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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中国鸡形目鸟类分布数据库（*+, -./, 0,1234 56/6768, 923 :+.;,8, <6==.923>,8，-05<）是以中国鸡形目

鸟类分布点的有关信息为数据源的综合性资源数据库，于 ())? 年初步建立，!""@ & !""? 年进行了更新维

护和完善，由中国鸡形目鸟类物种代码库（AB5C）、中国鸡形目鸟类分布状况库（DEBF）和信息来源库

（GGHI）三部分构成，包括中国鸡形目全部 ?% 个种的 @ ’@) 条分布信息和 ( "!# 条相关文献记录。本数

据库操作简单，各库之间通过共有字段相链接，具有信息查询、修改和维护等功能。本数据库的物种信

息有助于加深对我国鸡形目鸟类资源的了解，可为中国鸡形目鸟类的研究和保护提供翔实的基础数据。

在数据库基础上，可以进行有关我国鸡形目鸟类分布状况的分析，如鸡形目鸟类地理区划研究、分布区

与占有面积的比较、物种濒危状况评估以及热点地区分析和 <JK 分析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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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是世界上鸡形目鸟类资源最为丰富的

国家之一。全世界共有鸡形目鸟类 !’@ 种，中

国有 ?% 种，占世界总数的 !!^［(］，其中 !( 种属

于中国的特有种［!］，($ 种为全球受胁物种［%］。

因此，中国鸡形目鸟类的分布和保护状况，一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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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到国际有关鸟类研究与保护组织的高度重



视。自 !" 世纪 #" 年代末起，国际自然与自然

资源保护联盟（$%&’）、世界雉类协会（()*）和

国际鸟盟（+,-./,01 $231-243,5246）等国际组织就

开始收集和整理世界鸟类物种分布信息，以便

更准确、有效地开展物种状况评估、濒危等级划

分和物种保护等工作［7］。“中国鸡形目鸟类分

布数 据 库”的 建 立，被 予 以 高 度 重 视 并 列 为

《$%&’8()* 全球雉类保护行动计划》（9##: ;
9###，!""" ; !""7）的一部分［:，<］。

中国鸡形目鸟类分布数据库于 9##< 年初

步建立［=］。9##< 年至今，我国开展了大量的鸟

类考察和专题研究，报道了许多新的鸡形目鸟

类分布地点。在中国，鸡形目鸟类（尤其是雉

类）是研究得最为充分的一个类群，经过长期有

组织、有计划、分地区的深入研究和考察，对我

国鸡形目鸟类分布范围的变化有了更加确切的

认识，大部分分布点已经达到县级甚至县级以下

（乡、村、保护区）水 平。以 藏 马 鸡（!"#$$#%&’(#)
*+",+)’）为例，包括西藏米林县、西藏林芝县八

一镇和西藏曲水县雄色寺等不同水平的分布

点。深入、系统的考察和研究工作获得了关于

分布、数量、栖息地质量和保护状况等多方面信

息，有必要对这些信息加以整理、总结，以便全

面了解我国鸡形目鸟类各物种的生存状况和受

威胁情况。本数据库的建立就是为了更加系统

地总结和评估中国鸡形目鸟类的分布状况和保

护现状，为今后的研究、保护、监测和物种状况

评估提供翔实的基础数据。

随着数据库技术和网络技术的发展，世界

各国和地区已经陆续建立了一些生物资源信息

数据库。9#>: 年 ?.@4-.A 运用数据库管理系统

（B+CD）建立了南极地区陆生节肢动物信息数

据库［>］；9##= 年 E-51A1 建立了珊瑚礁鱼类生物

学数据库!；!""! 年 C42.-4F 和 DG,3H 建立的北

美五大湖及其支流流域鱼类分布数据库中包括

物种名称、经纬度、分布流域以及资料来源等数

据［#］。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植物研究所、水

生生物研究所、微生物研究所和南海海洋研究

所联 合 建 立 了 中 国 生 物 多 样 性 系 统 数 据 库

（&+$D），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建立了中国物

种信息系统数据库（&D$D）"。

! 研究方法

中国鸡形目鸟类分布数据库的开发工作从

9##7 年 # 月开始。除查询文献资料以外，还向

国内外同行寄发“中国鸡形目鸟类分布状况调

查表”，搜集同行专家亲自考察但尚未发表的鸡

形目鸟类分布资料［=］。本次对数据库的更新工

作主要是通过查阅近年来发表的国内外期刊文

献和鸟类学专著；系统查阅中国科学院动物研

究所鸟类标本馆和国内科研机构、大学院校的

馆藏标本；最后由地方专家核对、补充。另外，

观鸟活动近几年在中国发展迅速，获得并发表

了很多有关鸡形目鸟类分布的新资料，本数据

库也予以收录。

数据收集整理后，组织专家进行可靠性评

估，未经专家评审同意的数据不予采纳。采纳

的数据按照登记、选择、整理、输入、复核这一基

本流程录入计算机。然后运用专业数据库软件

I,AJ46 E5KL-5 <M" 建立并维护管理，菜单式的管

理模式便于对数据库中信息记录进行添加、修

改和删除。而且为了给用户提供友好的访问界

面，还允许用户选择多个属性进行有关物种名

称、生境或分布地点的检索。

" 数据库的组成

中国鸡形目鸟类分布数据库由 N 个部分

（数据库）组成。

"#! 物种代码库（(OBC） 根据《中国鸟类分

类与分布名录》［9"］的分类系统对我国鸡形目鸟

类进行了科学编码，建立了中国鸡形目鸟类物

种代码库，共计 ! 科 <N 种 99: 个亚种，包括物

种代码、学名、命名人及命名年代、中文名、英文

名、是否为中国特有种、$%&’ 全球受威胁等级、

《中国物种红色名录》受威胁等级、《PH-143121.
+,-.A 50 *A,4》受威胁等级、国家重点保护等级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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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数据项。物种代码由 ! 位数字组成，前两位

代表种（"# $ %&），后两位代表亚种（"# $ #’）。

后两位“""”代表单型种，不确定的亚种暂以

“？？”表示。如海南山鹧鸪（ !"#$"$%&’() )"*+,-）

为“&(""”；黄腹角雉广西亚种（ .")/$%), 0)#$1’
/2),/3’+,-’-）为“!#"(”；雉鸡台湾亚种（4&)-’),2-
0$(0&’02- 5$"6$-),2-）为“)!#’”。

物种代码库与分布状况数据库以每一物种

固定的物种代码相链接，使得数据的录入、编

辑、统计和查询更为方便快捷。

!"! 分布状况数据库（*+,-） 以鸡形目鸟类

的“分布点”为数据源，精确到县级或县级以下

（乡、村、保护区、林场）水平，附有调查年代、信

息来源、海拔、栖息地类型、植被类型和种群数

量等信息，比较确切地反映出我国鸡形目鸟类

各物种的分布地点和保护现状。按调查年代对

分布点记录分组的结果表明，#’%" 年之前、#’%"
$ #’.’ 年和 #’/" 年至今的记录分别为 ( ("#
条、# !&( 条和 ( #(! 条；调查年代不详的记录为

#"( 条。

到目前为止，已录入全部 %& 个鸡形目物种

的分布记录 ) /)’ 条，但各物种分布记录的数

量差异较大。据于孝臣 #’’/ 年报道［##］，镰翅鸡

（7+,*")/)%2- 5)(0’%+,,’-）近 (" 多年来没有野外

观察记录，已在中国境内绝灭。这一结论还有

待今后野外工作验证，但本数据库没有镰翅鸡

的确切分布点（历史记录为黑龙江流域）；黑头

角雉（.")/$%), 6+(),$0+%&)(2-）和灰山鹑（4+"*’3
%+"*’3）只 有 # 个 分 布 点；环 颈 雉（ 4&)-’),2-
0$(0&’02-）的分布记录最多，包括 #’ 个亚种共

..& 条。

!"# 信息来源数据库（0012） 本数据库共收

集了与中国鸡形目鸟类分布有关的参考文献

# "(. 条，其中国内文献 ’"# 条，国外文献 #(%
条。对国内的 /) 种期刊和国外 (# 种期刊进行

了系统检索，前者包括动物学报、生物多样性、

动物学杂志、动物学研究等；后者包括东方鸟类

俱 乐 部 通 讯（3+4 +566789:，3;97:8<6 +9;= 465>
+566789:）、*?;@8<96、A>9B 和 世 界 雉 类 协 会 通 讯

（ CDEFGHCI， C?;6= DJ7<B<:8 EBB?K9<89?:

G7LB67887;）等。另外对国内外的相关专著和科

学考察集也进行了查阅。

每条记录包括文献编号、信息来源（即引用

形式）、作者、发表年代、题目、文献出处 % 个数

据项。通过“信息来源”项与分布状况数据库链

接。

# 主要功能及应用

#"$ 数据检索和维护管理功能 本数据库具

有较强的检索功能。允许对任一单项进行检

索，还可以进行单项间的相互结合，为用户提供

极大方便。此外，本数据库还具有较强的库文

件管理功能，如对数据库数据的追加、删除、修

改及索引文件的建立等。

首先，& 个数据库通过固定的共有字段相

互链接，因此可以跨数据库进行多属性的检索。

如，联合 C,MN 和 *+,- ( 个数据库，可以实现

对我国特有种、受威胁鸡形目鸟类的分布状况

等检索。

另外，由于 & 个数据库相互链接，只要对其

中一个库里的内容进行更新或维护，其他 ( 个

库内对应的内容也会产生相应的变化。这大大

简化了操作程序，也易于今后数据库的进一步

完善。

目前数据库已基本完善，可接受同行专家

来信或电子邮件（HFO<96）进行信息检索。下一

步将 在 中 国 动 物 学 会 鸟 类 学 分 会（LLLP
KJ9:<>9;=P ?;Q）和 中 国 物 种 信 息 系 统 数 据 库

（4IAI）（LLLP KJ9:<>9?=9R7;B98S P K?O）等网站上提

供相关信息的检索服务。根据查询人的不同需

求，设置一定的信息访问等级，如对一般鸟类爱

好者，提供比较简单的信息资料；对于专业研究

人员，特别是对该数据库的建立做出贡献的专

家，可通过授权实现信息共享。

#"! 相关分析研究

#"!"$ 中国鸡形目鸟类分布格局的初步研究

数据库中每个分布点以地理坐标（经纬度）的

形式表示，属于数字化信息，可以利用 TAI 技

术，将这些分布点图层叠加到中国鸟类地理区

划图上［#(］，分别计算各物种在各个地理区划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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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分布信息。以物种在各区中存在与否（存在

为 !，不存在为 "），建立一个矩阵，再利用 #$##
!%&" ’() *+,-(./ 软 件 的 分 层 聚 类 分 析

（0+1)2)30+324 345/61) 2,247/+/）功能计算各区物种

分布的相似性，进行聚类，最终得到一个聚类树

状图（-1,-)(8)29），从而将鸡形目鸟类在中国的

分布划分为 : 个区（图 !）。

图 ! 通过聚类分析得到的中国鸡形目鸟类分布的 " 个区

#$%&! ’$( )$*+,$-.+$/0 ,1%$/0* /2 34$01*1 5677$2/,81* )1,$91) 2,/8 :$1,6,;4$;67 37.*+1, <067=*$*
;<：大兴安岭亚区（=2>+,8?2,4+,8 @(5,62+, #5A)18+(,）；;B：长白山地亚区（C02,8A2+ @(5,62+, #5A)18+(,）；;C 松辽平原亚区（#(,84+2(

$42+, #5A)18+(,）；;;<：黄淮平原亚区（D52,8052+ $42+, #5A)18+(,）；;;B：黄土高原亚区（E(1// $426125 #5A)18+(,）；;;;<：东部草原亚区

（F2/6 @12-(. #5A)18+(,）；;;;B：西部荒漠亚区（*1/6 =1/1)6 #5A)18+(,）；;;;C：天山山地亚区（G+2,/02, @(5,62+, #5A)18+(,）；;H<：羌塘高

原亚区（I+2,862,8 $426125 #5A)18+(,）；;HB：青 海 藏 南 亚 区（I+,802+JK2,8,2, #5A)18+(,）；H<：西 南 山 地 亚 区（#(560.1/6 @(5,62+,

#5A)18+(,）；HB：喜玛拉雅东南坡亚区（#(56012/6 D+924272, #4(L1 #5A)18+(,）；H;<：东部丘陵平原亚区（F2/61), D+44(3MJ$42+, #5A)18+(,）；

H;B：西部山地高原亚区（*1/61), @(5,62+, #5A)18+(,）；H;;<：闽广沿海亚区（N5O+2,JP52,8-(,8 C(/624 #5A)18+(,）；H;;B：滇南山地亚区

（#(560 Q5,,2, D+447 #5A)18+(,）；H;;C：海南亚区（D2+,2, ;/42,- #5A)18+(,）；H;;=：台湾亚区（G2+.2, ;/42,- #5A)18+(,）；H;;F：南海诸岛亚

区（#(560 C0+,2 #12 ;/42,-/ #5A)18+(,）。

这 : 个 区 分 别 为 东 北 区（ ;<J;BJ;CJ;;BJ
;;;<）、西北区（;;;BJ;;;CJ;H<）、青海藏南区（;HBJ
HB）、西南 区（H<JH;BJH;;B）、东 南 区（ ;;<JH;<J
H;;<JH;;C）和台湾区（H;;=）。其中西南分布区

物种多样性最为丰富，拥有 RS 个物种和 !R 个

特有种，这一地区被认为是中国鸡形目鸟类的

起源中心和分化中心［!%］；台湾岛为一独立的分

布区，岛上分布的 T 种野生鸡类中 % 种为岛上

特有，在 中 国 大 陆 无 分 布；东 北 区 的 松 鸡 科

（G16)2(,+-21）鸟类分布相对较多；西北区面积虽

大，但森林型植被相对较少，不适合野生鸡类栖

息，所以种类并不丰富。青海藏南区主要分布

着中国野生鸡类中的高原高山种类，如黑头角

雉、藏马鸡、白尾梢虹雉（!"#$"#$"%&’ ’()*+,%-）和

雪鹑（!,%.* ),%.*）等。东南区中大多是广泛分

布于我国东部和南部的种类，如白额山鹧鸪

（/%0"%"#$-)* 1-21-(* ）、灰 胸 竹 鸡（ 3*40&’-(")*
+$"%*(-(*）和白颈长尾雉（56%4*+-(&’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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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本数据库数据，使用更详细的自然地

理区划图和动物地理分区图，可以对全国和相

关省、地区鸡形目鸟类的分布格局进行更深入

的研究，为相关区域的动物地理区划提供可靠

的理论依据。

!"#"# 分布范围与占有面积的比较 分布区

（!"#!$# %& %’’())!$’!）是指环绕一个分类单元所

有已知的出现地点（不包括游荡情况）在内的最

小凸多边形所包含的面积。占有面积（*)!* %&
%’’(+*$’,）是一分类单元在“分布区”内实际占

有的面积（不包括游荡情况），该数值表明一个

分类单元常常并不在其分布区的全部区域内存

在，例 如 分 布 区 内 可 能 包 括 不 适 合 的 栖 息

地［-.］。根据 /012 红色名录等级标准，如果某

物种的分布区小于 3 444 567，可评估其处于濒

危（82）等级；如果使用占有面积数据进行评

估，其标准是小于 344 567。研究表明，基于占

有面积对物种进行的评估比基于分布区进行的

评估更为准确，但物种的占有面积数据较难获

得。

近些年来，由于人类对森林资源的利用和

破坏程度不断加剧，可供野生鸡类生存的栖息

地面 积 已 明 显 缩 小，生 境 破 碎 化（ 9*:;#*#
&)*<6!$#*#;%$）现象严重［-3］。因此，以“分布区”

来描述野生动物的分布现状已不够准确。本数

据库的“分布点”数据精确到县级或县级以下

（乡、村、保护区、林场）水平，比较确切地反映出

我国鸡形目鸟类各物种分布的准确位置，为计

算其占有面积提供了可能。

本研究中采用 -44 56 = -44 56 的网格叠

加到物种分布点图层上，然后计算每个物种所

占的网格数，最后得到各个物种的占有面积。

由于仅对鸡形目鸟类在中国的状况进行评估，

当物种的分布点位于边境时，分布区的最小凸

多边形不超越边境线（沿着边境画）。如图 7 所

示，淡腹雪 鸡（ !"#$%&’%(()* #+,"#%-)*）分 布 区 为

7-> 万 567，而占有面积仅为 >? 万 567（图 7：

*），占其分布区的 ?>@，两者相差较大；红腹锦

鸡（./$0*&(&1/)* 1+2#)*）分布区 -43 万 567，占有

面 积A7万567（图7：:），占>B@ ，两者差异相

图 # 淡腹雪鸡（$）和红腹锦鸡（%）的分布面积和占有面积

&’()# *+,-., /0 1$.(- $.2 $1-$ /0 /3345$.36：!"#$%&’%(()* #+,"#%-)*（$）$.2 ./$0*&(&1/)* 1+2#)*（%）

图中多边形区域表示物种的分布范围；阴影网格的总面积表示物种的占有面积。

“ = ”点为以往报道有误的分布点；“？”为不能确定分布点；“!”为分布点；"-44 56 = -44 56 网格。

C%D,<%$ )!+)!E!$#E #9! !"#!$# %& %’’())!$’! &%) !*’9 E+!’;!E；#%#*D *)!* %& E9*F%G!F ’!DDE )!+)!E!$#E #9! *)!* %& %’’(+*$’,；

“ = ”)!+)!E!$# ;$’%))!’# )!’%)FE )!+%)#!F ;$ #9! +*E#；“？”)!+)!E!$# F%(:#*:D! )!’%)FE；“!”)!+)!E!$# ’!)#*;$ )!’%)FEH "-44 56= -44 56 I(*F)*# 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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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较小。淡腹雪鸡和红腹锦鸡由于其二者各自

的特点，造成了其分布区和占有面积差异程度

有所不同。淡腹雪鸡有 ! 个亚种，分布比较分

散，其分布区内包括羌塘高原等不适宜其栖息

的地区，所以分布区面积明显大于占有面积；红

腹锦鸡无亚种分化，分布较集中，几乎在分布区

内所有适宜海拔的森林植被中均有分布，故分

布区与占有面积相差不大。

占有面积的大小是测量时所使用的比例尺

（如网格面积）的函数，应该根据该分类单元的

相关生物学特点、受威胁状况、适宜生境状况和

可用数据来选定适当的比例尺。根据我国目前

森林植被的破碎化现状，很多林地斑块的面积

小于 "# ### $%&（"## $% ’ "## $%），需要使用更

小的网格（如 (# $% ’ (# $% 或 &# $% ’ &# $%）

叠加到本数据库的分布点图层上，才能真实反

映鸡形目鸟类的实际占有面积。而在这种情况

下，分布区和占有面积的差别将更大。按 照

)*+, 红色名录等级评估标准，本数据库为准确

计算中国鸡形目鸟类各物种的占有面积并详细

评估其受威胁状况提供了可能。

!"#"! 其他研究 利用本数据库提供的详细

分布资料，还可以进行物种的潜在分布区、各省

鸡形目鸟类区划、鸡形目鸟类保护的热点地区

（-./01./0）和空白地区分析（234 56578090）等研

究。通过这些研究，可以更加深入地了解中国

鸡形目鸟类的生存和分布状况以及其面临的主

要威胁因素，为中国鸡形目鸟类保护计划的制

定和实施提供理论依据。

致 谢 王岐山、杨岚、杨晓君先生对数据库更

新的相关数据进行了核对，4-9791 :;2.<56 博士

为本工作提出宝贵意见，在此一并致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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