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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２０１５ 年 ６ 月，对安徽颍州西湖省级湿地自然保护区内农田区、河流湿地和湖泊湿地 ３ 种典型生境

的鸟类进行调查，共记录到鸟类 １２３ 种，属于 １４ 目 ３３ 科 ６９ 属． 按照季节和生境的不同对鸟类多样性进行分析，结果表

明：颍州西湖湿地保护区秋季鸟类的物种数和密度显著高于其他季节，而夏季拥有最高的物种多样性指数和均匀度指

数；在颍州西湖湿地保护区 ３ 种典型生境中，湖泊湿地的鸟类物种数显著多于河流湿地和农田区，同时，湖泊湿地和农田

区鸟类密度、物种多样性指数、均匀度指数显著高于河流湿地，而河流湿地拥有最高的优势度指数． 就科属水平上的多样

性而言，该保护区鸟类群落科属间多样性为 ０．７６． 颍州西湖湿地是鸻鹬类和雁鸭类等迁徙鸟类的重要中途停歇地和越

冬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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湿地是地球上三大生态系统之一，同时也是生物多样性最为丰富的生态系统之一［１］ ． 湿地鸟类作为湿

地生态系统的消费者，甚至是顶级消费者，对于维持湿地生态系统的动态平衡具有重要意义［２］ ． 同时，湿地

鸟类对生态环境的变化较为敏感，因此也是湿地重要性评估和湿地环境监测的客观生物指标［３］ ．
国际上湿地生物多样性的研究热点主要包括湿地珍稀鸟类的栖息地利用与保护［４］ 、湿地生态恢复与人

工湿地构建［５］ 、湿地生物多样性的管理与合理利用［６］等方面． 国内对于湿地鸟类群落的研究起步较晚，但发

展迅速，目前的研究主要围绕以下几方面进行：湿地鸟类物种组成［７］ 、湿地鸟类多样性［８⁃１０］ 、湿地鸟类栖息地

选择和修复［１１⁃１３］ 、湿地鸟类迁徙生态学和繁殖生态学［１４⁃１７］ 、新技术、新理论如“３Ｓ”技术、景观生态学在湿地

∗ 安徽省自然科学基金项目（１３０８０８５ＭＣ３９）、江苏省滩涂生物资源与环境保护重点建设实验室开放基金项目

（ＪＫＬＢＳ２０１５００３）、安徽省教育厅自然科学研究项目（ＫＪ２０１６Ａ８７３，２０１５ＫＪ００４，２０１６ｊｙｘｍ０７５１）和阜阳师范学院博士

科研启动项目联合资助． ２０１６ ０９ ０２ 收稿； ２０１６ １２ ０９ 收修改稿． 李永民（１９７６～ ），男，博士，副教授； Ｅ⁃ｍａｉｌ：
ｌｙｍｉｎｒｏｎ＠ １６３．ｃｏ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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鸟类多样性保护中的应用［１８］等． 淮河介于长江与黄河两大流域之间，处于我国自然地理南北过渡带． 淮河

中游两岸分布着一连串的天然与人工湿地，为安徽省重要的湿地区域，流域内河渠纵横，库塘众多，湖泊滩

涂星罗棋布，湿地众多，为湿地鸟类提供了极其广阔的生态空间和诸多有利的自然条件． 目前，对于淮河中

游湿地鸟类的研究较少，仅见于王松等［１９］ 、鲍方印等［２０］和罗子君等［７］对于淮河湿地鸟类群落的初步调查．
安徽颍州西湖省级湿地自然保护区地处安徽省阜阳市境内，面积 １１０ ｋｍ２，位于淮河中游左岸，颍州西

湖是黄淮平原地区的天然永久性淡水湖泊，生态区位重要． 该湖丰水位可达 ３１．５ ｍ 高程，蓄水 １．５×１０８ ｍ３；
平水位 ２９ ｍ 高程，蓄水 ０．６×１０８ ｍ３ ． 湖水向北注入泉河，随后汇入淮河左岸一级支流颍河，在寿县正阳关注

入淮河［２１］ ． 该保护区兼有河流、湖泊等多种湿地类型，湿地生态过程完整，湿地景观优美，湿地植物丰富，并
且拥有深厚的历史文化资源，是阜阳市生态环境保护和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重要保障．

作为同属于淮河中游的重要湖泊，霍邱东西湖、寿县瓦埠湖的生态区位也很重要． 安徽霍邱东西湖省级

湿地自然保护区地处安徽省霍邱县境内，面积 １４２ ｋｍ２，位于淮河中游右岸，其中城西湖面积 ３５ ｋｍ２，湖水北

流到沿岗河至临淮岗注入淮河［２０］ ；城东湖面积 １０７ ｋｍ２，湖水向北注入汲河，至溜子口汇入淮河． 安徽瓦埠

湖省级湿地自然保护区地处安徽省寿县境内，位于淮河右岸，是淮河中游面积最大的天然永久性淡水湖泊．
湖区正常水位 １８．０ ｍ，面积 １５６ ｋｍ２，蓄水 ２．２×１０８ ｍ３ ． 主要来水南有东淝河，东有瓦埠河，西有陡涧河． 湖水

经东淝河下游北流至赵台子注入淮河［２０］ ．
阜阳市近年来十分重视生态保护和修复工作，制定了建设滨水园林城市的目标，逐步加大对颍州西湖

省级湿地保护区的保护和修复力度，争取达到生物多样性保护与区域经济发展和谐一致的目标． 在此背景

下，受安徽颍州西湖省级湿地自然保护区管理局的委托，在前期鸟类资源初步调查［２１］ 的基础上进一步对颍

州西湖湿地保护区鸟类群落进行深入研究，解析不同生境和不同季节的鸟类多样性差异，并对颍州西湖、霍
邱东西湖和寿县瓦埠湖的鸟类多样性进行比较，以期为鸟类多样性保育与湿地管理提供科学依据．

１ 研究地区和研究方法

１．１ 研究地区概况

安徽颍州西湖省级湿地自然保护区（３２°５６′～ ３３°０９′Ｎ，１１５°１１′～ １１５°４６′Ｅ）地处淮河平原西北部，属典

型的淮北平原风貌． 位于我国东部季风气候区，具有暖温带向亚热带渐变的半湿润过渡气候特征，四季分

明，气候温和，雨量适中，光照充足，无霜期长． 保护区年平均气温 １４．９℃，年平均活动积温 ４８５７．１℃；常年主

导风向为偏东风，平均风速 ２．７ ｍ ／ ｓ；年均降雨量 ８８９．１ ｍｍ，多集中在 ７ ９ 月，年均蒸发量 １６０．２ ｍｍ；年平均

日照时数 ２３００ ｈ，无霜期 ２１９ ｄ；颍州西湖堤坝内侧多为河流淤泥，坝外主要是灰潮土和普通砂礓黑土亚类，
普通棕壤亚类次之［２１］ ． 颍州西湖属淮河流域泉河水系，保护区内大小河道纵横交织、河沟稠密，其中较大的

河流有泉河和草河等．
根据颍州西湖湿地保护区的生态环境和植被概况，将该保护区划分为 ３ 种典型生境：农田区、河流湿地

和湖泊湿地．
１．２ 研究方法

１．２．１ 调查方法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２０１５ 年 ６ 月对安徽颍州西湖省级湿地自然保护区内的鸟类群落进行了调查．
调查采用样线法进行，遵循随机性原则，结合不同生境的具体状况设置样线，其中农田区 ３ 条样线，河流湿

地 ３ 条样线，湖泊湿地 ２ 条样线（图 １）． 每条样线长度为 １０００～２０００ ｍ． 每条样线每季节共调查 ３ 次．
１．２．２ 统计方法　 鸟类密度公式为：

Ｄ＝Ｎ ／ （２Ｌ·Ｗ） （１）
式中，Ｄ 为密度，Ｎ 为样线内观察到的鸟类数量，Ｌ 为样线长度，Ｗ 为样线单边宽度．

以 Ｓｈａｎｎｏｎ⁃Ｗｉｅｎｅｒ 指数（Ｈ′）测度鸟类物种多样性［２２］ ：

Ｈ′ ＝－ ∑
Ｓ

ｉ ＝ １
Ｐｉ·ｌｎＰｉ （２）

式中，Ｓ 为物种数，Ｐｉ为第 ｉ 物种的个体数与所有物种个体总数的比值．
用 Ｐｉｅｌｏｕ 指数（Ｊ）测度均匀度［２２］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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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１ 鸟类调查样线示意图

Ｆｉｇ．１ Ｓｋｅｔｃｈ ｍａｐ ｏｆ ｔｈｅ ｒｏｕｔｅｓ ｆｏｒ ｂｉｒｄｓ ｓｕｒｖｅｙ

Ｊ ＝ Ｈ′ ／ Ｈ′ｍａｘ （３）
式中， Ｈ′ｍａｘ 即 ｌｎＳ ．

优势度指数（Ｃ）计算公式为：

Ｃ ＝ ∑
Ｓ

ｉ ＝ １
（Ｐｉ） ２ （４）

用 Ｇ⁃Ｆ 指数（ＤＧ⁃Ｆ）测度科属间多样性［２３］ ：

ＤＧ⁃Ｆ ＝ １ － ＤＧ ／ ＤＦ； ＤＦ ＝ ∑
ｍ

ｋ ＝ １
ＤＦＫ； ＤＦＫ ＝ － ∑

ｎ

ｒ ＝ １
Ｐｒ·ｌｎ Ｐｒ； ＤＧ ＝ － ∑

ｙ

ｊ ＝ １
ｑ ｊ·ｌｎｑ ｊ （５）

式中， ＤＦＫ为 ｋ 科中的物种多样性，ＤＦ为科间多样性，ＤＧ为属间多样性，Ｐｒ为群落中 ｋ 科 ｒ 属中的物种总数占

ｋ 科物种总数的比值，ｑ ｊ为群落中 ｊ 属的物种数与总的物种数之比． ｍ 为群落中的科数，ｎ 为 ｋ 科中的属数，ｙ
为群落中的总属数．

对不同生境和不同季节鸟类群落进行比较时采用双因素方差分析（Ｔｗｏ⁃ｗａｙ ＡＮＯＶＡ），用 Ｄｕｎｃａｎ 法进

行多重比较，以 ０．０５ 为检验水准． 分析前对数据进行正态性和方差齐性检验，经检验，数据符合参数统计条

件． 以上数据分析使用数理统计软件 ＤＰＳ（Ｖ７．０５） ［２４］完成．

２ 结果与分析

２．１ 鸟类多样性总体特征

调查共记录到鸟类 １２３ 种，属于 １４ 目 ３３ 科 ６９ 属． 就科属水平上的多样性而言，颍州西湖省级湿地保护

区鸟类群落 ＤＧ达到 ４．０９，ＤＦ达到 １７．２６，整个群落 ＤＧ⁃Ｆ为 ０．７６．
颍州西湖省级湿地保护区秋季鸟类的物种数和密度显著高于其他季节，而夏季拥有最高的物种多样性

指数和均匀度指数． 就优势度指数而言，则表现为夏季最低，冬季最高（表 １）．
在颍州西湖省级湿地保护区内 ３ 种典型生境中，每次调查时，在湖泊湿地观测到的鸟类种类均显著多

于河流湿地和农田区，同时，湖泊湿地和农田生境鸟类密度、物种多样性指数、均匀度指数显著高于河流湿

地，而河流湿地拥有最高的优势度指数（表 ２）．
２．２ 同一生境不同季节的鸟类多样性比较

２．２．１ 农田区　 鸟类物种数、密度、均匀度指数和优势度指数在不同季节波动不明显． 物种多样性指数夏季

最大，冬季最小，差异达到显著水平（表 ３）． 在夏季，农田树林是许多雀形目、鹳形目和鹃形目鸟类的重要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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殖地． 农田鸟类群落优势种为麻雀（Ｐａｓｓｅｒ ｍｏｎｔａｎｕｓ）、白头鹎（Ｐｙｃｎｏｎｏｔｕｓ ｓｉｎｅｎｓｉｓ）、棕头鸦雀（ Ｓｉｎｏｓｕｔｈｏｒａ
ｗｅｂｂｉａｎａ）、家燕（Ｈｉｒｕｎｄｏ ｒｕｓｔｉｃａ）、珠颈斑鸠（Ｓｐｉｌｏｐｅｌｉａ ｃｈｉｎｅｎｓｉｓ）等．

表 １ 颍州西湖省级湿地保护区不同季节多样性差异∗

Ｔａｂ．１ Ｃｏｍｐａｒｅ ｏｆ ａｖｉａｎ ｄ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ｉｎ Ｙｉｎｇｚｈｏｕ Ｗｅｓｔ Ｌａｋｅ Ｒｅｓｅｒｖｅ ｉｎ ｔｈｅ ｆｏｕｒ ｓｅａｓｏｎｓ

季节 Ｓ Ｄ Ｈ′ Ｊ Ｃ

春季 １８．３３±５．０２ａｂ １２．８９±９．８５ｂ １．５４±０．５７ｂ ０．６６±０．１４ａｂ ０．３４±０．１７ａｂ

夏季 １７．１１±４．９９ｂ １４．７２±７．５９ｂ １．９５±０．５６ａ ０．６９±０．１３ａ ０．２５±０．１６ｂ

秋季 ２１．６７±７．６３ａ ２８．５６±２４．５４ａ １．６２±０．４１ｂ ０．５９±０．０９ｂ ０．３３±０．１２ａｂ

冬季 １４．８９±３．８９ｂ １８．４０±２１．６４ｂ １．４１±０．５９ｂ ０．６０±０．１８ｂ ０．３９±０．２３ａ

∗同一列中不同小写字母表示同一指标不同季节间有显著差异（Ｐ＜０．０５） ．

表 ２ 颍州西湖省级湿地保护区不同生境多样性差异∗

Ｔａｂ．２ Ｃｏｍｐａｒｅ ｏｆ ａｖｉａｎ ｄ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ａｔ ｔｈｒｅｅ ｈａｂｉｔａｔｓ ｉｎ Ｙｉｎｇｚｈｏｕ Ｗｅｓｔ Ｌａｋｅ Ｒｅｓｅｒｖｅ

生境类型 Ｓ Ｄ Ｈ′ Ｊ Ｃ

农田区 １４．４２±４．１７ｂ １４．９３±７．４３ａ １．８６±０．４１ａ ０．６９±０．１２ａ ０．２７±０．１２ｂ

河流湿地 １７．００±４．０９ｂ ４．５５±１．９５ｂ ０．８４±０．３１ｂ ０．５０±０．１３ｂ ０．５８±０．１６ａ

湖泊湿地 ２２．５８±６．１１ａ １０．５１±４．５９ａ １．９４±０．４４ａ ０．７０±０．１３ａ ０．２３±０．１３ｂ

∗同一列中不同小写字母表示同一指标不同生境间有显著差异（Ｐ＜０．０５） ．

２．２．２ 河流湿地　 鸟类物种数为春季＞夏季＞秋季＞冬季，但不同季节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密度和物种多样

性指数为夏季最高，冬季最低，且差异达到显著水平． 均匀度指数在不同季节间差异显著，其中秋季最高，冬
季最低． 优势度指数在冬季最高，春、夏、秋 ３ 个季节之间差异不明显（表 ３）． 河流湿地鸟类群落优势种为灰

椋鸟（Ｓｐｏｄｉｏｐｓａｒ ｃｉｎｅｒａｃｅｕｓ）、棕头鸦雀、家燕、罗纹鸭（Ａｎａｓ ｆａｌｃａｔａ）、小鸊鷉（Ｔａｃｈｙｂａｐｔｕｓ ｒｕｆｉｃｏｌｌｉｓ）等．
２．２．３ 湖泊湿地　 就不同季节而言，每次调查时，秋季调查到的鸟类物种最为丰富，冬季物种数较少，且差异

具有统计学意义． 鸟类密度季节变化规律为秋季＞夏季＞冬季＞春季，但各季节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物种多

样性指数、均匀度指数、优势度指数在不同季节之间变化不明显（表 ３）． 湖泊湿地鸟类群落优势种为豆雁

（Ａｎｓｅｒ ｆａｂａｌｉｓ）、绿头鸭（Ａｎａｓ ｐｌａｔｙｒｈｙｎｃｈｏｓ）、斑嘴鸭（Ａｎａｓ ｚｏｎｏｒｈｙｎｃｈａ）、黑水鸡（Ｇａｌｌｉｎｕｌａ ｃｈｌｏｒｏｐｕｓ）等，其种

群数量均达到数百至上千只．
２．３ 同一季节不同生境的鸟类多样性比较

２．３．１ 春季　 鸟类物种数在湖泊湿地最多，农田生境最少，但 ３ 种生境之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密度和物种多

样性指数在湖泊和农田 ２ 种生境较高，相互之间差异不明显，河流湿地显著低于前两种生境；均匀度指数在

各生境间的差异具统计学意义，其中农田生境最高，河流湿地最低；优势度指数在河流湿地显著高于湖泊湿

地和农田（表 ３）．
２．３．２ 夏季　 鸟类物种数在湖泊湿地和河流湿地显著多于农田生境，前两者之间差异不显著；密度以农田最

高，河流湿地最低，３ 种生境之间差异显著；湖泊湿地和农田的鸟类物种多样性指数和均匀度指数显著高于

河流湿地，前两者之间差异不显著；河流湿地的鸟类优势度指数显著大于湖泊湿地和农田（表 ３）．
２．３．３ 秋季　 鸟类物种数在湖泊湿地显著多于农田和河流湿地；湖泊湿地和农田的鸟类密度和物种多样性指

数显著高于河流湿地，前两者之间差异不显著；均匀度指数在 ３ 种生境之间差异不显著；优势度指数为河流

湿地显著大于农田和湖泊湿地，后两者之间差异不显著（表 ３）．
２．３．４ 冬季　 鸟类物种数在 ３ 种生境之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３ 种生境之间鸟类密度差异显著，农田生境最

高，河流湿地最低；湖泊湿地和农田的鸟类物种多样性指数和均匀度指数显著高于河流湿地，前两者之间差

异不显著；河流湿地的鸟类优势度指数显著大于湖泊湿地和农田，后两者之间差异不显著（表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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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３ 颍州西湖省级湿地保护区 ３ 种生境不同季节鸟类多样性差异∗

Ｔａｂ．３ Ｃｏｍｐａｒｅ ｏｆ ａｖｉａｎ ｄ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ａｔ ｔｈｒｅｅ ｈａｂｉｔａｔｓ ｉｎ Ｙｉｎｇｚｈｏｕ Ｗｅｓｔ Ｌａｋｅ Ｒｅｓｅｒｖｅ ｉｎ ｆｏｕｒ ｓｅａｓｏｎｓ

指数 季节 农田区 河流湿地 湖泊湿地

Ｓ 春季 １４．００±３．００Ａａ １９．６７±１．１５Ａａ ２１．３３±６．８１Ａａｂ

夏季 １１．６７±１．５３Ｂａ １８．００±１．７３Ａａ ２１．６７±４．１６Ａａｂ

秋季 １８．００±５．２９Ｂａ １７．３３±６．６６Ｂａ ２９．６７±４．０４Ａａ

冬季 １４．００±５．００Ａａ １３．００±２．６５Ａａ １７．６７±３．２１Ａｂ

Ｄ 春季 ８．７５±５．８０Ａａ ４．３１±０．６１Ｂａｂ ８．１７±５．４７Ａａ

夏季 １６．６４±６．６１Ａａ ６．７８±１．５２Ｃａ １０．２０±５．３７Ｂａ

秋季 １７．５７±７．７１Ａａ ４．２１±１．９５Ｂａｂ １４．４０±４．０８Ａａ

冬季 １６．７６±９．４８Ａａ ２．８７±１．５５Ｃｂ ９．２５±２．６２Ｂａ

Ｈ′ 春季 １．７９±０．４５Ａａｂ ０．８４±０．０９Ｂａｂ １．８１±０．６５Ａａ

夏季 ２．２５±０．４２Ａａ １．０９±０．２４Ｂａ ２．２７±０．１０Ａａ

秋季 １．８４±０．２５Ａａｂ ０．９７±０．１６Ｂａｂ １．８３±０．１４Ａａ

冬季 １．５７±０．３５Ａｂ ０．４４±０．２７Ｂｂ １．８４±０．６１Ａａ

Ｊ 春季 ０．７４±０．１１Ａａ ０．５２±０．１３Ｂａｂ ０．７１±０．１６ＡＢａ

夏季 ０．７５±０．１３Ａａ ０．５４±０．１２Ｂａｂ ０．７７±０．０６Ａａ

秋季 ０．６６±０．１２Ａａ ０．５９±０．０２Ａａ ０．６０±０．０４Ａａ

冬季 ０．６０±０．１３Ａａ ０．３６±０．１４Ｂｂ ０．７３±０．２１Ａａ

Ｃ 春季 ０．２５±０．１１Ｂａ ０．５７±０．０８Ａｂ ０．２６±０．１５Ｂａ

夏季 ０．１８±０．０９Ｂａ ０．４８±０．１３Ａｂ ０．１４±０．０２Ｂａ

秋季 ０．２８±０．１０Ｂａ ０．５０±０．０８Ａｂ ０．２６±０．０２Ｂａ

冬季 ０．３６±０．１４Ｂａ ０．７６±０．１８Ａａ ０．２７±０．２３Ｂａ

∗同一列中不同小写字母表示同一指标不同季节间有显著差异（Ｐ＜０．０５），同一行中不同大写字母表示同一指标不同生
境间有显著差异（Ｐ＜０．０５） ．

３ 讨论与结论

３．１ 秋季是该区鸟类保护的重要季节

就不同季节而言，颍州西湖省级湿地保护区秋季鸟类的物种数最多、密度最大，夏季鸟类的物种多样性

指数最高、优势度指数最低． 根据中途停歇生态学（ｓｔｏｐｏｖｅｒ ｅｃｏｌｏｇｙ）理论，许多鸟类尤其是鸻鹬类在长距离

迁徙过程中，能量消耗巨大，鸟类在迁徙途中需要在一系列的中途停歇地休息觅食以恢复体力、补充能量，
中途停歇地是鸟类迁徙过程中的重要驿站［２５⁃２７］ ． 作为黄淮平原地区重要的永久性淡水湖泊，在春、秋季节，
颍州西湖湿地是鸻鹬类迁徙途中的重要停歇地和能量补充地；在夏季，是许多雀形目、鹳形目和鹃形目鸟类

的重要繁殖地；在冬季，又是许多雁鸭类水鸟的重要越冬地． 秋季鸟类物种数和密度虽然较大，但是秋、冬季

节许多鸟类表现出较强的集群行为，造成秋、冬季节颍州西湖保护区鸟类群落的多样性指数和均匀度指数

较低，而优势度指数较高． 秋季是该区鸟类保护的重要季节．
３．２ 湖泊湿地是该区鸟类保护的重点区域

在颍州西湖省级湿地保护区 ３ 种生境中，湖泊湿地的鸟类物种数、密度、物种多样性指数和均匀度指数

均较高． 根据岛屿生物地理学（ｉｓｌａｎｄ ｂｉｏｇｅｏｇｒａｐｈｙ）理论，斑块面积与鸟类多样性有密切关系［２８］ ，水体与裸露

浅滩的面积越大，容纳的湿地鸟类就越多［７，９］ ． 在颍州西湖保护区 ３ 种生境中，由于湖泊湿地水域开阔、水位

稳定、水质良好，再加上优越的地理位置和丰富的水生植物资源，为涉禽和游禽等迁徙或越冬鸟类提供了适

宜的栖息环境，湖泊湿地鸟类群落结构最为稳定． 湖泊湿地是鸟类保护的重点区域．
３．３ 颍州西湖在淮河流域湿地鸟类保护方面的地位

根据王松等［１９］对淮河流域（安徽段）重要湖泊湿地鸟类资源所做的初步调查可知，淮河流域（安徽段）
重要湿地分布有鸟类 １５ 目 ４８ 科，共计 １４６ 种． 本次调查表明，颍州西湖省级湿地保护区鸟类种数占淮河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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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安徽段）湿地鸟类的 ８４．２％ ． 作为同属于淮河中游的重要湖泊湿地，霍邱东西湖鸟类 ６７ 种，鸟类群落 ＤＧ

达到 ３．５８，ＤＦ达到 ７．１４，整个群落 ＤＧ⁃Ｆ为 ０．５０；寿县瓦埠湖鸟类 ５１ 种，鸟类群落 ＤＧ达到 ３．２７， ＤＦ达到 ５．３９，
整个群落 ＤＧ⁃Ｆ为 ０．３９［１９］ ． 相对而言，颍州西湖省级湿地保护区鸟类无论在物种多样性还是在科属多样性上

均较为丰富． 显示出颍州西湖在淮河流域湿地鸟类保护方面的重要作用．
３．４ 颍州西湖湿地现状及湿地鸟类多样性保护建议

迁徙鸟类对中途停歇地的选择与该湿地的生态环境和食物可获取程度密切相关［２９］ ，另外，人类活动也

是影响迁徙鸟类中途停歇地选择的重要因素［３０］ ． 颍州西湖湿地目前面临的主要威胁因素包括网箱养殖、外
来物种入侵、农业面源污染和人为干扰等．

颍州西湖湿地生态环境的保护与修复工作对于迁徙鸟类具有重要意义，通过营造多样化的湿地类型，
可以为鸻鹬类等涉禽和雁鸭类等游禽提供更高质量的觅食和掩蔽场所，同时严格管理渔业捕捞和网箱养

殖，严格控制有害生物的蔓延，减少农业面源污染和人为干扰以吸引更多湿地鸟类来此停歇、越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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