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冀中农村山区及平原鸟类多样性现状及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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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北省生态环境监测中心 河北 石家庄 050000

摘� 要：“十四五”期间生物多样性监测指标将纳入区域生态质量评价办法中，鸟类分布于多种生境，对环境变

化敏感，因其相对简单的采集方法，可作为开展生物多样性观测的指示类群。本文通过冀中地区平原及山区代表性村

庄不同生境鸟类物种多样性监测及指标测算，对现状进行评价分析并提出鸟类生物多样性保护建议。此次调查在高阳

县赵官佐村和涞源县荆山口村共发现鸟类18种，隶属于13个科，7个目，其中高阳县赵官佐村发现鸟类13种，隶属于6
目10科，涞源县荆山口村发现鸟类13种，隶属于4目9科。迁徙期和越冬期高阳县鸟类多样性指数（1.49，1.80）均高
于涞源县荆山口村（0.84，1.66），平原气候类型更适宜鸟类活动。其中雁形目鸭科赤嘴潜鸭只在高阳地区发现。雀
形目莺鹛科棕头鸦雀、鹀科戈氏岩鹀、鸦科红嘴蓝鹊只在涞源地区发现，山区鸟类物种更具备特异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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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域生态质量评价办法(试行)》,从生态格局、生态
功能、生物多样性和生态胁迫等方面开展评价研究[1]，

评价数据来源于遥感监测及生物多样性生态地面物种监

测。鸟类分布于多种生境，对维持生态系统功能完整性

和生物多样性起着重要的作用[2][3][4][5][6][7]，对环境变化敏

感[8]，鸟类物种多样性常常被用来监测和评价一个地区自

然环境的健康程度[9],常被作为生物多样性的指示生物[10]。

国内开展鸟类多样性的研究多数选取自然保护区、

典型湿地等人为干扰较少地区开展[11][12][13][14]，显有对人为

活动影像较大的农村生态系统不同生境蝴蝶多样性的研

究。“十四五”期间生态环境指标监测需兼顾人为扰动

区域影响，本文选取冀中地区河北保定平原及山区代表

性村庄不同生境蝴蝶物种多样性监测及指标测算，对现

状进行评价分析。比对保定农村山区及平原鸟类多样性

差异，以期探索乡村生态系统蝴蝶多样性监测及评价，

并提出鸟类生物多样性保护建议，为落实区域生态质量

评价办法提供理论支撑和决策依据。

1 研究方法及评价指标

研究区域：选取冀中典型区域河北保定高阳县赵官

佐村作为平原代表性村庄，涞源县荆山口村作为山区代

表性村庄。荆山口村选取农田、河道、林地、草地四种

生境类型，赵官佐村选取农田、河道、林地、村庄四种

生境类型，开展鸟类多样性调查工作。

观测仪器及工具：8～12倍的双筒望远镜（用于行走
时或在树林中观测近距离的鸟类），25～60倍单筒望远
镜（用于观测远距离且较长时间停留在某地的鸟类），

鸟类野外手册或鸟类图鉴等工具书、野外记录表、照相

机、全球定位系统（GPS）定位仪等。

观测方法：鸟类调查中最为常见的方法是样线法，

具有高效性和灵活性[15]，按照《生物多样性观测技术导

则 鸟类》（HJ 710.4-2014）的要求，采用样线法记录鸟
类的种类、数量和生境状况。每种生境类型选择3条样
线，利用GPS记录样线位置，每条样线长1 km。样线调
查以1～2 km·h-1的速度行进，利用双筒望远镜观察样线

两侧和前方出现的鸟类，可能的情况下拍照或录音，同

时辅以鸣声识别，记录下鸟类种类、个体数量、生境类

型、海拔等信息。

观测时间：本次调查选取鸟类迁徙期和越冬期开

展。在晴天或多云天气时观测，雨天或大风天气不开展

观测，一般在早晨日出后3小时内和傍晚日落前3小时内
进行观测。

评价指标：此次调查的平原和山区的监测点的生

物多样性数据，采用优势度指数（Id），香农-维纳指数
Shannon-Weiner index（α多样性指数）表征生物多样性。
2 结果分析

此次调查在高阳县赵官佐村和涞源县荆山口村共发

现鸟类18种，分别为灰喜鹊、喜鹊、红嘴蓝鹊、麻雀、
白头鹎、八哥、家燕、戴胜、珠颈斑鸠、灰斑鸠、山

斑鸠、赤嘴潜鸭、环颈雉、小白腰雨燕、棕头鸦雀、戈

氏岩鹀、大斑啄木鸟、棕腹啄木鸟，隶属于13个科（鸦
科、雀科、鹎科、燕科、戴胜科、椋鸟科、莺鹛科、鹀

科、啄木鸟科、鸠鸽科、鸭科、雉科、雨燕科），7个
目（雀形目、犀鸟目、鸽形目、雁形目、鸡形目、雨燕

目、 形目）。其中高阳县赵官佐村发现鸟类13种，隶
属于6目10科，涞源县荆山口村发现鸟类13种，隶属于4
目9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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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本次实地调查，高阳县赵官佐村现有分布的鸟

类13种，隶属于6目10科，在鸟类组成中，雀形目鸟类5
科6种，占赵官佐村所有鸟类的46.15%；鸽形目1科3种，
占赵官佐村所有鸟类的23.08%，其余4目（犀鸟目、雁形
目、鸡形目、雨燕目）4科4种占赵官佐村所有鸟类种类
组成的30.77%（表1）。

表1 赵官佐村鸟类组成调查统计

序号 目 科
占总科数百
分比（%）

种
占总种数百
分比（%）

1 雀形目 5 50 6 46.15

2 犀鸟目 1 10 1 7.69

3 鸽形目 1 10 3 23.08

4 雁形目 1 10 1 7.69

5 鸡形目 1 10 1 7.69

6 雨燕目 1 10 1 7.69

合计 10 100 13 100

迁徙期，农田和村庄生境中麻雀为优势种类，优势

度指数为分别为84.37%和66.13%，河道生境以小白腰雨
燕为优势种类，优势度指数为43.75%，林地中灰喜鹊为
优势种，优势度指数为53.33%。赵官佐村整体以麻雀为
优势种类，优势度指数为54.43%（表5-5）。河道生境的
鸟类生物多样性指数最高，村庄和林地相当，农田鸟类

生物多样性指数最低，为0.60（表2）。
表2 迁徙期赵官佐村鸟类多样性指数
生境类型

α多样性指数
农田 河道 村庄 林地 赵官佐村

优势度指数Id（%） 84.37 43.75 66.13 53.33 54.43
香农-维纳指数

Shannon-Weiner index
0.60 1.44 0.99 0.97 1.49

越冬期，农田和村庄生境中麻雀为优势种类，优势

度指数分别为47.14%和73.53%，河道和林地生境均以喜
鹊为优势种类，优势度指数分别为31.96%和19.85%。
赵官佐村整体以麻雀为优势种类，优势度指数为38.69%
（表3）。林地生境的鸟类生物多样性指数最高，农田和
河道相当，村庄鸟类生物多样性指数最低，为0.78。

表3 越冬期赵官佐村鸟类多样性指数
生境类型

α多样性指数
农田 河道 村庄 林地 赵官佐村

优势度指数Id（%） 47.14 31.96 73.53 19.85 38.69
香农-维纳指数

Shannon-Weiner index
1.61 1.55 0.78 1.92 1.80

根据本次实地调查，涞源县荆山口村现有分布鸟类13
种，隶属于4目9科。在鸟类组成中，雀形目鸟类6科8种，
占荆山口村所有鸟类的57.14%；鸽形目1科2种，占荆山口
村所有鸟类的21.43%，其余2目（ 形目和雨燕目）2科3
种占荆山口村所有鸟类种类组成的21.43%（表4）。

表4 荆山口村鸟类组成调查统计

序号 目 科
占总科数百
分比（%）

种
占总种数百
分比（%）

1 雀形目 6 66.67 8 57.14

2 形目 1 11.11 2 14.29

3 鸽形目 1 11.11 2 21.43

4 雨燕目 1 11.11 1 7.14

合计 9 100 13 100

迁徙期，荆山口村四种生境中均以喜鹊为优势种

类，优势度指数分别为33.33%、46.04%、81.48%、
32.56%（表5）。林地生境的鸟类生物多样性指数最高，
其次为农田，草地鸟类多样性指数最低，为0.48。

表5 迁徙期荆山口村鸟类多样性指数
生境类型

α多样性指数
农田 河道 草地 林地 荆山口村

优势度指数Id（%） 33.33 46.04 81.48 32.56 50.71
香农-维纳指数

Shannon-Weiner index
1.13 1.06 0.48 1.36 0.84

越冬期，荆山口村四种生境仍以喜鹊为优势种类，

优势度指数为分别为51.13%、50.00%、44.74%、79.41%
（表6）。农田生境的鸟类多样性指数最高，其次为草
地，林地鸟类多样性指数最低，为0.81。

表6 越冬期荆山口村鸟类多样性指数
生境类型

α多样性指数
农田 河道 草地 林地 荆山口村

优势度指数Id（%） 51.13 50.00 44.74 79.41 37.86
香农-维纳指数

Shannon-Weiner index
1.59 1.04 1.24 0.81 1.66

3 结论与讨论

1）此次调查在高阳县赵官佐村和涞源县荆山口村
共发现鸟类18种，分别为灰喜鹊、喜鹊、红嘴蓝鹊、
麻雀、白头鹎、八哥、家燕、戴胜、珠颈斑鸠、灰斑

鸠、山斑鸠、赤嘴潜鸭、环颈雉、小白腰雨燕、棕头鸦

雀、戈氏岩鹀、大斑啄木鸟、棕腹啄木鸟，隶属于13个
科（鸦科、雀科、鹎科、燕科、戴胜科、椋鸟科、莺

鹛科、鹀科、啄木鸟科、鸠鸽科、鸭科、雉科、雨燕

科），7个目（雀形目、犀鸟目、鸽形目、雁形目、鸡形
目、雨燕目、 形目）。其中高阳县赵官佐村发现鸟类

13种，隶属于6目10科，涞源县荆山口村发现鸟类13种，
隶属于4目9科。

2）迁徙期和越冬期高阳县鸟类多样性指数（1.49，
1.80）均高于涞源县荆山口村（0.84，1.66），平原气候
类型更适宜鸟类活动。其中雁形目鸭科赤嘴潜鸭只在高

阳地区发现。雀形目莺鹛科棕头鸦雀、鹀科戈氏岩鹀、

鸦科红嘴蓝鹊只在涞源地区发现，山区鸟类物种更具备

特异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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