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辽宁老铁山雀形目鸟类秋季迁徙初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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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 !""$ 年秋在辽宁旅顺老铁山自然保护区，通过鸟类环志和直接观察的方法，对该地区雀形

目（)*++,-./0-1,+）鸟类秋季迁徙规律进行了研究。2 年共环志%% "$"只雀形目鸟类，发现 3 种保护区新记

录种。结果表明，鸟类迁徙高峰大都集中在 %" 月中下旬；气候条件与鸟类迁徙关系密切；不同年份优势

种及种群数量均不同；鸟类的迁徙具有一定的顺序性和集群现象，但不同种类迁徙的种群大小又有差

别；!""$ 年雀形目鸟类的种类和数量都明显少于前 $ 年，略有下降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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辽宁蛇岛老铁山自然保护区经国务院批准

于 %(3" 年建立，主要保护对象为蛇岛的蝮蛇和

候鸟。老铁山 %(3& 年成为全国重点鸟类环志

站，首先对猛禽进行环志研究。老铁山地区猛

禽和水禽迁徙规律的研究曾有过报道［% ’ 7］，而

对雀形目（)*++,-./0-1,+）等体型较小的鸟类的研

究很少。雀形目在鸟类中所占比例较大，且在

生态系统中占有重要的地位，研究雀形目鸟类

对保护区建设及对鸟类资源管理都具有重要意

义，从 !""" 年始我们对雀形目鸟类的迁徙进行

了环志研究。主要进行秋季环志（春季只进行

两年，分别为 !""! 年 %# 种 !%! 只，!""7 年 ( 种

$! 只），现将结果报道如下。

: 自然概况

老铁山位 于 大 连 市 旅 顺 口 区 西 部，东 经

%!%["2\ "&] ’ %!%[ %2\ "2]，北 纬 73[ $7\ %3] ’
73[2&\""]，主峰海拔 $#2^2 1。老铁山北、西、南

三面濒临黄、渤海。气候属于温带亚湿润季风

!!!!!!!!!!!!!!!!!!!!!!!!!!!!!!!!!!!!!!!!!!!!!!!!!!!!!!!!!!

型气候，滨海性气候小区，四季分明，雨热同期，



夏无酷暑，冬无严寒。年平均气温 !"#$%，年平

均降水量 &!’#( ))。现有林木均为人工次生林，

主要 有 日 本 黑 松（ !"#$% &’$#()*+""）、赤 松（ ! *
,)#%"-./*0）、刺槐（1/("#"0 23)$,/0404"0）、长白落

叶松（50*"6 /.+)#%"%）、酸枣（7"892’$% %2"#/%$%）、扁

担木（:*)3"0 20*;"-./*0）、还有杨柳科（+,-./,/0,0）、

榆科（1-),/0,0）和一些果树等。草本植物种类

较多，主要有大油芒（<2/$"/2/+/# %"("*"4$%）、艾蒿

（ =*&)>"%"0 %04*/*$> ）、全 叶 马 兰（ ?0.">)*"%
"#&)+*"-/."0）等。

! 研究方法

环志地点设在老铁山小东沟水库（!$!2"34
’!56，782’(4!&59），海拔 3$ )，面积约 !"" )$。

环志点主要为黑松:刺槐混交林，树高 !#" ; !"
)，另外 还 有 杨 树（ !/2$.$% &/>)#&/%0）、核 桃 树

（@$+.0#% *)+"0）、柳树（<0."6 >0&%$,0#0）等；灌木

和草本植物丰富，昆虫较多。自 $""" ; $""’ 年

3 月中旬 ; !! 月中下旬从 <：7" ; !<：7" 时，在

环志点设 ’ 片粘网（$#( ) = !" )，网目为 $ /)
= $ /)），分东西南北方向围绕水库四周。该水

库是环志点附近惟一的水源，利用鸟来喝水增

加上网几率。主要根据羽色、形状、虹膜颜色、

尾羽数量、飞羽特征等［’ ; &］对鸟的种类进行鉴

别。网捕后环志、测量，记录后放飞。用望远镜

观察鸟的活动并记录当天气候状况。

" 结 果

"#$ 鸟类的物种多样性 老铁山是东北亚大

陆候鸟迁徙的主要通道，每年春、秋大量鸟类从

这里 经 过。根 据 保 护 区 鸟 类 记 录［<］，$""" ;
$""’ 年共发现 8 种保护区新记录鸟类（表 !），

目前已记录的鸟类共 7"" 种，其中雀形目鸟类

$( 科 !$! 种。

( 年环志的雀形目鸟类中共有 !! "’" 只，

分属 !& 科 7( 属 <! 种（占辽宁省雀形目鸟类种

数 !’3 种的 ’<#&>）。其中莺科（+?-@..A,0）!8
种，占总数的 $(#’>，以柳莺属（!’9../%4/2$%）居

多，-科（6)B0C.D.A,0）!$ 种，占总数的 !&#3>，

鸫科（EFCA.A,0）!! 种，占总数 !(#(>。

表 $ !%%% & !%%’ 年保护区新记录种

物种
时间

（年 *月 *日）
环志号

短翅树莺 A)&&"0 ,"2’/#) $""!*!" *!& G"<:’<$&
棕头鸦雀 !0*0,/6/*#"% 3)(("0#$% $""!*!" *$3 G"8:&(""
灰腹灰雀 !9**’$.0 +*"%)";)#&*"% $""!*!" *7! H!&:&8$3
山鹛 1’/2/2’".$% 2)B"#)#%"% $""$*!" *!( H$3:’78(
稻田苇莺 =4*/4)2’0.$% 0+*"4/.0 $""$*!" *!& G!$:&($7
铁爪- A0.40*"$% .022/#"4$% $""$*!" *!& H$3:’&7(
赤颈鸫 C$*,$% *$-"4/.."% $""$*!" *!< （做标本）

白头鹎 !94#/#/&$% %"#)#%"% $""’*!! *"8 H$3:&<$&

在这些鸟中属东洋种 7 种，占 ’#$>；广布

种 $’ 种，占 77#8>；古北种 ’’ 种，占 &$>，古北

种鸟类占优势［8］，但其绝大多数为旅鸟。这些

鸟中冬候鸟 < 种，占总数的 3#8>；夏候鸟 !8
种，占 总 数 的 $(#’>；旅 鸟 ’& 种，占 总 数 的

&’#8>。

"#! 迁徙的时间 通过 ( 年的观察，鸟类迁徙

的高峰大都出现在 !" 月中下旬，但不同的年份

高峰又有所不同（图 !，$），$""" 年鸟类迁徙在 3
月 $$ 日 ; !! 月 & 日，高峰在 !" 月 $< 日（$73
只）；$""! 年鸟类迁徙在 3 月 !’ 日 ; !! 月 !3
日，高峰在 !" 月 !< 日（7’( 只），次高峰在 !" 月

$3 日（$3< 只）；$""$ 年鸟类迁徙在 3 月 !( 日 ;
!! 月 $ 日，高峰也出现在 !" 月 !< 日（’&3 只），

与 $""! 年不同的是开始迁徙的时间和结束的

时间都较早，除高峰外每天网捕的数量相对很

少；$""7 年鸟类迁徙在 !" 月 7 日 ; !! 月 ( 日相

对较集中，高峰期较前 7 年都晚，出现在 !" 月

$8 日（’7& 只），次高峰在 !! 月 ( 日（78< 只）；

$""’ 年鸟类迁徙在 3 月 !7 日 ; !! 月 !8 日，长

达 &< A，数量明显较前 ’ 年的少，高峰在 !" 月

$3 日（!&" 只）。

"#" 种类与数量的关系 ( 年环志鸟类的种

类与数量（图 7），种类由多到少的顺序是 $""$
年、$""" 年、$""7 年、$""! 年、$""’ 年；而数量由

大到小的顺序是 $""7 年、$""! 年、$""$ 年、$"""
年、$""’ 年。( 年中以 $""$ 年捕到鸟类的种类

为最多，$""7 年鸟类数量为最大，$""’ 年种类

与数量均为最少。由于 $""7 年、$""! 年的煤山

雀（!0*$% 0&)*）数量较多，使得这两年的种类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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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不如 !""! 年和 !""" 年多，但数量较大，总的 来说种类和数量之间呈一定相关性［#］。

图 ! "### $ "##% 年日环志种类记录图

图 " "### $ "##% 年日环志数量记录图

图 & "### $ "##% 年环志种类与数量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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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气候与鸟类迁徙的关系 将 ! 年的环志

数量与环志当日的气候条件结合进行统计，并

参照多年观察资料，结果显示，当日的最低温度

对雀形目鸟类的迁徙影响较大（图 "）。在 # $
% $&’ 范 围 内 都 有 迁 徙 行 为。气 温 在 " %
($’，风向偏北（东北、西北、北），或西到西南

风，风力在 ) % ! 级时，鸟类活动比较频繁，环志

的种类和数量都较多。当风力达到 * % + 级时，

小鸟常常躲在石头草窝等处避风，很少活动。

另外，晴天、少云或多云转少云的天气适宜鸟类

迁徙，雨天鸟类则在原地停留且很少活动。

图 # 日最低温与环志数量和种类

鸟类迁徙往往是由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

果，常常在大风降温前一天出现迁徙高峰。如

$&&" 年 (& 月 $) 日少云、偏南风 ) % ! 级、最低

温度为 +’，环志数量为 ($* 只，占当年环志总

数的 ($ ,+-；$" 日突然降温到 $’，北风 ! 级，

网捕数量很少。$! 日虽然温度上升到 *’（最

低温度），东北风 * % + 级，网捕数为零。其他年

份也多次出现类似的情况。由此可见鸟类的迁

徙与气候条件关系密切。

!"$ 优势种类 不同年份捕获的优势种及种

群数量均不同，$&&& 年迁徙数量最多的是黄雀

（!"#$%&’() )*(+%)）（+)! 只，占当年 "!-），而后呈

下降趋势；$&&(、$&&) 年迁徙数量最多的是煤山

雀（分 别 为 ( .*/、( $!"只，占 当 年 的 *)0+-、

).0"-），而在 $&&$、$&&" 年出现的数量非常少，

甚至不出现；$&&$ 年迁徙数量最多的是灰头-
（ ,-.&#(/" )*0$01&*2"’" ）（ !"" 只，占 当 年 的

)$0*-），而后数量亦呈下降趋势；$&&" 年迁徙

数量最多的是黄喉-（, , &’&3"+)）（!"! 只，占

当年的 !)0!-），数量呈逐年上升趋势（图 !）。

总的来说，煤山雀、黄喉-、黄雀、灰头-的

数量变化很大，燕雀（ 4#(+3(’’" -0+5(6#(+3(’’"）的

种群数量基本稳定。

!"% 迁徙的顺序 依据 ! 年的环志资料，可以

看出秋季鸟类的迁徙有一定的顺序：以食虫为

主的种类出现得较早，如红胁绣眼鸟（70)5&#0*)
&#852#0*’&%#"）、红胁蓝尾鸲（9"#)(3&# 18"+%#%)），还

有 柳 莺 属、苇 莺 属（ :1#01&*2"’%) ）等 莺 科

（1234553678）鸟类，大多集中在 / 月中旬 % (& 月

上旬；以食谷物为主的鸟类出现的较晚，特别是

雀科（9:56;5335<78）的-类集中在 (& 月下旬 % ((
月中旬。在食虫种类中体形小的种类要早于体

型较大的种类，如柳莺类早于苇莺类［(&］。

!"& 停留时间 许多鸟类在途经老铁山时并

不马上飞走，网捕发现，停留时间与物种和气象

条件关系很大，重捕数量与种群的大小和在本

地停留的时间也有一定关系，种群数量大，在本

地停留时间长，重复上网的概率大，重复上网的

持续时间也长。如 $&&( 年秋煤山雀重复上网

$( 只次，( 只环号为 =&.>!.*( 的煤山雀原地重

捕间隔时间达 $! <。有些种类网捕的数量很

少、重复上网的次数也很少，表明这些种类在本

地停留时间较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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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 优势种类占当年总数比例

"#$ 集群现象 雀形目鸟类常常以群体形式

迁徙，种群的大小因种类有所不同。数量达数

百只的有煤山雀、燕雀、黄喉-等；数量为数十

只的有红胁蓝尾鸲、红胁绣眼鸟、棕眉山岩鹨

（!"#$%&&’ ()$*’$%&&’）、白眉-（ + ! *",-*"’(,）等；

黄喉-的群体组成雌雄不平均，有的群体雄性

居多，有的雌性居多。

% 讨 论

经观察发现，燕雀、红胁蓝尾鸲等一些鸟类

每年迁徙的种群数量基本稳定，煤山雀、黄喉

-、黄雀、灰头-等几种鸟类的环志数量在不同

年份有很大差别，煤山雀迁徙的种群数量存在

着明显的周期性变化，基本上 " 年为一个周期。

另据观察，太平鸟（ .)(/01,&&’ 2’""#&#-）在大连

地区每 # 年出现一次。这种周期现象是否与种

群变化或是与迁徙路线周期性改变有关，有待

进一步探讨。

根据全国鸟类环志中心反馈的信息："$$%
年 &$ 月 "’ 日在小东沟水库（%()##*+，&"&)&$*,）

环志的 & 只黄喉-（环号为 -"$.&/’"）于 "$$#
年 # 月 "# 日在日本北海道的利尻岛（0123141
526789，:;<<719;，=7>78，#?)$’*+，&#&)&$*,）回收。

两个环志站纬度相差 /)"%*，经度相差 "$)，说明

这只黄喉-春季与秋季的迁徙路线可能不同。

老铁山迁徙候鸟的数量相对较大，且比较

集中，每年架 # 片网，最高捕获日数量达到了

#/@ 只，比帽儿山和北戴河环志站的单片网捕

率均高［&& A &#］，这与老铁山特殊的地理位置有很

大的关系，老铁山是辽东半岛的最南端，隔渤海

海峡与山东半岛相望，东北亚大陆东部候鸟迁

徙以从辽东半岛到山东半岛为最近的路线，使

得秋季从北往南迁徙的候鸟主要在老铁山集

中，待补充体力后迁飞过海。

"$$# 年环志的时间多于前 # 年（开始日期

提前，结束日期推后），但雀形目鸟类的种类和

数量都明显少于前 # 年，每天的网捕量也较前

# 年少，这是否由于鸟的总体数量减少还是属

于一种偶然现象需要进一步观察与研究。

致谢 孙立新、李建立两位高级工程师参与本

项研究并给予指导，特此致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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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学家面临的挑战———问题与途径》已出版

陈吉泉、李博、马志军、赵斌等人主编，来自国内外的 "" 名专家共同编纂完成的《生态学家面临的挑战———问

题与途径》一书于 "##& 年 * 月由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

《生态学家面临的挑战———问题与途径》一书是基于 "##+ 年“复旦大学高级生态学讲习班”的部分授课内容编

辑而成。全书共分为：$、中国生态学家面临的挑战；"、"$ 世纪生态学发展的重要挑战与对策；,、生态学家的综合技

能概述；+、陆地生态系统的地下过程；&、涡度协方差技术在生态学中的应用；)、生态学中的稳定同位素技术；’、空间

统计学及其在生态学中的应用；*、多变量分析在群落生态学中的应用；(、科技论文写作方法和发表程序；$#、同行评

议及对同行评议意见的应对等 $# 章。着重介绍了生态学家面临的问题与挑战，解决生态学研究中复杂问题的技

术与方法，以及如何成为一名合格的生态学家。本书将有助于提高生态学工作者从提出科学问题到发表高水平论

文等一系列过程的能力。

本书 $) 开 "++ 页、计 ,( 万字，书后附有本书所涉及的生态学词汇的索引，可作为生态学、农林、环境科学及自

然地理等专业的教师、研究生和相关领域研究人员的学习参考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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