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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洱海地处云南西部! 是中国西部候鸟迁徙时的重要停息地和越冬地! 但其湖滨带鸟类组成与季

节变化尚无专门研究( 作者于 "#$$ 年 $ 月"冬季#)) 和 % 月"春季#)B 月"夏季#)$# 和 $$ 月"秋季#采

用样线法对洱海湖滨带的鸟类多样性进行了调查! 在洱海西岸湖滨带共设 % 条调查样线! 总长度

%A\" ]-! 冬夏季节各进行 " = 共 % 次调查! 春秋各进行 % = 共 A 次调查( 共记录到鸟类 $) 目 )A 科 $$’

种! 其中有国家"级重点保护鸟类 B 种’ 留鸟 *$ 种! 夏候鸟 B 种! 冬候鸟 )& 种! 旅鸟 A 种’ 按生态类

群分!有游禽 $& 种! 涉禽 "" 种! 猛禽 B 种! 陆禽 ) 种! 攀禽 A 种! 鸣禽 ’* 种( 研究结果表明!秋季的鸟

类物种数及多样性指数最高! 夏季均匀性指数最高( ’ 类生境中! 树林灌丛生境的鸟类多样性和均匀

性最高’ 近岸水域鸟类个体数量最多( 依据调查结果! 建议沿环湖公路营造更多树林! 在适宜地点建

造滩涂! 将有利于鸟类栖息觅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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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与生物圈计划"K.4
.4= 38<f/97W8<@<‘@95@.--<#委员会对湖滨带
的定义是湖泊水域与陆地相邻生态系统间的过
渡带"谢锋等 "##B#( 近年来学者对湖滨带生
态功能和生物多样性有较多研究! 陈军林等
""#$##认为湖滨带作为陆地和水域的结合部!
具有较复杂的栖息地结构! 是湖泊重要生态屏
障( 杨红军等 ""##*#提出湖滨带在维护生物
多样性! 保持生态平衡! 净化水体等方面有重
要作用( 颜昌宙等 ""##’#指出湖滨带能为野
生动物提供栖息场所和食物( 一些学者认为鸟
类是湿地生态系统最为活跃的组成部分! 对土
地利用和生境变化很敏感! 其群落组成和物种
多样性动态能直接反映湿地生态系统的变化!
可将鸟类作为湖岸环境的评价指标 "D4=<@794
<3.0;$&B’! I9@-.4 <3.0;$&B*! f@99]7<3.0;
$&&A! f@?><<3.0;"##"#( 中国对湖滨带鸟类
的专类研究刚刚起步! 仅有内蒙古达赉湖"赵
格日乐图 "##A#)巢湖"陈军林等 "#$##)浙江
乐清湾湿地"杨月伟等 "##’#的研究报道(

地处云南西部的洱海地区! 是候鸟迁飞时
的重要停留地和越冬地( "# 世纪 A# 年代后期
杨岚等"$&AA#和黄菊清"$&A&#对洱海越冬水
禽做过调查报道! 杨晓君等""##*#记述过洱海
水鸟种类( 洱海近年来经过湖滨带生态修复!
环湖公路建设! 湖滨带的生境类型和结构发生
了较大变化! 作者于 "#$$ 年对洱海湖滨带鸟
类进行了专项调查! 现将结果整理报道(

>?研究地概况

洱海位于云南省西部大理白族自治州大理
市境内! 地理坐标为 "’c"’h("*c$#hJ! &&c)"h
($##c"Bh+( 洱海南北长 %"\’ ]-! 东西宽
’\& ]-! 正常水位海拔 $ &B%\# -! 对应的湖面
面积为 "%&\) ]-"( 洱海平均水深 $#\* -! 最
大水深 "$\) -! 湖岸线长 $"B\A’ ]-( 丰水期

为 ’ 月至 $# 月! 枯水期为 $$ 月至翌年 % 月(
$&’" ($&*" 年! 水位控制处于自然状态’ $&*)
($&B" 年! 部分水域受人为控制! 水位控制处
于半自然状态’ $&B) 年至今! 水位控制处于人
工控制状态"尚榆民等 $&&’#( 洱海湖滨带东
西两岸地形差异较大! 东岸多为断崖! 湖水较
深! 生境类型相对单调! 西岸平缓! 生境类型
相对多样( 洱海周边有 $$ 个乡镇! $#& 个村民
委员 会! "##’ 年 总 人 口 ’&* ##% 人 " 杨 彪
"##&#( 近年洱海实施生态恢复工程! 在湖滨
带部分浅水区种植了一定面积的多种水生植
物! 调查期间因环湖公路正在修建! 工程施工
对湖滨带生境造成一定影响! 湖滨带整体受人
为干扰较多(

A?研究方法

A@>?样线调查法?在洱海西岸的桃源村码头
向南至沙村布设 $ 号样线! 长度 $$\$# ]-’ 沙
村向南至古生村为 " 号样线! 长 $"\"’ ]-’ 古
生村 向 南 至 龙 龛 码 头 为 ) 号 样 线! 长
$$\A# ]-’ 龙龛码头向南至下关城区奥林匹克
体育中心为 % 号样线! 长度 $)\#’ ]-! 样线总
长度 %A\"# ]-( 以 "\’ ()\# ]-b8 速度沿调
查样线行走! 记录所见鸟类物种)数量和所在
生境( 样线单侧宽度依据水域)树林灌丛)草
滩)耕地的空间结构确定( 水域)耕地)草滩样
线单侧宽度 $## ("## -! 树林灌丛样线单侧宽
度 )# (’# -! 如果在样线上观察不清树林灌丛
中鸟类! 离开样线抵近观察后! 返回样线继续
调查(
A@A?调查季节和时间?于 "#$$ 年冬)春)夏)
秋 % 个季节"$ 月)) (% 月)B 月)$# ($$ 月#实
施调查( 冬)夏季各调查 " =! 共 % 次观察记
录! 春)秋季为候鸟迁徙季节! 各调查 % =! 共 A
次观察记录( 调查时间依据季节不同! 在
#A$## ($"$## 和 $)$)# ($A$)# 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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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G?生境类型划分?将洱海湖滨带划分为如
下 ’ 种生境(

"$# 近岸水域$湖岸线直线距离 "## -的
湖区明水区域(

""# 草滩$湖岸线 "## -水域内的挺水植
物和浮水植物区! 湖岸线陆地 "## -内草地和
防护林的林下草地(

")# 树林灌丛$防护林和小片树林以及
灌丛(

"%# 耕地$农业用地(
"’# 居民点$村庄农舍(

A@J?数据处理?多样性指数采用 G8.4494,
N/<4<@指数"J#! J e﹣ ,@/04 "@/#! @/e
$/b1! 均匀性指数 ’eJUJ-._! J-._e04:( 数
量等级根据 f<@5<@,‘.@]<@优势度指数"9#进行
划分! 计算公式为 9e$/b1! 优势种 9)#\#’’
常见种 #\##’*9l #\#’’ 偶见种 9l#\##’(
以上公式中 $/为物种 /的个体数量! 1为全部
物种的总个体数量! : 为所有物种总数( 数据
计算及图表生成使用 +_><0"#$# 完成(

G?结?果

G@>?种类组成?共记录鸟类 $) 目 )A 科 $$’
种 $" &AA 只个体( 其中! 国家"级重点保护物
种有黑翅鸢 "K,+$)&3+%*),%)&#)黑鸢 "C#,=)&
,#$%+4)&#)普通 "I)4%(8)4%(#)白尾鹞 "!#*3)&
30+$%)&#)凤头蜂鹰"@%*$#&24#,(*"0$3")&#)苍鹰
" ?33#2#4%* /%$4#,#&# 和 凤 头 鹰 " ?33#2#4%*
4*#=#*/+4)&# 共 B 种 "附录 #! 占记录种数的
*\$v! 个体数量占总个体数量的 #\’Bv! B 种
中国"级重点保护鸟类同时也属于 HRL+G 附
录"物种(

按居留类型划分!有留鸟 *$ 种! 夏候鸟 B
种! 冬候鸟 )& 种! 旅鸟 A 种"附录#! 各居留类
型物种数百分比及个体数百分比见图 $(

按生态类型划分!有游禽 $& 种! 涉禽 ""
种! 猛禽 B 种! 陆禽 ) 种! 攀禽 A 种! 鸣禽 ’*
种"附录#! 各生态类型物种数及个体数百分比
见图 "(

图 >?各居留型物种数及个体数百分比
1.6@>?)%#:%(-,6%’09.#=2*%:.%2,(=,9"(=,(-#%:’#=%=.(%,:3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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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A?各生态型种数及个体数百分比
1.6@A?)%#:%(-,6%’09.#=2*%:.%2,(=,9"(=,(-9& -3%%:’+’6.:,+*,--%#(

!!按数量等级分! 优势种 ’ 种! 占记录物种
数的 %\)’v! 个体数占总个体数的 ’"\")v’
常见种 "A 种! 占记录物种数的 "%\)’v! 个体
数占总个体数的 )&\*Av’ 少见种 A" 种! 占记
录物种数的 B$\)#v! 个体数占总个体数的
A\#&v! 各鸟种每小时遇见数量见附录(
G@A?鸟类多样性季节变动?秋季记录鸟类 A&
种! 物种数最高! 占全年记录种数的 BB\)&v’
物种多样性指数最高! 为 %\*"( 均匀性指数夏
季最高! 为 #\BA( 各季节物种数)多样性指数
及均匀性指数见表 $(

表 >?各季节物种数多样性指数及均匀性指数
C,9+%>?!*%:.%2=.$%#2.-& .(=%P ,(=%$%((%22.(=%P

.(%,:32%,2’(

!
季节 G<.794

春季
GW@/45

夏季
G:--<@

秋季
D:3:-4

冬季
N/43<@

物种数
J:-Y<@9V7W<>/<7

BB )B &# ’"

多样性指数
U/[<@7/3?/4=<_

%\’" %\#B %\*" )\%B

均匀性指数
+[<44<77/4=<_

#\B" #\BA #\B$ #\*$

G@G? 不同生境鸟类多样性 ? 依据 f<@5<@,
‘.@]<@的优势度指数标准! 近岸水域的优势种
为赤麻鸭 "D+>(*$+ -%**)/#$%+#)红嘴鸥 " 7+*)&
*#>#8)$>)&#) 骨 顶 鸡 " B),#3+ +4*+ #) 黑 水 鸡
"N+,,#$),+ 3",(*(2)&# 和 小   " @(>#3%2&
*)-#3(,,#&#’ 草滩的优势种为牛背鹭 "I)8),3)&
#8#&#) 黑 水 鸡) 小   和 白 鹡 鸰 " C(4+3#,,+
+,8+#’ 树林灌丛的 优 势种为 暗绿绣 眼鸟
".(&4%*(2&O+2($#3+ #)白喉红臀鹎 "@03$($(4)&
+)*#/+&4%*#) 东 方 大 苇 莺 " ?3*(3%2"+,)&
(*#%$4+,#&#)红喉姬鹟 "B#3%>),+ 2+*=+#)黄臀鹎
"@5E+$4"(**"()&#和鹊鸲 "!(2&03")&&+),+*#&#’
耕地的优势种为白鹡鸰)黄腹山鹪莺 "@*#$#+
-,+=#=%$4*#&#)黑喉石" :+E#3(,+ 4(*S)+4+#)黑卷
尾 " T#3*)*)& 6+3*(3%*3)&# 和 麻 雀 " @+&&%*
6($4+$)&#’ 居民点的优势种为白鹡鸰)麻雀和
家燕"J#*)$>(*)&4#3+#(

’ 种生境类型中! 以树林灌丛的鸟类物种
数最多! 多样性指数和均匀性指数也最高! 个
体数量则以近岸水域最多! 占 ))\A"v"表 "#(
各种生境的鸟类物种数)种数百分比)个体数百
分比以及各种生境的多样性指数和均匀性指数
见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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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A?鸟类物种个体百分比及不同生境的多样性和均匀性指数
C,9+%A?)%#:%(-,6%’02*%:.%,(=.(=.$.=",+,9"(=%(-$ =.$%#2.-& .(=%P ,(=%$%((%22.(=%P 9& 3,9.-,-

!
生境类型 P.Y/3.33?W<

近岸水域
H9.73.0X94<

草滩
L/=.00.4=

树林灌丛
f97]<3

耕地
I.@-0.4=

居民点
Z<7/=<43/.0.@<.7

物种数
J:-Y<@9V7W<>/<7

"# ’% B# %% !!! $A

物种数百分比
‘<@><43.5<9V7W<>/<7"v#

! $B\)& ! %*\&* ! *#\AB ! )A\"* !!!$’\*’

个体数百分比
‘<@><43.5<9V/4=/[/=:.0"v#

! ))\A" ! $B\$) ! $*\#) ! $$\)) A\%’

多样性指数
U/[<@7/3?/4=<_

!!"\A) !!)\’) !!%\B’ !!)\&A $\B$

均匀性指数
+[<44<77/4=<_

!!#\** !!#\*$ !!#\BB !!#\B) #\%$

J?讨?论

J@>?类群特点及居留类型变化?数据表明洱
海湖滨带的鸟类以留鸟为主! 冬候鸟次之! 旅
鸟和夏候鸟较少"图 $#’ 从生态类型分析! 鸣
禽计 ’* 种! 占记录鸟类种数 %A\Bv! 涉禽 ""
种! 占记录鸟类种数的 $&v! 游禽 $& 种! 占记
录鸟类种数的 $*\’v’ 猛禽虽然记录 B 种! 但
除留鸟黑翅鸢每小时遇见率较高! 达到 #\A$
只外! 其余 * 种每小时遇见率在为 #\#$ (#\#B
只! 这与其余 * 种猛禽为冬候鸟或过境旅鸟相
关’ 本次调查未记录到鸡形目鸟类! 与洱海湖
滨带人类活动频繁! 农耕历史长! 缺少适合鸡
形目鸟类栖息的生境相关( 调查发现某些鸟类
的居留类型与文献记载有出入! 例如%云南鸟
类志 & "杨 岚 等 $&&’! "##% # 记 载 大 白 鹭
"K/*%44+ +,8+#)矶鹬"?34#4#&"02(,%)3(&#为冬候
鸟或旅鸟! 夜鹭 "1034#3(*+E$034#3(*+E#)家燕
"J#*)$>(*)&4#3+#为夏候鸟! 但本次调查这些鸟
种在 % 个季节均有记录( 陈军林等 ""#$##对
巢湖的鸟类调查也遇到类似情况( 鸟类居留类
型发生改变! 可能与目前全球气候变暖有关!
也有可能是过去调查不足! 信息不准( 居留类
型有出入的鸟类有待继续观察(
J@A?鸟类的季节性变化?春季和秋季为候鸟
迁徙期! 候鸟途经洱海或抵达洱海越冬! 使鸟
类多样性高于其他季节( % 个季节以秋季物种

多样性最高’ 春季次之"表 $#! 冬季物种数并
非最少! 但冬季物种多样性最低! 这与物种均
匀性有关! 冬季有大群白骨顶等鸟种在近岸水
域和草滩栖息! 数量远多于其他物种数量! 少
数物种占了大部分个体数量! 因而降低了物种
多样性(
J@G?不同生境的鸟类物种多样性变化?’ 类
生境以树林灌丛生境鸟类物种数最多! 多样性
指数和均匀性指数也最高! 表明树林灌丛生境
有利于鸟类栖息活动( 鸟类个体数量以近岸水
域最多! 该类生境是湖滨带鸟类的聚集地! 主
要种类有白骨顶)赤麻鸭和红嘴鸥等种类( 洱
海环湖路修建竣工后! 建议在道路两侧营造一
定宽度的树林! 减少人为干扰对游禽和涉禽的
影响(

杨岚等"$&AA#对洱海进行过水禽调查! 当
时记录到雁鸭类游禽数万只! 但最近 $# 余年
洱海的雁鸭类数量一直在持续减少! 原因未
知( 陈军林等 ""#$##对巢湖湖滨带鸟类多样
性的研究认为!巢湖滩涂少是巢湖水鸟多样性
低于同纬度其他沿江湖泊鸟类多样性的原因’
杨月伟等 ""##’#对浙江乐清湾水鸟资源调查
结果也表明!滩涂宽度与水鸟多样性极显著正
相关( 洱海生态修复更多关注种植林木和水生
植物! 没有对滩涂进行规划和建设! 建议有关
部门结合洱海湖滨带生态修复! 在适宜地点建
造一些泥滩和沙滩! 将有利于鸻鹬类栖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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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洱海湖滨带鸟类名录
8**%(=.P?N.#=:3%:O+.2-.(+,O%23’#%’04#3,.X,O%

目)科)物种
F@=<@bV.-/0?b7W<>/<7

居留类型
G<.794.0W.33<@4

活动生境
P.Y/3.3

相对数量"只次b8#
Z<0.3/[<2:.43/3?"/4=b8#

! 目 ‘FURHR‘+URIFZK+G

!一 科 ‘9=/>/W<=/=.<

!!$ 小 D+3"08+24)&*)-#3(,,#& Z HLbGE !!!")\#&

!!" 凤头 @(>#3%2&3*#&4+4)& N GE #\&$

!!) 黑颈 @5$#/*#3(,,#& N GE #\$’

" 鹳形目 HRHFJRRIFZK+G

!二 鹭科 D@=</=.<

!!% 苍鹭 ?*>%+ 3#$%*%+ N GMbHL #\$$

!!’ 大白鹭 K/*%44+ +,8+ Z HLbMUbGM #\$%

!!* 中白鹭 K5#$4%*6%>#+ G GM #\#$

!!B 白鹭 K5/+*G%44+ Z HLbMUbGM $\A$

!!A 牛背鹭 I)8),3)&#8#& Z HLbMUbGM "\)’

!!& 池鹭 ?*>%(,+ 8+33")& Z HLbMUbbGM )\$B

!!$# 绿鹭 I)4(*#>%&&4*#+4)& Z MUbGM #\#*

!!$$ 夜鹭 1034#3(*+E$034#3(*+E Z GMbrO #\)*

!!$" 黄斑苇 9E(8*03")&&#$%$&#& G HL #\#$

!!$) 栗苇 953#$$+6(6%)& G HL #\#$

# 雁形目 DJG+ZRIFZK+G

!三 鸭科 D4.3/=.<

!!$% 赤麻鸭 D+>(*$+ -%**)/#$%+ N GE *\)&

!!$’ 赤颈鸭 ?$+&2%$%,(2% N GE #\#A

!!$* 罗纹鸭 ?5-+,3+4+ N GE #\#)

!!$B 赤膀鸭 ?5&4*%2%*+ N GE "\&A

!!$A 绿翅鸭 ?53*%33+ N GE "\BB

!!$& 绿头鸭 ?52,+40*"0$3"(& N GE #\$%

!!"# 斑嘴鸭 ?52(%3#,(*"0$3"+ N HL #\#$

!!"$ 琵嘴鸭 ?53,02%+4+ N GE #\#)

!!"" 白眼潜鸭 ?04"0+ $0*(3+ N GE #\$&

!!") 凤头潜鸭 ?5-),#/),+ N GE $\$#

!!"% 斑背潜鸭 ?56+*#,+ N GE #\#B

!!"’ 普通秋沙鸭 C%*/)&6%*/+$&%* N GE #\$%

- 隼形目 IDQHFJRIFZK+G

!四 鹰科 D>>/W/3@/=.<

!!"* 凤头蜂鹰 @%*$#&24#,(*"0$3")& K MU #\#$

!!"B 黑翅鸢 K,+$)&3+%*),%)& Z GMbMU #\A$

!!"A 黑鸢 C#,=)&,#$%+4)& N MU #\#B

!!"& 白尾鹞 !#*3)&30+$%)& N MU #\#%

!!)# 凤头鹰 ?33#2#4%*4*#=#*/+4)& Z MU #\#$

!!)$ 苍鹰 ?5/%$4#,#& K GM #\#$

!!)" 普通 I)4%(8)4%( N GM #\#*

. 鹤形目 MZSRIFZK+G

!五 秧鸡科 Z.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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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附录

目)科)物种
F@=<@bV.-/0?b7W<>/<7

居留类型
G<.794.0W.33<@4

活动生境
P.Y/3.3

相对数量"只次b8#
Z<0.3/[<2:.43/3?"/4=b8#

!!)) 白胸苦恶鸟 ?6+)*(*$#&2"(%$#3)*)& Z HLbMU #\"*

!!)% 红胸田鸡 @(*G+$+ -)&3+ Z HL #\#)

!!)’ 紫水鸡 @(*2"0*#(2(*2"0*#( Z HL #\"$

!!)* 黑水鸡 N+,,#$),+ 3",(*(2)& Z HLbGE !!!")\)#

!!)B 骨顶鸡 B),#3+ +4*+ N GEbHL !!!$)\)B

/ 鸻形目 HPDZDUZRRIFZK+G

!六 雉鸻科 .̂>.4/=.<

!!)A 水雉 J0>*(2"+&#+$)&3"#*)*/)& Z HL #\#A

!七 鸻科 H8.@.=@//=.<

!!)& 灰头麦鸡 H+$%,,)&3#$%*%)& N MU #\$B

!!%# 金眶鸻 !"+*+>*#)&>)8#)& Z HL #\$#

!八 鹬科 G>909W./>/=.<

!!%$ 扇尾沙锥 !+2%,,+ /+,,#$+/( N HLbMU #\**

!!%" 白腰草鹬 D*#$/+ (3"*(2)& N HLbMU #\$A

!!%) 林鹬 D5/,+*%(,+ N HL #\#)

!!%% 矶鹬 ?34#4#&"02(,%)3(& Z HL #\"*

!九 鸥科 Q.@/=.<

!!%’ 西伯利亚银鸥 7+*)&=%/+% N GE #\#%

!!%* 渔鸥 75#3"4"0+%4)& N GE $\’&

!!%B 棕头鸥 758*)$$#3%2"+,)& N GE $\%’

!!%A 红嘴鸥 75*#>#8)$>)& N GE B\$’

0 鸽形目 HFQSKfRIFZK+G

!十 鸠鸽科 H90:-Y/=.<

!!%& 珠颈斑鸠 :4*%24(2%,#+ 3"#$%$&#& Z HLbMUb̂K bGM $\’B

!!’# 火斑鸠 :54*+$S)%8+*#3+ Z MUbGM #\$A

!!’$ 山斑鸠 :5(*#%$4+,#& Z MU #\#A

1 鹃形目 HSHSQRIFZK+G

!十一 杜鹃科 H:>:0/=.<

!!’" 大杜鹃 !)3),)&3+$(*)& G GM #\$’

!!’) 鹰鹃 !5&2+*=%*#(#>%& G GM #\#)

2 雨燕目 D‘FURIFZK+G

!十二 雨燕科 DW9=/=.<

!!’% 小白腰雨燕 ?2)&$#2+,%$&#& G MUbGE #\*&

3 佛法僧目 HFZDHRRIFZK+G

!十三 翠鸟科 D0><=/4/=.<

!!’’ 普通翠鸟 ?,3%>(+44"#& Z GMbHLbMU #\’)

!!’* 白胸翡翠 J+,30($ &60*$%$&#& Z GMbHL #\’B

!!’B 蓝翡翠 J52#,%+4+ Z HL #\#$

3 戴胜目 S‘S‘RIFZK+G

!十四 戴胜科 SW:W/=.<

!!’A 戴胜 <2)2+ %2(2& Z HLb̂KbbMUbGM $\$’

4 形目 ‘RHRIFZK+G

!十五 啄木鸟科 ‘/>/=.<

!!’& 蚁 ’0$E4(*S)#,,+ N HL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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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附录

目)科)物种
F@=<@bV.-/0?b7W<>/<7

居留类型
G<.794.0W.33<@4

活动生境
P.Y/3.3

相对数量"只次b8#
Z<0.3/[<2:.43/3?"/4=b8#

5 雀形目 ‘DGG+ZRIFZK+G

!十六 百灵科 D0.:=/=.<

!!*# 小云雀 ?,+)>+ /),/),+ Z MU #\#)

!十七 燕科 P/@:4=/4/=.<

!!*$ 家燕 J#*)$>(*)&4#3+ Z K̂bMU !!!$&\%A

!!*" 金腰燕 J5>+)*#3+ G K̂bMU #\#B

!十八 鹡鸰科 K93.>/00/=.<

!!*) 白鹡鸰 C(4+3#,,+ +,8+ Z HLbMUb̂KbGM A\AB

!!*% 黄头鹡鸰 C53#4*%(,+ N HLbMU #\A)

!!*’ 灰鹡鸰 C53#$%*%+ N HLbMUb̂KbGM #\&B

!!** 田鹨 ?$4")&*)-),)& Z MU #\#$

!!*B 树鹨 ?5"(>/&($# N HLbMUbGM $\"$

!!*A 粉红胸鹨 ?5*(&%+4)& Z MUbHL #\%*

!!*& 水鹨 ?5&2#$(,%44+ N MUbHL #\)’

!!B# 黄腹鹨 ?5*)8%&3%$& N HL #\"$

!十九 山椒鸟科 H.-W<W8.5/=.<

!!B$ 灰山椒鸟 @%*#3*(3(4)&>#=+*#3+4)& K GM #\#$

!!B" 暗灰鹃 !(*+3#$+ 6%,+&3"#&4(& Z GM #\#)

!二十 鹎科 ‘?>49493/=.<

!!B) 黄臀鹎 @03$($(4)&E+$4"(**"()& Z GMb̂KbHL "\)&

!!B% 白喉红臀鹎 @5+)*#/+&4%* Z GMbMUb̂KbHL )\#A

!二十一 伯劳科 Q.4//=.<

!!B’ 棕背伯劳 7+$#)&&3"+3" Z MUb̂KbGMbHL $\%)

!!B* 灰背伯劳 754%2"*($(4)& Z MUb̂KbGMbHL #\*"

!二十二 黄鹂科 F@/90/=.<

!!BB 黑枕黄鹂 ;*#(,)&3"#$%$&#& Z GM $\"A

!二十三 卷尾科 U/>@:@/=.<

!!BA 黑卷尾 T#3*)*)&6+3*(3%*3)& Z MUbGMbHL $\"A

!二十四 椋鸟科 G3:@4/=.<

!!B& 八哥 ?3*#>(4"%*%&3*#&4+4%,,)& Z HLb̂KbMUbGM #\$B

!!A# 丝光椋鸟 :4)*$)&&%*#3%)& Z GM #\$%

!!A$ 灰椋鸟 :53#$%*+3%)& N K̂bHLbMUbGM #\")

!二十五 鸦科 H9@[/=.<

!!A" 喜鹊 @#3+ 2#3+ Z HLb̂KbGM #\""

!二十六 鸫科 L:@=/=.<

!!A) 红胁蓝尾鸲 D+*&#/%*30+$)*)& N GM #\#)

!!A% 鹊鸲 !(2&03")&&+),+*#& Z GMbHLb̂KbMU )\)#

!!A’ 赭红尾鸲 @"(%$#3)*)&(3"*)*(& Z GM #\#$

!!A* 黑喉红尾鸲 @5"(>/&($# Z GM #\#$

!!AB 北红尾鸲 @5+)*(*%)& N GM #\#*

!!AA 蓝额红尾鸲 @5-*($4+,#& Z GM #\$B

!!A& 红尾水鸲 M"0+3(*$#&-),#/#$(&)& Z GM #\$$

!!&# 黑喉石 :+E#3(,+ 4(*S)+4+ Z MUbHLb̂K bGM "\*)

!!&$ 黑胸鸫 D)*>)&>#&&#6#,#& Z MUbGM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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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附录

目)科)物种
F@=<@bV.-/0?b7W<>/<7

居留类型
G<.794.0W.33<@4

活动生境
P.Y/3.3

相对数量"只次b8#
Z<0.3/[<2:.43/3?"/4=b8#

!!&" 乌鸫 D)*>)&6%*),+ Z GM #\#)

!!&) 斑鸫 D5%)$(6)& N GMbHLbMU #\))

!二十七 鹟科 K:7>/>.W/=.<

!!&% 红喉姬鹟 B#3%>),+ 2+*=+ K GMbHLbMU "\#*

!!&’ 方尾鹟 !),#3#3+2+ 3%0,($%$&#& Z GM #\B)

!!&* 乌鹟 C)&3#3+2+ &#8#*#3+ K GM #\#$

!!&B 北灰鹟 C5>+))*#3+ K GM #\#$

!二十八 扇尾鹟科 Z8/W/=:@/=.<

!!&A 白喉扇尾鹟 M"#2#>)*+ +,8#3(,,#& Z GM #\#B

!二十九 画眉科 L/-.0//=.<

!!&& 斑胸钩嘴鹛 @(6+4(*"#$)&%*04"*(3$%6#& Z GM #\#$

!三十 扇尾莺科 H/73/>90/=.<

!!$## 黄腹山鹪莺 @*#$#+ -,+=#=%$4*#& Z MUbHLbGM "\%%

!三十一 莺科 G?0[//=.<

!!$#$ 东方大苇莺 ?3*(3%2"+,)&(*#%$4+,#& Z GMbHLbMU "\*)

!!$#" 褐柳莺 @"0,,(&3(2)&-)&3+4)& N HLbGM #\&A

!!$#) 橙斑翅柳莺 @52),3"%* Z GM #\#A

!!$#% 灰冠鹟莺 :%#3%*3)&8)*L## Z HL #\)&

!三十二 绣眼鸟科 O973<@9W/=.<

!!$#’ 暗绿绣眼鸟 .(&4%*(2&O+2($#3+ Z GM "\##

!!$#* 灰腹绣眼鸟 .52+,2%8*(&)& Z GM #\%%

!三十三 山雀科 ‘.@/=.<

!!$#B 大山雀 @+*)&6+O(* Z K̂bGMbHLbMU $\%)

!三十四 长尾山雀科 D<5/38.0/=.<

!!$#A 红头长尾山雀 ?%/#4"+,(&3($3#$$)& Z GM #\#B

!三十五 雀科 ‘.77<@/=.<

!!$#& 山麻雀 @+&&%**)4#,+$& Z GMb̂KbMU #\)B

!!$$# 麻雀 @56($4+$)& Z K̂bMUbHLbGM !!!$%\)%

!三十六 梅花雀科 +73@/=/.<

!!$$$ 斑文鸟 7($3")*+ 2)$34),+4+ Z MUbGMbHL #\’A

!三十七 燕雀科 I@/45/00/=.<

!!$$" 黒尾蜡嘴雀 K(2"($+ 6#/*+4(*#+ K MUbGM #\$$

!!$$) 黑头金翅雀 !+*>)%,#&+68#/)+ Z GM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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