理提供科

学依据，作者于 !""* 年 * 月 ( !"") 年 + 月利用

两年多的时间，对邢台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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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生境的鸟类群落



进行了观察和比较，现将结果报道如下。

! 自然环境概况

邢台市地处河北省南部，太行山脉南段东

麓，华北平原西部边缘。地理位置为北纬 !"#!$
% !"#&$，东经 ’’(#)*$ % ’’(#!)$，面积为 ’!)+!
,-)。邢台市气候属暖温带半干旱季风区，四季

分明。年平 均 气 温 ’!+’.，年 平 均 降 雨 量 为

&&&+/ --，全年无霜期为 )00 1 左右，年日照时

数 ) !0’ % ) /00 2。常见的植物有乔木中的油松

（!"#$% &’($)’*+,-."%）、雪松（/*0-$% 0*,0’-’）、侧

柏（ !)’&12)’0$% ,-"*#&’)"% ）、毛 白 杨（ !,3$)$%
&,.*#&,%’）、旱柳（4’)"5 .’&%$0’#’）、刺槐（6,("#"’
3%*$0,’2’2"’）、槐（ 4,37,-’ 8’3,#"2’）、法 国 梧 桐

（!)’&’#$% ,-"*#&’)"%）、臭椿（ 9")’#&7$% ’)&"%%".’）、

女贞（ :";$%&-$. )$2"0$.）、紫 薇（ :’;*-%&-,*."’
"#0"2’ ）等；灌木中的黄杨（ <$5$% %"#"2’）、紫荆

（/*-2"% 27"#*#%"%）、月季（6,%’ 27"#*#%"%）、细叶小

檗（ <*-(*-"% 3,"-*&""）、酸 枣（ =">"37$% 8$8$(’ 345 6
%3"#,%’）、柽 柳（ ?’.’-"5 27"#*#%"%）、荆 条（ @"&*5
#*;$#0, 345 6 7*&*-,371))’）等；草本中的草地早熟

禾（!,’ 3-’&*#%"%）、紫羊茅（A*%&$2’ -$(-’）、黑麦

草（ :,)"$. 3*-*##* ）、白 羊 草（ <,&7-",27),’
"%27’*.$.）、白车轴草（?-"+,)"$. -*3*#%）、猪毛蒿

（9-&*."%"’ %2,3’-"’）、东方香蒲（?137’ ,-"*#&’)"%）、

小香蒲（ ? 6 ."#".’）、浮叶眼子菜（!,&’.,;*&,#
#’&’#%）、菹草（! 6 2-"%3$%）等。根据邢台市的自

然地理环境和植被类型可把鸟类的生境划分为

以下 & 种类型。

!"! 公共绿地生境（!） 是指由市政建设投

资修建，经过艺术布局，具有一定的设施和内

容，以供群众进行游览、休息、娱乐、游戏、文娱、

体育、科学技术活动及美化城市为主要功能的

园林绿地。包括旅游公园、居民区公园、市区绿

化林等类型，是城市重要的绿化林地，也是居民

的主要休闲娱乐场所，更是城市鸟类的重要栖

息地。邢台市人口较稠密，建筑物密度较高，目

前全市绿地总面积约 ’)+*( ,-)。

!"# 建筑区生境（"） 是城区的主体结构，主

要包括居民区、商业区、工业区等类型。总面积

约 )!+70 ,-)。现在邢台市主要由城市中心建

成区及桥东区和桥西区三大部分组成，建成区

的中心以商业区为主，东部主要是旧城区，西部

是新兴工业区、高校区和住宅区等。建筑区内

的主要植被为人工种植树种和人造绿地，植被

的盖度和自然度较差。

!"$ 林地生境（#） 林地的面积不大，主要包

括自然林地和人工林地，总面积约 ’"+"* ,-)。

自然林地中丘陵林地主要分布在西部。人工林

中种植最早、面积最大的一片是位于东北部的

长信林场（也称森林公园）。除此之外还有面积

逐年扩大的果园地。

!"% 农田生境（$） 农田位于城市的四周，总

面积约 ")+0& ,-)。以种植小麦、玉米、谷子、棉

花、花生等为主，田间有少量落叶阔叶树，落叶

阔叶树的盖度一般。城区主要沿着公路的两旁

发展，因而分割出了大大小小的农田斑块。

!"& 河流水域生境（%） 水域面积很小，约有

&+"! ,-)。包括白马河、七里河及一些人工湖等。

# 研究方法

#"! 调查方法 )00! 年 ! 月 % )00& 年 " 月对

邢台市的鸟类进行了调查，调查方法采用固定

样线法和样点法，在 & 种生境中随机选取样线

和样点。样线法以 )+0 ,-82 速度观察记录样线

两侧 &0 - 内见到或听到的鸟类种类和数量；样

点法以 &0 - 为半径，观察固定范围内见到或听

到的鸟类种类和数量，每个样点停留 ’0 -9:。

调查是在无大风、雨、雪的天气条件下，选取鸟

类活动比较频繁的早晨和傍晚。每个季节调查

约 )0 1，以重复观测的平均值作为统计依据，且

在一年四季中都沿着同样的样带作鸟类的数量

及种类统计。& 种生境共设置调查样线和样点

!/ 个。观察工具是 * ; () 双筒望远镜和 !) ;
*0 单筒望远镜。未见过或难于识别的种类，根

据外形、颜色、行为等特征查看有关资料［! % "］并

与标本对照等方法进行分类鉴别。鸟的分类采

用赵正阶［*］的分类系统。

#"# 数据处理 物种的多样性和均匀度分别

采用 <24::=:>?@9:@5 多样性指数（B$）和 A9@B=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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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匀度指数（!）公式计算：

"! " #!
#

$ " $
%$ %&%$

! " "! ’"()*

式中 %$ 为物种 $ 的个体数占全部物种总个体

数的比值；"()* " %&&，& 为物种总数。

在不同群落间相似性的分析中，利用 +(,-.
的相关性系数（ ’）进行测定：

’ " /( ’（) 0 *）

式中 )、* 分别为 / 个群落中的种数；( 为 / 个

群落中共有的种数。

! 结 果

!"# 鸟类区系组成 / 年多的调查共记录到

鸟类 $11 种（表 $），隶属 $2 目 3/ 科 45 属。其

中非 雀 形 目 鸟 类 // 科 46 种，占 总 种 数 的

347$58；雀 形 目（9)::;<,=><(;:）鸟 类 /6 科 41
种，占总种数的 2$74$8，高于非雀形目鸟类。

表 # 邢台市鸟类名录

种类
居留

类型

区系

类型

生境

公共

绿地
建筑区 林地 农田

河流

水域

数量

等级

中日

协定

中澳

协定

保护级别

国家

二级

国家

三有

省

重点

小5) +,-./0,123# 435$-677$# + ? " 00 "
凤头5) %68$-91# -4$#2,23# 9 9 " 0 " " "
苍鹭 )489, -$:949, 9 ? " " " 00 "
草鹭 ) @ 1341349, 9 ? " " " 0 " "
夜鹭 ;/-2$-64,< :/-2$-64,< + ? " 00 " "
池鹭 )48967, 0,--.3# + ? " " 00 "
绿鹭 *3264$89# #24$,23# 9 ? " " 0 " "
白鹭 =>4922, >,4?922, 9 ? " " " 00 " "
豆雁 ):#94 5,0,7$# 9 9 " 0 " "
鸿雁 ) @ -/>:6$89# 9 9 " 0 " "
赤麻鸭 +,864:, 59443>$:9, 9 9 " " 00 " "
绿翅鸭 ):,# -49--, + 9 " 00 " "
绿头鸭 ) @ 17,2/4./:-.6# + 9 " 00 " "
斑嘴鸭 ) @ 169-$764./:-., + ? " " 00 "
罗纹鸭 ) @ 5,7-,2, 9 9 " 0 " "
鹊鸭 *3-91.,7, -7,:>37, 9 9 " 0 " "
斑头秋沙鸭 @94>3# ,709773# 9 9 " 0 " "
雀鹰 )--$1$294 :$#3# 9 9 " " " " 00 "
松雀鹰 ) @ A$4>,23# 9 9 " " 0 " "
苍鹰 ) @ >9:2$7$# 9 9 " " " 0 "
鸢 @$7A3# B$>4,:# A ? " " 0 "
普通6 *3296 03296 B 9 " " " 00 "
大6 * @ .9B$7,#$3# B 9 " 0 "
毛脚6 * @ 7,>613# B 9 " 0 " "
鹊鹞 ($4-3# B97,:6793-6# 9 9 " 0 "
白尾鹞 ( @ -/,:93# 9 9 " 0 " "
红隼 C,7-6 2$::3:-373# A ? " " " " 00 "
红脚隼 C @ ,B349:#$# + 9 " " " 00 "
灰背隼 C @ -673B0,4$3# 9 9 " " 0 " "
燕隼 C @ #3003296 + 9 " " 00 " "
雉鸡 %.,#$,:3# -67-.$-3# A 9 " " 00 "
日本鹌鹑 (6234:$< D,16:$-, 9 ? " 0 " "
灰鹤 E43# >43# 9 9 " " 0 " "
黑水鸡 E,77$:37, -.764613# + ? " " 00 " "
骨顶鸡 C37$-, ,24, 9 ? " 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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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种类
居留

类型

区系

类型

生境

公共

绿地
建筑区 林地 农田

河流

水域

数量

等级

中日

协定

中澳

协定

保护级别

国家

二级

国家

三有

省

重点

小田鸡 !"#$%&% ’()*++% " # ! ! $ ! !
彩鹬 ,")-#%-(+% ./&01%+/&)*) " % ! $ ! ! !
灰头麦鸡 2%&/++() 3*&/#/() " " ! ! $$ !
凤头麦鸡 2 & 4%&/++() " " ! ! $$ ! !
金斑. !+(4*%+*) 5(+4% " " ! $ ! ! !
金眶. 61%#%7#*() 7(.*() ’ # ! ! $$ ! !
环颈. 6 & %+/8%&7#*&() ’ # ! ! $$ !
铁嘴沙. 6 & +/)31/&%(+-** " " ! $ ! ! !
林鹬 9#*&0% 0+%#/"+% " " ! $$ ! ! !
泽鹬 9 & )-%0&%-*+*) " " ! $$ ! ! !
矶鹬 9 & 1:’"+/(3") " " ! $$ ! ! !
白腰草鹬 9 & "31#"’() " " ! $$ ! !
红脚鹬 9 & -"-%&() " " ! $$ ! ! !
丘鹬 ;3"+"’%8 #()-*3"+% " " ! ! $ ! !
大沙锥 <%++*&%0" =/0%+% " " ! $$ ! ! !
扇尾沙锥 < & 0%++*&%0" " " ! $$ ! !
针尾沙锥 < & )-/&(#% " " ! $$ ! !
青脚滨鹬 6%+*7#*) -/==*&3>** " " ! $$ !
长趾滨鹬 6 & )(.=*&(-% " " ! $$ ! ! !
黑翅长脚鹬 ?*=%&-"’() 1*=%&-"’() " # ! $$ ! ! !
须浮鸥 61+*7"&*%) 1:.#*7% " # ! $ !
鸥嘴噪鸥 </+"31/+*7"& &*+"-*3% " # ! $ !
山斑鸠 ;-#/’-"’/+*% "#*/&-%+*) ( # ! ! ! ! $$$ !
灰斑鸠 ; & 7/3%"3-" ( " ! ! $ !
珠颈斑鸠 ; & 31*&/&)*) ( % ! ! ! ! $$$ !
火斑鸠 @/&"’"’/+*% -#%&A(/.%#*3% ’ % ! ! $$ !
四声杜鹃 6(3(+() =*3#"’-/#() ’ # ! ! ! ! $$ !
大杜鹃 6 & 3%&"#() ’ # ! ! ! $$ ! !
棕腹杜鹃 6 & 5(0%8 " % ! $$ ! !
纵纹腹小7 B-1/&/ &"3-(% ( " ! ! ! ! $$ !
短耳7 B)*" 5+%==/() ) # ! ! $ ! !
长耳7 B & "-() ) " ! ! ! $$ ! !
领角7 %-() .%>>%="/&% ( # ! ! $ !
普通夜鹰 6%’#*=(+0() *&7*3() ’ # ! $ ! ! !
楼燕 B’() %’() ’ " ! ! $ !
普通翠鸟 B+3/7" %--1*) ( # ! ! $$ !
蓝翡翠 ?%+3:"& ’*+/%-% ’ % ! $$ ! !
冠鱼狗 6/#:+/ +(0(.#*) ( # ! $
三宝鸟 C(#:)-"=() "#*/&-%+*) ’ # ! $ ! ! !
戴胜 D’(’% /’"’) ’ # ! ! ! ! ! $$ !
灰头绿啄木鸟 !*3() 3%&() ( # ! ! ! $$ ! !
大斑啄木鸟 E/&7#"3"’") =%F"# ( " ! ! ! ! $$ ! !
棕腹啄木鸟 E & 1:’/#:-1#() " # ! $ ! !
星头啄木鸟 E & 3%&*3%’*++() ( % ! $$ ! !
蚁8 G:&8 -"#A(*++% ’ " ! ! $ ! !
凤头百灵 <%+/#*7% 3#*)-%-% ( # ! ! $$
云雀 B+%(7% %#4/&)*) ) " ! ! $$ !
短趾百灵 6%+%&7#/++% .#%31:7%3-:+%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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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种类
居留

类型

区系

类型

生境

公共

绿地
建筑区 林地 农田

河流

水域

数量

等级

中日

协定

中澳

协定

保护级别

国家

二级

国家

三有

省

重点

［亚洲］短趾百灵 ! " "#$%$$&’(’ # $ ! %%
家燕 )(*+&,- *+’.("/ # $ ! ! ! ! ! %%% ! ! !
金腰燕 ) " ,/+*("/ # & ! ! ! ! ! %% ! !
山9: 0$&,*-&/&.#+’ (&,("+’ # & ! ! %% ! !
黄9: 1-./"(%%/ 2%/3/ $ $ ! %% ! ! !
黄头9: 1 " "(.*$-%/ $ & ! % ! ! !
灰9: 1 " "(&$*$/ $ & ! %% ! !
白9: 1 " /%4/ # & ! ! ! ! ! %% ! ! !
树鹨 5&.#+’ #-,6’-&( $ $ ! ! ! ! %% ! !
红喉鹨 5 " "$*3(&+’ $ & % ! !
理氏鹨 5 " *("#/*,( # & ! %
田鹨 5 " &-3/$’$$%/&,(/$ $ & %% ! !
灰山椒鸟 7$*("*-"-.+’ ,(3/*("/.+’ $ $ ! % ! !
白头鹎 78"&-&-.+’ ’(&$&’(’ ’ ( ! ! ! %%% ! !
太平鸟 9-:48"(%%/ 6/**+%+’ ) $ ! ! ! % ! !
小太平鸟 9 " ;/<-&("/ ) $ ! ! ! % ! !
红尾伯劳 =/&(+’ "*(’./.+’ # $ ! ! ! %% ! !
虎纹伯劳 = " .(6*(&+’ # $ ! ! ! % ! !
楔尾伯劳 = " ’<#$&-"$*"+’ ) $ ! ! %% ! !
牛头伯劳 = " 4+"$<#/%+’ $ $ ! ! % !
黑枕黄鹂 >*(-%+’ "#(&$&’(’ # ( ! ! %% ! ! !
黑卷尾 0("*+*+’ :/"*-"$*"+’ # ( ! ! ! %%% !
发冠卷尾 0 " #-..$&.-..+’ # ( ! % !
灰椋鸟 ?.+*&+’ "(&$*/"$+’ ’ $ ! ! ! ! ! %%% !
北椋鸟 ? " ’.+*&(&+’ # $ ! ! %% ! !
大嘴乌鸦 !-*3+’ :/"*-*#8&"#-’ ’ & ! ! ! ! %
小嘴乌鸦 ! " "-*-&$ ’ $ ! ! ! ! %
喜鹊 7("/ <("/ ’ $ ! ! ! ! ! %%% !
灰喜鹊 !8/&-<("/ "8/&/ ’ $ ! ! ! ! %%% !
斑鸫 @+*,+’ &/+:/&&( ) $ ! ! ! %% ! !
白眉鸫 @ " -4’"+*+’ $ $ ! ! %
灰背鸫 @ " #-*.+%-*+: $ $ ! % !
白腹鸫 @ " </%%(,+’ $ $ ! % ! !
赤颈鸫 @ " *+2("-%%(’ $ $ ! %
虎斑地鸫 A--.#$*/ ,/+:/ $ & ! %% ! !
红喉歌鸲 =+’"(&(/ "/%%(-<$ $ $ ! ! %% ! !
蓝喉歌鸲 = " ’3$"("/ $ $ ! ! ! %% ! !
蓝歌鸲 = " "8/&$ $ $ ! ! % !
北红尾鸲 7#-$&("+*+’ /+*-*$+’ # $ ! ! ! ! %% ! !
红胁蓝尾鸲 @/*’(6$* "8/&+*+’ $ $ ! ! % ! !
山噪鹛 B/**+%/C ,/3(,( ’ $ ! ! %% ! !
山鹛 D#-<-<#(%+’ <$E(&$&’(’ ’ $ ! %% !
黄眉柳莺 7#8%%-’"-<+’ (&-*&/.+’ $ $ ! ! ! %% ! !
黄腰柳莺 7 " <*-*$6+%+’ $ $ ! ! ! %% !
极北柳莺 7 " 4-*$/%(’ $ $ ! ! ! %% ! ! !
双斑绿柳莺 7 " <%+:4$(./*’+’ $ $ ! ! %% !
巨嘴柳莺 7 " ’"#F/*G( $ $ ! %% !
褐柳莺 7 " 2+’"/.+’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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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种类
居留

类型

区系

类型

生境

公共

绿地
建筑区 林地 农田

河流

水域

数量

等级

中日

协定

中澳

协定

保护级别

国家

二级

国家

三有

省

重点

东方大苇莺 !"#$"%&’()*+ $#,%-.(),+ " # ! ! $$ ! !
厚嘴苇莺 ! % (%/$- " # ! ! $$
小蝗莺 0$"*+.%))( "%#.’,$)( " # ! $
北灰; 1*+","(&( /(**#,"( # & ! ! $ ! !
乌; 1 % +,2,#,"( # # ! ! $ ! !
白眉姬; 3,"%/*)( 4(-.’$&56,( " # ! $ ! !
红喉姬; 3 % &(#7( # # ! $$ !
寿带鸟 8%#&+,&’$-% &(#(/,+, " ’ ! $ ! !
大山雀 9(#*+ :(;$# ( & ! ! ! $$ !
黄腹山雀 9 % 7%-*+.*)*+ ( ’ ! ! ! $$ !
煤山雀 9 % (.%# ( # ! ! $ !
沼泽山雀 9 % &()*+.#,+ ( # ! $ !
褐头山雀 9 % :$-.(-*+ ( # ! $ !
暗绿绣眼鸟 <$+.%#$&+ ;(&$-,"( " ’ ! $$ !
红胁绣眼鸟 < % %#5.’#$&)%*#( # # ! $$ !
树麻雀 9(++%# :$-.(-*+ ( & ! ! ! ! $$$ !
山麻雀 9 % #*.,)(-+ " & ! $$ ! !
燕雀 3#,-6,))( :$-.,=#,-6,))( ) # ! ! $$ ! !
金翅雀 >(#/*%),+ +,-,"( ( # ! ! ! ! $$$ !
黄雀 > % +&,-*+ # # ! ! $$ ! !
普通朱雀 >(#&$/("*+ %#5.’#,-*+ # # ! ! ! ! $$ ! !
北朱雀 > % #$+%*+ ) # ! $ ! !
黑头蜡嘴雀 ?$&’$-( &%#+$-(.( # # ! ! $$ !
黑尾蜡嘴雀 ? % :,6#(.$#,( # # ! ! $$ ! !
锡嘴雀 >$""$.’#(*+.%+ "$""$.’#(*+.%+ # # ! ! $ ! !
田< ?:2%#,4( #*+.,"( ) # ! $$ ! !
栗< ? % #*.,)( # # ! ! ! $ !
黄胸< ? % (*#%$)( # # ! ! $$ ! !
黄喉< ? % %)%6(-+ # # ! ! ! $$ ! !
小< ? % &*+,))( # # ! ! ! $$ ! !
三道眉草< ? % ",$,/%+ ( # ! ! ! $$ !
白眉< ? % .#,+.#(:, # # ! ! ! $ ! !
黄眉< ? % "’#5+$&’#5+ # # ! ! ! $$ !
灰头< ? % +&$/$"%&’()( # # ! ! ! $ ! !
芦< ? % +"’$%-,")*+ # # ! $$ ! !

（!）留居类型：#（旅鸟）；(（留鸟）；"（夏候鸟）；)（冬候鸟）。

（*）区系类型：&（广布种）；#（古北种）；’（东洋种）。

（+）数量等级：把整个调查过程中的每种鸟类数量总和，除以鸟总只数求出每种鸟所占百分数。凡在 !,-以上者为优势种，以

$$$ 表示；!- . !,-之间者为常见种，以 $$ 表示；!-以下者为少见种，以 $ 表示。

（/）中日协定：中国和日本协议规定的保护候鸟。

（0）中澳协定：中国和澳大利亚协定规定的保护候鸟。

（1）国家三有：国家保护的、有益的或者有重要经济、科学研究价值的鸟类。

邢台市鸟类组成中，属于国家!级重点保

护鸟类 !2 种，国家保护的“三有”鸟类 !+0 种

（占鸟类总数的 2!3+-），河北省重点保护鸟类

!1 种，被列入中日保护候鸟协定中的鸟类 20
种［4］，被 列 入 中 澳 两 国 协 定 保 护 的 鸟 类 !2
种［!,］。可以看出这里野生鸟类资源价值较高，

·+,!·* 期 武宇红等：邢台市及郊区鸟类区系组成及多样性



保护鸟类资源的责任重大。

以居 留 类 型 统 计（ 表 !），旅 鸟（"! 种，

#$%#&）所占的比例最高，依序次之夏候鸟（#’
种，!#%(&），留鸟（)’ 种，("%(&），冬候鸟（(#
种，"%#&）。由此可以看出，邢台市的繁殖鸟少

于非繁殖鸟。

表 ! 邢台市鸟类区系类型和居留类型

居留

类型

古北种 广布种 东洋种 合计

种数
比例

（&）
种数

比例

（&）
种数

比例

（&）
种数

占总种数

比例（&）

留鸟 (* *’%’ (( )+%, # ()%) )’ ("%(
夏候鸟 (+ #’%’ (, #!%* , (,%* #’ !#%(
冬候鸟 (! "*%, ! (#%) ’ ’ (# "%#

旅鸟 +) ,+%" (, !’%" ! !%# "! #$%#

鸟类的区系成分中古北种 (’+ 种，占鸟类

的 +)%$&；广布种 #, 种，占鸟类的 !"%)&；东洋

种 () 种，占鸟类的 ,%"&。留下繁殖的 ,’ 种鸟

类 中 古 北 种 )( 种（##%)&），广 布 种 !" 种

（#’%’&），东洋种 (( 种（(*%,&），古北种与东

洋种鸟类之比为 ) - (。由此看出古北种成分占

优势，同时也侵入了少量东洋种成分，反映出本

地有浓厚的古北界特色。

"#! 鸟类群落的多样性和相似性 将不同生

境类型及不同季节群落间的物种多样性、均匀

度指 数 进 行 统 计（ 表 )），结 果 全 年 鸟 类 的

./011213456157 多样性指数（!8）为 )%),，均匀

度（"）为 ’%++，但不同生境以及不同季节之间

的物种多样性和均匀度有较大差异。

调查结果显示，春季林地生境的多样性指

数最高，为 !%$!，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春季该

地区鸟类的种数较多的事实。冬季河流水域生

境的多样性指数最低，为 ’%*+，这在一定程度

上反映了冬季该生境鸟类的种数较少。总的来

说，林地生境在一年四季中多样性指数均高于

其他生境，建筑区生境的多样性指数除了冬季

外均低于其他生境，春季各生境的多样性指数

均高于其他季节。但不同季节的多样性均小于

年度多样性，各生境的多样性均小于整个调查

地区的多样性。全年不同生境的多样性指数：

! 9" 9# 9$ 9%。

表 " 邢台市鸟类群落物种多样性指数（!$ ）和

均匀度指数（ "）

生境类型 春季 夏季 秋季 冬季 全年

种数 ,! #) +$ !" ,)
" !8值 !%*( (%$+ !%#) (%", !%"’

" 值 ’%*$ ’%*! ’%*, ’%*+ ’%+*
种数 )# !" )’ ($ )*

% !8值 (%*) (%(’ (%!, ’%,! (%"*
" 值 ’%#) ’%)) ’%), ’%!# ’%*!
种数 $" +’ $* )" (’+

! !8值 !%$! !%*$ !%") (%$, )%’,
" 值 ’%+# ’%+) ’%+! ’%*# ’%+,
种数 *$ )+ ** !" *$

$ !8值 (%") (%#* (%,( (%)) !%)!
" 值 ’%#* ’%#’ ’%#) ’%#’ ’%*,
种数 +* #* *( " +"

# !8值 !%(( (%$’ !%(* ’%*+ !%#*
" 值 ’%*( ’%*’ ’%** ’%!, ’%*"
种数 (*! $( (), #" (++

全生境 !8值 )%!! !%,) )%(’ (%+* )%),
" 值 ’%+# ’%+( ’%+) ’%#) ’%++

从均匀度分析看，春季林地生境的均匀度

最高，为 ’%+#；冬季建筑区生境的均匀度最低，

为 ’%!#。均匀度指数低说明种间的个体数量

差异较大。全年不同生境的均匀度：! 9" 9
# 9$ 9%；各种生境不同季节的均匀度，春季

9 秋季 9 夏季 9 冬季。

鸟类群落间的相似性及多样性是研究和比

较群落结构特征、组织水平及其功能的重要生

态学指标。经群落间相似性公式计算得出（表

#），公共绿地生境鸟类群落与建筑区生境鸟类

群落、林地生境鸟类群落相似，它们之间相似性

达到 +’&以上，而河流水域生境鸟类群落与其

他生境鸟类群落有极明显的差异，其他的群落

之间相似性不高。在鸟类群落比较稳定的夏季

和冬季，相似的生境鸟类群落增多分别达到 )
个和 * 个，并且相似性最高达到 "!&。

表 % 邢台市鸟类群落间相似性比较

相似性（&）

"3%"3!"3$"3#%3!%3$%3#!3$!3# $3#
春季 +! "’ #+ !) *! #( (" *! !( ),
夏季 ,+ ," #" )# +# *) !! *+ !$ #,
秋季 +( ," #" !, #" #! !! *( !) #’
冬季 "( "! +( (, +, ** !! +# () !"
全年 +# ,"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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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讨论与建议

邢台地区在动物地理区划上属于古北界华

北区，而华北区与古北界的东北区、蒙新区以及

东洋界的华中区毗邻，同时，该地区处于季风性

气候区内，季风性气候区是南北耐湿鸟类的通

道，是古北界和东洋界鸟类分布上最宽广的过

渡地带［!］，因此，邢台市鸟类区系组成具有以古

北界鸟种（"#$ 种，$%&’(）为主，同时有相当数

量的广布种（!) 种，*+&%(）和少量东洋界鸟种

（"% 种，)&+(）的特点。

邢台市夏、冬季鸟类的组成相对比较稳定，

夏季鸟类由留鸟和夏候鸟组成，冬季鸟类由留

鸟和冬候鸟组成。春季冬候鸟陆续北返，种类

成分由留鸟、旅鸟和前期的夏候鸟组成。秋季

夏候鸟南迁，由留鸟、旅鸟和冬候鸟组成。所

以，春、秋两季由于鸟类的南北迁徙，种类组成

比较复杂，且不稳定。

不同生境以及不同季节之间的鸟类多样性

有较大的差异。这是由于群落中物种组成决定

的。每种生物存在于某一特定的生境中是有许

多因素限制的，这些因素包括：缺乏自然的资

源，如缺乏食物资源、巢址资源等；气候条件的

不适宜，如气候过度寒冷；扩散障碍，如地理上

的隔离；与其他生物不利的相互关系等。鸟类

在长期的进化适应过程中，选择和存在于某个

生境，则该生境具有能维持生命及能有效地留

下后代的食物资源和生存条件。

生活于同一地域中同一生境的鸟类形成鸟

类群落。鸟类群落物种组成差异的形成，一方

面是由于各群落所处的环境结构与分布状况并

不完全相同，而不同的鸟类对不同的环境条件

适应程度不同，从而导致不同群落中鸟的种类

组成不同；另一方面，不同群落具有不同的种

群，种群的大小与多寡也影响着群落的多样性。

环境不是均匀一致的，空间异质性的程度越高，

意味着有更多样的小生境、小气候、以及躲避捕

食的隐蔽所，就能允许更多的物种共存。本研

究区域内各生境的异质性从高到低的顺序依次

是林地生境、公共绿地生境、河流水域生境、农

田生境和建筑区生境，这 , 种生境中鸟类群落

所包含的物种数多少的顺序与此相同，-./00102
345046 指数反映出的物种多样性从大到小也是

如此。, 种生境中建筑区生境鸟类的多样性最

差，主要由于建筑区生境位于市区内，城市化程

度高，这与在城市化对鸟类群落的影响研究中，

多数研究者认为的鸟类群落的丰富度（物种数）

和物 种 多 样 性 随 城 市 化 程 度 的 提 高 而 下

降［"" 7 "!］的观点相一致。不同生境中的鸟类群

落组成具有一定的相似性，说明鸟类的生境选

择具有适应性，有些鸟类能选择利用多种类型

的生境，体现在广布种出现在不同地域或不同

生境中的鸟类群落中。

根据目前状况，保护邢台市的鸟类资源，建

议做好以下几方面的工作：一是应加快保护区、

郊野公园及特殊保留地的建设。建立多种类型

的保护区，如山地丘陵、林地农田和特殊保留

地，以保护邢台地域生物群落的多样性和生态

系统的完整性。二是应尽量保留和恢复自然生

态环境。如农田生境是邢台地域的一大特色，

但由于生境单一，致使鸟类不够丰富。因此建

议在农田地区应保留一些荒地，特别是在田间

地角、道路河流两边尽可能多地保留一些自然

生境，为野生动物的生存提供一个空间。三是

加快植树造林，扩大绿地面积。自然生态系统

结构功能的不完善，调节能力差，这和城市缺少

森林有直接关系，因此植树造林、恢复生态环境

是当务之急。应利用恢复生态学方法，以乡土

植被为主，退耕还林，退田还草，营造多样的生

境类型，以吸引更多的鸟类定居邢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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