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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地带，属于高 山气候，常年寒冷潮湿，且多云 

雾，年均温远低于0℃，最热月其均温也不超过 

10℃，气温变化剧烈，日温差可达 40～5O℃，年 

降水 700—800mm。无绝对无霜期。 

1。4 水 系 

该森林公园最大河流大通河由西北而东南 

从东北 缘流 过，河 床宽 约 80—100m，流 量 

732m ·s～。浪士当等 12条沟之河流均 流人大 

通河，但水量一般不大，且多属间歇性，即上游 

有水而下游无水或洪 水期有水而枯水期 无水 

等。河流水源是大气降水和高山融雪 J。 

2 鸟类调查简史 

1872年 6 月 底，普 尔 热 瓦 尔 斯 基 

([Ip~eBaJlCKHfi，H．M．)率领 的沙俄第一 次 中 

亚探险队到了天堂寺，然后沿郎士当沟采集动 

植物标本．到大通的广惠寺，并以此作为大本 

营，采集标本到 10月。1873年返 回时又再次 

经由此地。1880年，普氏在他第三次 中亚探险 

之后 回返时，仍经由广惠寺与天堂寺之间的这 

条路线。1884年普 氏率领的沙俄第四次 中亚 

探险队于2月25日到达天堂寺，这次包括有柯 

兹洛夫(Ko3noB，n K．)。1908年 8月 6日，几 

次跟随普氏中亚之行的柯兹洛夫领导的另一个 

探险队来到了大通河边，并向南穿越该地区到 

了老鸦城。传教士李森特(Licent)也曾于 1918 

年 8月 20日于朱 固寺以南某处越过大通河到 

西宁，、沿途进行 了鸟类采集。1927年 1月，贝 

克(BHaurdt，B．JI．)从西 宁出发到该地区做 了 
一 次鸟类采集，一直到达加定(桥头)。1959～ 

1962年，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建立青海工作 

站，在湟水河谷乃至整个青海省进行了较为全 

面的鸟兽普查，不少采集涉及到了互助北山国 

家森林公园周边地区。1963年，中国科学院西 

北高原生物研究所成立，鸟类调查便深入到该 

地区，1982年在该地区作了较为系统的鸟类学 

普查，后又陆续做过补充性鸟类采集。 

3 鸟类信息整理及结果 

3．1 信息处理方法 

t927年以前的鸟类学采集依据 Vaurie_l 的 

报道。以后 的采集标本主要在西北高原生物研 

究所及动物研究所收藏，逐一查阅。种名、亚种 

名主要根据 <中国鸟类种和亚种分 类名录大 

全)【5】。分类等级和种 的排列及动物地理 区划 

主要参考<中国鸟类分布名录)_6 J，对居留型的 

确定除依据采集记录分析外，还参考了<青海经 

济动物志)【 和<甘肃经济动物志)” 及其它资 

料_8 】。标本采集地的录用范 围，考虑到该 国 

家森林公园的实际界限和便以对历史资料的处 

理 ，以扎 巴、加定两乡行政区域为核心，范围确 

定在以威远镇 、丹麻、大有(甘肃省永登县)、朱 

岔(甘肃省永登县)、加定、朱固寺、林川(上述地 

名除威远镇和朱固寺外，均为乡政府所在地 ) 

连线围成多边形区域。 

3．2 结 果 

互助北山国家森林公园有鸟类115种，隶属 

9目28科 73属，其中非雀形目有8目12科26 

属 30种，雀形 目有 16科 47属 85种。鸟类名 

录见表 1。 

3．3 鸟类区系组成特点 

1．留鸟 47种，占总种数的 41．6％，冬候鸟 

和夏候鸟为 13种和 39种，旅 鸟有 1O多种，使 

得该地区春季鸟类种数最多，夏季次之，冬季鸟 

类种数最少；2．鸟类组成 中以森林 鸟类 为主， 

比例在 80％以上；3．种少而较高级分类单元 

多。就该名录而言，每目平均有 3科，每科平均 

不足 3属，每属平均不足 2种，单行科属较多。 

这很可能反映了该地 区的鸟类区系比较古老， 

但也只能就整体而言，因为个别属，如朱雀属就 

有 6种之多．不能排除该地 区是这一现代鸟类 

的分布中心。这些有待以后的进一步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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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中国鸟类区系纲要)(郑怍新，1987)．大写罗马数字代表逗号，阿拉伯数字(角码 )代表亚区号 

～ 另据 R HowaM ＆ A M∞r亡(1980)；⋯ 据 王香亭 (1991)。 

M：旅鸟；R：留鸟；S{夏候鸟；W：冬候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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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区系成份讨论 

为分析方便，我们将每种鸟在周 围各动物 

地理区域的分布分划若干类型，再统计出每个 

分布类型的种类及所占 比例见表 2。 

表 2 互助北山国家森林公园鸟类区系分析表 

从整个组成来看，除华中区(Ⅵ)外，周边 

各个区对该地区的鸟类区系结构有影响。第 6 

组即广布种，占总种数的 16．5％。第 5组为东 

北区(I)和华北区(Ⅱ)的种，对该 区的区系结 

构影响微弱。第4组种数较多，分布区在 4个 

以上，它们的共同点是为华北 区(Ⅱ)、青藏区 

(Ⅳ)和西南区(V)共有种，可直接判断出前后 

二者对该地 区鸟类区系影响较大，只是不易估 

计其它动物地理 区的成份对这一结论的影响。 

第3组主要分析任意两个区对该地区鸟类区系 

的影响。很明显，黄土高原亚区(Ⅱ )和西南山 

地亚区(V】0)的共同作用最大．蒙新区(Ⅲ)与 

西南山地亚 区(V 。)的共同作用次之，黄 土高 

原亚区(Ⅱ )与蒙新区(1lI)的共 同作用更小，而 

华中区(Ⅵ)与任意 3个区的组合似乎没有对该 

地区的鸟类区系造成影响。第 2组分析单纯的 

4个邻区对其鸟类 区系组成 的影响。很明显， 

华中区与该地区没有共同种，华北区与蒙新区 

的作用相当，均为 23．8％，而西南 区，竟有 11 

个共 同种，影 响很大，为 52．4％。同时我们看 

到，青藏区特有种在此有 11个 综上所述，我 

们认为，地处祁连山东段南坡的互助北山国家 

森林公园，在动物地理 区划上应归青藏 区青海 

藏南亚 区；由于其受西南区影响较大，黄土高原 

亚 区与蒙新区影响次之而华中区几乎没有影 

响，困而在三级区划上应为青南省而不是祁连 

山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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