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丹河国家湿地公园鸟类多样性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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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为了调查丹河国家湿地公园的鸟类资源现状,2019年10月至2021年8月,对该公园鸟类的种类、数
量、栖息地等进行了详细的调查研究.共记录鸟类18目50科99属160种,其中留鸟72种,冬候鸟42种,夏候鸟

27种,旅鸟19种.国家I级保护鸟类3种,国家II级保护鸟类27种,中国特有种3种,优势鸟种21种.冬季鸟类多样

性指数和优势度指数最高,春季与秋季的鸟类群落相似性最高,夏季与冬季的鸟类群落相似性最低.在4种生境中,

湿地水域鸟类的多样性指数和优势度指数最高,湿地水域与沟谷灌丛的鸟类群落相似性最高,村庄农田与水库鸟类

群落相似性最低.生境选择相似或同科鸟类的生态位重叠值较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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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的快速发展使得生物多样性大幅度降低.城市湿地公园具有水资源保护,为受威胁和迁徙动物提供

庇护等功能[1].鸟类是生态系统中重要的功能类群,具有控制猎物种群、清理动物残骸、传播植物种子、促进

物质循环等重要生态功能[2].鸟类对环境变化敏感,其群落组成和种群规模被认为是监测与评价湿地的重要

指标,是城市环境质量评价的指示物种.丹河国家湿地公园地处山西省泽州县东部,自2018年建设以来对下

游河流水质提升、生物多样性恢复和生态环境改善产生了积极影响.湿地公园建成后鸟类的栖息环境发生了

较大变化,为分析影响公园内鸟类多样性的因素以及鸟类群落与环境之间的关系,于2019年10月至2021年

8月,对丹河湿地公园的鸟类进行了详细调查研究.

1 研究区域及方法

1.1 研究区域

研究区域属暖温带半湿润大陆性季风气候,年均气温10.9℃,最高气温38.6℃,最低气温-22.8℃,年
均降水量650mm,年均日照2392.8h,全年无霜期188d.区域内有丘陵、平原和峡谷.植被为暖温带落叶阔

叶林,以人工林地为主,间有落叶阔叶林、落叶灌丛、低山丘陵草原、草甸等.湿地内生境类型分为湿地水域、
水库、村庄农田和沟谷灌丛4种类型.
1.2 研究方法

采用样点法和样线法,选择9个样点(表1),每个样点观测20~25min.在鸟类迁徙季节3~4月、10~
11月,每周调查1次,其余月份每2周1次.在各生境类型中随机设置1~2km样线,以2~3km/h的速度

沿样线调查,借助双筒望远镜(STEINER,RangerPro8×42)和单筒望远镜(ZEIZZ,Diascope85T-FL)观察

并记录样线两侧50m内及样点半径150m内看到或听到的鸟类种类、数量及其生境.对于飞行的鸟类,只记

录逆样线方向飞行的个体,避免重复计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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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丹河国家湿地公园鸟类监测样点的位置

Tab.1 LocationofbirdmonitoringsamplesitesinDanheRiverNationalWetlandPark

样点编号 样点名称 纬度(N) 经度(E) 海拔/m

S1 上城公村 35°40'19.88″ 112°58'51.47″ 783

S2 丹河底村 35°38'50.94″ 113°00'09.33″ 762

S3 岸则村 35°37'35.77″ 112°59'23.51″ 752

S4 尹东村 35°37'14.79″ 112°59'11.89″ 775

S5 任庄水库 35°36'30.00″ 112°57'50.7″ 769

S6 巴公河污水处理厂 35°35'08.04″ 112°57'37.63″ 763

S7 丹河湿地公园一期 35°33'30.08″ 112°57'54.97″ 717

S8 丹河龙门景区 35°31'30.75″ 112°58'13.19″ 725

S9 老余坡 35°30'43.04″ 112°58'18.28″ 662

  鸟类识别及分类参考《中国鸟类野外手册》《中国鸟类分类与分布名录(第三版)》,居留型、区系和分布型

划分参照《中国动物地理》,保护级别参考《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名录》,濒危等级参考世界自然保护联盟濒

危物种红色名录[3-7].
1.3 数据分析

参考文献[8]中方法,多样性分析采用Shannon-Wiener多样性指数:H=-∑
S

i=1
PilnPi;Pielou均匀

度指数:J=
H

Hmax

;Simpson优势度指数:D=1-∑
S

i=1
(Pi)2.上述各式中,S 为研究地点内监测到的物种

数,Pi 为物种i的个体数与所有物种的总个体数之比.H 为实测多样性值,Hmax为最大多样性值,Hmax=log2S.
利用R语言vegan包,计算鸟类群落的Shannon-Wiener多样性指数、Pielou均匀度指数和Simpson优势度

指数.鸟类优势种分析采用频率指数估计法[9],r>500以上为优势种,200<r⩽500为常见种,r⩽200以下

为少见种或偶见种.

采用Jaccard相似性系数(Cs)计算鸟类群落的相似性Cs =
2j

(a+b)
,其中j为两种群落共有物种数,a,

b分别为群落A,B的物种数[9].利用Excel2019,计算RB频率指数和Jaccard相似性系数.

采用Pianka指数计算生态位重叠指数[10]:Oik=
∑

n

j=1
PijPkj

(∑
n

j=1
P2

ij∑
n

j=j
P2

kj
)
,其中i,k为物种编号,j为资

源编号,n 为资源总数,Pij 为物种i在资源j 状态下的个体数占该物种在所有资源状态下的个体总数的比

例,Pkj 为物种k在资源j状态下的个体数占该物种在所有资源状态下的个体总数的比例.利用R语言spaa
包,计算优势鸟类及珍稀濒危水鸟利用空间资源的生态位重叠度.

2 结 果

2.1 鸟类群落组成

共记录鸟类18目50科99属160种,其中雀形目鸟类最多,68种(40.17%,百分数表示种类百分比,下
同),其次为雁形目鸟类,22种(21.55%).分析本区鸟类的居留型,公园内分布有留鸟72种(45.00%),冬候

鸟42种(26.25%),夏候鸟27种(16.88%),旅鸟19种(11.87%).分析湿地公园鸟类的区系成分,古北界种

74种(46.25%),东洋界种32种(20.00%),广布种54种(33.75%).
在丹河湿地公园的鸟类中,有国家重点保护鸟类30种,其中I级保护鸟类3种:黑鹳(Ciconianigra)、

金雕(Aquilachrysaetos)和黄胸鹀(Emberizaaureola),II级保护鸟类27种:小天鹅(Cygnuscolumbia-
nus)、大天鹅(Cygnuscygnus)、白额雁(Anseralbifrons)、黑鸢(Milvusmigrans)、白尾鹞(Circuscyane-
us)、普通鵟(Buteojaponicus)、红角鸮(Otussunia)等.依据IUCN红色名录(2021),极危(CR)1种:黄胸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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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危(VU)4种:鸿雁(Ansercygnoid)、小白额雁(Ansererythropus)、白颈鸦(Corvuspectoralis)和田鹀

(Emberizarustica);近危(NT)4种:罗纹鸭(Marecafalcata)、白眼潜鸭(Aythyanyroca)、鹌鹑(Coturnix
japonica)和凤头麦鸡(Vanellusvanellus);其余均为无危(LC).中日保护候鸟72种,中澳保护候鸟16种.中
国特有种3种:宝兴歌鸫(Turdusmupinensis)、山噪鹛(Garrulaxdavidi)和黄腹山雀(Pardaliparusve-
nustulus).

RB指数分析表明,160种鸟类中优势种有绿头鸭(Anasplatyrhynchos)、喜鹊(Picapica)、岩鸽(Co-
lumbarupestris)、小鸊鷉(Tachybaptusruficollis)、白头鹎(Pycnonotussinensis)、珠颈斑鸠(Streptopelia
chinensis)、苍鹭(Ardeacinerea)、斑嘴鸭(Anaszonorhyncha)等21种,占鸟类总种数的13.12%,占鸟类总

数量的72.42%;常见种有黑水鸡(Gallinulachloropus)、红嘴蓝鹊(Urocissaerythroryncha)、凤头鸊鷉

(Podicepscristatus)、黑翅长脚鹬(Himantopushimantopus)等14种,占鸟类总种数的8.75%,占鸟类总数

量的13.99%;其余为少见种或偶见种.
2.2 鸟类多样性分析

不同季节鸟类的Shannon-Wiener多样性指数和Simpson优势度指数由大到小均为:冬季,夏季,秋季,
春季.Pielou均匀度指数由大到小为:春季,秋季,夏季,冬季(表2).

表2 不同季节的鸟类多样性、均匀度与优势度

Tab.2 Birddiversity,evennessanddominanceindifferentseasons

季节 鸟类种数 多样性指数 均匀度指数 优势度指数

春季 93 3.32 0.80 0.93

夏季 99 3.42 0.74 0.95

季节 鸟类种数 多样性指数 均匀度指数 优势度指数

秋季 95 3.37 0.75 0.95

冬季 117 3.70 0.70 0.96

  湿地水域的多样性和优势度指数最高,水库的多样性、优势度及均匀度最低.Shannon-Wiener多样性指

数和Simpson优势度指数由大到小均为:湿地水域,沟谷灌丛,村庄农田,水库.Pielou均匀度指数由大到小

为:沟谷灌丛,村庄农田,湿地水域,水库(表3).
表3 不同生境的鸟类多样性、均匀度与优势度

Tab.3 Birddiversity,evennessanddominanceindifferenthabitats

生境类型 鸟类种数 多样性指数 均匀度指数 优势度指数

湿地水域 136 3.62 0.74 0.96

水库 79 3.16 0.72 0.91

村庄农田 82 3.29 0.75 0.94

沟谷灌丛 102 3.60 0.78 0.95

2.3 鸟类群落相似性分析

不同季节鸟类群落相似性比较,春季与秋季的群落相似性最高(0.97),夏季与冬季的群落相似性最低

(0.68).春季与冬季(0.71)、秋季与冬季(0.70)相对较低,春季与夏季(0.77)、夏季与秋季(0.78)的群落相似性

介于中间.
不同生境鸟类群落相似性比较,湿地水域与沟谷灌丛之间的鸟类相似性最高(0.73),其次为湿地水域与

农田村庄(0.71)、湿地水域与水库(0.69),水库与沟谷灌丛(0.57)、村庄农田与沟谷灌丛(0.57)相对较低,村
庄农田与水库之间的鸟类群落相似性最低(0.52).
2.4 鸟类生态位重叠分析

丹河国家湿地公园优势鸟类在对空间资源的选择情况(图1(a)),麻雀 喜鹊、大白鹭 苍鹭、麻雀 灰喜

鹊、绿头鸭 普通鸬鹚、喜鹊 灰喜鹊、绿头鸭 斑嘴鸭等种对的生态位重叠值较高;苍鹭 岩鸽、珠颈斑鸠 普通

鸬鹚、大白鹭 岩鸽、小 岩鸽、白骨顶 岩鸽等种对的生态位重叠值较低.珍稀濒危鸟类中(图1(b)),小白

额雁 黑鹳、小天鹅 大天鹅等种对的生态位重叠值较大.出现了较多生态位重叠值为0的种对,表示种对内

两种鸟类生态位完全不重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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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讨 论

2017年对丹河国家湿地公园的鸟类调查,共发现鸟类共有16目36科102种,其中雀形目鸟类41种,
国家重点保护鸟类12种.本次调查共记录鸟类18目50科160种,鸟类增加了58种,其中国家重点保护鸟

类增加了18种.在物种组成上,雀形目种类和数量最多,其次是雁形目、鸻形目和鹈形目.湿地公园位于我国

3条候鸟迁徙路线的中线,是重要的冬候鸟越冬地、旅鸟的停歇地和夏候鸟的繁殖地,候鸟和旅鸟占鸟类总

种数的55%,这表明丹河国家湿地公园在改善生态环境,提高鸟类多样性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近年来,由于栖息地退化导致黑鹳种群数量在全球范围内下降.丰富的食物资源,良好的水质、空气以及

没有干扰的生存环境是它们选择栖息地的条件.本调查共记录到国家重点保护鸟类30种,其中I级保护鸟

类黑鹳可常年观察到.在丹河湿地公园4种生境类型中都能经常见到黑鹳,表明该地已成为黑鹳的理想栖息

地.丹河湿地11月中旬至3月初常能见到国家II级保护动物大天鹅和小天鹅,数量最多达150余只,表明该

地环境条件较为适合珍稀鸟类栖息.
丹河湿地公园的鸟类多样性指数和优势度指数由大到小均为:冬季,夏季,秋季,春季,均匀度与之相反.

在此越冬的鸟类多达42种,而27种夏候鸟的到来使得夏季鸟类的多样性高于秋季和春季.绿头鸭、斑嘴鸭

和白骨顶(Fulicaatra)等虽属留鸟,但在冬季它们的数量最多,其中绿头鸭数量多达3000余只,因此冬季

鸟类的均匀度最低;春、秋季的鸟类主要是留鸟,这些鸟类适应了本地的生存环境,其数量较稳定,均匀度较

高.
湿地公园的4种生境类型中,湿地水域植物种类丰富,包括生长在河流浅水区的金鱼藻(Ceratophyl-

lumdemersum)等沉水植物群落,睡莲(Nymphaeatetragona)、浮萍(Lemnaminor)等浮水植物群落,大面

积的芦苇(Phragmitesaustralis)、香蒲(Typhaorientalis)等挺水植物群落及湿生植物群落,良好的植被为

鸟类提供了丰富的食物和隐蔽条件,鸟类多样性和优势度最高;水库因水位太深,无挺水植物,仅在水库周边

分布有少量灌丛和人工林,常有雁鸭类生活于宽阔的水面以及少量涉禽栖息于水库边缘浅水处,水库的鸟类

多样性和优势度最低.
鸟类群落结构的相似性在一定程度上受到生境相似性的影响,水资源相近的生境之间鸟类群落相似性

较高[11].湿地公园内沟谷灌丛生境中有大量野生酸枣(Ziziphusjujuba)等浆果树,以及毛白杨、旱柳(Salix
matsudana)等高大乔木,且有常年流水的溪流,浅水区有少量睡莲、芦苇、香蒲等植物,与湿地水域生境有一

定相似性,这两种生境的植被种类较多,食物资源丰富,为多种鸟类提供适宜的栖息与觅食环境,尤其适合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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鸟的栖息,两种生境类型的鸟类种类较多且群落相似性最高.村庄农田与水库生境差异大,植被种类较少,这
两种生境类型的鸟类种类较少且群落相似性最低.

食物组成结构较为相似的鸟类间生态位重叠较高,湿地公园的鸟类中,麻雀 喜鹊、大白鹭 苍鹭、喜鹊

灰喜鹊等种对的生态位重叠值较高,种对内两物种在生境或食物的选择以及资源占有方面较为相似,种间竞

争较为激烈,与之相反,苍鹭 岩鸽、珠颈斑鸠 普通鸬鹚以及大白鹭 岩鸽等种对的生态位重叠较小;同一科

的鸟类在栖息地及觅食地选择上较为相近,活动生境较为相似,因此同一科的鸟类生态位重叠值较高.珍稀

濒危鸟类的生态位重叠值普遍较低,部分种对内两种鸟类的生态位完全不重叠,而优势鸟类的生态位重叠值

均较高,种间关系较为复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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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irddiversityinDanheRivernationalwetlandpark

NiuHongxing1,GuoQiulin1,LuXiangfeng2,KongXianwei2,LiuWei1,BuYanzhen1

(1.CollegeofLifeSciences,HenanNormalUniversity,Xinxiang453007,China;

2.ZezhouCountyForestryBureau,Zezhou048012,China)

  Abstract:Inordertoclarifythecurrentsituationofbirdresourcesinthewetlandpark,adetailedinvestigationonthea-
vianrichness,abundance,andhabitatofthebirdswasconductedfromOctober2019toAugust2021.Atotalof160speciesre-

presenting99genera,50familiesand18orderswererecorded,including72speciesofresidents,42speciesofwintermigrants,

27speciesofsummermigrantsand19speciesofpassagemigrants.Therewere3classIand27classIInationallykeyprotected
birds,3endemicspeciesand21dominantbirdspeciesinthispark.TheShannon-WienerindexandSimpsondominanceindexof
birdswerethehighestinwinter.Thesimilarityofbirdcommunitiesbetweenspringandautumnwasthehighest,whilethe
similarityofbirdcommunitiesbetweensummerandwinterwasthelowest.Amongthefourhabitats,theShannon-Wienerin-
dexandSimpsondominanceindexofbirdsinwetlandwaterswerethehighest,andthesimilarityofbirdcommunitiesbetween
wetlandwatersandvalleybushwasthehighest,andthesimilarityofbirdcommunitiesbetweenvillagefarmlandandreservoir
wasthelowest.

Keywords:DanheRiver;wetlandpark;birdspeciesdiversity;aviancommunity;dominance;evenn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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