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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 年 $" 月和 "#$# 年 + 月!利用样线法和同步调查法对江西省鄱阳湖都昌候鸟自然保护区的

鸟类开展了调查!分析了丰水期和枯水期鸟类群落结构的特征及其差异& 野外调查共记录到鸟类 $& 目
&% 科 $,( 种& 丰水期鸟类有 %, 科 (, 种!枯水期鸟类 %, 科 $%+ 种& 其中!国家重点保护鸟类 $) 种& 结

合保护区日常监测到白鹤"B*)&,%)8(/%*+$)&#’灰鹤"BH/*)&#’白头鹤"BH4($+8"+#和白枕鹤"BHG#2#(#的

分布记录!该保护区鸟类累计达 $)% 种& 保护区枯水期鸟类以雀形目’鸻形目和雁形目为主!分别占枯

水期鸟类种类总数的 &)K&L’$%K%L和 (K,L%丰水期鸟类以雀形目’鸻形目和鹳形目为主!分别占鸟类

种类总数的 +’K%L’’K%L和 $#K&L& 枯水期和丰水期鸟类物种组成存在明显的季节性变换& 枯水期

农田生境鸟类多样性最高!其次是草洲’沼泽和水体!泥滩生境鸟类多样性最低%丰水期农田和水体生境

鸟类多样性基本相同& 都昌候鸟自然保护区枯水期的优势种为八哥 "@8*#5(3"%*%&8*#&3+3%,,)&#’白头鹎
"108$($(3)&&#$%$&#&#’ 灰 椋 鸟 " E3)*$)&8#$%*+8%)&#’ 麻 雀 "1+&&%*4($3+$)&# 和 山 斑 鸠 " E3*%23(2%,#+

(*#%$3+,#&#!丰水期为白鹭"</*%33+ /+*?%33+#和八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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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鄱阳湖位于长江之南!江西省北部!是我国
最大的淡水湖!也是长江流域最大的通江湖泊&
鄱阳湖水系完整!纳江西省的赣江’抚河’信江’
饶河’修河来水!调蓄后经湖口汇入长江!流域
面积 $,K"" 万 ]3" "熊小群等 "##)#& 由于鄱
阳湖区地形多样!地貌类型齐全!加之良好的气
候水文环境!为湿地生态系统的发育创造了良
好的条件!使其成为我国重要的淡水湿地& 鄱
阳湖独特的地理环境和气候条件!为生物的繁
衍提供了有利的条件!分布有丰富的水生高等
植物’浮游生物’底栖动物’鱼类’昆虫等资源!
为鸟类特别是越冬候鸟的栖息和觅食提供了良
好的生存环境"吴英豪等 "##"#&

关于鄱阳湖区的鸟类调查!最早可追溯到
$($) 年 I@@等对长江中下游流域的鸟类调查&
"# 世纪 ’# 年代!我国研究人员对鄱阳湖区鸟
类多样性开展了一系列研究& $(’# 年中国科
学院动物研究所丁文宁和周福璋等在鄱阳湖大
湖池发现了 ($ 只白鹤"B*)&,%)8(/%*+$)&#越冬
个体"周福璋等 $(’$#& $(’$ 年冬季到$(’& 年
春季!江西省组织了鄱阳湖地区鸟类资源的首
次实地调查!共发现鸟类 $+ 目 %) 科 $+# 种"江
西省鄱阳湖鸟类考察队 $(’’#& $(’& 年 + 月!
江西省林业厅组织了鄱阳湖地区山地丘陵主要
鸟兽资源的考察!记录鸟类 %+ 科 $)) 种"傅道
言等 $(’(#& 随着对鄱阳湖作为国际重要水鸟
栖息地认识的提升!越来越多的鸟类研究在鄱

阳湖区得以开展!这些研究大多集中在鄱阳湖
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和南矶山国家级自然保
护区&

都昌候鸟自然保护区位于鄱阳湖北畔!与
鄱阳湖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和南矶山国家级自然
保护区相互毗邻& 其广阔的水域面积’丰富的
湿地资源和特殊的地理位置为鄱阳湖区越冬候
鸟提供了理想的栖息地和食物资源!对于鄱阳
湖区越冬水鸟的保护具有重要的意义& 但都昌
候鸟自然保护区鸟类多样性至今还没有系统的
调查& "##( 年 $" 月和 "#$# 年 + 月!我们对都
昌候鸟自然保护区鸟类资源进行了系统的调
查!分析了该区域鸟类群落结构!比较了鄱阳湖
湿地景观变化剧烈的丰水期和枯水期都昌候鸟
自然保护区鸟类物种组成的差异!以期为鄱阳
湖区鸟类资源保护和湿地自然保护区建设提供
科学依据&

?@研究地区概述

都昌候鸟自然保护区位于江西省九江市都
昌县鄱阳湖区"地理坐标介于东经 $$,C"D"&r*
$$,C%,D%#r!北纬 "’C+#D"’r*"(C$#D"#r#!总面
积 &$$ ]3"!以越冬候鸟及其栖息地为主要保
护对象& "##, 年都昌湿地被列入全国湿地保
护发展规划!"##) 年都昌候鸟自然保护区被纳
入长江中下游湿地保护网络& 保护区由两个子
保护区组成!其中泗山子保护区面积 %+&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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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宝子保护区 +) ]3"&
都昌候鸟自然保护区西部和西北部与鄱阳

湖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接壤!南部和西南部与南
矶湿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毗邻& 保护区地形地
貌呈明显的梯形结构$景观由水体到岛屿到草
洲过渡’由滩涂向丘陵过渡’由坡地到山地过
渡& 景观类型多样!沿湖草洲’滩涂众多& 保护
区属亚热带湿润季风型气候!年均气温为
$,K(N!年降水量平均为 $ &"+ 33!年蒸发量
$ ##" 33!年均相对湿度 ’#L!年平均日照时
数 $ (,+ >!无霜期 ")# A& 植被类型以湿地植
被为主&

鄱阳湖是一个季节性吞吐型湖泊!独特的
水文特征使湖泊汛期湖水茫茫一片!呈湖相%枯
水期水落滩出!呈陆相& 降水主要集中在 % *
( 月!& 月进入汛期!) 月达最高水位!’ *( 月略
降!由于长江水顶托仍维持较高水位%$# 月水
位稳定下降!$$ 月进入枯水期!至翌年 % 月&
湖区表现为典型的水陆交替出现的湿地景观
"王晓鸿 "##&!刘成林等 "#$$#&

B@研究方法

BA?@样线和同步调查地点布设@本研究以都
昌候鸟自然保护区以及湖岸 " ]3范围内的区
域为调查区域& 利用遥感数据解译和实地调
查!对调查区域进行生境分类!可分为 + 类典型
生境!分别为稻田生境’泥滩生境’草洲生境’沼
泽生境和水体生境& 枯水期!水位下降!很多洲
滩露出!形成了一定面积的泥滩’草洲和沼泽生
境!面积分别为 ’ )’# >3"’ & (,&K) >3" 和
$ ,#)K+ >3"!分别占研究地区总面积的 (K#L’
+K$L和 $K,L%水域和农田生境面积较大!分
别为 %’ %#"K’ >3"’&& ##"K+ >3"!占研究地区
总面积的 %(K"L和 &+K$L& 丰水期!水位升
高!水体面积增大!研究地区泥滩’草洲和沼泽
生境消失!仅保留了农田和水域生境!面积分别
为 %’ %#"K’ >3" 和 +( %++K+ >3"!各占研究地
区总面积的 %(K"L和 ,#K’L&

按照分层抽样的原理!对每一类生境以
$#L的抽样强度为标准进行系统抽样!样线随

机均匀地分布于各类型生境中& 农田生境共布
设样线 "# 条!泥滩生境 ) 条!沼泽生境 % 条!草
洲生境 ’ 条!每条样线长 %K" ]3!根据研究地
区生境的可视度!样线单侧宽确定为 $## *
"## 3!根据生境类型确定有效宽度$农田样线
单侧宽 "## 3!其他生境内的样线单侧宽
$## 3& 记录每条样线及其两侧观察到的鸟类
种类和个体数量& 对于湖泊生境!本研究采用
同步调查方法!对新妙湖’矶山湖’输湖’朱袍
山’三山’西湖’盘湖’龙潭湖’后湖和下坝湖进
行定点同步观察&
BAB@野外调查记录@"##( 年 $" 月和 "#$# 年
+ 月!由全国鸟类环志中心’江西师范大学’江
西农业大学等科研院校组织了调查队伍!分
$" 个调查组!每个组包括 " 名专业人员和 $ 名
向导!配备 $ 台 -5].: 0j’" ""+ *)+# g’" 倍
单筒望远镜和 $ 台 -5].: \.:4WB> 型 $# g+, 双
筒望远镜!选择晴朗天气每个组每天调查 " 条
样线& 每天调查时间为 ’$ ## *$$$ ## 时和
$+$## *$’$## 时& 沿设定的样线以约 " ]3F>
速度行走!以截线法记录样线及两侧发现的鸟
类种类’生境及其个体数!对于飞行的鸟类!只
记录逆样线方向飞行的个体& 对于开展同步调
查的湖泊!沿湖岸设定若干观察地点!记录观察
区域内发现的所有鸟类种类和数量及其栖息
生境&
BAC@数据分析
BACA?! 物种多样性 指数 ! 采用 2>4::.:1
G5@:@W多样 性指 数’ e@56.? 均 匀 性 指 数 和
253O=.: 指数分别测度鸟类群落的物种多样性
和均匀性&

2>4::.:1G5@:@W多 样 性 指 数$ MX V

[)
&

#V$
"15#"6.;"15#!其中!MX为多样性指数!15

表示物种 5的个体在所有物种个体总数中的
比例&

e@56.? 均匀性指数$ ’XVMXJM34a!式中!
M34a V6:E!E 为总物种数&

253O=.: 优势度指数$ !V)
&

#V$
"R5JR#

"
!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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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R5为 #物种的个体数!R为所有物种的个
体数&
BACAB!鸟类优势种分析!频率指数估计法可
用于鸟类的数量统计及优势种计算!该方法以
各种鸟类遇见的百分率 C与每天遇见数 7的
乘积 *"C(7# 作为指数!进行鸟类数量等级的
划分"董鸣等 $((,#& *指数在 +## 以上为优势
种!+# *+## 为普通种!+ *&( 为少见种!+ 以下
为偶见种& 具体算法为$CH$##5JP!7HEJP!
*HC(7!其中!5 为遇见鸟类的天数!P为工作
的总天数!E 为遇见鸟类的总数量& 结合本文
调查的实际情况!将 5 定义为遇见鸟类的样线
数!P为样线总条数!E 为遇见鸟类的总数量&

鸟类分类系统依据+中国鸟类分类与分布
名录,第 " 版"郑光美 "#$$#& 鸟类的分类’居留
型’地理型’生态型’保护级别查阅相关的参考资
料确定"汪松 $((’!约翰(马敬能等 "####&

C@结@果

CA?@鸟类种类组成与变化@本次调查共记录
鸟类 $& 目 &% 科 $,( 种"附录#!其中!枯水期共
记录鸟类 %, 科 $%+ 种!丰水期共记录鸟类
%, 科(, 种& 有国家重点保护鸟类 $) 种!其中
国家#级重点保护鸟类 $ 种!为东方白鹳
"!#8($#+ :(08#+$+#%国家$级重点保护鸟类
!!!

$, 种!包括白琵鹭"1,+3+,%+ ,%)8(*(5#+#’小天鹅
"!0/$)&8(,)4:#+$)&#’白额雁"@$&%*+,:#-*($&#’
赤腹鹰 "@88#2#3%*&(,(%$&#&#’雀鹰 "@H$#&)&#’普
通 狂
鸟 " 7)3%( :)3%(#’ 黑 冠 鹃 隼 " @G#8%5+

,%)2"(3%&#’ 白 尾 鹞 " !#*8)&80+$%)&#’ 蛇 雕
"E2#,(*$#&8"%%,+#’黑翅鸢"<,+$)&8+%*),%)&#’红
脚隼"6+,8(+4)*%$&#&#’红隼 "6H3#$$)$8),)&#’
花 田 鸡 " !(3)*$#8(2&%=A)#&3)&#’ 小 青 脚 鹬
"K*#$/+ /)33#-%*#’小鸦鹃"!%$3*(2)&:%$/+,%$&#&#
及褐翅鸦鹃"!H&#$%$&#&#&

枯水期!雀形目’鸻形目和雁形目鸟类是主
要的 % 个类群!这 % 个类群的物种数分别占枯
水期鸟类组成的 &)K&L’$%K%L和 (K,L "图
$#%丰水期鸟类以雀形目’鸻形目和鹳形目为
主!分别占丰水期鸟类组成的 +’K%L!’K%L和
$#K&L& 枯水期和丰水期各类群鸟类物种数变
化明显!鸟类物种组成存在显著的季节性变换&
CAB@鸟类区系组成@在都昌候鸟自然保护区
记录的 $,( 种鸟类中 "附录 #!雀形目鸟类
’" 种!占 &’K+L%其次是鸻形目鸟类 "" 种!占
$%K#L%再次是雁形目和鹳形目鸟类!分别占
’K%L和 )K$L& 季节性构成上!留鸟有 )% 种!
夏候鸟 "’ 种!冬候鸟 ,$ 种!旅鸟 ) 种!分别占
总数的 &%K"L’ $,K,L’ %,K$L和 &K$L& 其
中!白鹭"</*%33+ /+*?%33+#在该区虽然主要是夏
!!

图 ?@都昌候鸟自然保护区枯水期和丰水期不同类群鸟类的物种组成
M*;N?@G-"2*$&(%1#%/*)*%4$"(%$&"&*4)-"8%>"$>.)"$#"$*%&.4&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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候鸟! 但 也 有 部 分 在 此 越 冬& 普 通 鸬 鹚
"1"+,+8*(8(*+=8+*:(#在该区虽然主要是冬候
鸟!但也有部分属于夏候鸟&

在地理区系构成上!该区鸟类组成具有明
显的东洋界特征!东洋界种类共 )& 种!占总数
的 &%K’L& 同时!该区古北界种类达 )% 种!占
总数的 &%K"L& 东洋界和古北界种类比例接
近于 $!这体现了鄱阳湖作为重要的鸟类越冬
地所具有的动物区系的特殊性& 此外!该区共
有广布种 "" 种!占总数的 $%K#L& 在该区的
$#$ 种繁殖鸟类中!东洋界种类 )" 种!古北界
种类 $$ 种! 广布种 $’ 种! 分别 占总数的
)$K%L’$#K(L和 $)K’L&
CAC@优势种分析@我们使用鸟类数量统计的
频率指数估计法计算了都昌候鸟自然保护区鸟
类 的 *指 数 " 表 $ #& 在 枯 水 期! 八 哥
"@8*#5(3"%*%&8*#&3+3%,,)&#’白头鹎 "108$($(3)&
&#$%$&#&#’ 灰 椋 鸟 " E3)*$)&8#$%*+8%)&#’ 麻 雀
" 1+&&%*4($3+$)&# 和 山 斑 鸠 " E3*%23(2%,#+
(*#%$3+,#&#的 *指数都超过了 +##!是都昌候鸟
自然保护区的枯水期优势种& 伯劳科的棕背伯
劳 " 9+$#)&&8"+8" #’ 鸠 鸽 科 的 珠 颈 斑 鸠
"E3*%23(2%,#+ 8"#$%$&#&#’鹀科的灰头鹀"<4:%*#?+
&2(5(8%2"+,+#’ 椋 鸟 科 的 丝 光 椋 鸟 " E3)*$)&
&%*#8%)&#数量也较多& 此外!鹡鸰科的白鹡鸰

"D(3+8#,,+ +,:+ # 在 野 外 的 遇 见 率 也 较 高!
,"K"L以上的样线记录到这些物种& 丰水期白
鹭和八哥的 *指数超过 +##!为都昌候鸟自然保
护区丰水期优势种& 鹎科的白头鹎’燕科的家
燕"M#*)$5(*)&3#8+#’雀科的麻雀’椋鸟科的丝
光椋鸟丰水期数量较多%伯劳科的棕背伯劳在
丰水期调查样线上的遇见率较高! %% 条样线
上有 ", 条记录到棕背伯劳&
CAD@鸟类多样性分析@运用 2>4::.:1G@5:@W
指数 MD’e5@6.? 均匀性指数 ’XHMXJM34a以及
253O=.: 优势度指数 !分析了都昌候鸟自然
保护区不同生境的鸟类多样性"表 "# & 从表
" 可以看出!枯水期都昌候鸟自然保护区农田
生境的鸟类多样性最高!为 &K(",!其次为草
洲和沼泽!而泥滩的鸟类多样性指数最低!仅
为 "K&$#& 从均匀度指数来看!农田生境和沼
泽生境均匀度指数最高!分别为 $K#&" 和
$K#&#!表明这两类生境中鸟类的数量分布相
对均匀!而水体生境的均匀度指数最低& 从
253O=.: 优势度指数来看!草洲生境物种优势
度指数最大!其次是泥滩生境’水体生境!最
小的是农田生境& 在丰水期!农田生境和水
体生境鸟类多样性指数和均匀度指数基本相
同!表明在丰水期这两种生境的鸟类多样性
没有较大的差异&

表 ?@都昌候鸟自然保护区鸟类优势种

G.28"?@G-"&%1*4.4)2*$&/*4)-"7’(-.4; I*;$)%$3 Q*$&S.)’$"!"/"$+"

时间
S53@

序位
4̂:]

种名
2O@B5@=

遇见数量"只#
J:A5Y5A?46=W@B.WA@A

遇见样线数
-./.[9W4:=@B9=
X5WA=W@B.WA@A

*指数
*5:A@a

枯水期
E.7@W749@WO@W5.A

丰水期
_6..A OW5.A

$ 八哥 @8*#5(3"%*%&8*#&3+3%,,)& $ &$’ ") " )(,K,
" 白头鹎 108$($(3)&&#$%$&#& $ %&& "% " "+’K#
% 灰椋鸟 E3)*$)&8#$%*+8%)& $ "#( $’ $ +’(K,
& 麻雀 1+&&%*4($3+$)& $ #(+ $’ $ &%(K)
+ 山斑鸠 E3*%23(2%,#+ (*#%$3+,#& ++% $& +,+K+
, 棕背伯劳 9+$#)&&8"+8" "&" ") &))K%
$ 白鹭 </*%33+ /+*?%33+ &"% "& (%"K"
" 八哥 @8*#5(3"%*%&8*#&3+3%,,)& %’+ "’ )’)K&
% 白头鹎 108$($(3)&&#$%$&#& $+, ") %#)K)
& 家燕 M#*)$5(*)&3#8+ $(" "# "’#K+
+ 麻雀 1+&&%*4($3+$)& $’$ ", %&%K’
, 棕背伯劳 9+$#)&&8"+8" ,+ ", $"%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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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B@都昌候鸟自然保护区不同生境的鸟类多样性
G.28"B@G-"2*$&/&*+"$/*)3 23 -.2*).)*4)-"7’(-.4; I*;$.)%$3 Q*$&S.)’$"!"/"+"

时间 S53@ 指数 J:A@a
农田

_4W364:A=
泥滩
\?A[649

草洲
IW4==64:A

沼泽
2743O

水体
G49@W4W@4

枯水期
E.7749@WO@W5.A

丰水期
_6..A OW5.A

种数 2O@B5@=:?3X@W $$% "$ +) %+ +&
MD &K(", "K&$# %K+") %K,(, "K,,#
M34a &K)") %K#&+ &K#&% %K+++ %K(’(
’X $K#&" #K)(" #K’)" $K#&# #K,,)
! #K#+& #K")) #K%%, #K$"% #K"+)

种数 2O@B5@=:?3X@W (& # # # +"
MD &K’#+ &K))+
M34a &K+&% %K(+$
’X $K#+’ $K"#’
! #K#,% #K#+&

D@讨@论

都昌候鸟自然保护区以越冬候鸟及其栖息
地为主要保护对象!是目前鄱阳湖区重要的候
鸟保护地& 本研究通过系统的样线调查和同步
调查!在都昌候鸟自然保护区共记录鸟类
$,( 种!是迄今为止国内外研究者在都昌候鸟
自然保护区开展的第一次系统的鸟类物种多样
性调查!表明都昌自然保护区具有丰富的鸟类
资源& 本次共记录水鸟"包括目’鹈形目’

雁形目’鹤形目’鸻形目和鸥形目的鸟类 #
+’ 种!占总种数的 %&K%L& "#$$ 年的环鄱阳
湖水鸟监测研究表明!在鄱阳湖区越冬的 & 种
鹤类在都昌候鸟自然保护区内均有分布"朱奇
等 "#$"#!包括白鹤’灰鹤 "BH/*)&#’白头鹤
"BH4($+8"+#和白枕鹤"BHG#2#(#!但本次调查
中我们没有记录到这些物种!原因在于鄱阳湖
的水位处于一个动态的变化中!水位变化引起
水域’水陆过渡带以及出露草洲等湿地景观类
型的分布和面积的变化"刘成林等 "#$$#!使鹤
类的适宜生境也处于一个动态变化中!从而使
其在鄱阳湖区的 )# 多个子湖泊中往来迁飞
"单继红等 "#$%#& 又由于都昌候鸟自然保护
区位于鄱阳湖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和南矶湿地国
家级自然保护区之间!生态环境与这两个国家
级自然保护区基本相同!为很多越冬候鸟!包括
一些珍稀濒危物种提供了适宜的越冬生境!使
都昌候鸟自然保护区在鄱阳湖越冬候鸟保护上

具有重要的意义& 本次调查记录中虽然没有观
察到鹤类物种!但是在 "#$$ 年冬季!都昌自然
保护区内在朱袍山一带活动的灰鹤数量达
+ ,+) 只!占当年整个鄱阳湖区越冬灰鹤种群
数量的 ,)K%L"E5@946/"#$"#%马影湖和后湖
内活动的鸿雁 "@$&%*80/$(#5%&# 数量均超过
$+ ### 只!保护区内的鸿雁总数量接近当年鄱
阳湖区越冬鸿雁种群的 %#L "朱奇等 "#$"#%

该保护区内的长溪湖和花庙湖记录到的白鹤数
量也曾超过全球白鹤种群的 $L "单继红等
"#$%#& "##, 年的环鄱阳湖越冬水禽航空调查
发现都昌自然保护区内的周溪水域是小天鹅’

反嘴鹬"C%8)*G#*(&3*+ +G(&%33+#比较集中的地带
"纪伟涛等 "##,#&

鄱阳湖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记录鸟类 $) 目
++ 科 %$# 种!其中水鸟 $"& 种!占鸟类总种数
的 &#L!以雁形目的鸭科和鸻形目的鹬科鸟类
占优势! 分别为 %" 种和 "+ 种 "吴英豪等
"##"#& 南矶湿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记录有鸟
类 "#+ 种!湿地水鸟共 ’( 种!同样以雁形目和
鸻形目为主"刘信中等 "##+#& 本研究在都昌
候鸟自然保护区共记录水鸟 +’ 种!占该保护区
种类总数的 %&K%L!也是以鸻形目和雁形目种
类最多!反映了这 % 个保护区在水鸟组成上的
相似性& 鄱阳湖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内记录的很
多鸟类在本研究中没有被记录到!原因在于一
方面鄱阳湖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记录的很多鸟类
在鄱阳湖区属于偶见种!在长期的监测中偶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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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观察到数只个体!如沙丘鹤"BH8+$+5%$&#&#’
鹗"1+$5#($ "+,#+%3)&#’斑头雁"@H#$5#8)&#以及
黑脸琵鹭"1,+3+,%+ 4#$(*#%另一方面!有些物种
在 "# 个世纪末在鄱阳湖区尚有分布!但数量逐
渐下降!在鄱阳湖区已近消失!如大鸨 "F3#&
3+*5+#和白鹮"K"*%&L#(*$#&4%,+$(8%\2"+,)&# "吴
英豪等 "##"#& 因此!在都昌候鸟自然保护区
开展长期监测!鸟类物种记录可能会进一步
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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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鸟类多样性通
常与环境多样性成正比关系!因为多样性高
的环境可以为鸟类提供多样化的食物类型和
栖息条件 "崔鹏等 "##) # & 本研究中泥滩和
水体生境中鸟类多样性指数最小!优势度指
数较高!这与该生境中的植被单一!空间异质
性较小是相关的& 因为植被类型单调’水平
和垂直结构层次简单的水域’荒漠和村庄鸟
类群落常形成少数种或单种优势!造成物种
优势度升高!均匀度下降!多样性降低 "常城
等 $(()# !而我国南方地区的农田生境在冬季
具有相对较高的空间异质性!农田生境中的
水塘’沟渠’灌丛和林地等为鸟类提供了多样
化的微生境!因此冬季农田生境的鸟类多样
性指数最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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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都昌候鸟自然保护区鸟类名录
<##"4&*H@G-"(-"(K8*/)%92*$&/*4)-"7’(-.4; I*;$.)%$3 Q*$&S.)’$"!"/"$+"

科
_4356Z 物种 2O5B5@=

居留型
\5;W495.:

区系从属
j5=9W5X?95.:

保护级别
eW.9@B9@A

一 科 e.A5B5O@A5A4@ $!小 K+8"0:+23)&*)-#8(,,#& 留 广
"!凤头 1(5#8%2&8*#&3+3)& 留 古

二 鸬鹚科 e>464BW.B.W4B5A4@ %!普通鸬鹚 1"+,+8*(8(*+=8+*:( 冬 广

三 鹭科 RWA@5A4@ &!苍鹭 @*5%+ 8#$%*%+ 留 东
+!绿鹭 7)3(*#5%&&3*#+3)& 夏 广
,!池鹭 @*5%(,+ :+88")& 夏 东
)!牛背鹭 7):),8)&#:#& 夏 广
’!白鹭 </*%33+ /+*?%33+ 夏 东
(!中白鹭 <H#$3%*4%5#+ 夏 东
$#!大白鹭 <H+,:+ 夏 广
$$!夜鹭 R083#8(*+=$083#8(*+= 夏 广
$"!黄斑苇开鸟 N=(:*08")&&#$%$&#& 夏 东
$%!黑开鸟 P)2%3(*-,+G#8(,,#& 夏 东

四 鹳科 h5B.:55A4@ $&!东方白鹳 !#8($#+ :(08#+$+ 冬 古 #
五 鹮科 S>W@=]5.W:59>5A4@ $+!白琵鹭 1,+3+,%+ ,%)8(*(5#+ 冬 古 $
六 鸭科 R:495A4@ $,!小天鹅 !0/$)&8(,)4:#+$)& 冬 古 $

$)!鸿雁 @$&%*80/$(#5%& 冬 古
$’!豆雁 @H-+:+,#& 冬 古
$(!小白额雁 @H%*03"*(2)& 冬 古
"#!白额雁 @H+,:#-*($& 冬 古 $
"$!灰雁 @H+$&%* 冬 古
""!赤麻鸭 K+5(*$+ -%**)/#$%+ 冬 古
"%!针尾鸭 @$+&+8)3+ 冬 古
"&!绿翅鸭 @H8*%88+ 冬 古
"+!绿头鸭 @H2,+30*"0$8"(& 冬 古
",!斑嘴鸭 @H2(%8#,(*"0$8"+ 留 古
")!赤膀鸭 @H&3*%2%*+ 冬 广
"’!琵嘴鸭 @H8,02%+3+ 冬 古
"(!斑头秋沙鸭 D%*/%,,)&+,:%,,)& 冬 古

七 鹰科 RBB5O59W5A4@ %#!赤腹鹰 @88#2#3%*&(,(%$&#& 留 东 $
%$!雀鹰 @H$#&)& 留 东 $
%"!普通狂鸟 7)3%(:)3%( 冬 古 $
%%!黑冠鹃隼 @G#8%5+ ,%)2"(3%& 留 东 $
%&!白尾鹞 !#*8)&80+$%)& 冬 古 $
%+!蛇雕 E2#,(*$#&8"%%,+ 留 东 $
%,!黑翅鸢 <,+$)&8+%*),%)& 留 东 $

八 隼科 _46B.:5A4@ %)!红脚隼 6+,8(+4)*%$&#& 冬 古 $
%’!红隼 6H3#$$)$8),)& 留 东 $

九 雉科 e>4=54:5A4@ %(!鹌鹑 !(3)*$#=O+2($#8+ 留 东
&#!灰胸竹鸡 7+4:)&#8(,+ 3"(*+8#8+ 留 东
&$!环颈雉 1"+&#+$)&8(,8"#8)& 留 古

十 秧鸡科 4̂665A4@ &"!普通秧鸡 C+,,)&+A)+3#8)& 冬 古
&%!蓝胸秧鸡 B+,,#*+,,)&&3*#+3)& 夏 东
&&!花田鸡 !(3)*$#8(2&%=A)#&3)& 冬 古 $
&+!红脚苦恶鸟 @4+)*(*$#&+L((, 留 东
&,!白胸苦恶鸟 @H2"(%$#8)*)& 留 东
&)!黑水鸡 B+,,#$),+ 8",(*(2)& 留 广



& 期 钱法文等$鄱阳湖都昌候鸟自然保护区丰水期和枯水期鸟类多样性 (+&+!!(

续附录
科

_4356Z 物种 2O5B5@=
居留型
\5;W495.:

区系从属
j5=9W5X?95.:

保护级别
eW.9@B9@A

&’!白骨顶 6),#8+ +3*+ 冬 古
十一 水雉科 f4B4:5A4@ &(!水雉 M05*(2"+&#+$)&8"#*)*/)& 夏 东
十二 反嘴鹬科 @̂B?WY5W.=9W5A4@ +#!黑翅长脚鹬 M#4+$3(2)&"#4+$3(2)& 冬 古

+$!反嘴鹬 C%8)*G#*(&3*+ +G(&%33+ 冬 古
十三 鸻科 h>4W4AW55A4@ +"!凤头麦鸡 ]+$%,,)&G+$%,,)& 冬 古

+%!灰头麦鸡 ]H8#$%*%)& 夏 东
+&!金眶鸻 !"+*+5*#)&5):#)& 夏 古
++!环颈鸻 !H+,%=+$5*#$)& 冬 广

十四 鹬科 2B.6.O4B5A4@ +,!针尾沙锥 B+,,#$+/(&3%$)*+ 留 古
+)!扇尾沙锥 BH/+,,#$+/( 留 古
+’!斑尾塍鹬 9#4(&+ ,+22($#8+ 冬 古
+(!鹤鹬 K*#$/+ %*03"*(2)& 冬 古
,#!红脚鹬 KH3(3+$)& 冬 古
,$!泽鹬 KH&3+/$+3#,#& 冬 古
,"!青脚鹬 KH$%:),+*#+ 冬 古
,%!小青脚鹬 KH/)33#-%* 旅 古 $
,&!白腰草鹬 KH(8"*(2)& 冬 古
,+!矶鹬 @83#3#&"02(,%)8(& 冬 古

十五 鸥科 E4W5A4@ ,,!银鸥 9+*)&+*/%$3+3)& 冬 古
,)!黑尾鸥 9H8*+&&#*(&3*#& 冬 古
,’!红嘴鸥 9H*#5#:)$5)& 冬 古

十六 燕鸥科 29@W:5A4@ ,(!须浮鸥 !",#5($#+&"0:*#5)& 夏 广
)#!白额燕鸥 E3%*$+ +,:#-*($& 夏 东

十七 鸠鸽科 h.6?3X5A4@ )$!珠颈斑鸠 E3*%23(2%,#+ 8"#$%$&#& 留 广
)"!火斑鸠 EH3*+$A)%:+*#8+ 留 东
)%!灰斑鸠 EH5%8+(83( 留 东
)&!山斑鸠 EH(*#%$3+,#& 留 东

十八 杜鹃科 h?B?65A4@ )+!大杜鹃 !)8),)&8+$(*)& 夏 东
),!四声杜鹃 !H4#8*(23%*)& 夏 东
))!小鸦鹃 !H:%$/+,%$&#& 留 东 $
)’!褐翅鸦鹃 !H&#$%$&#& 留 东 $
)(!鹰鹃 !H&2+*G%*#(#5%& 夏 东

十九 翠鸟科 R6B@A5:5A4@ ’#!斑鱼狗 !%*0,%*)5#& 留 东
’$!普通翠鸟 @,8%5(+33"#& 留 广
’"!白胸翡翠 M+,80($ &40*$%$&#& 留 东
’%!蓝翡翠 MH2#,%+3+ 夏 东
’&!冠鱼狗 D%/+8%*0,%,)/):*#& 留 东

二十 戴胜科 TO?O5A4@ ’+!戴胜 >2)2+ %2(2& 留 广
二一 啄木鸟科 e5B5A4@ ’,!灰头绿啄木鸟 1#8)&8+$)& 留 广

’)!蚁 ’0$=3(*A)#,,+ 冬 古
二二 百灵科 R64?A5A4@ ’’!云雀 @,+)5+ +*G%$&#& 冬 古

’(!小云雀 @H/),/),+ 留 东
二三 燕科 P5W?:A5:5A4@ (#!家燕 M#*)$5(*)&3#8+ 夏 广

($!金腰燕 MH5+)*#8+ 夏 广
二四 鹡鸰科 \.94B5665A4@ ("!灰鹡鸰 D(3+8#,,+ 8#$%*%+ 冬 古

(%!白鹡鸰 DH+,:+ 留 古
(&!黄鹡鸰 DH-,+G+ 旅 古
(+!田鹨 @$3")&*#8"+*5# 旅 古
(,!树鹨 @H"(5/&($# 冬 古



(+&,!!( 动物学杂志 !"#$%&%’()*$+,(-.((,(/0 &’ 卷

续附录
科

_4356Z 物种 2O5B5@=
居留型
\5;W495.:

区系从属
j5=9W5X?95.:

保护级别
eW.9@B9@A

()!黄腹鹨 @H*):%&8%$& 冬 古
(’!水鹨 @H&2#$(,%33+ 冬 古

二五 鹎科 eZB:.:.95A4@ ((!领雀嘴鹎 E2#?#=(&&%4#3(*A)%& 留 东
$##!白头鹎 108$($(3)&&#$%$&#& 留 广

二六 伯劳科 E4:55A4@ $#$!虎纹伯劳 9+$#)&3#/*#$)& 夏 东
$#"!红尾伯劳 9H8*#&3+3)& 夏 古
$#%!棕背伯劳 9H&8"+8" 留 东

二七 黄鹂科 VW5.65A4@ $#&!黑枕黄鹂 F*#(,)&8"#$%$&#& 夏 东
二八 卷尾科 j5BW?W5A4@ $#+!黑卷尾 P#8*)*)&4+8*(8%*8)& 夏 东

$#,!灰卷尾 PH,%)8(2"+%)& 夏 东
二九 椋鸟科 29?W:5A4@ $#)!八哥 @8*#5(3"%*%&8*#&3+3%,,)& 留 东

$#’!丝光椋鸟 E3)*$)&&%*#8%)& 留 东
$#(!灰椋鸟 EH8#$%*+8%)& 冬 古
$$#!灰背椋鸟 EH&#$%$&#& 夏 东
$$$!黑领椋鸟 B*+8)2#8+ $#/*#8(,,#& 留 东

三十 鸦科 h.WY5A4@ $$"!喜鹊 1#8+ 2#8+ 留 广
$$%!松鸦 B+**),)&/,+$5+*#)& 留 古
$$&!红嘴蓝鹊 >*(8#&&+ %*03"*("0$8"+ 留 东
$$+!灰树鹊 P%$5*(8#33+ -(*4(&+% 留 东
$$,!大嘴乌鸦 !(*G)&4+8*(*"0$8"(& 留 广
$$)!达乌里寒鸦 !H5+))*#8)& 冬 东

三一 鸫科 S?WA5A4@ $$’!红胁蓝尾鸲 K+*&#/%*80+$)*)& 旅 古
$$(!北红尾鸲 1"(%$#8)*)&+)*(*%)& 冬 古
$"#!鹊鸲 !(2&08")&&+),+*#& 留 东
$"$!黑喉石即鸟 E+=#8(,+ 3(*A)+3+ 冬 东
$""!蓝头矶鸫 D($3#8(,+ /),+*#& 留 东
$"%!蓝矶鸫 DH&(,#3+*#)& 留 东
$"&!虎斑地鸫 .((3"%*+ 5+)4+ 冬 广
$"+!斑鸫 K)*5)&%)$(4)& 冬 古
$",!乌鸫 KH4%*),+ 留 东
$")!白腹鸫 KH2+,,#5)& 冬 古
$"’!小燕尾 <$#8)*)&&8(),%*# 留 东

三二 王鹟科 \.:4WB>5:4@ $"(!寿带 K%*2&#2"($%2+*+5#&# 夏 东
三三 画眉科 S534655A4@ $%#!画眉 B+**),+=8+$(*)& 留 东

$%$!黑脸噪鹛 BH2%*&2#83#,,+3)& 留 东
$%"!白颊噪鹛 BH&+$$#( 留 东
$%%!小黑领噪鹛 BH4($#,%/%* 留 东
$%&!黑领噪鹛 BH2%83(*+,#& 留 东
$%+!灰翅噪鹛 BH8#$%*+8%)& 留 东
$%,!灰眶雀鹛 @,8#22%4(**#&($#+ 留 东

三四 鸦雀科 e4W4A.a.W:59>5A4@ $%)!棕头鸦雀 1+*+5(=(*$#&Z%::#+$)& 留 东
三五 扇尾莺科 h5=95B.65A4@ $%’!棕扇尾莺 !#&3#8(,+ O)$8#5#& 留 东

$%(!黄腹山鹪莺 1*#$#+ -,+G#G%$3*#& 留 东
$&#!黑喉山鹪莺 1H+3*(/),+*#& 留 东
$&$!山鹪莺 1H8*#$#/%*+ 留 东
$&"!纯色鹪莺 1H#$(*$+3% 留 东

三六 莺科 2Z6Y55A4@ $&%!强脚树莺 !%33#+ -(*3#2%& 留 东
$&&!棕褐短翅莺 7*+5023%*)&,)3%(G%$3*#& 留 东
$&+!黄眉柳莺 1"0,,(&8(2)&#$(*$+3)& 冬 古



& 期 钱法文等$鄱阳湖都昌候鸟自然保护区丰水期和枯水期鸟类多样性 (+&)!!(

续附录
科

_4356Z 物种 2O5B5@=
居留型
\5;W495.:

区系从属
j5=9W5X?95.:

保护级别
eW.9@B9@A

$&,!极北柳莺 1H:(*%+,#& 旅 古
三七 绣眼鸟科 U.=9@W.O5A4@ $&)!暗绿绣眼鸟 .(&3%*(2&O+2($#8)& 留 东
三八 长尾山雀科 R@;59>465A4@ $&’!红头长尾山雀 @%/#3"+,(&8($8#$$)& 留 东
三九 山雀科 e4W5A4@ $&(!大山雀 1+*)&4+O(* 留 广

$+#!黄腹山雀 1HG%$)&3),)& 留 东
四十 雀科 e4==@W5A4@ $+$!麻雀 1+&&%*4($3+$)& 留 广

$+"!山麻雀 1H*)3#,+$& 留 东
四一 梅花雀科 0=9W56A5A4@ $+%!白腰文鸟 9($8")*+ &3*#+3+ 留 东

$+&!斑文鸟 9H2)$83,+3+ 留 东
四二 燕雀科 _W5:;5665A4@ $++!燕雀 6*#$/#,,+ 4($3#-*#$/#,,+ 冬 古

$+,!金翅雀 !+*5)%,#&&#$#8+ 留 古
$+)!普通朱雀 !+*2(5+8)&%*03"*#$)& 冬 古
$+’!黑尾蜡嘴雀 <(2"($+ 4#/*+3+*(*#+ 冬 古
$+(!黑头蜡嘴雀 <H2%*&($+3+ 冬 古

四三 鹀科 03X@W5‘5A4@ $,#!栗鹀 <4:%*#?+ *)3#,+ 旅 古
$,$!黄胸鹀 <H+)*%(,+ 旅 古
$,"!灰头鹀 <H&2(5(8%2"+,+ 冬 古
$,%!栗耳鹀 <H-)8+3+ 冬 古
$,&!田鹀 <H*)&3#8+ 冬 古
$,+!三道眉草鹀 <H8#(#5%& 留 古
$,,!黄喉鹀 <H%,%/+$& 冬 古
$,)!小鹀 <H2)&#,,+ 冬 古
$,’!黄眉鹀 <H8"*0&(2"0& 冬 古
$,(!白眉鹀 <H3*#&3*+4# 冬 古

!!古/古北界% 东/东洋界% 广/广布种% 夏/夏候鸟% 冬/冬候鸟% 旅/旅鸟% 留/留鸟& #/国家#级保护野生动物%$/国家$级保
护野生动物&

古/e464@4W@95BW@463% 东/VW5@:946W@463% 广/h.=3.O.6594: =O@B5@=% 夏/2?33@W35;W4:9X5WA=% 冬/G5:9@W35;W4:9X5WA=% 旅/e4==5:;
X5WA=% 留/̂ @=5A@:9X5WA=/# 4:A $ 5:A5B49@9>@X5WA =O@B5@=4W@65=9@A 4=9>@[5=94:A =@B.:A W4:] OW.9@B9@A =O@B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