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鸟类是大自然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我国人民自古就把动物界分为“虫、鱼、鸟、兽"

四大类群，这是人们从长期的劳动、生活实践中得来的经验概括。它充分说明了鸟类在自然界

的位置，以及鸟类与人类的精神生活、物质生活的密切关系。今天，在我们祖国四化建设

中，在进行国土规划与改造、植树造林、绿化江山、保持和恢复生态系统的平衡的工作中，

鸟类资源的调查研究，在各方面都有重要的科学意义和经济价值。

北京自然博物馆的一项主要任务，是对我国首都的城区及广大郊区的自然环境与生物资

源进行考察研究，并收藏成套标本，为科学研究、首都规划和科学普及工作提供物质基础。

目前，编写各种“生物志”是一项很重要的工作，因为“生物志"是研究大自然生态系

统与人类生息环境不可缺少的基本数据库，或者叫信息提存系统。

北京自然博物馆蔡其侃等同志，从五十年代开始一直从事北京地区的鸟类学研究工作，

积累了大量野外考察资料与数据，采集和收藏了在本地区栖息或过住的鸟类标本四千多件，

约有三百多种。《北京鸟类志》一书，就是根据这些资辩编写的，它将成为研究北京自然环

境与资源的一本很有价值的参考‰
《北京鸟类志》的著者、生物学家蔡其侃副教授，是解放初期归国参加祖国建设的爱国

华侨。他经常去全国各地从事野外考察，特别是对鸟类区系的研究和标本采集工作很有特

长；他在工作中不辞艰辛，学风严正，取得了出色的成绩，受到国内外同行学者的重视与称

誉。经过三十多年的刻苦钻研，他于最近将北京鸟类考察研究的成果，以及大量有关的文献

资料，经过总结后编写成《北京鸟类志》一书。这本专著的出版，无疑是蔡其侃副教授对

祖国科学事业的一项重要贡献。我作为一名研究自然历史的科学工作者，见到《北京鸟类

志》的出版，感到欣喜，并对蔡其侃副教授对动物学的贡献致以祝贺。

北京自然博物馆馆长 周明镇

t987年1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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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北京地区自然概况

北京是一座历史悠久的古老名城，地处华北大平原的西北部边缘，东南距渤海湾约15伊

公里，总面积约一万七千八百多平方公里。它西部和北部是连绵不断的群山，东南部是一片

缓缓倾斜的平原。境内有五条较大的河系，约八十多座大小水库。北京的地势和自然环境较

复杂多样，优越的自然生态条件，为鸟类提供了适宜的栖息和繁殖环境。

北京是标准的温带大陆性的季风气候，四季明显，夏季炎热多雨，冬季寒冷干燥，年平

均气温为摄氏八至十二度。最冷为一月份，平均气温在摄氏零下四度至零下八度，绝对最低

气温零下二十二度以下，最热为七月份，平均气温为摄氏二十三至二十六度左右，绝对最高

气温达摄氏四十度以上。全年无霜期五个多月至六个多月。年平均降水量为六百多毫米，多

雨区在西部和西南部山前地带，可达七百毫米左右。降水季节分配很不均匀，夏季降水量约

占全年降水量的百分之七十四，在七月和八月常有暴雨。

北京地势，西北高，东南低，西部和北部是连绵不断的群山，东南部是一片缓缓向渤海

倾斜的平原。山区约占全市总面积的百分之六十二，平原地区约占百分之三十八。西部山

地，南起拒马河，北至南口镇附近的关沟，总称西山，属太行山脉，是一系列东北——西南

走向、大致平行排列的褶皱山脉；北部山区统称军都山，属于燕山山脉，是一片镶嵌着若干

山问盆地的断块山地。

北京山区一般在海拔一千至一千五百米左右，个别山峰海拔高度可达两千米以上，例如门

头沟区和房山县之间的百花山海拔1 991米，白草畔海拔2 035米；f-I头沟西部边界上的东灵山

海拔2 303米；延庆县西北部边界处的海坨山海拔2 234米；密云县东部边界附近的雾灵山海拔
2 116米；它们不但是北京地区及其附近的最高峰，也是华北地区较高的山峰。山区的宽度，

多为二、三十公里到五十公里以上。

环绕北京北部和西部半圆形的山地，包围着北京平原，平原和山区交界地区有海拔200

米以下的丘陵地带，并由西北向东南形成平缓降落的坡度。山区地形相当复杂，高差大，坡

向变化多；地质情况亦复杂，例如京西山地约在三亿六千万年以前曾经有很长时期是一个浅

海，后经强烈的造山运动，即著名的燕山运动形成山脉，后经准平原化、抬升、断裂、侵蚀，

奠定了今天北京西部山地的轮廓。

北京平原地形比较简单，西高东低；但在地质史上，它反而是一片高起的山地。直到发

生燕山运动，西部不断上升为山地，东部不断下降，接受大量沉积物，才形成为平原，这一

变化至今仍然在继续着。

北京的主要河流有；永定河，是流经北京的最长河流，城区就是建立在它的冲积扇的背

脊上，潮河、白河、北运河、拒马河、洵河等也是北京主要的河流；另外还有密云、怀柔、

官厅、十三陵、斋堂等水库。在这些水域及其附近沼泽草地，哺育与栖息着大量的游禽、涉

禽等水栖鸟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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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地区复杂的山地林木茂盛，水域附近水草丛生，优越的自然环境条件滋育着大量

鸟类。它们有的是夏季在本地区营巢繁殖后代的夏候鸟，有的是冬季在山区栖息的冬候

鸟，也有的是终年留居在这里的留鸟，还有大量的是每年秋季南迁越冬区、春季北返繁殖区

的旅鸟，它们在迁徙期间成群结队沿着河流和一系列东北向西南走向的群山而南来北往，并

在适宜的地区作短时期的栖息。根据地形、气候与植被分布的差异，结合鸟类分布情况，可

以把北京地区划分为两大生态景观区：

1．平原地区

平原区约占北京市总面积的五分之二，绝大部分为城市建筑、居民点和农田，或为河流

水域、沟渠和沼泽草丛地等。常见树木多数是人工栽培的杨、柳、槐、桑、臭椿、元宝树；fⅡl

各种果木树。

这一地区人烟稠密，多数土地开垦为农田，地势平坦，水域面积稍多，绿化条件较好，

气候温和，鸟类的食物丰富而比较优越，是适于成群旅鸟、候鸟和繁殖鸟栖息的地方；最常

见的有鸭、蹒鹏、鹭、鹆、鹬、燕、鹤钨、伯劳、鸦、鹊、鹪、鸫、莺、鸡等，种类和数量

众多。

2．山区地带

北京山区，大约在五、六百年前还生有茂密而苍翠的绿色海洋般的树木。但在明，清两

个朝代的大肆滥伐，又经过腐败的旧中国时代继续破坏，到解放前夕，所存树木已经无几，

仅在一些交通十分不便、人烟甚稀的偏远深山区，尚残存下来一些次生林木。解放后，采取

封山育林和提倡植树造林，山区林木覆盖面积才得以逐步有所恢复。但是，据调查，现在北

京山区林木覆盖率仅为16％，其中灌丛、萌生丛约占84％。北京山区植被，随地势的变化而

有所不同和多种多样。西部的百花山北坡(阴坡)，是比较完整而多样的典型，植被垂直分

布变化明显，自下而上可划分为四个植被带：

(1)低山带——山麓丘陵灌草坡带

800米以下低山带、山麓丘陵地带，土地多数已开垦成农田，或种植果树；间或有阔叶

树，如懈栎、大叶苦枥等，针叶树有油松、侧柏、白皮松等稀疏分布；灌木如荆条、酸枣、

小叶鼠李、蚂蚱腿子、绣线菊属等；草本植物以苔草、野古草为主；草本植物层下常见中华

卷柏属植被。

这一带植被茂盛，气候温和，食物丰富，常见鸟类有雉类、鸠鸽类、杜鹃、鹗类、啄木

鸟、鸦、鹊、鹪、柳莺、鸫、山雀和鸡类等。

(2)中山带——针叶林、’阔叶林混交林带

中山带下部，自海拔800～1 100米阴坡，有油松、栎类的次生林，有喜温耐寒的山杏、

兰桠绣线菊、荆条等，有在草本层中占优势的苔草以及野菊、苍术、糙苏、猪秧秧等。

在这一带活动的鸟类有鸦、鹊、山雀、鸫、柳莺、鸫、鸡等。

在中山带上部海拔1 100～1 500米阴坡，以山杨、白桦、黑桦的纯林或混交林为主，常伴

生少量的五角枫、鹅耳枥、椴等。

常见在这一带栖息的鸟类有银喉山雀、褐头山雀、柳莺、红嘴蓝鹊、寿带、松鸦、白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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矶鸫、紫啸鸫、普通鸭、金翅雀、鸡等种类。

(3)高山带—一针叶林阔叶林带
在海拔1 500"-'1 800米的范围内，常有零星残存的天然华北落叶松及其更新幼林，或人工

栽培的针叶林，过去为针叶林带，今天已为次生的桦树林所取代，以白桦、黑桦和辽东栎的

混交林为主，伴生有黄华柳。灌丛和草本层一般不发育。

本带气候较冷而潮湿，林木茂盛，栖息鸟类多为其他较低地带难以遇到的，如黄眉姬

鹪、白眉地鸫、褐头鸫、红眉朱雀、宝兴歌鸫，勺鸡、鹰鹃、白腹蓝鹪、岩鹨、长尾雀、毛

脚燕等，多数是本地区罕见而较稀有的鸟类。

(4)山顶带——灌草丛五花草旬带

海拔1 800米以上的山顶带，地势平坦，风势较大，气候寒冷，灌草丛的草甸植物种类繁

多，形成五光十色的五花草地，夏、秋两季百花盛开，万紫千红，极其艳丽，有黄花菜、歪头

菜、翠雀、毛茛属和菊科植物等，草层仍以苔草为主。还有呈块状或团状分布的低矮灌木

丛。

栖息在山顶的鸟类种类较少，但数量较多，如领岩鹨、红嘴山鸦，北岭雀，环颈雉等。



三、北京鸟类区系调查结果

北京地区鸟类的野外调查工作自1958年开始，于1964年提出《北京地区鸟类初步调查报

告》(赵指南、蔡其侃1964年)。此后，虽然中断了一段时间，但标本室内的研究鉴定整理

工作，还是时续时断地进行着。自1974年又恢复了野外调查工作，至今仍在继续进行。

编写本志主要是依据解放以来通过野外调查研究工作取得的第一手资料和经过室内研究

鉴定的标本，同时也参阅了以前鸟类学工作者的著作。经过对本地区将近四千多件鸟类标本

资料进行研究、鉴定，初步确定北京地区有各种鸟类343种和另附29个亚种，分别隶属于61

科，18目；其中有42个种和另附4个亚种，为北京地区的鸟类新纪录，现均收入这部《北京

鸟类志》。对于过去只有文献资料记载，在解放以后未采到标本的或过去文献缺乏明确记载

的，均在总表中标以·。

在42个种和另附4个亚种的新记录中，计有繁殖鸟23种(包括留鸟和夏候鸟)，其中古

北界种类最多，计有18种，而东洋界只有5种。

现就北京地区调查研究所得的鸟类，以及它们的垂直分布、居留情况、地理区系从属关

系等，列为北京地区鸟类调查总表如下。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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