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林业 科学研 究 1 9 9 5
,

8 (2) : 1 3 2~ 1 3 8

F o r e st R e sea rc h

江西分宜年珠林场及其周围地区的鸟类
‘

楚国忠 彭长根 张长根 曾国民 夏良放 陈 艾

摘要 年珠林场及其附近地 区有鸟类 125 种
,

隶属 11 目 30 科(4 亚科 )
,

以雀形 目种类最多(9z

种)
,

约占调查种数的 74 %
,

其中鹊科食虫鸟的种类(45 种 )又占雀形 目种类数量的 49 %
。

该地区繁

殖鸟种类所占比例较大
,

91 种繁殖鸟中
,

东洋界种类有 72 种
,

约占繁殖鸟种数的 79 %
,

区系组成上

的东洋界特征十分明显
。

据调查
,

夏候鸟居 留时间一般在 4 月 17 日至 10 月 27 日
,

持续停留时间约

1 93 d ;
冬候鸟的居留日期一般在 8 月 27 日至次年 5 月 4 日

,

持续停留时间约 2 50 d
.

旅鸟多在春
、

秋

两季路过此地
,

此时种类相对较多
。

关键词 鸟类区系
、

迁徙鸟居留期
、

江西分宜年珠林场

年珠林场是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亚热带林业实验中心直属实验林场之一
。

森林资源丰富
,

环境条件多样
,

迄今尚无系统的鸟类调查
。

为了摸清鸟类资源状况及森林环境变化对鸟类资源

的影响
,

于 1 9 8 9 年 10 月 (主要是 1 9 9 2~ 1 9 9 4 年)集中调查了年珠林场及其周围地区 (分宜县

上村
、

长埠
、

松 山
,

安福县山庄 )的鸟类区系组成及候鸟居留时间
,

为今后深入研究森林鸟类奠

定基础
。

现将结果报道如下
。

1 自然地理条件

年珠林场 (27
’

35
‘
N

,

1 1 4
0

3 4 ,

E )位于江西省中部大岗山主峰 以南
,

低山丘陵地貌
,

海拔高

度 2 20 ~ 1 0 92 m
。

成土母质为千枚岩
,

土壤为红黄壤
。

自然条件属于我国三大基本 自然区的季

风 区
、

中亚热带的南部
。

年平均气温 16
.

8 ℃
,

年平均降水量 1 95 0
.

9 m m
,

多集中在 3一 6 月
,

无

霜期 2 5 2 d
。

地带性植被为常绿阔叶林
,

代表种有樟树 (C in n a m o n u m c o

mP
h o ra (L

.

)P r e s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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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大

叶锥栗 (C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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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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卿re i C ha m p
.

e x

B e n th
.

)
、

苦储 (C
.

sc le r
OP hy lla 少lJa (L in d l

.

) S eh o ttk y )
、

木 荷 (S c h im a s
uP

e r b a G a r d n
.

e t

C ha m p
.

)
、

刨花楠 (何
“‘hl’l us Pau ho i K a

ne hi ra )等
。

现存主要植被类型为天然次生林及人工林
,

主要有常绿阔叶林
、

落叶阔叶林
、

混交林 (杉阔混交
、

杉竹混交
、

杉竹阔混交等 )
、

毛竹林
、

杉木人

工林及灌丛 (丘陵灌丛与山顶灌丛 )
。

全场有林面积 8 8 4
.

7 hm
Z ,

无林地 1 51
.

8 h m
, ,

非林业用地

6 2 9
.

1 h m
Z ,

主要是农田和村落
。

2 工作方法

每年不同月份
,

轮流到不同地点和不同植被类型中采集鸟类标本
。

此外
,

分别在农田村落
、

19 9 4一 0 1一 2 1 收稿
。

楚国忠副研究员(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森林保护研究所 北京 1。。。9 1 ) ;
彭长根

.

张长根
.

曾国民
,

夏良放
,

陈艾(中国林业

科学研究院亚热带林业实验中心)
。

,
1 9 9 1 年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项目

“

北亚热带人工林鸟类及其对森林害虫捕食作用的研究
”

和 1 9 9 3 年中国林业科学
研究院科技发展基金资助项 目

“

中国林科院亚林中心森林鸟类物种多样性研究
”
部分内容

。

工作中得到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

亚热带林业实验中心和年珠林场的大力支持
,

北京师范大学郑光美先生提出宝贵意见
,

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徐延恭
、

刘长

江先生帮助鉴定鸟类标本
,

年珠村的刘小云
、

刘三仔同志参加野外工作
,

一并表示深切谢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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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绿阔叶林
、

落叶阔叶林毛竹林及杉木人工林等主要生境类型中确定 1一 2 个条带
,

每一条带

每月至少调查 4 次
,

记录所见到的鸟类
。

固定线路调查与鸟类标本 日期相结合
,

估计鸟类的居

留时间
。

标本日期以月为单位
,

条带统计如果每月出现 2 次以上
,

则认为全月出现
。

3 调查结果

3
.

1 鸟种组成

两年多的调查
,

共获得鸟类标本 600 余号 12 5 种
,

隶属 n 目 30 科(4 亚科 )( 表 1 )
,

其中有

表 1 江西分宜年珠林场及其附近地区的鸟种组成

目 科 (亚科 )
合计 季 节 型 地 理 型

种数 留 夏 冬 旅 广 东 古

鹤形目(C ICO N llFO R M E S )

雁形目(A N SE R IFO R M E S )

卑形目 (FA L CO N IFO R M E S )

鸡形 目(G A L L IF O R M E S )

鹤形 目(G R U IF O R M E S )

鹅形 目 (CH A R AD R llF OR M E S )

鸽形 目(CO L U M BIFO R M E S )

鹊形 目(ST R IG IFO R M E S )

佛法僧 目(CO R AC llFO R M E S )

裂形 目 (Plc rFo R M E S )

雀形 目 (PASS E R IFO R M E S )

鹭科(A r d e id a e )

鸭科(A n a tid a e )

鹰科(A e eip it r id a e )

堆科(Pha s ia n id a e )

秧鸡科(R a llid a e )

鹉科(段
o lo p a e id a e )

反嘴鹉科 (R e e u r v
iros tr id a e )

鸿鸽科(C o lu m b id a e )

鸥鸽科 (S tr ig id a e )

翠鸟科 (A le ed in id a e )

蜂虎科 (M e r o p id a e )

佛法僧科 (C o r a e iid a e )

啄木鸟科 (Pie id a e )

3 2

3 l

4 4 1

(9 2 ) (5 3 ) (1 1 ) (1 4 ) (1 4 ) (3 ) (5 2 ) (3 7 )

119(8)

燕科 (H ir u n d in id
a e )

鹊鸽科 (M o ta e
illid a e )

山椒鸟科 (C a m p e p h a g id a e )

鸭科(P ye n o n o t id a e )

和平鸟科(Ire n id a e )

伯劳科(L a n iid
a e )

卷尾科(D ie r u r
id a e )

掠鸟科(S t u r n id a e )

鸦科(C o r v ida e )

河乌科(C in elida e )

鹅科 (M u s c ic a p id a e )

鹑亚科(T u r
d in a e )

画眉亚科(T im a liin a e )

莺亚科(S ylv iina e )

鹅亚科 (M u s c ie a p in a e )

山雀科(P a r id a e )

啄花鸟科 (D ie a e id a e )

绣眼鸟科 (Zo
s t e r o p id a e )

太阳鸟科(N e e t a r‘n iid a e )

文鸟科(Ploc eid a e )

雀科(F r访g illid a e )

合计

4 4

、声、.、产.产

一了,目,曰n舀

了、了口、了f、

4 5 2 6

(14 ) (7 )

(14 ) (1 4 )

(1 3 ) (5 )

(4 )

3 3

4 8

(1 ) (4 )

(2 ) (4 )

(l )

2 6

(6 )

( 1 4 )

(5 )

(l )

3

{::

4 4 1 3

4

1 7 1 7 l 7 7 4 4 4

374n125

留
:

留鸟
;
夏

:

夏候鸟
;
冬

:

冬候鸟
;
旅

:

旅鸟
;
广

:

广布种
.
东

:

东洋界种
;
古

:

古北界种(下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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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鸟类白颈长尾难和二级重点保护鸟类白鹏
,

中日候鸟保护协定种类 31 种
。

据目前资料
,

褐雀鹃
,

挂墩鸦雀
,

淡脚柳莺
,

棕脸鹅莺
,

紫背苇鹃
,

叉尾太阳鸟等 6 种鸟类为江西

省分布新记录[l 一 7〕
。

3
.

2 鸟类区系组成

已经调查到的 12 5 种鸟类
,

东洋界种类有 74 种
,

约占已知种数的 59 % ;古北界种类 44

种
,

占 35 % ;其余 7 种为广布种
,

占 6%
。

91 种繁殖鸟中
,

东洋界的种类有 72 种
,

约占繁殖鸟种

数的 79 纬
.

因此
,

区系组成上的东洋界特征十分明显
。

该地区南方类型鸟类较多
,

大部分属东南亚热带一亚热带种类
,

如画眉
、

红胸啄花鸟
、

鹊

鹃
、

白腰文鸟
、

白鹏
、

三宝鸟
、

蓝翡翠等
,

其中许多种类与华南区共有
,

如发冠卷尾
、

黑卷尾
、

红头

穗鹏
、

橙腹叶鸭
、

叉尾太阳鸟等 ;少部分乌类属于横断山脉一喜马拉雅型
,

如几种柳莺和棕颈钩

嘴鹤
、

锈脸钩嘴鹏等 ;还有褐雀鹏
、

灰头鸦雀
、

灰胸竹鸡
、

黄腹山雀
、

八哥等南中国型种类
。

除了

南方鸟类以外
,

一些北方鸟类
,

如红胁蓝尾鸥
、

黄胸鸥
、

红尾伯劳也旅经此地
,

因此
,

鸟类的区系

组成十分丰富图
。

年珠林场的鸟类以雀形目种类最多(9 2 种)
,

约占调查种数的 74 %
,

其中又以鹊科食虫鸟

的种类(45 种)最多
,

其次是雀科(n 种)
。

其它雀形目和非雀形目鸟类中
,

鹊鸽科
、

伯劳科
、

鸦

科
、

文鸟科
、

以及鹭科
、

鹰科
、

难科
、

鸥鹊科和啄木鸟科的种类相对较多
,

分别有 4~ 6 种(表 1)
。

3
.

3 鸟类的季节组成及居留时间

年珠林场及其周围地区的繁殖鸟比例较大 (91 种
,

绝大多数为留鸟)
,

约占调查种数的

7 3 %
。

冬候鸟和旅鸟都分别为 17 种
,

非繁殖鸟比例占 27 %
。

3
.

3
.

1 繁殖乌的组成及居留时间 繁殖鸟包括留鸟和夏候鸟
,

其中留鸟 10 目 23 科 74 种
,

广

布种 7 种
,

古北界种类 9 种
,

东洋界种类 59 种
,

夏候鸟 3 目 10 科 17 种
,

古北界种类 4 种
,

东洋

界种类 1 3 种 (表 2)
。

74 种留鸟中
,

只有喜鹊一种没有得到标本
,

条带统计记录到 50 种
。

条带统计与标本日期

和数量相结合
,

可以看出
,

比较常见的种类约有 30 种
。

其中
,

灰眶雀鹏
、

绿鹦嘴鸭
、

灰树鹊
、

鹊

鸽
、

黑背燕尾
、

红头穗鹏
、

白颊噪鹤
、

褐雀鹏
、

星头啄木鸟
、

白腰文鸟等的数量较多
,

反映出山地

森林鸟类的特点
。

17 种夏候鸟中
,

寿带鸟还没得到标本
,

1 9 92 年 5 月 23 日
,

曾连续 3 d 在亚热带林业实验

中心大院内见到并听到其特有的鸣声
。

比较常见的种类是池鹭
、

家燕
、

金腰燕
、

粉红山椒鸟
、

红

尾伯劳和发冠卷尾
,

后 3 种鸟类的数量相对较多
。

该地夏候鸟的居留时间一般在 5 ~ 9 月
,

调查

期间
,

最早于 4 月 17 日见到粉红山椒鸟
,

最迟于 10 月 27 日还可见到发冠卷尾
。

夏候鸟持续停

留时间约 1 9 3 d
。

3
.

3
.

2 旅 乌和冬候 乌的组成及居留时问 本次调查
,

共记录到旅乌和冬候鸟 34 种
,

其中旅鸟

2 目 6 科 17 种
,

古北界种类 15 种
,

东洋界种类 2 种
。

冬候鸟 3 目 5 科 17 种
,

全是古北界种类

(表 3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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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江西分宜年珠林场及其附近地区的繁殖鸟组成及出现时间

鸟 种 名 称
采集日期

(月 )

条 带 日 期
(月一 日)

标本数量地理型

留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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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a e i , : ere a re e t iro st r i: G o u ld

凤头鹰 A
.

tri vig a t u s i
, :
d lc u s 任Io d g s o n )

# 松 雀鹰 A
.

v i r g a ru s g u la 月s (T e

mm
in e h e t 段hle g e l)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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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1一 1 8 ~ 12一3 1

1 2一 3 1 ~ 0 9一 3 0

0 1一 1 8 ~ 1 2一2 8

0 3一0 8 ~ 1 0一2 5

0 3一 0 8 ee 0 9一 1 3

1 2一1 0,��.工
,

n�,�
‘.立1二,曰1人

2 5

15 3
, 4 , 7 ,

8
, 9 ,

1 0

1 2一3 1 , 0 3一 0 1 ~ 0 4一2 6

0 1一2 5 ~ 10一 1 3

2 5
,

7

3 4 ,

6
, 7

1 10

6 6
,

9
, 1 0 , 1 1

l 8

2 3
, 4

0 5一 0 7 , 0 7一 1 4

0 5一 3 0 , 0 7一2 6 , 0 9一 13

0 2一 0 1 ~ 11一 2 3

0 1一 1 1 ~ 1 2一 2 8

7 8
,

9
,

1 0
,

1 2

2 2 3
, 4 ,

5
,

6
, 7 ,

8
,

9
,

1 0

5 1 0 ,

1 1

2 3 3
, 4 ,

5
, 7 ,

8
,

9
,

10

0 3
, 0 8一2 0一 1 0一0 5

0 1一1 1 ~ 1 2一14

0 9一 0 6 ~ 10 一2 0

0 1一 2 5 ~ 10 一2 7

4 5
,

6

8 3

1 0 ,

1 2

8
,

1 0
,

1 1

3 1 ,

2

15 2 , 3 ,

5
,

6
, 7 ,

8
,

9
,

1 0

14 3
, 4 , 5 , 6 , 7 , 1 0

2 1 0
,

1 1

5 4 ,

5

1 6 7 , 9

1 5

6
.

9

1 0 , 1 1

0 1一2 1 ~ 1 2一2 7

0 4一 0 3

0 1一 1 1~ 1 2一 2 8

0 1一1 8 ~ 1 2一 2 8

0 3一 3 1 ~ 0 5一 2 9
,

1 0一 1 6

1 2一 2 2
, 0 1一2 5

0 1一 2 5 ~ 12一2 8

0 1一 1 8 ~ 12一 3 1

1 0一 2 7

;:: 6 ,

8
,

9
, 1 0

1 1 , 1 2

7 , 9 ,

1 0
,

1 1

0 4一 0 5 ~ 10一 2 7

;:; 1 2一 2 1 ~ 0 3一2 6
,

0 8一 2 5 ~ 10一 0 4

rJrJ

212710

灰林犯 S a 二; c ‘) la j
。,

re
s h a r i , : g ro , , i (H a r r e r t )

紫啸鹑 人勿i oP h o ” e u s c
. c a e r u z , u 、 (Sc o p o li )

,

乌鹑 T u r
d u : n z

er u la m a , :
d a r ; , : u :

玩
n a p a r r e

一

锈脸钩嘴鹅 p o

ma
to r

h in u s e

咧 hro 群
,

甲 二i n 入oe i D a v
id

,

棕颈钩嘴鹃 尸
. r “方e o

lli
, st r i d ul “ : Sw in hoe

‘ 红头秘鹃 S ta c h笋is 侧刀e
eP

s d a 二

idi (O u s ta le t )

l 3

4 3
, 1 2

7 5
,

6
,

7
,

1 1

3 7
,
1 1

7 4 ,

5
,

6
,

9
,

10

7 4
,
6

,
7

,
8

,

10

0 1一2 5 ~ 0 4一 1 9
, 1 0

10
,

12一 14

0 1一 1 1~ 1 2一3 1

0 1一1 1~ 1 2一3 1

1 1一0 2 ~ 0 3一 1 7
,

0 6一2 2 ~ 0 8一10

东东东东东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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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鸟 种 名 称
采集日期

(月)

条 带 日 期
(月一日 )

标本教量
地理型

架头凤鹅 y翻公加 ca 血
, 介护 , 招, 脚山 (S w汕oe )

·
黑脸嗓鹅Ca 厅. la 二 和”户泣司加t。 (G m eli n)

灰翅噪鹅 G
.

“。erc ~
“”。, 介护 s (S tya n )

一 画眉 G
.

e
.

ca 。

~
(L i
nna

e u s )

.

白颊嗓鹅 G
.

:
.

50 二沁 Sw i曲。

红嘴相思鸟乙‘时几血 IJ 以即 (反
。
Po li)

,

褐雀鹅 A lc 移护, 加“ ,

~ 州和代“抽币 (压 vi d)
.

灰眶雀鹅 A
.

~
祖 h叨‘Da vi d

棕头鸦雀凡ra d乞二的‘ 叨心翻油
, 。 热刀公“ (S w诚 oe )

.

灰头鸦雀 尸
.

9
响ris fo 石门后 (伪vi d)

1 1 1

5 5
,

7
,

8
,

1 0

3 5
。

1 1

9 5
,

6
,

7
,

8
,

1 1

9 4
,

5
,

6
,

7
,

9

4 2
,

1 1
,

1 2

8 5
,

6
,

7
,

9
,

1 0
,

1 1

15 4
,

5
,

6
,

7
,

8
,

10

2 1 0

7 4
,

5
,

1 1
,

1 2

0 1一2 5 ~ 1 1一3 0

0 2一0 8 ~ 1 2一0 7

1 1一 17 ~ 0 1一1 1
,

0 5一0 7

1 0一1 6 ~ 0 3一0 1

0 9一2 2
,

0 4一2 6

0 1一0 4 ~ 1 2一3 1

0 1一1 1
, 0 4一2 1

,

0 9一0 2 ~ 0 9一1 0

挂墩鸦雀 P
.

da “di a o us (S ta t e r )

山树母 〔触亡血 为币加
二

do 明甘l’o na (V e r r e a u x )

棕脸鹅莺 S

etcm
o a l加g

山廊 (H o r s fie ld e t M oo re )

褐头鹅莺 尸八 n 沁 翻改护之d二 “翻 , 时““己口 (Sw in hoe )

灰头鹅莺 尸
.

刀口

~
t币 (De le , s e r t)

褐山鹅莺 p
.

户试界人八粗 (Te
~

ck)

黄腹山雀 Pa

、 ~ ust 以。 Sw i曲。
.

大山雀 尸
.

m 叼Or co m . 访。 S w inh oe
一
红头长尾ilJ 雀 击g 众加如

e
.

, d o n 盯 (G o u ld )

红胸啄花鸟刀它口。二 1
.

咖华倪r。 (Bl yt h)

又尾太阳鸟 A ct h月冲g 口 ch ‘ St认a 。 Ia ,

~ 耐1 sl at er

树麻雀Pa sstr
m洲

ra , 。 二 r u ra to S re jne 乎 r

# 山麻雀 P
.

r
.

时ila
, : (T e m 而

n ek )

.

白樱文鸟 才洲ch “ra 时血ta ”IJ‘。几。‘ (Ca ba n 认)

1 5

2 5
,

1 0

3 1
,

2
,

6

9 3
,

4
,

5
,
8

l 6

l 6

1 1 3
.

10
.

11

2 8 3
,

4
,

5
,

7
,

8
。

10
,

1 1

9 4
,

5
,

10

1 6

1 1 2

4 4
,

6
,

10

1 7

1 5 4
,

5
,

6
,

8
,

9
,

1 0

1 1一0 2 ~ 0 4一2 1

0 1一 1 1 ~ 1 2一0 2

0 1一1 1 ~ 1 2一2 2

0 1一1 1 ,

0 3一2 2 ~ 0 3一31
,

0 5一0 7
,

0 9一1 3 ~ 1 0一 19

东东东东东东东东东东东东东东东东东东东东东广东东

斑文鸟 L
.

p 。 , a u la ta toP
‘la (Sw in hoe ) 东

金翅(雀)Ca rd
. el 白 ,

.

对,

ica (L i
~

e u s) 广

三道眉草鹅 E m 加“ z a c‘‘d” ‘a

sto
二‘‘护

, M oo
r e 古

凤头鹅 材以妒h盯 1
.

la rha耐 (J
.

E
.

G ray ) 东

夏候鸟
:

一 池鹭 A 厂d e o
la 加c ch 。 (Bo na pa r t e ) 东

# 紫背苇鸦 I二o b今c h。 , “动多入m 。 (S , inh oe ) 东
# 黄斑苇鸦 1

.

:
.

痴。
: is (G m e lin ) 东

赤腹鹰 月cc iP iter
S时洲后 (H o r s fie ld ) 东

栗头蜂虎 例即妒
5 0

.

“月己。 Li nn ae us 东
# 三宝鸟 E u ry “ o n l

。

~
ta lis ca 俪” S har pe 东

# 一
家燕 H i、 ,

do ru “ica g utt
ura lis Sc o po li 东

一 金腰燕 H
.

d a u “ca 扣P. ic a

Te nun
in e k e t

Sc hle g e l 东
.

粉红 山椒鸟 P e r 介, ot u ,

roseus
(V ie illo t) 东

件 .

红尾伯劳加
, : i。 : c汀豆a to luc io,

:。 : i , L i
nna

e u s 古
.

黑卷尾疏、、s , 。c

, , 。 co th、。 s w in ho e
东

,

发冠卷尾 D
.

彻
t

如to 汀u : 翻砚, ‘阳材‘ , (C a b a n i, e t H e 玩e ) 东
# 黑喉 石鸭 S a 了ic o la t o r q‘ta 以

咖
亡g 曰门 (P a r ro t ) 古

短翅树莺 。“ia d iP彻
, e co , t。

南
, , (Sw in ho e ) 古

黑眉柳莺 A

~ eP加l二s o g ri c侧灿
,
“ , e n , (S w in g h oe ) 古

寿带鸟了b 学Sip h洲 , p a ra d i‘‘ (Lin na
e u s ) 东

暗绿绣眼鸟 z os rer oP
: 扣户, ic 。 , 护用沪lex s w in h oe 东

3 9
,

1 0

l 5

2 4

2 3

1 1一 1 6 ~ 0 4一1 2

0 3一0 1

9 6
,

7
,

8

2 5

2 5

2 5

2 5

1 5

4 4
,

5

7 5
。
7

,

8
,

9

6 4
,

6
,

10

1 1 4
,

5
,

8

2 4
,

9

6 7
,

8
。
9

,

1 0

7 4
。
5

。
8

,
9

。
1 0

1 4

l 5

0 5一 0 7 ~ 0 7一2 9

0 5一0 7

0 7一 19

0 4一 19
,

0 6一0 6~ 0 6一15

0 4一2 6
,

0 8一2 5

0 5一 0 7 ~ 10一2 7

3 4
,

7

.

常见种
. # 中日候鸟保护协定种类

; ▲国家一级保护鸟类
. △国家二级保护鸟类(下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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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江西分宜年珠林场及其附近地区的旅鸟
、

冬候鸟组成及出现时间

采集 日期

(月 )

条 带 日 期

(月一日)

标本教l里
地理型

鸟 种 名 称

旅鸟
:

凤头鹃牟 A 厉c“乞才。沪‘以“ sya 。 (H od g ,o n)

苍鹰 A c c动. 即 g 胡“左‘以说苗
此“ (M enz b ier )

黑翅长脚鹅 衬‘ma 时oP . h
.

‘ma 时op 。 (L
~

eu , )

# 黄鹤鸽 几份扭d “汤加二 、
‘月洲少二

一

(st re se ma 如 )

# 田鹅 A ” th。
~

己翻‘勿 二d 成口。 (G m e lin )

牛头伯劳肠
。10 b

.

‘“护ha 如 Te nun
in ek e t & hle g e l

# 虎斑山鹤 z 。时从fo da
u

ma
a

~
(H o la n d r e )

# 蓝欣鸽 乙. “i二ia ‘
脚

二 e (p a lla s )

# 大苇莺 月

~ 护加佃
a。二‘

二
Lin n a e u s

# 淡脚柳茸 尸人沁肠“妒。枷
左动es s诚动况 S , inh oe

# 白眉姬鹅 尸介记以
口 二川从它限勿 (H ay )

红喉姬鹅 F
.

Pa ~ ol 吞沁‘枷 (Pa lla
: )

# .
鸟鹅材川石 . 扣

, J ‘配八“ G m el 运

. 栗鹅 E琳加对“ 刚如 Pal 坛,

# .
黄脚鹅 E

.

a 翻, 时口 p a lla s

# 黄喂鹅 ￡J ‘g 口n s “c eh u

叹 1 su shk in

# 白眉鹅 E J 月皿阳 m i Sw 访hoe

冬候鸟
:

凤头潜鸭彻才勺
口 厂以咭以‘ (Li nn ae u , )

白搜草鹅 T ‘。

ga oc h r

妒。 L认na e us

扇尾沙锥。户
‘“口 9

.

邵u in a
, (L in na e u s )

# .
树鹅 A nt h。 人

.

扣以g “脚‘R ic 知口o n d

# 虎纹伯劳La 爪。 石g ‘”。 D r
即ie :

# .
红胁蓝尾鸽几

r翻 g er ‘
.
‘
,

n

~
(Pa ll a , )

# 一
北红尾鸽 尸几“炯

~
a

.

a 。

一
(Pa lla s )

# 灰背鹤 T .
司。 彻月以~ 脚 & la t e r

斑鸽 T
.

二
二

mo . ‘

~
us Te m m illc k

揭柳莺 尸人沁加g 妒。 I. 儿以a tus (Bly th )

# 一
黄眉柳莺 P

.

1
.

1

~
。t心 (Bl yth)

1 9

1 1 1

1 3

2 9
,

10

1 9

2 1 0
,

1

l 2

l 9

2 9
,

10

0 8一0 4
,
0 9一0 6

。
10一0 2

0 2一2 2
,

0 3
,

10一0 4 ~ 1 0一 1 4

l 9

1 4

1 1 0

7 9
,

10

9 4

6 4
,

5
,

1 0

2 4
,

5

1 1 1

东古古古古古古东古古古古古古古古古

1 1 0

1 1 0

1 4

1 0 3
,

4
,

1 0

l 5

1 1 3
,

1 1

1 6 3
,

1 0 ,

1 1
,

1 2

2 1 1
,

1 2

l 3

5 4
,

1 0

1 5 4
,

9
,

1 0 ,

1 1

0 9一2 4 ~ 1 0一2 7

0 1一1 8
, 0 2一0 1

1 0一2 0 ~ 0 3一3 1

10一 0 5 ~ 0 3一3 1

12
, 0 2一2 2

,

1 0一 14 ~ 1 0ee 2 5

黄层柳莺 P
.

户
.

Pr o r 褚g 以。 (Pa lla s )

# 极北柳耸 p
.

石
.

‘犷亡口Il’s (Bl a s iu s )

# 燕雀 F‘。g 社肠
~

tiff 认砂如 L如叮a eus

# .

灰头鹅 E 州必亡“加 护伪么笼护加la , 刊右d知 Bl yt h

小鹅 ￡
.

户“‘“口 p a lla ,

黄眉鹏 ￡
.

认口‘
妒h , p a lla s

1 3

2 9

3 1 0
,
1 1

1 0 3
,

4
。
1 0 ,

1 1

5 4
,

1 0
,

1 1

6 3
。
4

,

1 0 ,

1 1

0 3一3 1
。0 4

, 0 9一 0 6

0 8一2 7 ~ 1 2一 3 1
,

0 3一2 2 ~ 0 4一2 6

1 0一 2 1

0 4一 0 3

l 1

1 0一1 3 ~ 0 4一0 5

1 0se 2 7

1 0se 2 7

古古古古古古古古古古古古古古古古古

除少数几种集群性鸟类以外
,

旅鸟的数量较少
,

在线路上出现的次数不多
,

一般多在春
、

秋

两季路过此地
。

其中
,

乌鹊
、

栗鹏和黄胸鹅的数量相对较多
。

17 种冬候鸟种
,

除 2 种鹉科鸟类及

斑鹑和野 鸭以外
,

其它 13 种都可在线路统计时见到
。

比较常见的数量较多的种类有树鹤
、

红胁

蓝尾鸽
、

北红尾鸽
、

黄眉柳莺
、

灰头鸥等
。

冬候鸟的居留日期一般从 10 月至次年的 4 月
,

最早到

达的是黄眉柳莺 (8 月 27 日)
,

最迟离开 的是虎纹伯劳(5 月 4 日)
,

冬候鸟持续停留时间约

2 5 0 d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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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所述
,

年珠林场有较多的森林鸟类
,

还有一些国家重点保护的珍稀种类
。

深入研究该

地区鸟类群落结构和数量变化
,

探讨鸟类与环境
,

尤其与森林环境的适应及相互作用
,

对于鸟

类栖居地的经营管理
、

物种多样性的恢复和保护以及如何发挥和利用食虫鸟在森林害虫综合

管理中的地位和作用等方面
,

都具有极其重要的理论和实际意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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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动物
,

1 9 88
,

7 (1 )
:

23 ~ 25
.

张荣祖
.

中国自然地理 动物地理
.

北京
:

科学出版社
,

1 9 7 9.

T h e A v ifa u n a in th e A r e a a r o u n d th e N ia n z h u

F o r e s t Fa r m
, F e n yi C o u n ty ,

Jia n g x i P r o v in c e

Ch
u G u o z ho n g P e n g Ch

a n g g e n Z ha n g Ch
a n g g e n

Z e n g G u o m in X ia L ia n
gj 孜

n g Ch
e n

Ya i

A b s tr a e t 1 2 5 b ir d s p e e ie s u n d e r 3 0 fa m ilie s a n d 1 1 o r d e rs (4 s u bo r d e r s ) w e re fo u n d in

the a r e a a r o u n d th e N ia n z h u F o r e s t F a r m fro m M a r e h 1 9 9 2 to D ee
.

1 9 9 3
.

M o s t o f the m
,

(9 2

s p e e ie s ,

7 4 %
o f a ll s p e eie s ) be lo n g t o P a s s e r ifo r m e s ,

in w hie h 4 5 o p e eie s o f M u s e ie a p id a e ,

4 9 %
o f tho s e o f P a s s e r ifo r m e s a r e in e lu d ed

.

T he a v ifa u n a 15 m a in ly e o m p o se d o f O r ie n t a l ele m e n t
.

A m o n g th e 9 1 b r ee d in g sp e e ie s ,

th e r e a r e 7 2 O r ie n t a l e le m e n t s a e c o u n t in g fo r 7 9 %
o f th e t o t a l b r e edin g s P e e ie s

·

T h e s u m m e r v is ito r s s t a y h e r e fo r 1 9 3 d a ys (A P r il 1 7 ~ O e t
.

2 7 )
,
the w in te r v isit o r s fo r

2 5 0 d a ys (A u g
.

2 7一M a y 4 )
.

T he tr a ve lle r s p a s s e d b y in s p r in g o r a u t u m n , 5 0 th e n u m be r o f

bir d s Pe e ie s Pr e s e n t 15 m o r e a b u n d a n t a t th is t im e tha n th o s e in the o the r tw o s e a s o n s
.

K e y w o r d s a v ifa u n a ,

d u r a tio n o f e m ig r a n t b ir d s ,

N ia n z
加 F o r e s t Fa r m

,

Fe n y i Co u n ty ,

Jia n g x i P r o v in e e
.

C hu G u o z ho n g
,

A s s o e ia te P r o fe s s o r (T he In s titu t e of Fo re s t r y P r o t e e t io n ,

C AF Be ijin g 10 0 0 9 1 ) ; Pen g Cha n g g e n ,

Zha n g Cha n g g e n ,

Ze n g G u o m in
,

X ia L ia n g fa n g ,

Che n Y a i (T he E x p e r im e n ta l C e n tr e o f S u b t ro pie al F o r e s tr y CA F)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