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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年 + 月和 !""$ 年 , 月，利用样线法对陕西老县城自然保护区进行了鸟类多样性调查，结合历

史资料，老县城自然保护区共有鸟类 %& 目 &# 科 %"+ 属 %*" 种，其中国家重点保护鸟类 %# 种，我国特有鸟

类 %! 种。按季节型区分，其中留鸟 %%# 种，夏候鸟 ,# 种，冬候鸟、旅鸟和迷鸟共计 %) 种，从分布型区分，

东洋种、古北种和广布种分别为 +" 种、)+ 种和 && 种。多样性指数分析显示，阔叶林生境中鸟类资源最

为丰富，其次为针阔混交林。老县城自然保护区鸟类的优势种为红嘴蓝鹊（1*(2#&&+ %*03"*(*"0$2"+）、星鸦

（4)2#-*+/+ 2+*0(2+3+23%&），此 外，山 雀 类（ 5+*)& -../）、柳 莺 类（ 5"0,,(&2(6)& -../）以 及 环 颈 雉（ 5"+&#+$)&
2(,2"#2)&）也有较大的种群。同时，将老县城自然保护区的鸟类多样性与其周边的佛坪、长青、太白等自然

保护区进行了 0(1 指数对比分析。发现佛坪自然保护区的鸟类多样性无论是 1 指数、0 指数还是 0(1
指数均为最高，佛坪在鸟纲（2345）科属水平上拥有相对较高的鸟类多样性。用基于科属水平的 0(1 指

数与基于物种水平的 5678898(:;<8<= 指数相结合评价某一地区的鸟类多样性，将更为客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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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西省老县城自然保护区位于秦岭南麓，

总面积 FG HFF "AG，东连周至国家级自然保护

区，南接佛坪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西邻长青国家

级自然保护区，北接太白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是

连接 I 个岛屿化的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重要区

域。老县城自然保护区的动物区系属于古北界

和东洋界的交汇区，也是我国南北气候的分界

线。特殊的地理位置和悠久的地质演化历史造

就了这里丰富的鸟类资源。

关于秦岭 的 鸟 类 调 查，最 早 可 以 追 溯 到

FJKL 年的法国人 >.A/() M/9’) 和 FNOJ 年的英

国人 >.!"0. )# 3/.?# B+:#.-@，他们曾先后到秦岭

地区进行考察，并采集了部分标本［F］。新中国

成立以后，对秦岭地区生物资源的调查日益深

入，其中郑作新等以及郑光美分别对秦岭大巴

山地区和秦岭南麓鸟类的种类与数量作了较深

入的调查分析［G，L］。郑作新等在《秦岭鸟类志》

中记录了秦岭地区鸟类 FK 目 PG 科 LLJ 种［I］。

此外，秦岭地区的自然保护区也分别进行了生

物资源的调查，姚建初记录了太白自然保护区

有 FI 目 LK 科 FNG 种鸟类，巩会生等记录了佛

坪自然保护区有 FP 目 IO 科 GFF 种鸟类，杨兴

中等记录了长青自然保护区有 FL 目 LH 科 GOG
种鸟类［F，P Q K］。

老县城自然保护区地处秦岭中部，对于秦

岭动植物资源的保护至关重要。但关于老县城

自然保护区的鸟类多样性，至今还没有系统的

调查。GOOL 年 J 月和 GOOI 年 P 月，我们对夏季

老县城的鸟类资源进行了本底调查。同时，收

集了周围包括佛坪、长青、太白 L 个保护区以及

陕西省、秦岭地区的鸟类名录，进行物种多样性

$%& 指数对比分析，以期能够为更加深入了解

和保护秦岭鸟类资源提供依据。

) 研究地区概述

秦岭位于我国中部地区，是我国南北地理

和气候的分界线及长江、黄河两大水系的分水

岭。独特的地理位置和复杂的气候特征及高大

的秦岭山体对南北气候的屏障作用，使秦岭生

物种类具有明显南北差异。秦岭自然保护区群

位于陕西省，包括太白、佛坪、周至、长青、牛背

梁等 P 个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以及老县城省级自

然保护区。该保护区群是秦岭生物多样性的精

华所在，有着典型的代表性［J Q FO］。

老县城自然保护区地处秦岭中段南坡的$
水河上游，行政区域属陕西省周至县厚畛子镇，

地理位置于东经 FOKRIOS Q FOKRINS、北纬 LLRILS
Q LLRPOS之间。保护区四周被 I 个国家级自然

保护区和 F 个大熊猫走廊带所包围。东以秦岭

梁为界，与周至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接壤，南以财

神岭为界与佛坪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毗邻，西南

与长青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相临，西北接太白国

家级自然保护区，北以秦岭分水岭为界，与厚畛

子林场大熊猫走廊带相靠（图 F）。保护区整体

地形呈“心”形，地势东南高而西北低，最高点鲁

班峰海拔 G NOI A，最低处青龙寨海拔 F PGI A，

相对高差 F LJO A。

根据海拔、植被、气温等主要指标，全区可

划分为 L 个不同的生境带。位于海拔 F POO Q
F NOO A 之间为次生阔叶林带，主要建群种有栓

皮栎（!"#$%"& ’($)(*)+)&）、锐齿栎（! = (+)#,( 9/. =
(%"-#&#$$(-(）、白桦（.#-"+( /+(-0/10++(）等。此外，

根据人为干扰的情况及水源的关系，该生境带

除包括典型的次生阔叶林外，还包括河谷、农田

及居民区等生境，由于此类生境与典型的次生

阔叶林带存在较大的不同，故将农田河谷单独

列为一类生境。位于海拔 F JOO Q G POO A 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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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针阔混交林，主要为松桦林带，建群种有红桦

（! ! "#$%" &’()(&’&）、牛 皮 桦（ ! # "#$%" &’()(&’& $%& #
&)*+)(+,’%("#’&）、华山松（ -’(.& ",/"(0’’）等。亚

高山针叶林带主要分布在海拔 ’ ()) * 以上，建

群种 有 巴 山 冷 杉（ 1$’)& 2",3)&’’）、太 白 红 杉

（ 4",’5 67’()(&’& ）、 秦 岭 箭 竹 （ 8",3)&’"
9’(#’(3)(&’&）等。

! 改 自 +%,- ./012,# 3%4/5%6 7,%689/9 :;& </%,5 =%,>% /,
?%;@/%,AB0,- C%52&0 D090&$0 /, 5B0 E/,6/,- F;2,5%/,9 GB/,%# ’))H，

F%950& .B09/9# C05B0&6%,>9，I,9AB0>0，J,50&,%5/;,%6 J,9/5250 :;& <0;"
/,:;&*%5/;, KA/0,A0 %,> I%&AB L490&$%5/;,，MN #

图 ! 陕西省秦岭自然保护区群!

"#$% ! &’()*#’+ ’, *-. /#+0#+$ 1)*23. 4.5.36.5 #+ *-. 7-))+8# 93’6#+(.
O! 老县城保护区；’! 太白保护区；H! 周至保护区；P! 长青保护区；(! 佛坪保护区。

O! ?%;@/%,AB0,- C%52&0 D090&$0；’! .%/4%/ C%52&0 D090&$0；H! QB;2RB/ C%52&0 D090&$0；
P! GB%,-S/,- C%52&0 D090&$0；(! T;M/,- C%52&0 D090&$0#

: 研究方法

:;! 调查方法 此次调查采用样线法。’))H
年 U 月和 ’))P 年 ( 月，共选取了 O) 条样线，分

别为正河、塔尔河、阮全沟、吊沟、北门沟、正南

沟、大沟、杨家沟、龙洞沟、洛阳沟，样线长度在 (
V ’) W* 之间。调查过程中行进速度约 H W*XB，

通过望远镜观察样线两侧约 () * 以内的鸟，参

考《中国鸟类野外手册》进行识别，同时记录鸟

类的栖息生境、种群数量、活动状态等信息。

:;: 多样性指数分析 衡量物种多样性的常

用指数包括 KB%,,;,"+/0,0& 指数、=/06;2 均匀性

指数、K/*M9;, 优势度指数等，这些指数通常用

于物种水平上的多样性测度［OO］。蒋志刚和纪力

强（OYYY）提出了基于 KB%,,;,"+/0,0& 指数的物

种多样性测度的 <"T 指数方法，该方法是基于

物种数目的研究方法，是研究科、属水平上的物

种多样性以及衡量一个地区长期的多样性变化

指数［O’］。本研究将结合这两类指数对秦岭保护

区群的鸟类多样性进行分析。

:;:;! 物种水平上的多样性指数

KB%,,;,"+/0,0& 指数：

:Z [ \"
;

’ [ O
（-’ ）（6;-’ -’ ）

=/06;2 均匀性指数：

<Z [ :Z X:*%@

K/*M9;, 优势度指数：

= [ "
;

’ [ O
（>’ 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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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 代表某物种的个体在所有物种个体总

数中的比例，#!"# $ %&$，$ 为物种数，%" 为 " 物

种的个体数，% 为所有物种的个体总数。

!"!"! 科属水平上的 ’() 指数

) 指数，&’：

&’ $ !
(

) $ *
&’)

&’) $ +!
*

" $ *
+" %&+"

其中：+" $ ,)" ,$) ，$) $ 名录中 ) 科中的物种数，

,)" $ 名录中 ) 科 " 属中的物种数，* $ ) 科中的

属数，( $ 名录中鸟纲中的科数。

’ 指数，&-：

&- $ +!
!

. $ *
/. %&/.

其中：/. $ ,. - $，$ $ 名录中鸟纲中的物种数，,.
$ 鸟纲中 . 属中的物种数，+ $ 鸟纲中的属数。

’() 指数：

&-+ ’ $ * +
&-

&’

并规定：如果鸟纲中所有的科都是单种科，即 &’ $
. 时，则该地区的 ’() 指数为零，&-(’ $ .。

我们收集了太白、佛坪、长青以及秦岭和陕

西的鸟类名录［*，/ 0 1，2，*3］，并计算了 ’() 指数。

!"# 鸟类优势种分析 频率指数估计法可用

于鸟类的数量统计及优势种计算，其计算方法

为通过各种鸟类遇见的百分率 0 与每天遇见数

1 的乘积 2（01）作为指数，进行鸟类数量等级

的划分［*/］。01 指数在 4.. 以上为优势种，4. 0
4.. 为普通种，4 0 /5 为少见种，4 以下为偶见

种。具体算法为：

0 $ *..3 ,&
1 $ $ ,&
2 $ 01

其中：3 为遇见鸟类的天数，& 为工作的总天

数，$ 为遇见鸟类的总数量。结合考察实际，将

3 定义为遇见鸟类的样线数，& 为样线总条数，

共 *. 条，$ 为遇见鸟类的总数量。

# 结 果

#"$ 老县城自然保护区的鸟类多样性 在老

县城自然保护区考察中记录到夏季鸟类 *63
种，结合历史资料［* 0 1］，老县城保护区鸟类共计

*3 目 31 科 *.2 属 *5. 种，根据郑作新等（*523）

对秦岭鸟类总种数（337 种）及许涛清等（*551）

对陕西省鸟类总种数（317 种）的报道，老县城保

护区鸟类种数分别占秦岭和陕西鸟类总种数的

4184*9和 4*85.9（表 *）。

表 $ 老县城自然保护区鸟类名录

%&’() $ *+),-(./0 12 ’.34/ 12 0+) 5&16.&7,+)78 9&0:3) ;)/)3<)

科

)"!:%:;<
种名

=>;?:;<
生境

@"A:B"B
分布型

C:<BD:AEB:F&
季节型

G:HD"B:F&
*8 鹭科 IDJ;:J"; *）牛背鹭 1454674, "5", K) 东洋 夏

6）白鹭 892:;;< 9<2=:;;< K) 东洋 夏

3）夜鹭 %>7;"7?2<@ *>7;"7?2<@" K) 广布 夏

/）池鹭 A23:?6< 5<77B4, K) 东洋 夏

4）黄苇% C@?52>7B4, ,"*:*,", K) 东洋 夏

68 鹰科 I??:>:BD:J"; 1）大& 14;:? B:("6<,"4, L) 古北 冬

2）普通& 1 M 54;:? L) 广布 旅

7）白尾鹞 D"274, 7><*:4, L) 古北 旅

5）金’ A/4"6< 7B2>,<:;?," L) 古北 夏

38 隼科 )"%?F&:J"; *.）阿穆尔隼 ’<67? <(42:5,", L) 古北 迷

**）燕隼 ’ M ,4554;:?" L) 古北 留

*6）红隼 ’ M ;"**4*7464," K)，L) 古北 留

/8 雉科 NO"<:"&:J"; *3）环颈雉 !B<,"<*4, 7?67B"74, K)，L)，PL 古北 留

*/）红腹锦鸡 DB2>,?6?+B4, +"7;4, L) 古北 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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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

科

"#$%&%’(
种名

)*’+%’(
生境

,#-%.#.
分布型

/%(.0%-1.%23
季节型

4%50#.%23
!6）勺鸡 !"#$%&’% (%#$)*)+,% 7"，87，8" 古北 留

!9）红腹角雉 -$%.)+%/ 01((’/#2’’ 87，8" 古北 留

!:）血雉 30,%.’/’& #$"1/0"& 87，8" 古北 留

!;）灰胸竹鸡 4%(5"&’#)*% 0,)$%#’#% 87 东洋 留

!<）石鸡 6*1#0)$’& #,"2%$! 7" 古北 留

6= 秧鸡科 >#&&%?#’ @A）小田鸡 !)$7%/% +"&’**% B" 古北 旅

9= 鹬科 )+2&2*#+%?#’ @!）白腰草鹬 -$’/.% )#,$)+"& B" 古北 夏

@@）青脚滨鹬 8%*’9$’& 01((’/#2’’ B" 广布 旅

:= 鸠鸽科 82&1$-%?#’ @C）点斑林鸽 8)*"(5% ,)9.&)/’’! 7" 古北 留

@D）红翅绿鸠 -$1$)/ &’15)*9’’! 7" 东洋 留

@6）山斑鸠 :0$1+0)+1*’% )$’1/0%*’&! B"，7"，87 广布 留

@9）灰斑鸠 : E 91#%)#0)! B"，7" 广布 留

;= 杜鹃科 81+1&%?#’ @:）中杜鹃 8"#"*"& &%0"$%0"& 7" 广布 夏

@;）四声杜鹃 8 E (’#$)+01$"& 7" 东洋 夏

@<）鹰鹃 8 E &+%$;1$’)’91&! 7" 东洋 夏

CA）大杜鹃 8 E #%/)$"&! 7" 东洋 夏

C!）小杜鹃 8 E +)*’)#1+,%*"&! 7" 广布 夏

C@）噪鹃 <"9=/%(=& &#)*)+%#1%! 7" 东洋 夏

<= 鸱(科 ).0%5%?#’ CC）纵纹腹小( 60,1/1 /)#0"% B"，7"，87 古北 留

CD）红角( >0"& &#)+&! 7" 古北 夏

C6）鹰( ?’/)@ &#"0"*%0%! 7" 东洋 留

C9）斑头鸺) A*%"#’9’"( #"#"*)’91&! 7" 东洋 留

!A= 夜鹰科 8#*0%$1&5%?#’ C:）普通夜鹰 8%+$’("*."& ’/9’#"&! 7" 广布 夏

!!= 雨燕科 F*2?%?#’ C;）白腰雨燕 6+"& +%#’B’#"& 8" 古北 夏

!@= 戴胜科 G*1*%?#’ C<）戴胜 C+"+% 1+)+& B" 广布 夏

!C= 翠鸟科 F&+’?%3%?#’ DA）蓝翡翠 D%*#=)/ +’*1%0% B" 东洋 夏

D!）冠鱼狗 81$=*1 *"."5$’& B" 东洋 留

!D= 佛法僧科 820#+%%?#’ D@）三宝鸟 <"$=&0)("& )$’1/0%*’& B" 东洋 夏

!6= 啄木鸟科 H%+%?#’ DC）大斑啄木鸟 !’#)’91& (%E)$ 7"，87 古北 留

DD）赤胸啄木鸟 ! E #%0,+,%$’"& 87 东洋 留

D6）星头啄木鸟 ! E #%/’#%+’**"& 87 广布 留

D9）小斑啄木鸟 ! E (’/)$ 87 古北 留

D:）灰头啄木鸟 !’#"& #%/"&! 7" 广布 留

!9= 百灵科 F&#1?%?#’ D;）角百灵 <$1()+,’*% %*+1&0$’& 7" 古北 夏

D<）短趾百灵 8%*%/9$1**% #’/1$1% B" 古北 夏

!:= 燕科 ,%013?%3%?#’ 6A）烟腹毛脚燕 F1*’#,)/ 9%&=+"& B" 广布 留

6!）金腰燕 D’$"/9) 9%"$’#%! B" 广布 夏

!;= *+科 42.#+%&&%?#’ 6@）树鹨 6/0,"& ,)9.&)/’ B" 古北 旅

6C）田鹨 6 E /);%1&11*%/9’%1 7" 广布 旅

6D）粉红胸鹨 6 E $)&1%0"&! 7" 古北 夏

66）白*+ G)0%#’**% %*5% B" 古北 留

69）黄*+ G E B*%;% B" 广布 旅

6:）灰*+ G E #’/1$1% B"，7" 古北 夏

6;）山*+ F1/9$)/%/0,"& ’/9’#"& 7" 古北 夏

!<= 山椒鸟科 8#$*’*I#5%?#’ 6<）小灰山椒鸟 !1$’#$)#)0"& #%/0)/1/&’& 7" 东洋 夏

9A）长尾山椒鸟 ! E 10,)*)."& 7"，87 东洋 夏

@A= 鹎科 H+3232.%?#’ 9!）黄臀鹎 !=#/)/)0"& @%/0,)$$,)"& B"，7" 东洋 留

9@）白头鹎 ! E &’/1/&’& B"，7" 东洋 留

9C）领雀嘴鹎 :+’7’@)& &1(’0)$H"1& 7" 东洋 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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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家重点保护及特有鸟类 老县城自

然保护区共有国家重点保护鸟类 !" 种，分属于

# 目 $ 科 !% 属，其中一级保护鸟类 ! 种，为金’
（!"#$%& ’()*+&,-.+），二级保护鸟类 !$ 种，分别为

普通&（/#-,. 0#-,.）、大&（/ & (,1$%&+$#+）、白尾

鹞（2$)’#+ ’*&3,#+）、阿穆尔隼（4&%’. &1#),0+$+）、

燕隼（4 & +#00#-,.）、红隼（4 & -$33#3’#%#+）、红腹

锦 鸡、勺 鸡（ 5#’)&+$& 1&’).%.6(&）、红 腹 角 雉

（7)&8.6&3 -,11$3’9$$）、血 雉、红 翅 绿 鸠（ 7),).3
+$,0.%:$$）、纵 纹 腹 小(（ !-(,3, 3.’-#&）、红 角(

（;-#+ +’.6+）、鹰(（<$3.= +’#-#%&-&）和斑头鸺)
（>%&#’$:$#1 0 & 0).:$,$）。

此外，老县城自然保护区有我国特有鸟类

!’ 种［!$］，分属于 ’ 目 $ 科 ( 属，其中鸡形目 ’ 种，

雀形目 !) 种，分别为红腹锦鸡、灰胸竹鸡、山噪

鹛、大 噪 鹛（>&))#%&= 1&=$1#+）、橙 翅 噪 鹛（ > &
,%%$.-$$）、斑背噪鹛（> & % & %#3#%&-#+）、白眶鸦雀

（5&)&:.=.)3$+ ’.3+6$’$%%&-#+）、高 山 雀 鹛（ !%’$66,
+-)$&-$’.%%$+）、红腹山雀（5&)#+ :&?$:$）、黄腹山雀

（5 & ?,3#+-#%#+ ）、银 脸 长 尾 山 雀（ !,8$-(&%.+
@#%$8$3.+#+）和蓝-（A&-.#’(,.)3$+ +$,1++,3$）。

!"#"! 生境类型构成 老县城自然保护区鸟

类栖息的生境类型可以大体分为以下 # 类：河

谷农田、阔叶林、针阔混交林以及针叶林。表 ’
显示了不同生境的鸟类种数及相应比例。

从表 ’ 可以看出，阔叶林生境中鸟类的种

类最为丰富，其次为河谷农田和针阔混交林，针

叶林种类最少。

!"#"% 优势种构成 我们使用鸟类数量统计

的频率指数估计法计算了老县城自然保护区鸟

类的 B/ 指数（表 %）。

红嘴蓝鹊和星鸦的 B/ 指数都超过了 $))，

为老县城自然保护区的优势种。山雀科的黄腹

山雀、绿背山雀以及大山雀，,科莺亚科的暗绿

柳莺、极北柳莺以及浅黄腰柳莺数量也较多。

此外，主要在农田周围活动的环颈雉以及在农

田和阔叶林低海拔地区活动的白领凤鹛在老县

城也有较大的种群（表 %）。

!"#"& 鸟类多样性分析 运用 *+,--.-/012-13
指数 C4、5216.7 均匀性指数 D4和 *289:.- 优势

度指数 2 分析了老县城不同生境的鸟类多样

性（表 #）。

表 $ 老县城自然保护区鸟类的栖息生境

’()*+ $ ,()-.(./ 01 )-23/ -4 .5+ 6(07-(485+49 :(.;2+ <+/+2=+

栖息生境

;,<2=,=
河谷农田

>,661? ,-@ A,386,-@
阔叶林

B3.,@61,C1@ A.31:=:
针阔混交林

D.-2A13/<3.,@61,C1@ 82E1@ A.31:=:
针叶林

D.-2A13 A.31:=:
鸟类种数 B23@ :91F21: "# !’G $$ ’!

占总种数比例 513F1-=,H1 2- =.=,6 :91F21:（I） %%J$! "KJ$# ’(J() !)JGG

表 ! 老县城保护区的鸟类优势种

’()*+ ! >0?-4(4. )-23/ -4 .5+ 6(07-(485+49 :(.;2+ <+/+2=+

序位

L,-M
种名

*91F21:
遇见数量（只）

N78<13 .A 2-@2C2@7,6:
遇见样线数

N78<13 .A =3,-:1F=:
LB 指数

LB 2-@1E
! 红嘴蓝鹊 E).’$++& ,)*-().)(*3’(& ($ G K"$
’ 星鸦 <#’$@)&8& ’&)*.’&-&’-,+ GK " $(’
% 暗绿柳莺 5(*%%.+’.6#+ -).’($%.$:,+ ## G %G"
# 黄腹山雀 5&)#+ ?,3#+-#%#+ %G G %$!
$ 绿背山雀 5 & 1.3-$’.%#+ %# " ’)#
" 环颈雉 5(&+$&3#+ ’.%’($’#+ ’K K !(G
K 大山雀 5 & 1&F.) ’’ K !$#
( 白领凤鹛 G#($3& :$&:,1&-& ’! K !#K
G 极北柳莺 5(*%%.+’.6#+ 0.),&%$+ ’G $ !#$
!) 浅黄腰柳莺 5(*%%.+’.6#+ ’(%.).3.-#+ #% % !’G

·)#· 动物学杂志 2($3,+, D.#)3&% .@ H..%.8* #! 卷



从表 ! 可以看出，在实际考察中所统计的

"#! 种鸟类中，!$达到了 !%&&。其中，阔叶林的

鸟类多样性最高，为 !%’’，其次为针阔混交林

和河谷农田，而针叶林的多样性指数最低，仅为

#%"(。从均匀性指数 "$而言，阔叶林和针叶林

分别为 (%)# 和 (%)*，说明这两种生境中鸟类分

布相对均匀，而河谷农田生境中鸟类分布均匀

性略差一些，从 +,-./01 指数 # 中也可看出这

一点。

!"# 秦岭保护区群的鸟类多样性 $%& 指数

我们计算了老县城、太白、佛坪、长青的鸟类 23
4 指数，并与秦岭、陕西鸟类的 234 指数进行

了对比（表 ’）。

表 ’ 老县城保护区不同生境的鸟类多样性分析

()*+, ’ -./01 0.2,/1.34 .5 0.66,/,53 7)*.3)31 86 37, 9)8:.)5;7,5< =)3>/, ?,1,/2,

河谷农田

567789 61: ;6<-761:/
阔叶林

=<06:786>8: ;0<8/?/
针阔混交

@01,;8<3A<06:786>8: -,B8: ;0<8/?/
针叶林

@01,;8< ;0<8/?/
总计

C0?67
鸟种 =,<: /.8D,8/ *E EE *# "# "#!

!$ #%)" !%’’ #%&! #%"( !%&&
!-6B !%)’ *%!* !%E* #%*) *%)"
"$ (%E! (%)# (%E) (%)* (%)!
# (%""! (%(*E (%()# (%"’& (%(!!

仅对考察中实际见到的鸟类进行了多样性分析。

F1679/,/ 01 ?G8 A,<:/ ?G6? H8<8 <8D0<:8: ,1 ?G8 /I<>89/J

表 @ 秦岭保护区群的鸟类 $%& 指数

()*+, @ $%& .50,:,1 86 37, *./01’6)>5) 86 A.5+.5< B8>53).5 =)3>/, ?,1,/2,1

海拔

F??,?I:8
（-）

面积

F<86
（K-#）

目数

LI-A8< 0;
0<:8</

科数

LI-A8< 0;
;6-,7,8/

物种数

LI-A8< 0;
+.8D,8/

4 指数

43,1:8B
2 指数

23,1:8B
234 指数

234 ,1:8B

老县城 M60B,61DG81N " ’#* O # &(* "#P%"" "! !P "&( #(%*( *%!) (%E&
太白 C6,A6, ’(( O ! EPE ’P!%#’ "! !) "&# #"%"’ *%** (%E&
佛坪 40.,1N " ((( O # &(* #&*%#( "’ *( #"" #’%"E *%P# (%)#

长青 @G61NQ,1N )(( O ! (E" #&&%(P "’ !P #(# #*%PE *%’E (%)"
秦岭 R,17,1N — — "E ’! !!) !#%!* *%)E (%)’
陕西 +G661B, — — "E ’’ !P) !’%E) *%&’ (%)P

’ 讨 论

鸟类多样性是生物多样性的一个重要组成

部分，衡量一个地区的鸟类多样性通常采用多

样性指数方法。常规的群落生态多样性测度方

法（如 +G611013S,818< 指数），是基于物种水平

的测度方法。而 234 指数方法是基于物种数目

的研究方法，用于研究科、属水平上的物种多样

性。生态多样性由于基于个体水平，受到出生

率、死亡率、种间种内竞争等多种因素的影响，

因此，通常应用于较短的时间尺度的群落多样

性研究。生物个体的生老病死是生态系统中的

常见现象，而一个物种作为多个种群的组合，它

的消失则是一个较为漫长的过程，因此，234 指

数反映了较长的时间尺度上的物种多样性。将

常规的基于物种水平的生态多样性测度方法和

基于科属水平的 234 指数方法相结合，用于评

价物种多样性将更为客观全面［"#，"P］。

通过实际调查发现，老县城保护区虽然面

积不大，但却蕴含了丰富的动植物资源，其中鸟

类就有 "&" 种。鸟类中有近 E(T 栖息于阔叶

林，一方面是由于阔叶林具有相对复杂的生境，

可以为不同的鸟类提供不同需求的栖息地；另

一方面也同时可以为鸟类提供丰富的食物资

源。此外，栖息于河谷农田的鸟类也占了 "U!，

主要是一些与人类伴生的鸟类以及喜欢湿地生

·"*·" 期 李忠秋等：陕西老县城自然保护区的鸟类多样性及 234 指数分析



境的鸟种，如-类、水鸲等。针叶林生境虽然鸟

种较少，但多是些窄生态域的鸟种，如高山旋木

雀、金色林鸲、煤山雀等。表 ! 中多样性指数的

分析，也验证了这一点。伴随着生境复杂性的

增加，鸟类的种类及其多样性指数也逐渐增加。

针叶林多样性指数最低，仅为 "#$%；阔叶林生

境较为复杂，多样性指数最高，达到了 !#&&。

佛坪和长青自然保护区无论在鸟类的物种

数、’ 指数、( 指数还是 ()’ 指数方面，都非常

接近，并且都略高于太白和老县城，这可能因为

佛坪和长青均处于秦岭南坡，地理位置相近，生

境组成（海拔、植被等）形似；老县城也在秦岭南

坡，其各项指数之所以略低，主要因为该保护区

面积只有这两个保护区面积的一半，而且其海

拔跨度从 $ &"* + 到 " ,%* +，垂直生境带数目少

于这两个保护区，所以其鸟类多样性也略低。

太白自然保护区横跨秦岭南北，而且面积也远

大于其他几个保护区，而其各项多样性指数却

并不太高，原因可能在于该数据取于姚建初等

"% 世纪 -% 年代末所做的调查，距今已近 "% 年，

调查有待深入。按照太白山的生境条件，可能

拥有更为丰富的鸟类资源。

通过以上分析并结合秦岭及陕西省的相关

数据可以看出，包括老县城自然保护区在内的

秦岭保护区群，面积虽然不大，但其鸟类资源却

占到了秦岭地区和陕西省鸟类总数的 ".!，各项

多样性指数也与秦岭及陕西省接近，而且该保

护区群还拥有大熊猫、金丝猴、羚牛、小熊猫以

及珙桐、星叶草等国家重点保护动植物，可以说

是秦岭生物多样性的精华所在。处于保护区群

核心地理位置的老县城，更起着连接秦岭各自

然保护区的枢纽作用。因此，加强各个保护区

之间的沟通，加大对该保护区群的投资，再辅之

以科学的管理，将能够更好地发挥秦岭保护群

的生态效应、维持和保护秦岭的生物多样性。

致谢 工作得到了老县城自然保护区管理处朱

建洲、辛志强、李东群等的大力支持；游章强、徐

爱春、唐继荣、马瑞俊、杨乐、汤宋华等也参加了

考察活动，在此一并致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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