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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互助北山国家森林公园记录到的鸟类有 115 种 ,隶属 9 目 28 科 73 属 ,其中雀形目鸟类有 16

科 47 属 85 种。区系成分以青藏区为主 ,西南区对其影响最大 ,华北区与蒙新区影响较小 ,而华中区没

有构成明显影响。虽该森林公园处于祁连山东端 ,但在动物地理区划上似应划归青藏区青海藏南亚区

的青南省。

关键词 　互助北山国家森林公园 　鸟类区系 　青藏高原 　动物地理区划

　　互助北山国家森林公园 ,面积112 700hm2 ,

位于青藏高原东北缘 ,青海省互助土族自治县

境内。近一百多年来 ,虽有不少关于该地区鸟

类的调查[1～3 ] , 但未见该地区鸟类的系统报

道。在查阅国内采自该地区鸟类标本及参考国

外有关该地区鸟类采集报道的基础上 ,结合我

们近年的调查 ,将有关信息分析整理 ,初步提出

该国家森林公园鸟类名录 ,并对其区系成分作

一简要分析 , 以供进一步研究保护该地区鸟类

之参考。

1 　自然概况

111 　地 　貌

互助北山国家森林公园位于祁连山东端青

石岭北麓与冷龙岭南坡之间 , 大通河中游 ,东

北部隔大通河与甘肃省永登地区毗邻 ,东经

102°00′～102°43′,北纬 36°42′～37°06′,海拔

2 100～4 188m。山岭大多呈南2东北走向 ,高

山、峡谷相间排列 , 相对高差 500～1 000m , 整

个地形西南高而东北低 ,山地陡峭 , 坡度多在

35 度以上。

112 　植 　被

在阴坡和半阴坡 ,从海拔 2 100～3 600m ,

依次分布着白桦 ( Bet ula platyphylla) 林、红桦

( Bet ula alob2si nensis) 林、毛红桦 ( Bet ula utilis)

林、山杨 ( Popul us davi diana) 林、油松 ( Pi nus

tabulae2f orm is) 林、青海云杉 ( Picea crassif olia)

林和青杆 ( Picea w ilsonii) 林及不同程度的混交

林。阳坡海拔 2 500 ～ 3 800m 有祁连圆柏

( sabi na przew alskii) 纯林分布。林缘以上则为

高寒草甸。在大通河谷及各沟间均断续出现一

些谷间平原 ,为农作地和居民聚居区。

113 　气 　候

山岳地带的下部及谷间平原 , 海拔 2 600m

以下 ,属草原气候。年均温 612 ℃,日温差 25～

30 ℃;冬季长达半年以上 ,年降水 35413mm ,

90 %降水集中在 4～ 9 月 ,年平均相对湿度

5614 % ,年蒸发量 1 20619mm ,无霜期 120～

150 天 ,冬季少有积雪 ,多东南风和西南风 ;山

岳地带之中部 ,海拔 2 600～3 000m ,属寒温半

湿润气候 ,寒冷、湿润 ,年均温 014 ℃,冬季长而

寒冷。年降水量为 57212mm ,其中 7 月份降水

达 17017mm。年平均相对湿度 62 %。年蒸发

量 1 28313mm。盛行西北风 ,夏末秋初多东南

风。无霜期 30～50 天。处于3 000m以上的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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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地带 ,属于高山气候 ,常年寒冷潮湿 ,且多云

雾 ,年均温远低于 0 ℃, 最热月其均温也不超过

10 ℃, 气温变化剧烈 ,日温差可达 40～50 ℃,年

降水 700～800mm。无绝对无霜期。

114 　水 　系

该森林公园最大河流大通河由西北而东南

从东北缘流过 , 河床宽约 80～ 100m , 流量

732m3·s - 1 。浪士当等 12 条沟之河流均流入大

通河 , 但水量一般不大 ,且多属间歇性 ,即上游

有水而下游无水或洪水期有水而枯水期无水

等。河流水源是大气降水和高山融雪[4 ] 。

2 　鸟类调查简史

1872 年 6 月 底 , 普 尔 热 瓦 尔 斯 基

( Пржевалский, Н. М. ) 率领的沙俄第一次中

亚探险队到了天堂寺 , 然后沿郎士当沟采集动

植物标本 ,到大通的广惠寺 ,并以此作为大本

营 , 采集标本到 10 月。1873 年返回时又再次

经由此地。1880 年 ,普氏在他第三次中亚探险

之后回返时 , 仍经由广惠寺与天堂寺之间的这

条路线。1884 年普氏率领的沙俄第四次中亚

探险队于 2 月 25 日到达天堂寺 ,这次包括有柯

兹洛夫 ( Козлов, П. К. ) 。1908 年 8 月 6 日 ,几

次跟随普氏中亚之行的柯兹洛夫领导的另一个

探险队来到了大通河边 ,并向南穿越该地区到

了老鸦城。传教士李森特 (Licent) 也曾于 1918

年 8 月 20 日于朱固寺以南某处越过大通河到

西宁 , 沿途进行了鸟类采集。1927 年 1 月 ,贝

克 (Бианки, В1Л1) 从西宁出发到该地区做了

一次鸟类采集 , 一直到达加定 (桥头) 。1959～

1962 年 ,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建立青海工作

站 , 在湟水河谷乃至整个青海省进行了较为全

面的鸟兽普查 , 不少采集涉及到了互助北山国

家森林公园周边地区。1963 年 ,中国科学院西

北高原生物研究所成立 , 鸟类调查便深入到该

地区 ,1982 年在该地区作了较为系统的鸟类学

普查 ,后又陆续做过补充性鸟类采集。

3 　鸟类信息整理及结果

311 　信息处理方法

1927年以前的鸟类学采集依据 Vaurie[1 ]的

报道。以后的采集标本主要在西北高原生物研

究所及动物研究所收藏 ,逐一查阅。种名、亚种

名主要根据《中国鸟类种和亚种分类名录大

全》[5 ] 。分类等级和种的排列及动物地理区划

主要参考《中国鸟类分布名录》[6 ] ,对居留型的

确定除依据采集记录分析外 ,还参考了《青海经

济动物志》[3 ]和《甘肃经济动物志》[7 ]及其它资

料[8～9 ] 。标本采集地的录用范围 , 考虑到该国

家森林公园的实际界限和便以对历史资料的处

理 ,以扎巴、加定两乡行政区域为核心 , 范围确

定在以威远镇、丹麻、大有 (甘肃省永登县) 、朱

岔 (甘肃省永登县) 、加定、朱固寺、林川 (上述地

名除威远镇和朱固寺外 , 均为乡政府所在地)

连线围成多边形区域。

312 　结 　果

互助北山国家森林公园有鸟类115种 ,隶属

9 目 28 科 73 属 , 其中非雀形目有 8 目 12 科 26

属 30 种 ,雀形目有 16 科 47 属 85 种。鸟类名

录见表 1。

313 　鸟类区系组成特点

11留鸟 47 种 ,占总种数的 4116 % , 冬候鸟

和夏候鸟为 13 种和 39 种 ,旅鸟有 10 多种 ,使

得该地区春季鸟类种数最多 ,夏季次之 ,冬季鸟

类种数最少 ; 21 鸟类组成中以森林鸟类为主 ,

比例在 80 %以上 ; 31 种少而较高级分类单元

多。就该名录而言 ,每目平均有 3 科 ,每科平均

不足 3 属 ,每属平均不足 2 种 ,单行科属较多。

这很可能反映了该地区的鸟类区系比较古老 ,

但也只能就整体而言 ,因为个别属 ,如朱雀属就

有 6 种之多 ,不能排除该地区是这一现代鸟类

的分布中心。这些有待以后的进一步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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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互助北山国家森林公园鸟类名录

种　　　名 记录时间 (月份) 居留型 在各地理区的分布 3

11 黑鸢 Milv us migrans li neat us 3 M 广布种

21 苍鹰 Accipiter gentilis schvedowi 9 M Ⅰ1 ,2 ; Ⅱ3 ,4 ; Ⅲ5 ,6 ,7 ; Ⅵ11 ,12 ; Ⅶ13 ,14

31 雀鹰　　　　(1) A . nisus melaschitos 9 M Ⅳ9 ; Ⅴ10

　　　　　　　(2) A . nisus nisosi milis 9 M Ⅰ1 ,2 ; Ⅱ3 ,4 ; Ⅲ5 ,6 ,7 ; Ⅳ9 ; Ⅴ10

4. 草原　 A quila rapax nipalensis 3 R 广布种

5. 胡兀鹫 Cypaet us barbat us aureus 3 R Ⅱ4 ; Ⅲ7 ; Ⅳ8 ,9 ; Ⅴ10

6. 红隼 Falco ti nnunculus intersti nct us 5 ,12 R 广布种

7. 斑尾榛鸡 Bonasa seworzowi seworzowi 1 ,2 ,3 ,6 ,9 ,11 R Ⅱ4 ; Ⅳ9

8. 雉鹑 Tet raophasis obscurus obscurus 1 ,3 R Ⅱ4 ; Ⅳ9 ; Ⅴ10

9. 藏雪鸡 T . tibetanus przew alskii 3 ,9 R Ⅳ9

10. 高原山鹑 Perdi x hodgsoniae koslowi 1～12 R Ⅳ9

11. 血雉 Ithaganis cruent us beicki 1 ,2. 9. 11 R Ⅳ9

12. 蓝马鸡 Crossoptilon aurit um 1. 2. 3. 11 R Ⅱ4 ; Ⅲ6 ; Ⅳ9

13. 雉鸡 Phasianus colchicus st rauchi 1～12 R Ⅲ4 ; Ⅳ9

141 金眶　 Charadrius dubius curonicus 5 S 广布种

15. 红脚鹬 Tringa totanus totanus 5 S 广布种

161 白腰草鹬 T . ochropus 5 S 广布种

171 矾鹬 T . hypoleucos 5 S 广布种

181 翻石鹬 A renaria interpres interpres 8 M 广布种

191 孤沙锥 Galli nago solitaria solitaria 213 M Ⅲ6 ,7 ; Ⅳ9 ; Ⅴ10

20.  嘴鹬 Ibidorhyncha st ruthersii 3 M Ⅱ3 ,4 ; Ⅲ5 ,6 ,7 ; Ⅳ8 ,9 ; Ⅴ10

211 雪鸽 Columba leuconola gradaria 3 ,4 R Ⅳ9 ; Ⅴ10

22. 岩鸽 C. rupest ris rupest ris 8 R Ⅰ1 ,2 ; Ⅱ3 ,4 ; Ⅲ5 ,6 ; Ⅳ9 ; Ⅴ10

23. 大杜鹃 Cuculus canorus bakeri 5 ,6 ,8 S Ⅳ9 ; Ⅴ10 ; Ⅶ14

24. 纵纹腹小　 A thene noct ua i m pasta 11 R Ⅳ9 ; Ⅴ10

25. 长耳　 Asio ot us ot us 5 S 广布种

26. 戴胜 U pupa epops sat urata 9 S 广布种

27. 蚁　 Jynx torquilla chinensis 5 ,6 S 广布种

28. 灰头啄木鸟 Picus canus kogo 11 R Ⅳ9 ; Ⅴ10

29. 黑啄木鸟 Dryocopus marti us khamensis 2 ,3 R Ⅳ9 ; Ⅴ10

30. 大啄木鸟 Dendrocopus major beicki 1 ,2 ,9 ,12 R Ⅳ9

311 小云雀 A lauda gulgula inopinata 6 R Ⅱ4 ; Ⅳ9 ; Ⅴ10

32. 角百灵 Erem uphila alpest ris elwesi 3 R Ⅳ9

33. (白腹)毛脚燕 Delichon urbica cashmeriensis 6 ,7 S Ⅱ4 ; Ⅳ9 ; Ⅴ10 ; Ⅵ12

34. 灰　　 Motacilla cinerea robusta 5 M 广布种

35. 白　　 M . alba baicalensis 6 ,8 ,9 S. M 广布种

36. 树鹨 A nthus hodgsoni hodgsoni 5 ,7 ,8 ,9 S Ⅱ4 ; Ⅲ6 ; Ⅳ9 ; Ⅴ10 ; Ⅶ14

37. 粉红胸鹨 A . roseat us 4 ,5 ,7 S Ⅱ4 ; Ⅲ6 ; Ⅳ8 ,9 ; Ⅴ10 ; Ⅵ12 ; Ⅶ14

38. 水鹨 A . spinoletta coutellii 5 S Ⅲ5 ,6 ; Ⅳ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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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1

种　　　名 记录时间 (月份) 居留型 在各地理区的分布 3

391 太平鸟 Bombycilla garrulus cent ralasiae 3 ,4 W 广布种

401 灰背佰劳 L anius tephronot us tephronot us 5 ,6 ,7 ,8 ,9 S Ⅱ4 ; Ⅳ9 ; Ⅴ10 ; Ⅶ14

41. 楔尾佰劳 L . sphenocercus sphenocercus 12 W 广布种

421 灰椋鸟 S t urnus cineraceus 6 S 广布种

431 松鸦 Garrulus glandarius kansuensis 1 ,2 ,3 ,8 ,9 ,10 ,11 R Ⅱ4 ; Ⅳ9

441 灰喜鹊 Cyanopica cyana kansuensis 3 ,4 ,8 ,12 R Ⅳ9

45. 喜鹊 Pica pica sericea 3 ,9 R 广布种

46. 红嘴山鸦 Pyrrhocorax pyrrhocorax hi malayanus 5 ,8 ,11 R Ⅳ8 ,9 ; Ⅴ10

47. 黄嘴山鸦 P. graculus digitalus 4 ,9 R Ⅲ6 ,7 ; Ⅳ8 ,9 ; Ⅴ10

48. 达乌里寒鸦 Corv us dauaricus 12 W Ⅰ1 ,2 ; Ⅱ3 ,4 ; Ⅲ5 ,6 ; Ⅳ9 ; Ⅴ10

49. 大嘴乌鸦 C. macrorhynchos tibetosinensis 3 ,8 ,12 R Ⅳ9 ; Ⅴ10

50. 河乌 Cinclus cinclus przew alskii 1 ,2 ,3 ,4 ,12 W Ⅲ6 ; Ⅳ9 ; Ⅴ10

51. 鹪鹩 Troglodytes t roglodytes idius 2 ,4 ,12 W Ⅱ3 ,4 ; Ⅲ5 ; Ⅳ9

52. 领岩鹨 Prunella collaris tibetana 3 ,12 R Ⅳ8 ,9

53. 鸲岩鹨 P. rubeculoids rubeculoids 1～4 ,10～12 W Ⅱ4 ; Ⅳ8 ,9 ; Ⅴ10

54. 棕胸岩鹨 P. st rophiata 4 ,5 ,7 ,9 ,10 S Ⅱ4 ; Ⅳ9 ; Ⅴ10

55. 褐岩鹨 P. f ulveseens nanshanica 5 S Ⅲ6 ; Ⅴ8 ,9 ; Ⅵ10

56. 斑胸短翅莺 B rachypteryx thoracicus przew alskii 7 S 西喜马拉雅山脉 ,中国西部和南部3 3

57. 中华短翅莺 B . tacsanowskii 5 S 广布种

58. 红喉歌鸲 L uscinia calliope 5 ,6 S Ⅰ1 ,2 ; Ⅱ4 ; Ⅲ6 ; Ⅳ9 ; Ⅵ12

59. 黑胸歌鸲 L . pectoralis pectoralis 5 ,6 S Ⅳ9 ; Ⅴ10

60. 红胁蓝尾鸲 Tarsiger cyanurus ruf ilat us 5 ,7 ,8 ,9 S Ⅱ4 ; Ⅳ9 ; Ⅴ10

61. 贺兰山红尾鸲 Phoenicurus alaschanicus 2 ,10 ,11 ,12 W Ⅲ6 ; Ⅳ9

62. 黑喉红尾鸲 P. hodgsoni 4 ,5 ,6 S Ⅱ4 ; Ⅳ9 ; Ⅴ10

63. 蓝额红尾鸲 P. f rontalis 3 ,4 ,5 ,7 ,8 ,9 ,10 R Ⅱ4 ; Ⅲ6 ; Ⅳ9 ; Ⅴ10 ; Ⅵ12

64. 白喉红尾鸲 P. schisticeps 1～12 R Ⅱ4 ; Ⅲ6 ; Ⅳ9 ; Ⅴ10

65. 北红尾鸲 P. auroreus leucoplerus 5 ,6 S Ⅱ4 ; Ⅳ9 ; Ⅴ10

66. 红腹红尾鸲 P. erythrogaster gram dis 1 ,2 ,3 ,12 W Ⅱ4 ; Ⅲ6 ,7 ; Ⅳ9

67. 蓝大翅鸲 Grandala coelicoler 6 ,7 S Ⅳ9 ; Ⅴ10
3 3 3

68. 黑喉石　 S axicola torquata przew alskii 4 ,5 ,7 S Ⅱ4 ; Ⅳ9 ; Ⅴ10 ; Ⅵ12 ; Ⅶ14

69. 沙　 Oenanthe isabelli na 6 S Ⅲ5 ,6 ,7 ; Ⅳ8 ,9

70. 白顶溪鸲 Chai marrornis leucoeephalus 5 ,8 ,9 ,10 S Ⅱ4 ; Ⅳ9 ; Ⅴ10

71. 灰头鸫 Turdus rubrocannus gouldii 6 ,7 S Ⅱ4 ; Ⅳ9 ; Ⅴ10 ; Ⅴ12

72. 棕背黑头鸫 T . kessleri 3 R Ⅱ4 ; Ⅳ9 ; Ⅴ10

73. 赤颈鸫 T . ruf icollis ruf icollis 2 ,5 ,10 ,11 W 广布种

74. 宝兴歌鸫 T . m upinensis 5 ,6 S Ⅱ4 ; Ⅳ9 ; Ⅴ10

75. 山噪鹛 Garrulax davidi davidi 2 ,6 ,8～12 R Ⅰ1 ; Ⅱ3 ,4 ; Ⅲ5 ,6 ; Ⅳ9

76. 橙翅噪鹛 G. elliotii bonvalotii 1 ,2 ,6 ,8 ,9 ,11 ,12 R Ⅳ9

77. 白眶鸦雀 Paradoxornis conspicillat us conspisillat us 2 W Ⅱ4 ; Ⅳ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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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1

种　　　名 记录时间 (月份) 居留型 在各地理区的分布 3

78. 黄腹柳莺 Phylloscopus af f i nis 4 ,5 ,6 ,9 ,10 S Ⅱ4 ; Ⅳ9 ; Ⅴ10

79. 褐柳莺 P. f uscat us f uscat us 5 ,6 S Ⅳ9

80. 棕眉柳莺 P. armandii armandii 5 ,6 S Ⅰ2 ; Ⅱ3 ,4 ; Ⅲ5 ; Ⅳ9 ; Ⅴ10

81. 橙斑翅柳莺 P. pulcher pulcher 9 M Ⅱ4 ; Ⅳ9 ; Ⅴ10

82. 黄眉柳莺 P. inornat us mandellii 5 ,6 ,7 S Ⅱ4 ; Ⅲ6 ; Ⅳ9 ; Ⅴ10

83. 黄腰柳莺 P. proregulus proregulus 5 S Ⅰ1 ,2 ; Ⅱ4 ; Ⅳ9

84. 暗绿柳莺 P. t rochiloides obscurat us 5 ,6 ,7 S Ⅱ4 ; Ⅳ9 ; Ⅴ10

85. 戴　菊 Regulus regulus sikki mensis 1 ,2 ,3 ,5 ,12 R Ⅱ4 ; Ⅳ9 ; Ⅴ10 ; Ⅵ12

86. 花彩雀莺 Leptopoecile sophiae sophiae 1 ,2 ,4～7 R Ⅲ6 ,7 ; Ⅳ9

87. 凤头雀莺 L ophobasileus elegans 1～3 , 5 ,10 ,12 R Ⅱ4 ; Ⅳ9 ; Ⅴ10

88. 红喉姬　 Flicedula parva albicilla 9 W 广布种

89. 大山雀 Parus major artat us 9 M Ⅰ2 ; Ⅱ3 ,4 ; Ⅳ9 ; Ⅵ11 ,12

90. 黑冠山雀 P. rubidivent ris beavani 1 ,3 ,8 ,9 ,12 R Ⅱ4 ; Ⅳ9 ; Ⅴ10

91. 褐冠山雀 P. dichroides dichroides 1 ,2 ,3 W Ⅱ4 ; Ⅳ9 ; Ⅴ10

92. 褐头山雀 P. mantanus of f i nis 1～3 ,6 ,8 ,9 ,11 ,12 R Ⅱ4 ; Ⅲ6 ; Ⅳ9

93. 白眉山雀 P. superciliosus 1 ,4～6 ,10 ,12 R Ⅱ4 ; Ⅲ6 ; Ⅳ9 ; Ⅴ10

94. 银喉长尾山雀 Aegithalos caudat us vinaceus 2 ,3 W Ⅱ3 ,4 ; Ⅲ5 ; Ⅳ9 ; Ⅴ10

95. 白脸　 Sitta leucopsis przew alskii 2 R Ⅱ4 ; Ⅳ9 ; Ⅴ10

96. 黑头　 S . villosa bangsi 1～3 ,5 ,6 ,9 ,12 R Ⅳ9

97. 红翅旋壁雀 Tichodroma m uraria nepalensis 5 ,9 S Ⅱ3 ,4 ; Ⅲ5 ,6 ,7 ; Ⅳ8 ,9 ; Ⅴ10

98. 旋木雀 Certhia f amiliaris bianchii 2 ,3 ,5 ,11 ,12 R Ⅱ4 ; Ⅳ9

99. 树麻雀 Passer montanus sat urat us 1～12 R Ⅱ3 ,4 ; Ⅳ9 ; Ⅵ11 ,12 ; Ⅶ13 ,16

100. 石雀 Pet ronia pet ronia brevi rost ris 5 S Ⅲ5 ,6 ; Ⅳ9 ; Ⅴ10

101. 金翅 Cardaelis si nica sinica 5 ,6 ,9 S Ⅱ3 ,4 ; Ⅳ9 ; Ⅴ10 ; Ⅵ11 ,12 ; Ⅶ13

102. 黄嘴朱顶雀 C. f lavi rost ris miniakensis 5 ,12 R Ⅲ6 ; Ⅳ9 ; Ⅴ10

103. 林岭雀 Leucosticte nemoricola nemoricola 2 ,5 ,7 R Ⅱ4 ; Ⅳ9 ; Ⅴ10

104. 拟大朱雀 Carpodacus rubicilloides rubicilloides 1～5 ,11 ,12 R Ⅲ6 ; Ⅳ9 ; Ⅴ10

105. 红胸朱雀 C. punicenus longi rest ris 7 S Ⅲ6 ; Ⅳ9

106. 红眉朱雀 C. pulcherri m us argyrophrys 1～12 R Ⅱ4 ; Ⅲ6 ; Ⅳ9 ; Ⅴ10

107. 曙红朱雀 C. eos 9 M Ⅳ9 ; Ⅴ10

108. 白眉朱雀 C. thura dubius 1～5 ,8～12 R Ⅲ6 ; Ⅳ9 ; Ⅴ10

109. 普通朱雀 C. erythrinus roseat us 6～8 , 10 ,11 S Ⅰ1 ; Ⅱ4 ; Ⅲ6 ,7 ; Ⅳ9 ; Ⅴ10 ; Ⅵ12

110. 红交嘴雀 L oxia curvi rost ra hi milayensis 1 ,2 ,5～7 R Ⅳ9 ; Ⅴ10

111. 灰头灰雀 Pyrrhula erythaca erythaca 1 ,2 ,3 ,5 ,7 ,8 R Ⅱ4 ; Ⅳ9 ; Ⅴ10 ; Ⅵ12

112. 白斑翅拟蜡嘴雀 Mycerobas carnipes carnipes 2 ,5 ,6 ,8 ,9 R Ⅱ4 ; Ⅲ6 ,7 ; Ⅳ8 ,9 ; Ⅴ10

113. 朱　 U rocynchram us pylzowi 4 R Ⅳ9

114. 白头　 Emberiza leucocephala f ronta 1 ,3～5 ,11 ,12 R Ⅳ9

115. 灰眉岩　 E. cia godlewskii 1 ,5～7 ,11 ,12 R Ⅱ4 ; Ⅲ6 ; Ⅳ9

　　3 据《中国鸟类区系纲要》(郑作新 ,1987) , 大写罗马数字代表区号 ,阿拉伯数字 (角码)代表亚区号 ;

3 3 另据 R. Howard & A. Moore (1980) ; 3 3 3 据王香亭 (1991) 。

M :旅鸟 ;R :留鸟 ;S :夏候鸟 ;W :冬候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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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区系成份讨论

为分析方便 , 我们将每种鸟在周围各动物

地理区域的分布分划若干类型 ,再统计出每个

分布类型的种类及所占比例见表 2。

表 2 　互助北山国家森林公园鸟类区系分析表

组号分布类型 种数
占组种数

比例 ( %)

占总种数

比例 ( %)

1 Ⅳ 11 100 916

Ⅱ, Ⅳ 5 2318 413

Ⅲ, Ⅳ 5 2318 413

2 Ⅳ, Ⅴ 11 5214 916

Ⅳ, Ⅵ 0 0 0

Ⅱ4 , Ⅲ, Ⅳ9 5 1611 413

Ⅱ4 , Ⅳ9 , Ⅵ12 0 0 0

Ⅳ9 , Ⅴ10 , Ⅵ12 0 0 0

3 Ⅲ, Ⅳ9 , Ⅴ10 8 2518 710

Ⅲ, Ⅳ9 , Ⅵ 0 0 0

Ⅱ4 , Ⅳ9 , Ⅴ10 18 5811 1517

Ⅱ, Ⅳ, Ⅴ, Ⅵ 7 3014 611

4 Ⅰ, Ⅱ, Ⅲ, Ⅳ, Ⅴ或Ⅵ 6 2611 512

Ⅱ, Ⅲ, Ⅳ, Ⅴ 10 4315 8

Ⅰ, Ⅱ, Ⅳ 1 2510 019

Ⅰ, Ⅱ, Ⅲ, Ⅳ, Ⅵ 1 2510 019

5 Ⅰ, Ⅱ, Ⅲ, Ⅳ 1 2510 019

Ⅰ, Ⅱ, Ⅳ, Ⅵ 1 2510 019

6 广布种 19 100 1615

从整个组成来看 , 除华中区 ( Ⅵ) 外 ,周边

各个区对该地区的鸟类区系结构有影响。第 6

组即广布种 ,占总种数的 1615 %。第 5 组为东

北区 ( Ⅰ)和华北区 ( Ⅱ) 的种 ,对该区的区系结

构影响微弱。第 4 组种数较多 , 分布区在 4 个

以上 ,它们的共同点是为华北区 ( Ⅱ) 、青藏区

( Ⅳ)和西南区 ( Ⅴ) 共有种 ,可直接判断出前后

二者对该地区鸟类区系影响较大 ,只是不易估

计其它动物地理区的成份对这一结论的影响。

第 3 组主要分析任意两个区对该地区鸟类区系

的影响。很明显 ,黄土高原亚区 ( Ⅱ4) 和西南山

地亚区 ( Ⅴ10) 的共同作用最大 ,蒙新区 ( Ⅲ) 与

西南山地亚区 ( Ⅴ10) 的共同作用次之 ,黄土高

原亚区 ( Ⅱ4)与蒙新区 ( Ⅲ)的共同作用更小 ,而

华中区 ( Ⅵ)与任意 3 个区的组合似乎没有对该

地区的鸟类区系造成影响。第 2 组分析单纯的

4 个邻区对其鸟类区系组成的影响。很明显 ,

华中区与该地区没有共同种 ,华北区与蒙新区

的作用相当 ,均为 2318 % , 而西南区 ,竟有 11

个共同种 ,影响很大 ,为 5214 %。同时我们看

到 , 青藏区特有种在此有 11 个。综上所述 ,我

们认为 , 地处祁连山东段南坡的互助北山国家

森林公园 ,在动物地理区划上应归青藏区青海

藏南亚区 ;由于其受西南区影响较大 ,黄土高原

亚区与蒙新区影响次之而华中区几乎没有影

响 , 因而在三级区划上应为青南省而不是祁连

山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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