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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urd“s merula)、灰鹊钨(Momcilla cinerea)、 

黄喉鸦(Emberiza elegans)、白头鹎(Pycnono- 

tu5~nensis)、燕雀(Fringilla montif~ngilla)、 

小 云 雀 (Alauda gulgula)、黑 头 蜡 嘴 雀 

(Eophona personata)黑枕黄鹂(Oriolus chinen- 

sis)、风 头 鸸 (Me~phus lathami)、紫 啸 鸫 

(Myio~oneus caerul~s)、红隼(Falco tinnun— 

c“￡“ )、鹊鹞 (Circus melanoleucos)、珠颈斑鸠 

(Streptopdia chinensis)等；树林深处的高大乔 

木上不时可见到鹃鹗(Bubo 60)、斑头鸺鸥 

(Gta“cidi“m Cg~“l~des)、偶尔还可见到草鹗 

(Tyro capens~)等。春夏之交常闻林中杜鹃呜 

叫；溪流和水草丛中易于识别的种类有白骨顶 

(Fulica atra)、白腰草鹬(Tringa ochropus)、池 

鹭(Ardeola bacchus)等；秧鸡科(Rallidae)种 

类冷不防从眼前跑过。调查证明，黔灵、森林两 

公园鸟的种类最多；其次是南郊公园；市区中 

部的河滨公园鸟的种类和数量最少，种类数不 

及黔灵和森林公园的一半。优势种中的白颊噪 

鹛和约 1／3的常见种类．在该公园未发现。 

2．2 食性观察 南方园林害虫以“五小害虫” 

为主，即蚧虫、蚜虫、叶蝉飞虱、蓟马和螨类。这 

些虫子小而软、易消化，很难在鸟的嗉囊中检查 

出来。贵阳地区园林的植物上蚧虫和蚜虫很 

多，绿篱上尤甚，冬季害虫数量下降幅度不很 

大。观察中仅冬春两季在绿蓠上就目睹到柳 

莺、山雀、鹳鹞及画眉亚科等 19种鸟啄食蚧虫 

和蚜虫等，尖细的鸟喙轻易就揭开或啄破蚧虫 

的蚧壳。地面活动的鸟，以杂食性种类居多． 

检食杂草籽、枯枝落叶下的虫子及寻觅土壤中 

2--3era深处的蝼蛄、地老虎、蛴螬等地下害虫 

或越冬昆虫；除燕子以捕捉较小飞虫为主外，伯 

劳卷尾、山雀、麻雀、金翅、鹊钨、鸲、鹩等都是捕 

捉飞虫的能手，飞行中的中等大小蛾类和 甲虫 

常被捕获吞食，这种现象在繁殖育雏时期(4～ 

6月)尤为常见，其次在准备过冬时，为增加体 

内脂肪，鸟类有捕食飞虫的第二个高峰(贵阳 

地区为11～12月)，也包括园林树木，如绿篱上 

的害虫。在上述雀形目鸟类活动频繁季节，猛 

禽活动频率也增加 ，主要特征是飞行高度低， 

飞行速度快，常停息在低树枝乃至地面上，目击 

猎物被隼、鹛、鹰等抓获的次数也较多。 

在中上层以植物果实种子为主要食物的鸟 

类，夏秋季多在密林深处活动或迁飞它处，比较 

分散，冬季则成群地来往于高树之间，啄食树上 

留下的果实或种子，如鹎类、蜡嘴、燕雀、白颊噪 

鹛等．有时高树上八哥、鸫类也可见到二三十 

只大小的群体。 

在贵阳市区，街道旁、隔离绿化带上的花木 

及绿篱上的蚧虫、蚜虫等“五小害虫”常常猖獗 

危害，是病虫防治的重点和难点。而公园中绿 

篱、花木及园林植物上的蚧虫和蚜虫危害发生 

轻微或基本不发生。进而说明鸟类是园林害虫 

主要天敌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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