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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江心洲鸟类群落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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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 !"") 年，分冬夏两季对南京江心洲 $ 种典型生境（居民区、农田区、林区及湿地区）的鸟类资

源进行了调查。共记录鸟类 )# 种，隶属 %" 目 !* 科。对冬夏两季不同生境中鸟类群落的密度、现存生物

量、多样性指数、均匀度、优势度的对比研究表明，冬季鸟类密度、物种多样性和均匀度均高于夏季，而优

势度、现存生物量则夏季高于冬季。在不同生境中，林区鸟类密度、多样性指数最高；居民区优势度最

高；均匀度指数冬季林区最高，夏季居民区最高。

关键词：鸟类群落；物种多样性；南京江心洲

中图分类号：+’*, 文献标识码：- 文章编号："!*".(!)(（!""#）"$.%%#.")

!"#$% &’(()%#*+ &,$-$.*/-#0*#.0 $* !11)"#’%#% 2$%3#%4
5/.*#’% ’6 7$%4*8/ 9#"/-

/0 1234.567!" 58-9: ;2<=>" ?8 @<7.?3=! A5B9 ?4=>.C7=>#!

;5B9 D73=.E76" ;5B9 D6=.534!
（! 1%2+*34%$3 (- 5#-% 67#%$7%，8+$9#$/ :#+(;")+$/ <$#=%*&#30，8+$9#$/ !%%%#%；

" 67"((, (- 5#-% 67#%$7%，8+$9#$/ <$#=%*&#30，8+$9#$/ !%""’(；

# 67"((, (- >%(/*+2"0 67#%$7%，8+$9#$/ :#+(;")+$/ <$#=%*&#30，8+$9#$/ !%%%#%，!"#$+）

!:0*-$.*：F6G7=> !""$ 3=H !"")，3I73= J4KK6=7L7<M 3L N46G 23O7L3L LPQ<M，I7RR3><，N3GKR3=H，S44HR4L，3=H S<LR3=H，

S<G< ML6H7<H 7= M6KK<G 3=H S7=L<G T - L4L3R 4N )# MQ<J7<M O<R4=>7=> L4 %" 4GH<GM，!* N3K7R7<M S<G< G<J4GH<HT -=3RPM7M
4= 3I73= J4KK6=7LP J23G3JL<G7ML7JM S3M K3H< O3M<H 4= L2< 7=H<U 4N H<=M7LP（1），O74K3MM（?@ ），A23==4=.S7<=<G

7=H<U（AV），MQ<J7<M <I<==<MM（ ’）3=H M6Q<G74G7LP（!）T W2< I3R6< 4N 7=H<U 4= H<=M7LP，H7I<GM7LP 3=H <I<==<MM 7= L2<
S7=L<G S<G< 27>2<G L23= L24M< 7= L2< M6KK<G，S2<G<3M L2< 7=H<U 4N M6Q<G74G7LP 3=H O74K3MM S<G< R4S<G 7= L2< M6KK<G
L23= L24M< 7= L2< S7=L<G T @44HR4L 23H L2< 27>2<ML 3I73= H<=M7LP 3=H H7I<GM7LP 3=H I7RR3>< 23H L2< 27>2<ML M6Q<G74G7LP
3K4=> L2< N46G 23O7L3L LPQ<MT W2< 27>2<ML <I<==<MM I3R6< S3M G<J4GH<H 7= S44HR4L H6G7=> S7=L<G 3=H 7= I7RR3>< H6G7=>
M6KK<GT
;/+ <’-=0：-I73= J4KK6=7LP；AQ<J7<M H7I<GM7LP；93=X7=>

基金项目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青年专项（94T $"$"%"*’），

南京晓庄学院“生态学”校级重点建设学科项目；

!通讯作者，B.K37R：P4=>KM2Y%)(T J4K；

第一作者介绍 李朝晖，男，副教授；研究方向：动物系统学与

生态学；B.K37R：R7Z22)#%"Y%!)T J4K。

收稿日期：!"").%%.!#，修回日期：!""#."*."!

人类日益增多的活动对周围的自然环境

产生了愈来愈多的改变和破坏，鸟类多样性作

为生物多样性的重要组成部分，其种类和数量

变化已成为目前评价一个地区环境质量的重要

指标［% & *］。六朝古都南京随着人口的增长、城

镇的扩建及旅游业的发展等原因，对其自然环

境也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和改变。位于长江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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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江岛滩涂江心洲，多年以来一直是南京地区



鸟类的重要栖息地，近几年正不断受到上述各

种人为因素的影响。为了解江心洲鸟类资源的

现状，本研究对江心洲夏季和冬季的鸟类进行

了调查。

! 自然环境概况

南京江心洲位于南京城西南长江之中，是

长江三角洲冲积而形成的一个江岛滩涂。地理

位置为东经 !!"#$%& ’ !!"#($&，北纬 $!#)%& ’ $*#
+(&，距南京市中心 ,-) ./，隶属于南京市雨花

台区。全洲基本呈南北走向的狭长形，状若青

梅，故又称梅子洲，全洲地势低平，南北最长

!!-0 ./，最宽处 *-) ./，面积 !) ./*。江心洲

岛 上植被主要优势种有芦苇（ !"#$%&’()*+,&1
&-.’*）、菖 蒲（ /+,#-* +$0$&-*）、柿 树（ 1’,*23#,*
4$4’）、葡萄（5’(’* 6’.’7)#$）等。

" 研究方法

"#! 样点类型 根据江心洲的地理情况，将

调查样点类型分为 ( 类：即居民区、农田区、林

区和湿地区。居民区主要集中在洲东面沿江一

线，房屋集中成为城镇，农户 $ %++ 余户，人口

!-* 万，附 近 主 要 植 被 为 香 樟（ 8’..$&,&-&
+$&2",#$）、悬 铃 木（ !0$($.-* "’*2$#’+$）、黄 杨

（9-:-* *’.’+$）等主要用于绿化的树种，以及柿

树、橘树（8’(#-* #)(’+-0$($）、银杏（;’.4%, <’0,<$）

等一些经济型树木。农田区主要集中在洲中

心。耕地面积为 "++ 2/*，其中有葡萄 *,0 2/*，

韭菜 *++ 2/*，小品种蔬菜 !$$ 2/*，各类杂果 ,0
2/*，多为经济果树，如柿树、无花果树（ =’+-*
+$#’+$）等。林区主要集中在洲的西北和西南

面，森林覆盖率达 *+3，植被简单且多为人工

林，主要为白杨（!,2-0-* (,&).(,*$）、香樟、柳树

（>$0’: <$<30,.’+$）等，其中白杨林为优势种。江

心洲湿地面积 0$$ 2/*，主要包括江岛周边湿地

以及洲上河塘，主要植被有芦苇及菖蒲等。

"#" 调查方法 *++( ’ *++, 年，分冬夏两季

（冬季 !* 月至翌年 ! 月，夏季 , ’ " 月）对江心

洲鸟类进行了调查［, ’ %］。根据江心洲的实际情

况，采用固定样线法和样点法进行调查，样线和

样点具体分布见图 !。样线涵盖不同生境（农田

区 ,-* ./，林区 !! ./，湿地区 0 ./ 及居民区

*-, ./）。用 " 4 (* 双筒望远镜和 4 ,+ 单筒望

远镜以 !-) ./52 的速度观察样线两侧 )+ / 范

围，记录鸟类的种类、数量及其生境类型。样点

法则以 +-) ./ 为观察半径，记录固定范围内鸟

类的种类与数量。每个季节调查约 !* 6，调查

时间为 0：++ ’ !0：++ 时，鸟类季节型依据相关

文献判断［!+］。

图 ! 调查样线（$）样点（!）分布图

%&’( ! )&*+,&-.+&/0 /1 +,20*34+（$）
205 *26783 *&+3（!）

"#9 数据处理 鸟类密度按 1 7 ? 5*@A 公式

计算，其中，? 为样带内记录的鸟类数量，@ 为

样线长度，A 为样线单侧宽度。个体密度在

+-! 只52/* 以上的列为优势种，+-! ’ +-+! 只5
2/* 为常见种，低于 +-+! 只52/* 为稀有种［(］。

现存生物量采用 B9 7 "（A’ 4 ?’ ）公式计

算，其中，?’ 为第 ’ 种的密度，A’ 为第 ’ 种的平

均重量（8）（每种鸟类的平均重量根据已有文献

资料 获 得 ）［(，!!，!*］。 物 种 多 样 性 指 标 采 用

92:;;<;1=>?;?@ 指 数 进 行 计 算： C& 7

A" !’ B<8* !’ ，!’ 为物种 ’ 的个数与所有物种

总数之比［!$］。均匀度指标采用 C>?B<D 指数进行

计算：D 7 C& 5C/:E，式中 C&同上，C/:E 7 B; *，* 为

物种数。优势度指标采用优势指数 8 的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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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 ! ! ""
# ，"# 同上。

! 结 果

!"# 鸟类物种多样性及区系分析 本研究共

记录江心洲鸟种 #$ 目 "% 科 &’ 种，其中有留鸟

"( 种（)#*(+），候鸟 ,- 种，其中冬候 鸟 #% 种

（""*)+），夏 候 鸟 #& 种（",*-+），旅 鸟 ( 种

（##*-+）（表 #）。在区系组成上，广布种为 #& 种

（",*-+），东洋种为 ") 种（,%*(+），古北种为 "’
种（)$*,+）。说明南京江心洲虽然在动物地理

区划上属于东洋界华中区东部丘陵平原亚区，但

由于其东洋界和古北界鸟种比例相当，体现了江

心洲正处于东洋古北两界的中间过渡地带。

表 # 南京江心洲冬夏两季鸟类构成

$%&’( # )*+,*-./.*0 *1 %2.%0 3*++40./5 .0 6.0/(7 %08 94++(7

种类

./01203

夏季 .45506 冬季 728906

密度

:08329;
（28<= >?5"）

生物量

@2A5B33
（C>?5"）

密度

:08329;
（28<= >?5"）

生物量

@2A5B33
（C>?5"）

生境

DBE29B9
留居类型

F1A9;/0
区系组成

GB48B

#* 环颈雉 "$%&#%’(& )*+)$#)(& $*$") "#*’,( $*$,( ,)*’(# "，, H I
"* 绿翅鸭 ,’%& )-.))% $*$,, ##*",, ) 7 7
)* 大斑啄木鸟 /.’0-*)*1*& 2%3*- $*$$" $*#&’ $*$$% $*,,, , H J
,* 星头啄木鸟 / * )%’#)%1#++(& $*$$% $*#), $*$$% $*#), , H I
%* 戴胜 41(1% .1*1& $*$"& #*((& $*$&’ )*($$ "，, H 7
&* 普通翠鸟 ,+).0* %55$#& $*$#$ $*"&’ $*$$" $*$&’ ) H 7
’* 斑鱼狗 !.-6+. -(0#& $*$$% $*%") ) H I
(* 四声杜鹃 !()(+(& 2#)-*15.-(& $*$$" $*"&" , . I
-* 山斑鸠 75-.15*1.+#% *-#.’5%+#& $*$$% #*#), $*$#" "*(%’ , H 7
#$* 珠颈斑鸠 7 * )$#’.’&#& $*",( ,(*$-% $*"%% )$*’&" #，"，, H I
##* 红脚苦恶鸟 ,2%(-*-’#& %8**+ $*$$" $*),# ) . I
#"* 黑水鸡 9%++#’(+% )$+*-*1(& $*$-% "%*(#$ $*""# &$*$$’ ) H 7
#,* 针尾沙锥 9%++#’%:* &5.’(-% $*$$" $*))$ "，) K J
#)* 大沙锥 9 * 2.:%+% $*$") %*##- ) K 7
#%* 扇尾沙锥 9 * :%++#’%:* $*$&) #"*%,& "，) 7 J
#&* 白腰草鹬 ;-#’:% *)$-*1(& $*$,# "*&$$ ) 7 J
#’* 灰头麦鸡 <%’.++(& )#’.-.(& $*$#" ,*(&- $*$$% #*%)( "，) K J
#(* 黑耳鸢 =#+>(& +#’.%5(& $*$$% %*$$$ $*$,& ,’*%$$ "，,，) H J
#-* 小+, ;%)$6?%1(& -(@#)*++#& $*$-( ""*)%" $*$&) #)*’(& ) H 7
"$* 白鹭 A:-.55% :%-B.55% $*$#- (*%’# "，) . I
"#* 中白鹭 =.&*1$*6C #’5.-2.0#% $*$#$ %*%-$ "，) . I
""* 牛背鹭 D(?(+)(& #?#& $*#"- )-*"), "，) . I
",* 池鹭 ,-0.*+% ?%))$(& $*$%’ #’*#), ) . I
")* 绿鹭 D(5*-#0.& &5-#%5(& $*$$’ "*$,& ) . I
"%* 夜鹭 E6)5#)*-%C ’6)5#)*-%C $*$#- ##*)"- $*$$% "*(%’ ) . 7
"&* 黄苇- FC*?-6)$(& &#’.’&#& $*$$" $*#(& "，) . I
"’* 红尾伯劳 G%’#(& )-#&5%5(& $*$,# #*$"# , . J
"(* 棕背伯劳 G * &)$%)$ $*#,, (*$$$ $*$(, %*$$$ "，, H I
"-* 红嘴蓝鹊 4-*)#&&% .-65$-*-$6’)$% $*$$" $*,,, $*$$% $*&&’ , H I
,$* 灰喜鹊 !6%’*1#)% )6%’% $*$%" -*#&’ $*$)$ ’*$(, "，, H J
,#* 喜鹊 "#)% 1#)% $*#&- ,’*&-( $*#-( ))*$&- #，"，, H 7
,"* 黑枕黄鹂 H-#*+(& )$#’.’&#& $*$#" $*-%" "，, . I
,,* 黑卷尾 /#)-(-(& 2%)-*).-)(& $*#$% -*)"- "，, . I
,)* 灰卷尾 / = +.()*1$%.(& $*$#" #*$#" "，, .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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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

种类

"#$%&$’

夏季 "())$* 冬季 +&,-$*

密度

.$,’&-/
（&,01 23)4）

生物量

5&6)7’’
（823)4）

密度

.$,’&-/
（&,01 23)4）

生物量

5&6)7’’
（823)4）

生境

97:&-7-
留居类型

;%6-/#$
区系组成

<7(,7

=>? 发冠卷尾 ! ? "#$$%&$#$$’( @?@@4 @?44A 4，= " B
=C? 乌鸫 )’*+’( ,%*’-. @?@== =?@== @?@AD A?!>@ 4，= E B
=A? 斑鸫 ) ? &.’,.&&/ @?@F= =?4!F 4，= + G
=H? 红胁蓝尾鸲 ).*(/0%* 12.&’*’( @?@! @?!== = + G
=D? 北红尾鸲 3"#%&/1’*’( .’*#*%’( @?@!D @?=F= = + G
F@? 丝光椋鸟 4$’*&’( (%*/1%’( @?@!4 !?@!4 @?@H! C?HH! 4，= E B
F!? 灰椋鸟 4 ? 1/&%*.1%’( !?@A! D!?@A! @?4!D !H?C!D !，4，= E G
F4? 八哥 51*/+#$"%*%( 1*/($.$%--’( @?@AF H?H>A @?@=C F?4HC !，4，= E B
F=? 中华攀雀 6%,/7 1#&(#8*/&’( @?@H! @?H!@ = + G
FF? 大山雀 3.*’( ,.9#* @?@F= @?>>A @?@CD @?HDH = E +
F>? 家燕 :/*’&+# *’($/1. @?!@> !?>A! !，4 " +
FC? 金腰燕 : ? +.’*/1. @?@AD !?>A! !，4 " +
FA? 白头鹎 321&#&#$’( (/&%&(/( @?4=H H?=== @?>CD !D?D!A !，4，= E +
FH? 黄腰柳莺 3"2--#(1#;’( ;*#*%0’-’( @?@!F @?@HC = + G
FD? 黄眉柳莺 3 ? /&#*&.$’( @?@@> @?@=H @?@@A @?@>A = I G
>@? 极北柳莺 3 ? 8#*%.-/( @?@@4 @?@4F = I G
>!? 黑脸噪鹛 <.**’-.= ;%*(;/1/--.$’( @?@4D =?!F= @?@!A !?H== = E B
>4? 画眉 < ? 1.&#*’( @?@@4 @?!FH @?@@> @?4D> = E B
>=? 棕头鸦雀 3.*.+#=#*&/( >%88/.&’( @?@4F @?4C4 @?>FH C?@4F = E B
>F? 云雀 5-.’+. .*?%&(/( @?@4C @?HD@ 4 + G
>>? 麻雀 3.((%* ,#&$.&’( @?H== !C?CCA !?!D@ 4=?H!@ !，4，= E +
>C? 白./ @#$.1/--. .-8. @?!!D 4?A=H @?!!@ 4?>!D F E G
>A? 灰./ @ ? 1/&%*%. @?@@A @?!F= @?@@4 @?@FH F I G
>H? 树鹨 5&$"’( "#+0(#&/ @?@AD !?>A! 4，= + G
>D? 水鹨 5 ? (;/&#-%$$. @?@== @?ACA =，F + G
C@? 黄腹鹨 5 ? *’8%(1%&( @?@!A @?=H= = + G
C!? 白腰文鸟 A#&1"’*. ($*/.$. @?@!A @?4@@ 4，F E +
C4? 燕雀 B*/&0/--. ,#&$/C*/&0/--. @?@@4 @?@>4 = + G
C=? 金翅雀 D.*+’%-/( (/&/1. @?@@> @?@HC @?@!4 @?4!F = E +
CF? 黑尾蜡嘴雀 E#;"#&. ,/0*.$#*/. @?@F@ !?DF= @?@>> 4?C4D = I G
C>? 黄眉0 E,8%*/7. 1"*2(#;"*2( @?@!@ @?!H! = + G
CC? 黄喉0 E ? %-%0.&( @?@4D @?>!F = I G
CA? 灰头0 E 1 (;#+#1%;".-. @?@!A @?=>@ = + G

生境中 !：居民区，4：农田区，=：林区，F：湿地区；留居类型中：E 为留鸟，+ 为冬候鸟，" 为夏候鸟，I 为旅鸟；区系组成：+ 为广

布种，B 为东洋种，G 为古北种。

97:&-7-：!? J&KK78$，4? <7*)K7,0，=? +660K6-，F? +$-K7,0；;%6-/#$：E? E$’&0$,-’，+?+&,-$* L&’&-6*’，"? "())$* L&’&-6*’，I?I*7L$K$*’；

<7(,7K %6)#6,$,-：+? +&0$K/ 0&’-*&:(-&L$ ’#$%&$’，B? B*&$,-7K ’#$%&$’，G? G7K7$7*%-&% ’#$%&$’?

!"# 冬夏季鸟类群落特征比较 冬季调查共

记录到鸟类 FA 种，隶属 D 目 4= 科。冬季鸟类

多样性指数为 F?@=A，均匀度指数为 !?@FD，优

势度指数为 @?!!4。优势种 H 种均为留鸟，有珠

颈斑鸠、白./、喜鹊、白头鹎、麻雀、灰椋鸟、黑

水鸡及棕头鸦雀。夏季调查共记录到鸟类 >!

种，隶属 D 目 4= 科。江心洲的夏季鸟类多样性

指数为 =?D@A，均匀度指数为 @?DDF，优势度指

数为 @?!4H。优势种有 !@ 种，多为留鸟，如白.
/、麻雀、白头鹎、灰椋鸟、喜鹊、棕背伯劳、珠颈

斑鸠，少数为夏候鸟，如牛背鹭、家燕、黑卷尾。

通过对江心洲冬夏两季鸟类群落的比较，冬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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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季鸟类的种类数量相差不大，但冬季鸟类物

种多样性和均匀度均高于夏季，而在优势度上

则反之。

!"! 冬夏季鸟类密度及现存生物量比较 江

心洲夏季鸟类密度为 !"#$$ 只%&’(，现存生物

量为 !)#"**+ ,%&’(。冬 季 鸟 类 密 度 为 !"$!$
只%&’(，现存生物量为 )--".#( ,%&’(。上述数

据说明，除密度以外，大型鸟类的有无及数量直

接影响现存生物量的高低。由于冬季缺乏大型

冬候鸟，虽然密度较高，但现存生物量仍低于夏

季的鸟类现存生物量，这可能与冬季缺少越冬

候鸟所需的良好栖息环境有关。

!"# 不同生境鸟类群落分析 动物的群落组

成直接受到栖息地景观条件的影响［.!］。由于

不同生境植被及地貌的不同而形成了不同的鸟

类群落（表 (）。即!居民区鸟类群落；"农田

区鸟类群落；#林区鸟类群落；$湿地区鸟类群

落。在江心洲四类生境中鸟类物种密度为（!）

冬季# /" /! /$，夏季" /# /! /$；多

样性指数（"0）冬夏两季均为# /" /$ /!；

均匀度指数（#）冬季# /" /$ /!，夏季! /
$ /# /"；优势度指数（$）冬季! /$ /"
/#，夏季! /" /# /$。

表 $ 不同生境鸟类群落结构特征比较

%&’() $ *+,-&./0+1 +2 &3/&1 4+,,51/67 48&.&46)./06/40 /1 9/22).)16 8&’/6&6

生境类型

1234525 56789
季节

:829;<
物种数

:78=489
! %& "0 # $

居民区 >4??2,8（!）
冬季 * )"$(! .!*"#+$ ."(+* #"@@@ #"@.!
夏季 + ("-+) .@#"--. ("$+$ .".-. #"((*

农田区 A2B’?2<C（"）
冬季 .- !"!.) )@*")(* )"#-( ."#@@ #".+$
夏季 (( $"-#- $(*"@)$ ("+.$ #"+!) #"(#@

林区 D;;C?;5（#）
冬季 )@ *"!() !-*"*$+ )"-$! ."#*$ #".(#
夏季 )# !"+$! !!@")(* )"!.# ."##( #".@*

湿地区 D85?2<C（$）
冬季 .( (".+( !+("### ("$+# ."#!( #"()!
夏季 .+ ("(+- $!$"#)- )").! .".($ #".).

# 讨论与建议

从江心洲鸟类物种多样性分析，候鸟的比

例超过了留鸟，说明位于长江下游的江心洲等

地是候鸟的重要集散地和中转地，保护江心洲

鸟类群落多样性的重点应更加强调对冬夏两季

候鸟的保护。

从冬夏季鸟类群落特征比较分析，尽管冬

夏两季鸟类的种类数量相差不大，但两季的优

势种鸟类均为部分留鸟，如珠颈斑鸠、白./、

喜鹊、白头鹎、麻雀、灰椋鸟等。对本地留鸟的

保护是维护江心洲鸟类群落稳定的关键，同时，

留鸟对本地的生态环境改变也具有长期的生态

指示作用。

通过 ! 种生境的鸟类群落比较发现，冬夏

两季的鸟类无论从密度还是多样性指数上，均

集中在林区和农田区，而湿地区和居民区则较

低。江心洲东侧沿江的居民区，已初具小城镇

规模，人类的活动严重影响了水生鸟类在该区

域的栖息与繁殖，东面沿江已很难见到水鸟，仅

能偶见小+,和黑水鸡，其他鸟类的遇见率都

很低。而洲西侧沿江由于固堤，使得湿地面积

大大减少，加之西侧江面的船只频繁活动也影

响了鸟类正常活动。因此，江心洲虽为江岛滩

涂湿地，湿地鸟种及数量较附近湿地明显偏少。

江心洲虽然总体植被面积很大，但林区分

布处于破碎化状态，部分居民区呈零散分布，从

而使全洲鸟类栖息地呈岛屿化分布。这种林地

“马赛克”分布的现象，对于鸟类的正常活动十

分不利。此外，少数夏候鸟（如夜鹭）在冬季仍

滞留本地，可能是由于当地气温变化及当地农

耕采收增加其觅食机会，渐渐适应当地气候，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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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停留居住于此。

基于上述情况，为了保护江心洲鸟类多样

性，建议有关部门在发展当地农业旅游的同时，

要注重保护江心洲有限的湿地和林地。提倡建

造集合式房屋，消除零散型建房，尽量保持江心

洲的原有生态景象，给鸟类活动以足够的空间，

以吸引更多的鸟类在岛上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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