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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北唐海湿地四种鹭的种群动态和繁殖空间生态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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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2004年8月—2005年7月对河北唐海湿地夜鹭(Nycticorax nycticorax)、白鹭(Egtetta garzetta)、池

鹭(Ardeola bacchus)、大白鹭(Casmerodius albus)的种群动态和繁殖行为进行了观察，并对巢群关系进行了

研究。统计了4种鹭垂直和水平巢位的巢密度，计算了不同种鹭巢的生态位重叠、生态位宽度值。结果：4种鹭在

唐海数量最多月份为4—9月，最大量达到了近5 800只。共有Ⅰ、Ⅱ两个巢区，迁来Ⅱ区时间较Ⅰ区晚半个月左

右。除池鹭外，3种鹭之间均有争巢现象，后期趋于稳定。迫于密度压力和竞争，部分白鹭和池鹭取食范围较

广。除大白鹭外，其他3种鹭同种间均有混交现象。 在混巢区，夜鹭迁来最早，数量最大，为优势种，多数占据
中心区的顶巢；大白鹭数量最少，亦占据中心区的顶巢；白鹭迁来较晚，占据中位巢；池鹭迁来最晚，数量较白
鹭少，多数在边缘区单独筑巢，少数在中心区占下位巢。白鹭巢的垂直生态位最宽；夜鹭巢的水平生态位最宽；
池鹭巢的综合空间生态位最宽。池鹭和夜鹭巢位的空间格局最为相似，池鹭和白鹭的生态位重叠较大。夜鹭的数
量最多、大白鹭的个体最大，导致其处于优势；白鹭和池鹭数量少、个体小，导致其处于劣势。唐海湿地内丰富

的食物和适宜的林带是鹭鸟密度较大的主要原因。此外，鹭类只筑巢在散布的、双行杨树林带均高为22 m以上
区域，是该地鹭类巢区的主要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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