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鸟类群落研究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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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鸟类群落的研究一直是鸟类生态学研究的重要领域，研究内容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群落的

组成结构、集团结构、生态位与种间关系、动态与演替、群落与栖息地关系以及城市化对鸟类群落影响。

群落的组成与结构、动态与演替以及群落与栖息地关系的研究是过去 !" 年间的研究热点，但有关城市

化对鸟类群落影响的研究还比较少。本文在总结国内外鸟类群落生态学研究的基础上，重点讨论了目

前的研究热点和今后的发展趋势，以期促进我国鸟类群落生态学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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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落生态学是生态学研究中的重要组成部

分，是研究生态系统的基础。由于鸟类区系、进

化、分布、系统分类、种群和行为等方面研究的

深入程度在动物学研究中居于前列，以及鸟类

活动相对比较容易被观察，所以鸟类一直是群

落生态学工作者的重要研究对象。鸟类群落生

态学研究成果对整个群落生态学的概念与理论

的形成和发展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在自然

生态系统中，鸟类处于能量金字塔的中上层。

因此，鸟类常能迅速感受到环境条件的恶化，所

以鸟类对生态平衡及自然环境质量起着指示剂

的作用［!，-］，也将鸟类视作预测环境变化的平衡

种［$］。以上这些因素都推动了鸟类群落研究的

深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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鸟类群落是指某一特定区域或栖息地内，



由资源因素（如食物、巢址）所决定的，通过各种

相互作用而共存的鸟类集合体。国际上早在

!" 世纪 #" 年代开始对鸟类群落进行研究。研

究内容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群落组成

和结构，主要是对群落的多样性、丰富度、均匀

性和相似性的分析，以及对群落组成影响因素

的研究，还包括群落现存生物量的研究；（!）群

落的集团结构、生态位及种间关系；（%）群落与

栖息地关系的研究［# & ’］；（(）群落动态与演替；

（#）城市化对鸟类群落的影响［)，$"］。鸟类群落

的研究内容广泛，涉及不同的生境类型，包括城

市鸟 类 群 落［$$］、荒 漠 鸟 类 群 落、湿 地 鸟 类 群

落［$!］、森 林 鸟 类 群 落［$%］及 草 原 鸟 类 群 落［$(］。

随着近年来景观生态学的发展，从不同的景观

水平对鸟类群落进行了研究［$#］。

! 研究现状

分析 $)’# & !""* 年国内《动物学报》、《生

态学报》、《动物学研究》和《动物学杂志》等专业

期刊及各主要大学学报，以及各种学术会议论

文集中发表的鸟类群落的代表性论文 !!" 篇，

并比 较 $)’# & !""* 年 在 +,-、./01/2、3456/0
7,558940、:4-/6、74/5/;4<=5 ./0682>=94/0、?</5/;@、
./0682>=94/0 74/5/;@、74/14>82649@ =01 ./0682>=94/0、

A/2869 ?</5/;@ =01 B=0=;8C809 等刊物上发表的

论文 %*’ 篇（表 $）。在国内刊物上，群落组成结

构方面的基础研究论文占 (’D#E；集团结构和

生态位与种间关系、动态与演替以及群落与栖

息地的关系各占 $%D’E、$"D(E、$)D!E；城市

化对鸟类群落影响的论文比较少，仅占 *D!E。

在国外刊物上发表的论文，组成结构的基础研

究论文占 !FD*E，仅约为国内同类论文的一

半，而动态与演替和群落与栖息地关系的论文

与 国 内 相 比 比 例 较 高，分 别 占 !"DFE 和

!*D%E。集团结构和生态位与种间关系的研究

占 $(D%E，国内外比例相当。但关于城市化对

鸟类群落影响的研究论文比例也比较少，仅占

#D(E。

综合看来，群落的组成结构、动态与演替

以及群落与栖息地关系的研究是过去 !" 年间

的研究热点。有关城市化对鸟类群落影响的研

究还比较少。国内的论文基础性研究较多，与

国外相比，论文的总体水平不高。为了使人们

对鸟类群落的现状与特点有更全面的了解，现

对鸟类群落研究的主要内容进行进一步分析。

表 ! !"#$ % &’’( 年间鸟类群落主要研究内容

论文所占比例统计分析

)*+,- ! ./00*12 34 5/+,67*86349 1-,*8-: 83 *;6*4
7300/4682 98/:6-9 <130 !"#$ 83 &’’(

研究内容

G868=2<H =6I8<9

国内 J/C8694< 国外 :>8268=6
论文数

K,CL82 /M
I=I826

比例

G=98
（E）

论文数

K,CL82 /M
I=I826

比例

G=98
（E）

组成结构

./CI/6494/0 =01 692,<9,28
$!* (’D# $!F !FD*

集团、生态位与

种间关系

N,451，04<H8 =01 40982O
6I8<4M4< 285=94/06H4I

%* $%D’ ** $(D%

动态与演替

J@0=C4< =01 6,<<8664/0
!F $"D( )# !"DF

群落与栖息地关系

P=L49=9 285=94/06H4I
#" $)D! $!$ !*D%

城市化

Q2L=04R=94/0
$* *D! !# #D(

其他

:9H826
# $D) !* #DF

总计

S/9=5
!*" $"" (*" $""

!=! 群落的组成结构及现存生物量 群落的

物种组成、种的优势度、群落多样性等简称群落

结构［$*］。群落结构的研究分为静态研究和动

态研究两个方面。静态研究主要是指群落的空

间格局，即垂直结构与水平结构，而动态研究主

要是群落的时间格局，即季节变化与年变化以

及群落的演替。这里主要介绍静态研究。

群落空间格局研究的主要内容包括：群落

的物种组成、丰富度、均匀性和多样性以及群落

的相似性。群落空间格局是鸟类群落研究的早

期工作，也是进一步研究的基础。对群落结构

变化的分析是了解群落动态与演替的基础，还

可以了解环境的变化对自然界生物群落的影

响。由于在繁殖期鸟类群落的结构比较稳定，

因此鸟类群落的调查多在繁殖期开展［$!，$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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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群落组成结构 群落物种组成的研究

是进行群落研究的第一步。物种多样性的研究

也是群落生态学研究的核心之一。在鸟类群落

的物种丰富度和多样性的研究中发现：物种的

丰富度和多样性与栖息地的结构及环境多样性

有一定的关系。鸟类多样性与环境多样性成正

比关系。多样性高的环境可以为鸟类提供多样

化的食物类型和栖息条件，所以鸟类的多样性

也较高。对群落相似性的研究多是对不同类型

的生境，或是对同一类型生境不同高度或不同

水平分布区域之间的相似性进行研究，在研究

中一般通过计算群落的重叠度得出群落相似性

的高低。特征相似的生境类型，群落的相似性

较高。对演替过程中的鸟类群落，相衔接的演

替阶段的群落相似性程度较高。

在对鸟类的密度和多度（物种的个体数目）

的研究中发现：!在边缘生境，鸟类的密度和多

度较高［!"］。边缘生境的环境多样性高，多样化

的生境能支持更多的鸟类物种生存。"对一些

喜好特定生境的鸟类，在它们的喜好生境内有

较高的密度。#$%&’$() 等［*］的研究发现对喜欢

开阔生境的鸟类，在砍伐区（较多灌丛、少树木

和障碍）有较高的密度，而对森林生境的鸟类，

在有较多树木残留（特别是落叶树）的地方较

多。随着城市化程度的提高，有些鸟类的密度

和多度也随着上升［+］。#%,$%)- 等［!+］认为城市

化带来的密度增加是由于捕食压力的减少，但

这仅局限在巢捕食的研究，另一种解释是城市

有丰富的资源。

此外，许多研究也就群落空间格局的研究

中存在的问题进行了分析。主要包括以下两个

方面：!研究的全面性［./］。当前群落多样性研

究中多数研究者只注意到一个群落的某些部分

或单个营养层次的物种，忽略分布在不同营养

层次物种之间的相互作用，而且把物种作为一

个基本的生态元来测定群落多样性是不够的，

因为物种的生活方式及其在生活史中的不同阶

段，经常具有各自的生态位，并在群落中起不同

的作用。"尺度效应［.!，..］。研究发现在不同的

尺度对鸟类群落的物种丰富度进行研究结果是

有差异的，在样区（01,-）、斑块（0)-$%）和景观

（1)234$)0’）5 个等级中，样区（01,-）最能反应群

落的结构特征。在群落多样性的研究中同样发

现空间尺度是非常重要的，大尺度的研究多样

性增加，而在小尺度的研究多样性减少。

!"!"# 群落组织———群落结构影响因素 群

落中的物种如何共存是群落生态学的核心问题

之一［.5］。影响群落结构的因素有竞争、捕食、

干扰、空间异质性以及气候因素、生物入侵等，

也有物种的形态学特征对群落组织结构形成的

影响的研究［.6］。关于空间异质性对群落结构

的影响，将在鸟类群落与栖息地关系部分详细

讲述，这里主要介绍竞争、捕食、干扰等因素对

群落结构的影响，以及当前对群落组织结构形

成的理论研究。

在群落生态学的研究中，竞争、捕食和干扰

是 5 个影响群落结构的主要因素。!竞争，在

鸟类群落中，对有限资源的竞争被认为是影响

鸟类群落组成的第一因素［.7］。对资源的竞争

主要是指对食物和巢址以及栖息地资源的竞

争。但是在食物、巢址等资源比较丰富的条件

下，竞争就不再是最主要的因素了，而捕食或干

扰就有可能成为最主要的因素。"捕食，主要

是兽类和猛禽对鸟类的捕食的研究［.*，.8］。尤其

是在鸟类的繁殖期，对成鸟和卵的捕食作用使

得鸟类的繁殖成功率下降。猛禽有时会捕食在

其巢附近筑巢繁殖的小型鸟类，但这种捕食作

用对被捕食鸟类繁殖成功率的影响并不都是负

面的，它在保护其领域的同时也保护了领域内

没有被其捕食的鸟类，从而提高了这些鸟类的

繁殖成功率。此外，捕食者的活动还可以对在

其周围繁殖的鸟类群落的物种丰富度、密度以

及空间分布都产生影响。#干扰，干扰因素主

要是由于人类活动造成的。当前对森林的采

伐，比如，火烧、皆伐、间伐等，以及其他不同的

土地管理方法对其中的鸟类群落都有很大影

响。干扰强度是影响鸟类群落结构的主要因子

之一［."，.+］。$影响群落结构的其他因素。食物

资源、气候、生物入侵和鸟类的形态学特征等因

素也可以影响鸟类群落的结构。关于食物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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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鸟类群落结构的影响在鸟类的集团结构部分

作详细介绍。气候变化和生物入侵对鸟类群落

的影响都是间接的，异常的降雨和降雪等可以

影响鸟类的食物资源丰富度，进而影响鸟类群

落的结构。生物入侵对鸟类群落影响的研究都

是对植物进行的，植物的入侵改变了原来的生

境，从而影响了鸟类群落的结构［!"］。在鸟类的

形态学特征方面，#$%&’()*)% 等［+,］研究发现形态

相似的物种常倾向于利用相似的栖息地，认为

鸟类的形态学特征也是影响群落组成的因子之

一。

在鸟类群落组织结构形成的研究方面贡献

最大的是 -./*0 1.23 和 4$5)%’ 6.27%’89%，尤其

是 4$5)%’ 6.27%’89%。1.23 对鸟类群落的观点在

+" 世纪 ," 年代的早期开始形成，他强调种间

竞争在形成群落结构中的重要性，认为种间竞

争通过影响共存种的生态进化过程和形态差别

而起作用。6.27%’89% 同 1.23 一样都强调种间

的相互作用和相互依赖在形成群落结构模式中

的重要性，但他的一个坚定的观点是：群落的形

成并不是简单的独立种的集合，它们的共同出

现是因为具有生态相似性。这一观点在目前的

鸟类群落生态研究中仍占主导地位。在研究手

段上，6.27%’89% 超出了 1.23 的描述性和定性研

究，大量地引入数学方法进行定量研究。

鸟类群落的物种组成并不是随机的，有许

多因素都影响群落的结构组织。关于群落中物

种共存的机制，目前有许多理论和假说，如更新

生态位理论（%):);)%.’*$; ;*28) ’8)$%<）、竞争共存

理论（2$(=)’*’*/) 2$)>*&’);2) ’8)$%<）、资源比率?
异 质 性 假 说 （ %)&$9%2) %.’*$?8)’)%$:);)*’<
8<=$’8)&*&），以 及 基 于 生 态 漂 变 的 中 性 理 论

（;)9’%.@ ’8)$%<）等。这些假说从不同的方面解

释了物种共存的机制，竞争与共存的关系是这

些理论的焦点。更新生态位理论、资源比率?异
质性假说和竞争共存理论从生态位分化及竞争

的角度，即从生态尺度上解释了群落中物种共

存的机制。然而，传统的生态位理论在解释热

带雨林的物种多样性时遇到了困难：热带雨林

的物种多样性太高，无法用传统的生态位分化

观点来解释。与此同时，A955)@@［!B］提出了基于

生态漂变的中性理论，该理论假定在同一营养

级物种构成的群落中不同物种的不同个体在生

态学上可看成是完全等同的，物种的多度随机

游走，共存的物种数量取决于物种分化（或迁

入）和随机绝灭之间的平衡。该理论第一次从

基本生态学过程（出生、死亡、迁移、物种分化）

出发，给出了群落物种多度分布的机理性解释，

同时其预测的物种多度分布格局在实际群落中

也得到了广泛的印证。但是这一理论并没有完

全成熟，尚有许多争论。它的确包含了其他理

论所忽略的成分，强调了随机性的重要作用，把

发生在局域尺度上的生态学过程和发生在区域

大尺度上的进化及生物地理学过程（比如物种

分化和谱系地理学）联系起来了。在今后的研

究中，生态位理论和群落中性理论的争论还将

继续。

在群落组织结构理论研究的发展过程中，

鸟类群落的研究是其中的一大热点。比 如，

4$5)%’［!+］对迁徙鸟类与留鸟两种类群组成的群

落进行了研究，发现不仅仅是物种之间的竞争

影响鸟类群落的物种组成，它们之间的异种吸

引作用也是影响鸟类群落物种组成的重要因素

之一。C);;)’8［!!］对鸟类群落组织结构的几种

模型 进 行 了 检 验，包 括 种 群 结 构 模 型（ &*D)
&’%92’9%)）、同 资 源 种 团 比 例 模 型（ :9*@0
=%$=$%’*$;.@*’<）、钻 石 模 型（0*.($;0’& .&&)(5@<
%9@)&）和嵌套模型（;)&’)0;)&&）。在中性理论的

论证中，人们也采用鸟类群落调查的数据对中

性理论进行了验证。62E*@@［!,］用来自北美的鸟

类调查（FFG）以及 FHI 的数据对中性理论进行

验证。结果表明，对数正态分布比 A955)@@ 的中

性理论预测的分布更吻合实际数据。4$5)%’［!J］

也采用欧洲繁殖鸟类群落的调查数据对中性理

论进行了检验。

我国的鸟类生态学家也对鸟类群落的群落

组织理论进行了相关研究。邓秋香等［!K］对落

叶阔叶林中初级洞巢鸟在鸟类群落组织结构形

成中的作用进行了研究，认为初级洞巢鸟是落

叶阔叶林中鸟类群落组织结构形成中的“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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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群”。陈水华等［!"］对杭州园林鸟类群落的研

究，以及邓文洪等［!#］对温带次生林的岛屿化对

鸟类物种多样性及密度的影响的研究，都对岛

屿物种地理学的相关理论进行了验证。

!"!"# 群落现存生物量 群落的现存生物量

是鸟类群落的特征参数之一，当前对群落生物

量的研究多是对影响群落生物量因素的探讨。

群落生物量一般依 $%&’(［!)］的公式进行计

算。食物资源是否丰富和植被结构的多样性是

群落现存生物量高低的决定因素。群落中大型

物种的密度对鸟类群落的现存生物量起决定作

用，群落密度的高低也是决定群落现存生物量

的因素之一。群落中的物种数和数量、密度分

布的大小、个体体重的大小，对群落的生物量都

有影响，但起决定作用的是生境资源的丰富度

以及鸟类群落对生境的适应性。

!"$ 群落的集团结构、生态位和种间关系 集

团（*+%,-）可认为是群落下的一个子集合，在这

个子集合中所有的个体以相似的方式利用相似

的资源［./］。换句话说集团就是以相似方式利

用相同等级环境资源的种类的一个类群。集团

是群落的功能单位，群落的集团结构反映了整

个群落的营养结构和功能，同时也反映了群落

内的种间相互作用。集团内部鸟类对栖息基

层、繁殖地条件或食物条件要求不同，造成集团

内部进一步的生态分隔，集团内部更为细致的

生态分隔以及竞争激烈种对之间的生态位重

叠，对形成相对稳定的鸟类群落有重要意义。

集团划分的主要依据是资源位的利用情

况。鸟类利用资源的宽度和重叠，在群落结构

的分析中是非常重要的，前者表示了物种生态

特化的程度，后者表示的是种间潜在的相互作

用水平。集团结构的划分可以分为预划分法和

后划分法［0］。预划分主要是根据观察鸟类的取

食方式和食性来划分，往往含有一定的主观性；

后划分是采用统计过程来确定集团的成员，常

用聚 类 分 析（ 1,+(2&3 4’4,5(%(）、主 分 量 分 析

（678）、经典的相关分析（14’9’%14, 1933&,42%9’）和

判别函数分析（:68）等。例如，周放［.0］依据取

食方法、取食基层和取食高度，使用聚类分析和

主分量分析将群落划分为 # 个不同的取食集

团。另外，栖位高度、食性、取食频率、筑巢类型

等都可以作为划分鸟类集团的依据。

对亲缘关系较近鸟类的研究是集团结构研

究的主要内容。亲缘关系较近的鸟类栖息空

间、取食行为最相近，种间竞争也最激烈，这些

鸟类通过两种方式实现共存：通过加剧生态位

重叠而得以共存，或通过各自扩展生态位宽度

来减少重叠，从而达到减少竞争压力以利于共

存的目的［.;］。有些集团中的鸟类生态位重叠

较大，但是由于它们的栖息环境可以为其提供

充足的资源，因此，它们之间不需要产生生态位

的分离就可以共存。集团中鸟类的生理指标

（体重、体形等）也是决定竞争强度的重要因素。

高玮等［.!］对大斑啄木鸟（!"#$%&’&(&) *+,&%）、小

斑啄木鸟（! < *-#&%）和绿啄木鸟（.-’/) ’+#/)）!
种亲缘关系较近的鸟类进行研究，认为在亲缘

关系相近的情况下，体重是决定其竞争强度的

关键因素。

群落组织结构形成是目前的一个研究热

点，而由于不同鸟类群落集团间的生态分隔，使

得从属于不同集团的鸟类的种间生态差异较

大，所以研究种间相互作用应着重考虑集团内

部，考察它们在一个集团内是如何对资源空间

进行更为细致的分割，如何竞争和共存的。进

一步加强对鸟类群落集团结构的研究，可以帮

助我们在群落组织结构形成的理论探索道路上

走得更远。

!"# 群落与栖息地关系 群落与栖息地关系

的研究是过去 ;/ 年间鸟类群落研究的重点内

容。以前的鸟类群落与栖息地关系的研究多是

针对自然栖息地的研究，而随着社会发展和城

市化进程的加剧，也逐步开展了对城市栖息地

的研究。

!"#"! 群落与栖息地结构和植被结构的关系

研究发现，!鸟类群落结构与栖息地结构、植

被多样性及植被的水平与垂直层次的复杂性密

切相关。在森林群落，植被垂直结构的复杂性

对鸟类群落的结构有很大影响，植被的垂直结

构一般用簇叶高度多样性来衡量。许多研究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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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簇叶高度多样性与鸟类的多样性密切相关，

植被的垂直结构越复杂，鸟类多样性就越高。

而对灌丛和草原的鸟类群落产生影响的则更多

是斑块面积和镶嵌性。!在荒漠地区，栖息环

境空间的多少是限制鸟类种类和数量的主要因

子之一。"人类活动引起的植物空间异质性的

增加，对鸟类物种多样性的增加具有显著影响。

总之，鸟类多样性与栖息环境的多样性及

环境资源的丰富程度密切相关，它们之间是相

互作用协同发展的。

!"#"$ 鸟类群落与边缘效应 自边缘效应的

概念提出以来，国内外学者对边缘生境鸟类群

落进行了大量的研究。!"#$% 等［&&］认为边缘效

应这一概念尤其适合于鸟类群落。在研究中，

多数研究验证了边缘效应的存在［’(，&)，&(，&*］，即

在边缘生境鸟类的物种数和密度呈增加趋势。

研究发现在森林生境的边缘，由林缘至林内 )+
, 宽的地带为鸟类高密度带。但也有少数研究

没有发现边缘效应的存在［&-，&.］。/"0$1 等［&.］对

石楠丛和树林边缘生境的研究中，发现边缘生

境的鸟类群落是石楠丛和树林生境的中间类

型，但是没有发现在边缘生境密度和物种丰富

度增加的现象。

!"#"# 生境破碎化对鸟类群落的影响 生境

破碎化的问题是近年来生态学研究中的热门话

题，是导致近年来野生动物加速绝灭的主要原

因之一。破碎化生境的斑块大小、隔离度、斑块

年龄、栖息地结构、质量和植被类型对鸟类群落

都有很大的影响。

研究发现：#鸟类物种数随着斑块面积的

增大而增多。不同鸟类对斑块面积的反应并不

相同，耐边缘种偏爱面积较小的斑块，而非边缘

种偏爱在大面积的斑块中繁殖［2-］。同时，相邻

斑块的距离也是鸟类群落的重要影响因子。!
斑块栖息地质量也是影响鸟类群落结构的重要

因素，质量好的斑块包容的鸟类物种较多［’3］。

"在破碎化的生境中或是在经历严重干扰的生

境中，斑块的年龄对鸟类群落的结构有重要影

响［)+］。$植被类型是鸟类群落的决定性因子，

在决定鸟类群落的组成方面斑块层次的属性比

景观层次的属性看起来更为重要［)’］。

!"#"% 森林采伐对鸟类群落的影响 森林采

伐时不同的采伐方法会对鸟类群落产生不同的

影响，喜好不同生境的鸟类对不同的采伐方法

产生不同的反应。演替早期的鸟类喜好刚砍伐

后的生境，演替晚期的鸟类喜好有较高盖度和

植被结构复杂的森林［)2］。关于森林采伐对鸟

类群落的影响，大体上有以下几种类型：#择伐

维持了大部分的森林生境物种，提高了鸟类的

多样性［)3］。但研究还发现，不同的地理纬度择

伐对鸟类群落的影响不同，在低纬度的热带和

亚热带森林，择伐对鸟类的影响很明显，而在温

带则不明显［)&］。!虽然人们在直觉上认为皆

伐不利于生境保护，但实际上，皆伐为演替早期

的鸟类提供了栖息地，而且皆伐是有效的树种

更替和为部分野生动物提供栖息地的方法，择

伐虽然保留了大部分的森林鸟类和为演替早期

的鸟类提供了有限的栖息地，但是择伐会造成

大尺度上鸟类多样性的逐渐减少［))］。"在研

究中注意时间（采伐森林的斑块年龄）和空间

（采伐斑块大小）的尺度性，不同尺度的研究会

产生不同的结论。

森林采伐对鸟类群落影响的研究已比较深

入，但是在实际的应用中，应因地制宜，采用适

宜的采伐办法，才能更好的维持鸟类的物种丰

富性和多样性。

!"% 群落的动态与演替

!"%"! 群落的动态 对群落动态的研究，是指

对群落的时间动态及导致群落动态变化的因素

的研 究。 对 季 节 变 化 和 年 变 化 的 研 究 较

多［)-，).］。在许多研究中鸟类群落都表现出了明

显的季节差异。在同年的不同季节变化显著，

但在不同年份的同一季节几乎没有差异。研究

发现群落的季节差异多是由于鸟类的季节迁徙

造成的。在我国，鸟类一般是夏季的密度较高，

而冬季的密度较低。在研究中还要注意时间尺

度。选 取 不 同 的 时 间 尺 度，结 果 是 不 同 的。

451$67"89" 等［)(］在研究海洋变暖对鸟类群落的

影响时发现，在 ’ : ( 年间的动态和在 ( : ’2 年

间的动态是不一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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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引起鸟类群落动态变化的因素归结起

来主要有以下几点：!环境结构的改变。景观

结构可以在局部尺度上影响群落中鸟的总数及

群落组成的临时性变化。由于近些年来人类开

发自然活动的加剧，生境破碎化的问题不断加

剧，这样随着生境破碎化的加剧，物种的局域绝

灭和替代也增多。这造成了鸟类群落物种组成

的较大时间变异性。"食物资源因素。随着鸟

类喜食食物资源丰富度的变化，相应的鸟类丰

富度也发生改变，而且在不同年度间随食物资

源丰富度的不同，鸟类的数量也表现出不同的

年度间动态。!"#$%$" 等［&’］研究发现群落中的

食果鸟类和食蜜鸟类随着植物果实和花的数量

而变化。#气候及种间相互作用等。($)**"#"
等［+,］研究结果表明，冬季的温度对洞巢的山雀

类留鸟数量的影响是呈正相关的，随着温度的

变化，山雀类留鸟的数量也发生变化。

全球气候变化是当前全球生态学研究的重

要问题之一，而且全球气候变化对鸟类群落产

生的影响也十分显著。因此，大尺度上全球气

候变化对鸟类群落动态影响的研究，应该是以

后的研究热点之一。

!"#"$ 群落的演替 对鸟类群落演替的研究，

一般是研究演替不同阶段的鸟类群落的组成和

多样性、鸟类群落的演替规律以及影响鸟类群

落演替的关键因子。概括起来主要有以下几

点：!一般鸟类群落的演替随植被的演替而发

生，而且随着演替的进行鸟类的多样性增加，在

演替的中期鸟类多样性最高，然后在到达演替

顶极后又略有降低［-.］，但有些群落也出现到演

替顶极鸟类的多样性最高的现象［&,］。"植被

群落的发展是鸟类群落发展的关键因子。随着

演替的进行，由于植被的空间分层发生变化，鸟

类群落的空间结构也发生变化，鸟类的种类也

随着发生变化。刘喜悦等［-.］研究发现在森林

群落的演替中，随着森林植被不断向顶极群落

的演替，鸟类的种类也随之由草地灌丛鸟类、林

缘疏林鸟类向森林鸟类演替。

鸟类群落的演替与植被群落的演替是紧密

相关的，鸟类群落演替的研究可以为退化生态

系统恢复的研究提供相关的理论依据。

!"% 城市化对鸟类群落的影响 城市化对鸟

类群落影响的研究是城市鸟类生态学研究的重

要内容。城市栖息地有其不同于自然栖息地的

特点：异质性程度高、人类的干扰频繁等，这就

决定了城市鸟类群落生态学研究具有其特定的

内容。由于城市化是一个逐渐变化的过程，所

以对城市化的研究主要是在一个连续的梯度上

选取特定的点来进行。例如，对同一地点的不

同城市化阶段的鸟类群落进行研究，或是在同

一时间对城市化程度不同的几个地点进行研

究，以确定如何在城市化的进程中保护当地的

鸟类多样性［-,］。集团结构的分析方法也被应

用到城市鸟类群落的研究中［+-］。

城市化对鸟类群落的影响主要有以下的 /
个方面：!改变鸟类群落的组成。城市化的栖

息地提供了有别于自然栖息地的生存环境，食

物资源和巢址资源等都发生了改变，所以鸟类

群落的物种组成也随之发生改变。"对鸟类群

落的物种丰富度和多样性产生影响。一般随着

城市化的加剧，鸟类群落的物种丰富度和多样

性下降，但也有研究证明，适度的城市化可以使

物种丰富度和多样性增加，!$##0 等［-,］在对城市

化对鸟类群落影响的研究中提出了特定资源需

求假说，认为鸟类需要特定的资源，研究发现鸟

类的丰富度与当地的植被数量呈正相关，所以

在城市化的进程中要适当保留一些当地的植

被。#改变鸟类群落的密度和多度［’］，鸟类的

密度和多度随城市化的提高而上升。

由于城市环境的异质性程度较高，因此强

调景观水平异质性的景观生态学的方法在当今

城市鸟类群落生态学的研究中得到了广泛的应

用，成为当今城市鸟类群落生态学的研究热点。

主要是对异质效应、连通效应和干扰效应等几

种景观效应的研究。随着全球城市化步伐的加

剧，对城市鸟类群落的研究也必须随着深入，以

便为全球城市规划和设计提供重要依据。

$ 研究展望

经过半个多世纪的发展，鸟类群落生态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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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研究在各个方面已经取得了显著的成果，研

究的内容也比较完善。但我国鸟类群落研究与

国际相比还比较落后。在以后的研究中还需要

注意以下几个方面。

!"# 大尺度的研究 景观生态学中提出了尺

度的概念，尺度同样可以应用在鸟类群落的研

究中。以前多是小尺度的研究，进行大尺度的

研究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了解全球的鸟类群落

动态。比如对于群落形成的影响因素的研究，

以前的群落生态学研究通常限定在一个较小的

空间范围内，主要探讨群落内部局域生态过程

（如竞争、捕食、干扰等）对局域多样性的影响。

而对不同群落之间的区域生物地理过程（如长

距离扩散、物种分化、物种大范围内的绝灭等）

的作用基本没有进行研究［!"］。全球气候变化

的问题已经引起人们的广泛关注，已成为当今

生态学的热点之一。因此，进行全球气候变化

对鸟类群落影响的研究势在必行。

!"! 深入城市化对鸟类群落的影响 随着经

济的发展，城市化成为摆在每一个人面前的问

题，加强不同地区、不同类型的城市化对鸟类群

落影响的研究，为在城市化的进程中保护好生

态环境提出好的建议。由于城市园林的岛屿化

结构，对城市园林鸟类群落研究的同时可以为

岛屿化结构对鸟类群落影响的研究提供资料。

!"$ 退化生态系统的恢复 这是当前生态学

研究的一大热点，应该加强对退化生态系统恢

复期的鸟类群落的研究。

!"% 加强理论性研究和研究方法的改进 在

群落多样性的研究中，对多样性指数给予了足

够的重视，但对物种多度格局的研究却并不多

见。我国关于群落物种共存机制的研究在鸟类

群落方面还需要深入。在这方面国内的研究只

涉入其中很小的一部分，尤其是当前被热烈讨

论的群落中性理论的研究，在我国鸟类群落研

究中尚未涉及。同时，新提出的研究方法对促

进未 来 的 鸟 类 群 落 研 究 非 常 重 要。 比 如，

#$%&’［!(］用稳定同位素对不同海拔的鸟类群落

分布进行了研究，而我国的研究方法还比较落

后。

!"& 长期系统的研究 只有进行长期系统的

研究，才能得出有影响的研究成果，才能深层次

地发现和解决问题，从而提高研究论文的层次。

这也就是要求我们在时间尺度上进行大尺度的

研究。我国鸟类群落的研究，在国内外的权威

刊物发表的论文很少，要进一步促进我国鸟类

群落的研究必须提高研究论文的层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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欢迎订阅 !&&* 年《动物学杂志》

《动物学杂志》是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中国动物学会主办的科技期刊，亦是中国自然科学核心期刊。主要

报道动物学领域的最新研究成果，介绍有创见的新思想、新学说、新技术、新方法。报道范围既有宏观生态研究，又

有微观实验技术。报道层次既有科学前沿性、资料性的，也有技术性、知识性的。稿件内容涉及范围广，实用性强，

主要栏目有：研究报告、珍稀濒危动物、技术与方法、研究简报和快讯、科技动态等等。读者对象为动物科学领域的

研究、教学、技术、管理人员及广大业余爱好者。

近年，《动物学杂志》各项统计指标有了很大的提高，是国内各大数据库及国外著名数据库英国《动物学记录》、

美国《化学文摘》、俄罗斯《文摘杂志》收录的源期刊。

《动物学杂志》双月刊，%B 开，%%" 页，"##& 年每册定价 A# 元，全年 %&# 元，国内外公开发行。国内邮发代号：" ^
’""；国外发行代号（P24+ V2!）：WN$&。全国各地邮局均可订阅。如未能在当地邮局订到，可与编辑部直接联系。

本刊对在校学生及个人订户 C 折优惠（直接与编辑部联系订阅）。

地址：北京市朝阳区大屯路 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内《动物学杂志》编辑部

邮编：%##%#%；电话：（#%#）B’&#C%B"；

3=@19F：O2:?,1F_ 92U! 16! 6,。网址：>9?4! 6L9,1O2:?,1F ! ,+7 ! 6,；4K]UU! 92U! 16! 6,。

欢迎投稿、欢迎订阅、欢迎刊登广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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