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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如灰胸竹鸡、灰头鸦雀、黄腹山雀、八哥、黑 

领噪鹛、黑睑噪鹛、棕颈钩嘴鹛、绣脸钩嘴鹛等。 

以及极为少数的旧大陆热带一亚热带型鸟类。 

该地区春夏季(5—8月)和秋冬季 (1O—l2 

月)鸟类数量统计表明，共计有优势种 I8种(见 

表 3)。 春夏季的鸟类群体密度为 60．05只／小 

时，秋冬季为 27．27只／小时。不同季节种群密 

度存在显著性差异 (t一2．0822，to．o，(6o)一2．oo)。 

三、群 落 类 型 

对该地区鸟类在农 田村落、阔叶林 、针阔混 

交林、针叶林和竹林等类型栖息地的分布和数 

量状况进行分析，可将古田山地区鸟类群落分 

成三种类型。 

(一)农田村落型鸟类群落 该鸟类 群 落 

以金腰燕、麻雀为绝对优势种，其种群密度分别 

为 l3．16只／小时和 5．40只／小时，常见种有家 

燕、白鹊鸽、鹊鸲、乌鸫、小翠鸟、白腰文鸟、斑文 

鸟、喜鹊√ 哥、大山雀、绿鹦嘴鹎、珠颈斑鸠和 

山斑鸠等。其中金腰燕、麻雀、家燕和白鹊鸽为 

指示种。 

 ̂ 一 { 

1(277 

(二)阔叶林和混交林型鸟类群落 黑鹎、 

灰树鹊是该群落的绝对优势种，种 群 密 度 为 

3．57只／小时和 3．18只／小时。大山雀、绿鹦嘴 

鹎、长尾蓝鹊、黑领噪鹛、黑枕绿啄木鸟、发冠卷 

尾、灰头鸦雀、画眉、灰眶雀鸦、紫啸鸫、灰胸竹 

鸡、山树莺等为常见种。指示种有黑鹎、灰树 

鹊、黑领噪鹛、发冠卷尾等种类。 

(三)针叶林和竹林型鸟类群落 该 群 落 

的结构较为简单、较常见的种类只有大山雀等 

少数几种，而且也不具特定的指示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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淮北田野中鼠类的栖息地选择和季节性迁移 

． 朱垒 ．耋 垣一 
羁 曩一研究 ，合肥-2 l 0ooo) 5 

擒要 l982一l985年在淮北农田中的鼠类数量调查表明，黑线姬鼠 (Apodernus a~rarius)数量在 

甘薯地中较高，捕获率为 9．35％ f·年合计)，黄豆地中较低，为 3．13％，两作物地之间存在显著差异 

(，值一2．78I，0．025>P>0．O1)，显然该种鼠是喜栖于甘薯地中；而大仓鼠 (C~icetulus triton)和黑 

线仓鼠 (C．barabensis)对该两作物地的倾向性没有明显的差异。另从夏收和伙收两次农事活动看，只 

有在后种情况下才能造成鼠类由农田中向周围非农耕地段内迁移。 

鼠类对于生活条件的要求，因种类不同而 

选择亦有所异，因而导致其在栖息地间的数量 

配置呈不均匀的状态。有关这方面的研究亦有 

所见，如钟文勤等脚曾报道过在地形、草场类型 

相似的条件下，布氏田鼠 (Mic~otus brandti) 

对其较适植被环境的选择是以草群的相对低矮 

和稀疏为先决条件的。青海省生物研究所新疆 

鼠害研究组 就玉米地不同密度下草对鼠类的 

影响作过对比调查是，下草繁茂的鼠多，下草稀 

少的鼠则少；并进而指出鼠类在作物地间的迁 

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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