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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年 (# 月 & "### 年 (" 月间，作者对天津地区的 "# 处湿地的水鸟进行了调查，共记录到水鸟 (#) 种，分

属 ) 目 (+ 科 $* 属。其中候鸟 (#$ 种，占总数的 *,- ". 。!形目和雁形目无论在种类上还是在数量上都占绝对优

势，分别占水鸟群落种类组成的 +(- (. 和 $(- (. 。记录到 包 括 东 方 白 鹳（!"#$%"& ’$(#"&%&）、黑 鹳（!"#$%"& %")*&）、

丹顶鹤（+*,- .&/$%0%-"-）、白鹤（+*,- 10,#$)0*&%,-）、大鸨（23"- 3&*4&）及遗鸥（5&*,- *01"#3,-）在内的国家 / 级保护物种

, 种。记录到国家 // 级保护物种 % 种，分别为白枕鹤（+*,- 6"/"$）、蓑羽鹤（ 7%38*$/$"40- 6"*)$）、灰鹤（+*,- )*,-）、海

鸬鹚（98&1&#*$#$*&: /01&)"#,-）、大天鹅（!()%,- #()%,-）、小天鹅（!; #$1,<’"&%,-）、疣鼻天鹅（!; $1$*）、白额雁（ 7%-0*

&1’"=*$%-）。对包 括北大港水库、团泊洼水库、七里海水库及尔王庄水库在内的 + 个重点调查区域进行水鸟多样性

分析表明，北大港水库的物种多样性及科、属多样性均较高，且有众多的珍稀物种，是一个重要的水鸟停歇地，应加

强对该区域的保护。此外，本文提出在分析生物群落多样性时，应将分类因素与物种的数量因素综合起来考虑，因

而同时使用 012 指数与 3456676189:6:; 指数，可更为全面地评价某一地区的群落多样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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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期 张淑萍等：天津地区水鸟区系组成及多样性分析 "#$%%

!" 引言

天津位于渤海湾西岸，在距今约 $ 万年左右的

第四纪冰期后，由于气候转暖，冰川融化，海水入侵

古渤海盆地，天津的大部分地区被海水淹没。后来

由于海水逐渐东退而形成了该地区湖泊、洼淀及河

流众多的湿地景观。南运河、子牙河、大清河、永定

河及潮白—蓟运河五大水系流经天津，河与河之间

形成封闭的时令性泻洪洼淀。全市蓄水工程总库容

为 "#& !$ 亿 ’! ，大型水库 " 座，中 小 型 水 库 () 座。

该地区独特的地理位置及丰富的湿地资源使其成为

亚太地区候鸟南北迁徙路线的重要停歇地，每年春

秋季都有大批水鸟迁徙经过此地并在此停歇，其中

包括许多珍稀濒危物种。此外，一些物种还选择该

地区作为繁殖地和越冬地。

以往对天津地区鸟类的研究较为薄弱，仅有个

别点的 短 期 性 种 类 调 查 工 作（ 陆 健 健，$**)；李 百

温，$**$；李 湘 涛，钱 法 文，$**(；张 正 旺 等，$**#），

缺乏深入、系统的研究。近年来由于这一地区经济

的迅速发展，大量的开发以及乱捕滥猎，致使许多天

然的水鸟栖息地遭到破坏，大批水鸟被捕杀，在此停

歇、越冬和繁殖的水鸟特别是许多珍稀水鸟的种类

和数量正呈下降趋势。由于对该地区水鸟的保护关

系到整个沿该线路迁徙的水鸟的生存状况，因此对

天津地区的水鸟群落及其与环境的关系进行深入的

研究具有重要意义。

鉴于此，笔 者 于 $**+ 年 $) 月 , "))) 年 $" 月

间，以 北 大 港 水 库、团 泊 洼 水 库、七 里 海、尔 王 庄 水

库、西河—岳龙 及 沿 海 的 塘 沽、汉 沽 为 重 点 研 究 区

域，对天津地区的 ") 处湿地环境中的水鸟进行了调

查，其成果将为天津地区的水鸟及湿地保护提供依

据。

#" 研究地区概况

天津地 处 华 北 平 原 的 东 北 部，地 理 位 置 介 于

$$(-."/ , $$#-)!/0，!#-!!/ , .)-$1/2，东 临 渤 海，

北、西、南三面与河北 省 接 壤，面 积 $$ (() 3’" 。地

势西北部高，东北部低。平原面积为全市总面积的

*1& .4 。该地区的沿海滩涂主要分布在汉沽、塘沽、

大港 ! 个区，平均海拔为 ) , "& 1 ’，位于 $$+-$1/ ,
$$#-)!/0，!#-!./ , !*-")/2，面 积 为 "#(& )+ 3’" 。

植物群落属于滨海盐生植物群落类型，主要优势种

有：盐地碱蓬（!"#$%# &#’%&#）、芦苇（()*#+,-*$& ./01
0",-&）、碱菀（2*-3/’-"0 4"’+#*$）、獐毛（5$’"*/3"& ’-61
6/*#’-&）等。

湖泊、洼、淀主要分布于汉沽、塘沽、大港、宁河、

武清、宝坻、静海、蓟县等地。主要湖泊、水库有北大

港水库、团泊洼水库、尔王庄水库、于桥水库、七里海

水库、东丽湖、鸭淀水库等 $( 处；大面积洼地有大黄

堡、尔王庄、黄庄、西河、岳龙等。主要植被包括沼泽

芦苇群落、大面积农田以及苔草（7#*$8 566& ）、金鱼

藻（7$*#6/3)9’’"0 %$0$*&"0）等沉水植物群落。

该地区属 暖 温 带 大 陆 性 季 风 气 候，四 季 分 明。

春季多风，干旱少雨；夏季炎热，雨季集中；秋季凉爽

宜人；冬 季 寒 冷，干 燥 少 雪。 全 市 年 平 均 气 温 在

$$7 , $"7 ，$ 月平均气温为 8 .7 ，+ 月平均气温为

"(7 。无霜 期 为 $## 天。全 年 降 水 量 为 1)) , +))
’’，降水日数 (1+" 天。夏 季 降 水 量 占 全 年 降 水 量

的 +(4 左右。

$" 研究方法

$% !" 调查方法

本次研究采用步行调查和水路调查相结合的方

法，以直接记数法进行水鸟种类及数量的调查。对

面积较小的水域采用步行调查法；对面积较大的湖

泊、水库采 用 岸 边 步 行 与 水 路 调 查 相 结 合 的 方 法。

在记数时，将精确记数与估算相结合，对数量较小的

群体采取“ 集团统计法”，即将水禽分成不同的小集

团，每个集团可以为 $) 个、$)) 个、$))) 个水禽（ 根

据群数大小 而 定），根 据 对 集 团 数 的 统 计 推 算 鸟 类

的总数 以 及 群 体 中 各 种 类 所 占 的 百 分 比（9:;<5，
$**)）。湖泊调 查 的 路 线 均 为 湖 泊 的 周 长，海 岸 调

查的路线平均长度为 ! 3’。

调查区域为离岸边约 1)) ’ 内的水域范围。观

察并记录所见到的水鸟种类、数量、活动状态及生境

概况。在迁徙季节内，每隔 $ , " 天对定点观察的区

域调查一次。调查 时 间 秋 季 为 + ! )) , $. ! ))，春

季为 (! )) , $1! ))。非 迁 徙 季 节 每 月 调 查 一 次，

调查 周 期 为 + , $) 天，调 查 时 间 冬 季 为 + ! )) ,
$.! ))，夏季为 .! !) , $"! ))。

$% #" 多样性指数

水鸟多样性分析采用 =>?@@:@ABC<@<D 多样性指

数和 EAF 指数（ 蒋志刚，纪力强，$***），分别反映物

种的多样性和科、属的多样性。两种指数公式如下：



!"!## 生 物 多 样 性 # # !"#$"%&’(")* +,"&-,& $% 卷

（$）&’())*)+,-.)./ 指数：

./ 0 1#
+

" 0 $
（2"）（ 0*1!2"）

其中，./为多样性指数，+ 为总 的 种 数，2" 为 第 " 种

物种数与总物种数的比值。

（!）2+3 指数：

3 指数（ 科的多样性）：34 0 #
5

6 0 $
347

其中，347 为 6 科中的物种多样性，其计算公式为

347 0 1#
-

" 0 $
2" 0)2"

2" 为群落中 6 科 " 属中的物种数占 6 科物种总数的

比值，- 为 6 科中的属数，5 为群落的科数。

2 指数（ 属的多样性）：3" 0 1#
8

9 0 $
:" 0):"

其中 :" 为群落中 " 属的物种数与总的物种数之比，8
为群落中的属数。

2+3 指数：34; 0 $ 4
3;

34

如果该地区仅有一个物种，或仅有几个分布在

不同科的物种，则定义该地区 2+3 指数为零。

!" 结果

!# $" 水鸟区系组成

从 $556 年 $% 月 7 !%%% 年 $% 月，通过对 !% 个

调查点的野外考察，共记录到水鸟 $%6 种，分属 6 目

$8 科 95 属（ 见 表 $）。 候 鸟 有 $%9 种，占 总 数 的

5:; !< ，其 中 尤 以 旅 鸟 占 优 势，共 6: 种，占 总 数 的

6$; $< 。!形目和雁形目无论在种类上还是在数量

上都占绝对优势，分别占水鸟群落组成的 8$; $< 和

9$; $< ，其 中，银 鸥（ <=’>( =’?&-)=)>( ）、红 嘴 鸥

（<@ ’"$"A>-$>(）、环 颈!（ BC=’=$’">( =D&E=-$’"->(）、

凤头麦鸡（F=-&DD>( %=-&DD>(）、黑翅长脚鹬（."5=-)#G
8>( C"5=-)#8>(）、骨 顶 鸡（ 4>D",= =)’=）、红 头 潜 鸭

（H*)C*= I&’"-=）、斑 嘴 鸭（ H-=( 8#,"D#’C*-,C=）、绿 头

鸭（H@ 8D=)*’C*-,C#(）、罗 纹 鸭（ H@ I=D,=)=）、针 尾 鸭

（H@ =,>)=）等 在 迁 徙 季 节 集 成 大 群，成 为 所 在 水 域

鸟类群落的优势种。

该地区的水 鸟 中，属 国 家 = 级 保 护 物 种 的 有 :
种，包 括 东 方 白 鹳（ B",#-"= A#*,"=-=）、黑 鹳（ B@
-"?’=）、丹顶鹤（;’>( 9=8#-&-("(）、白鹤（;@ D&>,#?&’=G
->(）、大 鸨（J)"( )=’$=）、遗 鸥（ <=’>( ’&D",)>(）。属 国

家 == 级保 护 物 种 的 有 " 种，包 括 海 鸬 鹚（ 2C=D=,’#G
,#’=E 8&D=?",>(）、大 天 鹅（ B*?->( ,*?->(）、小 天 鹅

（B@ ,#D>5A"=->(）、疣鼻天鹅（B@ #D#’）、白额雁（H-(G
&’ =DA"I’#-(）、灰鹤（;’>( ?’>(）、白枕鹤（;@ %"8"#）、蓑

羽鹤（H-)C’#8#"$&( %"’?#）。$555 年 在 北 大 港 水 库 记

录到 "%% 余只东方白鹳，说明天津地区应是该物种

的一个重要停歇地。此外，受到全世界保护的鹤类

中有 > 种在北大港水库停歇，其中灰鹤还在团泊洼

水库、宁河县附近的农田越冬。除此之外，还有一些

物种虽未列入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名单，但却受

到国际保护 组 织 的 关 注，如 被 列 入《 亚 太 地 区 具 有

特殊保护意 义 的 迁 徙 水 鸟 名 录》中 的 种 类，包 括 紫

背苇 千干鸟（ KE#A’*,C>( &>’C*)C5>(）、鸿 雁（ H-(&’ ,*?G
-#"$&(）、花 脸 鸭（ H-=( I#’5#(=）、青 头 潜 鸭（ H*)C*=
A=&’"）、白眼潜鸭（H@ -*’#,=）、灰头麦鸡（F=-&DD>( ,"G
-&’&>(）、半蹼鹬（<"5-#$’#5>( (&5"8=D5=)>(）、黑嘴鸥

（<=’>( (=>-$&’("）等。

!# %" 重点调查区域水鸟多样性分析

对天津地区 8 个重点调查区域的水鸟群落进行

多样性分析，结果列于表 !。

&" 讨论

天津地处我国候鸟南北迁徙路线东线的中段偏

北，该地区众多的大型水库、湖泊、原生沼泽以及纵

横交错的河流及渤海湾的滩涂可为大量南北迁徙的

水鸟提供停歇地。从表 $ 可以看出，途经天津地区

的候鸟数量达 $%9 种之多，其中包括许多珍稀濒危

物种，因此该地区对我国迁徙水鸟的保护具有重要

意义，其湿地环境的质量直接关系到我国乃至亚太

地区迁徙水鸟的生存。

与以往的调查资料相比，我们可以看出在天津

地区繁殖的鸟类种类正在逐年减少。在我们的调查

中仅记录到 $6 种繁殖水鸟（ 表 $）。而据 $5": 年张

正旺等人的调查，仅团泊洼水库就记录到夏候鸟 :%
种，在湖区的西南部浅水区域有大量水鸟繁殖，如斑

嘴鸭（ H-=( 8#,"D#’C*-,C=）、骨 顶 鸡（ 4>D",= =)’=）等

（ 张正旺等，$55"）。我们认为这与近年来该地区的

生境改变及人为干扰等因素有关。一方面由于该地

区夏季气候炎热，近几年又遭遇了罕见的旱情，许多

湿地都严重 缺 水，一 些 大 型 水 库 如 团 泊 洼 水 库，到

$555 年 : 月已 基 本 干 涸；另 一 方 面，该 地 区 的 人 为

干扰较为严重，春末的渔业生产以及狩猎都严重影

响了水禽的栖息环境，一些水库甚至用汽艇驱赶水

禽 。在 这 两 方 面 因 素 的 作 用 下 ，途 经 天 津 的 许 多 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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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 天津地区水鸟名录
%&’() *$ + (,-. /0 .1) 2&.)3’,34- /0 %,&56,5

科名

7&8,(,)-
种名

9:);,)-

数量等级

<=&5.,.>
?3&4)

记录地点

@);/34)4 -,.)-

停留月份

@)-.,5?
8/5.1-

保护级别

A3/.);.,/5
?3&4)

"#科 A/4,;,:)4,)4&)

鸬鹚科 A1&(&;3/;/3&;,4&)

鹭科 +34),4&)

鹳科 B,;/5,,4&)

鸭科 +5&.,4&)

鹳科 C3=,4&)

秧鸡科 @&((,4&)

鸨科 D.,4&)
蛎鹬科 E&)8&./:/4,4&)
反嘴鹬科 @);=3F,3/-.3,4&)

燕!科 C(&3)/(,4&)
!科 B1&3&43,,4&)

小"# %&!"#$%&’() *(+,!-..,)
角"# /-0,!1&) %(*,’()
凤头"# /2 !*,)’%’()
普通鸬鹚 /"%.%!*-!-*%3 !%*$-
海鸬鹚 /2 &1.%4,!()
大白鹭 54*1’’% %.$%
中白鹭 52 ,6’1*710,%
白鹭 52 4%*81’’%
苍鹭 9*01% !,61*1%
草鹭 92 &(*&(*1%
池鹭 9*01-.% $%!!"()
夜鹭 :#!’,!-*%3 6#!’,!-*%3
绿鹭 ;(’-*,01) )’*,%’()
大麻鳵 ;-’%(*() )’1..%*,)
黄苇鳵 <3-$*#!"() ),616),)
紫背苇鳵 <2 1(*"#’"7()
黑鹳 =,!-6,% 6,4*%
东方白鹳 =2 $-#!,%6%
疣鼻天鹅 =#46() -.-*
大天鹅 =2 !#46()
小天鹅 =2 !-.(7$,%6()
鸿雁 96)1* !#46-,01)
白额雁 92 %.$,+*-6)
灰雁 92 %6)1*
豆雁 92 +%$%.,)
翘鼻麻鸭 >%0-*6% ’%0-*6%
赤麻鸭 >2 +1**(4,61%
赤颈鸭 96%) &161.-&1
罗纹鸭 92 +%.!%’%
花脸鸭 92 +-*7-)%
绿翅鸭 92 !*1!!%
绿头鸭 92 &.%’#*"#6!"-)
斑嘴鸭 92 &-1!,.-*"#6!"%
赤膀鸭 92 )’*1&1*%
针尾鸭 92 %!(’%
白眉鸭 92 ?(1*?(10(.%
琵嘴鸭 92 !.#&1%’%
白眼潜鸭 9#’"#% 6#*-!%
红头潜鸭 92 +1*,6%
青头潜鸭 92 $%1*,
斑背潜鸭 92 7%*,.%
凤头潜鸭 92 +(.,4(.%
长尾鸭 =.%64(.% "#17%.,)
鹊鸭 ;(!1&"%.% !.%64(.%
白秋沙鸭 @1*4() %.$1..()
普通秋沙鸭 @2 71*4%6)1*
灰鹤 A*() 4*()
丹顶鹤 A2 B%&-616),)
白鹤 A2 .1(!-41*%6()
白枕鹤 A2 C,&,-
蓑羽鹤 96’"*-&-,01) C,*4-
董鸡 A%..,!*13 !,61*1%
黑水鸡 A%..,6(.% !".-*-&()
骨顶鸡 D(.,!% %’*%
大鸨 E’,) ’%*0%
蛎鹬 F%17%’-&() -)’*%.14()
反嘴鹬 G1!(*C,*-)’*% %C-)1’’%
黑翅长脚鹬 F,7%6’-&() ",7%6’-&()
普通燕! A.%*1-.% 7%.0,C%*()
灰斑! /.(C,%.,) )?(%’%*-.%
灰头麦鸡 H%61..() !,61*1()
凤头麦鸡 H2 C%61..(
金眶! ="%*%0*,() 0($,()

G G
G

G G
G
G
G
G
G

G G G
G G
G

G G
G

G G
G G
G G
G
G
G
G
G
G
G
G

G G
G G
G G
G G

G G G
G G

G G G
G G G
G G G

G
G G G

G
G G
G

G G G
G G
G G
G G
G

G G G
G G G
G G
G
G
G
G
G
G

G G
G G G

G
G

G G
G G G
G G
G
G

G G G
G G

HI，%J，<K，LM，JN
HI
HI，%J，<K，LM，JN
HI，JN，%J
LN
LM，JN
LM，JN
LM
HI，%J，JN，LM，LK
JN，<K
<K
<K，JN，B%
JN
<K，7O，LK
<K，LK
JN
<K
JN
JN，%J，HI
%J，JN，HI
<K
JN，%J
JN，%J
JN
%J，JN
J%，NK，BB，<P，LK
HI，%J，JN，L<，LK
%J，JN，HI
%J，JN，HI
JN
%J，JN，HI，<J，NK，LK
HI，<K，%J，JN，NK，LK
HI，<K，%J，JN，NK，LK
JN，J%
JN，%J
JN
<K，%J，JN，HI
HI
JN，%J，JN，HI
JN，L<，HI，%J
%J，HI，JN，L<
HI，%J，JN，

JN
HI，NK，JN，%J，LB，<K
HI，NK，LN，LB，JN，%J，<K
HI，JN，NK，%J
%J，LM，<K，LK
JN
<K
JN
JN
LM
LM
HI，%J，JN
7Q
JN
J%，<P
JN，%J，NK
JN，%J
JN
JN，%J
JN，%J，<K，L<，HI，BJ，J%
BB，J%，JN

" R **
S R *T
" R **
*T

! R U
U

S R *T，! R U
U

S R *T
! R *"
V R #
S R *T
S R *T
U R **
V R **
V R **
U，*T
!，**

" R U，** R *"
!

! R U，**
!

! R U，**
!，**
!

!，** R *"
!，** R *"

! R U，** R *"
! R U
! R U

** R *"
! R U，** R **
S R *"，! R U
S R *"，! R U

**
! R U
**

! R U，** R *"
**

! R U
** R *"

**
!，**
!

! R U，*T R *
** R *，" R U
! R U，**
**，U
**
!
!
!

V R S
V R S
! R U
**

*T R **
U R S
V R S
V R S
U
!

! R U，*T R **

W
W
WW
WW
WW

WW
W
W
WW
WW

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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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 （ 续）$ ’()*+ %$ （ ,-./0.1+2）

科名

3(40*0+5
种名

67+,0+5

数量等级

81(./0/9
:;(2+

记录地点

<+,-;2+2 50/+5

停留月份

<+5/0.:
4-./=5

保护级别

>;-/+,/0-.
:;(2+

鹬科 6,-*-7(,02(+

鸥科 ?(;02(+

环颈! ./ 01&20-$’"-3(
剑! ./ 4"0)",310
铁嘴沙! ./ 1&(,4&-031)""
蒙古沙! ./ 5#-6#13(
黑尾塍鹬 7"5#(0 1"5#(0
斑尾塍鹬 7/ 1088#-",0
白腰勺鹬 935&-"3( 0’:30)0
中杓鹬 9/ 840&#83(
红腰杓鹬 9/ 50$060(,0’"&-("(
鹤鹬 ;’"-60 &’*)4’#83(
红脚鹬 ;/ )#)0-3(
林鹬 ;/ 610’&#10
青脚鹬 ;/ -&<310’"0
泽鹬 ;/ ()06-0)"1"(
白腰草鹬 ;/ #,4’#83(
矶鹬 =,)")"( 4*8#1&3,#(
翘嘴鹬 >&-3( ,"-&’&3(
翻石鹬 =’&-0’"0 "-)&’8’&(
半蹼鹬 7"5-#$’#53( (&5"80150)3(
针尾沙锥 ?011"-06# ()&-3’0
扇尾沙锥 ?/ 6011"-06#
丘鹬 +,#1#802 ’3()",#10
弯嘴滨鹬 .01"$’"( @&’’36"-&0
黑腹滨鹬 ./ 018"-0
红腹滨鹬 ./ ,0-3)3(
大滨鹬 ./ )&-3"’#()’"(
三趾滨鹬 ./ 01<0
红胸滨鹬 ./ ’3@",#11"(
长趾滨鹬 ./ (3<5"-3)0
尖尾滨鹬 ./ 0,35"-0)0
阔嘴鹬 7"5",#10 @01,"-&113(
黑尾鸥 70’3( ,’0(("’#()’"(
黑嘴鸥 7/ (03-$&’("
海鸥 7/ ,0-3(
银鸥 7/ 0’6&-)0)3(
灰背鸥 7/ (,4"()"(063(
红嘴鸥 7/ ’"$"<3-$3(
遗鸥 7/ ’&1",)3(
须浮鸥 .41"$#-"0( 4*<’"$0
白翅浮鸥 ./ 1&3,#8)&’0
鸥嘴噪鸥 ?&1#,4&1"$#- -"1#)",0
普通燕鸥 +)&’-0 4"’3-$#
白额燕鸥 +/ 01<"@’#-(
红嘴巨鸥 A*$’#8’#6-& ,0(8"0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AA，AB，C’，CD，’C，8C，8?
AA，AB
CD，AA
AA，AB
CD
AA，C’，8B，3E
8B，C’，CD，FG
AA，AB
AA
AA，C’，8B，FG，CD，’C
AA，C’，8B，’C，CD
CD
CD，AA
CD
AA，AB
HI
AA
AB
AB
AA，AB
AA
8B
AA
AA，’C，D?，CD
8?，CD
AA，AB
AA
AA，AB
AA
AA，AB
AB
FG，’C，8?，C’，AA，8B，CD
HD
CD
C’，FG，’C，8?，CD，AA，8B
CD，’C
8B，CD，C’，’C
CD
C’，AA，CD，’C
C’，8B
CD，C’，8B
C’，CD
CD
CD

#，%%
#

J K #，%& K %!
#
#
#
#
#
#

#，%!
J，%% K %!
J K #，%%
#，%%
#
#

J K #，%% K %!
#
#
#
#

J K #
%& K %%

%&
%&
%&
#
#
#
#
#
#

J K #，%% K %!
J K #

J K #，%& K %!
J K #，L K %!

J
L K M
J K #
# K %%

N
# K %%
J K #
M K %&
# K %%

O

注：%P @ 表示个体数量小于 M&&，@ @ 表示个体数量为 M&& K %&&&，@ @ @ 表示个体数量大于 %&&&。!P 字母的含义分别为：CD：北大港水库，

C’：北塘，AC：潮白河，AA：蔡 家 堡，A’：赤 土，D?：东 丽 湖，FG：尔 王 庄，3E：丰 南 县，3Q：冯 庄，8?：七 里 海，8B：歧 口R马 棚 口，’C：团 泊 洼 水 库，

HA：营城水库，HD：鸭淀，H?：岳龙，H8：于桥水库，HI：宜兴阜，HI：宜兴阜。JP O 表示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OO 表示国家二级保护野生动物

@ 4+(.5 /=+ 0.20S021(* .14)+; -T /=(/ 57+,0+5 05 *-U+; /=(. M&&，@ @ 4+(.5 /=+ 0.20S021(* .14)+; -T /=(/ 57+,0+5 05 M&& K %&&&，(.2 @ @ @ 4+(.5 /=+
0.20S021(* .14)+; 05 =0:=+; /=(. %&&&P O. /=+ ,-*14. -T ;+,-;2+2 50/+5，/=+ *+//+;5 5+7(;(/+*9 ;+7;+5+./ /=+ T-**-U0.: 50/+5：CD：C+02(:(.: ;+5+;S-0;，C’：

C+0/(.:，AC：A=(-)(0 ;0S+;，AA：A(0V0(71，A’：A=0/1，D?：D-.:*0=1，FG：F;U(.:W=1(.:，3E：3+.:.(.，3Q：3+.:W=1(.:，8?：80*0=(0，8B：80X-1RB(7R
+.:X-1，’C：’1(.)-U( ;+5+;S-0;，HA：H0.:,=+.: ;+5+;S-0;，HD：H(20(.，H?：H1+*-.:，H8：H1Y0(- ;+5+;S-0;，HI：H0Z0.:T1P O ;+7;+5+./5 /=+ .(/0-.(* T0;5/R
:;(2+ U0*2*0T+ -T A=0.( T-; 7;-/+,/0-.，(.2 OO ;+7;+5+./5 /=+ .(/0-.(* 5+,-.2R:;(2+ U0*2*0T+ -T A=0.( T-; 7;-/+,/0-.

禽很难找到合适的繁殖场所，造成近年来繁殖水禽

种类稀少，数量下降。因此，为使更多的水禽能留在

天津繁殖，必 须 从 改 善 湿 地 环 境、减 少 人 为 干 扰 着

手，为水禽繁殖提供一些具有浅水区域的较好的湿

地环境。

调查结果表明，在 # 个重点调查区域中，北大港

水库的物种数以及两种多样性指数均较高，且在此

记录到 东 方 白 鹳（ .",#-"0 <#*,"0-0）、丹 顶 鹤（ ?’3(
B08#-&-("(）、白枕 鹤（ ?/ %"8"#）、蓑 羽 鹤（ =-)4’#8#"$&(
%"’6#）、大 天 鹅（ .*6-3( ,*6-3(）、疣 鼻 天 鹅（ ./
#1#’）、小天鹅（./ ,#135<"0-3(）、遗鸥（ 70’3( ’&1",)3(）
等众多珍稀物种。所以，北大港水库应是一个重要

的水鸟停歇地，应加强对该区域的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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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 天津地区 # 个调查区域水鸟群落的物种多样性指数
&’()* "% +,*-.*/ 0.1*2/.34 56 7’3*2(.20/ .8 39* 65:2 ’2*’/ 56 &.’8;.8

调查区域

+3:04 ’2*’
生境组成

<’(.3’3 -5=,58*83

物种数

>5? 56
/,*-.*/

科数

>5? 56
@’=.)4

A 指数

A .80*B
@ 指数

@ .80*B
AC@ 指数

AC@ .80*B
+9’8858CD.*8*2 指数

+9’8858CD.*8*2 .80*B

尔王庄 E7’8F 湖泊 G’H* "# I "? JK! !? "LL M? "$J J? #"M

七里海 N.).9’. 芦苇淀、湖泊

O**0/ ’80 )’H* "P I "? I$K J? KJJ M? JMI J? #LJ

团泊洼 &:’8(57’ 浅水域、芦苇滩

+9’))57 )’H* ’80 2**0/ !L L "? IMJ J? "$I M? !K$ K? JPL

北大港 Q*.0’F’8F 湖泊、浅滩、芦苇淀、滩涂

G’H*，(*’-9 ’80 2**0/ KL P! !? ""P #? MM# M? KMP I? MPJ

% % +9’8858CD*.8*2 指数因其可同时反映一个群落

的物种的丰富度和均匀度，而成为常用的评价生物

群落物种 多 样 性 的 指 数。 然 而 从 物 种 分 类 的 角 度

看，该指数只考虑了种的分类，而没有涉及到科、属

的分类，所以该指数无法反映一个生物群落中科、属

的多样性。而不同科、属种类的生态学特征会有较

大差异，科、属的多样性可在一定程度上反映群落的

生态多样性。例如不同科、属对生境有不同的要求，

科、属的多 样 性 就 可 反 映 一 个 地 区 生 境 的 复 杂 性。

因此，我们认为在测度物种多样性时，需要考虑科、

属的分类因 素。近 来 提 出 的 AC@ 指 数（ 蒋 志 刚，纪

力强，PLLL）专 门 用 于 反 映 科、属 的 多 样 性，因 而 可

弥补 +9’8858CD*.8*2 指数的这一缺点。但 AC@ 指数

不考虑物种的个体数量，所以不能反映各物种的种

群大小。因此，我们认为同时使用两种指数，可更为

全面地反映一个群落的物种多样性和生态特征多样

性。

由表 " 可知，北大港、团泊洼、七里海由于生境

组成较为复杂，可为鸭雁类、!鹬类、鹭类、鹳类等多

种生态类群提供生境，因而这 ! 个区域的 AC@ 指数

和 +9’8858CD.*8*2 指数均较 高；而 尔 王 庄 水 库 尽 管

其物种数高于七里海，但由于其生境组成较为单一，

仅能为鸭科等少数科、属提供生境，因而两种多样性

指数均较低。此外，对比团泊洼和七里海的 AC@ 指

数和 +9’8858CD*.8*2 指数可 以 看 出，团 泊 洼 的 物 种

数和科数 大 于 七 里 海，而 其 AC@ 指 数 却 小 于 七 里

海，这是由于七里海的物种较为均匀地分布在各科，

I 个科中只有 P 个是单种科，其余均在 " 种以上；而

团泊洼的物种数虽然多，但其在各科的分布极不均

匀，L 个科中有 $ 个 科 为 单 种 科，!L 个 物 种 中 有 "M
个物种为鸭 科 的 物 种，均 匀 性 差，所 以 AC@ 指 数 相

对较低。然而七里海的单种种群数量较团泊洼低，

因此其 +9’8858CD*.8*2 指 数 低 于 团 泊 洼。可 见，一

个地区的物种多样性高，其科、属的多样性并不一定

高，因此，在衡量一个生物群落的物种多样性时，AC
@ 指数 可 以 弥 补 +9’8858CD*.8*2 指 数 的 不 足，反 映

科属的多 样 性。 通 过 AC@ 指 数、+9’8858CD.*8*2 指

数的综合应用，将分类因素与物种的数量因素结合

起来就可以 更 为 全 面 地 评 价 某 一 地 区 的 群 落 多 样

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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