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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 年 % 月至 "#$" 年 + 月!采用样带法和样点法对阿尔山市北部鸟类区系及群落结构进行了调

查& 共记录到鸟类 $#" 种!隶属于 $+ 目 +" 科& 其中留鸟 +$ 种!占阿尔山市鸟类总数的 +#H+&^%夏候

鸟 ,# 种!占 -JHJ"^%旅鸟 , 种!占 -HJJ^%冬候鸟 - 种!占 %H&$^& 繁殖鸟构成本地区鸟类区系的主体!

夏候鸟为主要组成类群& 属于国家"级重点保护的野生鸟类有 $- 种& 阿尔山市鸟类区系反映出东北

区与蒙新区’大兴安岭岭南与岭北相互渗透和过渡性特征& 鸟类种类组成有明显的季节性差异!春’秋

季节为高峰期!夏’冬季为平稳期& 多样性指数变化$林地 c草地 c湿地 c山地 c农田 c居民区& 随着

人类活动程度的加剧!距离城镇较近’人类经常活动的生境!鸟类多样性明显较低& 说明城市化影响已

开始显现!人类活动对鸟类区系组成有较大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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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鸟类群落结构在一定程度上是鸟类与环境
之间!以及鸟类种间相互关系的综合反映& 鸟
类常常被用于监测环境变化"赵洪峰等 "##"#&

一个地区的鸟类和数量已成为评价其生态环境
质量 的 重 要 指 标 " Q<3:)4 $&J"! QlE6F=E8
"##$#& 因此!开展鸟类群落结构研究!有助于
对生态环境的质量做出客观评价& 阿尔山市地
处蒙古高原与东北平原的过渡带!阿尔山的森
林是我国北疆的重要生态安全保障林区!对净
化空气’涵养水源’阻挡西伯利亚寒流东进及南
下起着重要的天然屏障作用& 由于城市规划和
森林资源开发的不合理!阿尔山市正面临着生
态破坏加剧和资源枯竭的威胁 "刘建东等
"##&#& 特别是 $&&, 年建市以来!随着城市化
进程不断加快!生态环境破坏更加严重!生物多
样性明显减少& 然而!迄今为止尚未见有对该
地区鸟类的研究报道& 为了生态环境的保护及
相关研究提供基础资料和理论依据!我们于
"#$$ 年 % 月至 "#$" 年 + 月对阿尔山市鸟类区
系组成和群落结构进行了系统调查和研究&

>?自然环境概况

阿尔山市位于内蒙古自治区东北部的兴安
盟!地处大兴安岭西南山麓& 地理坐标为东经
$$&m"Jn’$"$m"+n’北纬 %,m+&n’%Am+&n& 全年
主要受东南海洋暖湿气流与西北干寒气流影
响!属寒温带大陆性季风气候& 全年气温较低!

无霜期短& 年均气温为 e"HAo!极端最低气温
e%%H-o!极端最高气温 ++o& 年均降水量
+,, 00!年蒸发量 " #%# 00& 年平均风速为
"H, 0b:!风向以东南’西北为最多& 年平均积
雪日数为 $A$H- >!年平均暴雪日数为 +"H, >!

年最大积雪深度 %- ?0& 全年最大冻土深度为
+$" ?0& 由于降水量较多!湿润度较高!阿尔山
植物种类组成比较丰富& 植物区系以草原成分

为主体!但也表现出草原区系和森林区系混合
分布的特征!并具有达乌里/蒙古型山地森林草
原区系的复杂性& 调查区典型的草原植被有菊
叶委陵菜"1(4%$4#,,+ 4+$+6%4#-(,#+#’草地风毛菊
"7+)&&)*%+ +G+*+#’地榆"7+$/)#&(*3+ (--#6#$+,#&#

等& 调查区的森林成分主要为兴安落叶松
"2+*#=/G%,#$##’樟子松 "1#$)&&0,:%&4##&#’白桦
"F%4),+ >,+40>"0,,+#等& 除草原和森林成分外!
中生草甸成分也较发达!例如分布有光稃茅香
"N#%*(6",(%/,+3*+#等& 该区主要以林’牧业为
主!由于热量资源欠缺!只能种植小麦"M*#4#6)G
+%&4#:)G#’马铃薯 " 7(,+$)G 4)3%*(&)G#等喜凉
作物&

A?研究方法

A@>?样带和样点布设!在野外踏查的基础上!

依据地形地貌和植被类型!在调查区选择了湿
地’林地’居民区’农田’草地’山地 , 种典型生
境类型!分层取样!共设置样带 +- 条’样点 - 个
"图 $#& 其中林地 $" 条样带!湿地 % 条样带和
- 个样点!草地 J 条样带!居民区 , 条样带!裸
岩山地 $ 条样带!农田 % 条样带&
A@A?调查方法
A@A@>!样带法!采用样带法进行鸟类调查&

每条样带长 $ ### 0!宽 $## 0& 沿着确定的方
向在样带中线行进!用 V.gCMO=)S2> $# p%"
YXG\a双筒望远镜观察并记录样带中线两侧
各 -# 0范围内鸟类的种类和数量!行走速度约
为 $H- ’"H# ]0b;& "#$$ 年 % 月至 "#$" 年
+ 月!每月相同时间对 +- 条样带的鸟类各进行
$ 次调查& 利用合众思壮公司制造的 O‘W"集
思宝 [2:61YCh#详细记录每一调查样带的具体
位置& 结合鸟类的飞行姿态和鸣声等综合特征
来确定鸟类的具体种类!不确定的鸟类用数码
相机拍照!结合 *中国野鸟图鉴+ "颜重威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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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阿尔山市北部鸟类调查样带和样点分布图
F/:G>?!"#1S#,4"&-3)*,(-01#4,9/0#-06*/L#6N(-6/%13)/0,)*’/(61%(I#5 /0$)(,";#(1"-0

?

$&&,#进行鉴定& 鸟类物种分类系统依据*中国
鸟类分类与分布名录+ "郑光美 "#$$#!分布型
划分依据*中国动物地理+"张荣祖 $&&&#&
A@A@A!固定半径样点法!每月相同时间对
- 个样点的鸟类各进行 $ 次调查& 利用 O‘W 对
所调查的样点具体位置进行测定并记录详细坐
标& 固定半径样点法是在半径为 +## 0的区域
内!用 +# pAA 单筒莱卡定焦望远镜观察并记录
鸟类的种类和数量!每个样点每次观察 $- 027&

鸟类识别方法同样带法&
A@B ? 统 计 方 法 ! 鸟 类 多 样 性 指 数 采 用
W;177)7/42=7=E指数 NZ"孙儒泳 "##, # 计算!

NZq WX0
&

2W$
"123712# !其中!7 为鸟类种类数!

12为第 2种鸟的个体数量占全部鸟种个体数量
的比例&

均匀度指数采用 ‘2=3)< 指数 ’"‘2=3)<
$&A-#计算!’qNZYNG+=!NG+=为理论上最大的多
样性指数!即 NG+=q37 7!W 为物种数&

优势度指标采用优势度指数 !" W20D:)7

$&%&#计算!计算公式采用 ! W0
&

2W$
"12#

"! 其

中!7 和 12的意义同上&

密度采用 HqJY7"R<F=32:=613*"##%#计
算!其中!H为鸟类密度!J为记录到的鸟类数
量!7 为样带或样方总面积"单位 ;0"#&
A@C?季节划分!以当地的气候资料 "日平均
气温#及鸟类迁徙特征为依据!对四季进行了
划分& 春季自 % 月 $, 日至 A 月 $- 日%夏季自
A 月$, 日至 J 月 $- 日%秋季自 J 月 $, 日至
$# 月% 日%冬季自 $# 月 - 日至翌年 % 月 $- 日&

B?结?果

B@>?鸟类区系组成及特征
B@>@>!鸟类区系组成!调查期间共记录到鸟
类 $#" 种"附录#!隶属于 $+ 目 +" 科!留鸟有
+$ 种"+#H+&^#!夏候鸟 ,# 种"-JHJ"^#!旅鸟
, 种"-HJJ^#!冬候鸟 - 种"%H&$^#& 其中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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殖鸟"包括夏候鸟和留鸟#有 &$ 种!占总种数
的 J&H"$^!构成了该地区鸟类区系的主体&

非雀形目鸟类有 $, 科 %J 种"%AH#,^#!其
中候鸟有 +" 种! 占非雀形目鸟类种数的
,,H,A^& 雀 形 目 鸟 类 有 $, 科 -% 种
"-"H&%^#!其中候鸟有 ++ 种!占雀形目鸟类
种数的 ,$H$$^&
B@>@A!区系特征!按鸟类地理型分析!该地区
&$ 种繁殖鸟中!古北界种类有 JJ 种!占繁殖鸟
总数的 &,HA#^& 其中!古北型 -$ 种!占繁殖
鸟总数的 -,H#%^%全北型 $A 种!占 $JH,J^%
东北型 $+ 种!占 $%H"&^%东北/华北型 " 种!占
"H"#^%中亚型 % 种!占 %H%#^%高地型 $ 种!占
$H$#^& 地中海/中亚型种类 $ 种!仅占繁殖鸟
总数的 $H$#^& 其他类型有季风型 " 种!占
"H"#^& 由此可见!该地区鸟类区系组成中!古
北界种类占绝对优势!并反映出东北区与蒙新
区’大兴安岭岭南与岭北相互渗透和过渡性
特征&
B@A?受保护鸟类物种!所记录到的 $#" 种鸟
类中!属于国家"级重点保护的野生鸟类有 $-
种!占鸟类总数的 $%HA$^& 包括鸳鸯 "A#=
/+,%*#6),+4+#’ 白尾鹞 "!#*6)&60+$%)&#’ 雀鹰
"A66#>#4%*$#&)&#’灰脸鹰 "F)4+&4)*#$?#6)&#’
普通 "F)4%(3)4%(#’大 "FI"%G#,+&#)&#’红
隼"R+,6(4#$$)$6),)&#’红脚隼 "RI+G)*%$&#&#’
燕隼 "RI&)33)4%(#’猎隼 "RI6"%**)/#’黑琴鸡
"20*)*)&4%4*#=#’雕鸮"F)3(3)3(#’红角鸮"84)&
&)$#+#’纵纹腹小鸮 "A4"%$%$(64)+ #’长耳鸮
"A&#((4)&#& 被列入国家保护的有益的或者有
重要经济’科学研究价值的野生动物名录".三
有/名录#中的鸟类有 AA 种&

B@B?群落结构组成
B@B@>!不同季节鸟类多样性差异!阿尔山不
同季节的鸟类多样性指数’均匀度指数和优势
度指数等群落结构参数计算结果见表 $&

从表 $ 可以看出!阿尔山市鸟类种数变化$
春季 c夏季 c秋季 c冬季%密度变化$秋季 c春
季 c夏季 c冬季%多样性指数变化$春季 c秋季
c夏季 c冬季%均匀度指数变化$秋季 c春季 c
夏季 c冬季%优势度变化$冬季 c夏季 c春季 c
秋季& 鸟类的种类组成有明显的季节性差异!
春’秋季节为高峰期!夏’冬季为平稳期& 春季
鸟类的多样性指数最高!而冬季的最低&
B@B@A!不同生境鸟类群落组成

"$# 湿地$阿尔山是嫩江和额尔古纳水系
的重要发源地& 我们在哈拉哈河’天池’仙鹤
湖’杜鹃湖’松叶湖’塔尔滨湖及其附近沼泽地
选取了 % 条样带和- 个样点!对鸟类进行调查&
记录到鸟类%- 种& 其中!夏候鸟 "& 种!占该生
境类型鸟类的 ,%H-^%留鸟 $$ 种!占 "%H%^%
冬候鸟 + 种!占 ,HA^%旅鸟 " 种!占 %H%^& 候
鸟计有 +" 种!约占种数的 A$H$^& 湿地是雁
鸭类及鹬类等迁徙鸟类的理想停栖地!也是夏
候鸟的重要繁殖地& 该生境主要由雁形目’鸻
形目的水鸟和雀形目鸟类组成& 雀形目 "# 种!
占总数的 %%H%%^!以鹡鸰科’鸫科’鸦科鸟类
为主& 该地区湿地鸟类主要由繁殖鸟组成!夏
候鸟占有绝对优势& 夏候鸟优势种有绿头鸭
" A$+& >,+40*"0$6"(&#’ 鹊 鸭 " F)6%>"+,+
6,+$/),+#’赤膀鸭"AI&4*%>%*+#等!常见种有普通
鸬 鹚 " 1"+,+6*(6(*+= 6+*3(#’ 斑 嘴 鸭 " AI
>(%6#,(*"0$6"+#’普通秋沙鸭"E%*/)&G%*/+$&%*#’
苍鹭"A*?%+ 6#$%*%+#等&

表 >?阿尔山市北部鸟类物种多样性指数的季节分布
!-’9#>?2#-1)0-913#4/#1’/)6/I#(1/,5 /06#L#1/0$)(,";#(1"-0

春 WDE278 夏 W<00=E 秋 M<6<07 冬 N276=E

种数 (<0F=E)T:D=?2=: -# %% +, "A

密度 X=7:26@"只b;0" # $H,"A " $H$&A # $H,A, # #H%#A "

多样性指数 X2S=E:26@27>=hNZ +H$"% , "H&&" $ +H$#- - "H%J# "

均匀度指数 .S=77=::27>=h’ #HA&J A #HA&# A #HJ,, , #HA-" -

优势度 X)02717?=27>=h! #H#," A #H#A, J #H#-- & #H$#%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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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地$林地面积大!主要树种有兴安
落叶松’樟子松’白桦等& 树木和灌丛较为稠
密!周围有明水!适于小型猛禽’攀禽’鸣禽栖
息和繁殖& 记录到鸟类 ,- 种& 其中!夏候鸟
+" 种!占该生境类型鸟类的 %&H+^%留鸟
"A 种!占 %$H-^%冬候鸟 + 种!占 %H,^%旅鸟
+ 种!占种数的 %H,^& 候鸟计有 +- 种!约占
种数的 -+H&^& 该生境鸟类以鹡鸰科’鸫科’
山雀科’长尾山雀科’鸦科的鸣禽为主& 银喉
长尾 山 雀 "A%/#4"+,(&6+)?+4)&# ’ 沼 泽 山 雀
"1+*)&>+,)&4*#&# ’大山雀 "1IG+P(*# ’普通
" 7#44+ %)*(>+%+#等留鸟以林地为其主要栖居
地!是 林 地 的 优 势 种& 小 嘴 乌 鸦 " !(*:)&
6(*($%#与大嘴乌鸦"!IG+6*(*"0$6"(&#为林地
过夜的鸟类!白天到草地和山地生境觅食&
可以看出!繁殖鸟构成该生境鸟类的主体!夏
候鸟占 绝对优势& 夏候鸟优势 种 有 树 鹨
"A$4")&"(?/&($## ’红尾伯劳" 2+$#)&6*#&4+4)&#
等!常见种有灰头鹀 "<G3%*#@+ &>(?(6%>"+,+# ’
白 鹡 鸰 " E(4+6#,,+ +,3+ # ’ 布 氏 鹨 " AI
/(?,%K&L###等&

"+# 居民区$居民区的人口相对较多!其周
边有开放式垃圾存放点’稀疏的林地& 但鸟类
极其贫乏!种类及数量均稀少& 记录到鸟类
$A 种& 该生境鸟类以燕科’雀科’鸦科的鸣禽
为主& 家 燕 "N#*)$?(*)&4#6+ #’ 麻 雀 "1+&&%*
G($4+$)&#’喜鹊 "1#6+ >#6+#为居民区的优势
种& 此区鸟类对人类活动影响的适应性强& 候
鸟计有 $# 种!均为夏候鸟!占该生境类型鸟类
种数的 -JHJ^%留鸟 A 种!占 %$H"^& 该生境
的鸟类全部为繁殖鸟!其中优势种有家燕’北红
尾鸲"1"(%$#6)*)&+)*(*%)&#等&

"%# 农田$农田主要位于河谷两岸!其周
边有 稀 疏 的 林 地! 农 作 物 以 小 麦’ 油 菜
"F*+&&#6+ 6+G>%&4*#&# ’马铃薯为主& 记录到鸟
类 "- 种& 其中!夏候鸟 $A 种!占该生境鸟类
的 ,JH#^%留鸟 A 种!占 "JH#^%冬候鸟 $ 种!
占 %H#^& 候 鸟 计 有 $J 种! 约 占 种 数 的
A"H#^& 繁殖鸟构成该生境鸟类的主体!夏

候鸟占绝对优势& 夏候鸟优势种有家燕’布
氏鹨 等! 常 见 种 有 北 红 尾 鸲’ 黑 喉 石 即鸟
"7+=#6(,+ 4(*B)+4+#等&

" - # 草 地$ 主 要 由 光 稃 茅 香’ 披 碱 草
"<,0G)&?+")*#6)&#’狗尾草" 7%4+*#+ :#*#?#&#’独
行 菜 " 2%>#?#)G +>%4+,)G#’ 二 裂 委 陵 菜
" 1(4%$4#,,+ 3#-)*6+ #’ 裂 叶 蒿 " A*4%G#&#+
4+$+6%4#-(,#+#’反枝苋 "AG+*+$4")&4%4*(-,%=)&#’
节节草 "<B)#&%4)G*+G(&#&&#G)G#’东北点地梅
"A$?*(&+6%-#,,-(*G#&#’ 拂 子 茅 "!+,+G+/*(&4#&
%>#/%P(&#等植物组成& 记录到鸟类 -& 种& 其
中! 夏 候 鸟 ++ 种! 占 该 生 境 类 型 鸟 类 的
--H&^%留鸟 "" 种!占 +AH+^%冬候鸟" 种!占
+H%^%旅鸟 " 种!占 +H%^& 候鸟计有 +- 种!约
占种数的 -&H+^& 繁殖鸟构成该生境鸟类的
主体!夏候鸟占绝对优势& 夏候鸟优势种有云
雀"A,+)?+ +*:%$&#&#’布氏鹨’黑喉石即鸟’北红尾
鸲等!常见种有灰鹡鸰"E(4+6#,,+ 6#$%*%+#’绿头
鸭等%留鸟优势种有麻雀’秃鼻乌鸦 "!(*:)&
-*)/#,%/)&# 等! 常见种有山斑鸠 " 74*%>4(>%,#+
(*#%$4+,#&#’斑翅山鹑 "1%*?#=?+))*#6+#’大’
大嘴乌鸦’小嘴乌鸦等&

",# 裸岩山地$岩石裸出!土层极薄!植物
稀少!记录到鸟类 $, 种& 其中!候鸟计有
, 种!均 为 夏 候 鸟!占 该 生 境 类 型 鸟 类 的
+AH-^%留鸟 $# 种!占 ,"H-^& 繁殖鸟构成
该生境鸟类的主体!夏候鸟占绝对优势& 夏
候鸟优势种有家燕%留鸟优势种有小嘴乌鸦’
大嘴乌鸦等&

从表 " 可以看出!林地鸟类物种数最多!为
,- 种!且 W;177)7 指数最高!为 +H"JJ J%山地物
种数最低!为 $, 种!W;177)7 指数为 "H#$A #&
种数变化来看$林地 c草地 c湿地 c农田 c居
民区 c山地%个体数变化来看$林地 c草地 c湿
地 c居民区 c山地 c农田%多样性指变化来看$
林地 c草地 c湿地 c农田 c居民区 c山地%均
匀度指数变化来看$湿地 c林地 c草地 c农田
c居民区 c山地%优势度变化来看$山地 c居民
区 c农田 c湿地 c草地 c林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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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A?阿尔山市北部不同生境鸟类群落结构指数
!-’9#A?706/4#1)*-I/-04)&&%0/,5 1,(%4,%(#/06/**#(#0,"-’/,-,/0$)(,";#(1"-0

湿地
N=6317>

林地
N))>317>

居民区
\=:2>=762131E=1

农田
a1E0317>

草地
OE1::317>

山地
Q)<76127:

种数 (<0F=E)T:D=?2=: %- ,- $A "- -& $,

个体数 L<17626@ %," $ -,A %%$ "#- $ ",, +"%

多样性指数 X2S=E:26@27>=hNZ +H#A" $ +H"JJ J "H$$+ + "H-$, , +H$&# , "H#$A #

均匀度指数 .S=77=::27>=h’ #HJ#A # #HAJA & #HA%- & #HAJ$ J #HAJ" - #HA"A -

优势度 X)02717?=27>=h! #H#A# - #H#-+ & #H$," A #H$+$ " #H#,# & #H$&, $

C?讨?论

C@>?阿尔山市鸟类区系反映出东北区与蒙新

区"大兴安岭岭南与岭北相互渗透和过渡性特
征!阿尔山市横跨大兴安岭西南山麓!在动物
地理区划上属于古北界东亚亚界东北区大兴安
岭东麓亚区大兴安岭省与中亚亚界蒙新区东部
草原亚区大兴安岭西麓草甸草原省交汇地区
"杨贵生等 $&&J!张荣祖 $&&&#& 在鸟类区系组
成上!以古北型’全北型和东北型种类占绝对优
势!但一些中亚型成分!如大’斑翅山鹑等!东
北/华北型成分如红尾伯劳’灰椋鸟 " 74)*$)&
6#$%*+6%)&#等也分布于该区!反映出东北区与蒙
新区’大兴安岭岭南与岭北相互渗透和过渡性
特征&
C@A?阿尔山市鸟类种类组成有明显的季节性
波动!鸟类种类组成表现出明显的季节波动!

即在春’秋季节为高峰期!夏’冬季为平稳期&

春季和秋季鸟类组成复杂多变!因这时正处在
鸟类的迁徙期间!鸟类来去的方向和时间各不
相同!因而使此阶段鸟类的组成极不稳定!是鸟
类种类和数量的多变时期& 早春主要由留鸟’

旅鸟和晚走的冬候鸟组成%晚春主要由留鸟和
早来的夏候鸟组成& 夏季鸟类除夏末早来的黑
海番鸭"E%,+$#44+ $#/*+#"旅鸟#外!整个夏季鸟
类由夏候鸟和留鸟组成!并且夏候鸟在夏季鸟
类组成中占有绝对优势!约占整个夏季鸟类组
成的 ,JH&^以上!这与该地生态环境多样性较
高有关!特别是哈拉哈河及其周围的耕地’灌木
丛及部分草地为鸟类提供了充足的食物以及适
宜的栖息地和繁殖地& 秋季鸟类由留鸟’旅鸟’

晚走的夏候鸟和早来的冬候鸟组成& 冬季鸟类
组成比较稳定!除初冬晚走的北红尾鸲 "夏候
鸟#!晚冬有晚走的赤颈鸫 "M)*?)&*)-#6(,,#&#
" 冬 候 鸟 # 和 早 来 的 燕 雀 " R*#$/#,,+
G($4#-*#$/#,,+#"旅鸟#参与其组成外!整个冬季
由 "" 种留鸟和 % 种冬候鸟组成!其中留鸟约占
冬季鸟类的 A&H,^!是冬季鸟类组成的主体&

冬季鸟类的种数和多样性指数最小!个体数和
优势度最高& 主要原因是阿尔山冬季延续的时
间较长!花尾榛鸡"F($+&+ 3($+&#+#’普通’麻
雀及山雀科和鸦科等优势种常集群活动且数量
较多&
C@B?鸟类多样性明显较低!在湿地’林地’居
民区’农田’草地’山地 , 种不同生境!鸟类群落
组成均以夏候鸟为主!但鸟类群落结构上存在
差异& 从林地到居民区!随着人类活动程度的
加剧!各生境鸟类的群落组成有较大差异& 林
地鸟类群落的种数’个体数’多样性指数依次最
高!均匀度也较高!优势度最低& 在阿尔山市!

林地的面积较大!为树栖鸟类提供了良好的栖
息取食环境!使得鸟类群落结构最为复杂%人类
活动频繁的居民区!鸟类群落的种数’多样性指
数最低!个体数’均匀度也较低!而优势度最高&

值得一提的是!阿尔山伊尔施镇的喜鹊’麻雀等
伴人鸟类极少!这与当地农民滥用农药有关&

山地鸟类多样性指数和均匀度指数较低!因为
阿尔山是一个资源型城市!对矿产资源的开发
利用导致了人为破坏生态环境严重& 在开矿过
程中!由于剥除矿体表层土壤!破坏了地表植
被& 调查中我们发现有的山体植被稀疏!甚至
由于采矿造成地表局部塌陷!严重破坏了鸟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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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生存环境!鸟类的种类和数量都很少& 农田
和居民区一样!受人为活动干扰严重!对鸟类的
栖息’繁衍’生存具有强烈的影响甚至破坏性!
使得群落的均匀度和多样性较低&
C@C?森林草原生境繁殖鸟类多样性高于荒漠
草原和典型草原!森林草原生境繁殖鸟类多样
性高于荒漠草原和典型草原& 李敏等曾在 "#$$
年对内蒙古中部地区荒漠草原和典型草原的鸟
类进行调查!荒漠草原与典型草原生境繁殖鸟以
百灵科鸟类最多& 荒漠草原的常见种有短趾百
灵 "!+,+$?*%,,+ 6"%,%%$&#&#’ 大 短 趾 百 灵 "!I
3*+6"0?+640,+#’角百灵"<*%G(>"#,+ +,>%&4*#&#’秃
鼻乌鸦’麻雀等%典型草原的常见种主要有蒙古
百灵"E%,+$(6(*0>"+ G($/(,#6+#’大短趾百灵’短
趾百灵’角百灵’布氏鹨等"李敏等 "#$"#& 我们
对属于森林草原生态系统的阿尔山市鸟类的研
究显示!草原鸟类成分较少!尤其是百灵科鸟类
种类和数量均不多!仅记录到大短趾百灵和蒙古
百灵!且集中分布在草地生境!而林栖性鸟类种
类和数量均较多!如松鸦"C+**),)&/,+$?+*#)&#’
花尾榛鸡’银喉长尾山雀’沼泽山雀’大山雀’普
通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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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阿尔山市北部鸟类区系及生态分布
;33#06/L?!"#-I/*-%0- -06#4)9):/4-96/1,(/’%,/)0)*’/(61/0$)(,";#(1"-0

物种
WD=?2=:

居留型
\=:2>=7?=

分布型
X2:6E2F<62)7

生境类型 Y1F26166@D=

湿地
N=6317>

林地
N))>317>

居民区
\=:2>=76213
1E=1

农田
a1E0317>

草地
OE1::317>

山地
Q)<76127:

保护级别
W616=)T
DE)6=?62)7

普通鸬鹚 1"+,+6*(6(*+=6+*3( W j A # # # # # 2
苍鹭 A*?%+ 6#$%*%+ W j % $ # $ # # 2
鸳鸯 A#=/+,%*#6),+4+ W Q % " # # " # "
赤颈鸭 A$+&>%$%,(>% W C " # # # # # 2
赤膀鸭 AI&4*%>%*+ W j +$ $ # + # # 2
绿翅鸭 AI6*%66+ W C +# # # # # # 2
绿头鸭 AI>,+40*"0$6"(& W C ,A # # # "J # 2
斑嘴鸭 AI>(%6#,(*"0$6"+ W C " # # # # # 2
琵嘴鸭 AI6,0>%+4+ W C , # # # # # 2
黑海番鸭 E%,+$#44+ $#/*+ ‘ C , # # # # # 2
凤头潜鸭 A04"0+ -),#/),+ W C , # # # # # 2
鹊鸭 F)6%>"+,+ 6,+$/),+ W C -& # # # # # 2
普通秋沙鸭 E%*/)&G%*/+$&%* W C $$ # # # # # 2
白尾鹞 !#*6)&60+$%)& W C # # # # , # "
雀鹰 A66#>#4%*$#&)& W j # # # # $ " "
灰脸鹰 F)4+&4)*#$?#6)& W Q # # # # % % "
普通 F)4%(3)4%( W j $ + # # $ # "
大 FI"%G#,+&#)& \ X " J # , $- " "
红隼 R+,6(4#$$)$6),)& \ j # " # " A $ "
红脚隼 RI+G)*%$&#& W j # " # $ # $ "
燕隼 RI&)33)4%( W j # $ # # " - "
猎隼 RI6"%**)/ W j # # # # # % "
黑琴鸡 20*)*)&4%4*#= \ j # % # # # # "
花尾榛鸡 F($+&+ 3($+&#+ \ X $A "& # # $ #
斑翅山鹑 1%*?#=?+))*#6+ \ X # # # # $- # 2
日本鹌鹑 !(4)*$#=P+>($#6+ W j # # # # $ # 2
环颈雉 1"+&#+$)&6(,6"#6)& \ j # + # # $ # 2
金眶鸻 !"+*+?*#)&?)3#)& W j $ # # # " # 2
环颈鸻 !I+,%=+$?*#$)& W j % # # $ $ # 2
白腰杓鹬 J)G%$#)&+*B)+4+ ‘ j # # # " $& #
林鹬 M*#$/+ /,+*%(,+ W j $ # # # # #
矶鹬 A64#4#&"0>(,%)6(& W C % # # # # # 2
普通燕鸥 74%*$+ "#*)$?( W C % # # # # # 2
岩鸽 !(,)G3+ *)>%&4*#& \ j # # # # A +" 2
山斑鸠 74*%>4(>%,#+ (*#%$4+,#& \ . # ,# $# " "" " 2
灰斑鸠 7I?%6+(64( \ N # A - # + " 2
大杜鹃 !)6),)&6+$(*)& W j % "# # # - # 2
雕鸮 F)3(3)3( \ j # " # # " # "
红角鸮 84)&&)$#+ W j # " # # " # "
纵纹腹小鸮 A4"%$%$(64)+ \ j # " # # # # "
长耳鸮 A&#((4)& W j # " # # # # "
普通雨燕 A>)&+>)& W j $ # A " " # 2
白腰雨燕 AI>+6#-#6)& W j # # - % # # 2
戴胜 9>)>+ %>(>& W j # # # # $ # 2
蚁 ’0$=4(*B)#,,+ W j # " # # # # 2
小斑啄木鸟 H%$?*(6(>(&G#$(* \ j $ + # " # # 2
大斑啄木鸟 HIG+P(* \ j # $ # # # # 2
灰头绿啄木鸟 1#6)&6+$)& \ j % " # # # #
大短趾百灵 !+,+$?*%,,+ 3*+6"0?+640,+ W j # # # # % #
云雀 A,+)?+ +*:%$&#& W j # $& # " $-+ #
家燕 N#*)$?(*)&4#6+ W C " ,A $"" -& $& +$ 2
白鹡鸰 E(4+6#,,+ +,3+ W j "$ $- $" % $++ # 2
黄头鹡鸰 EI6#4*%(,+ W j # # # # $$ # 2
黄鹡鸰 EI-,+:+ W j # # # % J #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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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附录

物种
WD=?2=:

居留型
\=:2>=7?=

分布型
X2:6E2F<62)7

生境类型 Y1F26166@D=

湿地
N=6317>

林地
N))>317>

居民区
\=:2>=76213
1E=1

农田
a1E0317>

草地
OE1::317>

山地
Q)<76127:

保护级别
W616=)T
DE)6=?62)7

灰鹡鸰 EI6#$%*%+ W j + % " # "+ # 2
布氏鹨 A$4")&/(?,%K&L## W X $ $J # "+ $"A # 2
树鹨 AI"(?/&($# W Q # %+ # # J # 2
水鹨 AI&>#$(,%44+ ‘ C # # # # A #
红尾伯劳 2+$#)&6*#&4+4)& W B " "& # # - # 2
楔尾伯劳 2I&>"%$(6%*6)& W Q # " # # $ # 2
灰椋鸟 74)*$)&6#$%*+6%)& W B # A # , % # 2
松鸦 C+**),)&/,+$?+*#)& \ j $+ $% # # % #
灰喜鹊 !0+$(>#6+ 60+$)& \ j # ++ # # # #
喜鹊 1#6+ >#6+ \ C # $J +, # $ # 2
达乌里寒鸦 !(*:)&?+))*#6)& \ j # $- # # " +, 2
秃鼻乌鸦 !I-*)/#,%/)& \ j # " # # -, & 2
小嘴乌鸦 !I6(*($% \ C -# -$ +" ", -- -$
大嘴乌鸦 !IG+6*(*"0$6"(& \ . $% -" -$ & JJ $"" 2
渡鸦 !I6(*+= \ C # # # # "# "#
棕眉山岩鹨 1*)$%,,+ G($4+$%,,+ N Q # $ # # # #
褐岩鹨 1I-),:%&6%$& ‘ ‘ " " # # # #
红喉歌鸲 2)&6#$#+ 6+,,#(>% W j $ # " $ + # 2
红胁蓝尾鸲 M+*&#/%*60+$)*)& W Q # % # # " # 2
北红尾鸲 1"(%$#6)*)&+)*(*%)& W Q + J$ -$ - A- # 2
黑喉石即鸟 7+=#6(,+ 4(*B)+4+ W j # %" " $$ J& #
赤颈鸫 M)*?)&*)-#6(,,#& N j "J ,, # # $J #
斑鸫 MI%)$(G)& N Q $% , # # # #
灰纹鹟"灰斑鹟#E)&6#6+>+ /*#&%#&4#64+ W Q # " # # # #
白眉姬鹟 R#6%?),+ @+$4"(>0/#+ W Q # $ # # # # 2
黑眉苇莺 A6*(6%>"+,)&3#&4*#/#6%>& W Q # J # # # # 2
褐柳莺 1"0,,(&6(>)&-)&6+4)& W Q $ J # # # # 2
棕眉柳莺 1I+*G+$?## W Y # " # # J # 2
极北柳莺 1I3(*%+,#& ‘ j # $# # # # # 2
银喉长尾山雀 A%/#4"+,(&6+)?+4)& \ j # $,A # # " #
沼泽山雀 1+*)&>+,)&4*#& \ j $" $%J % # A #
大山雀 1IG+P(* \ j # $+, # # + #
普通 7#44+ %)*(>+%+ \ j - $%+ # # # #
麻雀 1+&&%*G($4+$)& \ j " JJ &% "# A+ # 2
苍头燕雀 R*#$/#,,+ 6(%,%3& N Z+ % # # # # #
燕雀 RIG($4#-*#$/#,,+ ‘ j # %$ # # # # 2
普通朱雀 !+*>(?+6)&%*04"*#$)& W j # $, # # # #
白翅交嘴雀 2(=#+ ,%)6(>4%*+ W C # $ # # # # 2
金翅雀 !+*?)%,#&&#$#6+ \ j # & # # "& # 2
长尾雀 9*+/)&&#3#*#6)& \ j # $ # # # #
白头鹀 <G3%*#@+ ,%)6(6%>"+,(& N j # # # # "- #
灰眉岩鹀 <I/(?,%K&L## \ j # " # # # # 2
三道眉草鹀 <I6#(#?%& \ Q $ # # # " #
栗耳鹀 <I-)6+4+ W C # # # + # # 2
小鹀 <I>)&#,,+ W j % & " , +& # 2
黄喉鹀 <I%,%/+$& W Q # " # # # #
黄胸鹀 <I+)*%(,+ W j # # # # $" # 2
灰头鹀 <I&>(?(6%>"+,+ W Q # "+ % # # # 2
!!居留型$W*夏候鸟% \*留鸟% ‘*旅鸟% N*冬候鸟& 分布型$ N*东洋型% j*古北型% C*全北型% Q*东北型% Z+*地中海/中亚
型% X*中亚型% B*东北/华北型% .*季风型% ‘*高地型% Y*喜马拉雅/横断山区型& 保护级别$ "*国家"级重点保护鸟类% 2*
.三有/名录鸟类&

\=:2>=D166=E7$ W*W<00=ES2:26)E:% \*\=:2>=76% ‘*Q28E176:% N*N276=ES2:26)E:*X2:6E2F<62)7 D166=E7$ N*ZE2=76136@D=% j*
‘131=1E?62?6@D=% C*Y)31E?62?6@D=% Q*()E6;=1:66@D=% Z+*Q=>26=EE17=17/M:217 6@D=% X*C=76E13M:217 6@D=% B*()E6;=1:6/()E6; 6@D=% .*
Q)7:)7 6@D=% ‘*jD317> 6@D=% Y*Y20131@1/6;=Y=78><17 Q)<76127 6@D=*R;=3=S=3)TDE)6=?62)7$"*8E16>"7162)713]=@DE)6=?6=> :D=?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