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乐山机场春秋两季鸟类多样性调查

王宇琪，王丹丹，梅　容，刘方庆，文陇英

（１．乐山师范学院 生命科学学院，四川 乐山　６１４０００

２．西南山地濒危鸟类保护四川省高等院校重点实验室，四川 乐山　６１４０００）

摘　要：为了解乐山机场周边的鸟类多样性，于２０１８年春季（３～５月）和秋季（９～１１月）采用样线法和样点法，调
查了样线两侧５０～１００ｍ内鸟类的种类、数量以及环境因子，记录到鸟类４９种，隶属９目３０科，其中稀有种１０种，
占２０４１％；常见种３１种，占６３２７％；优势种８种，占１６３３％。结果表明：春季农田和村落的相似度最高为０４８，
秋季农田和湿地相似性最低为００７。春秋两季农田的鸟类多样性指数均高于其他生境，分别为２３７７和２５７３。
农田的鸟类数量和种类均为春季高于秋季；虽然村落鸟类数量秋季高于春季，但是种类春季高于秋季；湿地鸟类数

量和种类均为春季高于秋季。总体来说，鸟类多样性春季高于秋季，农田为乐山机场地区鸟类提供了最丰富的多

样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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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Ｑ９５８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３－５５０８（２０１９）０６－００８８－０６　　　　　　　　　　开放科学（资源服务）标识码（ＯＳＩＤ）：

ＴｈｅＢｉｒｄＤ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ｉｎＬｅｓｈａｎＡｉｒｐｏｒｔｉｎＳｐｒｉｎｇａｎｄＡｕｔｕｍｎ

ＷＡＮＧＹｕｑｉ　ＷＡＮＧＤａｎｄａｎ　ＭＥＩＲｏｎｇ　ＬＩＵＦａｎｇｑｉｎｇ　ＷＥＮＬｏｎｇｙｉｎｇ
（ＣｏｌｌｅｇｅｏｆＬｉｆｅＳｃｉｅｎｃｅｓ，ＬｅｓｈａｎＮｏｒｍａｌ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Ｌｅｓｈａｎ　６１４００４，Ｃｈｉｎａ）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Ｔｏｉｎｖｅｓｔｉｇａｔｅｂｉｒｄｄ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ｉｎＬｅｓｈａｎＡｉｒｐｏｒｔ，ｔｈｅｓｐｅｃｉｅｓ，ｎｕｍｂｅｒａｎｄ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ｆａｃｔｏｒｓ
ｏｆｂｉｒｄｓｗｉｔｈｉｎ５０～１００ｍｏｆｔｈｅｓａｍｐｌｅｌｉｎｅｗｅｒｅｒｅｃｏｒｄｅｄｂｙｌｉｎｅｓａｍｐｌｉｎｇｍｅｔｈｏｄａｎｄｐｏｉｎｔｓａｍｐｌｉｎｇ
ｍｅｔｈｏｄｉｎｓｐｒｉｎｇａｎｄａｕｔｕｍｎｏｆ２０１８．Ｔｈｅｒｅｓｕｌｔｓｓｈｏｗｅｄｔｈａｔａｔｏｔａｌｏｆ４９ｓｐｅｃｉｅｓｏｆｂｉｒｄｓｗｅｒｅｒｅｃｏｒ
ｄｅｄ，ｂｅｌｏｎｇｉｎｇｔｏ３０ｆａｍｉｌｉｅｓ，９ｏｒｄｅｒｓ，ｉｎｃｌｕｄｉｎｇ１０ｒａｒｅｓｐｅｃｉｅｓ（２０４１％），３１ｃｏｍｍｏｎｓｐｅｃｉｅｓ
（６３２７％）ａｎｄ８ｄｏｍｉｎａｎｔｓｐｅｃｉｅｓ（１６３３％）．Ｉｎｓｐｒｉｎｇ，ｔｈｅｓｉｍｉｌａｒｉｔｙｂｅｔｗｅｅｎｆａｒｍｌａｎｄａｎｄｖｉｌｌａｇｅｓ
ｗａｓｔｈｅｈｉｇｈｅｓｔ（０４８）．Ｉｎａｕｔｕｍｎ，ｔｈｅｓｉｍｉｌａｒｉｔｙｂｅｔｗｅｅｎｆａｒｍｌａｎｄａｎｄｗｅｔｌａｎｄｗａｓｔｈｅｌｏｗｅｓｔ（００７）．
Ｔｈｅｂｉｒｄｄ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ｏｆｆａｒｍｌａｎｄｉｎｓｐｒｉｎｇａｎｄａｕｔｕｍｎｗａｓｈｉｇｈｅｒｔｈａｎｔｈａｔｏｆｏｔｈｅｒｈａｂｉｔａｔｓ，ｗｈｉｃｈｗｅｒｅ
２３７７ａｎｄ２５７３，ｒｅ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ｌｙ．Ｔｈｅｂｉｒｄｎｕｍｂｅｒａｎｄｓｐｅｃｉｅｓｏｆｆａｒｍｌａｎｄｗｅｒｅｂｏｔｈｈｉｇｈｅｒｉｎｓｐｒｉｎｇｔｈａｎ
ｔｈｏｓｅｉｎａｕｔｕｍｎ；ｔｈｅｂｉｒｄｎｕｍｂｅｒｏｆｖｉｌｌａｇｅｓｗａｓｌａｒｇｅｒｉｎａｕｔｕｍｎｔｈａｎｔｈａｔｉｎｓｐｒｉｎｇ，ｂｕｔｔｈｅｒｅｗｅｒｅ
ｍｏｒｅｓｐｅｃｉｅｓｉｎｓｐｒｉｎｇｔｈａｎｉｎａｕｔｕｍｎ；ｔｈｅｂｉｒｄｎｕｍｂｅｒａｎｄｓｐｅｃｉｅｓｉｎｗｅｔｌａｎｄｓｗｅｒｅｈｉｇｈｅｒｉｎｓｐｒｉｎｇ
ｔｈａｎｔｈｏｓｅｉｎａｕｔｕｍｎ．Ｏｖｅｒａｌｌ，ｔｈｅｒｅｗｅｒｅｍｏｒｅｂｉｒｄｓｉｎｆａｒｍｌａｎｄｉｎｓｐｒｉｎｇ．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ＬｅｓｈａｎＡｉｒｐｏｒｔ，Ｂｉｒｄｓ，Ｄ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Ｓａｍｐｌｅｌｉｎｅｍｅｔｈｏｄ，Ｓａｍｐｌｅｐｏｉｎｔｍｅｔｈｏｄ

　　乐山大佛与峨眉山被联合国授予“世界文化与
自然双重遗产”后，乐山年接待游客量日益增长。

近年来，进港大道的修建，为乐山机场及周边配套设

施的建设提供了便利，但可能造成乐山机场周边原



始生境在一定程度上的破碎化，人类干扰可能会导

致物种的丰富度与环境变量的关系发生改变［１］。

目前国内外已有许多有关生境破碎化对物种多样性

影响的研究，例如通过对苏州市区９个公园的生境
破碎化相关指标分析，发现黄雀（Ｓｐｉｎｕｓｓｐｉｎｕｓ）、黄
腹山雀（Ｐａｒｕｓｖｅｎｕｓｔｕｌｕｓ）、红头长尾山雀（Ａｅｇｉｔｈａｌｏｓ
ｃｏｎｃｉｎｎｕｓ）、树鹨（Ａｎｔｈｕｓｈｏｄｇｓｏｎｉ）、棕头鸦雀（Ｐａｒａ
ｄｏｘｏｒｎｉｓｗｅｂｂｉａｎｕｓ）以及小

#$

（Ｐｏｄｉｃｅｐｓｒｕｆｉｃｏｌｌｉｓ）
受到人为干扰的影响较为明显［２］。

一个地区物种的多样性与该地区生态环境的质

量密切相关，而鸟类作为脊椎动物的第二大类群，又

具有很强的迁徙能力，可作为该地区物种多样性的

代表，成为该地区生态环境的重要指示剂［３］。有研

究通过分析湿地物种的多样性，发现内陆湿地生境

为鸟类提供了良好的生存资源［４］。乐山机场周边

拥有丰富的湿地生境及较大范围的农田生境，是鸟

类栖息的优良选址，对鸟类的繁殖与生境选择具有

重要价值。早期有对乐山市“三江地区”及成都港

周边的鸟类多样性统计［５～８］，但自乐山机场修建以

来该地鸟类的多样性调查仍缺乏相关资料。因此，

本研究为该地区积累鸟类本底调查基础研究数据，

对乐山机场及其配套设施建设所造成的一定范围内

鸟类生境变化而导致的当地物种变化而进行长期监

测，通过长期监测反映当地生态的变化，将为岷江流

域生态环境保护提供理论依据，同时亦可作为乐山

机场建成以后，对预防鸟撞事件而采取合理有效的

措施提供数据支持。

１　研究方法

１．１　研究地概况
乐山机场位于乐山五通桥区冠英镇（２９°２８′０２″

～２９°２８′２２″Ｎ，１０３°４６′２１″～１０３°４６′２２″Ｅ），海拔３５０
～３５５ｍ。其西侧自成都港进港大道至杨家段相接
经冠英镇、何桥、韦桥，与乐宜高速五通连接线相接，

原为成都经济区唯一港口的选址地，并已建成进港

大道，现冠英镇于２０１７年８月动工修建乐山机场，
该地区由“水”港变“空”港。乐山机场周边除了有

天然的湿地外，还散布着部分农田及村舍。该地区

主要植被有芦苇（Ｐｈｒａｇｍｉｔｅｓａｕｓｔｒａｌｉｓ）、慈竹（Ｎｅｏｓｉ
ｎｏｃａｌａｍｕｓａｆｆｉｎｉｓ）小叶榕（Ｆｉｃｕｓｍｉｃｒｏｃａｒｐａｆ．）、香樟
（Ｃｉｎｎａｍｏｍｕｍｃａｍｐｈｏｒａ）、构树（Ｂｒｏｕｓｓｏｎｅｔｉａｐａｐｙ
ｒｉｆｅｒａ）、香蒲（Ｔｙｐｈａｏｒｉｅｎｔａｌｉｓ）以及多种草本植物和
藻类等，农田中的农作物主要为常见果蔬等经济作

物，是鸟类栖息的良好环境。

１．１．１　生境类型划分
将乐山机场周边划分为以下４种生境：
农田：农田内主要作物为常见蔬菜以及草本和

木本植物，如梧桐树（Ｆｉｒｍｉａｎａｐｌａｔａｎｉｆｏｌｉａ）、桉树
（ＥｕｃａｌｙｐｔｕｓｒｏｂｕｓｔａＳｍｉｔｈ）等。

村落：主要是聚集在两侧河岸的村舍，以及村舍

周边的林地。

湿地：当地岷江水域的支流、浅滩以及河道两侧

水生植物和藻类。

农田·村落：农田边缘地带与居民房的结合处。

１．１．２　季节划分
根据当地全年温度划分季节为：春季（３—５

月），秋季（９—１１月）。
１．２　调查方法

于２０１８年３～１１月，分别对乐山机场周围４种
生境的鸟类进行了调查。采用样线调查法，每种生

境各设３条样线，其中农田、村落、湿地和农田·村
落生境样带分别长３～４ｋｍ，借助双筒望远镜，每个
月对所有样线进行多次系统调查，记录样线两侧５０
～１００ｍ内鸟的种类和数量，行走速度为 １５～２
ｋｍ·ｈ－１，选择天气晴朗、风力小的时段，在８：３０—
１１：００和 １６：３０—１８：００期间往返调查，对鸟的形
态、羽色、鸣叫、行为等进行观察。

１．３　统计方法
１．３．１　鸟类的数量等级

根据各生境实际观察到的鸟类数量，以一种鸟

类的统计数量占所有被统计鸟类总个体数的百分比

计算其相对多度，相对多度划分鸟类数量等级划分：

＜００５％为稀有种，０５％ ～５％为常见种，≥５％的
划分为优势种［９］。

１．３．２　鸟类物种多样性
ＳｈａｎｎｏｎＷｉｅｎｅｒ指数Ｈ′：

Ｈ′＝－∑ＰｉｌｎＰｉ （１）
其中Ｐｉ为第 ｉ物种个体数占该生境鸟类总个体数
的比率［１０］。

１．３．３　各生境鸟类均匀度
用Ｐｉｅｌｏｕ均匀度指数（Ｊ）：

Ｊ＝Ｈ／Ｈｍａｘ （２）
其中，Ｈｍａｘ为某生境的最大多样性指数。

Ｈｍａｘ＝ｌｎＳ （３）
其中，Ｈ为实际观察的物种多样性指数，Ｓ为该生境
中物种数［１０］。

１．３．４　鸟类群落间的相似性指数
Ｓ＝２ｃ／（ａ＋ｂ） （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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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Ｓ为相似性指数；ｃ为两个群落的共有物种数；
ａ和ｂ分别为群落Ａ和群落Ｂ的物种数［１１］。

１．３．５　物种分类及数据处理
物种分类根据《中国鸟类分类与分布名录》［１２］

和《中国鸟类野外手册》［１３］，鸟类居留型参考《中国

动物地理》［１４］。

最终数据计算及图表生成运用 ＯＦＦＩＣＥＥｘｃｅｌ
２０１０版进行处理。

２　结果

２．１　鸟类物种组成
本次调查共记录到鸟类４９种，隶属于９目３０

科（附表）。其中，稀有种１０种，占２０４１％；常见种
３１种，占６３２７％；优势种８种，占１６３３％，分别为
白颊噪鹛（Ｇａｒｒｕｌａｘｓａｎｎｉｏ）、白（Ｍｏｔａｃｉｌｌａａｌ
ｂａ）、红头长尾山雀（Ａｅｇｉｔｈａｌｏｓｃｏｎｃｉｎｎｕｓ）、麻雀
（Ｐａｓｓｅｒｍｏｎｔａｎｕｓ）、灰喉鸦雀（Ｐａｒａｄｏｘｏｒｎｉｓａｌｐｈｏｎ

ｓｉａｎｕｓ）、家燕（Ｈｉｒｕｎｄｏｒｕｓｔｉｃａ）、金翅雀（Ｃａｒｄｕｅｌｉｓ
ｓｉｎｉｃａ）。所有物种中雀形目占绝对优势，共１９科２８
种，分别占本次调查记录到鸟类科数的６３３３％，物
种数的５７１４％。雀形目中鸫科最多，有５种，占雀
形目种数的１７８６％，占所有鸟类种数的１０２１％。
农田３３种（占６７３５％），村落１６种（占３２６５％），
湿地 ２２种（占 ４４９０％），农田·村落 ７种（占
１４２９％）。从保护类型来看，列入国家二级保护的
鸟类１种：普通闎（Ｂｕｔｅｏｂｕｔｅｏ），“三有”鸟类４５种，
中日候鸟保护鸟２０种，中澳候鸟保护鸟６种。留鸟
２８种，夏候鸟１３种，冬候鸟６种，旅鸟两种。
２．２　区系分析

在居留型上，乐山机场周边鸟类以留鸟和夏候

鸟居多，分别占鸟类物种数的５７１４％和２６５３％，
冬候鸟占１２２４％，旅鸟占４０８％。其中以季节划
分，春季鸟类物种数量大于秋季鸟类物种数量（见

表１）。

　　表１ 乐山机场鸟类区系组成

Ｔａｂ．１ Ｔｈｅｆｌｏｒａ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ｉｎＬｅｓｈａｎＡｉｒｐｏｒｔ

留鸟
Ｒｓｉｄｅｎｔ

夏候鸟
Ｓｕｍｍｅｒｍｉｇｒａｎｔ

冬候鸟
Ｗｉｎｔｅｒｍｉｇｒａｎｔ

旅鸟
Ｔｒａｖｅｌｅｒ

总计
Ｔｏｔａｌ

百分比
Ｐｅｒｃｅｎｔ

春季Ｓｐｒｉｎｇ ２２ １１ ３ ２ ３８ ５８．３３％
秋季Ａｕｔｕｍｎ ２２ ８ ４ ０ ３４ ４１．７１％
总计Ｔｏｔａｌ ２８ １３ ６ ２ ４９

百分比Ｐｅｒｃｅｎｔ ５７．１４％ ２６．５３％ １２．２４％ ４．０８％

２．３　不同生境鸟类多样性和均匀度
农田生境的鸟类的种类和数量最高。优势种有

白颊噪鹛（Ｐｔｅｒｏｒｈｉｎｕｓｓａｎｎｉｏ）、白（Ｍｏｔａｃｉｌｌａａｌ
ｂａ）、红头长尾山雀（Ａｅｇｉｔｈａｌｏｓｃｏｎｃｉｎｎｕｓ）、麻雀
（Ｐａｓｓｅｒｍｏｎｔａｎｕｓ）、灰喉鸦雀（Ｐａｒａｄｏｘｏｒｎｉｓａｌｐｈｏｎ
ｓｉａｎｕｓ）、家燕（Ｈｉｒｕｎｄｏｒｕｓｔｉｃａ）、金翅雀（Ｃａｒｄｕｅｌｉｓ
ｓｉｎｉｃａ），国家二级保护动物有普通闎（Ｂｕｔｅｏｂｕｔｅｏ）。

物种多样性指数（Ｈ）春季和秋季最高为农田
（２３７７；２５７３），最低为农田 · 村落 （１５９１；
１０８１）。均匀度指数（Ｊ）春季最高为农田·村落
（０８８８），最低为湿地（０６１９）；秋季最高为农田
（０７９０），最低为村落（０６８１）（见表２）。
２．４　鸟类相似性指数

以季节划分来看４种生境间鸟类相似性指数，
在春季有６个相似型，农田和村落的相似程度较高
为０４８，村落和湿地较低，为０１９；在秋季有４个相
似型，农田·村落分别和农田、村落的相似性程度均

为０２７，农田和湿地的相似程度为两季中最低值

００７（见表３）。

表２乐山机场鸟类多样性指数和均匀度指数
Ｔａｂ．２　Ｂｉｒｄｄ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ｉｎｄｅｘａｎｄｅｖｅｎｎｅｓｓｉｎｄｅｘｉｎＬｅｓｈａｎ

Ａｉｒｐｏｒｔ

生境类型
春季Ｓｐｒｉｎｇ 秋季Ａｕｔｕｍｎ
Ｈ Ｊ Ｈ Ｊ

农田 Ｆａｒｍｌａｎｄ ２．３７７ ０．７８１ ２．５７３ ０．７９０
村落 Ｃｏｔｔａｇｅ １．９２６ ０．７７５ １．３２５ ０．６８１
湿地Ｗｅｔｌａｎｄ １．８８４ ０．６１９ １．９４６ ０．７５９

农田·村落 Ｆａｒｍｌａｎｄａｎｄｃｏｔｔａｇｅ１．５９１ ０．８８８ １．０８１ ０．７８０

表３ 乐山机场不同生境间的相似性指数

Ｔａｂ．３　Ｓｉｍｉｌａｒｉｔｙｉｎｄｅｘｂｅｔｗｅｅｎ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ｈａｂｉｔａｔｓｉｎＬｅｓ
ｈａｎＡｉｒｐｏｒｔ

生境类型
春季
Ｓｐｒｉｎｇ

秋季
Ａｕｔｕｍｎ

农田－村落Ｆａｒｍｌａｎｄｃｏｔｔａｇｅ ０．４８ ０．１５
农田－湿地 Ｆａｒｍｌａｎｄｓｗａｍｐ ０．４３ ０．０７

农田－农田·村落ＦａｒｍｌａｎｄＦａｒｍｌａｎｄａｎｄｖｉｌｌａｇｅ ０．４４ ０．２７
村落－农田·村落ＣｏｔｔａｇｅＦａｒｍｌａｎｄａｎｄｖｉｌｌａｇｅ ０．３３ ０．２７
湿地－农田·村落ＳｗａｍｐＦａｒｍｌａｎｄａｎｄｖｉｌｌａｇｅ ０．２２ －

村落－湿地Ｖｉｌｌａｇｅｓｗａｍｐ ０．１９ －

０９ 　　 四　川　林　业　科　技 ４０卷



２．５　不同生境鸟类季节变化
农田的鸟类数量和种类均为春季 ＞秋季，村落

的鸟类数量为秋季＞春季、种类为春季＞秋季，湿地

的鸟类数量、种类均为春季＞秋季，农田·村落中的
鸟类数量、种类均为春季＞秋季。总体来说，秋季比
春季鸟类少（见图１）。

图１　不同生境春、秋季鸟类物种种数
Ｆｉｇ．１　Ｓｐｅｃｉｅｓｏｆｂｉｒｄｓｉｎ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ｈａｂｉｔａｔｓｉｎｓｐｒｉｎｇａｎｄａｕｔｕｍｎ

３　讨论

四川省是我国中部候鸟迁徙区的组成部分之

一［７］，岷江作为长江重要支流，流经乐山市再于宜

宾市注入长江，是乐山市区重要水域。因此乐山机

场地区是鸟类栖息地的优良选址，其周围湿地丰富，

为水鸟提供了中转站。农田为机场周边提供农耕

地、人造水池及一些天然草本和木本植物，农作物为

鸟类提供丰富的食物来源。本次调查发现，乐山机

场周边各生境中鸟类分布为：农田 ３３种（占
６７３５％）、村落１６种（占３２６５％）、湿地２２种（占
４４９０％）、农田·村落７种（占１４２９％），鸟类多样
性农田中最高，其次为湿地，农田和村落交界处最

低。说明机场修建对农田的影响最小，农田和村落

交界处的影响最大。春秋两季多样性指数都是农田

最高，分别达到２３７７和２５７３，食物资源为鸟类提
供了适宜的栖息地。农田和村落的相似程度在春秋

两季也比较高，分别达到０４８和０１５，这可能与农
田和村落周围植被类型相似且地势差距小有关；同

时湿地、农田、农田和村落的交界处鸟类种类均为春

季高于秋季；与以前调查结果一致［６］。总体来说，

鸟类多样性春季高于秋季，周边农田为乐山机场鸟

类提供了最丰富的多样性。

本次共记录到鸟类 ４９种，占乐山市“三江地
区”鸟类的３８８９％。与以前调查相比，常见种种类

多，有３１种占６３２７％，说明常见种对环境变化的
适应能力强。例如在调查中发现一个废弃沙场内有

成群淡色崖沙燕（Ｒｉｐａｒｉａｒｉｐａｒｉａ）活动，在沙丘侧面
共发现１０００余个淡色崖沙燕洞巢，该沙丘距离河边
仅百余米［１５］，淡色崖沙燕为此次调查的常见种。然

而此次调查鸟的种类与本地区前几次调查相比有所

减少，稀有种明显减少有１０种，占２０４１％［６］，国家

二级保护动物黑耳鸢（Ｍｉｌｖｕｓｍｉｇｒａｎｓｌｉｎｅａｔｕｓ）在本
地区为留鸟，但此次在春季和秋季均未发现，表明近

几年进港大道、乐山机场等较大规模的工程建设所

造成的适宜鸟类生境面积的减少以及生境的破碎

化。我们认为造成这样的原因有以下几个方面，第

一，在建机场的过程中其施工所产生的巨大噪音破

坏了原本安静的栖息地，使得鸟类受惊吓而离开此

地，第二，在建设过程中所产生的各种工业固体、液

体以及粉尘等废弃物进入河道和河岸附近，使得岷

江原有鸟类食物资源和适宜觅食环境大大减少，因

此严重影响了依赖于水生环境的
%

鹬类和雁鸭类的

生存，使得
%

鹬类和雁鸭类比上次减少很多，第三，

机场及其配套设施的建设还会占用大面积的农田和

林地，农田和林地面积的减少造成了诸如绿背山雀

（Ｐａｒｕｓｍｏｎｔｉｃｏｌｕｓ）红胁绣眼鸟（Ｚｏｓｔｅｒｏｐｓｅｒｙｔｈｒｏｐｌｅｕ
ｒｕｓ）和黑头蜡嘴雀（Ｅｏｐｈｏｎａｐｅｒｓｏｎａｔａ）等林鸟的消
失，从而导致了此次鸟类物种多样性和数量比未修

建机场前大幅度下降。

此外，当地农民活动对当地鸟类造成了较大干

１９６期 王宇琪，等：乐山机场春秋两季鸟类多样性调查 　　



扰，除了港口修建对生境的影响外，调查发现在农田

和村落交界处，村民广布鸟网以防止农作物被鸟类

取食，致使很多鸟类被鸟网囚禁死亡。此外，河岸西

侧鸟类相对较少，可能与修建机场施工及采沙所造

成的巨大噪声和适宜栖息地面积减少有关。因此我

们建议：（１）加强河岸两侧管理，规范并减少当地河
道大规模采沙、采石等工业行为；（２）在修建机场及
其配套设施的过程中，应注重环保意识，增加鸟类栖

息地的恢复性建设；（３）加强周边村民“爱鸟、护鸟”
的意识，通过政府出台相关政策以降低人和鸟类之

间的利益冲突，从而杜绝布鸟网和捕鸟等行为；（４）
加大对公众宣传普及鸟类保护知识。这些还需要相

关政府部门做进一步的政策制定和落实。

因此，本研究今后仍将进一步对乐山机场及其

周边配套设施在不断建设的过程中，其鸟类物种数

和数量的变化进行持续监测，通过长期监测物种多

样性和数量变化，为该地区鸟类本底调查研究资料

积累基础性数据，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当地生态

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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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乐山机场鸟类物种名录

ＴｈｅｓｐｅｃｉｅｓｌｉｓｔｉｎＬｅｓｈａｎＡｉｒｐｏｒｔ

种类Ｓｐｅｃｉｅｓ 数量等级
Ｎｕｍｂｅｒｒａｎｋ

保护等级
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ｒａｎｋ

居留型
Ｒｅｓｉｄｅｎｃｅｔｙｐｅ

生境类型
Ｈａｂｉｔａｔｔｙｐｅ

数量（只）Ｎｕｍｂｅｒ
春 秋

一、戴胜目
（一）戴胜科
　　１．戴胜Ｕｐｕｐａｅｐｏｐｓ  三 留 Ⅰ Ⅱ ４ ４
二、佛法僧目
（二）翠鸟科

　　２．普通翠鸟Ａｌｃｅｄｏａｔｔｈｉｓ  三、日 夏 Ⅲ １ ４
三、鸽形目
（三）鸠鸽科

　　３．珠颈斑鸠Ｓｐｉｌｏｐｅｌｉａｃｈｉｎｅｎｓｉｓ  三 留 Ⅰ Ⅱ １６ １９
四、鹳形目

（四）鹭科
　　４．苍鹭Ａｒｄｅａｃｉｎｅｒｅａ  三、日 留 Ⅲ ０ ３
　　５．池鹭Ａｒｄｅｏｌａｂａｃｃｈｕｓ  三 留 Ⅰ　Ⅲ ２ ２
　　６．牛背鹭Ｂｕｂｕｌｃｕｓｉｂｉｓ  三 留 Ⅰ　Ⅲ ２ ２
　　７．小白鹭Ｅｇｒｅｔｔａｇａｒｚｅｔｔａ  三 夏 Ⅲ ６５ ９５
五、

%

形目
（五）反嘴鹬科
　　８．反嘴鹬Ｒｅｃｕｒｖｉｒｏｓｔｒａａｖｏｓｅｔｔａ  三、日　 夏　 Ⅲ １ ０
　　９．黑翅长脚鹬Ｈｉｍａｎｔｏｐｕｓｈｉｍａｎｔｏｐｕｓ  三 冬 Ⅲ ０ １
（六）

%

科

　　１０．环颈
%

Ｃｈａｒａｄｒｉｕｓａｌｅｘａｎｄｒｉｎｕｓ  三 留 Ⅲ １ ０
　　１１．长嘴剑

%

Ｃｈａｒａｄｒｉｕｓｐｌａｃｉｄｕｓ  三、日、澳 留 Ⅲ ０ １
　　１２．灰头麦鸡Ｖａｎｅｌｌｕｓｃｉｎｅｒｅｕｓ  三 冬 Ⅲ ０ ３０
（七）鹬科
　　１３．白腰草鹬Ｔｒｉｎｇａｏｃｈｒｏｐｕｓ  三、日 留 Ⅲ １ １
　　１４．矶鹬Ａｃｔｉｔｉｓｈｙｐｏｌｅｕｃｏｓ  三 冬 Ⅲ ７ ２７

２９ 　　 四　川　林　业　科　技 ４０卷



　　（续附表）
种类Ｓｐｅｃｉｅｓ 数量等级

Ｎｕｍｂｅｒｒａｎｋ
保护等级

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ｒａｎｋ
居留型

Ｒｅｓｉｄｅｎｃｅｔｙｐｅ
生境类型
Ｈａｂｉｔａｔｔｙｐｅ

数量（只）Ｎｕｍｂｅｒ
春 秋

　　１５．扇尾沙锥Ｇａｌｌｉｎａｇｏｇａｌｌｉｎａｇｏ  三 留 Ⅲ １ ０
六、鹃形目

（八）杜鹃科 ９ ０
１６．大杜鹃（布谷鸟）Ｃｕｃｕｌｕｓｃａｎｏｒｕｓｂａｋｅｒｉ  三、日 夏 Ⅰ Ⅱ １ ０
　　１７．噪鹃Ｅｕｄｙｎａｍｙｓｓｃｏｌｏｐａｃｅａ  三 夏　 Ⅰ
七、雀形目

（九）鹎科

　　１８．白头鹎Ｐｙｃｎｏｎｏｔｕｓｓｉｎｅｎｓｉｓ  三 留 Ⅰ Ⅱ Ⅲ ４１ １４
（十）伯劳科

　　１９．棕背伯劳Ｌａｎｉｕｓｓｃｈａｃｈ  三、日 留 Ⅰ １１ １３
（十一）鸫科

　　２０．黑喉石？Ｓａｘｉｃｏｌａｔｏｒｑｕａｔａ  三、日 夏　 Ⅲ ３ ０
　　２１．红尾水鸲Ｒｈｙａｃｏｒｎｉｓｆｕｌｉｇｉｎｏｓａ  三、日 留 Ⅲ １９ １
　　２２．鹊鸲Ｃｏｐｓｙｃｈｕｓｓａｕｌａｒｉｓ  三、日、澳 夏 Ⅱ ２ ７
　　２３．乌鸫Ｔｕｒｄｕｓｍｅｒｕｌａ  　 留 Ⅰ Ⅱ ２６ １１
　　２４．北红尾鸲Ｐｈｏｅｎｉｃｕｒｕｓａｕｒｏｒｅｕｓ  三、日 留 Ⅰ ０ １
（十二）红头山雀科

　２５．红头长尾山雀Ａｅｇｉｔｈａｌｏｓｃｏｎｃｉｎｎｕｓ  三 夏 Ⅰ Ⅱ Ⅲ Ⅳ １５４ １４６
（十三）画眉科

　　２６．白颊噪鹛Ｃａｒｒｕｌａｘｓａｎｎｉｏ  三 留 Ⅰ Ⅱ Ⅳ １０５ ８９
　　２７．红嘴相思鸟Ｌｅｉｏｔｈｒｉｘｌｕｔｅａ  三 夏 Ⅱ　 １５ ０
（十四）黄鹂科

　　２８．黑枕黄鹂Ｏｒｉｏｌｕｓｃｈｉｎｅｎｓｉｓ  三、日　 留 Ⅰ ０ ４
（十五）科

　　２９．白Ｍｏｔａｃｉｌｌａａｌｂａ  三、日、澳 留 Ⅰ Ⅱ Ⅲ ７０ １０５
　　３０．树鹨Ａｎｔｈｕｓｈｏｄｇｓｏｎｉ  三、日 留 Ⅰ Ⅱ Ⅲ ２ ２
（十六）卷尾科

　　３１．黑卷尾Ｄｉｃｒｕｒｕｓｍａｃｒｏｃｅｒｃｕｓ  三 冬 Ⅲ ０ １３
（十七）椋鸟科

　　３２．丝光椋鸟Ｓｔｕｒｎｕｓｓｅｒｉｃｅｕｓ  三 留 Ⅰ Ⅱ ０ ４４
（十八）梅花雀科

　　３３．白腰文鸟Ｌｏｎｃｈｕｒａｓｔｒｉａｔａ  　 留 Ⅱ Ⅳ ２ １８
（十九）雀科

　　３４．麻雀Ｐａｓｓｅｒ  三、日、澳 夏 Ⅰ　Ⅲ Ⅳ ２０５ １２２
（二十）山雀科

　　３５．大山雀Ｐａｒｕｓｍａｊｏｒ  三、日、澳 夏 Ⅰ ０ ３
（十三）扇尾莺科

　　３６．褐山鹪莺Ｐｒｉｎｉａｐｏｌｙｃｈｒｏａ  　 留　 Ⅰ Ⅲ ４ ０
（十四）

&

科

　　３７．红喉姬
&

Ｆｉｃｅｄｕｌａｐａｒｖａ  三 夏 Ⅰ ０ １
（十五）鸦科

　　３８．喜鹊ＰｉｃａＰｉｃａ  三、日 留 Ⅰ ０ １
（十六）鸦雀科

　　３９．灰喉鸦雀Ｐａｒａｄｏｘｏｒｎｉｓａｌｐｈｏｎｓｉａｎｕｓ  三 留 Ⅰ Ⅱ Ⅳ ８５ １１７
（十七）燕科

　　４０．家燕Ｈｉｒｕｎｄｏｒｕｓｔｉｃａ  三 留 Ⅰ　Ⅲ Ⅳ ３６９ ９５
　　４１．金腰燕Ｃｅｃｒｏｐｉｓｄａｕｒｉｃａ  三、日 夏 Ⅲ ０ ７９
　　４２淡色崖沙燕Ｒｉｐａｒｉａｒｉｐａｒｉａ  三　 留 Ⅰ ２０ ３３
（十八）燕雀科

　　４３．金翅雀Ｃａｒｄｕｅｌｉｓｓｉｎｉｃａ  三、日、澳 留 Ⅰ Ⅱ Ⅳ ５１ １１４
（十九）莺科

　　４４．棕脸
&

莺Ａｂｒｏｓｃｏｐｕｓａｌｂｏｇｕｌａｒｉｓ  　 留 Ⅰ Ⅱ　Ⅳ ４８ ８
　　４５．棕头鸦雀Ｐａｒａｄｏｘｏｒｎｉｓｗｅｂｂｉａｎｕｓ  三 旅 Ⅰ Ⅱ Ⅲ ３８ ７
八、隼形目

（二十）鹰科 １ ０
　　４６．普通闎Ｂｕｔｅｏｂｕｔｅｏ  三 留 Ⅲ
九、雁形目

（二十一）鸭科

　　４７．白眼潜鸭Ａｙｔｈｙａｎｙｒｏｃａ  三 旅 Ⅲ ３ ０
　　４８．斑嘴鸭Ａｎａｓｐｏｅｃｉｌｏｒｈｙｎｃｈａ  三 冬 Ⅲ １０ ０
　　４９．赤麻鸭Ｔａｄｏｒｎａｆｅｒｒｕｇｉｎｅａ  三、日 冬 Ⅲ ０ １６
注：：稀有种（ｒａｒｅｓｐｅｃｉｅｓ）；：常见种（ｃｏｍｍｏｎｓｐｅｃｉｅｓ）；：优势种（ｄｏｍｉｎａｎｔｓｐｅｃｉｅｓ）；二：国家二级保护动物（ｔｈｅＣｌａｓｓⅡ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ｐｒｏｔｅｃｅｔｅｄｓｐｅｃｉｅｓ）；三：“三有”保护动物（ｐｒｏｔｅｃｔｅｄｓｐｅｃｉｅｓｏｆｔｈｒｅｅｋｉｎｄｓｅｘｉｓｔｅｎｃｅ）；日：中日候鸟保护（ｍｉｇｒａｔｏｒｙｂｉｒｄｓｐｒｏｔｅｃｔｅｄｂｙＣｈｉｎａａｎｄＪａ
ｐａｎ）；澳：中澳候鸟保护（ｍｉｇｒａｔｏｒｙｂｉｒｄｓｐｒｏｔｅｃｔｅｄｂｙＣｈｉｎａａｎｄＡｕｓｔｒａｌｉａ）；留：留鸟（ｒｅｓｉｄｅｎｔｂｉｒｄｓ）；夏：夏候鸟（ｓｕｍｍｅｒｍｉｇｒａｎｔｂｉｒｄｓ）；冬：冬候鸟
（ｗｉｎｔｅｒｍｉｇｒａｎｔｂｉｒｄｓ）；旅：旅鸟（ｔｒａｖｅｌｌｉｎｇｂｉｒｄｓ）；Ⅰ：农田（ｆａｒｍｌａｎｄ）；Ⅱ：村落（ｃｏｔｔａｇｅ）；Ⅲ：湿地（ｓｗａｍｐ）；Ⅳ：农田·村落（ｆａｒｍｌａｎｄａｎｄｃｏｔ
ｔａｇｅ）。

３９６期 王宇琪，等：乐山机场春秋两季鸟类多样性调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