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镇江市鸟类生物多样性调查与评价

殷伟庆，余俭，郭蕾，赵一亮，吴英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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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对镇江市城市居住区、农田保护区、城市园林、城郊山林和河流湿地等 5 种生境冬、夏 2 季鸟类多样性进行了

调查研究。结果表明，5 种生境夏季鸟类群落的各种指数均呈现不同的变化规律; 城市保护区、农田保护区、城市园林鸟类

优势种为［树］麻雀; 河流湿地和城郊山林鸟类群落冬夏季在物种水平和科属水平上拥有较大的多样性，群落结构最稳定;

城市居住区和城市园林鸟类群落冬季的密度较大，同时良好的栖息地对鸟类的生存起着决定性的影响。
关键词: 鸟类; 生物多样性; 镇江市

中图分类号: X176 文献标识码: B 文章编号: 1006 － 2009( 2013) 02 － 0025 － 04

The Investigation and Evaluation of Bird Biodiversity in the Zhenjiang C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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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his paper，five habitats ( urban residential area，farmland residential area，urban landscape，

suburb mountain forest，river wetlands，etc． ) for distribution of bird biodiversity in winter and summer were in-
vestigated in the city of Zhenjiang． It was found that five habitats for bird communities in winter and summer
showed different results． The bird dominant species of urban residential area，farmland residential area and urban
landscape was tree sparrow． The species level and families genera of bird communities in winter and summer pos-
sessed larger diversity，the community structure were more stable． The density of bird community of urban residen-
tial area and urban landscape was larger，good habitat may play a decisive influence on the bird's surviv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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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我国正处在城市化加速发展的时期，许多

中等城市正在向大城市发展，城市规划和设计的标

准也由原来的实用和美学向生态学方面发展，鸟类

群落是城市生态系统的主要部分之一，对维持城市

生态平衡具有重要意义。近年来，由于鸟类可作为

环境变化的良好指示物种和监测物种，使得城市鸟

类群落生态学研究发展迅速，国外学者在该领域做

了大量研究［1］，而国内对鸟类群落生态学的研究

主要集中在上海、杭州等少数大城市。对于中等城

市鸟类群落的研究相对较少，特别是缺乏对不同生

境、不同季节鸟类多样性的比较研究。
于 2008 年 2 月—2009 年 9 月分别对镇江市 5

种主要生境的鸟类进行了观察和比较研究，以期了

解镇江市冬夏 2 季鸟类群落特征以及城市化对鸟

类群落的影响，为江苏省各地生态省和生态市的创

建提供生态技术支持。

1 研究地区

按照城市功能结构分区，将镇江市划分为以下

5 种主要生境。
1． 1 城市居住区

选取镇江市京口区大市口街道、健康路街道和

四牌楼街道所属的高桥北、双井路、弥陀寺巷、千秋

桥、道署街、健康、山门口、尚友和寿丘街等 9 个社

区的部分居住、商业和文教混合区作为城市居住区

的典型区域进行鸟类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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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 农田保护区
调查选择镇江市丹徒新区诈输社区和檀山村

的农田保护区为鸟类研究区域，该地区水田主要种

植水稻等粮食作物，少量的旱田种各类蔬菜。其间

河流沟渠密布，乡道两边主要为乔木和灌丛，主要

树种有水杉、香樟、银杏、枫杨等。居民区的房屋分

散，场院、空地较多，周围与菜地、水稻田相连。
1． 3 城市园林

镇江市园林较多，呈斑块状分布于城区，形成

一个个栖息地岛屿。调查主要集中在面积较大的

金山公园等地。园内主要是人工林和次生林，属亚

热带针叶、阔叶混交林，主要树种有水杉、香樟、梧
桐、侧柏、枫杨等，林下灌丛和草本植物密布。
1． 4 城郊山林

镇江市是一个低山丘陵地区，野生动植物资源

丰富，主要野生植物由落叶栎类树种组成，以栓皮

栎、麻栎和白栎占优势。其他落叶树种有枹树、黄
连木、枫香、枫杨、黄檀、山槐等，常绿阔叶树主要有

苦楮、青冈栎、冬青、石楠、石栎、紫楠等。选取位于

镇江市南郊的南山国家森林公园竹林路至高崇寺

路段作为典型城郊林地研究鸟类生态状况。
1． 5 河流湿地

镇江是沿江港口城市，部分江段漫滩广阔，属

河漫滩湿地类型。选择镇江市征润州江南桥到焦

山之间 4 km 的路段及河流漫滩湿地为研究区域。
河流漫滩湿地主要植被由垂穗苔草草丛、白茅草

丛、五节芒草丛以及芦苇荡等组成，其中有许多水

洼和沟渠，局部地区还分布着河柳林和意杨幼林。

2 研究方法［2］

2． 1 调查方法
采用样线法，其中城市居住区 3 条样线，农田

保护区 2 条样线，城市园林 1 条样线，河流湿地 3
条样线，城郊山林 2 条样线。调查时间在 6: 00—
10: 00 和 15: 00—18: 00 鸟类活动高峰期，样线法

以 1 km /h 的速度沿固定的样线行进并记录样线两

侧各 50 m 内的鸟类种类和数量，每条样线重复调

查 3 次，以重复观察的平均值作为统计依据。
2． 2 统计方法

( 1) 以 Shannon-Wiener 指数测度鸟类的物种

多样性。

H' = － ∑s
i = 1Pi lnPi ( 1)

式中: H'———物种多样性指数;

S———总的物种数;

Pi———第 i 物种个体数与所有物种个体

总数的比值。
( 2) 用 Pielou 指数测度均匀度。
J = H' / H'max ( 2)

式中: H'max即 ln S。
( 3) 优势度指数 C 采用公式。

C = ∑s
i = 1 ( Pi )

2 ( 3)

( 4) 用 G － F 指数测度种属间多样性 DF。
DG － F = 1 － DG /DF ( 4)

科多样性指数:

DF = ∑m
k = 1DFK ( 5)

式中: m———群落中的科数;

DFK———k 科中的物种多样性。

DFK = － ∑n
r = 1Pr lnPr ( 6)

式中: Pr———群落中 k 科 r 属中的物种总数占

k 科物种总数的比值;

n———k 科中的属数。
属多样性指数 DG :

DG = － ∑y
j = 1QjrlnQj ( 7)

式中: Qj———群落中 j 属的物种数与总的物种

数之比;

y———群落中的总属数。
( 5) 密度采用公式。
D = N /2 × L ×W ( 8)

式中: D———鸟类密度，只 /km2 ;

N———样线内记录的鸟类数量，只;

L———样线长度，km;

W———样线单边宽度，km。
将观察到的个体数占群体中鸟类总数的比值

定为 Pi，Pi ＞ 0． 1 定为优势种。

3 结果与分析

3． 1 同一生境冬夏季鸟类多样性比较［3］

H'、J、C、DF、DG、DG － F 指数图见图 1 ( a ) ( b )

( c) ( d) ( e) ( f) ，镇江市 5 种生境冬夏季鸟类优势

种类见表 1 。
由图 1 和表 1 可见，城市居住区和农田保护区

夏季 鸟 类 群 落 的 Shannon-Wiener 指 数、Pielou 指

数、G － F 指数均高于冬季，而优势度指数和鸟类

密度低于冬季，群落多样性和稳定性均为夏季高于

冬季，优势种均为［树］麻雀。城市园林夏季鸟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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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H'、J、C、DF、DG、DG － F指数图

Fig． 1 The figure of H'、J、C、DF、DG、DG － F index

表 1 镇江市 5 种生境冬夏季鸟类优势种类

Table 1 Five habitats for distribution of bird dominant species in winter and summer of Zhenjiang city

生境类型 季节 优势种类

城市居住区 冬 ［树］麻雀 ( Pi = 0． 950)

夏 ［树］麻雀( Pi = 0． 703) 、家燕( Pi = 0． 210)

农田保护区 冬 ［树］麻雀 ( Pi = 0． 506) 、白头鹎( Pi = 0． 177)

夏 ［树］麻雀( Pi = 0． 286) 、家燕( Pi = 0． 108) 、白头鹎( Pi = 0． 108)

城市园林 冬 白头鹎( Pi = 0． 553) 和［树］麻雀( Pi = 0． 136)

夏 白头鹎( Pi = 0． 479) 、［树］麻雀( Pi = 0． 101)

城郊山林 冬 黑水鸡( Pi = 0． 235) 、白头鹎( Pi = 0． 221)

夏 家燕( Pi = 0． 175)

河流湿地 冬 红嘴鸥 ( Pi = 0． 162) 、棕头鸦雀( Pi = 0． 162)

夏 黑水鸡( Pi = 0． 103)

的种数、Shannon-Wiener 指数、Pielou 指数、G － F 指

数均高于冬季，而密度、优势度指数低于冬季，优势

种是白头鹎。城郊山林夏季鸟类的种数、密度、优
势度指数、Shannon-Wiener 指数和 Pielou 指数均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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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冬季，而 G － F 指数低于冬季，夏冬季鸟类优势

种分别为家燕和黑水鸡。河流湿地冬季鸟类的密

度、种数、Shannon-Wiener 指数、Pielou 指数、优势

度指数均高于夏季，而 G － F 指数低于夏季，夏冬

季鸟类优势种分别为黑水鸡和红嘴鸥［4］。
3． 2 不同生境鸟类多样性比较

5 种生境冬夏季鸟类生物多样性分布见表 2。

表 2 镇江市 5 种生境冬夏季鸟类生物多样性分布

Table 2 Five habitats for distribution of bird biodiversity in
winter and summer of Zhenjiang city

生境类型 季节 鸟类密度 / ( 只·km －2 ) 鸟种数 /只
城市居住区 冬 3． 682 7

夏 2． 612 7
农田保护区 冬 3． 783 21

夏 3． 064 25
城市园林 冬 6． 263 22

夏 2． 189 16
城郊山林 冬 0． 710 34

夏 0． 799 43
河流湿地 冬 1． 843 47

夏 0． 806 33

河流湿地和城郊山林鸟类群落冬夏季的种数、
Shannon-Wiener 指数和 G － F 指数均较高，说明这

2 类群落在物种水平和科 － 属水平上拥有较大的

多样性，群落结构最稳定; 城市居住区和城市园林

鸟类群落冬季的密度较大，与靠近人类、食物较为

丰富有关［5］; 城市居住区鸟类群落冬夏季的种数、
Shannon-Wiener 指数、G － F 指数均最低，说明该群

落在物种水平上和科 － 属水平上的多样性均最低，

群落的稳定性差。G － F 指数通常为 0 ～ 1 的测

度，从图 1 可看出城市居住区鸟类群落冬夏季的 G
－ F 指数均为负值，其主要原因是城市居住区鸟类

种类太少，冬夏季均只记录到 7 种鸟类，其中 5 种

隶属于单属科，使得 F ＜ G，最终导致 G － F 指数为

负值。
3． 3 鸟类生存环境的改进建议

对比历史资料，镇江市白头鹎数量显著增加，

而以往在市区还能看到的黑卷尾、普通鵟等鸟类，

属于典型的林鸟，随着城市化迅速发展，城市建筑

取代了自然林地可能是其从镇江城区消失的主要

原因。而大量城市垃圾和园林树果为白头鹎等杂

食性鸟类提供了丰富的食物资源，使得这些鸟类在

城区大量繁衍，并且适应了人为干扰，成为优势种。
镇江市位于长江和京杭大运河的交汇处，水域

面积较为广阔，长江镇江段水质较好，常年保持在

国家地表水Ⅱ类标准，有大量适合鸟类栖息的滩涂

和湿地。河流湿地冬夏季鸟类的种数、Shannon-
Wiener 指数、G － F 指数在镇江市 4 种生境中均最

高，鸟类生态结构最稳定，特别是冬季，人为破坏较

少的滩涂为鸟类越冬创造了良好的环境。调查中

发现征润州湿地上栖息着国家珍稀鸟类震旦鸦雀，

种群数量达数百只，说明良好的栖息地对鸟类的生

存起着决定性的影响［6］。
文献［7］研究发现，城市园林栖息地特征可以

对鸟类群落结构产生影响，城市鸟类群落的多样性

与其栖息地的叶高多样性呈正线性关系。镇江市

园林中分布着大面积的人工次生林，使得园林生境

的鸟种数虽高，但 Shannon-Wiener 指数和 Pielou
指数却不高，为提高园林生境鸟类的多样性，在园

林规划设计中应尽量避免营造大面积的人工纯林

和树种搭配［8］，选择能为鸟类提供冬季食物的乔

木和灌木树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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