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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年 ) 月 !$ 日至 !! 月 "* 日、"&&# 年 ’ 月 $ 日至 "$ 日、"&&# 年 ) 月 ) 日至 !! 月 "$ 日，对云南
南涧凤凰山秋季夜间迁移鸟类进行了研究。共网捕迁移鸟 !($ 种 $ $(( 只，分属 !# 目 ") 科，其中红喉姬!、红
点颏、蓝歌鸲等雀形目鸟类数量优势度十分显著，表明该地迁移鸟类以雀形目等中小型鸟类为主。对网捕迁移
鸟进行多样性分析，+,-../.012-.23 指数为 # 4*)，! 指数为 ’ 4!#，总的 " 指数为 "% 4%$，表明该地迁移鸟在
种、属、科等分类阶元的多样性均较丰富。"&&" 和 "&&# 年迁移鸟类多样性 # 检验结果表明，年间、月份间的
多样性差异明显，即凤凰山迁移鸟类动态变化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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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物迁移是动物个体或种群于每年特定季节在

某一区域或栖息地与另一个区域或栖息地间进行的

往返移动行为，尤其是指鸟类和鱼类在一年的特定

季节离开一个区域，后来又回到这个区域的周期性

移动（X;E 8 Y,2.A，!))(）。多样性是评价生物资

源状况的一个重要依据，我国在动物群落多样性等

方面的研究已取得了一些成果，在生物群落多样性

测度方法方面也做过比较系统的探索（G- 8 X;E，

!))’）。目前检测多样性的方法很多，其中 ! 0" 指

数（Z;-.A 8 Z;，!)))）以其方便、快速提供生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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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属间多样性的丰富信息，为研究生物属级与科

级水平多样性提供了有力的手段。近年来，中国西

南部横断山区迁移鸟的环志研究已经加强，但多倾

向于环志标记鸟类个体数量，而对迁移鸟多样性方

面的研究甚少（!"#$ % !"#$，&’’&）。有鉴于此，

我们将从分类系统的各个层面对滇西凤凰山夜间迁

移鸟类多样性予以分析。开展迁移鸟的多样性研究

对认识迁移鸟的群落结构具有一定的理论意义，同

时以多样性指数为依据评价迁移鸟群落状况，从而

为相应的保护与监测措施提供量化依据。

! 方 法

! "! 研究地点及自然概况

凤凰山位于云南大理白族自治州南涧县境内无

量山自然保护区南涧保护片西北端，地理坐标为东

经 (’’)(*+,-.，北纬 &,)/0+/-.，地处南涧县公郎镇、

拥翠乡和碧溪乡交界处，距南涧县城 /’ 12（图 (）。

凤凰山主体呈西北—东南走向，山脉西南(’ 12

图 ( 凤凰山鸟类迁移研究点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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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为呈西北—东南流向的澜沧江，山体东北面延伸

出营盘山、打戛山等小山体，把凤凰山东北区分割

成西南—东北走向的小瓦屋、桂花菁等山谷。秋季

盛行的西南风到凤凰山时受山脉阻挡上抬，使山顶

平均风速为东北面山谷平均风速的 / 倍以上，秋季

南迁的迁移鸟为避开高空大风，多选择沿小瓦屋山

谷飞行。澜沧江蒸发的水汽被西南风带到凤凰山

区，夜间遇低温形成云雾笼罩在凤凰山上部，形成

方圆 (’ 12& 左右的雾区。迁移鸟夜间沿小瓦屋山

谷飞临凤凰山时，受风力阻挡和云雾干扰迷失方

向。此时在迁移鸟经过的山坡和隘口烧火、亮灯，

可诱使迁移鸟飞临灯火处，被鸟网捕获，成为凤凰

山开展鸟类环志的有利地形。南涧自然保护区管理

局在此地建有鸟类环志站，每年秋季网捕迁移鸟环

志。

! "# 研究时间

本项课题共进行了 0 次野外观察，时间分别为

&’’& 年 * 月 (I 日至 (( 月 &- 日、&’’0 年 , 月 I 日

至 &I 日、&’’0 年 * 月 * 日至 (( 月 &I 日，共计 (,J
个野外有效工作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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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方法

! "# " ! 网捕法 于秋季有雾、无月亮和刮西南风

的特定夜晚，在固定网场布网用灯光诱捕迁移鸟

类。网场位于较平缓的东北向山坡，从山脊沿山坡

走向，由高到低，每隔 # $ % &，由西北向东南方

向布一张尼龙鸟网。网的孔径为 #’ &&，长、高分

别为 !( 和 ( "’ &，兜数为 %，网前西南方向地面置

一盏 ! ))) * 的电灯，共布设 # 张网。人站在网旁

监视，及时记录撞网鸟的时间和种类，捕获鸟经鉴

定种类、性别、年龄，环志后释放，对不确定的种

类对照《中国野鸟图鉴》、《中国鸟类野外手册》、

《中国鸟类系统检索表》进行鉴定。

! "# " ( 数据处理 多样性等相关指数分别采用以

下公 式 进 行 计 算（+, - ./0，!112；3/,45 - 3/，
!111）：

（!）67,44849*:,4:; 指数 ! < = >!"# ?85"#；

（(）@/:?80 均匀度指数 $ = ! A !&,B；

（#）相似性指数 %&! = (!（’(# C )(#） A（*’ D
*)） C ’+ C )+；

（2）优势度指数 % =!"( #；
（%）, 9- 指数., 9- = ! > ., A .-。

$ 结果与分析

$ "! 迁移鸟组成

())( 年和 ())# 年秋季南涧凤凰山鸟类环志站

共网捕夜间迁移鸟类 !E’ 种 ’ ’EE 只，隶属于 !# 目

(1 科（表 !）。其中部分种类的数量优势度十分显

著，( 年年均网捕量超过 !)) 只以上的优势种有红

喉姬!、红点颏、蓝歌鸲、小杜鹃、红尾伯劳、黄

脚三趾鹑、厚嘴苇莺、树鹨、池鹭等 1 种，数量分

别为 ’%)、21%、2E!、#E#、##1、(F%、(#2、(!1、

(!’ 只， 分 别 占 总 网 捕 量 的 1 "E#G、 E "2!G、

E ")%G、 % "%1G、 % ")FG、 2 "(EG、 # "%!G、

# "(FG、# "(#G。以上 1 种 # (F( 只，共计占总网

捕量的 21 "!%G，其余 !’E 种 # #1% 只，占总网捕

量的 %) "F%G。科别也十分集中，在所网捕的 (1 科

鸟类中，其中超过 ()) 只的科有!科（# )!E 只）、

杜鹃科（EF1 只）、秧鸡科（2EF 只）、伯劳科（2#2
只）、鹭科（2#( 只）、"#科（#)E 只）、三趾鹑科

（#)( 只）、鸠鸽科（(’’ 只），这 F 个科共计 ’ )(%
只，占网捕迁移鸟总数的 1) "(2G；其余 (! 科 ’%(
只，占 1 "E’G。雀形目鸟类共 # 121 只，占总网捕

量的 %1 "!2G；而非雀形目鸟类 ( E(F 只，占总网

捕量的 2) "F’G。如果加上 !) 月下旬后所记录到白

昼迁过的 22 ))) 多只小型雀形目鸟类，雀形目所

占比例高达 1#G；而非雀形目还不到 EG，可见迁

经凤凰山的迁移鸟是以雀形目等中小型鸟类为主。

$ "$ 迁移鸟多样性

())( 和 ())# 年 秋 季 网 捕 迁 移 鸟 的 67,44849
*:,4:; 指数为 # "F1，相似性指数为 ) "FF2。可见凤

凰山秋季夜间网捕迁移鸟的多样性指数比较高，即

经该地迁移的鸟类多样性比较丰富。多样性指数高

是因 为 均 匀 度 指 数 较 高（) "E%(），优 势 度 较 低

（) ")#’）。如果去掉红喉姬!、红点颏、蓝歌鸲等 1
种数量比较多的优势种数据，尽管总的种数有所减

少，但 67,44849*:,4:; 指数和均匀度分别上升（为

2 "(#、) "F(%）。这 ( 年总的 - 指数为 (% "%’，, 指

数为 2 "!#，标准化 , 9- 指数为 ) "F#F。从各科的

,-/ 值 来 看， 非 单 种 科 有 !’ 科， 占 总 科 数 的

%% "!EG，单种科有 !# 科，占总科数的 22 "F#G。

由于非单种科所占比例较大，而单种科对 - 指数

（.-）的贡献为零，所以 , 9- 指数并不是很高。

# 讨 论

凤凰山 ())# 年网捕鸟种类、数量均比 ())( 年

的多，多样性指数、均匀度指数也比 ())( 年的高；

而 ())# 年的优势度指数却低于 ())( 年，从捕获数

量来看，())( 年捕获量超过 !)) 只的优势种有红喉

姬!、蓝歌鸲、黄脚三趾鹑、红点颏、小杜鹃、红

尾伯劳、厚嘴苇莺、红胸田鸡等 F 种，共 ! %E( 只，

占总网捕量的 %) ")(G；())# 年捕获量超过 !)) 只

的优势种有红点颏、红喉姬!、小杜鹃、蓝歌鸲、

红尾伯劳、池鹭、树鹨、厚嘴苇莺等 F 种共 ! %’!
只，占总网捕量的 22 "!EG。因此，())( 年的优势

度高于 ())# 年（表 (）。

经 0 检验（ 0 = ’ "’21 H 0) ")%，D I = ! "1’)），这

两年的多样性指数差异显著，差异表现在 ( 年的鸟

类组成和数量上的变化。())( 年网捕的迁移鸟中，

有 (F种在())#年没有捕获到，而在())#年又新增

捕到 22 种。网捕迁移鸟数量 !) 只以下的种类、数

量，())# 年都少于 ())( 年；网捕迁移鸟数量 !) $
!)) 只的种类、数量，())# 年略高于 ())( 年；网

捕迁移鸟数量!))只以上，两年都是F种，但比例

())# 年低于 ())( 年，另外前者在数量比例上也要

低于后者。对 ())(、())# 年网捕迁移鸟数量超过

1)只的优势种进行比较，())(年网捕数量较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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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 凤凰山秋季夜间迁移鸟类名录

"#$ % ! &’() *+ ,#-)./’01 2’1/#0)( *0 34015.#01!! 6*.0)#’0( 7./’01 #.).20 2’1/#)’*0
目、科、种名

!"#$"，%&’()*，+,$-($.
数量 /’0123 目、科、种名

!"#$"，%&’()*，+,$-($.
数量!!!

/’0123

!!4554 4556 4554 4556
! 7 鹳形目 8(-02((90"’$. 6: 7 鹰鹃 !"#"$"% %&’()*(+,+-*%!! ;: <<

= 7 鹭科 /"#$(#&$ 6> 7 棕腹杜鹃 ! . /"0’1!! = 6
= 7 苍鹭 2(-*’ #+3*(*’ ? = 6; 7 四声杜鹃 ! . 4+#(,&5*("%!! =? =6
4 7 草鹭 2 . &"(&"(*’ = 6@ 7 大杜鹃 ! . #’3,("%!! 4: ;>
6 7 绿鹭 6"5,(+-*% %5(+’5"% 6 6< 7 中杜鹃 ! . %’5"(’5"%!! 65 ?>
? 7 池鹭 2(-*,$’ 7’##8"% @= =6: ?5 7 小杜鹃 ! . &,$+,#*&8’$"%!! =>= 4=4
: 7 牛背鹭 6"7"$#"% +7+% ; 6 ?= 7 栗斑杜鹃 ! . %,33*(’5++!! ?
> 7 夜鹭 9:#5+#,(’1 3:#5+#,(’1 =: ?5 ?4 7 翠金鹃 !8’$#+5*% 4’#"$’5"%!! 6
; 7 黄苇$ ;1,7(:#8"% %+3*3%+% ? 6 ?6 7 乌鹃 <"(3+#"$"% $"0"7(+%!! = =
@ 7 紫背苇$ ; . *"(8:584"% 6; =4 ?? 7 噪鹃 ="-:3’4:% %#,$,&’#*’!! 4 ?
< 7 栗苇$ ; . #+33’4,4*"% =@ >@ ?: 7 小鸦鹃 !*35(,&"% 5,"$,"!! : 6

" 7 隼形目（鹰形目）%&)-02(90"’$. # 7 %形目!! +3"(A(90"’$.
4 7 鹰科 /--(,(3"(#&$ =5 7 鸱%科!! +3"(A(#&$

=5 7 松雀鹰 2##+&+5*( )+(0’5"% = ?> 7 红角% >5"% %#,&%!! = ;
$ 7 鹤形目 B"1(90"’$. % 7 夜鹰目!! 8&,"(’1)A(90"’$.

6 7 三趾鹑科 C1"2(-(#&$ == 7 夜鹰科!! 8&,"(’1)A(#&$
== 7 黄脚三趾鹑 ?"(3+1 5’3@+ 45= @? ?; 7 普通夜鹰 !’&(+4"$0"% +3-+#"%!! = =
=4 7 棕三趾鹑 ? . %"%#+5’5,( ; =5 ?@ 7 长尾夜鹰 ! . 4’#("("%!! =

? 7 秧鸡科 D&))(#&$ & 7 雨燕目!! /,0#(90"’$.
=6 7 普通秧鸡 A’$$"% ’B"’5+#"% = =4 7 雨燕科!! /,0#(#&$
=? 7 蓝胸秧鸡 A . %5(+’5"% ?6 ?6 ?< 7 白喉针尾雨燕 C+("3-’&"% #’"-’#"5"%!! =
=: 7 白喉斑秧鸡 A . *"(+D,3,+-*% = :5 7 白腰雨燕 2&"% &’#+/+#"%!! ; <
=> 7 小田鸡 E,(D’3’ &"%+$$’ ? : := 7 小白腰雨燕 2 . ’//+3+%!! ; =4
=; 7 红胸田鸡 E . /"%#’ =5= @4 ’ 7 佛法僧目!! 80"&-((90"’$.
=@ 7 棕背田鸡 E . 7+#,$,( 6> ?= =6 7 翠鸟科!! /)-$#(2(#&$
=< 7 白胸苦恶鸟 24’"(,(3+% &8,*3+#"("% 4= 45 :4 7 普通翠鸟 2$#*-, ’558+%!! =: 66
45 7 董鸡 F’$$+#(*1 #+3*(*’ 6 = :6 7 白胸翡翠 C’$#:,3 %4:(3*3%+%!! =
4= 7 黑水鸡 F’$$+3"$’ #8$,(,&"% 6< 6; :? 7 蓝翡翠 C’$#:,3 &+$*’5’!! >; >?

( 7 &形目 8E&"&#"((90"’$. =? 7 佛法僧科!! 80"&-((#&$
: 7 &科 8E&"&#"((#&$ :: 7 三宝鸟 ="(:%5,4"% ,(+*35’$+%!! =

44 7 灰头麦鸡 G’3*$$"% #+3*(*"% 4= ; ) 7 ’形目!! F(-(90"’$.
> 7 鹬科 +-0)0,&-(#&$ =: 7 啄木鸟科!! F(-(#&$

46 7 矶鹬 ?(+30’ 8:&,$*"#,% : :> 7 蚁’ H:31 5,(B"+$$’!! 4; =>
4? 7 针尾沙锥 F’$$+3’0, %5*3"(’ > = &$ 7 雀形目!! F&..$"(90"’$.
4: 7 扇尾沙锥 F . 0’$$+3’0, = < => 7 百灵科!! /)&1#(#&$
4> 7 丘鹬 <#,$,&’1 ("%5+#,$’ 45 =4 :; 7 歌百灵 I+(’/(’ J’)’3+#’!! =

* 7 鸽形目 80)1’G(90"’$. =; 7 燕科!! H("12#(2(#&$
; 7 鸠鸽科 80)1’G(#&$ :@ 7 金腰燕 C+("3-, -’"(+#’!! 6

4; 7 厚嘴绿鸠 ?(*(,3 #"()+(,%5(’ = =@ 7 "#科!! I03&-())(#&$
4@ 7 楔尾绿鸠 ? . %&8*3"(’ :; :6 :< 7 山"# K*3-(,3’358"% +3-+#"%!! 4 >;
4< 7 点斑林鸽 !,$"47’ 8,-0%,3++ < < >5 7 白"# I,5’#+$$’ ’$7’!! ?
65 7 山斑鸠 <5(*&5,&*$+’ ,(+*35’$+% ?: :? >= 7 田鹨 2358"% 3,)’*%**$’3-+’*!! 6 ==
6= 7 火斑鸠 >*3,&,&*$+’ 5(’3B"*7’(+#’ =< =: >4 7 树鹨 2 . 8,-0%,3+!! @: =6?
64 7 绿翅金鸠 !8’$#,&8’&% +3-+#’ ? >6 7 山鹨 2 . %%:$)’3"%!! =

+ 7 鹦形目 F.(33&-(90"’$. =< 7 山椒鸟科!! 8&’,$,E&A(#&$
@ 7 鹦鹉科 F.(33&-(#&$ >? 7 暗灰鹃( !,(’#+3’ 4*$’%#8+%5,%!! ? @

66 7 灰头鹦鹉 E%+55’#"$’ 8+4’$’:’3’ >4 ?: 45 7 鹎科!! F*-20203(#&$
, 7 鹃形目 81-1)(90"’$. >: 7 黄臀鹎 E:#3,3,5"% 1’358,((8,"%!! 6 =

< 7 杜鹃科 81-1)(#&$ 4= 7 伯劳科!! J&2((#&$
6? 7 红翅凤头鹃 !$’4’5,( #,(,4’3-"% > : >> 7 虎纹伯劳 L’3+"% 5+0(+3"% =

（续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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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上表）

目、科、种名

!"#$"，%&’()*，+,$-($.
数量 /’0123 目、科、种名

!"#$"，%&’()*，+,$-($.
数量!!!

/’0123

!!4554 4556 4554 4556
78 9 红尾伯劳 ! " #$%&’(’)& :6; 45< ::: 9 火尾希鹛 *%+,( %-+.’%+#’(!! :
7= 9 棕背伯劳 ! " &#/(#/ 6 ::4 9 白领凤鹛 0)/%+( 1%(123(’(!! : :
7> 9 灰背伯劳 ! " ’24/$.+.’)& 6> ;4 ::6 9 棕肛凤鹛 0 " .##%4%’(,%&!! :

44 9 黄鹂科 !"(0)(#&$ ::< 9 褐翅缘鸦雀 5($(1.6.$+%& 7$)++2)&!! :
85 9 黑枕黄鹂 8$%.,)& #/%+2+&%& :6 4< 6）莺亚科!! +*)?((2&$
8: 9 朱鹂 8 " ’$(%,,%% : ::; 9 栗头地莺 92&%( #(&’(+2.#.$.+(’(!! : :

46 9 卷尾科 @(-"1"(#&$ ::7 9 鳞头树莺 :2’’%( &;)(32%#24&!! 48 67
84 9 黑卷尾 <%#$)$)& 3(#$.#2$#)& : ::8 9 日本树莺 : " 1%4/.+2!! : :
86 9 灰卷尾 < " ,2)#.4/(2)& 4 ::= 9 大树莺 : " 3(=.$!! :
8< 9 古铜色卷尾 < " (2+2)& < ::> 9 异色树莺 : " >,(?.,%?(#2)&!! :
8; 9 发冠卷尾 < " /.’’2+’.’’)& 6 < :45 9 黄腹树莺 : " $.7)&’%42&!! 46

4< 9 椋鸟科 +31"2(#&$ :4: 9 斑胸短翅莺 @$(1A4’2$)& ’/.$(#%#)&!! :>
87 9 灰头椋鸟 B’)$+)& 3(,(7($%#)& : 4 :44 9 中华短翅莺 @ " ’(#&(+.C&D%)&!! 6

4; 9 岩鹨科 A"12$))(#&$ :46 9 高山短翅莺 @ " &227./3%!! ;
88 9 棕胸岩鹨 5$)+2,,( &’$.4/%(’( 6 : :4< 9 小蝗莺 !.#)&’2,,( #2$’/%.,(!! ::

47 9 !科 B1.-(-&,(#&$ :4; 9 矛斑蝗莺 ! " ,(+#2.,(’(!! 46 >
:）鸫亚科 C1"#(2&$ :47 9 稻田苇莺 E#$.#24/(,)& (-$%#.,(!! 8

8= 9 锈腹短翅鸫 @$(#/A4’2$A6 /A42$A’/$( : :48 9 钝翅稻田苇莺 E " #.+#%+2+&!! :
8> 9 白喉短翅鸫 @ " ,2)#.4/$A& = : :4= 9 厚嘴苇莺 E#$.#24/(,)& (21.+!! :4> :5;
=5 9 蓝短翅鸫 @ " 3.+’(+( :: = :4> 9 黄腹柳莺 5/A,,.&#.4)& (>>%+%&!! :
=: 9 红点颏 !)&#%+%( #(,,%.42 :=5 6:; :65 9 褐柳莺 5 " >)&#(’)&!! 6 4
=4 9 蓝点颏 ! " &?2#%#( : : :6: 9 烟柳莺 5 " >),%-%?2+’2$!! := =
=6 9 黑胸歌鸲 ! " 42#’.$(,%& 4 :64 9 棕眉柳莺 5 " ($3(+1%%!! :4 47
=< 9 黑喉歌鸲 ! " .7&#)$( : :66 9 黄眉柳莺 5 " %+.$+(’)&!! =< ;>
=; 9 栗腹歌鸲 ! " 7$)++2( : ; :6< 9 黄腰柳莺 5 " 4$.$2-),)&!! 4> ;>
=7 9 蓝歌鸲 ! " #A(+2 476 45= :6; 9 双斑绿柳莺 5 " 4,)372%’($&)&!! :
=8 9 红胁蓝尾鸲 9($&%-2$ #A(+)$)& 6 : :67 9 冕柳莺 5 " #.$.+(’)&!! =
== 9 金色林鸲 9 " #/$A&(2)& : :68 9 暗绿柳莺 5 " ’$.#/%,.%12&!! < 4=
=> 9 白眉林鸲 9 " %+1%#)& : :6= 9 冠纹柳莺 5 " $2-),.%12&!! :6
>5 9 北红尾鸲 5/.2+%#)$)& ()$.$2)& ; :6 :6> 9 金眶!莺 B2%#2$#)& 7)$D%%!! 4
>: 9 红尾水鸲 F/A(#.$+%& >),%-%+.&)& : :<5 9 灰脸!莺 B2%#2$#)& 4.,%.-2+A&!! :
>4 9 白腹短翅鸲 G.1-&.+%)& 4/.2+%?)$.%12& :7 <）!亚科!! B1.-(-&,(2&$
>6 9 白尾蓝地鸲 :%+#,%1%)3 ,2)#)$)3 7 :: :<: 9 白眉姬! H%#21),( I(+’/.4A-%(!! : :7
>< 9 紫宽嘴鸫 :.#/.( 4)$4)$2( : :<4 9 黄眉姬! H " +($#%&&%+(!! 4
>; 9 黑喉石) B(6%#.,( ’.$;)(’( < < :<6 9 鸲姬! H " 3)-%3(D%!! 4
>7 9 灰林) B " >2$$2( > << :<< 9 红喉姬! H " 4($?(!! <54 4<=
>8 9 栗腹矶鸫 *.+’%#.,( $)>%?2+’$%& < < :<; 9 橙胸姬! H " ( &’$.4/%(’(!! : :
>= 9 蓝矶鸫 * " &.,%’($%)& 4= :5 :<7 9 棕胸蓝姬! H " /A42$A’/$(!! 4 ;
>> 9 紫啸鸫 *A%.4/.+2)& #(2$),2)& 7 4< :<8 9 锈胸蓝姬! H " /.1-&.+%%!! = :
:55 9 橙头地鸫 J..’/2$( #%$’$%+( < : :<= 9 小斑姬! H " C2&’2$3(++%!! :
:5: 9 白眉地鸫 J " &%7%$%#( ; : :<> 9 灰蓝姬! H " ,2)#.32,(+)$(!! : 4=
:54 9 长尾地鸫 J " 1%6.+% 7 8 :;5 9 白腹姬! H " #A(+.32,(+(!! 4
:56 9 虎斑地鸫 J..’/2$( 1()3( :< :> :;: 9 小仙! K%,’(?( 3(#-$%-.$%(2!! 7
:5< 9 黑胸鸫 9)$1)& 1%&&%3%,%& <> <5 :;4 9 棕腹大仙! K " 1(?%1%!! 8
:5; 9 灰翅鸫 9 " 7.),7.), < :;6 9 棕腹仙! K " &)+1($(!! :5 65
:57 9 乌鸫 9 " 32$),( : :;< 9 山蓝仙! K " 7(+A)3(&!! :5 7
:58 9 褐头鸫 9 " >2(2 : :;; 9 棕腹蓝仙! K " ?%?%1(!! ;
:5= 9 白眉鸫 9 " .7&#)$)& 4; 4; :;7 9 灰颊（淡颏）仙! K " 4.,%.-2+A&!! :

4）画眉亚科 C(’&)((2&$ :;8 9 海南蓝仙! K " /(%+(+(!! 6
:5> 9 小鳞胸鹪鹛 5+.24A-( 4)&%,,( 4 :;= 9 北灰! *)&#%#(4( ,(’%$.&’$%&!! 4 :4
::5 9 红嘴相思鸟 !2%.’/$%6 ,)’2( : :;> 9 斑! * " &’$%(’( <

（续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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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上表）
目、科、种名

!"#$"，%&’()*，+,$-($.

数量 /’0123 目、科、种名

!"#$"，%&’()*，+,$-($.

数量!!!

/’0123

!!4554 4556 4554 4556
785 9 乌! ! " #$%$&$’( : 78; 9 黑头金翅雀 )(&*+,-$# (.%$/+(!! 6
787 9 褐胸! ! " .+00+$ 7 ; 78< 9 藏黄雀 ) " 01$%,0(2(!! 7
784 9 棕尾褐! ! " 3,&&+/$2,( 4 ; 78= 9 普通朱雀 ) " ,&401&$2+#!! 8 77
786 9 铜蓝! ! " 01(-(##$2( 6 4 7;5 9 栗* 5.%,&$6( &+0$-(!! 6< :

4; 9 太阳鸟科 >$-3&"(2((#&$ 7;7 9 黄胸* 5 " (+&,7-(!! ?
78: 9 蓝喉太阳鸟 8,01794/( /7+-*$(, 7 7;4 9 灰头* 5 " #97*7’,91(-(!! 4 7

4< 9 绣眼鸟科 @0.3$"0,(#&$ 7;6 9 灰眉岩* 5 " ’$(!! ; 4
78? 9 暗绿绣眼鸟 :7#0,&79# ;(972$’( 6 7;: 9 栗耳* 5 " 3+’(0(!! : ;
788 9 灰腹绣眼鸟 : " 9(-9,%&7#( 7 7;? 9 小* 5 " 9+#$--(!! = 7

4= 9 雀科 %"(2A())(#&$ 7;8 9 凤头* !,-791+# -(01(.$ 6 6

表 ! !""!—!""# 年秋季凤凰山网捕迁移鸟类多样性指数

$%& ’ ! ()*+,-)./ )01+2 34 5%6.7,+1 8)9,%0.- )0 :+09;7%09 <370.%)0- 17,)09 %7.780 8)9,%.)30 !""! = !""#
种类 +,$-($. 数量 >0 9 多样性指数 <B 均匀度指数 = 优势度指数 )

4554 年 764 6 7:6 6 C;7" 5 C;857 5 C5::
4556 年 7:< 6 ?6: 6 C=4 5 C;<68 5 C56:

" > D 5 C5?（ 0E3$.3）9

红喉姬!、黄脚三趾鹑、蓝歌鸲，在 4556 年的网

捕量都明显下降，而红点颏、池鹭、红尾伯劳、树

鹨、鹰鹃的网捕量都有不同程度的上升，表明迁移

种类的数量方面也存在动态变化。

秋季各月网捕迁移鸟种类、数量及多样性指数

均存在一定差异，其中 75 月份比其他各月高，= 月

其次，而后依次是 77、<、; 月。 0 检验表明各月间

的多样性指数均存在显著差异，也就是说迁经凤凰

山的鸟类种类、数量存在明显的季节差异。即不同

鸟类迁到凤凰山不仅在时间不一样，而且在数量上

也不一样。

凤凰山 4556 年网捕迁移鸟类新增 ? 个科，但

这 ? 科为单种科，对 ? 指数的贡献为 5，所以 4556
年的 ? 指数高于 4554 年的 ? 指数并非由新增科而

增加的，而是由新增加的属、种所贡献的。4556 年

的科、属间多样性都比 4554 年的高，另外，标准

化的 @ E? 指数也高于后者。

经种、属和科 6 个分类等级水平的多样性分

析，凤凰山秋季迁移鸟类 4554 和 4556 年在各个水

平上的多样性都存在着一定的差异，然而两年所捕

获迁移鸟的种类存在一定的相似性。在这两年网捕

的鸟类中雀形目鸟类所占比例很高，分别占 4554
和 4556 年所捕鸟类种数的 ?< C5;F和 85 C7F，由此

可见雀形目种类迁移数量的变化，会对秋季鸟类迁

移数据产生一定的影响。4554 和 4556 年雀形目鸟

类迁移种类的相似性指数为 5 C<<5 ;，表明两年秋

季雀形目鸟类迁移鸟种类的相似性程度也很高，但

是又比总的相似性指数略低，这表明这两年雀形目

鸟类的迁移鸟种类变动较大，从而引起这两年鸟类

的迁移动态变化较大。同时，网捕迁移鸟的年度差

异也可能与两年间气候因子变化有关。

致谢：浙江林学院王懿祥提供资料查询帐户，

中科院昆明分院魏天昊提供哀牢山鸟类迁移部分研

究资料，谨致衷心的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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