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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生态系统的研究表 明
,

生态平衡状况

良好的森林其各个组分是密切相依的
,

它们构

成互为存在条件的统一整体
。

鸟类与森林植被

的关系就是如此
。

自然界千姿百态的鸟类以其

体型
、

羽色
、

呜声等形成一个个可辨认的生态

实体
,

其经济价值是通过它们在各生态系统中

的生态作用体现的
。

鸟类在森林生态系统中既

是生物生产力的组成部分
,

同时它们又对初级

生产者植被的保护和植物种子的散布起了重要

用作
。

本文就鸟类对植物种子的 传 播 情 况
,

讨论鸟类与森林更新和山地绿化的关系
。

研究地和方法

野外工作主要在哀牢 山徐家坝生态站常绿

阔叶林区
,

该林区有丰富的浆果植物
,

它们的

果实是鸟类在夏 末
、

秋
、

冬 摄 取 的 主 要 食

物
。

从 1 9 8 2年至 1 9 8 8年期间我们开展了鸟与森

林自然更新的关系研究
,

观察和记录了吃浆果

的鸟类及其所食的浆果植物种类
。

在研究工作

中把重点放在浆果植物集中的样区
,

采用挂网

捕鸟取样的方法评价散播植物种子的鸟类种群

丰富程度
。

在果熟期和浆果调落后
,

固定设网

在浆果植物附近捕鸟
,

获得鸟类在样 区活动的

数量比较资料
。

捕到的鸟都进行称重
,

多数带

脚环后释放
,

留一些饲养
。

禾 泵果词喂
,

测定

食量和收集粪使
,

从排泄物中分离浆果种子
,

又取与鸟所食量相等的浆果做对照
,

也分离出

种子
,

将两者称量 比较或播种 观察
。

此外
,

收集一些鸟类粪便干燥后做化学分

析
。

在徐家坝常绿阔叶林区
,

除有一些大型的

非雀形 目鸟类吃植物果实外
,

尤其突出的是数

量众多的雀形 目鸟类
。

它们不仅种群数量大
,

而且种类丰富
。

对该区鸟类食性分 析 结 果 证

明
,

在夏末
、

秋
、

冬这里的鸟类多数吃浆果
。

所记录的2 18 种鸟有 4 1 %靠浆果为食
。

其 中种

群数量特别丰盛的是卑鸟科 (Py e n o n o tid a e )和

画 鹏亚科 (T , 二 a
lii

n a 。)的很多种类
。

一些鸟类

种群被这里的浆果所吸引
,

从低海拔山地专程

而来
。

例如
,

凤头鹦嘴鸭 (S p iz iX 。 s e a n ifr o n s )

在夏末
、

秋
、

冬结集大群活跃在涂家坝常绿阔

叶林
。

风头鹦嘴卑鸟可以完全以植物果实为食
,

我们的饲养结呆也 已经证 明了这个事实
。

很多

在春
、

夏季主要食虫的鸟
,

在秋
、

冬都依靠浆

果为生
。

画跳亚科的一些鸟类就是如此
。

据观察统计
,

徐家坝林区大约有77 种植物

肉果为鸟所食
,

其 中 地 檀 香 ( G o ul lth er a

fo r r e s tii)
,

乌饭 (V a c c jn iu m d o c lo o x ii)
、

红果 (S t r a n v a e s ia d a v id ia n a )等浆果为鸟喜

食
。

有趣的是
,

大多数浆果的果型大小正好适

合雀形 目鸟类的口型
。

对东果 的种子无机械损

伤
,

表现出鸟 的摄食器官与浆果之间完美的形

态适应
。

1 9 8 2年8月
,

从刚捕到的鸟所排粪便 中 查

到很多种子
,

连同粪便播种
,

第二年长出了地

檀香和马饭的幼苗
。

其实正象该林区丰富的雀

形 目鸟类一样
,

鸟所嗜食的那些浆果植物在徐

家坝地区也是很丰富
,

分布十分广阔
。

浆果的

多数量与鸟类的大食量相吻合
,

而且鸟的飞行

广泛传播了这些植物种子
。

它们之间关系十分

协调
,

反映了鸟类与森林的相互依存
。

乌类与植物果实 一笙实验结果



样方结果

徐家坝森林的很多边缘地带由于火烧和砍

伐
,

原生植被已遭严重破坏
,

但其中一些林缘

已长满了浆果 灌丛和浆果 乔木等幼树
。

我们所

选择的一块主要样地就是这样的情况
。

该样地

上有因砍伐森林后而形成的 14 1 米长
、

40 米宽

如同镶在林缘的一 U 形嵌块
,

此处是鸟类在林

缘活动的必经之地
。

浆果 灌木地檀香 ( G a 司
-

lth e r a 工o r r e s tii ) 在这里占了很大成分
。

地

檀香是一种常绿灌木
,

通常分布在山地的向阳

坡
。

这种灌木又分大叶型和小叶型
。

大叶地檀

香 浆果最早成熟
,

果 熟期 6至 10 月
,

其成熟浆

果平均长 5
.

g m m
,

宽 5
.

s m m ( N 二 40 ) 鲜重

0
.

1 3 9 ( N = 1 0 0 )
,

含水量 8 2
.

5 2 %
,

小 叶 地

檀香 浆果 10 至 12 月成熟
,

平均长 8
.

s m m
,

宽

7
.

g m m ( N = 4 0 )
,

鲜重 0
.

2 2 9 ( N = 1 0 0 )
,

含水量高达 86
.

34 %
。

两型成熟浆果都为紫黑

色
, 2至 12 枚一串生于叶腋

。

在上述样地上大

叶地檀香占了90 %
,

在夏末至秋很多鸟类来此

处吃地檀浆果
。

19 8 4年 7月 24 日至 8月 30 日我们沿着这嵌块

的 U 形林缘挂了 8张网
,

共捕到 9 56 只鸟
,

其中

个体数较多的种类及比例是
: 火尾希鹃 (M in

-

la ig n o tin e t a ig n o tin e t a )2 1 %
,

棕 肛 凤 鹃

( Y u h in a o e e iPita lis o b s c u r io r ) 19 %
,

纹喉凤鹃 ( Y u h in a g u la r is g u la r is ) 1 4 %
,

蓝翅希鹏 ( M in la e y a n u r o P te r a w in g a te i )

1 2
.

6 %
、

凤头鹦嘴卑鸟( S p iz ix o s e a n ifr o n s )

7
.

5 %
,

鹊色奇鹤 ( H e te r o p h a s ia m o la n o -

le u c a d e s g o d in s i)3
.

8 %
,

斑喉希鹏 ( M in la

, t r ig u la J u n n a n e n g is ) 2
.

9 %
,

灰头斑翅鹃

( A c t in o d u r a s o u lie i ) 2
.

9 %
,

白 领 凤 鹤

( Y u h in a d ia d e m a t a ) 2
.

1 %
,

褐 头 雀 鹅

( A le ip p e e in e r e ic e p s m a n ip u r e n s is )

1
.

6 %
,

白喉噪鹤 ( G a r r o la x a lb o g u la r is

a lb o g u la r is ) 1
.

3 %
,

棕颈钩嘴鹃 ( P o m a t -

o r h宜ll u s r o fic o llis a lbip e c tu s ) 1
.

3 %
,

白

眶雀鹃 ( A le ip p e m o r r is o n ia y u n n a n e n -

5 15 ) 1
.

3 %
,

锈 脸钩嘴鹤 ( P o m a t o r h in u S

“r y th r o g e n , a o d ie u ‘ ) 0
.

8肠
,

纯 色 噪 鹃

(G a r r u la x s t : b u h ie o lo r g r is e a t u s )0
.

8 %

八月间我们估算了样地内地檀香产果量
,

平均每平方米约产浆果 14 95
.

5 9 ( N =
10 )

。

以每只鸟每天吃40 克计
,

那么这块样地上的浆

果 够5 6 2 3只鸟吃一个月
。

n 月再在该样地上同位置挂网
,

但捕获率

很低
,

仅为八月份捕获率的 1。%
。

鸟儿 已经转

移到小叶地擅香集中地取食
,

而且此时各种 各

样的乔木和藤本植物的肉果 已吸弓}了吃果实的

鸟类
。

最突出的是 卑鸟科鸟类
,

它们集 结 大群

在林缘和林冠摄食植物果实
。

每年秋
、

冬在林缘浆果植物处挂网所捕到

的种类都较类似
,

主要是画鹤亚科 和 卑鸟科 鸟

类
。

在浆果大量成熟的地带捕到较多的凤头鹦

嘴卑鸟
,

最高记录一次就捕到21 只
,

因为它们喜

欢结集成群摄食
。

另一方面
,

我们也在原生植被早已完全毁

掉而且离林缘稍远的荒山坡挂 网捕鸟对照
,

结

果仅捕到寥寥数只小云雀 ( A la u d a g ul g u la

e o e liv o x ) 和小巫鸟( E m b e r iz a p u s illa ) 它

们主要是吃草籽的
。

饲鸟结果及有关实验

为了进一步认识鸟类摄取和消化浆果 的情

况
,

我们进行了饲养实验
。

仍用地檀香浆果饲

喂
,

因为这种浆果多籽而种子细小
,

每个 浆果

含39 到 17 5 粒种子 ( N = 1 。)
。

了解这种籽粒

微小的种子通过鸟的消化后将是如何情况
,

这

更有意义
。

饲养实验过鹊色奇鹃
、

灰
’

头 斑 翅

鹃
、

火尾希鹤
、

纹喉凤鹤
、

白领凤鹃
、

斑喉希

鹤
、

蓝翅希鹃
、

褐头雀鹤
、

红嘴相思鸟
、

凤头

鹦嘴卑乌等鸟类
。

实验结果表明
,

鸟仅消化吸收
.

了果 肉部分
,

浆果籽全部排出
,

粪便中的种子

是完整无损的
。

并且在饲喂实验过程中
,

鸟类

仅选择充分成熟的果实为食
,

首先 嗜 吃 最 佳

者
。

它们的这种特性
,

在自然环境中正好起到

选种的作用
,

有利于植物更新
。

我们还分析对

照了植物果实和食这种果实的鸟排泄物
。

化学

分析 结果
,

在鸟排泄物中 N
、

P
、

C a 、

M g
、

A I
、

M n 、

f e 、

S ”
、

T i等元素比例增高
。

鸟类与植被更新



就森林生态系统及森林更新而言
,

鸟播种

植物种子是较重要的
。

因为在丛林下有非常厚

的枯枝落叶
,

植物果实落下不能接触到土壤
,

种子不能萌发
; 而且林下非常阴湿

,

种子容易

霉烂
,

在林内更新是很困难的
。

然而
,

鸟吃了

植物果实后能带走种子
,

在较开 阔
、

阳光充足

的林缘和林窗活动
,

使得随鸟粪排出的植物种

子获得适合萌发的环境
。

种 子随鸟 粪一起排出

同时也获得了萌发生长所必须的肥料
。

硬壳种

子经鸟类 消化道后
,

可促进 萌发
,

鸟对寄生植

物种 子的传播
,

鸟体外附作粘性或有钩刺的种

子传播方式等等
,

其间的形态构造适应和化学

作用机制
,

都值得进一步研究和利用
。

在森林生态系统中
,

植物开花结实直至种

子散播萌发
,

鸟类都起到了一定作用
。

开花期

有太阳鸟 ( A e t ho p y g a s p p
·

)
、

啄花鸟 (D i-

e a e u m s P p
·

)
、

绣 眼 鸟 ( Z o s te r o p id a e

s p p
·

)捕食花内小虫
,

传授花粉
,

促进植物 种

子的形成和健康发育
, 随后又有数量众多的鸟

类帮助植物传播种子
。

H e r r e r a ,

C
·

M
·

和 J o r d a n o ,

P
·

(1 9 8 1 )

曾提出过如下观点
:

(l) 在无严重危害时
, 密

的低灌丛复盖明显地增加树苗成长到灌丛高度

的机率
。

(2) 当大 量成长起来的幼树高度超过

原复盖的低灌丛
,

便压抑灌木迅速成长
。

地檀

香灌木在森林演替中的作用和发展过程正是如

此
。

我们观察了林缘一块25 年前被砍伐掉的林

地
,

自然更新的幼乔木现在 已有 5 米多高
,

树

龄 16 一 20 年
,

而其下的地擅香灌木却逐渐稀

疏
,

并代以其他灌木
,

植被层次也复杂化了
。

其 中借助地檀香灌丛复盖而成长起来的乔木也

有不少肉果植物
,

它们很多是鸟类所散播的
。

下述情况反映了鸟类与植被更新的关系
,

也表明了鸟类在森林演替和山地绿 化 中 的 价

值
。

同时也给了我们一些启示
,

特别是使我们

意识 到
,

利用鸟类促进绿化造林工作是很值得

考虑的事
。

很多鸟类喜择原生林缘和疏林地带

生境
,

而回避太荒芜的山坡
。

我们可根据鸟类

的特性
,

在需要绿化的山坡荒地先人工种植一

定稀疏的树和灌木
,

尽可能种植有 收 益 的 果

树
、

药用或其他经济植物
,

构成鸟 类膺欢 活

动
、

栖息
、

营巢的生境
,

利用鸟播进而丰富植

被
。

甚至
,

我们可以按需要在秋
、

冬时节的一

定场所供给鸟类灌木和乔木果实的混合食物
,

这样既可以保护鸟类
,

又能利用鸟类散播植物

种 子
。

原生常绿 阔叶林复杂的植被结构
,

维护

着复杂的鸟类群落
,

丰富的鸟类又能较好地作

用于生境
,

促进林缘
、

林窗自然更新和植被复

化
,

加速恢复到植被顶极群落的进程
。

因此
,

对森林有计划择伐利用是可取的
,

而 大 量 砍

伐
、

皆伐
,

特别是对原生自然生态 系 统 的 毁

坏
,

将造 成难于恢复和不可能复生的危险
。 1

生

态系统 各组分的关系是相互的
,

对于鸟类的保

护和利用必须首先注意对生物群落盛 期的原生

林保护
。

在绿化工作中利用鸟播要因地制宜
,

按照鸟与植物相互关系的生态规律设计绿化造

林方案
,

选择适当树种
、

灌木和草本植物
,

结

合经济需要
,

各个时期合理布局
,

尽可能与鸟

类活动规律吻合
。

这样才能吸引鸟类
,

利用鸟

播复化
、

丰富植被
,

促进人工林的优化发展
,

逐步建立起良好的森林生态系统
,

巩固绿化成

效
。

利用鸟类能十分经济地通过 自然更新和生

物防治害虫保护和发展森林
,

同时与森林相依

的鸟类也得到保护和发展
。

既可使造林绿化工

作获取成效
,

又可达到鸟
、

林并茂
,

丰富 资

源
、

美化环境
,

提高环境质量的生 态 经 济 效

益
,

其前景是美好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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