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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寒草甸地区冬季鸟类有以下6个群落:1.矮者草 (Ko3`Ⅱto沏而记“)草甸-小云雀
(必 氵o″ JB妒 m幻讠‘Jo)+角 百 灵 〈刀″omoP】记o口了Pe‘″拓〉 群 落 ,2.垂 彷 技 战 草 (B氵″mus

mJons)草甸-角百灵(口口。onop△ |J口 口:pesJrl9,+小 云雀 (且 :o:J口 日:幻″J口)群落is.垂
懑披碱草人工草地一小云雀 (犭 Jo也 do gu” uJ。 〉群落,4,佥￡梅 (Po‘ en“″曰fr‘“。。:。 )

灌丛-朱鸱 (〃

`oc〃
阮o切口仞臼sp。刀0v氵〉群落,5.华扁穗草(BJ″:mus 80mocomp`∞伽s)草

甸-长啸百灵(Ⅱ eI。△0coryp】 。m口“″o)群落,6.居民点一商山岭 雀 (I“ ooJ“de 07on-

d“ )+树麻雀 (P口“er monoo,IB8)群 落。上述鸟类群落呈斑块状间断分布,种的多样性指

数和均匀性指效随人类经济活动而有增商,所有群落由土著种组成。

关0词:高寒草甸;冬季,鸟类群落,种的多样挂,均匀性。

高寒草甸地区的鸟类群落虽有工作 (张晓爱,1982,1986),但有关冬季鸟类群落

未见专门报道。作者于 1988-1989年 冬季在中国科学院海北 商寒草甸生态系统定位站

地区对冬季乌类群落进行了调查。现将结果报道如下:

划分群落的依据与方法

根据鸟类在特定空间的种类与数量分布,结合生态条件,作为群落划分的依据。群

落的命名,以优势种、次优势种或指示种自序排列。若无次优势种或指示种,仅以优势

种命名。

按照 1:50000植 被图,选取具代表性的 s条路线。在各调查路线,选取 40× 500或

100× 200m2的样方 15块。沿样方中战在 08:00-10:00时步行,统计鸟类种类 和 数 量。

各样方每月统计 1次,以平均效作为各种的栖息密度。同时采集一定数垦鸟类,测定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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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的平均体重。

亠
艹
口 果 与分 析

在高寒草甸地区,冬季栖息的鸟 类约 16种 ,鸢 (MJJ″ ” 私|g'口″‘)、 大鹜 (B″比o

加″j`“c,fs)及纹腹小鹗 ⒄ 加″c`@o`o‘B)活动范围大,尚不能确定其在群落中的位 置 ;

河乌 (CF″ cJ″￡p口 J`σ而)数量低,仅在溪流冰盖下栖息,故未对 其作统计。沼泽、山丘

的阴面及阴沟均有雪覆盖,无鸟类栖息。

高寒草甸地区冬季鸟类有 6个群落。

I.矮击草 (Kobres0c h··
"oⅡ

话)草句 小̄云 t(^Jc″ d。 ‘臼‘苫”Jo)+角 百 灵

(Er口″oophJ‘:‘IJpestrjs)|群落

该群落主要分布于山麓阳坡,植被以矮嵩草为主。在中度放牧地段, 植被以 异 针

茅 (s‘ |`口 口″e`,口 )、 早熟禾 (P口‘:口 lp|go″口)等为主,总盖度达90%。 小 云 雀为优 势

种,次为角百灵。在过度放牧地段,高原鼠 免 (o。切‘o″co″ zo`j″)活 动 剧 烈,洞

穴密布,植被处于退化状态,总盖度约为60%ρ
‘
角百灵为优势种,次为小云雀,白腰雪

雀 (ar。
`:`j//扬

gJJJ口 口口‘∶z励 o″攻】)为指示种,另外还有 褐背拟地鸦 (P‘
`9`洳

`。

洳c“

历刃″|J|f) 。     i   .   、

II.垂△放】事 (刀Jym.0s m″Joms)车句-角百灵 (Erem,oph|Ic oJp。 str0s)

+小云雀 (^Jo″ d。 ‘”J‘ 。。J口)群落

该群落主要分布于地势平坦的台地,植被为次生类型,优势种为垂穗 披 碱草,其

次为矮嵩草及委陵菜 (Po″仞,JJ:sp,)等。土壤疏松。高原鼢鼠(ary。‘poJ口方;口 jJ口yi)数

量较高。植被总盖度约为70%。 鸟类的优势种为角百灵,常集群活动,次优势种为小云

雀,密度较低,偶见白腰雪雀及棕颈雪雀 (Mo″
`jrrj″

召jJJ:r″ ″coJJ打 )。

III.垂奋放】革 (Elym切 s o● ″ε@?0s)人工事地一小云省(AJ口″dc g″‘‘叫 o)群莎

该群落的植被主要为人工种植的垂穗披碱草和燕麦 (/″″口‘″fv‘7)。 地势平坦,土

壤湿润。小云雀为该群落唯一的优势种。收割后,地表较为裸露,角百灵则在此栖息且

成为优势种,群落结构与群落II相近。在草堆附近,黄嘴朱顶雀 (C″
`r耐

‘/Jc″‘ro‘
`ˉ

`‘

￡)的栖息密度增高,与群落lV相似。

IV,全旨梅 (PoJem“ JI口 rr“ ″cosc)浪丛-宋鸦 (Urocymchrom.us py‘ 多0t。,i)

群落

这个群落主要分布于地势开阔的滩地、山麓洪积扇及河浣两岸的低阶地。植株高度

为 30-70cm,盖 度约为 60-70%。 鸟类优势种和指 示 种 均 为 朱 鸦 〈σ
'ory″

加口″″‘

`″

zo″:),常 2-8只集群活动。在金露梅植株较稀的地段,有少数小云雀及角百灵栖居。

初冬黄嘴朱顶雀亦在此分布,且数量较高,而i在隆冬时,数量较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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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华扁△革 (BJys●m切 s somocompress“ s)招泽革旬一长中百灵 〈MeJcmoco-
rvphc mo″ jmc)群蒋

该群落主要分布于河流两岸的低凹地段,植被以华扁穗草为优势种,次为青藏苔草
(C″印 ″oorc/口 /访 )和西藏嵩草 (K.`汤 e`:御 ),总盖度在 90%以上,阴湿地段 覆有

浅雪被。群落优势种及指示种均为长嘴百灵。常在台地及植被覆盖较差处有角百灵活动。

亦偶见小云雀在此栖息。

群落序号

No.of
coCon.】 11ities

红年
F.I;""″cJI“ s

长啶百灵
″「,mo:;“ o

角百灵
E.oIP召 sf`J‘

小
z.

云雀
.g“ J口以:o

褐背拟地鸦
P.humijis

红田山鸦
P.purrhocoro“

鸲岩鸩
P.`“ Occ"foidcc

树麻雀
P.mo““

"“
s

自腰雪雀
山r,J。 cε。m。 Ivs屁 ;;

棕颈雪雀
lr.、“ricofJis

高山岭雀
I.bro"dij

朱鸦
r`.Pvz。四f

1.87(31.22)

1,87(31,22)

0,38( 6.84).

Ⅱ

5.00(71.43)

1.25(17.86)

0.75(15.00· )

1.75(35,00)

I II Ⅳ V Ⅱ

2,25(1()0.0())

4,50(81,82)

0.75(13.64)

0.89( 0,63)

d.奎4( 3.ld)

35.56(25.16)

1.78( 1,26)

3.56(2.51)

0.89( 0.63)

6.67( d.72)

17.78(12,58)

1.87(31.22)

3,11( 2.2V)

66.67(4· 7.17)

·每种之后,数字为密度 (只/ha),括 号内数字为各种密度占各群落密度的百 分率。

Num.ber f。 II。平ing eath species indicated the density(No./lla),and p‘ lfentheticul nutlbcr indictlted per~

ce:ltage or the ‘。t8I density in the cOIil:〖 l“ i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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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居民点-有山岭△(Le″ cosIocte bromdti)+树 中0(P。 ssOr mooBJooIms)

群落

高寒草甸地区居民点的鸟类为一独特的群落。鸟类的主要栖息地为房屋、牛羊圈、

围墙电杆、草垛和牛粪堆等。该群落的优势种为高山岭雀,次为树麻雀,后 者 亦 为 此

群落指示种,常见的还有钨岩鸡 (Pr氵‘″e历
'@纟

r功oc″Jo|J。e)、 长嘴百灵和 红 嘴 山 鸦
(Pyrr乃 @‘,@`口 r pyrr1oct,'‘ ,r) 。

.L述群落的种类组成不同 (表 1)。 角百灵除在群落 III无分布外,在其它群 落,均
占其组成种的13%以上,在群落 II的 比例最高,为 71.48%,次为群落 I 群落 VI、 胖

落IV,分别为:31.22%,25.16%,15.00%,群 落 V最低,为 13,64%。 小云雀除 在群

01 △0i臼地区△季鸟类△t的丑皮
·

T3ble l Com.positions oF avian com● .onities in 81pi:le m.eadov· in w· inter.

|

o.aO( 7,14)

0,25(3,57)

2.5.0(50.00)



落 III最高外,在其它群落中所占比例各异,群落 IV为 35,00%,次为群落 I、 群落 IL

群落 V,分 别为 31.22%,17,86%,4.54%,在 群落 VI的 组 成 中,仅占 1`26%。 朱

鸦在群落 lV中 比例最高,为 50.00%。 高山岭雀在群落 Vl占 扌.17%,白 腰雪 雀在

群落 I占 31,22%。 树麻雀在群落 VI占 12,58%。 其它种类在各群落中所占比例则有很

大变化,且比例较低。角百灵和小云雀在大部分群落的比例较高,说明它们对高寒车甸

冬季环境适应性较强,栖息地海择多样化。指示种仅在一些群落的组成中高,可见它们

的栖息地较为专一。在所有群落中,群落VI的组成种的种效最多,为 10种。

各群落不同种类生物量按下述公式计算,

sCB=Ⅳ J″ j·

式中,Ⅳ;为 J种密度,″J为平均体重。

不同群落各种生物量的分配与其密度的分配相应一致 (表 2)。

表2 商i△甸冬乎鸟类群t生物Ⅱ (ε/ha)的口曰
·

Table 2 Distrlbution of biomass(rha)of avla。 cOIn:nmities in alpine

皿eadoV in vhter.

群落序号

No. of
Co‘n.n△ o:lities

红 隼
F.J|m"IIc“ I:‘s

长叨百灵
砌r.m。Jimo

角百灵
正9。 o:pesIfis

小云雀

'.g“

【。“Ic

褐背拟地鸦
p.m““jfis

红田山鸦
P.Purrhocoro″

鸲岩娣
f).`“ 0ccgfoi(roc

树麻雀
P.mBo"fo,‘″s

自腰雪雀
砌r.fc。 2(mlows屁 Jj

棕颈雪雀
″ 。

'"fko″
fs

高山岭雀
工.0'ordf|

朱 B
0r.Puz0田 ;

〗u 1Γ

26.85(0.21)

72,m(1.oo)|“ .00(0·⑷

V

419.15(0.92)

26,85(0.06)

8,00(0.o2)

191,11(0.04)

414,27(0.08)

1272,89(0.25)

56.89(0.01)

131.56(0.03)

253.33(0.05)

152.00(0,03)

4.29,20(0.09)

Ⅱ

6t,12(0.32)

60,00(0.29)

13.87(0.06)

179.00(0,75)

及0,00(0,17)

1(J.20(0,06)

6.35(0.02)

68.25(0,33)

97.02(0,02)

2021,38(0,dO)

Tota1        2()9.24 238.55 】2,00 r28.1o

·每种生物工之后括号内数字为各种生物上占各群落总生物盘的百分率。

P8fen.thetical  nuInber  after  biorlass  indicated   percentage  of  the  total   bionlsss  i:l   the

oommunit,,

群落种的多样性与均匀性是群落结构的重要参数。多样性指数 (diversity index〉

用Shannon-Wicncr指数公式计算 ,

ff′ =-∑ (P.) (lnPi)   (Pielou,19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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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P;为 J种密度占群落总密度的比例。英相应的均匀性指 数 (evenncss index)按

下列公式计算 ,

J`=rf`/Hm“    (rrm“ =1nⅣ )

式巾,J′ 为均匀性指数,frm“ 为最大多样性, Ⅳ为种数。

不同群落种的多样性指数及均匀性指数列于表 3。

表6 】】△旬地区冬季鸟类群落种的多样性指数 (Ⅱ′)及均匀性指效 (J′ )

1·abe1 3  I∶ )iversity and evenness oF aViIln cOInInunity in alpine lneadow·  in w· i:ltef.

群落序号

No.of
ooIIlillunity

种  数

No.of species

密度(只/hs)

Dellsty
(iildiv./h‘‘)

5.99

7.00

2.25

5.0`l

5.5()

141.34

多样性指数

Divefsitv
i!ldex(ff′ ,

均匀性指数

Evenile$
index(J′ )

1.20

0,85

0.00

1.Ot)

0.58

1,51

0.87

0.d了

0.91

0.52

0.66

群落 VI种的多样性指数最高,为 1,51,其次为群落II和 群落 lV,多样性指数分别

为 1,22和 1.00。 群落 V种的多样性较低,为 0.58,而群落 III种的多样性指数为零,即
仅由一种组成。由此可见,群落 V较群落 III稳定。

高寒草甸地区,冬季风速大,风向为西北西和西北北,作背风和向阳的台地及山坡,

地面温度较高,雪被易消融,地表裸露,鸟类易觅食。随风漂移的植物种子等,在地形

较低处富集。而人工建筑物附近,除具有鸟类的丰富食物外,还能为乌类提供夜间栖息

地及更多的栖位 (pcrching position),也 是雀形目鸟类的避难所。由此可见,地形和微

气候所形成的小生境,使群落呈 “斑块
”

状分布。

将上述各群落组成的种数、种的多样性指数和均匀性指数与该地区暖季 (5-8月 )

繁殖鸟类群落 (张晓爱,1982)进行比较,群落 II的 种数与暖季繁殖鸟的垂穗披碱草草

甸群落相同乡群落 VI的种数较暖季居民点-嵩草草甸群落种数多。而这两个 群 落 种 的

多样性指数和均匀性指数均较暧季高 (暖季 rr′ 为 0.66,J′ 为 0.‘ 7和 H′ 为 1.35,J′为

0.69)。 群落 I、 【II、 IV及 V的 种数较暖季群落低。就栖息密度而言,群落 I,群落II及

群落 VI均较相应的暖季各群落有所增高 (暖季达些对应群落栖息密度分 别为 逐.4,4.9

和 9,3)。 群落生物量的变化与栖息密度相似,也较暖季相应群落为低。

冬季鸟类群落的变化与人类经济活动、放牧畜群及鼠类对植被的破坏有关。在小云

雀 +角百灵群落的分布区,冬季放牧强度大。在角百灵 +小云雀群落的分布区,鼠类数

量多,活动甚为频繁。在高山岭雀 +树麻雀群落的分布区,则是人类和畜群活动的中心。

居民点具有鸟类丰富的栖位资源,而 人、畜及鼠类的活动一方面为鸟类提供可利用的食

物,另一方面,鼠类对草场的挖掘使土壤松软,有利于鸟类觅食。一些地栖鸟类则利用

鼠穴作为栖息场所。冬季植被枯萎,加之过度放牧和鼠类对植被的进一步破坏,使 鸟类

·  P?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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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落的结构有较大的变化。Fu11er等 (1989)的 研究结果与此相似。

高寒草甸地叹冬季酷寒的气候条件,对鸟类生存产生一定的压力。除高山岭雀、树

麻雀、褐背拟地鸦及雪雀夜间栖息地较稳定外,其它种类则易受降雪、大风和寒流的影

响。特别是降雪迫使鸟类离开原有的栖息地,在道路、民宅、牛羊圈等地面裸露处,或

尾随畜群之后集群活动。夜间栖地极不稳定。暧季的繁殖鸟,因不能适应冬季严酷的气

候而迁走。集群是冬季鸟类重要的生态特征,也是对环境条件的一种适应。严冬缺乏隐

蔽条件,集群个体增多,且在食物资源丰富的地段集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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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PRELimINARY ANALVsls OF AVIAN CommuNITV sTRucTuRE
IN VVINTER IN ALPINE MEADOW

Li L.aixing, Li Dehao and zhou zhiiu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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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his pap· Cr analyscs charaCtcristics of avian colnmunity structure  in alpinc

meadow in wintcr.Therc arc six avian communitics as follow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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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c winter avian coinmunitics in alpine mcadow havc somc charactcristics as

COIT)ParCd with surnmcr oncs, Thc distribu.tion of avian communities is patclly and

not contintled. structural pararnetcrs of cominunitics arc incrcascd with thc actions
taken frequcntly by hurnan bcings,livestocks and sma11 rodcnts and cornn1tlnities

consist of local spccies.

IKey 、vords: Alpinc ineadoW, `Vinter; Avian cOInm.unitv;  sPcciCs diversity,

Evcnnc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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