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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樱桃 ( Prunus pseudocerasus)是广泛分布于我国亚热带常绿阔叶林内的一种重要核果植物。为了解

食果鸟类在樱桃种群更新中的作用 ,于 2007年和 2008年在四川都江堰亚热带常绿阔叶林内研究了取

食樱桃果实 (种子 )的鸟类及其种子扩散作用。研究表明 ,樱桃成熟果实的下落高峰发生在 4月下旬至

5月上旬 ; 2007年的种子扩散率为 410% ±110% ,明显低于 2008年 (2717% ±517% )。在研究地内 ,发

现至少有 16种鸟取食樱桃果实或种子 ,根据其对果实和种子的处理方式分为 3个功能群 :白头鹎

( Pycnontus sinensis)、领雀嘴鹎 ( Spizixos sem itorques)、黑鹎 ( Hypisipetes leucocepha lus)、白颊噪鹛 ( Garrulax

snnio)、红嘴蓝鹊 (U rocissa ery thorhyncha)等 10种鸟吞食樱桃果实 ,而种子通过消化道末端排出并将种子

携至远离母树的地方 , 是重要的种子扩散者 ; 暗绿绣眼鸟 (A lcippe m orrison ia )和灰眶雀鹛 ( Zosterops

iapon icus)等 4种鸟主要啄食果肉而将种子丢弃在母树下 , 为啄食果肉者 ; 而普通朱雀 ( Carpopacus

ery thrinus)和灰头鸦雀 ( Paradoxorn is gu laris)则主要取食种子 ,为纯粹的种子捕食者。在吞食樱桃果实的

食果鸟中 , 3种鹎科鸟类访问频次所占的比例达 5513% (2007年 )和 3513% (2008年 ) ,说明鹎科鸟类是

都江堰林区樱桃种子的主要扩散者 ,对樱桃种群的空间格局和自然更新可能有重要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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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 s one important fruit p lant, wild cherry ( Prunus pseudocerasus) is widely distributed in subtrop ical

evergreen broad2leaved forests in China. In 2007 and 2008, fruit removal by frugivorous birds and its potential

impacts on seed dispersal and natural regeneration of wild cherry were investigated in a subtrop ical evergreen

broad2leaved forest in the Dujiangyan City of Sichuan Province, Southwest China.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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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alling peak of ripe fruits occurred from late Ap ril to earlyMay, but the p roportion of fruits removed by birdswas

significantly lower in 2007 (410% ±110% ) than in 2008 (2717% ±517% ). In the study site, we identified at

least 16 bird species consum ing cherry fruits or seeds, which belong to the following three functional group s

based on their fruit/ seed handling behaviors: legitimate seed dispersers, which swallowed whole fruits and

defecated intact seeds away from parent p lants through the end of gut, including Pycnontus sinensis, Spizixos

sem itorques, Hypisipetes leucocepha lus, Garrulax snnio and U rocissa ery thorhyncha; pulp consumers, which only

consumed fruit pulp s but dropped seeds under parent p lants, e. g. A lcippe m orrisonia and Zosterops iaponicus;

and pure seed consumers such as Carpopacus ery thrinus and Paradoxorn is gularis. Among the legitimate seed

dispersers, the total visiting frequency by three Pycnonotidae birds ( P. sinensis, S. sem itorques and H.

leucocephalus) was very high in both years, up to 5513% ( 2007 ) and 3513% ( 2008 ) , respectively. This

suggests that the three Pycnonotidae birds are main seed dispersers to wild cherry and could have a substantial

impact on spatial patterns and natural regeneration of wild cherry in the Dujiangyan forest.

Key words: Frugivorous birds; Pycnonotidae; W ild Cherry ( P runus pseudocerasus) ; Seed dispersal

　　植物种子扩散的方式多种多样 ,但多数植

物依赖动物来传播其种子 , 可达 70% ～

90% [ 1 ]。食果动物对植物种子的扩散有助于

种子逃脱捕食 [ 2 - 3 ]、占据新的生境 [ 4 - 6 ]、促进基

因流动等 [ 7 - 8 ]。在食果动物中 ,食果鸟类对植

物种子扩散的作用非常显著 [ 1 ]。然而 ,并非所

有的食果鸟类都传播植物种子。根据食果后种

子是否被破坏和是否将种子带离母树 ,食果鸟

类常被分为种子扩散者、果肉啄食者和种子捕

食者等功能群 ,因而不同功能群对植物的种子

扩散和种群更新会产生差异性影响 [ 9 ]。与国

外研究相比 ,国内关于食果鸟类与种子扩散方

面的研究仅有零星报道。近年来 ,国内有关食

果鸟类与种子扩散方面的研究时有报道 [ 10 - 14 ] ,

但仍亟待系统、详细的定量研究。

在蔷薇科李属 ( P runus)植物中 ,许多种类

(樱桃类 )的成熟果实为小而多汁的肉质核果 ,

是许多野生动物的重要食物来源 [ 15 ]。在我国 ,

产肉质核果的樱桃类植物达 45种 ,多为温带和

亚热带森林中的优势种类或重要的建群种

类 [ 15 ]。然而 ,食果动物如何影响其种群更新和

多样性格局则缺乏相关研究。研究表明樱桃类

植物的种子扩散常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 ,如不

同食果鸟的功能群 (即种子扩散者、果肉啄食

者和种子捕食者等 )的组成比例、访问频次和

取食行为 [ 9 ]
,果实 (种子 )大小 [ 17 ]和生境特征

等 [ 18 ]。樱桃 ( P. pseudocerasus)是广泛分布于我

国亚热带常绿阔叶林内的一种重要核果植物 ,

既有野生种群 ,也有历史悠久的栽培种群。在

四川都江堰般若寺实验林场内 ,樱桃分布较为

广泛 ,但近几年因遭受砍伐和采挖而严重影响

其种群更新与恢复。据初步观察 ,樱桃的野生

种群主要依靠食果鸟类来传播其种子 ,但也发

现啮齿动物捕食并搬运樱桃果实和种子 [ 19 ]。

为了深入了解食果鸟类在樱桃种群自然更新中

的作用 ,作者在都江堰亚热带林区研究了食果

鸟类对樱桃种子的扩散作用。在调查樱桃种子

雨的基础上 ,本研究估算了食果鸟类对樱桃种

子的扩散率 ,并通过定点观察取食樱桃果实

(种子 )的鸟类及其取食方式来确定不同食果

鸟对樱桃种子的潜在扩散作用。

1　研究地概况

于 2007年及 2008年的 3～5月 ,本研究在

四川省都江堰市般若寺国营实验林场 (海拔为

600～800 m , 31°4′N, 103°43′E) 内进行。都江

堰地区属于四川盆地西缘山地 ,是青藏高原与

成都平原的过渡地带 [ 20 ]。气候属中亚热带 ,年

均温 1512℃,年降水量 1 200～1 800 mm。般若

寺国营实验林场的植被为亚热带常绿阔叶林。

在样地内 , 乔木层分布有栲树 ( Castanopsis

fargesii)、栓皮栎 (Q uercus va riabilis)、枹树 (Q.

serra ta )、青冈 ( Cycloba lanopsis g lauca )、石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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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 ithocarpus ha rland ii )、马 尾 松 ( P inus

m asson iana)、灯台 ( Cornus con troversa)、梓叶槭

(A cer ca ta lpifolium )、冬青 ( Ilex purpurea)和楠木

( Phoebe zhennan ) 等 ; 灌 木 层 分 布 有 油 茶

( Cam ellia oleifera )、老 鼠 矢 ( Sym plocos

stella ris)、海桐 ( P ittosporum daphniphy lloides)、

铁仔 ( M yrsineaf ricana )、火 棘 ( Pyracan tha

fortuneana)、黄檀 (D alberg ia hupeana)、小果蔷

薇 (R osa cym osa )、盐肤木 ( R hus ch inensis)等 ;

草本层以芒箕 (D icranopteris peda ta ) 等为主。

樱桃在都江堰般若寺实验林场内分布较为广

泛 ,但多生于山地阳坡及沟谷边缘。近年来

(特别是 2007年 ) ,樱桃种群更新因遭到当地

百姓的砍伐和采挖 (多为胸径 8 cm以上的成

树 )而受到严重影响 ,但尚无研究来评价这种

人类影响在多大程度上会阻碍其种群的更新与

恢复。在研究地 ,樱桃花期发生于每年 2月底

至 3月中旬 ,果实于同年 4月中下旬开始成熟 ,

至 5月上旬进入盛果期。据初步统计 ,在研究

地内分布有 80余种鸟 ,其中常见的食果鸟有白

头鹎 ( Pycnon tus sinensis )、领雀嘴鹎 ( Spizixos

sem itorques)、黑鹎 (Hypisipetes leucocepha lus)、白

颊噪鹛 ( Garru lax snn io )、红嘴蓝鹊 ( U rocissa

ery throrhyncha )、暗 绿 绣 眼 鸟 ( Zosterops

iapon icus)和灰眶雀鹛 (A lcippe m orrison ia)等。

2　研究方法

211　樱桃种子扩散率估计 　于 2007年 4月和

5月 ,随机选取 46棵樱桃样树用于估计其种子

扩散率。在每棵样树树冠下各置放种子收集框

1个 ,面积 015 m2。收集框制作和安放参考肖

治术等 [ 21 ]。安放种子收集框离地至少 015 m ,

可去除鼠类捕食和搬运的影响 [ 21 ]。2007年 4

月 6日开始调查 ,调查频次为每 3 d一次 ,直到

种子雨结束为止。调查收集框时 ,先小心将框

内的枯枝落叶等杂物清理 ,然后将果实和种子

等逐一分类 ,即分为果柄、未熟果实、完好果实、

受损果实、无粪种子、鸟排种子 (可见鸟粪附于

种子上 )、种子碎片 ,并分别计数。因 2007年所

选样树均遭到人为砍挖 , 2008年重新选取 25

棵樱桃样树用于调查 ,方法同上。另外 ,对每棵

样树的树高、胸径和树冠面积等特征进行了测

量。

每个樱桃果实均有一果柄与果枝相连。未

成熟果实通常不被动物取食 ,并与其果柄同时

掉落 ,但成熟果实的果柄常略迟于果实的掉落。

如果果实被鸟类取食 ,果柄通常会就地掉落或

留在果枝上并随后掉落。因此 ,本文中果实产

量仅指成熟果实数 ,包括完好果实、受损果实、

无粪种子、鸟排种子和种子碎片等多种状态。

根据果皮颜色和果肉的情况即可明确区分未成

熟果实 (果皮绿色或略带黄绿色 ,果肉薄 )和成

熟果实 (果皮红色或橙红色 ,果肉厚而柔软 ) ,

且种子的成熟略早于果肉的成熟。根据果实与

果柄一一对应的关系 ,可大致估计每棵樱桃树

的果实产量及其种子扩散率。树冠面积则以树

冠垂直投影时的最大直径和与其垂直的直径为

参数来进行估计 ,即 Ca = d1 ×d2 ×π /4 (Ca:树

冠面积 ; d1 :最大直径 ; d2 :垂直直径 )。通常情

况下未成熟果实不会遭受取食 ,为此可依据收

集框中果柄数与未成熟果实数的差值来估计与

收集框面积大小相对应的 015 m
2 树冠面积的

果实产量 ,即 C r =A - B (C r: 015 m
2 收集框内果

实产量 ; A:果柄数 ; B :未熟果实数 )。于是 ,整

棵样树的果实产量则可根据收集框面积与树冠

面积相对比值来估计 ,即 G = C r ×Ca /015 ( G:

果实产量 ; C r: 015 m
2 的果实产量 ; Ca:树冠面

积 )。

根据收集框内种子雨的组成成分来估计

015 m2 树冠面积的种子扩散量 ,即 D i = (A - B

- C - D - E - F) (D i: 015 m2 的扩散量 ; A:果柄

数 ; B :未熟果实数 ; C:完好果实数 ; D:受损果实

数 ; E:无粪种子数 ; F:种子碎片数 )。这样 ,每

株样树的种子扩散率可用如下公式来估计 : E i

= D i/C r( E i: 015 m2 的扩散率 ; D i: 015 m2 的扩

散量 ; C r: 015 m2 果实产量 )。但由于统计时出

现误差 (2007年和 2008年分别有 16棵和 4棵

样树出现负值 ) ,本文则将其扩散率校正为零。

212　食果鸟类数量及其取食方式调查 　于

2007年和 2008年 4～5月 ,分别选择 10余棵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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桃树用于观察鸟类对樱桃果实 /种子的取食 ,进

行全天候观察。调查时间为 6: 30～18: 30时。

记录访问的鸟种、数量和取食方式等。食果鸟

的访问频次即以每 10 h的访问次数 ( visits/10

h)来表示。2007年和 2008年分别累积观察

168 h和 121 h。同时结合每月的样线调查 ,即

选择固定样线 5～7 km,以 1～2 km /h的行进

速度统计鸟种及其数量。调查时间为 8: 00～

11: 30时 ,每月 3次。2007年和 2008年 4～5

月分别累积调查 9 h和 913 h。鸟类的丰富度

即用单位时间内鸟类的数量 (No. /h)来表示。

213　统计与分析 　采用 SPSS for windows

(Version 1310) 对有关数据进行统计分析。非

参数 Mann2W hitney test用于分析 2007与 2008

两年间各种子雨成分 (果柄、未熟果实、完好果

实、受损果实、无粪种子、种子碎片、鸟排种子 )

等的差异。另外 ,独立样本 t2检验用于分析两

年间种子雨各成分所占比例以及种子扩散率等

有无显著差异。

3　结 　果

311　樱桃种子雨动态及种子扩散率估计 　

2007和 2008年樱桃种子雨的动态比较相似

(图 1)。未熟果实的掉落从 4月初持续到 4月

中下旬 ,成熟果实的掉落从 4月中旬开始 , 4月

下旬到 5月上旬达到高峰 ,随后逐渐减少 ,到 5

月中旬结束。受损果实和无粪种子至 4月下旬

到 5月上旬达到高峰。种子碎片至 4月中旬达

到高峰。鸟粪种子数量较少 ,至 4月下旬到 5

月上旬达到高峰。起初 ,未熟果实连同果柄同

时掉落 ;但果实成熟后 ,果实和果柄多分离 ,果

实略早于果柄掉落 ,从 4月中旬持续到 5月中

下旬。

2007年 ,收集框中未熟果实、完好果实、无

粪种子、种子碎片和鸟排种子的平均数量均显

著高于 2008年 ,但受损果实量低于 2008年 (表

1)。两年间 ,未熟果实 ( t = - 01144, df = 69, P

= 01886)、无粪种子 ( t = - 01810, df = 69, P =

01421)和种子碎片 ( t = 01067, df = 69, P =

01947)等在种子雨中所占比例均无显著差异 ,

但完好果实 ( t = 31180, df = 69, P = 01002 )、受

损果实 ( t = - 121403, df = 69, P < 01001 )和鸟

排种子 ( t = 61194, df = 651989, P < 01001)等的

比例则存在显著差异 (表 1)。然而 , 2007年樱

桃种子的扩散率仅为 410% ±110% ( n = 46 ) ,

明显低于 2008年 (2717% ±517% , n = 25) ( t =

- 41106, df = 65, P < 01001)。

表 1　2007和 2008年樱桃种子雨成分比较 (Mean ±SE,个 /m2 )

Table 1　Com ponen ts in seed ra in of P runus pseudocerasus in 2007 and 2008 (No. /m2 )

果实组成 Fruit composition 2007 2008 Mann2W hitney test( Z / P)

未熟果实 Unripe fruit 49219 ±6715 13910 ±1717 - 41220 / < 01001

完好果实 Undamaged fruit 51314 ±6216 11913 ±3011 - 51309 / < 01001

受损果实 Partly2damaged fruit 2417 ±519 5112 ±814 - 41032 / < 01001

无粪种子 Non2ingested Seed 7910 ±1012 2518 ±311 - 41896 / < 01001

种子碎片 Seed fragment 3913 ±917 1311 ±419 - 31260 /01001　

鸟排种子 Ingested seed 718 ±214 014 ±013 - 51432 / < 01001

果柄 Fruit stalk 1 08219 ±10710 43216 ±5616 - 41177 / < 01001

312　食果鸟的种类与功能群组成 　两年间 ,共

发现 16种鸟取食樱桃果实或种子 (表 2)。从

食果鸟的数量来看 ,白头鹎、领雀嘴鹎、白颊噪

鹛、黑鹎、红嘴蓝鹊、灰眶雀鹛、暗绿绣眼鸟为常

见种 ,其余为偶见种。从年间变化来看 ,白头

鹎、领雀嘴鹎、白颊噪鹛等留鸟的数量相对稳

定 ,黑鹎、普通朱雀 ( Carpopacus ery thrinus)等候

鸟的数量变化较大。从取食樱桃果实或种子的

情况来看 ,所观察到的 16种食果鸟大致可分为

3个功能群 :白头鹎、领雀嘴鹎、黑鹎、白颊噪

鹛、红嘴蓝鹊等 10种鸟吞食樱桃后能排出完好

种子 ,是重要的种子扩散者 ,在所有食果鸟中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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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2007年和 2008年樱桃种子雨动态

F ig. 1　D ynam ics of seed ra in of P runus pseudocerasus in 2007 and 2008
　

占比例分别为 7917% (2007)和 4010% (2008) ;

灰眶雀鹛和暗绿绣眼等 4种鸟啄食果肉而将种

子丢弃在母树下 ,对种子扩散的作用较小 ,为啄

食果肉者 ;普通朱雀和灰头鸦雀 ( Paradoxorn is

gu laris)等 2种鸟取食种子 ,对种子的扩散几乎

不起作用 ,为纯粹的种子捕食者。2007年吞食

果实的鸟类 (即种子扩散者 )的访问频次和所

占比例均高于 2008年 (表 2)。

4　讨 　论

411　食果鸟的功能群组成 　结果表明都江堰

林区取食樱桃果实 (种子 )的鸟类以种子扩散

者和果肉啄食者两个功能群为主 ( > 85% ) ,而

种子捕食者的数量和比例均较低 (表 2)。果肉

啄食者中仅发现灰眶雀鹛偶尔会将果实衔于喙

中飞离母树 ,所以该类群的种子扩散作用较小。

在种子扩散者中 , 3种鹎科鸟类在 2007年和

2008 年的访问所占比例分别为 5513% 和

3513% ,显然是都江堰地区樱桃种子的主要扩

散者。尽管两年间种子扩散者数量差异不大 ,

但食果鸟各功能群的组成比例存在较大变化 :

2007年食果鸟以种子扩散者为主 ,达 7917% ,

而 2008年果肉啄食者和种子扩散者均有较大

比例 ,分别为 5318%和 4010%。通过比较两年

间 3种鹎科鸟类的组成可发现 : 2007年以白头

鹎和领雀嘴鹎为主 , 2008年则以黑鹎为主。这

可能与 2007年所选作为观察的样树多位于开

阔地带 ,而 2008年则多位于沟谷边缘有关。观

察表明 ,以单个或成对活动的白头鹎和领雀嘴

鹎多活动于开阔处 ,黑鹎和暗绿绣眼鸟等集小

群的食果鸟则多活动于沟谷等隐蔽生境。因

此 ,生境的差异会对食果鸟各类群的组成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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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2007年与 2008年 4月和 5月食果鸟的种类及其丰富度

Table 2　Frug ivorous b irds and the ir abundance dur ing Apr il and M ay in 2007 and 2008

鸟种类
B ird species

居留型 3

Residency
status

2007 2008

丰富度 #

Abundance
(No. / h) ( % )

访问频次 &

V isiting frequency
( visits/10 h) ( % )

丰富度 #

Abundance
(No. /h) ( % )

访问频次 &

V isiting frequency
( visits/10 h) ( % )

种子扩散者 Seed disperser 15 (7212) 14 (7917) 1815 (6919) 918 (40)

　白头鹎 Pycnontus sinensis R 8 (3815) 713 (4114) 414 (1617) 2 (817)

　领雀嘴鹎 Spizixos sem itorques R 114 (7) 214 (1319) 312 (1212) 013 (115)

　黑鹎 Hypisipetes leucocephalus S — — 019 (313) 517 (2511)

　白颊噪鹛 Garrulax snnio R 411 (1918) 217 (1513) 311 (1118) 114 (612)

　橙翅噪鹛 G. elliotii R 014 (211) 012 (114) 019 (313) —

　锈脸钩嘴鹛
　Pom atorh inus erythrogenys

R 013 (116) 1 (514) 012 (018) 012 (017)

　棕颈钩嘴鹛 P. ruficollis R — 011 (013) 113 (419) —

　松鸦 Garrulus glandarius R 014 (211) 012 (114) 114 (513) —

　红嘴蓝鹊 U rocissa erythorhyncha R 012 (111) 011 (017) 217 (1012) 012 (017)

　噪鹃 Eudynam ys scolopacea S — — 014 (116) 011 (014)

果肉啄食者 Pulp consumer 317 (1716) 213 (1312) 718 (2913) 1212 (5318)

　暗绿绣眼鸟 Zosterops iaponicus S 211 (1012) 114 (718) 018 (218) 617 (2915)

　红胁绣眼鸟 Z. erythropleurus S — — 116 (611) 216 (1113)

　灰眶雀鹛 A lcippe m orrisonia R 112 (519) 017 (317) 514 (2013) 3 (1311)

　红嘴相思鸟 Leiothrix lutea W 013 (116) 013 (117) — —

种子捕食者 Seed consumer 211 (1012) 113 (711) 012 (018) 017 (219)

　普通朱雀 Carpopacus erythrinus W 118 (816) 1 (514) — —

　灰头鸦雀 Paradoxornis gularis R 013 (116) 013 (117) 012 (018) 017 (219)

　　3 R:留鸟 ; W:冬候鸟 ; S:夏候鸟。#丰富度 ,单位小时内统计到的该鸟种数量 ,以及在食果鸟总数量中所占的比例 (括号

内 )。&访问频次 , 10小时内该鸟种的访问频次 ,以及在食果鸟总访问频次中所占的比例 (括号内 )。

3 R: year2round resident; W: winter m igrant; S: summer m igrant. # Abundance, number of birds censured per hour for a given bird,

and percentage of a given bird over all birds censured ( in parentheses) . & V isiting frequency, number of feeding records per 10 h for a given

bird, and percentage of feeding records for a given bird over all bird records( in parentheses) .

造成较大影响 [ 18, 22 ]。在 2008年 ,黑鹎迁来该

地区的时间略早于 2007年 ,从而可能对食果鸟

各类群的组成比例产生了一定影响。另外 ,

2005年和 2006年曾分别观察到鸫亚科的紫啸

鸫 (M yophonus caeru leus)和虎斑地鸫 ( Zoothera

daum a)取食樱桃果实。尽管鸫类的单次取食

量很大 (如虎斑地鸫单次可取食 30 余颗果

实 ) ,但由于虎斑地鸫和紫啸鸫数量稀少 ,因此

鸫类对该地区樱桃种子的扩散作用有待于进一

步调查。

412　食果鸟类对樱桃种子扩散的影响 　尽管

2007年种子扩散者的访问频次和比例均高于

2008年 ,但 2007年樱桃种子的扩散率却明显

低于 2008年。在研究地 ,樱桃是春季 ( 4 ～5

月 )几乎惟一成熟的核果植物 ,因此其果实是

该季节食果鸟的重要食物来源。通常 ,种子扩

散量由不同种子扩散者的访问频次及其取食量

来决定 ,而种子扩散率则受种子扩散量和果实

产量共同影响。经估算 , 2007年和 2008年单

株樱桃母树的平均果实产量在年间无差异 ( t =

- 01058, df = 65, P = 01954) ,分别为 ( 11 777 ±

1 505)颗 ( n = 46 )和 ( 11 948 ±2 907 )颗 ( n =

25)。因此 ,樱桃的种子扩散率可能主要由种

子扩散量来决定。但本研究所得结果难于解释

为何 2007年樱桃种子的扩散率低于 2008年。

然而 ,人为干扰导致了两年间所选样树及其分

布情况无法一致。2007年年底至 2008 年年

初 ,当地百姓采挖了多数胸径在 8 cm以上的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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桃成树 (包括 2007年所选的样树 ) ,而 2008年

结果的樱桃树仅限于零星分布或局部集中于少

数偏远的沟谷地带。因此 ,人类活动干扰及其

所造成样树种群的剧烈变化可能是造成两年间

种子扩散率存在较大差异的一个重要因素。此

外 ,果实大小 [ 25 - 26 ]、果实产量 [ 17, 27 ]、结果树的

特征 [ 26 ]、邻近树的密度 [ 28 ]以及周围的生境特

征 [ 18, 22 ]等诸多因素均可影响食果鸟的访问频

次和觅食行为 ,有待进一步详细研究。

根据樱桃果实与果柄一一对应的关系 ,本

研究通过统计种子收集框内的各种子雨成分来

估计种子扩散率存在一定合理性。然而 ,在种

子扩散量的估计上还是存在一定误差 ,如部分

样树的种子扩散率出现负值 ,需要进一步校正。

为了尽可能减少这种统计误差 ,在进一步的工

作中可依照树冠面积的大小适当增加每棵样树

的种子收集框数量 ,从而使估计值更接近于真

实的扩散率。

本研究主要明确了取食樱桃果实 /种子的

鸟类组成及其对樱桃种子的潜在扩散作用。研

究表明 , 3种鹎科鸟类是都江堰林区樱桃重要

的种子扩散者 ,因而对樱桃种群的空间格局和

自然更新可能有重要影响。至于被食果鸟扩散

的种子及散落在母树下的果实和种子可能被其

他动物捕食或搬运 [ 19, 30 ]。此外 ,种子经过食果

鸟的消化道后是否会促进其萌发以及萌发后幼

苗的生长和存活情况如何 [ 29 ]等均需进一步研

究。鉴于目前研究地的生境破碎化和人为干扰

等问题日益突出 ,通过研究樱桃等植物的种群

更新与恢复机制将有助于评价由此产生的影

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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