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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工落叶松林中冬季鸟类混合群的 

相互关系研究 

高 玮 扬 恚 杰 
(东北师范大学生物系，长春 13DO“) 

■耍 通过对^工落叶松林申冬季鸟羹混合群的观察表明，主要密沼泽山雀 ．长 尾山雀 普 通鸭和 

旋术雀等四种鸟构成冬季 混台群，井以沼泽 山雀为主体。每种鸟在捏台群中出现频次不屙、取食生态位 

宽度和重叠不同。构成 了对资原的分割，从而减少了竞争 ，使之能共存于混台群申。这种生杰位的分化 

与形态特征有关 ，特别与嘴大小有关系。 

我国北方森林地带，冬季鸟类的混合群，主 

要是 以山雀类组成的混合群，其中以沼泽山雀 

(Parus palustris)、长尾山雀 (Aegithalos CQU- 

datuO、旋本雀 (Cer；hia tamiliaris)、普通呜 

(Sirra europaea)等组成的混合群最为常见 的 

冬季混合群(高玮，1986)。 对冬季混合群的研 

究，了解种间关系及其相互作用，右着生态学意 

义。在开展森林保护上也有着实践意义。 

在山雀种阃混合群的研究上 ，晷外有些报 

道 (Ogasawara， 1 970；K rebs，1 97 3：More， 

1970；Aler stam， 1 97 7；Hogstad， 1 978； Krebs 

et al 1 97 2；Powell，1 974；Morse，1 977)o在 

这些报道中，仅对山雀种间关系作了探讨，而对 

山雀与其它种鸟类组成的混合群 ，未见报道。 

我们于 1 986年 11月至 19 B7年 2月，在小 

兴安岭地区的朗乡、伊春、汤旺河、嘉荫、逊克、 

孙吴、北安和依兰，以厦吉林省的左家一土们 

岭地区的人工落叶松林中，作了冬季混合群鸟 

类的种问关系的观察，现报道如下。 

一

、 生 境 和 方 法 

我们在上述九个工作点，调查人工落叶松 

林 120公顷。人工落叶松林，树高 i0— 15米， 

胸径 3{)--40厘米，密度为 90— 180株／公顷，树 

冠部高 8— 10米，树冠盖度 28．26平方米／株。 

其下术较少 ，多为 1米左右高度的灌木。地面 

为雪 覆盖 ，雪 厚 30—40厘米。 树枝上 松果宿 

存，冬芽也明显。 

根据鸟类捕食高度和捕食位置，把树高分 

为四个高度等级，即 0—2米；2—5米；5一l0 

米和 10米以上。 捕食位置分为树冠部和树干 

部。 树冠部又以距树干远近分为兰部分，即距 

树干近者，树冠内侧 1／3，为内侧；树冠内侧以 

外的 z／3，为中侧；树冠最外的 1／3，为外例。 

树冠部叉从下向上戈喙 为 l ；2／4；s／4和 4／4 

四个 垂直 等级。 

生态位宽度 ，采用 MacArthus(1970)B一 

1／ 计算。生态位重迭 ，采用 Pianka(1 9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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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 结 果 

(一)混合群的种类组成 

在 120公顷的人工落叶松林中，调查 2i个 

混合群，共作了 154小时调查。其种类组成列 

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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丧 l ^工藩叶桩#中港台群种妻组成 (21群) 

^工 落叶 括林 

种 类 

群 数 个体数 占总群数1谈种在总 
比例 I数中比倒 

沼舞山省 2O 176 O．95 l B．38 

长 尾山 省 Il； 2l{ O．76 l lO．19 

旋 术 雀 1， 16 O．71 1 O．76 

普 通 鹌 15 63 

太 山 雀 3 5 O．14 0．23 

从表 l中看出，在观察 21个混合群中，沼 

泽山雀最多，其次是长尾山雀和普通鸸 ，旋木雀 

和大山雀最少。从每种在群中个体数看，长尾 

山雀最多，其次为沼泽山雀，大山雀最少。从中 

不难看出，在 21个混合群 中，主要组成种类是 

沼泽山雀、长尾山雀、旋木雀和普通鹃。 

(二)混合群中种间关系 

由四种乌组成的混合群 ，其主要的种间关 

系表现在落叶松树上捕食所占的位置、捕食高 

度 以及其相互行为等。 

L捕食的分布 

据观察、沼泽山雀和长尾山雀主要在树冠 

' l● ’ 

一 中 外 

襁泽山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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诏泽山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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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 中 外 

长尾山雀 

图 l 两种山告在柑冠部捕食的水平分布 

沼释 山雀 长尾 山雀 

部取食。根据调查，在树冠部捐食情况见图 1。 

从圈 1可见，沼泽山雀主要在树冠部 中僦 

捕食，占 60 1％；长尾山雀在树冠部外侧捕食， 

占 51．8％。 

从两种山雀在树冠部 垂 直分 布 看 (见 图 

2．)， 沼泽山雀在树冠部的中部中侧捕食；长尾 

山雀在树冠部中部的外侧。 

2，4 

内 

囤 2 两种山雀树冠部捕食的垂直和水平分布比较 

招泽山雀 长尾山雀 

口<1O％ 固l0一 ，0％ ●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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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尾山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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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皇食位置和生志位 

捕食位置(频次) 生 志 位 

种 类 观寨次数 

内 中 外 树 干 宽 度 重 叠 

沼泽山雀 74l 0．092 0．6O 0．307 0 2．16 O
．789 

长尾 山雀 ŝ4 O．079 0．403 O．518 0 2．29 

旋 末 雀 q79 1．0 1．0 0
．
93．7 

普 通 鹤 l9O O．063 O．937 1．n 

寰 3 麓食高度和生态位 

捕食高度(颤次) 生 态 拉 

种 类 敬 数 量 叠 Ⅱ
一 2 2—5 5一lO >lO 宽 度 

(m) (m) (m) (112) S
． e C． f A．c 

沼泽山雀 694 0．270 0．2l8 0．394 O．122 3．{9 0．83 0．6Z D．65 

长 尾山雀 365 0．460 0．210 0．280 O．450 3．O{ O．64 0．60 

旋 末 雀 479 O．402 0．370 0．5Z2 O．【46 2．39 0．73 

普 通 i酶 1 90 O．250 0．3 8．0 O．25D 0．12 3．55 

旋术雀和普通鹂都在树干部取食。它们在 

树干部取食高度和部位也不相同。 据 调 查 分 

析，旋木雀在树干 5一 l0米取食，占52弼，其次 

是 2—5米，占37％。 普通鸸以 2—5米最多， 

占 38％，其次为 O一2米和 5一l 0米 ． 均各占 

25％。 

2．捕食生态位的测定 

对混台群中四种鸟在人工落叶松林中捕食 

的生态位宽度和生态位重叠作了调查分析，收 

集 1 894个数据，进行了定量测定，列表 2。 

从表 2看出，四种鸟捕食位置的生态位宽 

度中， 沼泽山雀和长尾 山雀基本相似 (2 16和 

2．29)，两者生态位重叠为 o．7890。旋术雀和普 

通鹂生态位宽度也基本相似 (1．0和 1．13)， 但 

两者生态位重叠较大，达 O．9370。 

捕食高度上，四种鸟生态位宽度和重叠也 

不一致 ，列 见 3。 

从表 3看出，四种鸟中生态位宽度最大的 

是普通鸸 ，为 3．55；其次为沼泽山雀为 3．49o 

生态位重叠最多是沼泽山雀和普通鸸，达 0．83； 

其次为旋木雀和普通鸸为 0．73。 

3．种间行为 

在 21个混合群的观察中，我们记 录 了种 

间攻击行为、取代行为和它种鸟人侵行为。对 

四种鸟共记录 30次。 种内多次取代为主，占 

75％；种间主要是攻击行为，占 10C％(17次)； 

它种鸟入侵以取代为主占 80％。 

三 、 讨 论 

在冬季鸟类形成混合群，是对提高捕食效 

率和避免敌害的一种最好的适应 (Krebs et a1． 

1 972； Krebs， 1973； Powe11， 1 974； Morse， 

1977)。在北美山雀类混合群，一般由 2种控制 

着 (Morse，1970，1978)。 在欧洲的混台群由 

5种 山雀 组 成 (Lehtonen 1 958， U1[strand 

~975)。在温带地区，冬季鸟类的混合群 ，一般 

种类组成较少，多为 2—5种，以 3种为多见。 

据我们调查表明，冬季混合群以沼泽山雀 

和长尾山雀为主体。在 21个群中，从群的组成 

和个体数看，它们均占优势，是混合群的支配 

者。 

但是，沼泽山雀和长尾山雀在生态习性上 

是不完全相同的。 两者虽然都在树冠部取食， 

而不论从取食位置，还是从取食高度看，显然 

是有区剐的。稻泽山雀以树冠部中部的中懊I为 

主，长尾山雀则以树冠部中部外侧为 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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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树干部取食的旋木雀和普通鹂，虽然不 

是混合群的主体。但是 ，两种鸟在混合群中也 

起着重要作用。尤其是普通鸸，在群的外围活 

动频繁而 迅速，遇到敌害时首先警叫不息，给群 

中其它种鸟报告信息。 

因此，由四种鸟组成的混合群，在生态习性 

上有差别，又有着相互联系，由此构成了适应外 

界环境的统一整体。也是能够成混合群的原 因 

之一。关于四种鸟构成的混台群中，起支配地 

位的优势种，如何起到支配作用及支配的原因。 

还有待进一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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稻田鼠害空间分布型调查用于危害 

临界数量的初步研究 

吕雨土 棘宝国 方志林 
(浙江省衢县病虫栅报站，324022) 

摘要 采用额擞拟台、聚集度测定和参数分圻等方法，对稻田鼠害的分布格局进行了研究，结果鼠 

害多属负二项分布，以个体群为基本成份，呈现聚集分布型。聚集分布的出现，主要系稻田环境异质性 

所致 ，诅鼠害林平均每丛 2．3株以上时，则鼠类行为特佳影响不应忽视。 

有关鼠害的生态地理分布，以往书刊中曾 

有叙述“ 。但对鼠类在同一生境内，其危害所 

形成的分布格局却未见报道。本次对稻 田鼠害 

分布格局的研究，揭示了鼠害在稻 田内的空间 

分布结构 ，这种空间分布结构代表鼠类对稻 田 

环境适应和选择的结果。此工作为研究鼠类行 

为学、田间生态特性和控制决策等方面，提供科 

学依据 

一

、 工 作 方 法 

浙江省衙县属南方双季稻区，主要地形是 

山间盆地和河谷平原。农田各类生境中，水稻 

· l2 · 

田占85％ 以上。 危害水稻的鼠类 以黑线姬鼠 

(Apodemus agrarius)为优势种群，1986— 1987 

年稻田捕鼠71 6只，其中黑线姬鼠占63．9％，褐 

家鼠、黄胸鼠等其它五个鼠种共占36．1％。 

(一)田闻调查 选择不同品种及鼠害密 

度差距较大的 12块晚稻田，于乳熟期组织技术 

人员调查。调查设定以稻丛为抽样单位 ，每块 

田带状连片调查 1500丛 ，将每丛鼠害株数逐一 

记在方格纸上 ，绘成 田间分布实测图。 

(=)测室内容 把每块 田鼠害株 的 调 查 

资料整理成频次分布表 ，用波松 (Poisson)分 

布、负二项分布的理论概率分布公式进行拟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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