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崇明东滩冬季水鸟生态位分析

周 慧 仲阳康 赵 平 葛振鸣 王天厚!

（华东师范大学生命科学学院 上海 !"""(!）

摘要：依据 !"") 年冬季对崇明东滩自然保护区越冬水鸟的种类、数量、生境类型分布的最新调查数据，

以及上海农林局 %" 年来积累的越冬水鸟食性与形态的数据，采取聚类分析方法对崇明东滩冬季鸟类的

群落生态进行研究，从鸟类的取食空间生态位、食性生态位以及形态生态位三个维度确认其生态资源分

配状况，并由此确认了占据优势种群地位的鸟类在不同生态位维度上的分离是群落结构处于稳定状态

的主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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崇明东滩位于长江入海口，地处上海市崇明岛东

端，是长江口地区最大的仍然保持自然本底状态的河

口滩涂湿地，也是迁徙于南北半球之间国际性候鸟停

歇和补充营养的中转站、越冬地。%&&+ 年 %% 月，崇明东

滩建立了东滩鸟类自然保护区；!""" 年，东滩鸟类自然

保护区成功申请为国际重要湿地［%］；!""! 年 % 月，崇明

东滩由湿地公约正式指定为“国际重要湿地”。对于湿

地生态系统中水鸟的区系组成以及生态分布，国内学

者和相关单位已开展了一定量的研究［!，)］。不少学者

在崇明东滩开展了鸟类生态学研究，主要集中在某一

濒危物种的种群分析［$］以及对崇明东滩水鸟群落环境

因子的分析上［#］。此次研究以崇明东滩鸟类自然保护

区为基地，用聚类分析的方法从 ) 个生态位维度对冬季

鸟类生态资源的分配利用进行阐述，旨在保护当地的

生物多样性，维护鸟类生态资源分配合理的延续。

崇明东滩是重要的水鸟越冬区，每年有数万只水

鸟于 %" 月 ’ 次年 ! 月在崇明东滩越冬，群落结构相对

稳定。一般生态位的研究多集中在稳定的群落，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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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在本次研究中，选择 "# 种水鸟进行分析，主要是

考虑到这些物种是崇明东滩湿地鸟类自然保护区内处

于优势地位的物种［$］，是对食物和空间资源的主要利

用者和竞争者。在越冬区，鸟类一般是混群栖息的，这

对鸟类抵抗恶劣的气候带来很大的益处。在此期间，

鸟类的密度增大，取食空间的重要性也随之增加，种间

竞争也因此加剧。这些鸟类如何合理分配生态资源，

以获得最大的食物来源和休息时间，这对完成来年的

正常迁徙，以便维持种群繁衍是至关重要的。因此通

过对优势种鸟类的取食生态位分析，阐述这些群落中

各种群的内在关系以及它们对本地生态资源的利用状

况尤显重要。本文从鸟类的取食空间生态位、食性生

态位以及形态生态位三个维度，对冬季占据优势地位

的鸟类种群的生态资源分配进行考察，并说明其群落

相对稳定的主要原因。

! 研究地点与方法

!"! 研究地点 崇明东滩保护区（#"%&’( ) #"%&*(+，

"&"%’,( ) "&&%,’(-）位于上海东端，是由长江携带的泥沙

沉积而形成的滩涂。崇明东滩属北亚热带南缘，是东

亚季风盛行地区，年平均温度 "’.#/，冬季因三面受水

面热效应的影响，气温要比崇明岛的西部高出 "/，水

域不冻结，非常有利于水禽越冬；年降雨量" ",, 01，降

水主要集中在夏季；无霜期达 &&2 3，年平均日照时数达

& "&2.’ 4。因此，崇明东滩滩涂气候温和、湿润，阳光充

足，雨量充沛，有利于动植物的生长和有机物质的积

累。

由于地处长江入海口，受潮水周期性涨落的强烈

影响，崇明东滩属于非正规半日潮型。&,,& 年平均潮

差 &.!! 1，多年平均潮差 &.5# ) #.,* 1，每日潮滩有昼

夜两次变化。土壤母质为河口沉积物，基底多为壤土，

熟化程度较高，一般含盐量 ,.&6 ) ,.!6。崇明东滩是

一个迅速淤涨性滩涂，每年在东旺沙滩地向外淤沙 "&,
) "*, 1。"22* 年围垦滩涂的平均滩宽为# ",, 1，&,,&
年底已经成为平均滩宽# $,, 1的半成熟潮间滩。由海

向陆地方向生境分类如下：

!. 低潮盐沼光滩带，宽度为& ,,, 1左右。

". 海三棱’草外带，宽度为 "’, 1 左右，盖度为

&,6 ) ’,6。

#. 海三棱’草内带，宽度为 &,, ) &’, 1，盖度为

’,6左右。

$. 堤外芦苇群落，宽度为 &,, 1 左右。

%. 堤内鱼塘7芦苇区，盖度为 ’,6以上，以芦苇群

落为优势群落斑块状分布。

!#$ 研究方法 由于冬季的鸟类群落结构比迁徙季节

稳定，因而调查时间选择在 &,,# 年冬季。为避免冬季

调查的数据重复，在崇明东滩的鸟类数据统计中，采用

最大值保留法［*］，以确保统计的准确性。即从同种鸟

类数次调查的统计数值中保留最大值的那一次，以代

表该鸟类在崇明东滩越冬时曾出现的数量，剔除其余

低于该数量者。

鸟类数量和分布采用样线法，每种生境设 # 条样线

调查。在不同区域内考察队以 " ) # 8194 的速度行进，

每条样线长& ,,, 1，统计左右两边 ’, 1 内所看到的鸟

类，并记录鸟类所在的生境特点。为避免重复记录，由

前向后飞的鸟计数，而由后向前飞的鸟不予计数。如

果遇到鸟类数量集中的地方，或难以辨认的鸟群，考察

队必须尽可能地接近鸟群，采用特定地区样点法取得

完整统计数据。若是碰到无法辨认的鸟类，则统计数

量，并注明是哪一类。

取食空间的分布统计：重点调查!. 低潮盐沼光滩

带；". 海三棱’草外带；#. 海三棱’草内带；$. 堤外

芦苇群落；%. 堤内鱼塘7芦苇区，依据各种鸟类的取食

个体数以及出现频率确定处于优势地位的种群（数据

统计结果见表 "）。

食性生态位原始数据，自 "2** 年至今 ", 余年的数

据统计（所取样品为上海自然保护部门收缴的非法猎

杀鸟，每种鸟类标本数量均在 &, 只左右，数据统计结果

见表 &）。

食性分析：据食物在鸟胃内出现的频率为形态指

标的测定：喙长、跗 长能确切的反映出种的形态特

征，喙长与取食方式有关［2］，跗 长与偏好的取食地性

质有关［",］（所取样品均与食物分析样本一致，数据统计

结果见表 #）。

!"% 聚类分析 本文采用系统聚类方法，分析软件选

用 :;:: 软件，样本距离测量方法中选择欧氏距离法。

系统聚类是将类由多变少的一种方法，分类的步骤是：

计算各样方间的欧氏距离 <，得到样方间相似矩阵。将

距离最近的两个样方归为一新类，计算新类与其余类

的欧氏距离，再将距离最近的两类合并，这时各类的个

数仍大于 "，则继续重复上述步骤，直到所有的样地归

为一类，则停止。

$ 结 果

$#! 鸟类的数量与分布 &,,# 年 "& 月在崇明东滩鸟

类自然保护区共调查到鸟类 52 种，共&* $"’只，隶属于

$ 目 "" 科。参考常规的鸟类群落优势度划分方法［*］，

将种群数量超过水禽总数 ’6的与种群数量超过水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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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数 !"#的优势种一并筛选出，作为崇明东滩鸟类自

然保护区处于主要竞争地位的鸟类种群进行分析。结

果见表 !。

表 ! 崇明东滩冬季鸟类优势种群觅食

生境中的数量调查

种类 数量（只）
觅食生境出现率（#）

! " # $ %
白鹭 !"#$%%& "&#’$%%& ! $%& ! $ ’ " ($
绿翅鸭 ()&* +#$++& % !%" )* " " " ++
绿头鸭 ( , ,-&%.#/.)+/0* ! $!+ ’( ! " " !
斑嘴鸭 ( , ,0$+1-0#/.)+/& + *’" (+ % " " !$
赤颈鸭 ( , ,$)$-0,$ ! &*( )& % " " +&
骨顶鸡 23-1+& &%#& ! &)’ " " " " !""
凤头麦鸡 4&)$--3* 5&)$--3* ! $+* " %" +" " $"
环颈( 6/&#&7#13* &-$8&)7#1)3* % +(’ $) !! !$ $ !+
鹤鹬 9#1)"& $#.%/#0,3* ! )*( )& " " " +)
青脚鹬 9 , )$:3-&#1& ! $!* %’ %( " " &+
黑腹滨鹬 6&-17#1* &-,1)& % !"+ ’( ! ! " "
黑尾鸥 ;&#3* +#&**1#0#%#1* % $"" !"" " " " "
银鸥 ; , &#"$)%&%3* % (!* !"" " " " "

"#" 取食空间生态位聚类分析 根据 !+ 种鸟的生境

偏好与选择，进行聚类分析，可得到其取食空间生态位

的分布（图 !）。

由图 ! 可见，这些占据优势种群地位的鸟类在取食

空间生态位上可分为 & 个类群。

第 ! 类由黑尾鸥、银鸥、绿头鸭、黑腹滨鹬组成，集

中在低潮盐沼光滩带附近取食。它们各自在低潮盐沼

光滩带取食的概率一般达 ’(#左右。所以生态位宽度

较狭窄。

第 % 类由赤颈鸭、鹤鹬、绿翅鸭组成，集中在!和

%，即：低潮盐沼光滩带和堤内鱼塘-芦苇区附近取食。

它们各自在两区取食的概率不等。大多在低潮盐沼光

滩带取食的概率偏高。

第 + 类由斑嘴鸭、环颈(、白鹭、骨顶鸡组成，分别

出现在低潮盐沼光滩带、海三棱’草外带、海三棱’草

内带、堤外芦苇带、堤内鱼塘-芦苇区的概率不等。除骨

顶鸡为生态位甚窄的一种鸟类外，其他三者均可归为

生态位较宽的类群。

第 & 类由凤头麦鸡、青脚鹬组成，它们在海三棱’
草外带、堤内鱼塘-芦苇区出现的频率比上述其他鸟类

高出许多，成为取食空间生态位的独立者。

"#$ 食性生态位聚类分析 解剖胃体，可发现这些鸟

的胃中食物大体可分为 !! 类（小坚果、茎类、草屑、草

籽、螺类、贝类、甲壳类、昆虫、鱼类、贝壳沙砾、卵壳及

雏鸟的骨骼），食物出现的相对频率见表 %。

由图 %（食性生态位聚类结果）可见，这些占据优势

种群地位的鸟类在食性生态位上可分为 + 个类群。

第 ! 类由绿翅鸭、斑嘴鸭、绿头鸭组成，取食于植物

根茎叶、杂草种子，部分食螺、昆虫，这是一类活动性较

强的鸟类。

第 % 类由环颈(、鹤鹬、青脚鹬组成，是一类均匀地

取食于螺、贝、蟹等食物的种类，食性较广，同时它们胃

中草屑出现频率偏高，这与它们在海三棱’草带中出

现频率较高有关。

图 ! 取食空间生态位聚类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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