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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生境进行普查。调查员在不同季节、于晴朗 

无风天气下外出调查，时间是日出后、日落前 1 
— 4h，行走速度约 1—1．5km／h，记录前方、两 

侧看到或听到的种类和数量，并在各种生境中 

进行标本采集。鸟类数量等级由频率指数估计 

法”划分：R=遇见鸟类的天数(d)／工作总天数 

(D)×100，B=鸟种的总数／工作总天数；RB≥ 

500为优势种，200≤RB≤500为常见种，RB< 

200为稀有种。 

调查工具有望远镜(×15、x 8)、照相机、鸟 

网、猎枪、小口径步枪等。 

3 结 果 

3．1 鸟类区系组成 野 外调 查共记录 鸟类 

118种，隶属于 14目33科，区系组成见表 1。 

表 1 塞罕坝地区鸟类区系组成 

1) 盛和林，王歧山。脊推动物学野外实习指导。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82。181—1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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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量等级： 十十十 优势种； 十+ 常见种； 十 稀有种。居留型：P 旅鸟； W 冬侯鸟： San 夏候鸟； R 留 

鸟； ▲ 一级保护； ● 二级保护； 0 三级保护； 

塞罕坝地区位于古北界华北区黄土高原亚 

区与蒙新区东部草原亚区的交汇地带。在调查 

所得的 118种鸟类中古北种 103种，占总数的 

87．29％，广布种 14种(11．86％)、东洋种 1种 

(O．85％)，鸟类组成具有明显的古北界特征。 

非雀形 目鸟类 20科 65种，占总 数 的 

55．08％，其中以隼形 目、雁形目、福形目鸟类为 

主。雀形 目鸟类 13科 53种，占总数 的 

44．92％，其中以雀科(14种)、鹅科(10种)、鸦 

科(7种)、鹘鹄科(6种)为主。 

鸟类居留型中，夏候鸟67种(55．77％)、旅 

鸟26种(22．03％)、留鸟 19种(16．10％)、冬候 

鸟 6种(5．08％)，夏候鸟为该地区鸟类组成的 

主体。 

杂食性鸟类 60种(5O．85％)、肉食性鸟类 

52种(44．07％)、植食性鸟类6种(5．08％)。 

国家 I级保护的鸟类 3种，Ⅱ级保护的鸟 

类 23种，河北省重点保护的鸟类 6种，保护种 

口 观幂到但未采得 标卒 。 

类占总数的27，12％。 

3．2 鸟类的生态分布 根据地形、植被等的特 

点，将塞罕坝地区的生态环境划分为四种类型： 

森林区、灌丛区、旷野草原区、沼泽水域区，各种 

生境中鸟类种数比较见表2。 

表 2 塞罕坝地区鸟类的生态分布和组成 

类 型 里兰兰竺 兰兰兰苎 堕竺 竺皇苎 
种 数 ％ 

森林 l7 43 

(76种) 22．37 56 58 

灌丛 l4 22 

(41种) 34．15 53．66 

旷野草原 9 15 

(28种) 32 14 53 57 

{召泽水城 5 25 

(50种) l【I 00 50．00 

6 10 38 32 6 

7．89 13．16 50．00 42 11 7．89 

2 3 17 23 1 

4 88 7．32 41 46 56 10 2 44 

1 3 14 4 0 

3．57 10．71 50．00 50 00 0 

0 20 20 30 0 

0 40 00 40 ∞ 60．0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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森林区：主要树种有落叶松(Larix sp)、 

樟子松(Pious sylvestris)、云杉 (Picea sp)、白 

桦(Betuta ptatyphylta)、山杨(Populus davidi— 

n n)等，林区林下灌木较稀少。该区鸟类 76 

种，占总数的 64．41％，为塞罕坝地区鸟类的主 

要组成部分，其中夏候鸟(56．58％)是森林鸟类 

的 主 体，其 次 是 留 鸟 (22．37％)、旅 鸟 

(13．16％)、冬候鸟(7l89％)。夏候鸟优势种类 

有树鹨、黄眉柳莺、灰头鸡等，常见种类有朱雀、 

灰椋鸟、红尾伯劳、杜鹃、戴胜、山斑鸠、红隼等； 

留鸟优势种类有喜鹊、小嘴乌鸦、沼泽山雀等， 

常见种类有大山雀、银喉长尾山雀、寒鸦、灰喜 

鹊、斑翅山鹑等；冬候鸟中棕眉山岩鹨、北朱雀 

等为常见种类。从鸟类食性来看，森林区肉食 

性鸟类最多，占森林鸟类的50．(1(】％，其次是杂 

食性鸟类(42．11％)、植食性鸟类(7．89％)。 

灌丛区：植被主要有柳(Sal／x spp)、山荆 

子 (Malus baccata)、沙 棘 (Hippophae rham— 

noides)等。该 区 鸟 类 41种，占 总 数 的 

34．75％，其 中 夏 候 鸟 (53．66％)、留 鸟 

(34．15％)是灌丛区鸟类的主体，其次是旅鸟 

(7．32％)、冬候鸟(4．88％)。夏候鸟优势种类 

有灰头鹚、黄眉柳莺等，常见种类有朱雀、黑喉 

石鸱、北红尾鸲、红尾伯劳等；留鸟优势种类有 

沼泽山雀、喜鹊、小嘴乌鸦等，常见种类有麻雀、 

银喉长尾山雀、大山雀等；冬候鸟中北朱雀、棕 

眉山岩鹨为常见种类。灌丛区以杂食性鸟类 

(56．10％)、肉食性鸟类(41．46％)为多，其次是 

植食性鸟类(2．44％)。 

旷野草原区：植被主要有芨芨草(Achnath— 

mm spp．)、苔草(Carex spp．)等。该区鸟类 

28种，占总数的 28．73％，其中主要是夏候鸟 

(53．57％)、留 鸟 (32．14％)，其 次 是 旅 鸟 

(10．71％)、冬候鸟(3．57％)。夏候鸟优势种类 

为云雀，常见种类有小沙百灵、鹌鹑、鹊鹞等。 

该区均为肉食性鸟类(50．O0％)和杂食性鸟类 

(50．00％ 】c 

招泽水域区：包括小型湖泊、溪流、沼泽地 

等。该区鸟类 50种，占总数的 42．37％。其中 

主要是夏候鸟(50．(1(】％)、旅鸟(4O．02％)，其次 

是留鸟(10％)，无冬候鸟。夏候鸟优势种类有 

赤麻鸭、绿头鸭等，常见种类有斑嘴鸭、骨顶鸡、 

小鹃鹏、黄头鹊鸡、凤头麦鸡等；旅鸟中黄鹊鹄、 

青脚 鹬 等 为 常 见种 类。该 区杂 食 性 鸟 类 

(60．00％)较多，其次是肉食性鸟类(4O．O0％) 

4 结 语 

塞罕坝地区曾因丰富的野生动物资源而成 

为清朝著名的“皇家猎苑”，但由于历史上森林 

生态的毁灭性破坏，以及长期以来的盲目狩猎 

活动，使该地区的野生动物资源遭到了严重破 

坏。虽然解放后营造了大面积人工林，野生动 

物骤减之势得以一定程度的缓解，但随着“木兰 

围场国家森林公园”的建立、森林旅游业的逐步 

开展，在这曾以动物与狩猎著称的地区如何开 

展野生动物的保护工作已成为一项亟待解决的 

问题。 

为此建议，在该地区认真宣传和执行《中华 

人民共和国野生动物保护法》，加强执法力度， 

对现存狩猎场及周边地区进行严格管理，收缴 

狩猎工具，对当地沿袭已久的狩猎活动严加限 

制或禁止。积极开展生态保护工程，继续扩大 

造林面积，营造多种类复层林，使林木种类与乔 

灌木合理配置；在现有大面积人工针叶纯林中， 

尽可能保留或种植部分多果实种子的灌木；悬 

挂多种类型人工巢箱，为鸟类等野生动物的栖 

息、繁殖创造良好的生态环境；并在严冬、大雪 

封山季节进行野外人工补食，以不断丰富和扩 

大该地区野生动物的种类及种群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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