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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为了解鸟类多样性现状，制定科学有效的栖息地保护管理对策，于 !""+ 年 % ’ # 月利用样线法对

内蒙古桦木沟自然保护区鸟类物种多样性进行了调查，并分析了群落结构。结果显示，保护区内有 (#
目 $$ 科 (!# 种鸟类，其中有国家#级重点保护鸟类 ( 种，国家$级重点保护鸟类 ($ 种。居留型组成为

&" 种夏候鸟、!# 种留鸟、(" 种旅鸟。不同生境类型中的鸟类群落多样性指数以草原湿地最高，均匀性指

数以林地和疏林较高。提出保护区在制定鸟类多样性保护对策时应全面考虑各类栖息地的生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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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我国自然保护区数量的增加，大多数

珍稀野生动植物的栖息地得到了保护，种群数

量及分布范围均有增加［(，!］。鸟类作为自然生

态系统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丰富生物多样

性、维持生态系统功能的完整性起到了关键作

用［*，$］。内蒙古赤峰市位于内蒙古高原草原生

态系统向大兴安岭南部和燕山山地森林生态系

统过渡的特殊地理单元，现有的 (( 处国家级和

省级自然保护区，对于保护具有森林草原特征

的植被和野生动物资源发挥了重要作用［%］。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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鸟类物种和栖居环境的调查与监测是自然保护



区建设与管理的一项主要工作，而对赤峰地区

鸟类多样性的研究主要来自对我国东北大区域

范围的研究［! " #］，针对具体自然保护区的调查

尚显不足［$，%&］。本文对桦木沟保护区内的鸟类

开展了以夏季为主的多样性调查，通过了解鸟

类的群落构成和生态分布，为提高鸟类的保护

管理效果提供依据。

! 调查地点与方法

!"! 调查区域概况 内蒙古桦木沟自然保护

区位于赤峰市克什克腾旗南部，地理坐标为东

经 %%’(%)* " %%’())*，北纬 +,(,’* " +,(+-*，东南

与河北省围场县相邻，北与本旗大局子林场相

接，周边其余区域为桦木沟林场，总面积 +% #-#
./,，主要保护对象是珍稀濒危野生动植物及森

林草原和湿地生态系统。本区地处西辽河一级

支流西拉木伦河和滦河上游，为两河的主要源

头。本区属于燕山山地的最北端，山体多呈块

状起伏的中山、低山丘陵与山间谷地，平均海拔

在 % )&& / 以上，最高峰 , &!’ /。本区为湿寒

半干旱气候区，年均气温 & " %0，% 月 1 ,, "
1 ,)0（极端最低气温达 1 +,0），’ 月 %! " %’0，

无霜期 $& 2，年降水量 ,-& " -+& //。由于本区

位于燕山山地、内蒙古高原与浑善达克沙地的

结合部，复杂的地理环境造就了该区多样的生

态系统，有沙地、丘陵草原、山地等多种地貌类

型。植被类型有山地森林、沙地疏林、草原、湿

地等，其中山地森林以白桦（!"#$%& ’%&#(’)(%%&）

为优势种，另有山杨（ *+’$%$, -&./-/&0&）林、山

荆子（1&%$, 2&33&#&）林等斑块镶嵌其中，白,
（*/3"& 4"("5/ 345 6 4+06+%/3&）在局部区域为优势

种或建群种，形成森林。在沙丘阴坡及沙丘间

低地生长着稀疏的白桦，呈现出疏林草原景观。

本区的湿地是以将军泡子、公主湖和蘑菇场泡

子为主的湖泊型湿地，以及河流发源地和河流

两岸发育的草本沼泽及柳灌丛沼泽。本区是典

型的森林草原交错带，社区生产方式以林业和

畜牧业为主，农业比重极小。

!"# 调查方法与统计 采用固定路线的样线

调查法［%%，%,］，以保证各次调查均在同一地段进

行。在研究区域内选取具有代表性的植被类型

设定样线，调查样线长度为 , 7/，宽度为 -& /，

共调查样线 +! 条。调查时沿着样线中间行走，

观察记录线路两侧各 ,- / 范围内所见鸟类（从

后向前飞的不记录），记录所有鸟种的遇见时

间、数量及小生境。调查工作于 ,&&! 年 - 月和

’ 月进行，全天观察，但主要集中于早晨（’：&&
" %&：&& 时）和傍晚（%!：&& " %$：&& 时）。鸟类

分类系统依郑光美的标准［%)］，区系划分参照张

荣祖［%+］。

以相对密度（即一种鸟的个体数占总个体

数的百分比）表示各鸟种的相对丰富度。优势

种为在各类型生境内大于 -8的种类。在生境

类型划分时，由于溪流常在草原中蜿蜒，无法完

全独立分开，故合称草原及湿地。生境类型分

为森林、草原及湿地、疏林和村庄。

鸟类群落结构特征分析中，物种多样性指

数采用香农 1 威纳指数：7 9 1! 8/ 9 %（*/ :;*/ ）

（*/ 为各种的相对密度），均匀性指数采用：9
9 7 <71:;计算（71:; 9 :;8，8 为总种数）［%-］。

# 调查结果

#"! 鸟种组成 调查共发现鸟类 %’ 目 ++ 科

%,’ 种，国家!级重点保护鸟类 % 种，国家"级

重点保护鸟类 %+ 种（表 %）。

居 留 型 的 组 成 为 $& 种 夏 候 鸟（ 占

’&=#’8），,’ 种 留 鸟（,%=,!8），%& 种 旅 鸟

（’=##8）。在分布型上共有 $ 种类型，属全北

型 的 %! 种（ %,=!&8），古 北 型 的 )- 种

（,’=-!8），东北型的 ,’ 种（,%=,!8），东北>华
北型的 + 种（)=%-8），季风型的 , 种（%=-’8），

中亚 型 的 + 种（ )=%-8），高 地 型 的 , 种

（%=-’8），东洋型的 %% 种（#=!!8），不易归类

的 ,! 种（,&=+’8）。

#"# 鸟类群落结构 各类型生境中群落结构

的特点在鸟种数上以草原及湿地最多，其次为

森林和疏林，村庄环境的鸟种最少（表 ,），鸟类

个体数和物种多样性指数（7 值）也具有相同

的排序，但均匀性指数（9 值）以疏林和森林最

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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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 内蒙古桦木沟自然保护区夏季鸟类构成

"#$%& ! ’()* +,&-(&+ -./,.+(0(.1 .2 34#/45.4 6#04)& 7&+&)8& (1 94//&)

编号

!"#

种类

$%&’(&)

保护级别

*+",&’,("-

+.-/

居留型

0&)(1&-,(.2

,3%&)

分布型

4(),+(56,("-

,3%&)

相对密度

0&2.,(7&

1&-)(,3（8）

生境

9.5(,.,

,3%&)

观察时间

:5)&+7.,("- %&+("1)
（月份 ;"-,<）

= 小-# !"#$%&"’()* +),-#.//-* 夏 > ?@A= 5 B
C 凤头-# 0.1-#2’* #+-*("()* 夏 D E@CC 5 B
F 赤颈-# 0 # 3+-*2324" C 旅 G =@CC 5 B
E 普通鸬鹚 0$"/"#+.#.+"5 #"+&. 夏 : ?@?A 5 B
H 苍鹭 6+12" #-42+2" 夏 D =@=E 5 I ’ H，B
J 黑鹳 7-#.4-" 4-3+" = 夏 D ?@?A 5 H
B 白琵鹭 0/"("/2" /2)#.+.1-" C 夏 : ?@E= 5 H
A 鸿雁 64*2+ #%34.-12* 夏 ; ?@FC 5 H
K 赤麻鸭 !"1.+4" ,2++)3-42" 夏 D H@BJ . I 5 I ’ I 1 H，B
=? 绿翅鸭 64"* #+2##" 夏 G ?@FC 5 H，B
== 绿头鸭 6 # ’/"(%+$%4#$.* 夏 G H@CA 5 I ’ H，B
=C 斑嘴鸭 6 # ’.2#-/.+$%4#$" 夏 > ?@=J 5 H
=F 赤膀鸭 6 # *(+2’2+" 夏 D ?@HB 5 I ’ B
=E 赤颈鸭 6 # ’242/.’2 夏 G ?@E= 5 H
=H 白眉鸭 6 # 8)2+8)21)/" 夏 D ?@CE 5 H，B
=J 琵嘴鸭 6 # #/%’2"(" 夏 G ?@=J 5 H
=B 红头潜鸭 6%($%" ,2+-4" 夏 G ?@HB 5 H，B
=A 鹊鸭 9)#2’$"/" #/"43)/" 夏 G C@EE 5 B
=K 白尾鹞 7-+#)* #%"42)* C 留 G ?@?A . I 5 H，B
C? 鹊鹞 7 # :2/"4./2)#.* C 夏 ; ?@EK 5 H
C= 白头鹞 7 # "2+)3-4.*)* C 留 : ?@?A 5 I ’ B
CC 日本松雀鹰 6##-’-(2+ 3)/"+-* C 夏 > ?@?A 5 B
CF 燕隼 ;"/#. *)&&)(2. C 夏 D ?@=J 5 I ’ B
CE 灰背隼 ; # #./):&"+-)* C 夏 G ?@?A 5 B
CH 红脚隼 ; # ":)+24*-* C 夏 D ?@HB . I 5 I ’ I 1 B
CJ 红隼 ; # (-44)4#)/)* C 留 : =@KH . I 5 H，B
CB 黑琴鸡 !2(+". (2(+-5 C 留 D ?@KB . I 5 H，B
CA 斑翅山鹑 02+1-5 1"))+-#"2 留 4 ?@A= 5 H
CK 鹌鹑 7.()+4-5 <"’.4-#" 夏 : ?@E= 5 B
F? 环颈雉 0$"*-"4)* #./#$-#)* 留 : ?@=J 5 B
F= 黄脚三趾鹑 !)+4-5 ("4=- 夏 > ?@?A 5 B
FC 白枕鹤 >+)* ?-’-. C 夏 ; ?@E= 5 H
FF 蓑羽鹤 64($+.’.-12* ?-+3. C 夏 4 ?@CE 5 I ’ H，B
FE 黑水鸡 >"//-4)/" #$/.+.’)* 夏 : ?@=J 5 I ’ B
FH 黑翅长脚鹬 @-:"4(.’)* $-:"4(.’)* 夏 : ?@AK 5 B
FJ 普通燕. >/"+2./" :"/1-?"+): 夏 > ?@?A 5 I ’ H，B
FB 凤头麦鸡 A"42//)* ?"42//)* 夏 D ?@EK 5 I ’ H，B
FA 金眶. 7$"+"1+-)* 1)&-)* 夏 : ?@=J 5 B
FK 针尾沙锥 7"//-4"3. *(24)+" 旅 D ?@CE 5 I ’ B
E? 扇尾沙锥 7 # 3"//-4"3. 夏 D ?@?A 5 B
E= 大杓鹬 B):24-)* :"1"3"*#"+-24*-* 夏 ; ?@=J 5 I ’ B
EC 黑尾塍鹬 C-:.*" /-:.*" 旅 D ?@=J 5 H
EF 红脚鹬 !+-43" (.("4)* 夏 D ?@CE 5 H，B
EE 林鹬 ! # 3/"+2./" 夏 D ?@FC 5 H
EH 银鸥 C"+)* "+324("()* 夏 G ?@?A 5 H
EJ 红嘴鸥 C # +-1-&)41)* 夏 D ?@?A 5 I ’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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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

编号

"#$

种类

%&’()’*

保护级别

+,#-’(-)#.

,/.0

居留型

1’*)2’.-)/3

-4&’*

分布型

5)*-,)67-)#.

-4&’*

相对密度

1’3/-)8’

2’.*)-4（9）

生境

:/6)-/-

-4&’*

观察时间

;6*’,8/-)#. &’,)#2*
（月份 <#.-=）

>? 极北柳莺 ! $ "#$%&’() 旅 @ ABCD / E
>F 暗绿柳莺 ! $ *$#+,(’#(-%) 夏 @ AB!G / H 2 E
>G 冕柳莺 ! $ +#$#.&*/) 夏 < AB!G / H 6 E
>E 灰纹2 0/)+(+&1& 2$()%()*(+*& 旅 < AB!G 6 H ( E
>I 白眉［姬］2 3(+%-/’& 4&.*,#152(& 夏 < ABAI / H 6 E
>> 银喉长尾山雀 6%2(*,&’#) +&/-&*/) 留 @ ABAI / E
!AA 大山雀 !&$/) 7&8#$ 留 ; ABAI / H 6 H 2 E
!A! 沼泽山雀 ! $ 1&’/)*$() 留 @ AB!G / H 6 H 2 E
!AD 普通3 9(**& %/$#1&%& 留 @ ABAI / H 6 E
!AC 牛头伯劳 :&.(/) "/+%1,&’/) 夏 J DBDE 6 F
!A? 红尾伯劳 : $ +$()*&*/) 夏 J ABGF 2 E
!AF 松鸦 ;&$$/’/) 2’&.-&$(/) 留 @ ABI! / H 6 E
!AG 灰喜鹊 <5&.#1(+& +5&.& 留 @ AB!G / H 6 H ( H 2 E
!AE 喜鹊 !(+& 1(+& 留 K ABCD / H 6 H ( H 2 F，E
!AI 红嘴山鸦 !5$$,#+#$&= 15$$,#+#$&= 留 ; !B>F / H 6 E
!A> 秃鼻乌鸦 <#$>/) ?$/2(’%2/) 留 @ !BIE 6 H 2 F，E
!!A 达乌里寒鸦 < $ -&//$(+/) 留 < ABAI / H 6 H ( H 2 E
!!! 大嘴乌鸦 < $ 7&+$#$,5.+,#) 留 L !BC / H 6 E
!!D 小嘴乌鸦 < $ +#$#.% 留 K !BC / H 6 H ( H 2 F，E
!!C 灰椋鸟 9*/$.(& +(.%$&+%/) 留 J AB?> 6 H ( H 2 E
!!? 北椋鸟 9 $ )*/$.(.& 夏 J ABCD 6 H ( E
!!F 麻雀 !&))%$ 7#.*&./) 留 @ FB>C / H 6 H ( H 2 E
!!G 金翅雀 <&$-/%’() )(.(+& 留 < !BAG 2 E
!!E 北朱雀 < $ $#)%/) 留 < AB!G / H 6 E
!!I 长尾雀 @$&2/) )("($(+/) 留 < ABAI 6 E
!!> 黑尾蜡嘴雀 A#1,#.& 7(2$&*#$(& 夏 < ABAI 2 E
!DA 锡嘴雀 <#++#*,$&/)*%) +#++#*,$&/)*%) 留 @ ABAI 2 E
!D! 黄胸( A7"%$(4& &/$%#’& 夏 @ AB?> 6 E
!DD 黄喉( A $ %’%2&.) 夏 < ABCD / H 6 H 2 E
!DC 三道眉草( A $ +(#(-%) 留 < DBAC / H 6 H ( H 2 E
!D? 粟耳( A $ ?/+&*& 夏 < ABAI 6 H ( E
!DF 白眉( A $ *$()*$&7( 夏 < ABCD / H 6 E
!DG 苇( A $ 1&’’&)( 夏 < ABAI 6 H ( E
!DE 凤头( 0%’#1,/) ’&*,&7( 夏 M ABAI / E

保护级别：!、DB 国家!级和"级保护；分布型：K$ 全北型，@$ 古北型，<$ 东北型，J$ 东北N华北型，L$ 季风型，5$ 中亚型，+$
高地型，M$ 东洋型，;$ 不易归类；居留型：夏 $ 夏候鸟，留 $ 留鸟，旅 $ 旅鸟；生境：/$森林，6$草原及湿地，($疏林，2$村庄。

+,#-’(-)#. ,/.0：!，D /,’ ./-)#./3 &,#-’(-)#. ,/.0 O /.2 " $ 5)*-,)67-)#. &/--’,.：K *-/.2* P#, =#3/,(-)( -4&’，@ P#, &/3/’/,(-)( -4&’，< P#,

.#,-=’/*- -4&’，J P#, .#,-=’/*-N.#,-=’,. K=)./ -4&’，L P#, Q#.*##. -4&’，5 P#, (’.-,/3 R*)/ -4&’，+ P#, =)S=3/.2 -4&’，M P#, #,)’.-/3 -4&’，; P#,

#-=’,*$ 1’*)2’.-)/3 *-/-7*：% *-/.2* P#, *7QQ’,，1 P#, ,’*)2’.-，+ P#, &/**’.S’, $ :/6)-/-*：/ *-/.2* P#, P#,’*-，6 P#, S,/**3/.2 /.2 T’-3/.2，( P#,

*&/,*’34 P#,’*-，2 P#, 8)33/S’$

! 分析与讨论

本研究记录的鸟类物种数（!DE 种）介于其

西部的查干诺尔湿地（!!G 种，地理坐标 ?CUDDV

W ?CUD>V"，!!?U?FV W !!FUAFV）［!G］与东部的阿鲁

科尔沁沙地（!C> 种，地理坐标 ?CUDDV W ??UCCV
"，!!>U?FV W !DAU?FV）［!A］之间。在查干诺尔湿

地调查中，限于生态环境集中在湖泊以及周边

区域，鸟种较少。而在阿鲁科尔沁沙地的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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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 各生境类型鸟类群落多样性特征

"#$%& ! ’()* +,--./(01 *(2&)3(01 (/ *(44&)&/0 5#$(0#0 016&3

生境类型

!"#$%"% %&’()
种数

*’(+$() ,-.
个体数（/）

,-.
! 值

! 0"12(
" 值

" 0"12(
优势种

3-4$5"5% )’(+$()
森林 6-7()% 89 :99（;<=>;） :=9? @=A> 喜鹊、巨嘴柳莺、冕柳莺、白眉［姬］2
草原及湿地

B7"))1"5C "5C D(%1"5C
<@; >E:（9A=<>） :=>: @=A< 凤头-#、赤麻鸭、绿头鸭、须浮鸥、白翅浮鸥、麻雀

疏林 *’"7)( D--C1"5C 9< ;E9（<E=:?） :=@? @=A: 赤麻鸭、山斑鸠、北椋鸟、灰喜鹊、喜鹊

村庄 F$11"G( ;A ;<:（<:=;;） ;=8: @=>E 灰椋鸟、灰喜鹊、喜鹊、秃鼻乌鸦、麻雀、金翅雀

中，不仅湖泊的面积大，而且有林地，鸟类物种

丰富［<@］。这显示出生态环境的差异导致了鸟

类物种数量的不同。在科的层次上内蒙古桦木

沟自然保护区鸟类属 99 科，表现出不同层次的

多样性，也显示了本区域位于从西部草原向东

部森林过渡带鸟类的多样性变化特点。本地区

地理位置靠南，留鸟的种类相对较多（;> 种），

由于调查时间集中于夏季，使得旅鸟的种类偏

少（<@ 种）。对比与桦木沟保护区接境的河北

围场塞罕坝地区（9;H@;I J 9;H:EI,，<<EH8<I J
<<>H:?IK）全年鸟类区系的调查［<>］发现，本区鸟

类的居留型具有较高的多样性（夏候鸟和留鸟

的种类与比例均高），表现出多样的生态系统包

容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的特点。

本调查记录的鸟类居留情况与整个内蒙古

东部 8@ 年以来调查的居留型相似，两者皆为夏

候鸟最多，冬候鸟最少［E］。但本调查有 ?@ 种夏

候鸟（占 >@=A>/），高于以往大尺度区域记录

（夏候鸟占 8:=@9/），可能与本调查的时间相

对集中有一定关系。因此，在实施保护区鸟类

多样性监测调查时须考虑这一因素，保持调查

时间的一致性，以使年度间数据更具可比性。

近年来随着全球气候变暖，鸟类的居留型发生

了较大变化［<A］，一些种类的居留期延长，另一

些种类能够耐受不太寒冷的冬季而变成了留

鸟［<?］。开展长期鸟类物种多样性监测不仅能

够了解鸟类生态习性的变化，而且有助于探测

气候变化对生物多样性的影响趋势。

从区系组成上看，保护区内有古北界鸟类

种类 A? 种（ 占 >@=@A/）、东 洋 界 为 <; 种

（?=98/）、广布种 ;E 种（;@=9>/）。整个东北

地 区 的 鸟 类 区 系 组 成 为 古 北 界 鸟 类 占

>@=E</、东 洋 界 占 A=<>/、广 布 种 占

;<=;;/［E］。二者基本一致，表现出我国东北地

区鸟类区系构成的主要特征。但是，鸟类的区

划组成则比较复杂，调查得到的 <;> 种鸟被划

分为 ? 种分布型，与本区处于蒙古高原和燕山

山地交界地带，具有多样化的动物地理特征一

致［;@］，表现出北方干旱寒冷的蒙新区及东北区

与相对暖湿的华北区鸟种的混杂趋势，不同于

查干诺尔湿地鸟类具有明显的蒙新区成分［<E］，

阿鲁科尔沁沙地表现为东北区和蒙新区的混杂

性［<@］。

从各生境类型中鸟类群落结构的比较得

出，物种多样性、鸟种数和个体数均以草原及湿

地环境最高，表现出内蒙古高原湿地在保持鸟

类物种多样性方面的作用。特别对于夏季的繁

殖鸟来说，湿地是重要的饮水和食物资源库，吸

引着种类繁多、数量较大的鸟类群体。相比之

下，林地环境（疏林和森林）中则以较高的均匀

性指数（" 值）为特征，表现出栖居环境的均一

性。因此，在制定保护区管理对策时需要全面

考虑各类生态环境的价值，维护鸟类多样性的

长期繁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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