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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文从 19~6--1 985年间，对太白山地区的鸟类作了分析对比，据文献记载，该地区计有 19Z 

种和亚种，占秦岭鸟类的 57％；而 1982--1 985年的采集调查中，共获 151种和亚种， 占秦岭鸟 类 的 

4{．7％，30年后，下降了 1Z．3％，目前 已有 41种鸟类未采到标本。 

由于环境的变化 ，鸟类的分布不断向上迁移，同时分析了种类下降和种群数量变动的原因。 说 明 

了生态环境是影响鸟类分布和种群数量发展的 重要置素。 

太白山为秦岭山脉群峰之冠，地形复杂多 

样，随着海拔高度的上升，具有典型的垂直分 

带。困此，该山成为各生物物种的基因库，是科 

学研究和教学实习的典型场所。 

早在 1873年 David就在该地 进 行 过 采 

集 ，Sowerby，1908年也在该地采集调查；解 

放后 ，1956年西北农学院禹瀚教授曾在营头至 

放羊寺一带采集调查，共录鸟类 90种；l9 7一 

l958年，由中科院动物所和西北大学生物系，对 

该地区进行两次采集调查；1 961—1 963年，原 

秦岭考察队(现陕西动物所)，又对该地区进行 

了采集调查，据统计 ，总录得鸟类 190种左右。 

1 982—1 985年，由陕西省林业斤组织，对 

太 白山自然保护区进行综合考察。 考察路线： 

营头一蒿坪一大殿一平安寺一放羊 寺 一 拔 仙 

台；都督门一太白庙一林光台；厚畛子一赢水井 

一 南天门一三清池。同时对保护区以外地区也 

进行采集调查，如周至县的厚畛子一老县城一 

钩鱼台一大莽河；眉县的营头一小法义一高庙 
一

李关；太白县的鹦鸽一桃川一核桃坪等地。 

这次调查采集，获得鸟类标本 400余号，经 

鉴定计 1 51种和亚种，其中繁殖鸟(留鸟和夏候 

鸟)140种和亚种，占秦岭鸟类338种的 44 7％， 

有 41种鸟类未采到标本 ，于文献记载相比(除 

部分偶见种外)，鸟类种数将下降 2l，刍左右；还 

有 55种鸟类在该区数量变动很大，显得非常稀 

少(见表 1)。 从表 1可看出，鸟类在垂直带上 

的分布，上升趋势发展很快，说明了环境改变直 

接影响鸟类种群数量的发展。 

一

、 各垂直带鸟类组成的比较 

根据郑作新等(1962)将太白山北坡划成 5 

个鸟类垂直带。为了对不同时期的鸟类在相同 

高度上的分布作比较 ，因此，我们对 5个垂直带 

进行了采集和观察，发现各垂直带的鸟类种群 

组成及分布与三十年前有所不同(见图 1)。 

I．平原山脚带 (500--800米) 该带地形 

平缓，水域较多，气候条件较好，食物丰富，据文 

献记载统计 ，有 1 02种鸟娄。但于 1982年6—8 

月，1 983年 10一l2月、 1 984年 4—5月 在营 

头、鹦鸽和桃川一带的水稻田和沙滩、水溪两岸 

的调查中，如苍鹭、夜鹭、粟苇鹂、赤瞧鹰、燕华、 

蓝翡翠、暗灰鹃鸱、小灰山椒鸟、长尾山椒鸟、虎 

纹伯劳、红嘴山鸦、灰林鸦，稻田苇莺和黑眉苇 

莺等 27种鸟类未采到标本，日平均遇见数下降 

· 曾得到省野生动鞫管理站和保护区昀支持，侯玉宝、巩 

会生、王志成 、田丰、昧弘、左华等同志先后参加野外采 

集工作，特此一并致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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衰 l 盘 白 地区岛羹的戥■统计置其t1分布的比较 

I 垂直分带 居 
遇见 每 日遇见的平 南 北 留 
频率 均 鸟数(只) ， 期 

种 类 (以 500 8OO 2500 33O0 坡 坡 间 
丑计) l I l l 

800 l200 3300 376 7 

I II 1Ii 【V V V1 V1] VII1 lX X 

一  I． 鹭 ~edea~inerea r Ⅲ Ⅲiro l rls 2 ● 一 R 

2·白鹭 Egre~ g．g~rzel， 7 2．4(18) 一 一 S 

R ，- f̂l ⋯ ôrschun Ⅲ  』 3l 1．L(1—3) 
一  

一  一  

r  

4-赤腹鹰 Accipiter soloen si~ 1 一 一 R 

5-雀鹰 A．nis~t nisof mills 1．2(1—2) S 

6． ．vi rgaf⋯ fflnit 1 P 

7．燕阜 Falf口l subbus~o 1 R 

8-红 率 F．i,espe in㈣ murensit S 

9． F．1i ， i H f l 

10-猎 阜 F． errug milvlge s 1 W 

1 1．m 雉 ，“agi⋯is r⋯ ine l 45 l6．{(2一帅 ) R 

I2．红 糖角 堆 Trago f l f 21 1．s(I一8) R 

I3-勺鸡 Pucrati~macrofopha rufi~olli 5 1 R 

l4．环颈雉 P 口f|4⋯ ~olĉJf 酬 1 R 

I 

l 5．蛊鸡 C~rytoloFh pictus 2(1—9) R 

l6·红咐田鸡 Poma Ⅱ ， 』f4 ，y ̂，o· 2 I_—_—_ 
，̂ m  一 s 

l7．盎眶 鸹 ĉ 口r ， d*bius 。 i 5 2．6(1—7) R 

18．山斑鸠 Streptopelis o．o riemali： 6● 2(I一9) R 

I9．旋斑鸠 ． ．de~~octo 17 3(1一I1) R 

20．珠颈疆鸠 ． -‘̂ “f {O 2．6(1—13) R 

!I．火斑 鸠 Oenopogelia lⅢ  Ⅳ rl Ⅱ l5 }
-

2(I一8) I 鱼  ̂jl J 

· 2O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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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袅 1 
● 

垂直分帝 居 
遇见 每 日遇 见的平 南 北 留 

频率 均鸟数(其) 期 
种 类 (以 500 80D I 2O0 2500 3300 坡 坡 间 

日计) l l l l l 
800 l 200 240D 3 300 3767 

I II I1I 【V V VI VII VIII IX X 

2．四 声杜鹃 ~uculut m．micro r I3 ‘ 一 S 
一  

一  

H ．杜鹃 c． or_j 20 S 

H ．小杜 鹃 c．P．Policephat f l S 

· 噪睛 nam
m

is ” ” S 

26．领鸺鸥 GI4 fidium 6．brodi~i R 

27-鸺鸥 G．Ⅲ  oid~s ît i 4 

28-纵纹腹小鹗 A~ene f 4 ptumlpet 

29．长耳鹦 fio o．oI P 

50-夜鹰 Caprimulgut indicus f。l {4 S 

31．白腰雨燕 pux pacilicus  ̂noi ， s(4—24) S 

3 2．楼燕 ．apux {  ̂“ 8 2． (2一●) S 

33．冠 直摘 Ccryl*1wgub r r gutulct 3 R 

3{．小翠鸟 AIccdo atthis bengalentis 4 R 

35．蓝翡翠 Halcyon p“ dr口 S 

36． 三宝 ￡⋯ Y，⋯  oricatalis 3 2 S 
f口●o 

37． Upupa epops lⅢ l口 1 1-3(1—3) S 

3B．蚁鹫 Jynx torquilta~Mncmis 7 【 R 

39．绿啄本鸟 Pic~x⋯  gwcrini 25 2．1(1—3) R 

40-大珏啄木鸟 Dcndro~opo x m ，。r 30 1
-3(1— 2) R 6 f i 

●1．赤脚啄 木鸟 D ~athphariwx innixus I 1 R 
_ _ _ _ — —  

●2．星头啄本鸟 D．canicapillux 8 1 R 
ff 川̂ f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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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袅 1 

垂直分带 居 
逞见 每 日遇见的平 南 北 冒 

种 龚 
均鸟数(只) 8O0 12D0 25D0 33D0 艘 艘 间 50D 期 

日计) l 
l o 

} l l 
24D0 " D0 3767 8O0 

IV V vI vIl VIII IX X I lI IIj 

}j·晟 自灵 Galerida crls~4f口 5 l 
Ⅲ I gen | 

I4·云 雀 fd。 f“ i f edia 2 W 

I5·自 涉燕 Riparia riparia，。̂{“ f“ B R 

}6·象 燕 Hirundo ru*tica gutturaf }2 9· (I一 20) S 

”·垒嘎燕 H．daxrfca ，aponica 8D S 

‘B·毛 燕 Delichon urbica f4 ̂ tie I5 }
· l(1—5) S is 

蚺 ·髓鹨 墙*I 。dgl。 ： od g⋯ i 11 2． 1—3) R 

，O·水鸡 ．spfaoiessa cout ellii 10 3(1—5) P 

；1．山 鹩鹎 Dendrosantku~indicu s 1D S 

，2· 白鹊鹳 MosaeiHa alba leucoptit 55 4．6(1— 1O) R 

"．捉鹤祷 f̂．f f， 4 robus~a 42 3· (2—13) R 

54．黄头鹃钨 f̂ ~itreola 1 P 

— —  

"．小灰山椒鸟 P r Ⅲ 0f ，口lf f 
f f0 If 

l S 

56·氏尾山椒鸟 P 口 j 15 1．3(1—5) S 

7． 黄臀 鹎 Pycnonotu~xanlhorr~ous 
口 rf口 

9 R 

5B·绿 鹦嘴鹎 $pi~i~ox i．temltorqtret 4 R 

59．红尾伯劳 Lanier cgfstal~$ 45
． 3(1一 l0) S f io lis 

6O．灰背伯劳 L_1．ff" 。I f 1 5 1．1(1—2) S 

61．黑扰黄鸥 Orlolus chinen sie dil~usu, 5 it．6(1一，) S 

62．黑卷 尾 Dicrurus m4f r口f ， l -0 a
． (1—30) S f4f̂0 j 

6 ．灰卷尾 D．1e~copka l f0 is 4O 2．●(1一to) S 

· 2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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绫表 1 

垂 直分 带 居 
遇见 每日遇见的平 南 北 冒 
频率 均鸟数(只) 期 

种 类 (以 0O 8O0 l2OO 25 O ，如0 坡 坡 间 
日计) { 1 { 

BO0 120O 2400 3300 3767 

1 Il IlI IV V VI VI1 rill IX X 

科 ·灰掉鸟 slⅣ， Ⅳ，ci．fr口 #_l B l0·5(4--30) R 

5．松鸦 Garr．1．；glandari．~sineutis I1 4．2(8一l0) 

66．红嘴蓝鹅 Cisxa ．f r̂，。r̂ 口̂ 30 2．9(2—1D) R 

67．荻喜鹊 Cyanopica cyana intcrpo si*a 7 2．3(I一6) 宦 

6B·喜醇 f pica scricca I6 2．2(1一；) R 

69·星鸦 N,ci[ra caryoea r口 lf，~acrHa 12 2·7(2一l0) R 

70．红嘴山鸦 Pyrrhocorax pyrr~ocotaz 5 噩 
tackyp．s 

1．秃彝乌鸭 Corvwr frugileg．； 15 2
．，(I—l0) R pardi．dlo 

72·寒鸦 c．ma．ed．1a da,uri#u； 5 4(2—6) 熏 

73·大嘴乌鸦 C． ，o，̂ f̂ 
0foM  2 

¨．小嘴乌鸭 丘 口圳 f ‘̂4“ lO 2．1(1—7) 噩 

5·白颈 鸦 lD _口l舯 4 R 

76·幅河乌 ci f Ⅳf P．palIatii B 1．1(1—2) R 

，7·领岩鸡 pr nella coll4 5 14
． I(；一30) R rezows~ii 

78．盎胸歌蚺 L,ri．io p~ctardcns l S 

79·盘色林鸲 Tae~iger ．c~rysaeu； ID 1 R 

∞ ．虹胁蓝 尾鸲 T̂ ru[ila~．s 2 』 

。目1．赭豇 尾蚺 ^o ochr．ros 3 1 R 
tHl㈣ ” It 

冯2·蓝颤缸尾鸲 P-fro．f4，打 
．  

3 R 

· 北红尾鸲 P，⋯ 口，fⅣ lcucopterut 84 2．1(2—3) 毫 

“ 珂溪鸲 ：： ： ：盘 2 4 

· 23 · 

维普资讯 http://www.cqvip.com 

http://www.cqvip.com


续裹 1 

垂 直分帝 居 

遇见 每 日遇见的平 南 北 留 
频率 均鸟数(只) 期 

种 类 (以 5O0 800 I 2．00 2500 "00 坡 坡 间 

日计) 1 1 i 1 i 
800 l20O Z40O 330O 3 767 

l lI IIl lV V Vl VlI VIII lX X 

85·红尾求坞 R̂ yacorni J f． ti$i胂伸0 s 1O 2．7(2—5) ⋯  一 一 
一  — —  

一  R 

， ’黑 藕 尾 Enicurus teschcnaulll 1
．7(1一}) 一 —— R sin Hjis 7 

— —  

— —  

一  

B7·蓝盯L鸸 吖d I 。h solttaria pandoo } 7(3一 i}) —— —— R 
一  

8B·慧啸档 M ；0phom ． 口" l l S 

B9·虎背山档 z。。⋯he da⋯ Ⅲ f l 

90·灰头档 T~rdus r rⅢ  ̂ gouldii I R 

91·斑鸫 T． ~,fll nni 3 R 

” 椋头瞄 ： “ ” ⋯ 10 6．so一26) R 

93·矛跛草鸥 Baba~t．1abceolatul 7 2．6(1—7) 置 

9}· §脸囔鸥 Garrula~perspi~itlatus 2 豆 

～  

9，·白喉噪鹳 G 口．albosutarls S R 

96·u噪鹦 G． ． I ， l·-(1—2) R 

97·灰翅 噪 鹘 矗 f cinerei~~p； 5 R 

如 ·面眉 G．f．f俐  』 l】 4．5(1— 1 5) R 

，，·白颊嘬 鸹 G ⋯ ⋯ ob]~~$aat 1 0 

l0O．橙翊 噪 鹞 G Hlio~i I9 3 6(1— 9) R 

—  

101．白领凤鹳 Yuhina dlademata ． I一3) R 

1o2．辕头雀鹃 Atcipp e r ruJicapilla R 

L03． 噼 Rhopophl P ⋯  Ⅲ  R 
leptarhynchne 1 

104．短翅树莺 Ce~tia diphon e~anturla J l S 

l05．山村莺 c．f0rHp i da dia B 1·l(1—2) R 

· Z●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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馈襄 1 

垂直 丹带 詹 
遇见 每 B遇见 的 平 南 北 留 
频率 均鸟数(只) 期 

种 龚 (以 500 8DO l200 2500 3300 被 皱 间 

日计) I l 1 1 { 
BOD l2D0 2̂ D0 33b0 3767 

f In IV V VI V儿 VÏ  IX X 

106．’异色树莺 c．jleuollvace~s l 
l■Irff ≠ 

107．黄腹 树莺 c．Ⅱ．Ⅲ  Î，。。 f』 

42 

08-斑胸短 翅莺 B
r

r edy

口

~
f

t
ĵcr u 且 

tO9．黄腹柳莺 Phyllo scop~s ajj~nis 7 5(3一l0) R 

-10．黄眉挪莺 P．i．蚺。 ffj{ 14 B．1(6—20) S 

“1．黄嗄梆莺 P．P．proregulus 12 7-●(2—30) S 

l2．冕 莺 P．f．Ⅲ 。 Ⅲ  S 

60 z(1--zo) 

I 13．褐柳鸯 ，．，． _jf l_』 P 

u‘．暗缀柳莺 P．I．trock；loides S 

35 l0 

l|，．冠技 柳莺 P．teggloiJe； j口 f S 

l ‘一累头饕莺 $eicercN~“l‘口 f l I S 
f ̂ en~is 

i17．盘眶鹕莺 ．6-r i i ff-f S 

20 B(1 13) 

f_．．¨ ten̈  ̂ S 

u
． 18-灰蓝鹤 Ficed~la~ricolor dlver*a l l S 

t 19．玉头鹅 F．“ î，口tienc~ onen sls 

●20-白瞧蓝鹅 F．cyan。 elan lili J l 

S tit
．

撞胸鹅F I，叩̂ 日 }3 2 _ 
I22．棕腹仙鹕 Ⅳm 州  4。r f 0 口l0 S 

d23．乌鹕 Muscicapo f．~ibirica 3 

t2}-红揖鹑 f̂．1erruginea l l S 

l25 寿带鸟 Terpsiphone paradlsi in~ei l l S 
I I 

· 2i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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辏表 1 

垂 直分 带 居 
遇见 每 日遇 见的平 南 北 留 
频率 均鸟数(只) 期 

种 类 (以 500 800 1200 2500 33O0 墟 墟 间 

日计) l l l l I 
800 l200 240O 3300 3767 

I II 111 IV V VI V II VIII IX X 

126．太山雀 Parus m口j口r d， 4， 120 5．s(1一s0) —— ● 
— —  

一  — —  R 

127．绿背山雀 P．孵．mon ri~olus 3(1—10) R 

125．黄腹山雀 P．螂 Ⅳ， Ⅳt ‘．3(1—30) R 

129．黑 冠 山雀 P． rubldivtn~ris beavan J 9． 1—30) R 

130．揭冠山雀 P．dichrous dichroides 10 s(1—2O) R 

131．沼 泽山雀 P．paluszris hypermelas 7 R 

132．红艇山雀 P．davidl S l R 

133．银脸山雀 ~ gi；kalos]uliginosus l l R 

134．普通鹞 8izta P口 4 sincnsis 6 2．7(1—3) R 

135-红翅旋鼙雀 Tichod咖 4饼urayia 1 1 W 
dIf jIl 

·

高山施木雀 ： t~ iⅢraa 。 1 1 R 

∞ ’·蓝喉太 鸟 。 5 1 S 

1 S 
frvT㈣ ⋯ r口

鸟 
o

。 

， 

139-麻雀 Passer卅鲫 I川 川  ，口 _ l10 2- 1—15o) l R 

14o．山麻 雀 P-，_ruHlans 8 R 

1̂1．金翅 Cardu~lis ．i ica zS l一1o) R 

— — ～  

142．林岭雀 L 。“ ， ．n~moricola 1 S 

1̂3．酒红来雀 Ca rpodacur ．vinace~r S 2(1—3) R 

144．朱雀 c．~ryr~rinus r口 f 4 4．s(1—8) S 
f 

145．赤胸灰雀 Pyrrhula f ery rhac# 6(1一l0) R 

146．白翅拟蜡嘴崔 My ，。̂d c． lq __●， 一 R 

f4， pes r- l 

· 2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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壤襄 1 

垂直分带 居 

嚣睾 每日遇见的平 南 北 留 均鸟数(只) 期 
种 类 

) 

500 800 1200 2 00 3 00 墟 墟 间 

l l l l l 
BO0 1200 2400 3 00 3767 

l I1 III IV V Vl VIl VIII XI X 

“ ‘黄喉鸦 2 5 3-6(1—20) 。一 一 —— 一 
“ f 口 tⅣ fⅡ 一  一  

R 

一  

148·灰头鸭 E．~podocephala sordida 1， 一 R 

149．灰眉岩瞄 五．fi口口m 4 一 R 

．

56 3-3(2—30) 广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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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 1或者偶见，占本带鸟类的 26．5弼o 

2．低山带(800--1200米) 该带植物种类 

繁多，环境复杂，生境类型多样，有鸟类活动的 

“极乐世界”之称。据文献统计，该带鸟类计有 

1 29种，但于 1 983年 6一B月和1 9 84年4—7月、 

10—1 2月的调查中，像猎华、普通鹏鹗、毛脚鱼 

鹗、鹰头杜鹃和长耳鹗等鸟类本身在该地是偶 

见种，现在几乎见不到。如繁殖鸟中，夜鹰、毛 

脚燕、粉红胸鹨、暗灰鹃鹏、小灰山椒鸟、牛头伯 

劳、蓝短翅鸫、赭红尾鸲、自顶溪鸲、小燕尾、棕 

颈钩嘴鹛、锈脸钩嘴鹛、淡绿鸡鹛、白眶雀鹃、灰 

蓝鹅、寿带鸟、太阳鸟和蓝鸦等 46种未能见到， 

占该带鸟类的 35．7％。 

3．中山带(1 200—2 400米) 该带植被为 

落叶闰叶标和针阔叶混交林，属寒温带气候。据 

记载 ，该带鸟类计有 92种，而在 1983年 7—9 

月、11--1 2月和 1984年 1月、5--9月的调查 ， 

如蓝短翅鸫、栗腹歌鸲、短翅树莺、灰蓝鹪、白眶 

鸦雀、褐头雀鹃、玉头鹳、红褐鹅、铜蓝鹅、寿带 

鸟和红腹山雀等 28种没有采到标本，占文献记 

载的鸟数 30％。但是，在大殿至平安寺(2 2l0— 

2 800米)一带出现以往分布在低山区的 鸟 类， 

如大嘴乌鸦、白颈鸦、小灰山椒鸟、长尾山椒鸟、 

太阳鸟以及柳莺类的小鸟。 

4．高山带(2s00—3 300米) 本带属亚寒 

带气候，植被以针叶林为主。此带鸟娄较中山 

大为减少 ，计有 43种，可作为该带特征的代表 

鸟类有血雉、白腰雨燕、星鸦、鸸、朱雀、赤胸灰 

雀，白翅拟腊嘴雀、黑冠山雀和褐冠山雀等。但 

在 1 982年 6—8月、1983年 7—8月和 1984年 

5--8月的调查，该带出现大量的小鸟，如树鹨、 

长尾山椒鸟、橙翅噪鸱、白领凤鹛、短翅树莺、异 

色树莺、黄眉柳莺、黄腰柳莺和灰蓝鹅等 13种 

小鸟 ，其增加率达 30％。 

耘 
露 

图 1 1956一l 985年太白山北坡垂直帝鸟类种数比较 

口 代表原有种数 ■一现有种数 髓留新增加的种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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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山顶带 (35oo一3 767米) 该带具 有 

第四纪冰川地貌，厘寒带气候。主要植被为高山 

灌丛及高山草甸。气候恶劣，生境单调，鸟类极 

为稀少。据 1 983～I 985年 7—8月的调查，仅 

有领岩鹨和白顶溪鸲，以往文献记载的鹃鹩和 

棕胸岩鹨未采到标本。 

二、影响鸟类生态分布的因素 

鸟类在生态分布上所形成的地带性 分 布， 

是由多种因素的作用。除鸟类本身的遗传特性 

和生态适应性外。环境因素对鸟类的分布作用 

很：走a三十年来 ，由于山区经济高速度 的发展， 

使生态环境不断改变 ，从而直接影响该地的鸟 

类 舟布。据调查 ，目前有以下几种因素。 

I．药物污染，在 1 200米 以下的果区 和农 

田，群众为了追求增产 ，使用大剂量的农药除 

虫，据了解果树开花到成熟，共喷洒 3—5攻农 

药，主要有乐果、t059、敌百虫、波尔多液、石硫 

合剂和 666等。 1 984年 4—6月，我们在大湾 

大队果区作了观察 ，喷洒前，每天早晨 6—8时， 

对果区常见小鸟，如大 山雀、绿背山雀、柳莺属 

的小鸟、鸱粪及画眉亚科的鸟类作了统计 ，每小 

时遇见鸟总数达 40只左右。喷洒后 ，又作了七 

天的统计，平均每小时遇见鸟总数 1 O-- 1 5只， 

一 般均在树梢和林缘 ，此时 ，家畜都不能进入果 

区边缘放牧。由于食物大量减少 ，促使这些食 

虫小鸟向中山栎林转移。 

乞 为了开发山区资源，活跃山区经济 。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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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太白山北坡常见鸟类升布比较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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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发展多种经营，目前公路密布，人类活动频 

繁，使生态环境发生了明显地变化。据统计，该 

区周围有七个国营林场，年采伐量达上万立方 

米木材。另外 ，落实林权改策后，群众为发展木 

耳生产，大量砍伐次生栎林，使中山地带的植被 

遭到严重的破坏 ，迫使部分鸟类向上转移。如 

60年代在蒿坪寺周围常见的长尾山椒鸟、小灰 

山椒鸟、暗灰鹃鹏、太阳鸟等 l0余种小鸟现已 

迁至大殿和平安寺一带。 

据 1982—1983年统计，进入该区割“狠心 

漆”、挖药和搞副业生产的群众达 5 000多人次， 

获生漆达 5万千克左右 ，割竹扫把 27万多把， 

水竹 25万多根，山棍 1 5万多根，如果加上烧柴 

用林，这个数字非常可观。另外，群众进入该 山 

毁林种药，据统计，太 白山共有 1 7个药场 ，占地 

数千亩。所以 ，对森林和林下植被遭到不同程 

度的破坏，使林内光照强度增加，温度上升 ，直 

接影响鸟类的分布。我们在北坡对部分常 见鸟 

类作了分布比较(见图 2)o 

从图 2来看，由于生态环境的改变 ，迫使有 

些鸟类向上迁移．目前分布在中山和亚高山地 

带比较集中；，还有一些鸟类随着环境的不断改 

变，有可能迁至它方o 

3．宗教活动而引起砍伐林木现象严重，据 

1 979--1 981年统计．修建骆驼寺、大殿、斗母 

宫、南天门等古庙，砍伐林 木 1 04．4立 方 米； 

1982年修建大爷海庙，砍伐冷杉、落叶松 86 9 

立方米。十年动乱中，偷歇大量的用材林 ，将平 

安寺一带毁掉了几百公顷的冷杉林。据1 981— 

1 982年保护区的统计 ，每年 “朝山”人数超过 

3000人，如果每人每天烧柴 5千克，以 20天盛 

期计算 ，可伐林术 30万千克；1984—1 98 5年统 

计．每年 朝山 人数达 7500人左右，烧柴可达 

75万千克。加之旅游事业的发展，在夏季广大 

城市人民，纷纷进入该地区旅游避暑．现已成为 

不开放的开放旅游区。 

上述各种因素 ，对太白山地区的植被具有 

严重的破坏 ，加速了生态环境的变化，促使鸟类 

种群结构的变化。为此．希望有关部 门加以重 

视 ，加强结构设置 ，严格管理制度 ，落实具体措 

施，积极宣传，这样才能保存好完整的自然生 

态系统。 

三十年来，太白山地区的鸟类区系组成呈 

下降趋势。其主要原因：(一)乱砍乱伐森林 ，导 

致森林覆盖率明显下降，光照强度增加，林内温 

度上升。改变了原有的自然生境，从而使鸦鹗科、 

啄木鸟科、鸫亚科、山雀科、旋木雀科、太阳鸟科 

和山椒鸟科等鸟类显著减少。(二)秦岭果树带 

的形成 ，人们的干扰，以及使用大量的农药防 

虫，使鸟类难以在这种环境中生存，必然导致生 

活在果林、林缘和灌丛的山雀科、莺亚科及画眉 

亚科等食虫小鸟向上迁移。当环境条件完全改 

变的时候，就迫使鸟类迁居它方。说明鸟类的 

区系组成和分布在很大程度上由它们的环境条 

件所决定的。而生态环境遭到严重破坏。必然 

导致鸟类种类下降，这就充分反映出鸟类区系 

组成和分布与环境间的紧密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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