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鼎湖山森林鸟类群落结构

季节变动的初步分析
`

周 放

( 广 西科 学院生 物研究室

摘 要

本文时燕湖 山三种结构不 同的森林中夏
、

冬两季的鸟类群落结构及其与生境的

关系作 了对比研究
,

结 果表明
,

在南亚热带森林中鸟种 多样性的季节 变动 幅 度 不

大 , 鸟类的个体密度冬季都显著比互季升高
;
鸟类群落受生境结 构影响 的格局夏

、

冬季是相 似的
,

,

简单的
、

多样性低 的鸟类群落季节 变动 相对较 大
,

反之 则 较 小
。

群落结构及动态的分析是生态系统研究的基础工作之一
。

由于鸟类群落处于生态系统 中

较高的营养层次
,

对能量流动和物质循环影响较大
,

对环境条件的变化也比较敏感
,

因此对

鸟类群落的研究日益引起了人们的重视
。

国内对鸟类群落的研究
,

属刚开始不久 ( 高玮 1 9 8 2
,

张晓爱 1 9 8 2
,

钱国祯等 1 9 8 3 )
,

对于鸟类不 同季节群落结构变动的研究
,

专门的报导很少
。

作者于 19 8 3一 1 9 8 4年对鼎湖山的森林鸟类群落作了研究
,

本文拟从冬
、

夏两季 的对比探

讨南亚热带森林鸟类群落结构的季节变动情况
。

研究地点和方法

鼎湖山住于广东省 中部
,

北纬23
0

0 8,
,

东经 1 12
”

3 5,
,

靠近北回归线
,

处于南亚热 带 南

缘
。

气候属热带
、

亚热带湿润季风气候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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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雨量充沛
。

最热月 ( 7月 ) 的平均气温是 2 8
O

C
,

最冷月 ( l月 ) 的平均气温是 12
.

6
O

C
,

但振

幅较大吕

鼎湖山自然保护区境内山地起伏
,

山峰海拔一般为 4 00 一 60 。米
。

研究工作在保护区内的

主要植被中进行
,

各植被的大致情况如下
:

( 1 ) 季风常绿阔叶林 ( 下简称阔叶林 )
,

是迄今较为完整地保存原始面貌 的 森林
。

森林外貌上终年常绿
,

落叶成份极少
。

组成种类复杂
,

林冠层重迭
,

稠密
。

( 2 ) 针叶
、

阔叶混交林 ( 下简称混交林 )
。

此林型与温带地区带有地带性 的 针
、

阔

叶很交林不 同
,

它是过去的马尾松林
,

由于长期封山
,

被一些阔叶树种侵入而成
。

( 3 ) 针叶林
,

主要以马尾松为主
,

混有少量阔叶树
,

一般冠层不连续
,

林下较空旷
。

采用线路统计方法统计鸟类的数量
。

本文 以 1 9 8 3
。
1 2一 1 9 8 4

。
2月各次统计的平均值 (每月

统计3次
,

共九次 ) 和 1 984
。
6一 7月各次统计的平均值 ( 每月统计 4次

,

共 12 次 ) 分别作 为 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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季和夏季的鸟类个体数量
。

应用M
a e A r t h u r , R

.

和 M a e A r t h u r ,

J
。

介绍的 S h a n n o n 一

W
e a v e r多 样 性 指数公式计

算各类多样性
;

S

H
, = 一 E p i l砚 p i

i 一 1

其中
,
H

尹

为多样性指数
, p i

为第 i项的数量 占体数的比例
, s 为项数

。

参照 B e e d y ( 1 9 8 1 ) 确定生物量 的方法
,

根据当年及历年来在鼎湖 山地区采集 的 标木
,

以各季节 中每个种雌雄成体的平均鲜重为该季节的鸟体重量
。

现存生物量 ( S C B ) 按下 式计

算
:

S C B = 公 w i N i

这里 N i是 i种的密度
,
w i是 i种平均体重 ( 克 )

。

二
、

结 果

1
、

鸟类群落与生境结构

绿色植物在生态系统中起主导作用
,

不同的植被类型构成了鸟类的不同生境
,

鸟类在各

生境中的分布取决于该生境的食物条件和隐蔽条件
。

因此
,

按林型可划分成三个鸟类群落
:

针叶林鸟类群落
,

混交林鸟类群落和阔叶林鸟类群落
。

物种多样性是反映群落组成结构的重要特征
,

并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群落的复杂性和稳

定性
。
S h a n o o n ~ W

e a v e r多样性指数同时与组成群落的物种丰 富度和种间个体数分 布的均

匀度两个结构参数有关
,

可用它来定量比较不 同群落的结构特征
。

现将各林型的叶层高度多样性 ( F H D )
、

树种多样性 ( T S D ) 和夏季各生境中的 鸟 种

多样性 ( B S D ) 以及其它一些反映森林结构和鸟类群落结构的数据列于表 1
。

关 于 F H D 的

研究将另文发表
。

表 1
.

夏季鸟类群落与生境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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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
树密度为株 /住60 0 M名

,

鸟类现存生物量为克 / 公顷
。

树种数
、

树密度
、

树种多样性据中山大学生物系陆阳
、

李呜光提供的资料
。

从表 l 可 以看出
,

从针叶林到阔叶林
,

各项指数都逐步提高
,

形成三个梯度
,

表明针叶林

结构最简单
,

混交林居中
,

阔叶林结构最复杂
。

同时也可 以看出
,

从针叶林到阔叶林
,

森林

结构越复杂
,

垂直层次越多
,

鸟种多样性和生物量也随之越高
,

其相应的鸟类群落也就越显

唱复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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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

冬季鸟类群落结构及其与夏季相应群落的比较

计算鸟种多样性时
,

并 以公式 J, = H
`
/ H` m a x

计算均匀性指数 ( P ie lo u 19 6 6 )
,

这

里 H 尹 m a x为 H 产
的最大理论值

,

即假定群落内各鸟种以相同的比例 ( l / S ) 存在时的H 产
值

。

表 2 是冬季鸟类群落的一些结构参数与夏季相应群落的比较
,

并用 t检验测定了密 度 的

季节间差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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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表 2 中可 以看到
,

在各鸟类群落中
,

冬季的个体密鬓都较夏季显著增大
;
鸟种数也都

有所增加
,

其中尤 以针叶林群落增加得最多
,

而阔叶林群落增加得最少
,

只增加了一种
。 ’

针

叶林鸟类群落的鸟种多样性较夏季有所提 高
,

变动幅度较大
;
混交林和阔叶林群落的鸟种多

样性虽然略有下降
,

但变动不大
。

总的说来
,

在冬季
,

仍然是针叶林鸟类群落的多样性最低
,

混交林鸟类群落居中
,

阔叶

林鸟类群落的多样性最高
,

与夏季的情况是相 同的
。

3
、

群落内鸟类活动的季节变化

5二 7月正是鸟类的繁殖季节
,

这时鸟类的活动主要是围绕繁殖而开展的
,

领域性行为明

显
,

且多单个或成对零星活动
。

分布和活动区域比较稳定
,

由于要在一定范围内觅得足够的食

物往往在垂直活动高度上进行扩展
。

到七月末
,

有些鸟类开始集家族小群活动
。

冬季
,

鸟类集群和混群活动相当普遍
,

小者十多只一群
,

大者数量也不多
,

一般四
、

五

+ 只一群
。

小群较多
,

大群较少
,

罕见上百只的大群
。

除了单种集群外
,

常见的 混 合 群 体

有
:

赤红山椒鸟 + 灰喉山椒鸟
;
栗背短脚鸭

+ 绿翅短脚鸭
;
白眶雀鹤 + 红头 穗眉鸟+ 栗 头 风

篇
,
黄眉柳莺 + 黄腰柳莺 + 红头长尾山雀

;
暗绿绣眼 + 红头长尾雀等

。

领域性行为在冬季也消失了
。

一些种类
,

如赤红山椒鸟
、

黄眉柳莺等
,

有集群飘移的现

象
,

但许多集群活动的种类
,

虽然活动区域扩大了
,

其群体仍有一定的主要活动范围
。

如在

混交林样地一带
,

有两群白眶雀鹏
,

其活动范围仍相当稳定
。



第 1期 周放
: 鼎湖山森林鸟类群落结构季节变动的初步分析

~

~ ~
” 尸尸 .

一
~ . . . ; .口

一 一
声 , . . . . . n . 网 ~ ~ J . . . . . , 竺 . J . , J . . . 曰二

与环境条件的季节变化相适应
,

冬季一些鸟类的取食行为格局也有一些相应 的变化
,

其

中以所使用的取食高度变化较为明显
。

由于食物资源垂直分布的季节变动
,

如冬季落在地面

的果实
、

低处的草籽和越冬的昆虫等增加
,

加之天寒高处风大
,

冬季 鸟类的取食高度普遍都

有比夏季降低的倾向
,

使群落的空间分布格局也随之发生变化
。

三
、

讨论和结论

在亚扣带地 区夏季鸟类繁殖期和冬季
,

鸟类的生态分布比较稳定 ( 钱国祯等
, 1 9 6 5 )

,

故其群落结构也相对比较稳定
,

在这期间研究鸟类群落结构较能真实地反映实际情况
。

在鼎湖山南亚热带森林中
,

夏季栖息于三种不同森林生境中的三个鸟类群落 的种类组成

和数量有着显著的差异
,

这种差异是和森林结构的复杂性有着密切关系的
。

针叶林中树种单

调
,

叶层发育不良
,

垂直层次少
,

叶层高度多样性 ( F H D ) 低
,

因而它的隐蔽条件差
,

所能

提供的取食表面不足
,

食物资源 ( 节肢动物
、

花蜜
、

果实等 ) 贫乏
,

从而 鸟种多样性相应也

低
。

阔叶林中树种丰富
,
F H D最 高

,

叶层结构复杂
,

垂直层次多
,

不仅提供了良好的 隐蔽

条件
,

而且供鸟类取食的表面大增
;
特别是阔叶林 中昆虫种类和数量多且花

、

果繁茂
,

给鸟

类提供了丰富和多样的食物
,

使得各种取食方式和食性不同的鸟类能够在林中繁衍
,

因而 鸟

种多样性最高
。

这些表明
:

在夏季
,

随着森林结构多样性和垂直层次复杂性的增加
,

相应鸟

类群落的多样性和复杂性也随之增加
。

在温带地区
、

夏
、

冬季的气候差异很大
,

冬季气候严酷
,

鸟类群落结构的变化也很大
。

在南亚热带地区
,

这种季节变化的情况如何呢 ? 从本研究中的鼎湖山森林夏
、

冬两季三个鸟

类群落组成种数和个体密度 的变化
,

以及多样性指数和均匀性指数的变化
,

可 以看出如下规

律
:

1
.

三个南亚热带森林鸟类群落的多样性都存在着季节变化
,

但总的来说
,

变化幅度不

大
。

冬季
,

混交林和阔 叶林的鸟种数比夏季略有增加 ( 分别增加 了三种和一种 )
,

但鸟种多

样性指数反而略有降低
,

这主要是数量分布的均匀性降低了的缘故
。

大致上这两个群落多样

性的变动幅度是很小的
,

可 以说是多样性基本稳定
,

只是略有些波动
。

针叶林的鸟种数冬季比夏季增加了七种
,

这主要是些数量较为均匀的小型
一

鸟类
,

使得多

样性指数有较大的提高
,

从 2
.

05 增至 2
.

45
,

变动幅度相对来说是最大的
。

不过
,

这个幅度与

美国华盛顿州 S in v e y峡谷 鸟类群落的季节变动幅 ( 夏季多样性指数为 6
.

8
,

冬季为 4
.

4 ) 相比

( R
o
et bn

e r r , e t al
.

1 9 7 9) 仍然是很小的
,

与冬季气候严酷的温带地区的季节变动幅度 ( 刘

焕金等
,
1 9 8 2 ) 相去亦甚远

。

鼎湖山地处南亚热带
,

季节不很分明
,

气候变化引起各生境植被的变化不显著
,

森林终

年常绿
,

四季都有花果
、

昆虫
,

这样优越 的自然条件与温带地 区冬季严酷的 自然条件相比差

别甚大
,

也是造成鸟类群落多样性季节变化不大的主要原因
。

2
.

三个群落的鸟类个体密度冬季都显著比夏季升高
。

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主要有 三个
:

( 1 ) 外来种 ( 包括候鸟和季节性变换活动场所 的 种

类 ) 的加入
; ( 2 ) 繁殖后种群密度增高

; ( 3 )
`

冬季集群和活动范围的明显扩大
,

这往往会

使某些区域的个体密度大幅度提 高
。

3
.

森林鸟类群落受生境结构影响的格局在冬季没有改变
,

仍和夏季一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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冬季
,

夏候鸟离去
,

冬候鸟飞来
,

一些鸟类季节性地变换活动场所
,

集群
,

飘移
,

与生

境的关系似乎杂乱无章
,

但从群落的水平看来
,

仍然是有章可循的
。

总的说来
,

在这三个南

亚热带森林中
,

冬季的情况与夏季一样
,

结构最复杂的阔叶林中的鸟类群落的多样性仍然最

高
,

结构最简单的针叶林中鸟类群落的多样性仍然最低
。

这与北京地区冬季树栖鸟类主要栖

息地为针叶林
,

纯阔叶林中鸟类极少 ( 郑光美
, 19 62 ) 的情况大不相同

。

这点主要是由于在冬季各个森林的物理结构变化不大
,

其它生境条件的季节差异也都不

很大而造成的
。

4
。

简单的
、

多样性低的森林鸟类群落
,

季节变化相对较大
;
复杂的

,

多样性高的鸟类

群落
,

季节变化相对较小
。

在一定的限度内
,

多样性高的
、

亦即比较复杂的生物群落比较稳定
,

从本文 中两个季节

的自然变动来看
,

情况也正是这样的
。

值得注意的是
,

这种情况是在人为千扰较小的自然变

化下表现出来的
。

鼎湖山的南亚热带季风常绿阔叶林是该处森林植被的顶极群落
,

是有着很

长历史的复杂的原始森林
,

栖息在其中的鸟类群落也是经过长期适应演化而来的复杂 自然群

落
。

虽然因其多样性高而显得比较稳定
,

但它们忍受人类的干扰破坏的能力是有限的
。

这是

因为越接近热带的生物群落
,

物种越沿着特化的方 向
,

在比较小的营养水平内
,

忍受较为狭

窄的生态位
,

对生境资源进行越来越细的分割
,

从而达到群落的相对稳定平衡
。

一旦干扰超

过限度
,

比起结构简单的或温带地区的鸟类群落
,

它们更容易遭受摧残
,

更难得以恢复
。

* 论文工作是在周宇垣教授指导下进行的
。

在野外工作中
,

得到了中国科学院华南植物研究所
,

鼎湖山树木园
,

鼎湖

山森林生态定住站的大力支持
。

谧此表示衷心感谢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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