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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候变暖对我国鸟类分布的影响

孙全辉 张正旺
（北京师范大学生命科学学院 北京 !$$)#&）

摘要：研究了!$年来国内有关鸟类分布及越冬地变化的资料，结合我国近年来气候变暖的事实，初步

探讨了气候变暖对我国鸟类可能产生的影响，并针对这些影响提出了一些保护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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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候变化是当前国际科学研究的一个热点。面对

气候变化的严重挑战，国际科学界相继提出了“世界气

候计 划（MP[9）”和“ 国 际 地 圈 与 生 物 圈 计 划

（G5*T）”［!］。近百年来，全球气候变暖已经成为科学界

的共识。我国气候变暖与全球的气候变化趋势基本保

持一致［B］。由于气候变暖将对人类社会和经济生活产

生巨大的影响，因而开展气候变化的影响评价是世界

各国在这一领域的重大课题。气候变化对农业、林业、

能源、水文和工业的影响评价已经开展，并取得了一批

有价值的成果［%］。近年来，生态环境和生物多样性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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护问题变得日益突出，有关气候变化对它们影响的研

究也在不断深入［!，"］。鸟类是生态系统中最活跃、最引

人注目的组成部分之一，对气候和环境的改变反应相

当敏感，因而可以作为监测全球环境变化的一项客观

指标。气候变化及其引起的生态环境的改变对鸟类影

响的研究国外已有报道［#，$］，而我国在这一领域尚属空

白。本文研究了%&年来（%’((!%’’(）国内关于鸟类

分布及越冬地变化的资料，结合我国近年来气候变暖

的事实，初步探讨了气候变暖对我国鸟类可能产生的

影响，并针对这些影响提出了一些保护对策。

! 我国气候变暖现状

!"! 近百年来气候变化总趋势 本世纪中国气候变

化的总趋势是增温。从平均气温来看，出现两次显著

增暖期，分别发生于)&!!&年代和$&年代至今。增

温在空间分布并不均匀，存在着明显的南北差异。!&
年代前的增温主要发生在中国南方地区，中心分别位

于云南、贵州及东南沿海一带。$&年代中后期以来的

增温主要集中于中国北方地区，增温幅度随纬度降低

而减小。!&年代前的增温为全年各季，而近)&年气候

变暖则主要集中于冬半年［)］。我国在过去!&年中，最

低气温平均增幅达&*$+，其中最低温度在春季、秋季

和冬季增加明显，尤以冬季增温最显著，每%&年增加

&*!)+。从全国来看，最低温度在北方增幅大于南方，

其中东北、华北、黄河及长江上游每%&年增温达&*,!
&*"+。秋冬季节，全国表现出一致增温的趋势，但冬季

又明显高于秋季。我国东北、新疆、西北、华北等高纬度

地区冬季以每%&年&*"!&*’+的趋势明显增暖，而黄

河以南地区最低温度增暖趋势却随纬度降低而减缓［(］。

!"# $%年代以来及未来气候变化趋势 除%’’)年平

均气温略有下降（可能受菲律宾火山爆发影响）以外，

’&年代以来我国气温一直保持变暖趋势。变暖以东北

和内蒙最为显著［)］。%’’$年《中国气象年鉴》的统计数

据显示，东北、华北等地年均气温较常年偏高%!)+，

黑龙江和内蒙古偏高)!,+。东北、华北冬季平均温

度较常年同期偏高%!)+，连续第%&年出现暖冬［’］。

由于温室气体的排放还没有得到有效控制，人为活动对

气候影响仍在加剧，根据-.//（政府间气候变化委员

会）%’’&年的权威预测，到下世纪中叶，全球平均气温将

升高%*"!!*"+，/0)的浓度也将比现有水平加倍［%&］。

# 气候变化对我国鸟类的影响

#"! 气候变化对我国鸟类生存环境的影响 气候变

化对鸟类生存环境的影响是多方面的。首先，它会影

响植物群落的组成和结构。增温和/0)浓度的增加对

每种植物的影响是不同的，这种差异会导致因耐受性

不同而引起的植物之间竞争平衡的打破，植物群落的

组成和结构也会因此发生变化。这种变化进而会影响

到植食性昆虫和以植物或昆虫为食的鸟类。其次，气

候变化往往会加剧极端天气出现的频率，雷雨、大风、

森林大火，干旱引起的森林、草原、荒漠及湿地面积的

变化都会影响到鸟类的生存空间。气候变化的另一个

明显后果就是导致我国气候带的普遍北移［,］，这对于

生活在北方高纬度和高海拔地区的鸟类造成的影响可

能会更大，因为鸟类向极地和山地顶部迁徙的距离是

有限的。曾 在 我 国 东 北 地 区 有 分 布 记 录 的 镰 翅 鸡

（!"#$%&’((%)*"#$%&’((%)）和柳雷鸟（+",-&.)#",-&.)），

目前已近于绝迹［%%］，其原因可能与气候变暖有一定关

系。地质时期的自然气候变化也曾导致生物物种的大

规模迁移、物种组成的巨大变化和许多物种的灭绝。

如果到下世纪中叶地球增温!+，将相当于地球自始新

世以来的最热期，其变化速度是地球自然历史进程的

%"!!&倍［%&］。鸟类和其它物种一样要面临能否适应

这种气候和环境巨变的问题。对于那些分布区狭窄、

特异性较高和适应性较差的鸟类，这一问题将会显得

尤为突出。

#"# 气候变化对我国鸟类分布的影响 在自然状态

下，即使没有气候的变化，鸟类的分布区也是呈动态变

化的，具有一定的伸缩性。影响鸟类扩散与分布的因

素有很多。种群密度的增加，偶然的天气影响和许多

随机因素都可能导致鸟类出现在其从前没有分布过的

地区。这种扩散与分布从理论上说应该是随机的，但

是从近年来国内有关鸟类分布新记录的报道中可以发

现一个明显规律，那就是许多鸟类的分布区在向北扩

展，而且这一趋势近年来有所增强［%)］。对上述情况一

种比较合理的解释就是，气候变暖引起了鸟类分布区

的北移。表%列举了几种具有代表性的鸟类分布区北

限的变化情况。

从地理区系来看，我国地跨古北、东洋两个动物地

理界，鸟类的区系比较丰富。除了在两界过渡地带鸟

类的组成比较混杂外，每个界都有自己相对稳定和集

中的鸟类组成。但是如表%所示，一些典型的东洋界

鸟类如叉尾太阳鸟（/’01-&2"$13%)0%("’）已经进入到古

北界，使动物地理区系的界限变得更加模糊。以山东

省为例，#&年代以来，山东省共发现鸟类新记录,(种

（截止到%’’,年），其中留鸟新记录%)种和亚种，冬候

鸟新记录%’种，东洋种明显多于古北种［%,］。辽宁、山

西等省份也有类似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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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十二种鸟类分布地点的新记录

名称 发现地点 原分布区! 发现人及时间

棕背伯劳!"#$%&’’()"() 山东与江苏东海交界处 长江以南各省 柏 亮!""!
牛背鹭*&+&,(&’%+%’ 辽宁旅顺 欧、亚、非低纬度地区 裴晓鸣!""#
黄腹山雀-"#&’./$&’0&,&’ 黑龙江尚志县 北京以南、辽宁大连 常家传!""$
斑背大苇莺 1/2",&#&’3#4/#% 黑龙江扎龙 湖北、河北、辽宁朝阳等地 鲁长虎!""%
震旦鸦雀-"#"5676#$%’)/&5/% 天津大港 仅限于长江下游 倪喜军 等!""&
池鹭8#5/6,"+"(()&’ 黑龙江孙吴县 长江以南各省 刘晓龙 等!""&
红翅悬壁雀9%()65#6:":&#"#%"$/3",/$’%’ 黑龙江尚志县 北纬’#; 卢向东 等!"""
红翅风头鹃<,":"06#(6#6:"$5&’ 山东省青岛市 黄河以南各省 刘岱基 等!""&
灰鹤=#&’2#&’ 天津郊区 黄河以南越冬 袁 良 等!"""
中华秋沙鸭 1/#2#&’’>&":"0&’ 黑龙江省宁安市 俄罗斯远东、中国兴安岭 李文发 等!""%
叉尾太阳鸟8/0)634"()#%’0%$"/ 河南省 中国南部 姚孝宗 等!""%
雪雁8$’/#("/#&,/’(/$’ 黄河三角洲 北美北极、西伯利亚东部 朱书玉 等!"""

!参见郑作新《中国鸟类区系纲要》（!"&%）

气候变化对鸟类越冬地选择的影响常和鸟类分布

区的变化密切相关。食物因素是影响鸟类迁徙的一个

重要原因，许多在我国北方繁殖的鸟类当冬天来临的

时候，都有向南方迁徙的习性。冬季变暖，植物的生长

期和土壤的封冻期相应延迟，江河湖泊结冰期缩短，都

可能影响到鸟类的生活。水禽除了要求越冬地能够提

供足够的食物，还要求有不结冰的水面。因此气候变

暖对 水 禽 的 影 响 更 为 明 显。 斑 嘴 鸭（8$"’36/?
(%,6#)4$()"）"#年代以前在渤海湾地区还是夏候鸟，近

年来由于冬季气候变暖，渤海湾近海结冰期缩短，斑嘴

鸭事实上已经成为该地区的留鸟之一［!’］。气候变暖对

鸟类越冬影响的另一个方面就是改变鸟类迁徙的时

间、路线，并可缩短迁徙的距离。灰鹤（=#&’2#&’）在俄

罗斯及我国东北繁殖，历史上它的越冬地在我国华南

地区，而现在它们不仅在从前只是旅鸟的黄河三角洲

越冬［!(］，辽宁省瓦房店地区也发现了灰鹤的越冬种

群［!$］。气候的变化不仅影响鸟类在大范围内的水平运

动，也同样影响山地居留鸟类的垂直运动。这种影响

是气候变暖与其所引起的植物群落沿海拔变化共同作

用的结果。

气候变化不仅通过影响鸟类食物的供应以及栖息

地环境的变化间接作用于鸟类，而且可以直接作用于

鸟类。对英国鸟类的野外观察发现，%#年代以来许多

鸟类的繁殖期提前，产卵变早［%］。雪雁（8$’/#("/#&,/?
(/$’）繁殖的成功率也会受到气候波动的影响［!%］。目

前，有关气候变暖对鸟类神经内分泌和繁殖行为影响

的研究开展的还不多［!&］，相关机理尚不清楚，但是随着

全球气候变暖趋势的加剧，它对鸟类繁殖的影响也将

变得更加显著。

" 结 语

本世纪以来的气候变化是一个长期的渐进的过

程，它对人类和地球生态环境的影响无疑是巨大的。

鸟类是生态系统中最重要的指示物种之一，其分布、种

群消长、生活状况以及未来命运都与人类生活的环境

密切相关。由于气候变暖对世界的经济生活、农业生

产以及生态环境的影响还在不断扩大，因此以鸟类作

为指示物种来监测地球环境的演变具有十分重要的意

义。我国拥有近世界十分之一的鸟类，其中濒危及受

胁种类!&#多种［!"］，由于历史和自然的因素，不少珍稀

濒危鸟类的生存状况不容乐观。气候变化对鸟类的影

响是多方面的，这种影响的利弊目前还很难给予定论。

虽然气候变暖明显扩大了我国一些鸟类分布的北限，

为许多鸟类的生存和繁衍提供了更广阔的空间，但是

它也会对鸟类的生活产生许多潜在的和负面的影响。

鸟类能否及时适应原栖息地和新分布区生态环境和物

种组成的变化，这一变化对入侵及土著鸟类的影响究

竟有多大都是值得我们关注和研究的问题。目前我国

正在以多种方式开展生物多样性的保护工作，我们在

制订鸟类保护措施时不仅要考虑物种自身的生物学习

性及各种生态因子的作用，还应综合考虑气候变暖对

鸟类生活的影响，最大限度地避免鸟类多样性和物种

遗传资源的丧失。希望国内的鸟类学工作者今后能加

强气候变化对鸟类生活影响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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哺乳动物消化道内食物通过速率

的测定方法!

裴艳新 王德华!!

（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农业虫鼠害综合治理研究国家重点实验室 北京 #DDDCD）

摘要：通过速率是消化道功能的一个重要量度，通常采用平均滞留时间来描述食物的通过速率。测定平

均滞留时间的方法很多，实验条件不同，所采用的测定及计算方法也不同。本文对主要测定方法进行了

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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