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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于 "##B 和 "#$# 年每年 C (& 月在秦岭东段南坡的商洛地区商南’山阳’柞水和洛南 % 县根据海拔

和植被类型选择样点!并采用样线法和网捕法相结合的方法对繁殖鸟类群落进行了调查& 共观察记述

鸟类 $C. 种!农田和栽培植物带""$C (’C# 2#有鸟类 .’ 种!其中优势种是山麻雀"4+&&%**)2#,+$&#!低山

阔叶林带"’C# ($ "## 2#鸟类种数最多!有 $/C 种!其中优势种是绿背山雀"4+*)&3($2#6(,)&#!针阔混交

林带"$ "## (" "## 2#有 &/ 种!其中优势种是橙翅噪鹛"M+**),+>%,,#(2###%秦岭东段南坡鸟类群落与中

段南坡以及西段南坡和巴山北坡鸟类群落有较高的相似性!但是和秦岭北坡’巴山南坡的鸟类群落相似

性较小!反映出秦岭和巴山对鸟类物种组成的阻隔作用和该地区鸟类区系组成的过渡性& 和 /# 年前相

比!秦岭东段南坡鸟类物种增加了 ’% 种!但是有 B 种鸟类在 "##B 和 "#$# 年的调查中未见到& 总体上!

秦岭东段南坡的繁殖鸟类群落组成在过去的 /# 年里已经发生了明显的变化&

关键词!繁殖鸟类%秦岭东段%南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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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自然地理和动物地理中秦岭是我国中部
的重要分界线 *$+ !也是我国生物多样性保护的
关键和热点区域之一& 秦岭的主体在陕西省!
占陕西省总面积的近 /#J& 关于秦岭的鸟类
多样性!在建国初期就进行过大规模详细的考
察!涉及到陕西秦岭的大部分地区 *"+ & 然而当
时的考察主要集中在秦岭的中部和西部地区!
考察路线仅包括秦岭东段南坡的边缘地区"镇
安县#& 秦岭东段地处秦岭和大巴山地区之间
的过渡地带!其中丹江河谷是秦岭地区海拔最
低的区域 " "$C 2#!气候和植被类型独特&
$.&B 年!西北大学在秦岭东段南坡的商洛地区
的山阳’商南’洛南和柞水 % 县进行了鸟类调
查 */+ !共观察记述鸟类 $#/ 种!其中 .% 种为留
鸟或者夏候鸟%"# 世纪 B# 年代巩会生等在长
安’柞水和宁陕县交界处的牛背梁国家级自然
保护区进行了鸟类调查!共记述鸟类 $$B 种 *%+ !
但调查仅涉及到秦岭东段南坡的边缘部分"柞
水县#& 之后的近 /# 年关于秦岭东段南坡鸟
类未有报道& 我们于 "##B 和 "#$# 年夏季对秦
岭东段南坡的繁殖鸟类进行了调查!目的是了
解该地区鸟类与 /# 年前相比有哪些变化!该地
的鸟类与秦岭中段和西段以及巴山地区的鸟类
区系组成有哪些差异及相似之处&

?@研究区域概况

陕西秦岭东段南坡在行政区划上属于商洛
市!地处 //c#/d(/%c#’d)和 $#Bc#%d($$$c#"d
0之间!辖商州区’镇安县’商南县’洛南县’柞
水县’丹凤县和山阳县!东部和南部与河南省及
湖北省相邻!北部和陕西华阴市相邻!西部和陕
西安康地区相邻& 气候属于北亚热带气候向暖
温带的过渡地带& 本区的植被也是北亚热带和
暖温带两个植被带的过渡地区 */+ & 植被垂直
带谱随着海拔从低到高依次是农田和栽培植物
带""$C (’C# 2#!植被优势种是油桐"H%*$#6#+
-(*I###和小麦%低山阔叶林带"’C# ($ "## 2#!

优势植被是栓皮栎 "R)%*6)&:+*#+F#,#&#和油松
"4#$)&2+F),#-(*3#&#%针阔混交林带 " $ "## (
" "## 2#!优势植被是华山松 "4A+*3+$I###和
锐齿栎"4(2%$2#,,+ +$6#&2*#-(,#+#!其中 $ B## 2以
上有少量以红桦"=%2),+ +,F(E&#$%$&#&#为主的桦
木林&

A@研究方法

AB?@调查方法@为了便于与之前的研究进行
比较!调查范围和 $.&B 年的尽量一致!主要包
括柞水’商南’洛南和山阳 % 县 "图 $#& 由于
$.&B 年调查所选样点的环境在过去的 /# 年间
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除了农田样点外#!所
以 "##B 年和 "#$# 年调查样点的选择并未选择
同样的地点而是在海拔上与 $.&B 年的样点尽
量保持一致& 除了农田和栽培植物带之外!低
山阔叶林带及针阔混交林带在 "##B 年和 "#$#
年主要选择植被保存比较完好的自然保护区和

图 ?@调查区域示意图
E’4F?@7.%,*/2#(/1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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森林公园进行调查"表 $#& 农田和栽培植物带
选择的样点是商南县丹江河谷的湘河"//c#Bd
)!$$#c$Cd0#和赵川 "//c$Bd)!$$#c/Bd0#!低
山阔叶林带选择的样点是洛南县的寺耳镇
"/%c"’d)!$$#c"%d0#’商南县新开岭省级自然
保护区的金丝峡"//c/’d)!$$#c/"d0#和山阳县
天竺山森林公园"//c"/d)!$$#c#"d0#!针阔混
交林带选择的样点是商南县陕西新开岭省级自
然保护区的玄武殿"//cC#d)!$#.c%/d0#’山阳
县天竺山森林公园"//c"%d)!$$#c#%d0#和柞水
县牛背梁森林公园"//c%Bd)!$#.c#$d0#& 两次
调查选择样点的比较见表 $& 在 "##B 和 "#$#
年的调查中!在每个样点采用样线法和网捕法
相结合的方法对鸟类的物种组成进行调查& 每
个样点至少设置 / 条样线!每条样线长约 "
_2!单侧宽度为 "C 2!即每条样线的调查面积
约为 $# 82"& 记录见到的和听到的鸟类& 每
条样线调查 / 遍!雾网捕获法用于辅助记录不
易观察到的小型鸟类"如柳莺类#&
ABA@数据分析@采用相对密度"S#确定优势
种和常见种 *C+ & S’$ 只m82"的物种为群落中
的优势物种!$ rS’#IC 只m82"的物种为常见
物种 *C+ !每个样点的优势种和常见种根据样线
密度的均值确定!每一植被类型的鸟类优势种
和常见种根据样点的常见种确定!网捕的小型
鸟类和空中飞过但并不停留的雨燕类仅记录种
类!并未统计数量%同样!猛禽类和晨昏性鸟类
!!

"包括夜鹰和鸮类#仅记录种类!也未统计数量&
该地区与其他地区之间的物种组成相似性采用
n3;;3D? 相似性指数进行计算& 具体公式是 !wj
TU"+ kFlT#!其中!+’F为两个地区分别具有的
物种数! T是两个地区共有的物种数& 为了便于
与 /# 年以前的调查结果以及其他地区的调查结
果进行比较!鸟类分类系统参照郑作新*’+ &

C@结果与分析

CB?@物种组成@在 "##B 和 "#$# 年的夏季调
查中!共观察到繁殖鸟类 $C. 种!其中夏候鸟
%. 种!留鸟 $$# 种& 和 /# 年前的物种组成相
比!两个年代共有的鸟类 ." 种!其中 B 种鸟类
在 "##B 和 "#$# 年的调查中没有观察到 "附
录#!但是有 ’% 种鸟类在 "##B 和 "#$# 年的调
查中见到而在 /# 年前的调查中并未观察到&
CBA@各生境带的鸟类组成@由于 $.&B 年的调
查并没有鸟类的生境选择信息!以及数量信息
和关于优势种及常见种的记录!因此无法进行
比较& 我们仅根据 "##B 和 "#$# 年的调查确定
各个生境带的常见种和优势种&
CBAB?!各生境带的鸟类密度的频次分布!从
表 " 可以看出!除去未统计数量的鸟类外!在所
有的生境中!大部分物种的密度都很小!每种生
境中相对密度小于 #I$# 的物种占所有物种数
的 C#J以上!而且每种生境中仅有 % (’ 种的
密度大于 #IC#!这些鸟类为生境中的常见物种
!!

表 ?@两个年代的样点选择和比较

!.;I#?@$.H%I’+4 %I,/(1"9#=#3’+?UVW .+3/2’((/13= ’AQQW .+3AQ?Q(

调查时间"年代#V42E*W46ZE=G4:3G4*6 "<E3D#
$.&B "##B 36? "#$#

生境类型 R3Y4G3GG<FE

调查地点
X32F546:=4GE

商南县
X836:636

山阳县
X836<36:

柞水县
P83=8>4

洛南县
S>*636

三官庙公社 湘河""$C (%C# 2# 农田和栽培植物带 \>5G4Z3GE? 536?
"%C# ($ ### 2# 赵川"%/# (’%# 2# 农田和栽培植物带 \>5G4Z3GE? W4E5? 536?

腰庄公社 金丝峡"’%# ($ "’# 2# 低山阔叶林带 ‘D*3?5E3ZE? W*DE=GYE5G3G5*AE5EZ3G4*6
"$ #&# (" "## 2# 玄武殿"$ $C# ($ .## 2# 针阔混交林带 ‘D*3?5E3W36? ;*64WED247E? W*DE=G

天竺山林场
"B## (" ### 2#

天竺山森林公园
"&C# ($ "## 2#

低山阔叶林带 ‘D*3?5E3ZE? W*DE=GYE5G3G5*AE5EZ3G4*6

老林公社红星大队
"$ #&# ($ &## 2#

牛背梁森林公园
"$ ’## (" "## 2#

针阔混交林带 ‘D*3?5E3W36? ;*64WED247E? W*DE=G

牛背梁"" B## 2# 针阔混交林带 ‘D*3?5E3W36? ;*64WED247E? W*DE=G

古城公社"B## 2# 寺耳镇"B## ($ $C# 2# 低山阔叶林带 ‘D*3?5E3ZE? W*DE=GYE5G3G5*AE5EZ3G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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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A@各生境带中鸟类密度组成
!.;I#A@!2#3#+(’/= ".+M,*;’"3’+#.&22.;’/.//=%#

生境垂直带
bEDG4;35@*6E=*W83Y4G3G

密度等级 NE6=4G<D36_
#I#$ (#I#C #I#C (#I$# #I$# (#IC# #IC# ($I## ’$I##

农田和栽培植物带 \>5G4Z3GE? 536? /’ $C /% C $

低山阔叶林带 NE;4?>*>=W*DE=G3G5*AE5EZ3G4*6 C/ ". %% / $

针阔混交林带 ‘D*3?5E3W36? ;*64WED247E? W*DE=G "/ $$ "B % $

和优势物种&
CBABA!各生境带的优势种和常见种
农田和栽培植物带"海拔 "$C (’C# 2#!此带
共观察到鸟类 .’ 种!其中 "# 种鸟类仅在此带
分布!优势种是山麻雀"4+&&%**)2#,+$&#!常见种
有 喜 鹊 " 4#6+ D#6+ #’ 黄 臀 鹎 " 406$($(2)&
>+$2"(**"()&#’大山雀 "4+*)&3+T(*#’金腰燕
"V#*)$I( I+)*#6+ # 和 珠 颈 斑 鸠 " 12*%D2(D%,#+
6"#$%$&#&#!这些都是居民点和农田的常见鸟类&
低山阔叶林带"海拔 ’C# ($ "## 2#!此带共
观察到鸟类 $/C 种!其中 "’ 种鸟类仅在此带分
布!优势种是绿背山雀"4A3($2#6(,)&#!常见种
是方尾鹟 "!),#6#6+D+ 6%0,($%$&#&#’领雀嘴鹎
"1D#B#>(&&%3#2(*K)%&#和长尾山椒鸟"4%*#6*(62)&
%2"(,(/)&#&
针阔混交林带"海拔 $ "## (" "## 2#!此带共
观察到鸟类 &/ 种!其中有 / 种鸟类仅在此带分
布!优势种是橙翅噪鹛 "M+**),+>%,,#(2###!常见
种是 黄 喉 鹀 "J3F%*#B+ %,%/+$&#’ 白 领 凤 鹛
"W)"#$+ I#+I%3+2+#’方尾鹟和黄腹山雀"4+*)&
:%$)&2),)&#&

/ 个生境带共有的鸟类为 /& 种!其中低山
阔叶林带与针阔混交林带之间的相似性指数最
高!为 #IC#& "!农田和栽培植物带与低山阔叶
林带之间的相似性是 #I%.# /!而农田和栽培植
物带与针阔混交林带之间的相似性指数最低!

仅有 #I"B# /&
随着海拔的升高!物种数呈现先上升再下

降的趋势!即物种丰富度和海拔之间呈现单峰
曲线的形式&
CBC@不同地区之间的物种组成相似性@如果
将秦岭东段南坡和相邻的秦岭北坡华山 *&+ ’秦
岭南坡相邻地区陕西牛背梁国家级自然保护

区 *%+ ’中段南坡的陕西佛坪国家级自然保护
区 *B+和陕西皇冠山省级自然保护区 *.+以及西
段南坡的陕西屋梁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 ’巴
山北坡的陕西米仓山省级自然保护区 *$$+和重
庆大巴山省级自然保护区 *$"+的繁殖鸟类组成
进行比较"表 /#!可以发现该地和相邻的陕西
牛背梁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鸟类物种组成相似
性最高!而和北坡邻近的华山地区的相似性最
低!和巴山北坡的陕西米仓山省级自然保护区
的相似性以及秦岭南坡的陕西佛坪国家级自然
保护区都有较高的相似性!但是和巴山南坡比
较!可以发现相似性也比较低&

D@讨@论

DB?@秦岭东段南坡鸟类的组成特点!秦岭东
段南坡和相邻北坡华山的鸟类组成相似性较
低!该 地 调 查 观 察 到 的 八 哥 " C6*#I(2"%*%&
6*#&2+2%,,)&#"针对西安市和眉县营头镇的八哥!
我们认为是笼养逃逸或放生个体#’黑短脚鹎
"V0D&#D%2%&3+I+/+&6+*#%$&#&#和绿翅短脚鹎"VA
366,%,,+$I###仅在秦岭南坡以南地区分布 *$/+ !

这些鸟类在秦岭北坡至今未发现!反映出秦岭
山脉对鸟类存在地理阻隔作用& 秦岭东段南坡
与中段南坡和巴山北坡的鸟类组成相似性较
高!一方面反映出秦岭南坡不同地段鸟类的相
似性!另一方面也反映出该地鸟类与巴山鸟类
组成的相似性!说明了该地鸟类区系组成的过
渡性& 八哥’黑短脚鹎等鸟类在巴山及其以南
地区广泛分布!但是仅在秦岭东段南坡和中段
南坡 的 局 部 区 域 分 布! 而 鹊 鸲 " !(D&06")&
&+),+*#&#等在巴山以南地区广泛分布的鸟类在
秦岭东段南坡并未见到!也反映了秦岭东段南
坡鸟类与巴山鸟类的区别& 另外由于海拔的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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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C@秦岭#巴山地区和南坡东段繁殖鸟类组成的相似性
!.;I#C@!2#(’H’I."’/= ,*;"##3’+4 ;’"3(3’9#"(’/= ’+3’**#"#+/%."/,*T’+I’+4 .+3K.(2.+

自然保护区 )3G>DEDE=EDZE

秦岭东段南坡 X*>G8 =5*FE*WE3=GED6 L46546:

共有物种数
‘4D? =FE;4E=*;;>DDE?

46 Y*G8 DE:4*6

n3;;3D? 相似性指数
n3;;3D?=42453D4G<
46?E7"!w#

秦岭
L46546:

巴山
‘3=836

北坡
)*DG8 =5*FE

南坡
X*>G8 =5*FE

北坡
)*DG8 =5*FE

南坡
X*>G8 =5*FE

华山 R>3=836 B& #IC$$ B

牛背梁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4>YE45436:63G4*63563G>DEDE=EDZE

$## #IC.$ &

皇冠山省级自然保护区
R>36::>36=836 FD*Z46;43563G>DEDE=EDZE

$#’ #IC%/ ’

佛坪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F46:63G4*63563G>DEDE=EDZE

$"$ #IC&’ "

屋梁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Q>5436:=836 63G4*63563G>DEDE=EDZE

$$$ #IC’. "

米仓山省级自然保护区
[4;36:=836 FD*Z46;43563G>DEDE=EDZE

.. #ICC. /

重庆大巴山省级自然保护区
N3Y3=836 FD*Z46;43563G>DEDE=EDZE

$$$ #IC$’ /

响!秦岭东段南坡缺乏中段和西段典型的高海
拔鸟类!如血雉"P2"+/#$#&6*)%$2)&#’岩鹨类!褐
冠 山 雀 " 4+*)&I#6"*()&#’ 黑 冠 山 雀 " 4A
*)F#I#:%$2*#&# 和 蓝 额 红 尾 鸲 " 4"(%$#6)*)&
-*($2+,#&#等在秦岭中西段海拔 " C## 2以上分
布的鸟类在此地均未发现&
DBA@鸟类组成 CQ 年间的变化
DBAB?!物种组成的变化!在 $.&B 年调查所见
的 .% 种繁殖鸟类中!东洋种 /. 种!古北种
/’ 种!广布种 $. 种!东洋种和古北种的比例基
本上为 $i$!而在 "##B 和 "#$# 年的调查中!东
洋种 &$ 种!古北种 C& 种!广布种 /$ 种!东洋种
和古北种的比例约为 $I"Ci$!东洋种所占比例
相比 /# 年前有了一定的增加!这可能和全球气
候变暖导致南方动物区系尤其是巴山鸟类分布
向北扩散到秦岭南坡有关 *$%+ & 另外!和 /# 年
前的鸟类区系组成相比!一个明显的变化是鸟
类居留型的变化& 例如!雁鸭类在 /# 年前调查
时是冬候鸟!现在已经成为夏候鸟或者留鸟!而
鹡鸰等鸟类原来是旅鸟!现在已经成为当地的
留鸟"附录#& 在 "##B 和 "#$# 年调查中!有 B
种鸟类未见到!这 B 种鸟类并不意味着在秦岭
东段南坡已经消失!一方面和调查强度有关!另

一方面这些鸟类在此地的数量并不丰富而且分
布并不广泛!但是需要指出的是其中的寒鸦
"!(*:)&3($%I),+#和灰喜鹊"!0+$(D#6+ 60+$+#
于近年的调查中!在秦岭山区内已经罕见&
DBABA!水鸟种类的变化!在 $.&B 年的调查
中!仅见到 B 种水鸟!闵芝兰等 */+认为由于矿山
开采对水源的污染!导致商洛地区的鹭科’秧鸡
科’鸻科和鹬科鸟类的种类和数量都比较稀少&
在 "##B 和 "#$# 年的调查中!共观察到水鸟
"$ 种!商洛地区的二龙山水库和丹江湿地是国
家南水北调中线工程的水源涵养地!"##B 年列
入陕西重要湿地名录!随着水源涵养地的保护!
水质得到明显改善!水鸟的种类相应增加&
DBABC!变化原因分析!闵芝兰等 */+认为由于
森林的砍伐和农药的使用!该地的画眉亚科和
鹟亚科鸟类的种类也比较少!山椒鸟科种类和
红嘴相思鸟"7%#(2"*#>,)2%+#等曾经在秦岭南坡
广泛分布的鸟类也未见到& 这些在 $.&B 年调
查未见到或者数量稀少的鸟类在 "##B 和 "#$#
年的调查中都已经见到!而且方尾鹟和长尾山
椒鸟是低山阔叶林带及针阔混交林带的常见鸟
类!鸟类的物种数相比 /# 年前有了明显的增
加!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当地生态环境已经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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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显的改善& 随着天然林保护工程和退耕还林
工程的实施!以及自然保护区的建设!秦岭地区
的生态环境与 /# 年前相比有了很大的改善!生
态环境的恢复和气候的变暖导致了鸟类物种数
的增加&
DBC@鸟类的保护@秦岭东段南坡是国家’级
保护野生动物黑鹳 "!#6($#+ $#/*+#的新繁殖
地!也 是 易 危 物 种 白 冠 长 尾 雉 " 10*3+2#6)&
*%%:%&###和白肩雕 "CK)#,+ "%,#+6+#在秦岭的重
要分布区之一& 另外!在此地分布的银脸长尾
山雀 "C%/#2"+,(&-),#/#$(&)&#’ 画 眉 "M+**),+>
6+$(*)&#’喜鹊’*树+麻雀 "4+&&%*3($2+$)&#和
红嘴相思鸟均被列为渐危物种& 因此!对这些
鸟类的保护需要引起特别的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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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陕西秦岭东段南坡的繁殖鸟类
:%%#+3’6@K"##3’+4 ;’"3(%#&’#(,+(,1/2(I,%#,*S.(/#"+T’+I’+4

物种 XFE;4E=
居留型
fE=4?E6G435
=G3G>=

区系
3̂>63

繁殖鸟类密度"只m82" #

NE6=4G<*WYDEE?46:Y4D?="46?m82" #

调查时间"年#
V42E*W46ZE=G4:3G4*6 "<E3D#

\S N̂ [̂ $.&B "##B 和 "#$#

鹳形目 \U\g)UÛgf[0X

鹭科 MD?E4?3E

苍鹭 C*I%+ 6#$%*%+ X g #I#"" %
池鹭 C*I%(,+ F+66")& X g #I#’& #I#"" %
大白鹭 J/*%22+ +,F+ X g #I#’& #I#"" %
白鹭 JA/+*B%22+ X g #I/// #I""" %
黄苇 P>(F*06")&&#$%$&#& X g #I#""

鹳科 \4;*644?3E

黑鹳 !#6($#+ $#/*+ X ] #I#%% #I#%% %
雁形目 M)X0fÛgf[0X

鸭科 M63G4?3E

绿翅鸭 C$+&6*%66+ f"Q# \ #I/// #I$$$

绿头鸭 CAD,+20*"0$6"(& X \ #I/// #I$$$ %
隼形目 M̂S\g)Ûgf[0X

鹰科 M;;4F4GD4?3E

鸢 <#,:)&3#/*+$& f \ k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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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附录

物种 XFE;4E=
居留型
fE=4?E6G435
=G3G>=

区系
3̂>63

繁殖鸟类密度"只m82" #

NE6=4G<*WYDEE?46:Y4D?="46?m82" #

调查时间"年#
V42E*W46ZE=G4:3G4*6 "<E3D#

\S N̂ [̂ $.&B "##B 和 "#$#

赤腹鹰 C66#D#2%*&(,(%$&#& f g k k %
雀鹰 CA$#&)& f ] k k
灰脸狂鸟鹰 =)2+&2)*#$I#6)& f g k

白肩雕 CK)#,+ "%,#+6+ f g k %
隼科 3̂5;*64?3E

红脚隼 5+,6(:%&D%*2#$)& f g k %
红隼 5A2#$$)$6),)& f g k %
鸡形目 OMSSÛgf[0X

雉科 ]83=4364?3E

石鸡 C,%62(*#&6")G+* f ] !
灰胸竹鸡 =+3F)&#6(,+ 2"(*+6#6+ f g #I#’& %
勺鸡 4)6*+&#+ 3+6*(,(D"+ f ] #I#’& #I#’&

雉鸡 4"+&#+$)&6(,6"#6)& f ] #I/’& #I$$$ #I$$$

白冠长尾雉 10*3+2#6)&*%%:%&## f g #I#’& #I"""

红腹锦鸡 !"*0&(,(D")&D#62)& f \ #I$C’ #I$&B #I"""

鹤形目 OfaÛgf[0X

秧鸡科 f3554?3E

白胸苦恶鸟 C3+)*(*$#&D"(%$#6)*)& X g #I#""

黑水鸡 M+,,#$),+ 6",(*(D)& X #I#"" %
鸻形目 \RMfMNfUÛgf[0X X g

鸻科 \83D3?D44?3E

灰头麦鸡 H+$%,,)&6#$%*%)& X ] #I""" #I$$$

剑鸻 !"+*+I*#)&"#+2#6),+ X ] !
金眶鸻 !AI)F#)& X ] #I#%% #I#%% %
环颈鸻 !A+,%>+$I*#$)& X ] #I#%% #I#%% %
鹬科 X;*5*F3;4?3E

白腰草鹬 L*#$/+ (6"*(D)& X ] #I#%%

林鹬 LA/,+*%(,+ X ] #I#%% #I#%% %
丘鹬 16(,(D+>*)&2#6(,+ X ] #I#%% %
反嘴鹬科 fE;>DZ4D*=GD4?3E

鹮嘴鹬 PF#I(*"0$6"+ &2*)2"%*&## X ] #I""" #I$## %
鸽形目 \gSa[‘Ûgf[0X

鸠鸽科 \*5>2Y4?3E

原鸽 !(,)3F+ ,#:#+ f ] #I#%% #I#"" #I#""

岩鸽 !A*)D%&2*#& f ] #I#’& %
山斑鸠 12*%D2(D%,#+ (*#%$2+,#& f \ #I""" #I#%%

灰斑鸠 1AI%6+(62( f \ #I#B. #I$## #I$##

珠颈斑鸠 1A6"#$%$&#& f g #IC$$ #I""" #I$##

火斑鸠 X%$(D(D%,#+ 2*+$K)%F+*#6+ f g #I#%% #I#%% #I#%% %
鹃形目 \a\aSÛgf[0X

杜鹃科 \>?>54?3E

红翅风头鹃 !,+3+2(*6(*(3+$I)& X g #I#""

鹰鹃 !)6),)&&D+*:%*#(#I%& X g #I#B. #I#%% #I#%%

四声杜鹃 !A3#6*(D2%*)& X g #I$## #I#%% #I#%%

大杜鹃 !A6+$(*)& X g #I#"" %
中杜鹃 !A&+2)*+2)& X ] #I#%% #I#%% %
小杜鹃 !AD(,#(6%D"+,)& X \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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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附录

物种 XFE;4E=
居留型
fE=4?E6G435
=G3G>=

区系
3̂>63

繁殖鸟类密度"只m82" #

NE6=4G<*WYDEE?46:Y4D?="46?m82" #

调查时间"年#
V42E*W46ZE=G4:3G4*6 "<E3D#

\S N̂ [̂ $.&B "##B 和 "#$#

噪鹃 J)I0$+30&&6(,(D+6%+ X g #I#B. #I#%% #I#%%

鸮形目 XVfUOÛgf[0X

鸱鸮科 XGD4:4?3E

红角鸮 X2)&&6(D& f ] k k %
雕鸮 =)F(F)F( f ] k k

黄脚渔鸮 ;%2)D+ -,+:#D%& f g k %
斑头鸺鹠 M,+)6#I#)36)6),(#I%& f g k k

领鸺鹠 MAF*(I#%# f g k k

鹰鸮 ?#$(>&6)2),+2+ f g k k

纵纹腹小鸮 C2"%$%$(62)+ f ] k

夜鹰目 \M]fU[aSOÛgf[0X

夜鹰科 \3FD42>5:4?3E

普通夜鹰 !+D*#3),/)&#$I#6)& f \ k

雨燕目 M]gNÛgf[0X

雨燕科 MF*?4?3E

白腰雨燕 CD)&D+6#-#6)& X ] k k

普通楼燕 CA+D)& X ] k %
佛法僧目 \gfM\UÛgf[0X

翠鸟科 M5;E?464?3E

冠鱼狗 !%*0,%,)/)F*#& f g #I#//

普通翠鸟 C,6%I(+22"#& f \ #I#// #I#""

蓝翡翠 V+,60($ D#,%+2+ f g #I#""

佛法僧科 \*D3;44?3E

三宝鸟 J)*0&2(3)&(*#%$2+,#& X g #I#""

戴胜科 aF>F4?3E

戴胜 9D)D+ %D(D& f \ #I#%% #I#%% %
形目 ]U\Ûgf[0X

啄木鸟科 ]4;4?3E

斑姬啄木鸟 4#6)3$)&#$$(3#$+2)& f g #I#"" #I#"" %
灰头啄木鸟 4#6)&6+$)& f ] #I#%% #I#%%

大斑啄木鸟 4A3+T(* f ] #I#&B #I#&B #I#’&

赤胸啄木鸟 4A6+2"D"+*#)& f g #I#"" #I#""

星头啄木鸟 4A6+$#6+D#,,)& f g #I#%% #I#%%

雀形目 ]MXX0fÛgf[0X

燕科 R4D>6?464?3E

家燕 V#*)$I(*)&2#6+ X ] #I"B. #I$##

金腰燕 VAI+)*#6+ X ] #I’$$ #I$##

毛脚燕 S%,#6"($ )*F#6+ X \ #I$"" #I#%% %
鹡鸰科 [*G3;4554?3E

山鹡鸰 S%$I*($+$2")&#$I#6)& X ] #I$## %
黄鹡鸰 <(2+6#,,+ -,+:+ f"V# \ #I$## #I$##

灰鹡鸰 <A6#$%*%+ f"V# ] #I"$$ #I$## #I#%%

白鹡鸰 <A+,F+ f"V# ] #I%"" #I"B. #I#%%

树鹨 C$2")&"(I/&($# X"V# ] #I#C’ #I#C’

粉红胸鹨 CA*(&%+2)& X"V# ] #I#C’

山椒鸟科 \32FEF83:4?3E

小灰山椒鸟 4%*#6*(6(2)&6+$2($%$&#& X g #I#’&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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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附录

物种 XFE;4E=
居留型
fE=4?E6G435
=G3G>=

区系
3̂>63

繁殖鸟类密度"只m82" #

NE6=4G<*WYDEE?46:Y4D?="46?m82" #

调查时间"年#
V42E*W46ZE=G4:3G4*6 "<E3D#

\S N̂ [̂ $.&B "##B 和 "#$#

长尾山椒鸟 4A%2"(,(/)& X g #I’’& #I""" %
鹎科 ]<;6*6*G4?3E

领雀嘴鹎 1D#B#>(&&%3#2(*K)%& f g #I%C’ #IC// #I#%%

白头鹎 406$($(2)&&#$%$&#& f g #I#%% %
黄臀鹎 4A>+$2"(**"()& f g #I&B. #I$C’

绿翅短脚鹎 V0D&#D%2%&366,%,,+$I## f g #I#C’ %
黑短脚鹎 VA3+I+/+&6+*#%$&#& f g #I#"" #I#’& %
伯劳科 S3644?3E

虎纹伯劳 7+$#)&2#/*#$)& X ] #I#"" %
红尾伯劳 7A6*#&2+2)& X ] #I#’&

黄鹂科 gD4*54?3E

黑枕黄鹂 X*#(,)&6"#$%$&#& f g #I#"" #I#%%

卷尾科 N4;D>D4?3E

黑卷尾 S#6*)*)&3+6*(6%*6)& f g #I$//

灰卷尾 SA,%)6(D"+%)& f g #I#’&

发冠卷尾 SA"(22%$2(22)& f g #I"""

椋鸟科 XG>D64?3E

丝光椋鸟 12)*$)&&%*#6%)& f g #I#"" #I#"" %
灰椋鸟 1A6#$%*+6%)& f ] #I"""

八哥 C6*#I(2"%*%&6*#&2+2%,,)& f g #I/##

鸦科 \*DZ4?3E

松鸦 M+**),)&/,+$I+*#)& f ] #I#’& #I#’& %
红嘴蓝鹊 9*(6#&&+ %*02"*(*"0$6"+ f g #I$C’ #I%"" #I///

灰喜鹊 !0+$(D#6+ 60+$+ f \ !
喜鹊 4#6+ D#6+ f \ #I’’& #I""" #I"""

星鸦 ?)6#-*+/+ 6+*0(6+2+62%& f \ #I#’& #I#’& %
寒鸦 !(*:)&3($%I),+ f ] !
大嘴乌鸦 !A3+6*(*"0$6"(& f \ #I""" #I#%% #I#%%

小嘴乌鸦 !A6(*($% f \ #I$$$ #I#%% #I#%%

白颈鸦 !A2(*K)+2)& f \ #I#%% #I#""

河乌科 \46;54?3E

褐河乌 !#$6,)&D+,,+&## f \ #I#%% #I$$$ #I#%%

鹪鹩科 VD*:5*?<G4?3E

鹪鹩 L*(/,(I02%&2*(/,(I02%& f ] #I#""

鹟科 [>=;4;3F4?3E

鸫亚科 V>D?463E

红胁蓝尾鸲 L+*&#/%*60+$)*)& f ] #I#’& #I#’& %
北红尾鸲 4"(%$#6)*)&+)*(*%)& f ] #I""" #I""" #I$$$

红尾水鸲 @"0+6(*$#&-),#/#$(&)& f ] #I#B. #I""" #I$$$

小燕尾 J$#6)*)&&6(),%*# f \ #I#%% %
黑背燕尾 JA,%&6"%$+),2# f \ #I#"" #I#C’

灰林 1+>#6(,+ -%**%+ f \ #I#%% %
白顶溪鸲 !"+#3+**(*$#&,%)6(6%D"+,)& f \ #I""" #I"""

蓝矶鸫 <($2#6(,+ &(,#2+*#)& f g #I#&B

紫啸鸫 <0#(D"($%)&6+%*),%)& f g #I#’& #I#%%

橙头地鸫 .((2"%*+ 6#2*#$+ X g !
乌鸫 L)*I)&3%*),+ f \ #I#// #I#%% %



’ 期 赵洪峰等$陕西秦岭东段南坡繁殖鸟类群落组成的 /# 年变化 )"/!!!)

续附录

物种 XFE;4E=
居留型
fE=4?E6G435
=G3G>=

区系
3̂>63

繁殖鸟类密度"只m82" #

NE6=4G<*WYDEE?46:Y4D?="46?m82" #

调查时间"年#
V42E*W46ZE=G4:3G4*6 "<E3D#

\S N̂ [̂ $.&B "##B 和 "#$#

白腹鸫 LAD+,,#I)& X \ !
画眉亚科 V42354463E

锈脸钩嘴鹛 4(3+2(*"#$)&%*02"*(/%$0& f g #I"’& #I$"" #I$$$

棕颈钩嘴鹛 4A*)-#6(,,#& f g #I#%% #I#%% #I#%%

红头穗鹛 12+6"0*#&*)-#6%D& f g #I#%% #I#%% %
矛纹草鹛 =+F+>,+$6%(,+2)& f g #I#’& #I#’& %
黑脸噪鹛 M+**),+>D%*&D#6#,,+2)& f g #I#"" #I#""

白喉噪鹛 MA+,F(/),+*#& f g #I$"" #I#%% %
灰翅噪鹛 MA6#$%*+6%)& f g #I#’& #I#%%

画眉 MA6+$(*)& f g #I%"" #I%C’

斑背噪鹛 MA,)$),+2)& f g #I#"" %
白颊噪鹛 MA&+$$#( f g #I"%% #I#’& #I$$$

橙翅噪鹛 MA%,,#(2## f ] $I’’&

红嘴相思鸟 7%#(2"*#>,)2%+ f g #I#%% #I#%% %
灰眶雀鹛 C,6#DD%3(**#&($#+ f g #I#%% #I#%% #I#%%

白领凤鹛 W)"#$+ I#+I%3+2+ f g #I’’&

棕翅缘鸦雀 4+*+I(>(*$#&8%FF#+$)& f \ #I"$$ #I$"" %
莺亚科 X<5Z463E

日本树莺 !%22#+ I#D"($% f ] #I$// #I$// #I$$$ %
强脚树莺 !A-(*2#D%& f g #I/## #I$// #I$$$ %
斑胸短翅莺 =*+I0D2%*)&2"(*+6#6)& X ] !
东方大苇莺 C6*(6%D"+,)&(*#%$2+,#& X ] #I""" %
黑眉苇莺 CAF#&2*#/#6%D& X ] !
黄腹柳莺 4"0,,(&6(D)&+--#$#& X ] #I$$$ #I#’&

褐柳莺 4A-)&6+2)& f \ #I/ #I#’& %
黄眉柳莺 4A#$(*$+2)& X"V# ] #I#C’ #I#C’

极北柳莺 4AF(*%+,#& X \ #I#C’ #I#C’ %
暗绿柳莺 4A2*(6"#,(#I%& X ] #I#C’ #I$$$

冕柳莺 4A6(*($+2)& X ] #I#%% #I#C’

冠纹柳莺 4A*%/),(#I%& X g #I#%% #I$$$

金眶鹟莺 1%#6%*6)&F)*G## X g #I/&B

栗头鹟莺 1A6+&2+$#6%D& X g #I#B. #I#%% %
山鹪莺 4*#$#+ 6*#$#/%* X g #I#"" %
鹟亚科 [>=;4;3F463E

白眉姬鹟 5#6%I),+ B+$2"(D0/#+ f ] #I#"" %
灰兰姬鹟 5A,%)6(3%,+$)*+ f ] #I#"" #I#%% %
方尾鹟 !),#6#6+D+ 6%0,($%$&#& X g #I#’& #I’’& #I&&B %
寿带"鸟#L%*D&#D"($%D+*+I#&# f g #I#""

山雀科 ]3D4?3E

大山雀 4+*)&3+T(* f \ #I&// #I"C’ #I"""

绿背山雀 4A3($2#6(,)& f g #I#"" $I"// #I"""

黄腹山雀 4A:%$)&2),)& f g #I#’& #I%"" #I&&B

沼泽山雀 4AD+,)&2*#& f ] #I""" #I""" #I/// %
褐头山雀 4A3($2+$)& f ] #I$$$ #I""" #I$$$ %
银喉长尾山雀 C%/#2"+,(&6+)I+2)& f ] #I$$$ #I$$$

银脸长尾山雀 CA-),#/#$(&)& f \ #I""" #I/// #I%%%

红头长尾山雀 CA6($6#$$)& f g #I""" #I"// #I%%%



)"%!!!) 动物学杂志 !"#$%&%’()*$+,(-.((,(/0 %& 卷

续附录

物种 XFE;4E=
居留型
fE=4?E6G435
=G3G>=

区系
3̂>63

繁殖鸟类密度"只m82" #

NE6=4G<*WYDEE?46:Y4D?="46?m82" #

调查时间"年#
V42E*W46ZE=G4:3G4*6 "<E3D#

\S N̂ [̂ $.&B "##B 和 "#$#

科 X4GG4?3E

普通 1#22+ %)*(D+%+ f ] #I$$$ #I$$$ %
旋木雀科 \EDG844?3E

旋木雀 !%*2"#+ -+3#,#+*#& f ] #I#%% %
绣眼鸟科 P*=GED*F4?3E

暗绿绣眼鸟 .(&2%*(D&T+D($#6+ X g #I#%%

文鸟科 ]5*;E4?3E
*树+麻雀 4+&&%*3($2+$)& f \ #I"$$ #I""" #I$$$

山麻雀 4A*)2#,+$& f g $I"&B #I/// #I$$$

雀科 D̂46:4554?3E

金翅"雀#!+*I)%,#&&#$#6+ f \ #I#"" #I#""

灰头灰雀 40**"+,+ %*02"+6+ f \ #I#%%

黑尾蜡嘴雀 J(D"($+ 3#/*+2(*#+ X ] #I#%% %
黄喉鹀 J3F%*#B+ %,%/+$& f ] #I""" #I’’&

灰头鹀 JA&D(I(6%D"+,+ f ] #I#%% #I#’& %
灰眉岩鹀 JA6#+ f ] #I#%% #I#%%

三道眉草鹀 JA6#(#I%& f ] #I"’& #I$$$ #I#%%

小鹀 JAD)&#,,+ f \ #I#%% #I#%%

!!f$留鸟%X$ 夏候鸟%V$ 旅鸟%f"Q# $ 原为冬候鸟现为留鸟%f"V# $ 原为旅鸟现为留鸟%X"V# $ 原为旅鸟现为夏候鸟%\$ 广布

种%g$ 东洋种%]$ 古北种%\S$ 农田和栽培植物带%N̂ $ 低山阔叶林带%[̂ $ 针阔混交林带%. k/ $观察到而未进行数量统计的种

类% .!/ $ 在 $.&B 年调查发现而现在 "##B’"#$# 年的调查中未观察到的鸟类% .%/ $ 仅在 "##B 和 "#$# 年观察到的鸟类&

f$ fE=4?E6G%X$ X>22ED!V$ VD3ZE5%f"Q# $ V8E=FE;4E=A3=A46GED46:YEW*DE36? 6*A4=DE=4?E6G% f"V# $ V8E=FE;4E=A3=GD3ZE5546:

YEW*DE36? 6*A4=DE=4?E6G% X "V# $ V8E=FE;4E=A3=GD3ZE5546:YEW*DE36? 6*A4==>22EDYDEE?ED% \$ \*=2*F*54G36% g$ gD4E6G35% ]$

]35E3D;G4;% \S$ \>5G4Z3GE? 536?%N̂ $ NE;4?>*>=W*DE=G%[̂ $ [47E? W*DE=G% . k/ $ Y4D? =FE;4E=AEDE6*G;*>6GE? Y<6>2YED%.!/ $ Y4D?

=FE;4E=W*>6? *65<46 $.&B%.%/ $ Y4D? =FE;4E=W*>6? *65<46 "##B 36?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