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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随着观鸟活动在国内的盛行,非自然保护地的观测数据逐年增多,及时开展区域鸟类编目工

作是掌握本底资源的基础工作。 全方位地收集来自自然保护地的文献资料,统计整理 2003—2021
年西双版纳州观鸟数据,形成西双版纳州鸟类名录并分析其鸟类多样性。 结果表明,西双版纳州有

鸟类 21 目 83 科 301 属 605 种,其中留鸟占比 70. 58%。 有国家重点保护鸟类 160 种,其中 110 种

仅分布于个别县市,有 118 种鸟类被评估为受威胁物种,需要重点关注。 各县市鸟类种的相似度一

般,但科的相似度较高,全州鸟类属-科多样性较高。 根据研究结果提出西双版纳州鸟类保护

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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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popularity
 

of
 

bird
 

watching
 

activities
 

in
 

China,
 

the
 

observation
 

data
 

outside
 

the
 

natu-
ral

 

protected
 

areas
 

is
 

increasing
 

year
 

by
 

year.
 

Timely
 

making
 

regional
 

bird
 

catalog
 

is
 

the
 

basic
 

work
 

for
 

the
 

management
 

and
 

protection
 

of
 

biological
 

resources.
 

By
 

collecting
 

the
 

literature
 

materials
 

from
 

the
 

nat-
ural

 

protected
 

areas,
 

the
 

bird
 

watching
 

data
 

of
 

Xishuangbanna
 

was
 

counted
 

and
 

sorted
 

out
 

from
 

2003
 

to
 

2021,
 

the
 

bird
 

checklist
 

was
 

formed
 

and
 

the
 

avian
 

diversity
 

was
 

analyzed.
 

A
 

total
 

of
 

605
 

species
 

from
 

301
 

genera,
 

83
 

families
 

and
 

21
 

orders
 

were
 

recorded
 

in
 

Xishuangbanna,
 

of
 

which
 

70. 58%
 

were
 

resident
 

birds.
 

There
 

were
 

160
 

national
 

key
 

protected
 

species,
 

of
 

which
 

110
 

species
 

were
 

narrowly
 

distributed
 

in
 

individual
 

county,
 

and
 

118
 

species
 

were
 

assessed
 

as
 

threatened
 

and
 

need
 

special
 

attention.
 

The
 

similarity
 

of
 

species
 

in
 

counties
 

was
 

general,
 

but
 

the
 

similarity
 

of
 

families
 

was
 

high,
 

and
 

the
 

diversity
 

of
 

genera
 

and
 

families
 

in
 

the
 

whole
 

prefecture
 

was
 

high.
 

According
 

to
 

the
 

research
 

results,
 

some
 

suggestions
 

on
 

bird
 

protection
 

in
 

Xishuangbanna
 

were
 

put
 

forwa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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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鸟类是物种多样性的组成之一,也是生物资源、
生物多样性指标中的重要参考内容之一,是生态系

统生产总值核算中不可或缺的部分[1-3] 。 西双版纳

的鸟类调查可追溯到 20 世纪 50 年代末,随着 20 世

纪 80 年代西双版纳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建立,西双

版纳鸟类科学考察也有序开展[4-11] 。 同时观鸟旅游

在国内的推广盛行,对中国及各省、市鸟类新记录的

发现也做了重要贡献[12-13] ,例如自 2011 年春节期

间中国科学院西双版纳热带植物园成功举办第一届

观鸟节之后,至 2021 年已陆续举办了 7 届观鸟节活

动,为勐腊县勐仑镇甚至整个西双版纳州的鸟类观

测记录做出重要贡献[14] 。 开展鸟类资源编目,可为

地区、自然保护地等鸟类生态建设提供基础资料,同
时为生物多样性保护与管理提供科学依据。

1 研究区域概况

西双版纳位于云南省南部,土地面积 19 124. 5
km2,占云南省土地面积的 4. 85%。 东北、西北与普

洱市接壤,东南与老挝相连,西南与缅甸接壤,所处

的印缅生态热点地区(Indo-Burma)是全球 36 个生

物多样性热点区之一[15] 。 西双版纳处于滇西横断

山系南段尾端,分属无量山和临沧大雪山南段山缘、
低中山地区。 州内最高点为勐海县勐宋乡的滑竹梁

子,海拔 2 429 m,最低点为澜沧江与南腊河会合处,
海拔 477 m。 高温多雨、干湿季分明而四季不明

显[16] 。 西双版纳作为中国生物多样性功能保护区

和重点生态功能区,同时也是云南省生态空间格局

“三屏两带”的重要组成部分[17-18] 。

2 材料与方法

2. 1 观鸟数据收集

在中国观鸟记录中心(www. birdreport. cn)收集

西双版纳地区 2003—2021 年公开经审核的县级观

鸟数据。
2. 2 文献收集

系统地收集西双版纳境内自然保护地鸟类相关

文献资料(包括综合科考报告、专项调查、出版物及

鸟类新纪录等)。
2. 3 数据处理

2. 3. 1 数据统一

目前国内鸟类观测与分类的依据主要为《中国

鸟类野外手册》和《中国鸟类分类与分布名录(第三

版)》构成,但收集得到的各类数据时间相差较远,
同时中国鸟类分类体系也发生了一些变化[19-20] 。
因此,以《中国鸟类分类与分布名录(第三版)》的分

类系统和鸟类名称为依据,对鸟类中文名、拉丁学

名、分类阶元进行统一。
2. 3. 2 区系分析

参考中国和云南鸟类学专著[21-25] 对鸟类区系、
居留型等进行整理和编目,并参照中国和云南脊椎动

物受威胁等级[26-29]进行标注。 分析研究区域内鸟类

动物地理区系、居留型、保护级别及受威胁等级等。
2. 3. 3 G-F 指数分析

对形成的西双版纳鸟类名录,采用蒋志刚和纪

力强[30]的 G-F 指数公式分析物种多样性。
1)科的多样性指数 DF

DFk = -∑
n

i = 1
P i lnP i (1)

式中:k 为科,F 为科一级的参数;n 为科 k 中属的数

量;P i = ski / Sk,ski 为 k 科中某一属 i 的物种数,Sk
为 k 科中总的物种数。

总 F 指数:

DF = ∑
m

k = 1
DFk (2)

式中:m 为该名录中所有科的数量。
2)属的多样性指数 DG

DG = -∑
p

j = 1
DGi = -∑

p

j = 1
q j lnq j (3)

式中:qi = s j / S,s j 为某一属下物种数量 j;S 为某一科下

所有属中物种数量;p 为某一科下所有属的数量。
3)G-F 指数 DG-F

DG-F = 1 -
DG

DF
(4)

若动植物中所有的科都是单科种,即 DF = 0 时,
则该地区的 G-F 指数为 0。
2. 3. 4 各行政单元鸟类多样性比较

采用 Jaccard 相似性指数[31-33] 对 3 个行政单元

鸟类种类相似性进行分析。 其中包含科与种两个分

类阶元的相似性比较。
Jaccard 物种相似性指数:
I = c / (a + b - c) (5)

式中:a 为 A 地物种数;b 为 B 地物种数;c 为 A 地和

B 地共有的物种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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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结果与分析

3. 1 鸟类物种组成

西双版纳州境内鸟类有 605 种,隶属 21 目 83
科 301 属,各阶元鸟类数量及占比见表 1。

表 1　 西双版纳州鸟类组成

Tab. 1　 Composition
 

of
 

birds
 

in
 

Xishuangbanna

目

科

数量
/ 科

占比
/ %

种

数量
/ 种

占比
/ %

鸡形目 Galliformes 1 1. 20 13 2. 15

雁形目 Anseriformes 1 1. 20 13 2. 15

鸊鷉目 Podicipediformes 1 1. 20 1 0. 17

鸽形目 Columbiformes 1 1. 20 16 2. 64

夜鹰目 Caprimulgiformes 1 1. 20 4 0. 66

雨燕目 Apodiformes 2 2. 41 8 1. 32

鹃形目 Cuculiformes 1 1. 20 16 2. 64

鹤形目 Gruiformes 2 2. 41 11 1. 82

鸻形目 Charadriiformes 9 10. 84 27 4. 46

鹳形目 Ciconiiformes 1 1. 20 2 0. 33

鲣鸟目 Suliformes 1 1. 20 1 0. 17

鹈形目 Pelecaniformes 2 2. 41 14 2. 31

鹰形目 Accipitriformes 2 2. 41 32 5. 29

鸮形目 Strigiformes 2 2. 41 15 2. 48

咬鹃目 Trogoniformes 1 1. 20 2 0. 33

犀鸟目 Bucerotiformes 2 2. 41 5 0. 83

佛法僧目 Coraciiformes 3 3. 61 16 2. 64

形目 Piciformes 2 2. 41 27 4. 46

隼形目 Falconiformes 1 1. 20 6 0. 99

鹦鹉目 Psittaciformes 1 1. 20 4 0. 66

雀形目 Passeriformes 46 55. 42 372 61. 49

合计 83 100. 00 605 100. 00

注:分类系统参照中国鸟类分类与分布名录(第三版) [20] 。

　 　 由表 1 可见,统计结果较《西双版纳鸟类多样

性》 [13]一书中的鸟类数据 20 目 74 科 260 属 469 种

增加了 1 目 9 科 41 属 136 种,种一级增幅 29. 00%。
本次统计西双版纳州鸟类占云南省鸟类记录(945
种) [33]的 64. 02%,占《中国鸟类观察手册》 (1 491
种) [34]的 40. 58%。 雀形目鸟类 372 种,占此次统计

鸟类的 61. 49%;非雀形目鸟类中,物种数量前三的

为鹰形目(32 种,5. 29%)、鸻形目( 27 种,4. 46%)
和形目(27 种,4. 46%)。

3. 2 区系组成和居留型分析

按照中国综合自然区划的划分,西双版纳属

VIIA3 云南南缘谷地丘陵,在中国动物地理区划中,
西双版纳所处区域为东洋界,中印亚界,VII 华南区

VIIB 滇南山地亚区[25] 。 对西双版纳州鸟类区系开

展统计分析,统计结果,东洋界鸟种 427 种,占鸟类

物种数的 70. 58%;古北界鸟种 58 种,占 9. 59%;东
洋-古北界广布种 120 种,占 19. 83%,是典型的以

东洋界鸟类为主要区系组成的区域(表 2)。 按居留

类型,留鸟 427 种,占鸟类物种数的 70. 58%;夏候鸟

47 种,占 7. 77%;冬候鸟 97 种,占 16. 03%;旅鸟和

迷鸟 34 种,占 5. 62%(表 3)。

表 2　 西双版纳州及下辖县市鸟类区系组成

Tab. 2　 Statistics
 

of
 

bird
 

fauna
 

in
 

Xishuangbanna 种

行政单位　 东洋界 广布种 古北界 合计

西双版纳州 427 120 58 605

景洪市　 　 373 112 43 528

勐海县　 　 325 91 22 438

勐腊县　 　 387 96 38 521

表 3　 西双版纳州及下辖县市鸟类居留型

Tab. 3　 Statistics
 

of
 

bird
 

resident
 

types
 

in
 

Xishuangbanna 种

行政单位　 留鸟 冬候鸟 夏候鸟
旅鸟和
迷鸟

合计

西双版纳州 427 97 47 34 605

景洪市　 　 379 84 44 15 522

勐海县　 　 328 63 35 12 438

勐腊县　 　 383 69 43 26 521

3. 3 濒危和保护物种

在西双版纳分布的鸟类中,有国家一级重点保

护野生动物 18 种,国家二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 142
种(表 4)。 被 IUCN 物种红色名录和中国脊椎动物

红色名录及云南省生物物种红色名录评估为受威胁

(即极危、濒危、易危和近危)的物种分别有 36 种、
116 种和 118 种,共有 118 种鸟类需要重点关注,占
鸟类物种数的 19. 50%。

对西双版纳州下辖县市鸟类记录深入分析,县
级狭域分布的物种数量为:景洪市 41 种,勐海县 6
种,勐腊县 63 种(表 5)。 国家一级保护物种狭域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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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西双版纳州及下辖县市国家重点保护鸟类数量组成

Tab. 4　 Statistics
 

of
 

key
 

protected
 

wild
 

birds
 

in
 

Xishuangbanna 种　

保护级别　
西双版
纳州

景洪市 勐海县 勐腊县

国家一级保护物种　 18 13 11 13

国家二级保护物种　 124 113 92 104

合计　 　 　 　 　 　 　 142 126 103 117

表 5　 西双版纳州下辖县市狭域分布鸟类数量组成

Tab. 5　 Statistics
 

of
 

narrowly
 

distributed
 

species
 

in
 

counties
 

of
 

Xishuangbanna 种　

狭域分布 景洪市 勐海县 勐腊县

物种数量　 　 　 　 41 6 63

国家一级保护物种 1 2 2

国家二级保护物种 10 0 9

布为:景洪市有草原雕(Aquila
 

nipalensis);勐海县有

彩鹮(Plegadis
 

falcinellus)、乌雕(Clanga
 

clanga);勐
腊县有白肩雕(Aquila

 

heliaca)、棕颈犀鸟(Aceros
 

ni-
palensis)。
3. 4 G-F 指数分析

使用 G-F 指数对西双版纳州及下辖县市鸟类

开展种和属一级阶元的多样性计算(表 6)。

表 6　 西双版纳州及下辖县市鸟类 G-F 指数

Tab. 6　 G-F
 

index
 

of
 

birds
 

in
 

Xishuangbanna

G-F
指数

景洪市 勐海县 勐腊县 均值
西双版
纳州

DG 3. 44 3. 94 3. 48 3. 62 ± 0. 21 3. 07

DF 58. 85 54. 28 59. 03 57. 39 ± 2. 07 59. 83

DG-F 0. 94 0. 93 0. 94 0. 94 ± 0. 01 0. 95

　 　 西双版纳州总体 G-F 多样性指数达 0. 95,属间

多样性 DG 相对较低,而种间多样性 DF 均较高。 各

县 G-F 指数均处于较高水平,说明在西双版纳州及

各县市分布的鸟类中,单科种占比较少。 计算 3 县

市的 G 指数、F 指数及 G-F 指数均值,西双版纳州

属的多样性指数 DG 低于各县及县级均值,科的多

样性指数 DF 高于各县及县级均值,因此,全州的鸟

类 G-F 多样性指数均高于各县。
3. 5 物种相似度

利用 Jaccard 相似性指数开展西双版纳州鸟类

相似性的科、种阶元比较(表 7)。

表 7　 西双版纳下辖县市鸟类科、种相似度

Tab. 7　 Similarity
 

of
 

bird
 

families
 

and
 

species
 

in
 

counties
 

of
 

Xishuangbanna %　

相似度 景洪市 勐海县 勐腊县

景洪市 92. 59 91. 46

勐海县 78. 23 91. 25

勐腊县 75. 13 70. 04

　 　 科的相似度较高,而种的相似度一般,且种的相

似度随经度增加而降低。
3. 6 数据贡献

3. 6. 1 自然保护地数据

西双版纳州境内有自然保护地 12 处[35] ,包括

国家级、州级、县级自然保护区、风景名胜区及森林

公园,面积占西双版纳州国土面积的 28. 60%。 自

然保护地覆盖西双版纳州下辖的景洪市、勐海县及

勐腊县,其中面积最大的是西双版纳国家级自然保

护区,也是本研究中数据贡献最大的自然保护地。
各保护地鸟类物种数据见表 8。
3. 6. 2 观鸟数据

收集 2003—2021 年中国观鸟中心发布的西双

版纳州及下辖县市的观鸟数据,其中勐腊县鸟类物

种数据最丰富,占全州观鸟数据的 88. 84%;勐海县

最少,仅占全州观鸟数据的 32. 42%(表 9)。
3. 6. 3 数据比较

整个西双版纳州的观鸟数据与全境自然保护地

科考和监测数据相比,二者重叠度较高,特别是西双

版纳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下辖 5 个互不相连的片区跨

景洪市、勐海县和勐腊县,占西双版纳国土面积的

12. 68%,对反映西双版纳州整体鸟类具有一定代

表性。
从各县的观鸟数据和境内各自然保护地(含跨

行政区)科考与监测数据分析,勐腊县观鸟数据较

科考数据而言记录的鸟类更为丰富,其原因是中国

科学院西双版纳热带植物园位于勐腊县勐仑镇,紧
邻西双版纳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勐仑子片区,是非常

易于观察野生鸟类的区域(食宿行及基础生态环境

条件较优越),同时,定期开展的观鸟节活动为勐腊

县鸟类监测提供了重要数据来源。 勐海县观鸟数据

最少,主要为保护区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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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8　 西双版纳州境内保护地及鸟类数据

Tab. 8　 Natural
 

protected
 

areas
 

and
 

data
 

of
 

birds
 

in
 

Xishuangbanna

序号 自然保护地　 　 级别 类型 行政区域 面积 / hm2 鸟类物种数据　 数据来源

1 西双版纳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N F JH,MH,ML 242510. 00 20 目 74 科 469 种 [4,13]

2 云南西双版纳纳板河流域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N F JH,MH 26600. 00 15 目 46 科 278 种 [36]

3 西双版纳澜沧江—湄公河流域鼋、双孔鱼州
级保护区

P W ML 67. 00 —

4 西双版纳罗梭江鱼类州级自然保护区 P W ML 600. 00 —

5 西双版纳布龙州级自然保护区 P F JH,MH 35485. 00 16 目 54 科 309 种 [37]

6 西双版纳易武州级自然保护区 P F ML 33369. 90 —

7 景洪县级自然保护区 C F JH 47258. 00 —

8 勐海县级自然保护区 C F MH 28315. 73 16 目 45 科 290 种 [38]

9 勐腊澜沧江绿三角县级自然保护区 C F ML 14752. 00 —

10 西双版纳风景名胜区 N S JH,MH,ML 114790. 00 16 目 68 科 275 种 [39]

11 云南西双版纳国家森林公园 N F JH 1801. 70 —

12 景洪嘎洒省级森林公园 Pr F JH 1338. 66 —

注:级别:N 为国家级,Pr 为省级,P 为州级,C 为县级;类型:F 为森林生态,W 为野生动物,S 为风景名胜;行政区域:JH 为景洪

市,MH 为勐海县,ML 为勐腊县。

表 9　 2003—2021 年中国观鸟中心发布的西双版纳州

及下辖县市鸟类数据

Tab. 9　 Bird
 

data
 

of
 

Xishuangbanna
 

released
 

by
 

China
 

Bird
 

Report
 

from
 

2003
 

to
 

2021

观鸟数据 景洪市 勐海县 勐腊县 西双版纳州

目 19 15 19 20

科 69 51 69 77

种 342 154 422 475

4 结论与建议

4. 1 区系特点突出

西双版纳地处滇西横断山系南段尾端、东亚—
澳大利亚候鸟迁徙通道上,又紧邻中亚—印度候鸟

迁徙通道[40] 。 西双版纳作为我国与老挝、缅甸接壤

的陆地区域,鸟类区系以东洋界为主,古北界及东

洋-古北广布种较少,鸟类分布型的组成以南中国

型和东洋型为主。
4. 2 鸟类物种丰富度高,各县存在差异

通过对西双版纳州及下辖 3 个县市鸟类 G -F
多样性指数及 Jaccard 相似性指数进行计算与分析,
西双版纳州及各县市鸟类物种丰富度指数较高,同
时,各县科一级相似度较高,但种一级相似度勐海和

勐腊县较低,存在差异。 西双版纳州海拔变化呈西

北高东南低的特点,在海拔上勐海县高于景洪市,景
洪市高于勐腊县;通过对 3 个不同海拔区域的县市

鸟类进行统计对比分析,在物种数量上,景洪市高于

勐腊县,勐腊县高于勐海县,呈近似驼峰分布形态,
该分布形态接近 Colwell

 

and
 

Lee[41]提出的物种分布

在空间梯度的中间地带达到最高的“中间膨胀效

应”(Mid-Domain
 

effect)。
4. 3 观鸟旅游成为鸟类数据重要来源

我国传统的鸟类数据获取,以林业和草原主管

部门牵头,在自然保护地由经过专业培训的人员开

展,特点是集中、高效且具有系统性;而随着低投资、
低影响的观鸟生态旅游在国内的盛行,现如今鸟类

数据获取方式已发生改变,大量观鸟爱好者分布在

全国各地,可实时更新区域鸟类状况,同时也对非自

然保护地鸟类的监测起到补充。 观鸟旅游是一项跨

学科的旅游产业,科学合理地发展观鸟旅游,需要各

主管部门积极协作,对社会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4. 4 鸟类保护建议

4. 4. 1 加大鸟类资源保护及监管力度

现有林业和草原、自然保护区管理部门等可以

联合院所、高校、地方鸟类协会等开展鸟类监测工

作,逐步摸清西双版纳州鸟类迁徙通道、迁徙周期等

基本信息。 各级保护地主管部门不定期地组织人员

深入森林公园、湿地公园、山塘水库、农田村庄等各

处鸟类栖息地开展候鸟保护专项执法检查,重点清

理捕鸟网、粘网等非法猎捕工具,制止候鸟等野生动

物活动区域的人为干扰活动。
4. 4. 2 规划和建设重点保护鸟类保护小区

针对在中国、云南省、西双版纳州特有和珍惜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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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鸟种,规划和建设鸟类保护小区。 例如笔者于

2020 年经现场调研了解到西双版纳州与缅甸交界

某处存在国家一级濒危保护鸟类跨境种群,鉴于我

国境内该物种保护现状及种群遗传方面的考虑,有
关部门及科研机构是否需对该种群进行分子遗传方

面的鉴定,并开展该物种在西双版纳州境内的保护

小区建设,值得商榷。
4. 4. 3 提高对鸟类保护的科普宣传教育

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导下,促进生物多样

性保护科普教育是提高全面生态文明意识的重要手

段之一。 为贯彻《全民科学素质行动计划纲要》,各
地各级宣传教育部门应联合林业和草原、生态环境

部门推动生物多样性保护进校园、进社区,并通过互

联网媒体扩大宣传力度。 结合科普宣传教育,主管

部门可因地制宜,组织观鸟协会在人员相对集中的

少数民族节日开展常见、珍惜濒危鸟类摄影展,发放

保护鸟类宣传资料,讲述鸟类保护知识、法律法规

等,呼吁大众积极参与鸟类保护工作。

致谢:对自然保护地工作人员、提供西双版纳州鸟类

文献资料的老师和朋友表示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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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29~ 0. 63 适宜滇南苏铁生长的结论基本吻合。 因

此,可以得出滇南苏铁不适宜在郁闭度大的森林环

境中分布。

3 结论与讨论

1)森林中林下植物主要伴生种与其群落物种

的组成极具相关性。 恐龙河州级自然保护区森林郁

闭度整体为 0. 6 以下的次生林是滇南苏铁生长的主

要生境,共分布有 61 科 127 属 196 种维管束植物;
在 5 个样方中共调查到 1 078 株,种群密度为 0. 23 /
m2。 目前保护区的森林环境是滇南苏铁的适生环

境,但随着森林植被的恢复或郁闭度的增加,可能影

响滇南苏铁种群数量,因此维持现有的森林郁闭度

是对滇南苏铁种群的一种保护措施。
2)受不同森林郁闭度以及种间关系影响,滇南

苏铁种群在Ⅰ~Ⅵ龄级整体表现出种群数量逐渐减

少的趋势,年龄结构呈金字塔型,说明更新能力较强,
只要原生境不被破坏,种群能够自然增长或维持现有

种群数量。 滇南苏铁的存活曲线趋近于 Deevey -II
型,种群未来可能会发生衰退,但由于Ⅰ~Ⅳ龄级的

个体数量相对稳定,只要原生境不被人为破坏或发

生区域自然灾害,滇南苏铁种群灭绝的可能性极小。
3)滇南苏铁种群呈聚集分布,且指标中 k 值随

着森林郁闭度的增加而逐渐变小,说明其种群密度

受森林郁闭度影响;根据森林郁闭度 0. 29 ~ 0. 63 适

宜滇南苏铁生长的结论,认为滇南苏铁不适宜在郁

闭度大的森林环境中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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