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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采用多维生态位理论,对高寒草甸居民点冬季鸟类群落结构从垂直分布、水平配置和栖

位利用 3个维度进行了空间生态位的初步分析。无任何两种鸟的空间生态位是全部重叠的,

即使同一集团,生态位宽度值较大的种类,其种群较大,反之,生态位宽度值较小或分布较

专一的种类,其种群较小。

关0曰:高寒草甸,冬季,居民点;鸟类群落,空问生态位。

高寒草甸地区居民点的冬季鸟类,种类多,群落种的多样性高。对其群落结构进行

深人研究,具有重要意义。有关鸟类群落空间生态位的研究已有报道 (高 颖和钱国桢,

1987,周 放,1987),但 与本文的研究地区不同。我们采用多维生态位 (bypCrvolume

nichc)理论,对该地区居民点冬季鸟类群落空间生态位进行了初步分析,以便为高寒草

甸生态系统鸟类群落的深人研究提供依据。

本工作于 1989年冬季在中国科学院海北高寒草甸生态系统定位站地区进行。

观测在居民点的住宅及附近的草垛、人工草地、天然草地及裸露地内进行。每一观察地设立 样地

20块,每块面积为 50x20皿 2,于
每天 08:00-lO:00时沿样地统计鸟类种类和数量、栖息位置 和栖

息高度,同时,对夜间栖息位置进行观品。

栖息高度的等级分为:06m以上J②6-1】ll J⑨ 1-0.5m,④ 0.5m一地面,◎地面以下。

鸟类对栖位的利用按下列资源分昆:0空中,②地面,③铁丝网拦,0将根 〈距墙基 I II)以 内的

地面),◎草垛,⑥垮头,⑦江丛,◎电杆电线,⑨房屋。

以备种鸟在观察时期出现的频次作为每一观察样地的相对燕且指标。

·中国科学院海北高寒草甸生态系纳定位站綦全资助项目。承隶刘季科先生提出宝贵意见,特此致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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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 据 处 理

群落中每一种对 (spccics pair)间 的生态位重叠按 schoencr(1968)的 公式计算,

B‘ ,=1-1`21P。 -P”
l

式中,P:j和 P” 分别为种 了和种 y在第 氵项资源中的出现数目占各自个体统计总数的比

例。

种的生态位宽度值按以下公式计算,

B=ˉ ∑PilnP;`B·      (B· =lnⅣ )

式中,Pi是某种鸟在第 |项资源中出现的比率,Ⅳ为每个标谁资源序列的总啦位数。

种的多样性指数用 shannon-Winncr公 式计算,

rr`=-Σ E PilnPJ

其中, P;是第 j种出现的比例。

均匀性指数计算公式为 :

J′ =H`Hm“      (frm,.=lnFV)

Ⅳ为种数。

群落中每一种对在 3个维度上的生态位重叠值按 Cody(1974)的 “
总和 α”(summaˉ

tion alpla)公式求得,

α= (α “.j+α。j.|+α d‘ ·i)`3

这里 α
"。

卜 α。j.i和 α“.j分别为每一种对在水平分布、 垂直高度和栖位利用 3个

维度上的生态位重叠值。

结 果 与 讨 论

本次观察共记录到越冬鸟 13种,隶属 2目 6科。 按其夜间栖息地点和活动分布 将

其分成 4类。0居民点夜间栖息、活动种类,②居民点活动非夜间栖息种类,③部分地

利用居民点夜间栖息和活动种类,④非居民点夜间栖息和活动种类,此类仅在气候突变

(如尘暴、降雪)时在居民点栖息。

本研究仅为 1、 2、 g类。由于黄嘴朱顶雀 (C″

'″
rj‘ /J。″fr“″打)在隆冬时, 迁

至海拔较低的地区,纵纹腹小鹑 “
`拓

″ ″or‘ 卿)主要在夜间活动,故不列人分析对

象。

(一 )垂直分布

各种鸟在不同高度的分布不同 (图 1)。 所有鸟类在 0-0.5m的 高度均有分布,既不

同于森林鸟类群落 (月 放,1987),也不同于高寒草句条殖鸟类的垂直分布 (张晓爱,

1982)。 生态位宽度值小于 0,6的种类,分布高度较专一。如小云雀 ('`口″zc g″
`留

″
`口

)、

角百灵 (E″勿口P肪 J口 口
`P“

″打)和长嘴百灵 (arer口″。c。ryp杨 仞口ri仞 B),主 要在地面活

动,而红隼 (Fcr。 @`而″″″c″ B`‘〉主要在 6m以上的高空,生态位宽度值大于 0:5的种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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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不同栖息高度鸟类频率分配

F′ig.1  |F.reque!lcy distfibutioils of birds in. different perching heights.

Fi,=红隼 F。 olco|j"m“ 0Vj"s;P.m.=树麻雀Pcsscr nommi:us;z力 .=高山岭雀 乙召“co“ ;`口

brcnd″ ;P.P· =红溜山鸦 Pvrrmocorm pv``Ⅱoco`“:M.r.=棕 颈雪雀 Mon盯rr;卯 ,IIo

rur(,o】 Is;~M.m.=长噼百灵 ar田。m。corv夕乃o mc对“c;P.r. =鸲岩鹨 Pr““纟“g

r汕 Fc“Ioidcs;Pa.=褐背拟地鸦 Pse“ dopodocgs 品
"“

“,s;ε .c.=角百 灵 εrcmop乃““

d″“ris:彳 ,口 ,=小云雀 刀 (I〃 d。 g"′ σ
`Jo.

如鸲岩鹨 (Pr`石″口
``cr沥

″″Jo|`“〉、褐背拟地鸦 (P吻洳po洳 r“ 乃弼祝
`,s)等

,活动的

高度范围在 0-6.0m,即它们占据了居民点在垂直分布上所能提供的大多数资源位。前

者备种数量少,且生态位宽度值较狭窄,后者则数量多且宽度值较大。

(二)水平分布

各种鸟类的水平分布不同 (表 1)。 生~s位宽度值较小的种类,活动范围比较局限,

如树麻雀 (P口“″勿口″仰″‘)是伴人鸟类,主要以民宅为中心活动,小云雀、角百灵和

长嘴百灵则主要在居民点外围的草地和牛羊圈活动。但后三者的水平分布还有差别,长

嘴百灵主要在植被覆盖度大的沼泽草甸活动,角百灵喜在植被稀疏、鼠类挖掘活动频繁

的草甸活动。生态位宽度值较大的种类, 鸲岩鹨、 褐背拟地鸦和红嘴山鸦 (Py/r``r9co-

r″ p夕 rr乃 oror″)在整个居民点的分布较均匀。

就栖息地类型言,草垛种数最少,仅有 4种分布,次为人工草地,有 6种 ,此 与食

物种类组成有关。

(三)鸟类对栖位的利用

不同鸟类对栖位的利用频率不同 (图 2)。 在栖位利用上,小云雀、角百灵、长嘴百

灵、棕颈雪雀和红嘴山鸦较多地利用了地面,而其它5种鸟类则较多地利用了人工建筑。

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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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表中数字为遇见次数。

the figures in table afe seen nuInber o‘  tiIne for birds.

(四 )主要参数分析

将群落中每一种对在 3个维度上的生态位重叠值按 “总和 α”
公式计算后,可得群

落矩阵 (community matrix),其 结果列于表 2。

用等级聚类 (hicrarchica1 agglomerativc c1assification)法 对群落矩阵作 树 状 图
(dendrogram)(图 3)。

从表 3及图 3看出,以 8维生态位重叠值的聚类结果 0.6作为标准,高寒草甸居民

点冬季鸟类群落具有 2个利用相似资源位的集团 (guild)和 3个边缘种 (fringe spe-

cics)。 在地面主要植食性集团,由 小云雀、角百灵、长嘴百灵和棕颈雪雀构成, 但各自

活动的地面特征则又有所不同。墙头、墙根及沟坎以肉食性为主的集团,由鸲岩鹨、红

嘴山鸦及褐背拟地鸦组成。空间生态位重叠不明显,红嘴山鸦占据较高的墙头和 6m以
上的房顶,褐背拟地鸦则占据着低于地表的沟坎、坑洼,但也分别向不同水平方向扩张。

褐背拟地鸦多在鼠洞较多的天然草地活动,鸲岩鹨则常在草垛和小树栖息。

高山岭雀 (L勿 co访
'″

ar口
`,幽

氵)、 树麻雀和红隼分别依赖于草垛、电线、民宅和电

杆,构成 3个独立的边缘种。

上述结果说明,高寒草甸居民点冬季各种鸟类空间生态位不同,各种对空间的利用

程度也不相同。生态位宽度值较大的种类,其种群能得以发展,生态位宽度值较小的种

· 32 ·

表 1 离寒草甸居民点冬季鸟类水平分布

Table 1 H° “zontal distr;buti。 ns。f birds in re“denual are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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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其种群则受到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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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名缩写与图 1相同。species abbreviations afe the sairle as these in the Fig.1.

表 2 商寒草甸地区居民点冬季鸟类群落矩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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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名缩写与图 1相 同。species abbrevhtions are the sai:le as these in the Fig.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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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PRELIMINARY ANALVsls OF THE sPATIAL NICHE OF THE BIRD

COMI"UNITY IN VVINTER IN ALPINE MEADOVV REslDENTIAL AREA

Li Laixing, Li Dehao and zhou zhijun

(Ⅳ orf乃四纟sJ PIσ |cc“ rms汀
`“

扌召 or BJor。 gg. rhc cnimesc'codFmv or· Scf纟
"cOs)

·
rhis papCr has In.ade a prcliminary analysis on spatial niche according to perˉ

ching.hcigllts, vcrtical distribution and iperch.ing position of bird coinlntInity ill

rcsidcntial arca of alpinc meadow in lvinter with.th.c thcOry of |hypervolum nicllc,

and then, made an aggloincratiVc classification analysis by overlaps of thrcc di-

nlcnsional nichcs as similarity cocIficicIlts. 
·
rhc rcsults showed that no conapletc

ovcrlap was found in spatial ni。 hcs of spccics pairs in the study. Thc dendrogra工 口

also dcmonstrates that it on1y 】neans ovcrlapping part of threc dimcnsiona1 niches

evcn if sornc birds bclong to a guild where thcy arc coeXisting, 'rhc populations

arc l^`c11 dcve1oped that somc arc biggcr in breadth of niche and the nurnber and

densitics arc largcr, `Vhercas, the othcrs arc limited and thc nutnbcr and dcnsities

arc sma11cr.

Key△ Vords: A.lpine incadow; Winter; Rcsidcntiat area; Bird comrnunitv; spaˉ

tia1 nic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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