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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２０１０ 年 ５ 月至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采用样带法和固定半径样点法，对内蒙古自治区二连浩特市 ５ 种生境

的鸟类区系特征、群落结构及其季节动态进行了调查研究。 共记录到鸟类 １２４ 种，隶属于 １５ 目 ３４ 科。
其中，留鸟 １９ 种，夏候鸟 ７２ 种，旅鸟 ２９ 种，冬候鸟 ４ 种。 繁殖鸟中古北界种类有 ８２ 种，东洋界种类仅 ９
种；在地理型上主要特征为中亚型的种类多，共有 １３ 种。 从群落的空间格局来看，５ 种生境的区别也很

大，林地鸟类多样性指数最高，居民区最低；从时间格局来看，不同季节的差异显著，春季鸟类多样性指

数最高，冬季最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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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绝大多数鸟类处于能量金字塔的中上层，
并且对环境的变化十分敏感，环境的变化可迅

速导致其群落组成和多样性的变化（Ｆｏｒｂｏｓｅｈ
ｅｔ ａｌ． ２００３），因此，一个地区的鸟类群落变动，
对监视该地区生态平衡及自然环境质量变化起

着指示剂的作用（Ｅｍｉｌｉｏ ｅｔ ａｌ． ２００６）。
二连浩特市位于内蒙古自治区锡林郭勒盟

的西北部，是我国通往蒙古、俄罗斯以及东欧各

国的重要陆路口岸，也是对外开放、国际交往的

重要窗口（牡丹 ２００２）。 二连浩特市地处半荒

漠地区，为适应半干旱环境栖息的动物提供了

适宜条件，动物组成能代表半干旱区的动物区

系特征。 然而，迄今为止，尚未见到有关该地区

鸟类区系及群落方面的调查报告。 为了填补二

连浩特地区鸟类资源研究的空白，为本地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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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多样性的保护提供基础资料，我们于 ２０１０ 年

５ 月至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对这里的鸟类区系组成及

群落结构进行了为期一年的调查研究。 在研究

结果的基础上提出了保护二连浩特市鸟类及其

生存环境的建议。

１　 自然环境概况

二连浩特市地处阴山以北的层状高平原

区，地形平坦、开阔，海拔 ８９６ ～ ９６４ ｍ（牡丹

２００２），属中温带大陆性季风气候区域。 其气

候特征是干燥、寒冷、少雨、多风。 夏季炎热，多
西南或东南风；冬季严寒，多西北风。 年平均气

温 ４ ７℃，年最高气温 ４１ １℃，年最低气温 －
３３ ４℃。 年 平 均 降 水 量 １４２ ｍｍ， 蒸 发 量

３ ２３２ ｍｍ，无霜期 １３２ ｄ。 年平均风速 ４ ２ ｍ ／ ｓ，
年平均日照率 ６９％。 从近年气候资料来看， 由

于中国西北地区变干趋势明显 （李新周等

２００４），这里的气候条件也发生明显恶化，气温

持续偏高，大风沙尘天气频发，降水量少，蒸发

量大，湿度小，土壤失墒严重。 主要的气象灾害

有大风、沙尘暴、干旱、雪灾、霜冻、病虫害等

（廉丽萍 ２０１２）。
二连浩特市的地带性植被属于荒漠化草

原，为草原植被中最干旱的类型。 根据自然地

理环境和植被类型将该地区的生境划分为 ５ 种

类型。 （１）草地，草地面积占二连浩特市总面

积的 ８７％ （牡丹 ２００２）。 主要植被有沙生针茅

（Ｓｔｉｐａ ｐｌａｒｅｏｓａ）、短花针茅（Ｓ． ｂｒｅｖｉｆｌｏｒａ）、沙葱

（Ａｌｌｉｕｍ ｍｏｎｇｏｌｉｃｕｍ）、戈壁天门冬 （ Ａｓｐａｒａｇｕｓ
ｇｏｂｉｃｕｓ）等。 植被中常伴生有草原化荒漠的常

见成分，例如珍珠 （ Ｓａｌｓｏｌａ ｐａｓｓｅｒｉｎａ） 和红沙

（Ｒｅａｕｍｕｒｉａ ｓｏｏｎｇｏｒｉｃａ）。 （２）林地，占二连浩特

市总面积的 ０ ５％ ，分布很分散，主要分布在二

连浩特市区绿化带及周边防护林、赛乌素镇、策
格民俗文化风情园周边。 林地为人工林，树种

有银白杨 （ Ｐｏｐｕｌｕｓ ａｌｂａ）、 欧洲白榆 （ Ｕｌｍｕｓ
ｌａｃｖｉｓ）等。 （３）农田，面积较小，约占二连浩特

市总面积的 ２％ 。 主要分布在二连浩特市郊和

各村庄周边， 种 植 的 作 物 有 白 菜 （ Ｂｒａｓｓｉｃａ
ｃａｍｐｅｓｔｒｉｓ）、番茄（Ｌｙｃｏｐｅｒｓｉｃｏｎ ｅｓｃｕｌｅｎｔｕｍ）、甘蓝

（Ｂｒａｓｓｉｃａ ｏｌｅｒａｃｅａ）、西瓜（Ｃｉｔｒｕｌｌｕｓ ｌａｎａｔｕｓ）等。
（４）居民区，二连的市区和各村镇，约占全市总

面积的 ４％ ，最大的村镇为赛乌素镇。 （５）湿

地，二连浩特市的湿地分盐湖和淡水湖，约占全

市总面积的 ６％ 。 与苏尼特左旗交界处的额仁

达布散淖尔为盐湖，郊区的天鹅湖为淡水湖。

２　 研究方法

２ １　 季节划分　 以当地的气候资料及鸟类迁

徙特征为依据，对四季进行了划分。 冬季自

１１ 月１ 日至翌年 ３ 月 ３１ 日；春季自 ４ 月 １ 日至

５ 月 ３１ 日；夏季自 ６ 月 １ 日至 ８ 月 １０ 日；秋季

自 ８ 月 １１ 日至 １０ 月 ３１ 日。
２ ２　 调查方法 　 采用样带法和固定半径样点

法，在天气晴好的条件下，选取鸟类比较活跃的

时间段进行调查，即日出后至 １１：００ 时和１５：００
时至日落前。 每月调查一次，每次为期一周。 样

带法是沿着确定的方向在样带中心线以２ ｋｍ ／ ｈ
速度行进，观察并记录样带中心线两侧各 ５０ ｍ
范围内鸟类的种类和数量，每条样带长 １ ０００ ｍ，
宽 １００ ｍ。 固定半径样点法是在半径为２００ ｍ 的

区域内，用望远镜观察并记录鸟类的种类和数

量，每次观察 １５ ｍｉｎ。 利用物镜口径 ４５ ｍｍ 的

１２ 倍双筒望远镜和物镜口径７７ ｍｍ的 ２０ ～ ６０ 倍

单筒变焦望远镜观察鸟类，结合鸟类的飞行姿态

及鸣声等综合特征来确定鸟类的具体种类和数

量，不确定的鸟类用数码相机拍照。 鸟类的识别

参照《中国野鸟图鉴》（颜重威 １９９９）和《中国鸟

类手册》（赵正阶 １９９５），鸟类的区系型和地理型

根据《中国动物地理》（张荣祖 １９９９）划分。 物种

分类系统依据《中国鸟类分类与分布名录》（第二

版）（郑光美 ２０１１）。
２ ３　 样带和样点的选取及其划分　 依据调查

区的地形地貌、植被类型，在 ５ 种生境中选取具

有代表性的环境布设了样带和样点。 共布设样

带 ３２ 条，其中草地 ２２ 条，林地 ５ 条，居民区

３ 条，农田 ２ 条；布设样点 ５ 个，都位于湿地。
样带和样点位置见图 １。
２ ４ 　 数据处理 　 鸟 类 多 样 性 指 数 采 用

Ｓｈａｎｎｏｎ⁃Ｗｉｅｎｅｒ 指 数 （ Ｈ′） 计 算， 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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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Ｓ

ｉ ＝ １
（Ｐ ｉ ｌｎＰ ｉ）， 其中，Ｓ 为鸟类种类数，Ｐ ｉ为第

ｉ 种鸟的个体数量占全部鸟种个体数量的比

例；均匀度指数采用 Ｐｉｅｌｏｕ 指数（ Ｊ）计算，Ｊ ＝
Ｈ′ ／ Ｈｍａｘ，Ｈｍａｘ 为理论上的最大多样性指数，即
Ｈｍａｘ ＝ ｌｎＳ；优势度指数采用 Ｓｉｍｐｓｏｎ 生态优势

度指数（Ｃ）计算， Ｃ ＝ 
Ｓ

ｉ ＝ １
（Ｐ ｉ） ２， 其中，Ｓ 和 Ｐ ｉ

的意义同上。

３　 结果与分析

３ １　 鸟类区系组成　 调查期间共记录到鸟类

１２４ 种，隶属于 １５ 目 ３４ 科。 其中留鸟 １９ 种，夏
候鸟 ７２ 种，旅鸟 ２９ 种，冬候鸟 ４ 种，见附录。
调查期间记录到的牛背鹭（Ｂｕｂｕｌｃｕｓ ｉｂｉｓ）和丝

光椋鸟（ Ｓｔｕｒｎｕｓ ｓｅｒｉｃｅｕｓ），为内蒙古鸟类新纪

录。 这两种鸟在之前发表的文献中（杨贵生等

　 　

１９９８，旭日干等 ２００６）未有记录。 牛背鹭发现

时间为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２２ 日和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２４ 日，
发现地点在赛乌素镇养鱼池和二连浩特市郊的

天鹅湖边沼泽地。 丝光椋鸟发现时间为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２３ 日，发现地点是赛乌素镇林地。
３ ２　 区系特征 　 二连浩特市的 ９１ 种繁殖鸟

（夏候鸟和留鸟）中，古北界种类有 ８２ 种，占该

地区繁殖鸟总数的 ９０ １％ ，东洋界种类有９ 种，
仅占 ９ ９％ ，在区系组成上以古北界种类为主。
在地理型上古北型种类有 ４０ 种，全北型 １４ 种，
中亚型 １３ 种，季风型 ２ 种，东北型 ９ 种，高地型

１ 种，东北⁃华北型 ３ 种，东洋型 ５ 种，东半球温

带⁃热带型 ２ 种，环球温带⁃热带型 ２ 种。 最显

著的地理型特征是中亚型鸟类多，达 １３ 种，为
古北型和全北型之外最多的种类。 中亚型为蒙

新区的代表成分，分布于亚洲大陆中心部分，为
　 　

图 １　 二连浩特市鸟类调查样带和样点分布示意图

Ｆｉｇ． １　 Ｔｈｅ ｓｋｅｔｃｈ ｍａｐ ｏｆ ｔｒａｎｓｅｃｔｓ ａｎｄ ｆｉｘｅｄ⁃ｒａｄｉｕｓ ｐｏｉｎｔ ｌｏｃａｔｉｏｎｓ ｉｎ Ｅｒｅｎｈｏ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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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荒漠地区的栖居者。 二连浩特市紧邻蒙新区

的西部荒漠亚区，地处荒漠与草原过渡地区，鸟
类区系显现过渡性特征，既有草原亚区的代表

种蒙古百灵（Ｍｅｌａｎｏｃｏｒｙｐｈａ ｍｏｎｇｏｌｉｃａ）、角百灵

（Ｅｒｅｍｏｐｈｉｌａ ａｌｐｅｓｔｒｉｓ）和大狂
鸟（Ｂｕｔｅｏ ｈｅｍｉｌａｓｉｕｓ）

的分布，又有荒漠亚区常见种白顶即鸟（Ｏｅｎａｎｔｈｅ
ｐｌｅｓｃｈａｎｋａ）、凤头百灵（Ｇａｌｅｒｉｄａ ｃｒｉｓｔａｔａ）、毛腿

沙 鸡 （ Ｓｙｒｒｈａｐｔｅｓ ｐａｒａｄｏｘｕｓ ） 和 铁 嘴 沙 鸻

（Ｃｈａｒａｄｒｉｕｓ ｌｅｓｃｈｅｎａｕｌｔｉｉ）的分布。
３ ３　 群落季节多样性　 二连浩特市不同季节

的鸟类多样性指数、均匀度指数和优势度指数

等群落结构参数计算结果见表 １。
表 １　 二连浩特市不同季节鸟类群落结构指数

Ｔａｂｌｅ １　 Ｔｈｅ ｓｅａｓｏｎａｌ ａｖｉａｎ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ｉｎｄｉｃｅｓ ｏｆ Ｅｒｅｎｈｏｔ

春季
Ｓｐｒｉｎｇ

夏季
Ｓｕｍｍｅｒ

秋季
Ａｕｔｕｍｎ

冬季
Ｗｉｎｔｅｒ

种数 Ｓｐｅｃｉｅｓ ８６ ４４ ７０ １７
数量（只）Ｎｕｍｂｅｒ（ ｉｎｄ） ４ ４２０ ２ ６３０ ７ ９０４ ３ ２１９
多样性指数
Ｄ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ｉｎｄｅｘ ２ ６７７ ５ ２ ２５０ ５ １ ４８７ ６ １ ３６１ ９

均匀度指数
Ｅｖｅｎｎｅｓｓ ｉｎｄｅｘ ０ ６０１ １ ０ ５９４ ７ ０ ３５０ ２ ０ ４８０ ７

优势度
Ｄｏｍｉｎａｎｃｅ ｉｎｄｅｘ ０ １４０ ６ ０ １７４ ４ ０ ４６３ ９ ０ ３２９ ７

　 　 由表 １ 可以看出，二连浩特市不同季节鸟

类的多样性指数是春季 ＞ 夏季 ＞ 秋季 ＞ 冬季，
均匀度指数是春季 ＞ 夏季 ＞ 冬季 ＞ 秋季，优势

　 　

度指数是秋季 ＞冬季 ＞夏季 ＞春季。 优势度指

数秋季最高，是由于在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二连浩特市

的小鹀（Ｅｍｂｅｒｉｚａ ｐｕｓｉｌｌａ）数量特别多导致的。
３ ４　 群落生境多样性　 二连浩特市不同生境

的鸟类多样性指数、均匀度指数和优势度指数

等群落结构参数计算结果见表 ２。
　 　 由表 ２ 可以看出，二连浩特市不同生境鸟

类的多样性指数是林地 ＞农田 ＞湿地 ＞草地 ＞
居民区，均匀度指数是农田 ＞ 林地 ＞ 居民区 ＞
湿地 ＞ 草地，优势度指数是湿地 ＞ 居民区 ＞ 林

地 ＞草地 ＞ 农田。 林地和农田的鸟类比较丰

富，这与我们的实际观测符合。
３ ５　 各生境鸟类群落的季节动态　 鸟类群落

在不同生境具有不同的群落结构指数，同一季

节不同生境中鸟类群落结构有较大差异，不同

生境在不同季节也有变化（表 ３）。
由表 ３ 可以看出，春季和冬季的林地多样

性最高，均匀度也较高，夏季和秋季则是湿地的

多样性最高，均匀度也较高。 而草地和居民区

的多样性一直都是较低的。 这与调查中发现的

林地和湿地鸟种数较多的事实相符合。

４　 讨　 论

４ １　 区系　 二连浩特市在动物地理区划上位

于古北界中亚亚界蒙新区东部草原亚区的阴山

北部中温型荒漠草原省（张荣祖 １９９９）。 分布

　 　表 ２　 二连浩特市不同生境鸟类群落结构指数

Ｔａｂｌｅ ２　 Ｔｈｅ ａｖｉａｎ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ｉｎｄｉｃｅｓ ａｔ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ｈａｂｉｔａｔ ｏｆ Ｅｒｅｎｈｏｔ
草地

Ｓｃｒｕｂｌａｎｄ
林地

Ｗｏｏｄｌａｎｄ
农田

Ｆａｒｍｌａｎｄ
居民区

Ｐｏｐｕｌａｔｅｄ ａｒｅａ
湿地

Ｗｅｔｌａｎｄ
种数 Ｓｐｅｃｉｅｓ ５４ ６０ ３７ ３０ ５４
数量（只）Ｎｕｍｂｅｒ （ ｉｎｄ） １１ ６５６ １ ６３６ ４５３ ２ ６１７ １ ８１１
多样性指数 Ｄ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ｉｎｄｅｘ １ ９６０ ０ ２ ４９５ ６ ２ ４６４ １ １ ９３９ ４ ２ ０５６ ８
均匀度指数 Ｅｖｅｎｎｅｓｓ ｉｎｄｅｘ ０ ４９１ ４ ０ ６０９ ５ ０ ６８２ ４ ０ ５７０ ２ ０ ５１５ ６
优势度 Ｄｏｍｉｎａｎｃｅ ｉｎｄｅｘ ０ ２０３ ７ ０ ２２５ ２ ０ １７３ ４ ０ ２４７ ５ ０ ３４０ ９

表 ３　 二连浩特市不同生境鸟类群落多样性指数（Ｈ′）和均匀度指数（Ｊ）
Ｔａｂｌｅ ３　 Ｔｈｅ ａｖｉａｎ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ｄ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ｉｎｄｅｘ ａｎｄ ｅｖｅｎｎｅｓｓ ｉｎｄｉｃｅｓ ａｔ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ｈａｂｉｔａｔｓ ｏｆ Ｅｒｅｎｈｏｔ

生境 Ｈａｂｉｔａｔ　 　 　 　
春季 Ｓｐｒｉｎｇ

Ｈ′ Ｊ
夏季 Ｓｕｍｍｅｒ
Ｈ′ Ｊ

秋季 Ａｕｔｕｍｎ
Ｈ′ Ｊ

冬季 Ｗｉｎｔｅｒ
Ｈ′ Ｊ

草地 Ｓｃｒｕｂｌａｎｄ １ ７９５ ４ ０ ５３８ ８ １ ６９３ ０ ０ ６１０ ６ １ １７５ ７ ０ ３２０ ９ ０ ８５４ ２ ０ ３８８ ８
林地 Ｗｏｏｄｌａｎｄ ３ ０４５ ７ ０ ８３１ ４ ２ ４１５ ４ ０ ８３５ ７ １ ７０２ ６ ０ ５２８ ９ １ ０６０ ７ ０ ５１０ １
农田 Ｆａｒｍｌａｎｄ ２ ５７４ ８ ０ ８７４ ５ １ ３１９ ２ ０ ７３６ ３ ２ １３４ ７ ０ ７１２ ６ １ ０４１ ２ ０ ５８１ １
居民区 Ｐｏｐｕｌａｔｅｄ ａｒｅａ １ ７５６ ８ ０ ６３３ ６ ２ ３０２ １ ０ ８１２ ５ ０ ８５２ ８ ０ ３０１ ０ ０ ７６１ ８ ０ ４２５ ２
湿地 Ｗｅｔｌａｎｄ １ ７３４ ３ ０ ４６４ ０ ２ ６５９ ７ ０ ９５９ ２ ２ ５９２ ４ ０ ９８２ ３ ０ ８７３ ２ ０ ７９４ 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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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古北型的赤膀鸭（ Ａｎａｓ ｓｔｒｅｐｅｒａ）、翘鼻麻鸭

（Ｔａｄｏｒｎａ ｔａｄｏｒｎａ）、红隼（Ｆａｌｃｏ ｔｉｎｎｕｎｃｕｌｕｓ）、大
杜鹃 （ Ｃｕｃｕｌｕｓ ｃａｎｏｒｕｓ），全北型的喜鹊 （ Ｐｉｃａ
ｐｉｃａ）、家燕（Ｈｉｒｕｎｄｏ ｒｕｓｔｉｃａ）、红头潜鸭（Ａｙｔｈｙａ
ｆｅｒｉｎａ）和白尾鹞（Ｃｉｒｃｕｓ ｃｙａｎｅｕｓ），中亚型的毛

腿沙鸡、大狂
鸟、白顶即鸟、漠即鸟（Ｏｅｎａｎｔｈｅ ｄｅｓｅｒｔｉ），

其他区系成分也向此地渗透，如东北型的黑尾

蜡 嘴 雀 （ Ｅｏｐｈｏｎａ ｍｉｇｒａｔｏｒｉａ ）、 北 红 尾 鸲

（Ｐｈｏｅｎｉｃｕｒｕｓ ａｕｒｏｒｅｕｓ）、白枕鹤（Ｇｒｕｓ ｖｉｐｉｏ），东
北⁃华北型的灰椋鸟（ Ｓ． ｃｉｎｅｒａｃｅｕｓ）、红尾伯劳

（Ｌａｎｉｕｓ ｃｒｉｓｔａｔｕｓ）、高地型的粉红胸鹨（Ａｎｔｈｕｓ
ｒｏｓｅａｔｕｓ），此外还有东洋界成分，如季风型的山

斑鸠（Ｓｔｒｅｐｔｏｐｅｌｉａ ｏｒｉｅｎｔａｌｉｓ）、东半球温带⁃热带

型的白骨顶（Ｆｕｌｉｃａ ａｔｒａ）和环球温带⁃热带型的

黑翅长脚鹬（Ｈｉｍａｎｔｏｐｕｓ ｈｉｍａｎｔｏｐｕｓ）。 反映出

该地区的鸟类区系以蒙新区成分为主，多种区

系成分相互渗透的特征。
最显著的特点是二连浩特市有众多的中亚

型鸟类。 它们是草原雕（Ａｑｕｉｌａ ｎｉｐａｌｅｎｓｉｓ）、大
狂
鸟、蓑羽鹤（Ａｎｔｈｒｏｐｏｉｄｅｓ ｖｉｒｇｏ）、铁嘴沙鸻、东方

鸻（Ｃｈａｒａｄｒｉｕｓ ｖｅｒｅｄｕｓ）、毛腿沙鸡、蒙古百灵、
短趾百灵（Ｃａｌａｎｄｒｅｌｌａ ｃｈｅｌｅｅｎｓｉｓ）、布氏鹨（Ａｎｔ⁃
ｈｕｓ ｇｏｄｌｅｗｓｋｉｉ）、荒漠伯劳（Ｌａｎｉｕｓ ｉｓａｂｅｌｌｉｎｕｓ）、白
顶即鸟、漠即鸟、沙即鸟（Ｏ． ｉｓａｂｅｌｌｉｎａ）。 中亚型鸟类如

此多有多方面原因。 荒漠草原为鼠类的繁盛提

供了良好的条件，进而为捕食鼠类的鸟类提供

充足的食物，如草原雕和大狂
鸟。 广阔的草原为

食虫鸟和食种子鸟提供了丰富的食源，干燥高

温的气候是地面营巢的百灵和毛腿沙鸡的理想

孵化条件。
其他区系渗透的主要原因在于二连浩特市

地处候鸟迁徙路线（张孚允等 １９９７），市区附近

又有适宜鸟类栖息的天鹅湖，春秋季有很多水

鸟在此栖息，夏季也有不少鸟类在此繁殖，如翘

鼻麻鸭、赤麻鸭（Ｔ． ｆｅｒｒｕｇｉｎｅａ）、赤膀鸭等。
新记录到的牛背鹭和丝光椋鸟可以视为由

于气候变暖导致南方鸟类向北扩展的结果。 从

气候看来，这是由于中国干旱区气温将会持续

以较高的变暖速率上升，至少最近 １０ 年这种趋

势不会改变（张雪芹等 ２０１０）。 由于气候变暖

因素，使东洋界部分适应性强的鸟类分布区向

北扩展（孙全辉等 ２０００）。 近年来随着全球气

候变暖，有不少关于鸟类居留型发生变化的报

道（宋福春等 ２００５，张书理等 ２００７，黄晓凤等

２００８）。 由于环境多样和边缘效应是鸟类种类

多的原因之一（杨帆等 ２０１２），可以预计，随着

进一步的气候变化，二连浩特市的鸟类区系也

会发生变化。
４ ２　 群落结构　 二连浩特市全年鸟类组成具

有明显的季节性变化特征：春秋两季为候鸟迁

徙高峰期，鸟类的种类和数量均较多，种类组成

不稳定；冬夏两季鸟类的种类和数量相对较少，
种类组成相对稳定。 这与二连浩特市所处草原

化荒漠环境相关。 各生境的鸟类组成也与季节

变化有关，总体来说林地和湿地鸟种数较多。
经过与同属于干旱地带的乌海市（乔旭等

２０１１）进行对比，季节多样性乌海市是冬季的优

势度指数最高，这点与二连浩特市的不一样。 生

境方面二连浩特市林地和农田鸟类比较丰富，而
乌海市却以湿地的鸟类多样性为最高。 这是因

为乌海市有黄河流经，湿地面积相对较大，湿地

生境鸟类群落指数较高（乔旭等 ２０１１），而二连

浩特市仅有 ２ 个小型湖泊，面积也相对较小，湿
地生境鸟类群落指数较低。 由于生境的不同造

成植被的差异，直接影响到鸟类的栖息环境、食
物的丰富程度和营养结构，因而生存在其中的鸟

类具有明显的差异性（艾尼瓦尔铁木尔等 １９９８）。
这些现象表明，季节的变化导致诸多环境

因子发生改变，如食物、水源、隐蔽条件、繁殖条

件等，这些因子共同作用导致鸟类群落结构的

变化（陈劲等 ２０１０）。 即生境对鸟类的行为、种
群大小和生存有直接作用，是影响鸟类多样性

的重要因素（李敏等 ２０１２）。 因此，保护二连浩

特市的鸟类，维持生态平衡，有必要对全市的植

被、无脊椎动物、两栖类、爬行类、哺乳类的组成

进行深入系统调查，得出鸟类群落与环境因子

之间的具体关联。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该地区小鹀的数量特别多，

在二连浩特民航机场附近达到了数千只。 加入

小鹀的数量后，各鸟的数量比例发生了明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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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化，３ 种群落指数中，Ｓｉｍｐｓｏｎ 生态优势度指

数 （ Ｃ） 明显升高， 呈极显著正相关关系的

Ｓｈａｎｎｏｎ⁃Ｗｉｅｎｅｒ 指数（Ｈ′）和 Ｐｉｅｌｏｕ 指数（Ｊ）则
明显降低（陈廷贵等 １９９９）。 仅加入了一种数

量特别多鸟就导致整个群落的多样性指数的大

幅度变化，说明仅仅靠这几个群落指数，并不能

完全客观地表示该群落的组成特征。 进而说

明，传统的生物多样性在处理某些极端的个别

情况时，例如各种群在个体数量上的绝对差异

时，忽略了种群大小在维持生物多样性中的贡

献，因而并不能完全客观地反映群落生物多样

性的现状（王寿兵 ２００３）。
４ ３　 鸟类保护　 在二连浩特市调查发现的鸟

类中，属于国家Ⅱ级保护的物种较多，其中又以

隼形目居多，有白尾鹞、雀鹰（Ａｃｃｉｐｉｔｅｒ ｎｉｓｕｓ）、
灰脸 狂

鸟 鹰 （ Ｂｕｔａｓｔｕｒ ｉｎｄｉｃｕｓ）、 普 通 狂
鸟 （ Ｂｕｔｅｏ

ｂｕｔｅｏ）、大 狂
鸟、 草 原 雕、 红 隼、 灰 背 隼 （ Ｆａｌｃｏ

ｃｏｌｕｍｂａｒｉｕｓ）、 燕 隼 （ Ｆ． ｓｕｂｂｕｔｅｏ ）、 猎 隼 （ Ｆ．
ｃｈｅｒｒｕｇ）。 这些鸟类大多都善于捕食鼠类，对控

制草原鼠类数量起关键性作用。 而漠即鸟、褐柳

莺（Ｐｈｙｌｌｏｓｃｏｐｕｓ ｆｕｓｃａｔｕｓ）、灰椋鸟、 北红尾鸲、
树鹨 （ Ａｎｔｈｕｓ ｈｏｄｇｓｏｎｉ） 和 白 鹡 鸰 （Ｍｏｔａｃｉｌｌａ
ａｌｂａ）等则以昆虫为主食，对控制害虫有重要作

用。 相对于机械和药物防治方法来说，鸟类的

生物防治作用既科学又经济（张迎梅 ２００２）。
保护二连浩特市鸟类多样性，最关键的是

保护鸟类赖以生存的环境。 为此提出以下建

议：（１）加强环境污染治理。 主要是控制每年

天鹅湖里的污水排放量。 （２）增强植树造林力

度，加快城市绿化进程。 （３）加强对公众的环

境保护意识教育，不断提高群众保护生态环境、
爱鸟护鸟的意识。 （４）加强执法力度，严禁捕

猎猛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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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二连浩特市鸟类名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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鸟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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ｐａｔｔｅｒｎ

季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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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布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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ｐａｔｔｅｒｎ

数量（只）Ｎｕｍｂｅｒ （ ｉｎｄ）
草地

Ｇｒａｓｓ
ｌａｎｄ

林地

Ｗｏｏｄ
ｌａｎｄ

农田

Ｆａｒｍ
ｌａｎｄ

居民区

Ｐｏｐｕｌａｔｅｄ
ａｒｅａ

湿地

Ｗｅｔ
ｌａｎｄ

保护级别

Ｐｒｏｔｅｃｔｅｄ
ｃａｔｅｇｏｒｙ

１ 小 Ｔａｃｈｙｂａｐｔｕｓ ｒｕｆｉｃｏｌｌｉｓ Ｓ 春 Ｗ ２
２ 凤头 Ｐｏｄｉｃｅｐｓ ｃｒｉｓｔａｔｕｓ Ｓ 春 Ｃ ６
３ 黑颈 Ｐ． ｎｉｇｒｉｃｏｌｌｉｓ Ｓ 春 Ｃ ３
４ 普通鸬鹚 Ｐｈａｌａｃｒｏｃｏｒａｘ ｃａｒｂｏ Ｓ 秋 Ｕ １
５ 苍鹭 Ａｒｄｅａ ｃｉｎｅｒｅａ Ｓ 秋 Ｕ ３
６ 牛背鹭 Ｂｕｂｕｌｃｕｓ ｉｂｉｓ Ｓ 春 Ｗ １ ４
７ 赤麻鸭 Ｔａｄｏｒｎａ ｆｅｒｒｕｇｉｎｅａ Ｓ 春 Ｕ ６
８ 翘鼻麻鸭 Ｔ． ｔａｄｏｒｎａ Ｓ 春 Ｕ ２８
９ 赤颈鸭 Ａｎａｓ ｐｅｎｅｌｏｐｅ Ｐ 春 Ｃ ６ ６２ ③
１０ 赤膀鸭 Ａ． ｓｔｒｅｐｅｒａ Ｓ 春 Ｕ １３５
１１ 绿翅鸭 Ａ． ｃｒｅｃｃａ Ｐ 秋 Ｃ ３ １ ０３８ ③
１２ 斑嘴鸭 Ａ． ｐｏｅｃｉｌｏｒｈｙｎｃｈａ Ｓ 春 Ｗ ７
１３ 白眉鸭 Ａ． ｑｕｅｒｑｕｅｄｕｌａ Ｓ 春 Ｕ ２
１４ 琵嘴鸭 Ａ． ｃｌｙｐｅａｔａ Ｐ 春 Ｃ １ ７４ ③
１５ 红头潜鸭 Ａｙｔｈｙａ ｆｅｒｉｎａ Ｓ 秋 Ｃ ５６
１６ 白尾鹞 Ｃｉｒｃｕｓ ｃｙａｎｅｕｓ Ｓ 秋 Ｃ １ ２ Ⅱ②
１７ 雀鹰 Ａｃｃｉｐｉｔｅｒ ｎｉｓｕｓ Ｓ 秋 Ｕ ３ ２ Ⅱ②
１８ 灰脸狂

鸟鹰 Ｂｕｔａｓｔｕｒ ｉｎｄｉｃｕｓ Ｓ 春秋 Ｍ ３ ２ Ⅱ②＃
１９ 普通狂

鸟 Ｂｕｔｅｏ ｂｕｔｅｏ Ｓ 秋 Ｕ １ １ Ⅱ②
２０ 大狂

鸟 Ｂ． ｈｅｍｉｌａｓｉｕｓ Ｒ 春秋 Ｄ ４ Ⅱ②
２１ 草原雕 Ａｑｕｉｌａ ｎｉｐａｌｅｎｓｉｓ Ｓ 秋冬 Ｄ ８ Ⅱ②＃
２２ 红隼 Ｆａｌｃｏ ｔｉｎｎｕｎｃｕｌｕｓ Ｒ 春秋 Ｕ １９ ２ １ ４ Ⅱ②
２３ 灰背隼 Ｆ． ｃｏｌｕｍｂａｒｉｕｓ Ｐ 秋 Ｃ ２ １ Ⅱ②
２４ 燕隼 Ｆ． ｓｕｂｂｕｔｅｏ Ｓ 秋 Ｕ １ ８ Ⅱ②
２５ 猎隼 Ｆ． ｃｈｅｒｒｕｇ Ｓ 夏 Ｃ ２ Ⅱ②＃
２６ 蓑羽鹤 Ａｎｔｈｒｏｐｏｉｄｅｓ ｖｉｒｇｏ Ｓ 春 Ｄ ２ ２ Ⅱ②＃
２７ 白枕鹤 Ｇｒｕｓ ｖｉｐｉｏ Ｓ 春 Ｍ ４ ５ Ⅱ①＃
２８ 白骨顶 Ｆｕｌｉｃａ ａｔｒａ Ｓ 春 Ｏ５ ３４
２９ 黑翅长脚鹬 Ｈｉｍａｎｔｏｐｕｓ ｈｉｍａｎｔｏｐｕｓ Ｓ 春 Ｏ２ ６４
３０ 反嘴鹬 Ｒｅｃｕｒｖｉｒｏｓｔｒａ ａｖｏｓｅｔｔａ Ｓ 春 Ｕ ３
３１ 凤头麦鸡 Ｖａｎｅｌｌｕｓ ｖａｎｅｌｌｕｓ Ｓ 秋 Ｕ ４
３２ 灰头麦鸡 Ｖ． ｃｉｎｅｒｅｕｓ Ｓ 春夏 Ｍ ３ ２ ２
３３ 金鸻 Ｐｌｕｖｉａｌｉｓ ｆｕｌｖａ Ｐ 秋 Ｃ ４
３４ 金眶鸻 Ｃｈａｒａｄｒｉｕｓ ｄｕｂｉｕｓ Ｓ 春夏秋 Ｕ ８ ４ １１
３５ 环颈鸻 Ｃ． ａｌｅｘａｎｄｒｉｎｕｓ Ｓ 秋 Ｏ２ ３
３６ 铁嘴沙鸻 Ｃ． ｌｅｓｃｈｅｎａｕｌｔｉｉ Ｓ 春夏秋 Ｄ １６９ ６ ２７
３７ 东方鸻 Ｃ． ｖｅｒｅｄｕｓ Ｓ 春夏 Ｄ １５７ ８ ２４
３８ 针尾沙锥 Ｇａｌｌｉｎａｇｏ ｓｔｅｎｕｒａ Ｐ 秋 Ｕ ６
３９ 大沙锥 Ｇ． ｍｅｇａｌａ Ｐ 秋 Ｕ ５
４０ 扇尾沙锥 Ｇ． ｇａｌｌｉｎａｇｏ Ｓ 秋 Ｕ ６
４１ 黑尾塍鹬 Ｌｉｍｏｓａ ｌｉｍｏｓａ Ｓ 秋 Ｕ ３ ＃
４２ 鹤鹬 Ｔｒｉｎｇａ ｅｒｙｔｈｒｏｐｕｓ Ｐ 秋 Ｕ ６
４３ 红脚鹬 Ｔ． ｔｏｔａｎｕｓ Ｓ 秋 Ｕ ２
４４ 白腰草鹬 Ｔ． ｏｃｈｒｏｐｕｓ Ｓ 秋 Ｕ １ ６
４５ 林鹬 Ｔ． ｇｌａｒｅｏｌａ Ｓ 秋 Ｕ 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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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６ 矶鹬 Ａｃｔｉｔｉｓ ｈｙｐｏｌｅｕｃｏｓ Ｓ 春 Ｃ １４ ６
４７ 红颈滨鹬 Ｃａｌｉｄｒｉｓ ｒｕｆｉｃｏｌｌｉｓ Ｐ 秋 Ｍ １４
４８ 青脚滨鹬 Ｃ． ｔｅｍｍｉｎｃｋｉｉ Ｐ 秋 Ｕ ９
４９ 银鸥 Ｌａｒｕｓ ａｒｇｅｎｔａｔｕｓ Ｐ 秋 Ｃ １７
５０ 棕头鸥 Ｌ． ｂｒｕｎｎｉｃｅｐｈａｌｕｓ Ｐ 秋 Ｐ ５
５１ 红嘴鸥 Ｌ． ｒｉｄｉｂｕｎｄｕｓ Ｓ 秋 Ｕ ９
５２ 灰翅浮鸥 Ｃｈｌｉｄｏｎｉａｓ ｈｙｂｒｉｄａ Ｓ 秋 Ｕ ７
５３ 毛腿沙鸡 Ｓｙｒｒｈａｐｔｅｓ ｐａｒａｄｏｘｕｓ Ｒ 春夏秋冬 Ｄ ７５４ ６６ １０７
５４ 山斑鸠 Ｓｔｒｅｐｔｏｐｅｌｉａ ｏｒｉｅｎｔａｌｉｓ Ｒ 秋 Ｅ ３ ２ ３６ ８
５５ 灰斑鸠 Ｓ． ｄｅｃａｏｃｔｏ Ｒ 春夏秋冬 Ｗ ２ ５８ ６８ ２２
５６ 大杜鹃 Ｃｕｃｕｌｕｓ ｃａｎｏｒｕｓ Ｓ 春夏 Ｕ １４ ２
５７ 纵纹腹小鸮 Ａｔｈｅｎｅ ｎｏｃｔｕａ Ｒ 秋冬 Ｕ ６ ３ Ⅱ②
５８ 长耳鸮 Ａｓｉｏ ｏｔｕｓ Ｓ 秋 Ｃ １ Ⅱ②
５９ 普通雨燕 Ａｐｕｓ ａｐｕｓ Ｓ 夏 Ｕ １２ ４
６０ 戴胜 Ｕｐｕｐａ ｅｐｏｐｓ Ｓ 春夏秋 Ｕ ２５ １１ ３ １０
６１ 蚁 Ｊｙｎｘ ｔｏｒｑｕｉｌｌａ Ｓ 秋 Ｕ １ １
６２ 大斑啄木鸟 Ｄｅｎｄｒｏｃｏｐｏｓ ｍａｊｏｒ Ｒ 夏秋 Ｕ ３ １
６３ 蒙古百灵 Ｍｅｌａｎｏｃｏｒｙｐｈａ ｍｏｎｇｏｌｉｃａ Ｒ 夏秋 Ｄ ４
６４ 大短趾百灵 Ｃａｌａｎｄｒｅｌｌａ ｂｒａｃｈｙｄａｃｔｙｌａ Ｓ 春夏秋 Ｕ １ ４８９ ６２ ２２６
６５ 短趾百灵 Ｃ． ｃｈｅｌｅｅｎｓｉｓ Ｒ 春夏秋冬 Ｄ １ １２３ ７１ １７ ４６ ３１
６６ 凤头百灵 Ｇａｌｅｒｉｄａ ｃｒｉｓｔａｔａ Ｒ 春夏秋 Ｕ １７７ １７ ３ １１
６７ 角百灵 Ｅｒｅｍｏｐｈｉｌａ ａｌｐｅｓｔｒｉｓ Ｒ 春夏秋冬 Ｃ ２ ５９８ ２９ ３ ６８ １５
６８ 崖沙燕 Ｒｉｐａｒｉａ ｒｉｐａｒｉａ Ｓ 夏 Ｃ １ ２
６９ 家燕 Ｈｉｒｕｎｄｏ ｒｕｓｔｉｃａ Ｓ 春夏秋 Ｃ ８ １２ ５７ ４
７０ 白鹡鸰 Ｍｏｔａｃｉｌｌａ ａｌｂａ Ｓ 春秋 Ｕ ３７ ７０ １１ ２７ ２７
７１ 黄头鹡鸰 Ｍ． ｃｉｔｒｅｏｌａ Ｓ 春 Ｕ ５ １８
７２ 黄鹡鸰 Ｍ． ｆｌａｖａ Ｓ 春 Ｕ ５ １２
７３ 灰鹡鸰 Ｍ． ｃｉｎｅｒｅａ Ｓ 春秋 Ｕ ６ ４ ２ ２ ９
７４ 田鹨 Ａｎｔｈｕｓ ｒｉｃｈａｒｄｉ Ｓ 春 Ｍ ５
７５ 布氏鹨 Ａ． ｇｏｄｌｅｗｓｋｉｉ Ｓ 春秋 Ｄ １６ ２
７６ 树鹨 Ａ． ｈｏｄｇｓｏｎｉ Ｓ 秋 Ｍ ２ ３７
７７ 粉红胸鹨 Ａ． ｒｏｓｅａｔｕｓ Ｓ 春 Ｐ ２ ７
７８ 荒漠伯劳 Ｌａｎｉｕｓ ｉｓａｂｅｌｌｉｎｕｓ Ｓ 春夏 Ｄ ３１ ６
７９ 红尾伯劳 Ｌ． ｃｒｉｓｔａｔｕｓ Ｓ 夏秋 Ｘ １８
８０ 黑卷尾 Ｄｉｃｒｕｒｕｓ ｍａｃｒｏｃｅｒｃｕｓ Ｓ 夏 Ｗ ２
８１ 北椋鸟 Ｓｔｕｒｎｉａ ｓｔｕｒｎｉｎａ Ｓ 夏 Ｘ ４
８２ 丝光椋鸟 Ｓ． ｓｅｒｉｃｅｕｓ Ｐ 春 Ｓ ２
８３ 灰椋鸟 Ｓ． ｃｉｎｅｒａｃｅｕｓ Ｓ 春夏秋 Ｘ ２ ５ １４
８４ 紫翅椋鸟 Ｓ． ｖｕｌｇａｒｉｓ Ｐ 秋 Ｕ ４ ４ ２
８５ 喜鹊 Ｐｉｃａ ｐｉｃａ Ｒ 春夏秋冬 Ｃ １０ ４８ １０ ２１ ３
８６ 达乌里寒鸦 Ｃｏｒｖｕｓ ｄａｕｕｒｉｃｕｓ Ｒ 冬 Ｕ ３５４
８７ 小嘴乌鸦 Ｃ． ｃｏｒｏｎｅ Ｒ 春秋冬 Ｃ ４ １５
８８ 大嘴乌鸦 Ｃ． ｍａｃｒｏｒｈｙｎｃｈｏｓ Ｒ 秋 Ｅ ６
８９ 渡鸦 Ｃ． ｃｏｒａｘ Ｒ 春 Ｃ ３
９０ 黑喉岩鹨 Ｐｒｕｎｅｌｌａ ａｔｒｏｇｕｌａｒｉｓ Ｐ 春 Ｉ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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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附录

鸟种

Ｓｐｅｃｉｅｓ

居留型

Ｒｅｓｉｄｅ
ｐａｔｔｅｒｎ

季节

Ｓｅａｓｏｎ

分布型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ｐａｔｔｅｒｎ

数量（只）Ｎｕｍｂｅｒ （ ｉｎｄ）
草地

Ｇｒａｓｓ
ｌａｎｄ

林地

Ｗｏｏｄ
ｌａｎｄ

农田

Ｆａｒｍ
ｌａｎｄ

居民区

Ｐｏｐｕｌａｔｅｄ
ａｒｅａ

湿地

Ｗｅｔ
ｌａｎｄ

保护级别

Ｐｒｏｔｅｃｔｅｄ
ｃａｔｅｇｏｒｙ

９１ 红喉歌鸲 Ｌｕｓｃｉｎｉａ ｃａｌｌｉｏｐｅ Ｓ 春秋 Ｕ １８ ７
９２ 蓝喉歌鸲 Ｌ． ｓｖｅｃｉｃｕｓ Ｐ 春 Ｕ １
９３ 蓝歌鸲 Ｌ． ｃｙａｎｅ Ｐ 春 Ｍ ２
９４ 红胁蓝尾鸲 Ｔａｒｓｉｇｅｒ ｃｙａｎｕｒｕｓ Ｐ 春 Ｍ ７
９５ 北红尾鸲 Ｐｈｏｅｎｉｃｕｒｕｓ ａｕｒｏｒｅｕｓ Ｓ 春秋 Ｍ １６ １８
９６ 红腹红尾鸲 Ｐ． ｅｒｙｔｈｒｏｇａｓｔｕｓ Ｗ 秋 Ｉ ２
９７ 黑喉石即鸟 Ｓａｘｉｃｏｌａ ｔｏｒｑｕａｔａ Ｓ 春 Ｕ ３４
９８ 穗即鸟 Ｏｅｎａｎｔｈｅ ｏｅｎａｎｔｈｅ Ｓ 夏秋 Ｃ ６
９９ 白顶即鸟 Ｏ． ｐｌｅｓｃｈａｎｋａ Ｓ 春夏 Ｄ １１ ２ ３
１００ 漠即鸟 Ｏ． ｄｅｓｅｒｔｉ Ｓ 春夏秋 Ｄ １１８ ６ １ ４
１０１ 沙即鸟 Ｏ． ｉｓａｂｅｌｌｉｎａ Ｓ 秋 Ｄ １
１０２ 虎斑地鸫 Ｚｏｏｔｈｅｒａ ｄａｕｍａ Ｐ 春秋 Ｕ １ １
１０３ 白眉鸫 Ｔｕｒｄｕｓ ｏｂｓｃｕｒｕｓ Ｐ 春秋 Ｍ ６ ３ ４ ７
１０４ 白腹鸫 Ｔ． ｐａｌｌｉｄｕｓ Ｐ 春 Ｍ ４ ０
１０５ 赤颈鸫 Ｔ． ｒｕｆｉｃｏｌｌｉｓ Ｐ 春秋 Ｕ １ １２ １ ２
１０６ 红尾鸫 Ｔ． ｎａｕｍａｎｎｉ Ｐ 春 Ｍ ４
１０７ 斑鸫 Ｔ． ｅｕｎｏｍｕｓ Ｐ 春 Ｍ ２
１０８ 乌鹟 Ｍｕｓｃｉｃａｐａ ｓｉｂｉｒｉｃａ Ｐ 春 Ｍ ４ ２ ２
１０９ 红喉姬鹟 Ｆｉｃｅｄｕｌａ ａｌｂｉｃｉｌｌａ Ｐ 春秋 Ｕ ４６ ５９ ２１
１１０ 大苇莺 Ａｃｒｏｃｅｐｈａｌｕｓ ａｒｕｎｄｉｎａｃｅｕｓ Ｓ 春 Ｏ５ １０
１１１ 褐柳莺 Ｐｈｙｌｌｏｓｃｏｐｕｓ ｆｕｓｃａｔｕｓ Ｓ 春夏 Ｍ １ ４
１１２ 黄眉柳莺 Ｐ． ｉｎｏｒｎａｔｕｓ Ｓ 春秋 Ｕ ６ ９
１１３ 极北柳莺 Ｐ． ｂｏｒｅａｌｉｓ Ｓ 秋 Ｕ １ ２
１１４ 家麻雀 Ｐａｓｓｅｒ ｄｏｍｅｓｔｉｃｕｓ Ｒ 秋 Ｕ ２ ５
１１５ 麻雀 Ｐ． ｍｏｎｔａｎｕｓ Ｒ 春夏秋冬 Ｕ ６９５ ７５０ １６６ ３７２ ５
１１６ 燕雀 Ｆｒｉｎｇｉｌｌａ ｍｏｎｔｉｆｒｉｎｇｉｌｌａ Ｐ 春 Ｕ ６
１１７ 北朱雀 Ｃａｒｐｏｄａｃｕｓ ｒｏｓｅｕｓ Ｗ 冬 Ｍ ５
１１８ 白腰朱顶雀 Ｃａｒｄｕｅｌｉｓ ｆｌａｍｍｅａ Ｗ 冬 Ｃ １２
１１９ 黑尾蜡嘴雀 Ｅｏｐｈｏｎａ ｍｉｇｒａｔｏｒｉａ Ｓ 春夏 Ｋ ２ １０
１２０ 灰眉岩鹀 Ｅｍｂｅｒｉｚａ ｇｏｄｌｅｗｓｋｉｉ Ｒ 春 Ｕ １
１２１ 红颈苇鹀 Ｅ． ｙｅｓｓｏｅｎｓｉｓ Ｗ 冬 Ｋ ３ ∗
１２２ 小鹀 Ｅ． ｐｕｓｉｌｌａ Ｐ 春秋 Ｕ ４ ０３６ ８５ ２３ １ １６４
１２３ 田鹀 Ｅ． ｒｕｓｔｉｃａ Ｐ 春 Ｕ ２
１２４ 灰头鹀 Ｅ． ｓｐｏｄｏｃｅｐｈａｌａ Ｓ 秋 Ｍ １４

　 　 居留型：Ｒ． 留鸟，Ｓ． 夏候鸟，Ｐ． 旅鸟，Ｗ． 冬候鸟；分布型：Ｗ． 东洋型，Ｕ． 古北型，Ｃ． 全北型，Ｏ２ ． 环球温带⁃热带型，Ｍ． 和 Ｋ． 东北

型，Ｄ． 中亚型，Ｏ５ ． 东半球温带⁃热带型，Ｘ． 东北⁃华北型，Ｐ． 和 Ｉ． 高地型，Ｅ． 季风型；保护级别：Ⅰ、Ⅱ分别为国家Ⅰ级、Ⅱ级重点保

护鸟类；①、②、③分别为濒危野生动植物种国际贸易公约（ＣＩＴＥＳ） 附录Ⅰ、Ⅱ、Ⅲ的保护鸟种；＃． 中国濒危动物红皮书收录鸟类；
∗． 世界受胁鸟种；数量一列为不同生境中各月鸟类数量之和。

Ｒｅｓｉｄｅ ｐａｔｔｅｒｎ： Ｒ． Ｒｅｓｉｄｅｎｔ ｓｐｅｃｉｅ，Ｓ． Ｓｕｍｍｅｒ ｖｉｓｉｔｏｒｓ ｓｐｅｃｉｅｓ，Ｐ． Ｍｉｇｒａｎｔｓ ｓｐｅｃｉｅｓ，Ｗ． Ｗｉｎｔｅｒ ｖｉｓｉｔｏｒｓ；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ｐａｔｔｅｒｎ：Ｗ．
Ｏｒｉｅｎｔａｌ ｔｙｐｅ，Ｕ． Ｐａｌａｅａｒｃｔｉｃ ｔｙｐｅ，Ｃ． Ｈｏｌａｒｃｔｉｃ ｔｙｐｅ，Ｏ２ ． Ｇｌｏｂａｌ 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ｅ⁃ｔｒｏｐｉｃａｌ ｔｙｐｅ，Ｍ ａｎｄ Ｋ． Ｎｏｒｔｈｅａｓｔ ｔｙｐｅ，Ｏ３ ． Ｍｅｄｉｔｅｒｒａｎｅａｎ⁃
Ｃｅｎｔｒａｌ Ａｓｉａｎ ｔｙｐｅ，Ｄ． Ｃｅｎｔｒａｌ Ａｓｉａｎ ｔｙｐｅ，Ｏ５ ． 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ｅ⁃ｔｒｏｐｉｃａｌ ｔｙｐｅ ｉｎ Ｅａｓｔｅｒｎ Ｈｅｍｉｓｐｈｅｒｅ，Ｘ． Ｎｏｒｔｈｅａｓｔ⁃Ｎｏｒｔｈ⁃Ｃｈｉｎａ ｔｙｐｅ，Ｐ ａｎｄ Ｉ．
Ｔａｂｌｅｌａｎｄ ｔｙｐｅ，Ｅ． Ｍｏｎｓｏｏｎ ｔｙｐｅ；Ⅰ，Ⅱ ｒｅ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ｌｙ ｉｓ ｔｈｅ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Ｉ ａｎｄ Ⅱ ｃａｔｅｇｏｒｙ ｐｒｏｔｅｃｔｅｄ ｓｐｅｃｉｅｓ；①，② ａｎｄ ③ ｒｅ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ｌｙ ｉｓ
ｅｎｄａｎｇｅｒｅｄ ｓｐｅｃｉｅｓ ｏｆ ｗｉｌｄ ｆａｕｎａ ａｎｄ ｆｌｏｒａ ｉｎ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ｔｒａｄｅ Ｃｏｎｖｅｎｔｉｏｎ （ＣＩＴＥＳ） Ａｐｐｅｎｄｉｘ Ⅰ，Ⅱ ａｎｄ Ⅲ ｐｒｏｔｅｃｔｅｄ ｂｉｒｄ ｓｐｅｃｉｅｓ；＃．
Ｃｈｉｎａ Ｒｅｄ ｄａｔａ ｂｏｏｋ ｏｆ ｅｎｄａｎｇｅｒｅｄ ａｎｉｍａｌｓ ｓｐｅｃｉｅｓ ｉｎｃｌｕｄｅｄ ｂｉｒｄｓ；∗． Ｔｈｅ ｗｏｒｌｄ’ｓ ｔｈｒｅａｔｅｎｅｄ ｂｉｒｄ ｓｐｅｃｉｅｓ；Ｔｈｅ ｎｕｍｂｅｒ ｃｏｌｕｍｎ ｏｆ ｄａｔａ ｉｓ
ｔｈｅ ａｍｏｕｎｔ ｏｆ ｅａｃｈ ｂｉｒｄ ｉｎ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ｈａｂｉｔａｔ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