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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1999年 3月至 2002年 9月 , 对浙江省龙王山自然保护区鸟类进行了调查。结果表明 ,

龙王山鸟类有 165 种 , 隶属 17 目 42 科 109属 , 其中留鸟 86 种 , 夏候鸟 33 种 , 冬候鸟 37

种 , 旅鸟 9种 。从地理型分析 , 东洋界种有 90种(54.54%), 古北界种 68种(41.21%), 广

布种 7种(42.24%)。在繁殖鸟中古北界种类与东洋界种类之比为 1∶3.87 , 偏重于东洋界 。

图1表 4参 19

关键词:动物学;鸟类;龙玉山自然保护区;浙江

中图分类号:S862;Q959.7　　　文献标识码:A

天目山鸟类的研究始于 20世纪初期。据文献
[ 1]
记载 , Allison和 Moffett 1913年已在天目山脉的莫

干山等地进行鸟类调查。寿振黄
[ 1]
在天目山采获标本 21 种。新中国成立后 , 钱国桢

[ 2 , 3]
、 朱曦

[ 4-9]
、

江望高等
[ 10]
进行了区系调查研究。同时还进行了个体生态 、 群落结构等生态学

[ 11-17]
的研究 , 但同属

于天目山脉的龙王山鸟类迄今未有报道 。作者于 1999年 3月至 2002年 9月对龙王山自然保护区及周

边地区进行了野外调查和标本采集 , 现将调查研究结果作一报道。

1　自然地理概况

龙王山自然保护区位于安吉县南端 , 西天目山北侧 , 浙皖二省安吉 、 临安 、宁国 3县交界处 。主

峰龙王尖海拔 1 587 m , 比西天目山仙人顶高 81 m , 属天目山脉的主要山峰之一 。

龙王山地势险峻 , 多悬崖峭壁 , 河谷深切 , 峰谷交错 。岩石以凝灰岩为主 , 另有少量流纹岩 , 地

形极为复杂 。溪流源短流急 , 主要有千亩田溪和马峰庵溪 , 汇合于石坞口 , 成为西苕溪主要源头之

一。在海拔1 330 m的千亩田有一面积为 7 000 m
2
的山地浅盆沼泽地 , 泥炭层厚 1.0 ～ 1.5 m。龙王山

山体破碎 , 海拔 1 330 m 以上山峰林立 , 沟谷发达 , 小气候类型复杂 , 气候垂直变化明显 。年平均气

温山麓为 15.1 ℃, 山顶为 8.9 ℃;极端最高气温山脚为37.6 ℃, 山顶为30.6 ℃;极端最低气温山麓

为-11.3 ℃, 山顶-20.6 ℃;秋冬季节具明显的逆温现象;山上初霜期为 10 ～ 11月 , 终霜期为翌年

的3 ～ 4月 , 无霜期 208 d 。年降水量为 1 647.4 mm , 主要集中在梅雨季(5月初至 6月底)和夏季台风

雨期间。

龙王山森林覆盖率高 , 植被属于中亚热带常绿阔叶林北部亚地带。在中国动物地理区划上属于东

洋界华中区东部丘陵平原亚区 , 与古北界华北区黄淮平原亚区相接近。



2　调查方法和地点

鸟类调查时 , 在不同海拔高度 、不同生境中张网捕捉标本 , 采获标本进行测量 、剖检嗉囊 , 分析

胃内容物。上午 9:00时前以路线统计法进行调查 , 以 2 ～ 3 km·h
-1
的步行速度 , 记录鸟的种类 、数

量 、 海拔高度和活动生境 , 每条路线均作 3次以上重复调查统计 。除龙王山自然保护区外 , 还在周边

地区调查并采集标本 。

调查路线:石坞口—仙人桥—千亩田;石坞口—马峰庵—西关;石坞口—大溪庙—黄泥凸;石坞

口—长潭—河 —章村。并在章村镇的高二 、 章里 、 高山 、 浮塘 、 大岭 , 报福镇的上张 、 中张 、 报

福 、 深溪 、统里 、老石坎水库等地调查和采集标本。调查地点见图 1。

图 1　龙王山鸟类调查地点
Figure 1　Showing main places of investigation for birds in Mount Longwang

3　结果

3.1　鸟类区系组成

根据调查 , 龙王山有鸟类 18目 38科 108属 165种。鸟类的区系组成及分布见表 1。

3.2　鸟类区系组成比较分析

3.2.1　鸟类目 、科 、种组成　龙王山 165种鸟类中 , 非雀形目鸟类有 15目 21科 47属 62种 , 占龙王

山鸟类种数的 37.58%;雀形目鸟类 21 科 62属 103 种 , 占 62.42%。与浙江全省鸟类比较 , 分别占

30.39%和 55.08%。种数比较列表 2。

　　非雀形目中 , 以鹳形目 、 雁形目 、 形目 、 鸡形目 、 隼形目 、 佛法僧目 、 鹃形目和 形目等 8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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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主 , 计 14科 50种 , 已占非雀形目鸟类种数的 80.65%。雀形目中以 科和雀科为主 , 种数分别为

42种和 16种 , 2科种数已占雀形目种数的 40.78%。

3.2.2　季节型和地理型分析　天目山鸟类群落周年季节动态具 4个时期:春季 、 秋季为波动期 , 夏

季 、 冬季为稳定期
[ 5 , 8]
。龙王山位于西天目山北侧 , 鸟类季节动态也具上述特点 , 夏季 、 冬季鸟类的

组成相对比较稳定。夏季鸟类主要由留鸟和夏候鸟组成 , 计 119种 , 占龙王山鸟类总数的 72.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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冬季鸟类由留鸟和冬候鸟组成 , 计 132种 , 占龙王山鸟类种数的 80.0%。春 、 秋两季由于鸟类的南北

迁徙 , 种类组成比较复杂 , 也不稳定。龙王山鸟类的季节型比较列表3。

表 3　龙王山鸟类的季节型比较
Table 3　Seasonal types of birds in Mount Longwang

类型
非雀形目 雀形目 总　　计

种数 占鸟类总数% 种数 占鸟类总数% 种数 占鸟类总数%

留鸟 28 17.00 58 35.12 86 52.12

夏候鸟 19 11.52 14 8.48 33 20.00

冬候鸟 14 8.48 23 13.94 37 22.42

旅鸟 1 0.61 8 4.88 9 5.46

　　从表 4中可以看出 , 留鸟在龙王山鸟类中占主要成分 , 候鸟中夏候鸟 、冬候鸟种数相近 , 而旅鸟

种数较少。在动物地理区划上 , 我国东部属于东洋界华中区东部丘陵平原 , 该区缺乏高大的山脉阻

挡 , 在较大范围内 , 东洋界 、 古北界两界种类混杂 , 具有过渡的特征
[ 18]
。龙王山属天目山系 , 因山

体主峰海拔高度均超过 1 500 m , 足以限制鸟类向南北两方的分布
[ 19]
, 因而使留鸟的种类组成也比较

稳定 。

在地理分布上 , 龙王山鸟类属东洋界种有 90种 , 占全部鸟类种数的 54.55%;古北界种 68种 ,

占41.21%;广布种 7种 , 占 4.24%。鸟类的地理型和季节型列表 4。

表 4　龙王山鸟类的地理型和季节型
Table 4　Seasonal types and geographical types of birds in Mount Longwang

项目 留鸟 夏候鸟 冬候鸟 旅鸟 总计 百分比 %

东洋界种 61 28 1 — 90 54.55

古北界种 19 4 36 9 68 41.21

广布种 6 1 — — 7 4.24

总计 86 33 37 9

百分比/ % 52.12 20.00 22.42 5.46

　　留在龙王山繁殖的鸟类(留鸟 、夏候鸟)119种 , 其中古北界种 23种 , 占 19.33%;东洋界种 89

种 , 占74.79%;广布种7种 , 占 5.88%。古北界种类与东洋界种类之比为1∶3.87。从地理分布上看 ,

东洋界种类和古北界种类数较为接近。但从繁殖情况分析 , 东洋界鸟类明显多于古北界鸟类 。表明该

区鸟类组成具有从东洋界向古北界过渡的特征 , 但仍偏向于东洋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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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vifauna in Mount Longwang Nature Reserve of Zhejia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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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An avian survey was conducted from March 1999 to September 2000 in the Mount Longwang Nature

Reserve of Zhejiang Province.There are 165 species 109 genera 42 families and 17 orders which include 86 species

of resident , 33 of summer types , 37 of winter types and 9 of traveling types.The avian fauna are composed of 68

Palaearctic realm species (41.21%), 90 Oriental realm species (54.54%)and 7 Eurytopic species (4.24%).

Among breeding birds , the rate of the Palaearctic species and Oriental species is 1:3.87 , which showes more

characseristics of Oriental realm [ Ch , 1 fig.4 tab.19 ref.]

Key words:zoology;avifauna;Mount Longwang Nature Reserve;Zhejiang Provi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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