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涪陵区春季鸟类群落及其对于区域

生态保护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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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按照生境特征分为水域、次生林、居民点和农田４种鸟类群落，于２００６－２００８年采用样

线法对涪陵区春季鸟类进行了调查．结果表明，春季共记录到鸟类９６种，重要值高的鸟类（２００

≤ＩＶ≤３００）４种，广布型鸟类３８种．次生林鸟类群落的物种数和ＳｈａｎｎｏｎＷｉｅｎｅｒ指数均最高；

水域、水域农田、次生林居民点鸟类群落的均匀性指数（Ｐｉｅｌｏｕ指数）、Ｊａｃｃａｒｄ相似性指数、Ｃｏ

ｓｉｎｅ相似性指数分别最高．农业生产结构的不合理性和工业污染是影响涪陵区鸟类的主要因

素，提倡执行“天然林保护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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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　引　　言

鸟类是生态系统中重要的物种组成成分之一，它们相互之间，以及与其所生存的环境之

间都有着密切的联系．群落在组成和结构上表现出的多样性是认知群落组织水平和功能状

态的基础．因此，鸟类群落一直是鸟类生态学研究的重要领域．

重庆市位于西南山地，具有丰富的鸟类资源．近年来，随着三峡大坝的修建，虽然对库区

鸟类资源进行了一些研究［１５］，而关于重庆市涪陵区鸟类群落的专门研究，国内外尚未见报

导．为了查清并有效地保护该地区的鸟类资源，于２００６－２００８年对该区的鸟类群落进行研

究，现将春季鸟类群落研究结果报导如下．

１　自然概况

重庆市涪陵区介于东经１０６°５６′－１１７°４３′和北纬２９°２１′－３０°２３′，地处长江、乌江交汇

处．地形以低山浅丘为主，为古老的杨子滩地台区，地貌奇特．气候为亚热带季风气候，四季

分明，冬冷夏热，气候温和，年平均气温２３．５℃．雨量充沛，年降水量１０７２ｍｍ，水资源丰

富，无霜期长．植被资源较为优越，属川东盆地偏湿性常绿阔叶林亚带，地带性植被以常绿阔

叶林为主体，兼有大量灌丛．年平均日照时数为１２８０ｈ，平均每天３．５ｈ，日照时数的季节变

化非常明显，夏季多，冬季少，春秋季介于两者之间，年平均日照率为４０％．

２　研究方法

２．１　调查方法

根据该地区的地理状况和植被情况，划分出次生林（包括树林和灌丛）、农田、水域、居民

点等４种生境，各生境均设置样带５条，每条样线长度均为３ｋｍ．其中，次生林（雨台山地区

３条、熊家山１条、龙潭镇１条），农田（罗云乡、龙潭镇、青羊镇、马武镇和石沱镇各１条）、水

域（乌江沿岸、百胜水库、小溪电站、双溪电站、龙桥电站各１条）、居民点（罗云乡、龙潭镇、青

羊镇、马武镇和涪陵城郊各１条），参见图１．

２００６－２００８年每年３月中旬至４月下旬，每天早晨５：３０－９：００、傍晚４：３０－７：００，携

带ＧＰＳ仪进行调查．岸上鸟类统计采用样线法，沿设定的样线，以１．５ｋｍ／ｈ的速度行走，记

录样带两侧５０ｍ以内所见到的鸟的种类和数量，行走时配带８倍以上望远镜观察，并结合

鸟类的飞行姿势和鸣声等综合特征来确认具体种类和数量；水面鸟类采用 Ｄｉａｓｃｏｐｅ

６５ＴＦＬ单筒望远镜定点观察与巡航法相结合
［６］．

２．２　数据处理

密度［７］、ＢｅｒｇｅｒＰａｒｋｅｒ优势度指数
［８］、ＳｈａｎｎｏｎＷｉｅｎｅｒ指数和Ｐｉｅｌｏｕ均匀性指数

［８］、

重要值（ＩＶ）
［９］、分布系数（ＡＤＣ）

［１０］等计算方法见相关文献．Ｊａｃｃａｒｄ相似性系数、标准化后

内积系数夹角余弦和类平均法聚类分析等均采用ＳＰＳＳ１１．５软件处理．

３　结果与分析

３．１　鸟类群落组成

调查中共记录到鸟类９６种（见附录）．按ＢｅｒｇｅｒＰａｒｋｅｒ优势度指数（ｄ）划分为３个等

级：优势种（ｄ≥０．１），常见种（０．０１＜ｄ＜０．１）和少见或偶见种（ｄ≤０．０１）．其中，农田生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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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势种２种，水域生境的优势种２种，次生林生境的优势种２种，居民点生境的优势种３种，

其它均为常见种．

图１　涪陵区鸟类调查地点图

Ｆｉｇ．１　ＴｈｅｓｐｏｔｓｏｆＡｖｉａｎｓｕｒｖｅｙｉｎＦｕｌｉｎｇ

根据ＩＶ（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Ｖａｌｕｅ）值，春季鸟类中最重要的鸟类（２００≤ＩＶ≤３００）有４种，占春

季鸟类总种数的４．１％；比较重要的鸟类（１００≤ＩＶ＜２００）有１０种，占春季鸟类总种数的１０．

２１％；其他的鸟较不重要（ＩＶ＜１００），占春季鸟类总种数的８５．６９％．

鸟类分布的ＡＤＣ值表明，广性分布的鸟类（ＡＤＣ≥１００％）有３８种，占春季鸟类总种数

的３８．７８％；中性分布的鸟类（５０％≤ＡＤＣ＜１００％）有４４种，占春季鸟类总种数的４４．９０％；

其它的１６种鸟类为狭性分布（ＡＤＣ＜５０％），占春季鸟类总种数的１６．３２％．

３．２　群落多样性及相似性分析

群落的多样性是群落稳定性的一个重要标志，它与群落的丰富度和均匀性密切相关，春

季各鸟类群落多样性分析数据参见表１．由表１可知，次生林生境中物种丰富度最大，其次

是农田，居民点和水域较低；从ＳｈａｎｎｏｎＷｉｅｎｅｒ多样性指数来看，次生林生境中鸟类多样性

最高，农田次之，多样性最低的是居民点．

表１　春季鸟类群落多样性和均匀性

Ｔａｂ．１　Ｔｈｅ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ｄ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ａｎｄｅｖｅｎｎｅｓｓｉｎｄｉｃｅｓｏｆＡｖｅｓｉｎｓｐｒｉｎｇ

生境 物种数 ＳｈａｎｎｏｎＷｉｅｎｅｒ指数 Ｐｉｅｌｏｕ均匀性 指数

次生林 ８１ ３．６４２０ ０．８３６０

居民点 ３３ ２．６９０９ ０．７６９６

农田 ３５ ３．２０２４ ０．９００７

水域 ３１ ３．１１７３ ０．９０７８

　　群落间相似性是研究和比较群落结构特征、组织水平及其功能的重要生态学指标，它反

映了种数（定性分析）及相同种的个体数（定量分析）之间的关系，体现了各群落间的相似程

度．鸟类群落间相似程度水平参见表２．

８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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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２　春季鸟类群落间相似性矩阵

Ｔａｂ．２　ＴｈｅｓｉｍｉｌａｒｉｔｙｂｅｔｗｅｅｎＡｖｅｓ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ｉｅｓｉｎｓｐｒｉｎｇ

农田 水域 次生林 居民点

农田 － ０．６２７ ０．４８７ ０．５９５

水域 ０．６１０ － ０．４１３ ０．３８２

次生林 ０．２７５ ０．１６７ － ０．６４６

居民点 ０．１９３ ０．１６４ ０．４０７ －

注：斜上三角为Ｃｏｓｉｎｅ相似性指数矩阵；斜下三角为Ｊａｃｃａｒｄ相似性指数矩阵

　　由Ｊａｃｃａｒｄ相似性指数可知，水域和农田的相似程度最大（０．６１０），次生林和居民点、农

田和次生林、农田和居民点次之（分别为０．４０７、０．２７５、０．１９３），居民点和水域最低（０．１６４）．

根据该相似性系数矩阵进行聚类分析，农田和水域在相似系数为０．６１０时聚为一类，次生林

和居民点在相似系数为０．４０７时聚为一类，最后农田与次生林在相似系数为０．２００时聚为一

类，其聚类结果见图２．

图２　基于Ｊａｃｃａｒｄ指数的群落间聚类分析图

Ｆｉｇ．２　ＤｅｎｄｒｏｇｒａｍｕｓｉｎｇＡｖｅｒａｇｅＬｉｎｋａｇｅ（ＢｅｔｗｅｅｎＧｒｏｕｐｓｂａｓｅｄｏｎＪａｃｃａｒｄｉｎｄｉｃｅｓ）

由于定性相似系数（Ｊａｃｃａｒｄ相似性指数）仅考虑物种存在与否，未考虑每个物种的数

量，而不同的物种在不同的样地中其数量并不一样．根据各生境间相同鸟数量计算的各样地

间的Ｃｏｓｉｎｅ相似性指数矩阵可知，次生林和居民点的相似程度最大（０．６４６），农田和水域

（０．６２７）次之，水域和居民点最小（０．３８２）．根据该相似性系数矩阵进行聚类分析，次生林和

居民点在相似系数为０．６４６时聚为一类，农田和水域在相似系数为０．６２７时聚为一类，最后

次生林与农田在相似系数为０．４７０时聚为一类，其聚类结果见图３．

图３　基于Ｃｏｓｉｎｅ指数的群落间聚类分析图

Ｆｉｇ．３　ＤｅｎｄｒｏｇｒａｍｕｓｉｎｇＡｖｅｒａｇｅＬｉｎｋａｇｅ（ＢｅｔｗｅｅｎＧｒｏｕｐｓｂａｓｅｄｏｎＣｏｓｉｎｅｉｎｄｉｃｅｓ）

４　讨论与建议

由于重庆市涪陵区具有独特的地貌和亚热带季风气候，水资源丰富，植被资源较为优

越，动物地理区划上为东洋界华中区西南地区亚区，同时又因地处湖北、湖南、陕西、四川、贵

州之间，所以该地区鸟类资源较为丰富，具有典型的西南地区山地鸟类的资源特点，同时鸟

类的群落组成又具有过渡性特征．

从鸟类群落组成来看，一些抗干扰的物种，如棕背伯劳（犔犪狀犻狌狊狊犮犺犪犮犺）、珠颈斑鸠

９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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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犛狋狉犲狆狋狅狆犲犾犻犪犮犺犻狀犲狀狊犻狊）、白头鹎（犘狔犮狀狅狀狅狋狌狊狊犻狀犲狀狊犻狊）、八哥（犃犮狉犻犱狅狋犺犲狉犲狊犮狉犻狊狋犪狋犲犾犾狌狊）等，

成为重要的、广性分布的优势种，反映出在发展工业经济过程中，本地区鸟类群落已受到人

类活动的大量干扰，其生存环境受到不程度的破坏．

鸟类群落多样性与其赖以生存的生境密切相关，不同的生境能为鸟类提供不同的食物，

而食物为限制鸟类分布最重要的生态因子之一［１１］．次生林中植被最为丰富，能为鸟类提供

较丰富的食物，因而该鸟类群落的物种丰富度和多样性均较高；其它三种生境中物种数虽然

没有多大差异，但由于居民点人为干扰较大，使其多样性最低，同时食物的分布不均衡，仅能

为部分物种提供食物，造成了均匀度较低．

边缘效应对本地区鸟类多样性的影响也是较重要的．本地区农田多来自于原来的毁林

造田，且农田和水域均与次生林交界，所以许多次生林中的鸟类均在这两种生境中活动．同

时，边缘效应对群落间的相似性贡献也是相当大的，如水域和农田、次生林和居民点在二种

相似性系数中均表现出明显的相似关系，从而构成了该地区鸟类群落间的整体性联系．关于

全年鸟类资源及其区系特征、多样性的周年动态及其主要的影响因子，有待于进一步研究．

基于以上分析结论，对本地区鸟类资源及区域生态保护提出以下建议：（１）继续坚定执

行“天然林保护工程”和《中华人民共和国野生动物保护法》，加大宣传和执法力度，保护好森

林资源和水环境，为鸟类提供更适宜的生存环境；（２）建议发展生态农业，坚持可持续发展，

既利于发展经济，又可避免因农业生产的周期性造成鸟类生存环境的不稳定，为鸟类提供较

为稳定的食物来源，使其群落更加稳定；（３）在工业化进程中，要坚持科学发展观，防止发展

的同时造成环境污染和绿化的破坏，减少对鸟类生存环境的干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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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涪陵区春季鸟类群落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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鸟　类　名　称
密　　度（只／ｈａ）

农田 水域 次生林 居民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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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７．灰胸竹鸡犅犪犿犫狌狊犻犮狅犾犪狋犺狅狉犪犮犻犮犪 ０．０５ ０．００ ０．０５ ０．００ ３０．６ ７５．０

１８．勺鸡犘狌犮狉犪狊犻犪犿犪犮狉狅犾狅狆犺犪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５ ０．００ １５．３ ３７．５

１９．雉鸡犘犺犪狊犻犪狀狌狊犮狅犾犮犺犻犮狌狊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１０ ０．００ １８．１ ３７．５

２０．红腹锦鸡犆犺狉狔狊狅犾狅狆犺狌狊狆犻犮狋狌狊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１０ ０．００ ３０．６ ５０．０

２１．普通秧鸡犚犪犾犾狌狊犪狇狌犪狋犻犮狌狊 ０．２５ ０．７５ ０．００ ０．００ ７４．０ １００．０

２２．黑水鸡犉狌犾犻犮犪犪狋狉犪 ０．１０ ０．４２ ０．００ ０．００ ４９．５ ８７．５

２３．灰头麦鸡犞犪狀犲犾犾狌狊犮犻狀犲狉犲狌狊 ０．００ ０．８３ ０．００ ０．００ ４２．９ ５０．０

２４．环颈"犆犺犪狉犪犱狉犻狌狊犪犾犲狓犪狀犱狉犻狀狌狊 ０．００ ０．４２ ０．００ ０．００ ３３．９ ５０．０

２５．白腰草鹬犜狉犻狀犵犪狅犮犺狉狅狆狌狊 ０．３５ ０．７５ ０．００ ０．００ ５９．６ ８７．５

１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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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鸟　类　名　称
密　　度（只／ｈａ）

农田 水域 次生林 居民点
ＩＶ ＡＤＣ

２６．大沙锥犌犪犾犾犻狀犪犵狅犿犲犵犪犾犪 ０．００ ０．１７ ０．００ ０．００ ３０．６ ５０．０

２７．扇尾沙锥犌．犵犪犾犾犻狀犪犵狅 ０．０５ ０．７５ ０．００ ０．００ ５５．４ ８７．５

２８．山斑鸠犛狋狉犲狆狋狅狆犲犾犻犪狅狉犻犲狀狋犪犾犻狊 ０．３５ ０．００ ０．７０ ２．３３ １３２．６ １５０．０

２９．珠颈斑鸠犛．犮犺犻狀犲狀狊犻狊 １．５０ ０．００ ２．５０ ４．８３ ２３５．５ ２００．０

３０．火斑鸠犗犲狀狅狆狅狆犲犾犻犪狋狉犪狀狇狌犲犫犪狉犻犮犪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１０ ０．１７ ４５．９ ８７．５

３１．四声杜鹃犆狌犮狌犾狌狊犿犻犮狉狅狆狋犲狉狌狊 ０．４０ ０．００ ０．０５ ０．００ ４７．６ ８７．５

３２．小鸦鹃犆犲狀狋狉狅狆狌狊狋狅狌犾狅狌 ０．２５ ０．００ ０．２０ ０．００ ７２．６ １００．０

３３．领鸺饄犌犾犪狌犮犻犱犻狌犿犫狉狅犱犻犲犻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１０ ０．００ ３０．６ ５０．０

３４．斑头鸺饄犌犾犪狌犮犻犱犻狌犿犮狌犮狌犾狅犻犱犲狊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５ ０．００ １５．３ ３７．５

３５．长耳犃狊犻狅犪狋狌狊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５ ０．００ １５．３ ３７．５

３６．短耳犃．犳犾犪犿犿犲狌狊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５ ０．００ １５．３ ３７．５

３７．斑鱼狗犆犲狉狔犾犲狉狌犱犻狊 ０．０５ １．５０ ０．００ ０．００ ６３．０ ８７．５

３８．普通翠鸟犃犾犮犲犱狅犪狋狋犺犻狊 ０．３０ ２．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９１．１ １００．０

３９．白胸翡翠犎犪犾犮狔狅狀狊犿狔狉狀犲狀狊犻狊 ０．０５ ０．２５ ０．００ ０．００ ４６．１ ８７．５

４０．戴胜犝狆狌狆犪犲狆狅狆狊 ０．５０ ０．４２ ０．１５ ０．００ ８７．７ １３７．５

４１．灰头绿啄木鸟犘犻犮狌狊犮犪狀狌狊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１０ ０．３３ ４８．６ ８７．５

４２．大斑啄木鸟犘犻犮狅犻犱犲狊犿犪犼狅狉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１０ ０．００ ３０．６ ５０．０

４３．斑姬啄木鸟犘犻犮狌犿狀狌狊犻狀狀狅犿犻狀犪狋狌狊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５ ０．００ １５．３ ３７．５

４４．崖沙燕犚犻狆犪狉犻犪狉犻狆犪狉犻犪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２５ ０．８３ ６７．９ １００．０

４５．家燕犎犻狉狌狀犱狅狉狌狊狋犻犮犪 １．０５ ０．６７ １．０５ ４．６７ １４２．４ １８７．５

４６．金腰燕犎．犱犪狌狉犻犮犪 ０．８５ ０．８３ １．００ ２．１７ １２９．７ １８７．５

４７．白饅瞴犕狅狋犪犮犻犾犾犪犪犾犫犪 ０．６０ １．１７ ０．６０ １．６７ ２０３．８ ２００．０

４８．水鹨犃狀狋犺狌狊狊狆犻狀狅犾犲狋狋犪 ０．０５ ０．５０ ０．１０ ０．００ ８２．６ １３７．５

４９．树鹨犃狀狋犺狌狊犺狅犱犵狊狅狀犻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３０ ０．６７ ５２．９ ８７．５

５０．绿鹦嘴鹎犛狆犻狕犻狓狅狊狊犲犿犻狋狅狉狇狌犲狊 ０．２０ ０．００ ０．９０ ０．００ ７３．８ １００．０

５１．黄臀鹎犘狔犮狀狅狀狅狋狌狊狓犪狀狋犺狅狉狉犺狅狌狊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７０ ０．００ ３９．０ ５０．０

５２．白头鹎犘狔犮狀狅狀狅狋狌狊狊犻狀犲狀狊犻狊 １．３０ ０．００ ３．９０ ２６．６７ ２７５．０ ２００．０

５３．绿翅短脚鹎犎狔狆狊犻狆犲狋犲狊犿犮犮犾犲犾犾犪狀犱犻犻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４５ ０．００ ２２．６ ３７．５

５４．红尾伯劳犔犪狀犻狌狊犮狉犻狊狋犪狋狌狊 ０．００ ０．１７ ０．１５ ０．００ ４６．４ ８７．５

５５．棕背伯劳犔．狊犮犺犪犮犺 １．７０ ０．３３ ０．５０ ０．６７ １６７．４ ２００．０

５６．黑卷尾犇犻犮狉狌狉狌狊犿犪犮狉狅犮犲狉犮狌狊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１５ ０．００ ３０．９ ５０．０

５７．丝光椋鸟犛狋狌狉狀狌狊狊犲狉犻犮犲狌狊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２０ ０．３３ ６１．７ １００．０

５８．灰椋鸟犛狋狌狉狀狌狊犮犻狀犲狉犪犮犲狌狊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１５ ０．００ ３３．４ ５０．０

５９．八哥犃犮狉犻犱狅狋犺犲狉犲狊犮狉犻狊狋犪狋犲犾犾狌狊 １．４５ ０．００ １．４０ ２０．１７ ２１６．８ １５０．０

６０．松鸦犌犪狉狉狌犾狌狊犵犾犪狀犱犪狉犻狌狊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７０ ０．００ ３９．０ ５０．０

６１．红嘴蓝鹊犝狉狅犮犻狊狊犪犲狉狔狋犺狉狅狉犺狔狀犮犺犪 ０．００ ０．００ １．２０ ０．００ ４６．９ ５０．０

６２．灰喜鹊犆狔犪狀狅狆犻犮犪犮狔犪狀犪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１０ ０．００ １５．６ ３７．５

６３．喜鹊犘犻犮犪狆犻犮犪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２５ ０．５０ ５２．３ ８７．５

６４．大嘴乌鸦犆狅狉狏狌狊犿犪犮狉狅狉犺狔狀犮犺狅狊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３０ ０．００ ３４．２ ５０．０

６５．红胁蓝尾鸲犜犪狉狊犻犵犲狉犮狔犪狀狌狉狌狊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１０ ０．００ １８．１ ３７．５

６６．鹊鸲犆狅狆狊狔犮犺狌狊狊犪狌犾犪狉犻狊 ０．７５ ０．０８ ０．１０ １０．３３ １４３．０ １７５．０

６７．北红尾鸲犘犺狅犲狀犻犮狌狉狌狊犪狌狉狅狉犲狌狊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１５ ０．００ ３３．４ ５０．０

６８．红尾水鸲犚犺狔犪犮狅狉狀犻狊犳狌犾犻犵犻狀狅狊狌狊 ０．３５ １．００ ０．４０ ０．００ １２５．３ １５０．０

６９．黑喉石即鸟犛犪狕犻犮狅犾犪狋狅狉狇狌犪狋犪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１５ ０．００ ３０．９ ５０．０

７０．白眉鸫犜狌狉犱狌狊狅犫狊犮狌狉狌狊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５０ ４．３３ ８５．３ １００．０

７１．乌鸫犜狌狉犱狌狊犿犲狉狌犾犪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１０ ０．００ ３０．６ ５０．０

７２．棕颈钩嘴鹛犘狅犿犪狋狅狉犺犻狀狌狊狉狌犳犻犮狅犾犾犻狊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３０ ０．６７ ７２．９ １００．０

２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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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鸟　类　名　称
密　　度（只／ｈａ）

农田 水域 次生林 居民点
ＩＶ ＡＤＣ

７３．画眉犌犪狉狉狌犾犪狓犮犪狀狅狉狌狊 ０．４０ ０．００ ０．９５ ０．００ １０３．９ １３７．５

７４．白颊噪鹛犌．狊犪狀狀犻狅 ０．７５ ０．００ ０．８０ １．００ １４６．８ １８７．５

７５．白领凤鹛犢狌犺犻狀犪犱犻犪犱犲犿犪狋犪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３０ ０．３３ ６７．３ １００．０

７６．棕头鸦雀犘犪狉犪犱狅狓狅狉狀犻狊狑犲犫犫犻犪狀狌狊 ０．００ ０．００ １．７５ ０．１７ ４５．３ ７５．０

７７．强脚树莺犆犲狋狋犻犪犳狅狉狋犻狆犲狊 ０．００ ０．００ １．３５ ０．１７ ７０．５ ８７．５

７８．黑眉苇莺犃犮狉狅犮犲狆犺犪犾狌狊犫犻狊狋狉犻犵犻犮犲狆狊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２０ ０．００ ３１．１ ５０．０

７９．褐头鹪莺犘狉犻狀犻犪狆狅犾狔犮犺狉狅犪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４０ １．５０ ７４．９ １００．０

８０．山鹪莺犘．犮狉犻狀犻犵犲狉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３０ ０．８３ ７０．７ １００．０

８１．大山雀犘犪狉狌狊犿犪犼狅狉 ０．００ ０．００ ５．６０ ６．６７ １４１．２ １００．０

８２．绿背山雀犘．犿狅狀狋犻犮狅犾狌狊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５０ １．３３ ７２．７ １００．０

８３．黄腹山雀犘．狏犲狀狌狊狋狌犾狌狊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４５ ０．００ ４０．１ ５０．０

８４．红头长尾山雀犃犲犵犻狋犺犪犾狅狊犮狅狀犮犻狀狀狌狊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２５ ０．００ ３３．９ ５０．０

８５．树麻雀犘犪狊狊犲狉犿狅狀狋犪狀狌狊 ０．３５ ０．００ ０．４０ ２．００ １６１．８ ２００．０

８６．山麻雀犘．狉狌狋犻犾犪狀狊 ０．７０ ０．００ ０．６０ ０．００ ８２．５ １００．０

８７．白腰文鸟犔狅狀犮犺狌狉犪狊狋狉犻犪狋犪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４５ ９．１７ ９８．４ １００．０

８８．斑文鸟犔狅狀犮犺狌狉犪狆狌狀犮狋狌犾犪狋犪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４０ １．３３ ７２．１ １００．０

８９．东方金翅雀犆犪狉犱狌犲犾犻狊狊犻狀犻犮犪 ０．００ ０．００ １．７０ ３．００ ８９．９ １００．０

９０．黑头蜡嘴雀犈狅狆犺狅狀犪狆犲狉狊狅狀犪狋犪 ０．００ ０．００ １．１０ ７．６７ ９９．５ １００．０

９１．黑尾蜡嘴雀犈．犿犻犵狉犪狋狅狉犻犪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３０ ０．８３ ５５．７ ８７．５

９２．黄胸#犈犿犫犲狉犻狕犪犪狌狉犲狅犾犪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１５ ０．１７ ４６．１ ８７．５

９３．灰头#犈．狊狆狅犱狅犮犲狆犺犪犾犪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１５ ０．００ ３０．９ ５０．０

９４．三道眉草#犈．犮犻狅犻犱犲狊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４０ ０．００ ３７．３ ５０．０

９５．小#犈．狆狌狊犻犾犾犪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１５ ０．００ ３０．９ ５０．０

９６．黄眉#犈．犮犺狉狔狊狅狆犺狉狔狊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２０ ２．００ ７２．１ １００．０

注：ＩＶ重要性值；ＡＤＣ分布系数；表中加黑的物种为优势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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