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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为了解江苏盐城国家级珍禽自然保护区实验北区内不同生境鸟类群落多样性及人为干扰的影响，于
２０１５年１０月至２０１６年７月，采用样带法分春夏秋冬四季对研究区域内鸟类进行实地调查，结合３Ｓ技术将生
境进行分类，并对鸟类组成以及不同生境内鸟类多样性特征与变化进行分析。结果表明：研究区域内共统计

到鸟类１２目２７科６７种，鸟类区系和留居型以古北种和候鸟为主。不同生境内鸟类群落多样性指数呈现人
工湿地最高，人类活动区最低；均匀度指数与人为干扰程度呈显著负相关关系（ｙ＝１．８８３ｘ＋１．７３８，Ｒ２＝
０．９０３０，Ｐ＜０．０５），表现为浅海水域最高，人类活动区最低。不同生境间的多样性最高值出现在盐沼与人工
湿地之间。在不同季节不同生境下鸟类多样性在人工湿地和盐沼生境中要普遍高于其他各生境，且最高值和

最低值分别出现在秋季和夏季。

关键词：盐城国家级珍禽自然保护区；鸟类群落；多样性；均匀度；生境分类

中图分类号：Ｑ９５８．１　　　文献标志码：Ａ

　　盐城国家级珍禽自然保护区实验北区位于
江苏沿海区域，其独特的地理位置及环境演变而

形成特殊的自然环境，使其成为东亚澳大利亚通
道迁徙路线中鸟类停歇或越冬的区域。随着湿

地利用方式的改变，沿海滩涂开发日益增强，自

然保护区实验北区内的建设项目不断增加，围

垦、养殖、盐业、港口建设以及风电工程等人类活

动较为集中，对生态环境造成了压力。由于鸟类

可以迅速感知环境的变化，因此鸟类生态群落结

构通常被用作生境质量评估与变化的重要手

段［１］，对于理解生态系统平衡具有重要意义［２］。

鸟类群落组成在一定程度上能反映出鸟类对生

态环境的综合利用的情况［３］，鸟类的群落结构丰

富度、多样性等指标会随着生态环境而发生变

化，即群落结构变化具有显著的地域性和季节

性［１，４５］。

目前，国内外对鸟类群落的研究主要集中于

生物多样性，国外主要包含多样性的形成、演化

及其机制等［６１０］，而国内则主要研究多样性结构

动态变化，如物种组成、生境变化、物种演替及分

布变迁等方面。由于江苏盐城国家级珍禽自然

保护区是丹顶鹤等珍禽及其赖以生存的重要栖

息地，近年来备受学者关注，主要侧重于研究以

丹顶鹤为代表的珍禽现状及变化［１１］、越冬期鸟类

群落格局［１２１３］或风电场对鸟类影响的概述［１４］等，

对整体鸟类群落结构及不同生境鸟类群落多样

性的研究较少。因此，本文对盐城国家级珍禽自

然保护区实验北区６种不同生境内（间）鸟类群
落多样性进行研究，深入探讨生境变化对鸟类群

落的影响方式和影响程度，以期为维护保护区内

鸟类的物种多样性以及生态系统的平衡稳定，在

保护区内实施高效合理的管理和保护措施提供

科学依据，并为今后沿海工程建设的设计及方案

的实施提供有效建议。

１　材料与方法

１．１　研究区域
江苏盐城国家级珍禽自然保护区位于江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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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盐城市沿海区域，是以保护湿地珍稀濒危动物

为主体的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辖东台、大丰、射

阳、滨海和响水５县（市）的滩涂，海岸线长达５８２
ｋｍ，包含核心区、缓冲区以及实验区３部分。本
文研究区域为保护区实验北区（１１９°５３′４９．６″
１２０°１２′２８．４″Ｅ，３４°１８′１５．４″３４°２９′２７．４″Ｎ，图

１），面积约２６２００ｈｍ２，地处北亚热带向南暖温带
过渡的气候带，四季分明，冬冷夏热，光照充足，

降水量充沛。按照中国动物地理区划，研究区域

可划入古北界华北区黄淮平原亚区，且位于全球

候鸟迁徙的主要通道之一“东亚澳大利亚”路线
上。

图１　研究区域
Ｆｉｇ．１　ＳｔｕｄｙＡｒｅａ

１．２　研究数据
收集保护区历史鸟类监测数据，并于２０１５年

１０月２０１６年７月，分春夏秋冬四季在江苏盐城
国家级珍禽自然保护区实验北区进行野外实地

调查。鸟类调查采用样带法，共随机设置陆域样

带３条，潮间带样带２条，海域样带１条，总长度
达４１．２４ｋｍ，涵盖保护区实验北区内的所有生境
类型。调查频次为每季节一次，每次调查时长为

５～７ｄ，选择晴朗、风力较小的天气进行观测。调
查时全天观察，但主要集中于鸟类活动最为频繁

的日出后３小时和日落前３小时。行进过程中，
记录样带前方和两侧４００ｍ范围内观察到鸟类
的种类及数量，为避免重复记录数据导致的误

差，不记录从身后向前飞行的鸟类。行进速度控

制在２～２．５ｋｍ／ｈ，记录数据时作短暂停留，而后

恢复行进。调查中使用的工具为双筒望远镜、单

筒望远镜、单反照相机、手持式ＧＰＳ。鸟种鉴别与
分类依据约翰·马敬能等［１５］、郑光美［１６］以及鲁

长虎［１７］标准进行。遥感数据采用的是陆地卫星

系列中应用最为广泛的中分辨率数据 Ｌａｎｄｓａｔ８
ＴＭ数据，空间分辨率３０ｍ，精确地理位置数据通
过现场ＧＰＳ采集。
１．３　研究方法
１．３．１　鸟类优势种

依据鸟类数量等级划分方法来确定鸟类优

势种，将不同种群鸟类数量占鸟类统计总数百分

比超过１０％的种类定为优势种，１％与１０％之间
的种类定为常见种，小于１％的定为偶见种［１８］。

１．３．２　鸟类群落多样性
鸟类多样性分析可分为两类：群落内物种多

５６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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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性的研究及群落间物种多样性的研究。针对

鸟类群落内物种的多样性，本文选取 Ｍａｒｇａｌｅｆ丰
富度指数、ＳｈａｎｎｏｎＷｉｅｎｅｒ多样性指数和 Ｐｉｅｌｏｕ
均匀度指数三个指标［１９２１］。

Ｍａｒｇａｌｅｆ丰富度指数公式为

Ｒ＝Ｓ－１ｌｎＮ （１）

ＳｈａｎｎｏｎＷｉｅｎｅｒ多样性指数公式为

Ｈ＝－∑
Ｓ

ｉ＝１
（Ｐｉ）（ｌｎＰｉ） （２）

Ｐｉｅｌｏｕ均匀度指数公式为

Ｊ＝ＨＨｍａｘ
（３）

式中：Ｓ为鸟类物种数；Ｎ为所有鸟类个体总数；
Ｐｉ为第ｉ种鸟类的个体数与所有鸟类个体总数的
比值；Ｈ为实际调查的多样性指数 Ｓｈａｎｎｏｎ
Ｗｉｅｎｅｒ多样性指数，即 ＳｈａｎｎｏｎＷｉｅｎｅｒ多样性指
数；Ｈｍａｘ为理论上最大多样性指数，Ｈｍａｘ＝ｌｎＳ。

针对鸟类群落间的物种多样性研究，本文选

取Ｓφｒｅｎｓｅｎ相似性指数［２２］作为分析指标，其公

式为

Ｃｓ＝
２ｊ
ａ＋ｂ （４）

式中：Ｃｓ为Ｓφｒｅｎｓｅｎ指数，ｊ为两个鸟类群落中在
不同生境间的共有物种数，ａ和 ｂ分别为两个鸟
类群落各自的物种数。当０．７５＜Ｃｓ≤１．０时，为
极其相似；０．５＜Ｃｓ≤０．７５时，为中等相似；
０．２５＜Ｃｓ≤０．５为中等不相似；０＜Ｃｓ≤０．２５为极
不相似［１３］。

１．３．３　生境分类
湿地鸟类的空间分布特征由地貌、土壤、植

被、食物、水分、气候等多种因素所决定。有专家

学者按照江苏沿海的湿地生态环境将鸟类生境

分为潮间带海滩水域鸟类群、芦苇碱蓬滩涂鸟类

群、碱蓬灌草丛区鸟类群、盐场虾池鸟类群、苇塘

草地鸟类群和平原林区鸟类群［２２２４］。按照鸟类

栖息地情况及植被特征，将生境分为盐沼、开阔

水域及河口、芦苇荡、草地和草甸、林区及种植区

与居民区［１４］。黄辉等［２５］指出江苏沿海滩涂湿地

是由以碱蓬湿地、芦苇湿地和米草湿地为代表的

自然湿地以及以养殖塘、盐田和农用地为代表的

人工湿地组成。根据人类活动的干扰程度，可将

鸟类生境划分为芦苇沼泽、农田、鱼塘和滩涂 ４
种［１２］。

本文根据生境特点、鸟类食性以及活动情况

将研究区域内鸟类生境分为浅海水域、盐沼、人

工湿地、芦苇荡、农田林地以及人类活动区６大
类。结合遥感图像的地物光谱信息以及实地观

测资料，建立相关生境的解译标志，如表１所示。
２．１　鸟类群落组成

通过实地调查，研究区域内共统计到鸟类６７
种，隶属１２目２７科４５属。其中水鸟４７种，占全
部 鸟 类 种 数 的 ７１．２％， 以

#

形 目

（Ｃｈａｒａｄｒｉｉｆｏｒｍｅｓ）鹬科 （Ｓｃｏｌｏｐａｃｉｄａｅ）和鸥科
（Ｌａｒｉｄａｅ）、鹈 形 目 （Ｐｅｌｅｃａｎｉｆｏｒｍｅｓ）鹭 科
（Ａｒｄｅｉｄａｅ）以及雁形目 （Ａｎｓｅｒｉｆｏｒｍｅｓ）鸭科
（Ａｎａｔｉｄａｅ）最多。从全年区系组成来看，古北种
有３６种，占５３．７％；广布种２５种，占３７．３％；东
洋种６种，占９．０％，呈现古北种＞广布种＞东洋
种的趋势。从全年留居型来看，研究区域内候鸟

最多，达４０种，占到整体的５９．７％，其中又以夏
候鸟居多；留鸟和旅鸟的种数相近，分别为１３和
１４种。根据数量等级划分方法判断研究区域内
优势种为［树］麻雀（Ｐａｓｓｅｒｍｏｎｔａｎｕｓ）、红颈滨鹬
（Ｃａｌｉｄｒｉｓｒｕｆｉｃｏｌｌｉｓ）和 青 脚 滨 鹬 （Ｃａｌｉｄｒｉｓ
ｔｅｍｍｉｎｃｋｉｉ），常见种为黑嘴鸥（Ｃｈｒｏｉｃｏｃｅｐｈａｌｕｓ
ｓａｕｎｄｅｒｓｉ）、白鹭（Ｅｇｒｅｔｔａｇａｒｚｅｔｔａ）、黑翅长脚鹬（

表１　各生境类型特征描述及解译标志
Ｔａｂ．１　Ｆｅａｔｕｒｅｄｅｓｃｒｉｐｔｉｏｎａｎｄｉｎｔｅｒｐｒｅｔａｔｉｏｎｋｅｙｏｆｅａｃｈｈａｂｉｔａｔｔｙｐｅ

６６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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Ｈｉｍａｎｔｏｐｕｓｈｉｍａｎｔｏｐｕｓ）、虎 纹 伯 劳 （Ｌａｎｉｕｓ
ｔｉｇｒｉｎｕｓ）、绿头鸭（Ａｎａｓｐｌａｔｙｒｈｙｎｃｈｏｓ）等 ２３种鸟
类，其余均为小于１％的偶见种。共调查到国家
Ⅰ级重点保护动物 ３种，为东方白鹳（Ｃｉｃｏｎｉａ
ｂｏｙｃｉａｎａ）、白头鹤（Ｇｒｕｓｍｏｎａｃｈａ）和灰鹤（Ｇｒｕｓ
ｇｒｕｓ）；国家Ⅱ重点保护动物２种，为红隼（Ｆａｌｃｏ
ｔｉｎｎｕｎｃｕｌｕｓ）和燕隼（Ｆａｌｃｏｓｕｂｂｕｔｅｏ）。

２．２　生境类型划分图
运用ＥＮＶＩ５．２与ＡｒｃＧＩＳ１０．１软件，采用监

督分类（最大似然法）与非监督分类（Ｉｓｏ聚类分
析）相结合的方法，同时辅以人工目视解译，实现

遥感影像分类和后处理，生成湿地鸟类生境分类

图，如图２所示。经实地调查资料验证，解译准
确率能满足研究所需精度要求。

图２　湿地鸟类生境分类图
Ｆｉｇ．２　Ｈａｂｉｔａｔｃｌａｓｓ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ｏｆｗｅｔｌａｎｄｂｉｒｄｓ

　　通过系统导出的像元个数，经计算得到各生
境类型的面积，并根据实地调查情况，参照《生物

多样性观测技术导则（鸟类）》的划分标准，对各

生境类型的人为干扰程度进行分级定量，详见表

２。可以发现在研究区域内浅海水域和人工湿地
生境的面积占绝对优势，盐沼生境次之，其余生

境类型的面积均小于１０％。浅海水域和盐沼生
境的人为干扰程度较低，而人类活动区的干扰程

度最高。

２．３　不同生境鸟类群落多样性
研究区域内鸟类群落多样性在不同生境内

存在显著变化，由表３可知，鸟类群落丰富度指
数呈现人工湿地（３．９２９）＞农田林地（２．７９２）＞
盐沼（２．６１６）＞芦苇荡（２．２２２）＞浅海水域
（１．６５３）＞人类活动区（１．６３３）；多样性指数表现

为人工湿地（２．３５４）＞盐沼（２．２９０）＞浅海水域
（２．１７８）＞农 田 林 地 （１．７７１）＞芦 苇 荡
（１．５５９）＞人类活动区（１．１６３）。由于各生境鸟
类的数量和集群性不同，各生境内丰富度指数和

多样性指数的排列顺序存在着一定差异性。人

工湿地和盐沼生境的物种数分别为２６和２０种，
明显高于其他四个生境，丰富度指数和多样性指

数也同样处于较高水平，其主要原因首先在于研

究区域内鸟类以水鸟为主，食鱼、虾、蟹、底栖生

物等，人工湿地和盐沼生境可为研究区域内的鸟

类提供充足的食物资源和水分；其次在于两生境

的面积占比仅次于浅海水域，能为鸟类提供一定

的栖息场所。人工湿地略高于盐沼可能是因为

盐沼生境会在每日高潮期时被淹没，部分中小型

的
#

鹬类无法在深积水区域觅食或栖息［２６］，被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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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堤内地势较高的人工湿地转移［２７２９］。浅海水

域由于缺少中途停歇的栖息地，仅部分能长时间

飞行且擅长在水面游泳的鸟类栖息于此，多样性

指数仅次于人工湿地和盐沼。

表２　各生境类型的面积（占比）及人为干扰程度
Ｔａｂ．２　Ａｒｅａ（ｐｅｒｃｅｎｔａｇｅ）ａｎｄｈｕｍａｎｄｉｓｔｕｒｂａｎｃｅｏｆｅａｃｈｈａｂｉｔａｔｔｙｐｅ

生境类型

ＨａｂｉｔａｔＴｙｐｅｓ
面积／ｈｍ２

Ａｒｅａ
占比／％
Ｐｅｒｃｅｎｔａｇｅ

人为干扰程度

ＨｕｍａｎＤｉｓｔｕｒｂａｎｃｅ

浅海水域

ＳｈａｌｌｏｗＳｅａＷａｔｅｒｓ
１１０８１．５２ ４２．３０％ ０～０．２５

盐沼

ＳａｌｔＭａｒｓｈｅｓ
２８０３．７１ １０．７０％ ０～０．２５

人工湿地

ＡｒｔｉｆｉｃｉａｌＷｅｔｌａｎｄｓ
８２９５．５７ ３１．６６％ ０．２５～０．５

芦苇荡

Ｒｅｅｄｓ
１９０５．５４ ７．２７％ ０．５～０．７５

农田林地

ＦａｒｍｌａｎｄｓａｎｄＷｏｏｄｌａｎｄｓ
５１６．７８ １．９７％ ０．５～０．７５

人类活动区

ＨｕｍａｎＡｃｔｉｖｉｔｙＡｒｅａｓ
１５９５．９８ ６．０９％ ０．７５～１

　　由于浅海水域生境面积占比最大，且受人为
干扰程度较低，故均匀度指数最高。而人类活动

区由于受干扰程度严重，仅通常与人类伴生的雀

类会大量分布与此，因此丰富度指数、多样性指

数和均匀度指数均最低。经回归分析发现，均匀

度指数与人为干扰程度呈显著负相关关系（ｙ＝
１．８８３ｘ＋１．７３８，Ｒ２＝０．９０３，Ｐ＜０．０５），即人为
干扰程度对生境内鸟类群落分布的均匀性有影

响，且干扰程度越大，生境内鸟类个体数量分配

越不均匀，群落结构的稳定性越差。

研究区域内不同生境间鸟类群落多样性分

析如表４所示，浅海水域与农田林地、人类活动

区与盐沼和人工湿地间均无共有鸟类，相似性指

数为０；多样性最高值出现在盐沼生境和人工湿
地生境间，有１３种共有鸟类，为中等相似。生态
位理论［３０３１］认为在生境过滤作用下，群落间的结

构差异会受到生境异质性的影响，可反映环境梯

度上鸟类群落结构的来源差异，异质性越大，则

差异性越大，相似性指数就越小［３２３６］。由于生境

异质性在盐沼与人工湿地之间最小，因此这两类

生境间共有鸟类最多，相似性指数最大。这也同

样反映出人工湿地能够在一定程度上代替盐沼

等自然湿地，成为鸟类选择的栖息与觅食场所。

表３　不同生境内鸟类群落多样性
Ｔａｂ．３　Ｂｉｏｄ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ｉｎ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ｈａｂｉｔａｔｓ

生境类型

ＨａｂｉｔａｔＴｙｐｅｓ
物种数

ＮｕｍｂｅｒｏｆＳｐｅｃｉｅｓ
丰富度指数Ｒ
ＲｉｃｈｎｅｓｓＩｎｄｅｘ

多样性指数Ｈ
Ｄ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Ｉｎｄｅｘ

均匀度指数Ｊ
ＵｎｉｆｏｒｍｉｔｙＩｎｄｅｘ

浅海水域

ＳｈａｌｌｏｗＳｅａＷａｔｅｒｓ １１ １．６５３ ２．１７８ ０．９０８

盐沼

ＳａｌｔＭａｒｓｈｅｓ ２０ ２．６１６ ２．２９０ ０．７６４

人工湿地

ＡｒｔｉｆｉｃｉａｌＷｅｔｌａｎｄｓ ２６ ３．９２９ ２．３５４ ０．７２２

芦苇荡

Ｒｅｅｄｓ １４ ２．２２２ １．５５９ ０．５９１

农田林地

ＦａｒｍｌａｎｄｓａｎｄＷｏｏｄｌａｎｄｓ １７ ２．７９２ １．７７１ ０．６２５

人类活动区

ＨｕｍａｎＡｃｔｉｖｉｔｙＡｒｅａｓ １２ １．６３３ １．１６３ ０．４６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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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４　不同生境间鸟类群落多样性和共有鸟类物种数
Ｔａｂ．４　Ｂｉｏｄ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ａｎｄｎｕｍｂｅｒｓｏｆｃｏｍｍｏｎｂｉｒｄ

ｓｐｅｃｉｅｓａｍｏｎｇ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ｈａｂｉｔａｔｓ
ＱＨ ＹＺ ＲＧ ＬＷ ＮＴ ＲＬ

ＱＨ — ４ ５ １ ０ １
ＹＺ ０．２５８ — １３ ２ １ ０
ＲＧ ０．２７０ ０．５６５ — ５ １ ０
ＬＷ ０．０８０ ０．１１８ ０．２５０ — ７ ８
ＮＴ ０．０００ ０．０５４ ０．０４７ ０．４５２ — ７
ＲＬ ０．０７１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０．５１６ ０．４１２ —

注：ＱＨ代表浅海水域，ＹＺ代表盐沼，ＲＧ代表人工湿地，ＬＷ代表
芦苇荡，ＮＴ代表农田林地，ＲＬ代表人类活动区。对角线上为不
同生境间共有鸟类的物种数，对角线下为不同生境间鸟类的相似

性指数

Ｎｏｔｅｓ：ＱＨ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ｓｓｈａｌｌｏｗｓｅａｗａｔｅｒｓ；ＹＺ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ｓｓａｌｔｍａｒｓｈｅｓ；
ＲＧ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ｓａｒｔｉｆｉｃｉａｌｗｅｔｌａｎｄｓ；ＬＷ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ｓｒｅｅｄｓ；ＮＴ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ｓ
ｆａｒｍｌａｎｄｓａｎｄｗｏｏｄｌａｎｄｓ；ＲＬ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ｓｈｕｍａｎａｃｔｉｖｉｔｙａｒｅａｓ．
Ｕｐｓｉｄｅｏｆｄｉａｇｏｎａｌｉｓｔｈｅｎｕｍｂｅｒｏｆｃｏｍｍｏｎｓｐｅｃｉｅｓｉｎ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ｈａｂｉｔａｔｓ，ａｎｄｄｏｗｎｓｉｄｅｏｆｔｈｅｄｉａｇｏｎａｌｉｓｔｈｅｓｉｍｉｌａｒｉｔｙｉｎｄｅｘａｍｏｎｇ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ｈａｂｉｔａｔｓ

２．４　鸟类群落多样性的季节性变化
由图３可以看出，人工湿地和盐沼生境中鸟

类群落结构多样性要普遍高于其他各生境，说明

两种生境内的鸟类在整体中占主导作用。这两

个生境中的鸟类多样性指数在季节间呈现春秋

迁徙期＞冬季越冬期 ＞夏季繁殖期，说明其变化
趋势与鸟类迁徙密切相关。浅海水域鸟类多样

性指数的最高值出现在冬季，是因为该生境内集

中分布的鸟类多为冬候鸟，冬季迁徙至此地越

冬。芦苇荡鸟类多样性指数也在冬季最高，由于

冬季植被枯萎，芦苇是多年生的草本植物，在冬

季仍有分布，可为鸟类提供适当的隐蔽条件；多

样性指数在夏季最低，主要是因为夏季受到海洋

性季风影响，降雨量较大，虽有利于芦苇生长［３７］，

但同时雨水也会淹没部分芦苇基部，深水水域面

积有所增大，不利于鸟类在该生境内栖息。人类

活动区和农田林地的多样性指数在四季间的变

化平稳，无较大波动，这两类生境是雀类的主要

分布区，分布数量较多的鸟类如［树］麻雀、喜鹊

等是留鸟。

图３　不同生境内鸟类群落多样性指数的季节性变化
Ｆｉｇ．３　Ｓｅａｓｏｎａｌｃｈａｎｇｅｓｏｆｂｉｏｄ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ｉｎｄｅｘｉｎ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ｈａｂｉｔａｔｓ

３　结论与建议

实地调查共记录到鸟类６７种，隶属１２目２７
科４５属，其中水鸟有 ４７种，占总数的 ７１．２％。
鸟类区系以古北种占优势，留居型则以候鸟为

主。区域内优势种为［树］麻雀、红颈滨鹬和青脚

滨鹬。从保护类型来看，属于国家Ⅰ、Ⅱ级重点
保护鸟类的有５种。研究区域内鸟类群落多样
性在不同生境内存在显著变化，物种数、丰富度

指数以及多样性指数的最大值均出现在人工湿

地生境，其生境面积在研究区域内占主导优势，

仅次于浅海水域。盐沼的鸟类群落多样性仅略

次于人工湿地。经回归分析得出鸟类群落均匀

度指数与人为干扰程度呈显著负相关关系（ｙ＝
１．８８３ｘ＋１．７３８，Ｒ２＝０．９０３，Ｐ＜０．０５），即人为
干扰程度越大，各生境内鸟类个体数量分配越不

均匀，群落结构越不稳定。因此，浅海水域均匀

度最高，而人类活动区内仅部分与人类伴生的鸟

类常栖息于此生境中，致使鸟类群落的均匀度最

低，多样性差。不同生境间的鸟类群落多样性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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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值出现在盐沼与人工湿地之间，体现出两者生

境间异质性较差，人工湿地能在一定程度上代替

盐沼等自然湿地，成为鸟类选择的栖息与觅食场

所。人工湿地和盐沼生境内的鸟类在研究区域

内占主导地位，其季节性变化趋势呈现春秋季 ＞
冬季＞夏季，因此鸟类的迁徙是造成不同生境下
鸟类群落多样性季节性变化的主要原因。

江苏沿海湿地近年来大力发展水产养殖业、

盐业、港口航运建设以及风电工程建设，对湿地

滩涂进行围垦、占用。但随着人类活动的不断加

剧，江苏盐城国家级珍禽自然保护区实验北区内

鸟类赖以生存的栖息地遭受了一定程度的破坏。

对鸟类群落结构多样性保护的建议可总结为以

下几点：（１）工程建设施工时间的选取尽量避开
鸟类主要迁徙期，施工区域尽可能远离重点保护

鸟类的主要栖息场所。（２）加种沿海防护林，为
鸟类提供营巢场所，以期增加生境异质性，提高

保护区内鸟类群落多样性。（３）加强鸟类调查和
监管执法力度，开展定期观测，洞悉鸟类群落结

构的动态变化，以期减少人类活动对生态环境造

成的损失。（４）加强监管执法力度，杜绝捕鸟、杀
鸟等违法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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