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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对浙江省杭州市郊东明山森林公园 3种不同生境的鸟类进行了调查 。结果表明 , 该公

园及周边地区鸟类群落的主要鸟类共计 27种 , 其中优势种 5种 , 占 18.52%。根据鸟类生境

的分布系数分析 , 广性分布型有 4种 , 占 14.81%;中性分布型有 23种 , 占 85.19%。不同

生境内鸟类群落的种类数目和群体密度存在着差异 , 各种鸟类分布群在鸟类群落内比例随栖

息地结构的不同而不同 , 由于这些不同导致鸟类群落的相应参数的不同。表 4参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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鸟类群落生态的研究始于 50年代 , 现已成为鸟类生态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国内于 80年代中

期开始对该领域作了不同角度的研究
[ 1 ～ 6]

。鸟类是重要的生物资源之一 , 在生态平衡中起着重要作

用 , 也是环境质量的指示物种
[ 7～ 8]

。由于环境污染 , 鸟类栖息地丧失和碎裂化 , 以及人类滥捕鸟类等

多方面的原因 , 鸟类的种类在日趋减少
[ 9]
。作者于 2000年5月至 6月间先后7次对浙江省杭州市郊东

明山森林公园进行了调查 。本文就所得资料对该区鸟类群落生态进行初步研究 , 为鸟类资源的保护 、

利用和森林公园的开发建设提供参考依据。

1　研究地区及方法

东明山森林公园可分成 2个大片 , 分别位于杭州市郊的东北角和西北角。东北片的林区在 320国

道旁的半山刘文村 , 与杭州市拱墅区相连;西北片为场部所在地的东明山林区和康门林区 , 距杭州市

区15 km , 离 104国道仅 5 km 。本次研究的工作区主要在西北片。西北片面积为 4.63 km
2
, 为低山丘

陵地貌 , 源出于天目山脉 , 最高峰为金山顶 , 海拔 459.8 m。整个地形由西北向东南倾斜 , 形成 2个

大山坞。境内有康门溪和东明溪 , 分别汇入山麓的东苕溪 。2000年 5月至 6月在森林公园内及周围地

带选择农田村落 、常绿针阔混交林和竹林等 3种生境进行样方调查 , 记录鸟类的种类 、生境分布 、个

体数量和群体密度。

鸟类的频率指数估计法:R =(遇见鸟类的天数×100)/工作总天数。B =鸟种的总数/工作总天

数。其中 R 为某种鸟类遇见的百分率 , B 为平均每天遇见的数量。根据 RB 的乘积指数判断出鸟类优

势种 。

鸟类生境分布系数:CAD =(n/ N+m/M)×100%。其中 CAD为鸟类对生境的分布系数 , n为鸟类

出现的样方数 , N为调查总样方数;m 为鸟类出现的生境数;M 为被调查生境类型数。



鸟类群落多样性指数 (Shannon-Wiener指数):H =-∑(P i)(log2 Pi)。其中 H 为鸟类群落多样性

指数 , S 为种的数目 , P i 为样品中属于第 i种的个体的比。

将上式中的对数转化为以 10为底数后则:H =3.321 9(lg N-
1
N ∑

S

i=1
n i lgni)。其中 N为所有种的个

体总数 , n i 为第 i 种的个体数。

种间机遇机率:Epi =∑
S

i=1
(n i/N)[(N -n i)/(N -1)] 。

鸟类群落的相似性指数:S =2c/(a +b)。其中 S 为相似性指数 , a 为样本(或群落)A中的种数 , b

样本(或群落)B 中的种数 , c 为 2个样本(或群落)中共有的种数。

2　结果

2.1　鸟类群落组成

5月至6月对东明山森林公园 3种不同生境类型 6个样方鸟类进行了调查 , 计鸟类 27种 (表1)。

表 1　东明山森林公园鸟类群落主要种类组成
Table 1　The component species of bird community inMount Dongming

鸟　类 名　　称　　　　 密度/ (只·h-1) 相对密度/ % 出现样方/个 出现生境/个 分布系数/ %

大 山 雀 Parus major 4.00 13.56 2 2 100

棕头鸦雀 Paradoxornis webbianus 2.50 8.47 1 1 50

强脚树莺 Cettia fortipes davidiana 1.00 3.39 1 1 50

画 　　眉 Garrulax canorus 1.50 5.08 1 1 50

发冠卷尾 Dicrurus hot tentottus 0.75 2.54 1 1 50

红头穗鹛 S tachyri s ruf iceps davidi 1.00 3.39 1 1 50

白 头 鹎 Pycnonotus sinensi s 3.25 11.02 3 3 150

灰胸竹鸡 Bambusicola thoracica 0.50 1.69 1 1 50

黑 　　鹎 Hypsipetes madagascariensis 1.25 4.24 2 2 100

白腰文鸟 Lonchura striata 1.50 5.08 1 1 50

噪 　　鹃 Eudgnamys scolopacea 0.50 1.69 1 1 50

白 Motaci lla alba 0.75 2.54 3 2 116.67

麻 　　雀 Passer montanus 2.25 7.63 1 1 50

家 　　燕 Hirundo rustica 0.50 1.69 1 1 50

金 腰 燕 Hirundo daurica 1.75 5.93 1 1 50

棕背伯劳 Lanirs schach schach 1.00 3.39 2 1 66.67

珠颈斑鸠 S treptopelia chinensis 0.50 1.69 1 1 50

乌 　　鸫 Turdus merula 1.00 3.39 2 1 66.67

八 　　哥 Acirdotheres sristatellas 0.50 1.69 1 1 50

鹊 　　鸲 Copsychus saularis 0.25 0.85 1 1 50

白 　　鹭 Egretta garzetta 0.75 2.54 2 1 66.67

池 　　鹭 Ardeola bacchus 0.50 1.69 1 1 50

褐头鹪莺 Prinia hodgsoni i 0.25 0.85 1 1 50

牛 背 鹭 Bubulcus ibi s coromandus 0.25 0.85 1 1 50

灰 树 鹊 Gypsirina formosae 0.50 1.69 1 1 50

红尾水鸲 Rhyacornis faliginosus 0.50 1.69 1 1 50

山 鹨 Anthus syluanus 0.50 1.69 1 1 50

根据鸟类的频率指数估计法计算 , 大山雀 、 画眉 、白头鹎 、黑鹎和白 等 5种为优势种 , 占鸟

类种数的 18.52%。

鸟类在不同的生境有着不同的分布 。根据鸟类生境的分布系数 , 可将鸟类分成广性分布 (100%

以上)、中性分布 (25%～ 100%)和狭性分布 (25%以下)等 3种生境分布类型 。东明山森林公园鸟

类中 , 广性分布型有白 、 白头鹎 、 大山雀和黑鹎计 4种 , 占 14.81%;中性分布型鸟类有白腰文

鸟 、麻雀和家燕等 23种 , 占 85.19%;狭性分布型没有 。因此 , 鸟类群落在东明山森林公园的 3个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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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中只有 2种分布群 (表 2)。

表 2　3种不同生境类型中鸟类群落组成
Table 2　The component species of bird community in three habitats

生境 　　　广布型种类 中性型种类

农田村落 白 ,白头鹎
白腰文鸟 ,麻雀 ,家燕 ,池鹭 ,牛背鹭 ,珠颈斑鸠 ,八哥 ,鹊鸲 ,白鹭 ,褐头鹪

莺 ,金腰燕 ,乌鸫 ,棕背伯劳

常绿针阔混交林 大山雀 ,白头鹎 ,黑鹎 棕头鸦雀 ,强脚树莺 ,发冠卷尾 ,红头穗鹛 ,灰胸竹鸡

竹林 白 ,大山雀 ,白头鹎 ,黑鹎 灰树鹊 ,红尾水鸲 ,山鹨 ,画眉

2.2　鸟类群落多样性指数

鸟类群落多样性是鸟类群落生态的重要特征之一 , 是进行鸟类群落生态研究工作的一项重要内
容。东明山森林公园鸟类群落多样性指数见表 3。

表 3　东明山森林公园鸟类群落多样性
Table 3　Bird community diversities inMount Dongming

生境 样方/个
Shannon-Wiener

指数

种间相

遇机率

群体密度/

(只·h-1)
种　数 总个体数

1 2.523 0.831 79.2 7 33

农田村落 2 2.918 0.939 14.4 8 12

3 1.950 0.857 14.0 4 7

4 2.250 0.893 24.0 5 8

竹林 5 1.500 0.714 24.0 3 8

常绿针阔混交林 6 2.948 0.858 33.3 10 50

表 4　东明山森林公园鸟类群落结构参数比较
Table 4　The structural parameters of bird community in different babitats

生境 种数
群体密度/

(只·h-1)
优势种数

shanhon-Wiener

指数

种间机

遇机率

均匀性

指　数

常绿针阔混交林 10 33.3 2 2.948 0.858 0.887

农田村落 15 29.7 3 2.464 0.876 0.631

竹　　林 8 24.0 4 1.875 0.804 0.625

3　分析与讨论

3.1　鸟类群落结构与不同

生境的关系

鸟类群落是鸟类与环境

两者之间的相互关系 , 以及

鸟类种类组成之间关系的具

体表现形式。它与鸟类栖息

地的结构和植物的多样性等

因素有着密切的关系 。因

此 , 鸟类群落在不同生境中

有着不同的表现特征 。东明

山森林公园鸟类群落结构参

数比较列表4。

从鸟类群落结构参数的

比较中发现 , 东明山森林公

园的农田村落生境条件比较

好 , 有农田 、 各种农作物 、

居民点及其四周的树木和溪流 , 结构复杂多样化 。该生境中鸟类的群落组成比较丰富 , 种间相遇机率

值较高 , 达到 0.876。该生境为森林鸟类与平原鸟类的过渡地带 , 边缘效应十分明显 。

常绿针阔混交林生境 , 由于植被丰富 , 多样性高 , 因此森林鸟类居多 。鸟类的群体密度和群落多

样性指数较另外 2种生境要高。

竹林生境主要由毛竹和少量灌丛所组成 , 栖息地结构比较简单 。因此 , 使得鸟类群落的多样性指

数 、 群体密度和种间相遇机率等指标均低于其他 2种生境 , 因而形成的鸟类群落结构也比较简单。

从以上3种不同生境鸟类群落结构的均匀性指数来看 , 竹林鸟类群落的均匀性指数比其他 2种生

境的均匀性指数要低 , 表明栖息地生境结构的复杂程度与鸟类的群落组成和结构有着密切的关系 。

不同生境类型鸟类的群落结构有着明显的差异 , 而在同一生境类型内也存在着差异 。农田村落生

境中离公路近的农田与农田村落中鸟类相同种类较少 , 故相似指数相对较低。而沿河的农田与农田村

落鸟类相似性指数稍高。但与城市公园鸟类群落相比较 , 相似性指数仍较低
[ 6]
。这与森林公园面积比

城市公园大 , 鸟类分布区重叠现象较少有关 。

3.2　鸟类群落组成的分布群与栖息地的关系

不同的生境类型有着不同的鸟类群落分布群 , 因此鸟类群落的组成也有相应的不同表现 。根据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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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对生境的分布系数的不同 , 可将鸟类群落分为广性分布 、 中性分布和狭性分布 3种生境分布类型。

东明山森林公园鸟类群落组成 , 在常绿针阔混交林和农田村落 2种不同生境中以中性分布群为主 , 而

在竹林生境中则以广性分布群为主 。在常绿针阔混交林中 , 广性分布群在鸟类群落中所占比例为

55.56%, 说明栖息地结构复杂 , 鸟类群落的组成就比较丰富。除了广性分布群外 , 中性分布群的鸟

类也可以在此有分布 。栖息地结构简单 , 鸟类群落的组成也较简单 , 广性分布群的鸟类明显居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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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munity ecology of birds in Mount Dongming of Zhejia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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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A survey of birds was conducted inMount Dongming , Zhejiang Province.Twenty-serven species of bird

community were found in this area , of which 5 species (18.52%)were dominant species.According to the

distributime coefficient of birds , 4 species (14.81%) fell to eurylope distribution pattern , and 23 species

(85.19%)were middling distribution pattern.There were differences on the number of species and density of bird

community in the different babitats.The proportion of the avian distribution groups in bird community was

changeable as a result of the variation of the habitat structure.The variation of the habitat structure also brought

about the changes of the bird community parameters.

Key words:Aves;community structure of birds;habitat;community diversity;Mount Dongming;Hangzhou

168 浙 江 林 学 院 学 报　　　　　　　　　　　　　　　2001 年 6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