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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E六盘山地区的鸟类

及其区系特征的探讨

李 德 浩
(中国科学院西北高原生物研究所)

在中国科学院组织的宁夏回族自治区
“
农、林、水

”
综合考察中,我们于 1976年 5-9

月间,对其南部六盘山区进行了鸟类调查,现将调查结果报告于下。

自 然 概 况

六盘山地处北纬 34° 30′-37° ;东经 105° 40′-lO6° 50· ,北起宁夏自治区海源县境 ,

南抵陕西渭河谷地,长约 204公里,宽 30-60公里。山体包括两条近似南北走向的平行

山脉 ,东面一条为黄峁山一瓦亭梁山;西面一条为西峰岭一香炉山一米缸山一大雪山一关

山,后者是主脉,最高海拔 2,945米。 位于海源县的南华山、月亮山、西华山在地质构造上

与六盘山有密切联系,地势上也保持着连续性 ,可以说是六盘山向西北延伸的支脉。

它的两侧是海拔 1500-1800米左右的广阔黄土丘陵,而唯它地形高耸,山 脉走向正

与东南湿润气候相垂直,山区降水条件极好,年降雨量 700-1100毫 米,而外围地区多

在 300-400毫米,致使自然面貌迥异于周围地区,鸟类区系亦颇具特点。 整个调查区的

自然环境可分为 3个类型。

1.阴湿区

主要包括六盘山东、西山麓地带,是主要的林区。南端的大雪山、关山一带还保持有

原始林,其余地方多为次生林。主要树种有油松 (P‘
`’

氵‘‘砌 切ro`″ i)、 华山松 (P,刀“

彳

`'″
″o″“ )、 辽 东 栎 (0″″ 啷

`初

吻 ″:F″亦 )、 桧 柏 0吻 咖 ″ F淌 J`砌注 )、 川 白 桦 (Bc″ 氵口

`′

′′yp力

```口

var.″渤 ″ ″‘c口)、 红 桦 (B″ r‘‘

`‘

,'氵况‘J″‘·
`,‘ `‘

)、 挎 (F`″ j7″‘品加c”订)、 酸 酷 柳

G”″″
'‘

9硝
'″

″臼
`cF)等

,林下灌木很丰富,有多种小蘖 B″拓‘spp.、 枸子木(co`o″
`-

‘″ sp)、 良子木 (s`'″y切 尼口
`or″

P口)`锈线菊 (助冫幽 sp.)等。林区周围主要是农作

区,本区动物,特别是鸟类相当丰富,也是主要经济动物,如环颈雉 (P屁磁弼r co汹‘御‘)、

石鸡 ('防功清 :``cc口)`斑翅山鹑 (P″油 拓″″″c″)等的集中分布区。

⒉ 半干早区

包括固原、西吉、海源大部及隆德、盐池、同心的一部分。 也是农作区。 在居民点、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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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pecle‘

7

×

I· 鹤形目 (Cicontformes)

1· 鸯科 (Ardeidae)

(1)草鹭 ('r'“ p“
`P“`“

″夕″‘′C″‘,‘ )

】I· 雁形目 (Ansenformes)

2· 鸭科 (^naddae)

(2)绿翅鸭 (z″召fc· cr'‘“)

m.隼形目 (Falconf。 rmes)

3· 盥科 (Acciptridae)

(3)鸢 (M″〃“‘天or‘r乃“″,氵”
'‘

‘
`:‘

‘)

(4)自尾鸫 (C,`r:‘了c.‘y‘″
'“

f)

4,隼科 (Fak。 nidae)

(5)燕单 (F‘·Ico s· ‘“扔“″o)

△(6)红脚隼 (F。″。″dp召″;″“f。仞“″″‘j‘ )

(7)红隼 (FoIro r″ ″“″‘‘‘z” J″″
`‘

,`″ r`:‘‘)

lV· 鸡形目 (Galliformcs)

5.雉科 (Pha“ anidae)

(8)石 鸡 (刀 “
`o汀

‘ 夕形 “ 夕 po防 ″j″ J冫

(9)斑翅山鹑 C″涉r'″“″‘″ “‘C饮氵″i)

(lO)环颈雉 (P′9'f`'″“f rorr拓 c;‘ff``“‘′,:)

(【 I)红 腹 锦 鸡 (C乃
`”

°Jop乃 “fp访
``‘

‘)

v.鹌形目 (Charad“ lfofincs)

6. 行查·弄斗(charadriidae)

【12)剑鹤 (C乃
`″``::‘

f乃加‘ir″切 p`″〃“)

,,鸩科 (scolopacidac)

(13)林鸹 (Tr:″ g。 g`。″o:伤 )

(14)乌脚滨鸹 (c刃″″‘,'讶″J″饮ii)

8.反嘴鹬科 (Recurvir。 stidae)

△(15)环唠鸹 (J多记or乃y″‘乃。 f‘

`9‘

访
'`‘

″)

vi· 鸽形目 (Columbformes)

9.鸠鹄科 (colunbidae)

(16)岩鹄 (co:“″多
'`.`,‘

pc砌”)

·(17)珠颈斑鸲 (s`″p`opcJ``c.c乃 |″″”)

vII.鹃形目 (Cuculltorilles)

lO· 杜鹃科 (cuculidae)

(18)大杜鹃 (C“‘9‘′” r.c``o″ f)

Vm· ·鸦形目 (stigfornes)

11· 鸱鸩科 (strlgidae)

(19)纵纹腹小鹊 ⑺ 拓″矽″or莎“夕P′″”’′p“ )

IX.雨燕目 (APodiformes)

12.雨燕科 (Apodidae)

(20)按燕 ('p“‘
`p“

rp饮 i″″“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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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佛法们目 (Coraciiformes)

13· 翠鸟科 (AIccditidac)

·(21)蓝翡翠 C如
`‘

夕o,p″臼:B)

14.n跬科 (Upupidae)

(22)n胜 (〃p:jp`召 popr roF:‘″,‘I)

XI.刀形目 (Picifornes)

15· 啄水鸟科 (Plcldat)

·(23)双口 ('″
`:●

。叼‘J″0c乃F″,而)
(24)黑沈绿啄木鸟 (″“r●:臼“f田″″0`"””,:)

(P· r· g″″″9)

(25)班啄木鸟 (DJ,,``oⅡ pof″″o`多涉饮|)

XI】.往形目 (Passc“ formes)

16.``色鸫科 (Pltidae)

°(26)绿 费 八 色 鸫 (P:,” Jo`刃如 田叫 ″彡‘B)

1冫 .百灵科 (^laudldac)

(2′)小沙百灵 (CoJo″·
``rj:`″

加 ,,f拓 j饮 I)

(28)风头百灵 (C`J″″or、加 ‘助 :印“
`“

,,gJ″‘‘‘)
°(29) 刂、云铝雀. (':口 “2.纟  g“ :g“

`o |″

。p氵″夕,‘‘)
(30)角百灵 (】:`'″。p栅舀

`J″
“″‘冫

`″
″
`,)

18.森科 (Hirundinid“ )

(31)家燕 (rr:`‘″′or“‘J‘。E‘
`‘

‘″
'J:r)

(32)佥灰森 (Fr‘

`‘
,`o`.''“″)

·(33)毛脚要演(D。rc乃。”“
`多

|″ ″r`;`″″‘,oF)

】9· 鸽鸽科 (Motatimdne)

·〈34)黄鹤鸽 (′lf。 ,“ ;:`‘ ,/:‘ 9″

`″ '‘`。`yr)
(35)灰鹌鸽 (Mo,″ |:Jo c|″″

`~多
B‘‘。)

(30白鹊鹌 0勋‘。·,Io n:3。 动△dr“ff)

(M· O· J'“Fop0J)

(37)曰 △ ('`访 “‘ ,。” Cf●JJ“刃
`饣

丬c杨
``f)

(38)树屁△('″‘乃ijf乃。
`gro″

,`‘’″’口口
`,访)

C⒋ 乃.乃°
`gro″

◇
(39)扮红胸鸩 (彳″拓n‘‘

`狂
″“r) ,

20· 伯劳科 CLaniidae)      |
(40)红尾伯劳 (L。 ,::” c`:“

`,“
f rPFF″愆″竹)

(41)灰背伯劳 (L。 ,:“
``·

‘Cp乃
`。

,:。‘“)

(42)长尾灰伯劳 (k”:“ff.fp动″。″
`“

了)
21· 黄0科 (oriolidae)

(43)黑枕黄鹂 (or‘。′“‘‘乃J″￠″饣f`://:‘‘:‘f)

22.卷尾科 (Dicruridac)

(44)黑卷尾 (z’:r`“
`“
f″“

`o″ `C“
fC'站 o““)

23· 掠鸟科 (smrnidac)

(45)北掠鸟 (s‘“
`″

:‘

`J,‘
‘
`″

|,:,‘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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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紫翅掠鸟 (s`″
`″
〃‘″“了印″f)

(47)灰椋鸟 (s`‘‘
`″

“‘ci9,C″ cr“‘)
24.鸦科 (corvidae)

(48)红嘴蓝鹄 (C`‘‘夕‘
`”

加 o'乃,″‘乃
'多

″″,″rr`″夕)

中(49) 灰喜鹊 (C,夕″口pic〃 r冫″∠
`″ `rrpof:`伤

)

(50)喜鹄 (P″
`pic刀

‘r彷“)
中(51)褐背拟地鸦 (Prc“′opo`ord乃“″″订)
(52)星鸦 (`ˇ“‘″r。g`‘

'`'°
‘
'′

″加)

(53)红嘴山鸦 (P''`加 cor″ p,```乃 °ro″r乃
`“

幻p“)

(54)寒鸦 (C口
`〃
“‘

`,,0” ''′
‘J'扬‘‘

`‘`,“
‘)

25.河乌科 (cinclidae)

·(55) ;褐 ;河可乌 (C|,,c′ t‘f p. p夕

`J`j``)
26· 鹊科 (Muscicapidac)

鸫亚科 Crurdinae)
年(’ 6)蓝歌鸲 (L“‘c`″

`'c.Cy夕
″c)

(57)描红尾鸲 (P乃。
'``c“`“

‘or乃
`“

rof`“″″″″”)

(58)北红尾鸲 (P乃oc历 c“
``‘

‘夕“rorr“‘:“‘co p″
`,‘

了)
△(59)红尾水鸲 (R幻“°

`″
订/./‘‘′:g,″°‘“)

乐(60)短翅鸲 (rfozg‘ 。″氵“‘p乃 o口″ir“
`。

j如f|c拢″gc″‘,‘ )

本(61)黑背熬尾 (刀″″“
`“

‘:'‘ r`,c″厶“″J‘j″召,:‘ j‘)

(62)黑喉石鸭 (s夕 R:`r。 z‘ ,or0“″‘P`z'‘″‘̀
r妖

″)

(63)沙鸱 (or″
^″ `′

9c f“拓″|″夕)
(64) i莫 民鸥 (od″ 夕勿彦乃r ′

'‘
r'`|夕

``og“ `“
`玄

s)

(65)白 顶 鹏 (oc″ 饣″·′:‘ 乃|Fp饣 ,,彦 r‘‘

'′

eFc乃 饣″R〃 )

·(66)自 顶溪鸲 (C乃

'`,j″

ror″

`fJ″

‘rorrp乃刃“)

(‘,)自背矶鸦 (lro″
`io切

免r'‘ ,″订)

△(68)蓝矶鸦 (Bro″
`″

。助‘o:切
`;'p夕

″
`oo)

分(69)紫 啸 鸫 (If'杨 p肠 ″
':‘

‘‘.mCri‘ k″了)

(70)虎斑地鸫·(z∞‘拓
`‘

z`“″
`“

″“)

(71)灰头鸫 (r“、′“‘r“防oc″“‘go“

`',`)
(冫2)班鸫 (t“

`′
“‘″~印〃″勿乙″″,)

画眉亚科 Cfimalinae)
(73)山 噪鹤 (c″

`〃

′
'‘

2.扬″
`″

|)

率(74)澄翅噪鹧 (C″
``“

′
`'r.F″

io″ )

本(75)褐头雀鹏 ('rc|ppr ri” ″″‘中f″“
')

莺亚科 (sylvinae)

(76) ∶梅;iul:骂
·
(P乃 ,`r`。 fr。 p“‘ /~ /“ ‘‘夕

`″

‘)
△(” )棕眉柳莺 (P幻″‘,‘ op″‘c~〃/″

`″
′F|)

(78)黄腰柳莺 (P幻″°‘cop“‘p.p`°
`eg“

`“

‘)
·(79)暗 绿柳莺 (P幻″°‘r。 p“

`ro c乃

″访如‘°hr“
`″

“‘)
乐(8o)全眶鹌莺 (s‘

`crrr`‘
J莎“

`人
″〃

'‘

″″
`,`)

鹄亚科 (Muscicapina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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鸟 类 名 称

8pecles

(8I)红喉姬鹌·(Flcc'“ r夕 p'`v''`历rir`')

△(B2)灰蓝 姬膂 (FIrc'“

``″
″口:or刃〃″钌)

表(83)寿带鸟 (T″ pr`p乃 o″cp'勿
'i‘

氵

`″

“|)

27· 山雀科 (paridae)

(84)大山雀 (P'`“‘″
`汩`'`助

哆“‘)
△(85)黄腹山雀 (P'`‘‘‘″C力溺″‘

`f)
中(86)银喉[长尾]山 雀 (加g|功刃°‘F'`‘

``●

f矽f″″口″“f)

28,黎雀科 (Remizidae)

△(87)火冠雀 (Crp乃 。!° P'`:‘‘/J夕″′,|rcpr o:`绍 cc`“ )

29.文鸟科 (PlocCidae)

(88)[树 ]麻雀 (P“攵
`″

o″勋″“f saturatus)
中(89)山 麻雀 (助”

'``· `″
″

'″
‘)

中(90)石雀 (P″
`o″`'pc″

°ヵ杨 3″访
`。
‘
``“

)

30,雀科 (Frlngi11idae)

(91)全翅雀 (C口初“c:j‘ f.‘″″
')△(92)酒红朱雀 (C″po‘

``‘ `‘

‘″.vJ″ ″“f)

中(93)红眉朱雀 (c``Po``‘ “sp“ k`ic`″ ″“f夕
`gy`op″

y‘)

(94)普通朱雀 (c夕rpo''‘ 四 r',``乃 r|″“f`of‘;″“)

亲(95)赤胸灰 雀 (P'″ 乃″:口 召.er,``乃 “〃)

(96)锡嘴 雀 (Cccr。
``9″

”
`r‘

‘.Co rC研 乃″“‘
``‘

)

·(97)黄喉鸭 (E″冫
`|z'cr咚

夕″‘
``r汕

“r“J)

(98)灰头鸭 (E拓拓
`J“

fpo孔 ″p砀 J召 ‘°r历
'夕

)

(99)灰眉岩鹚 (E99,加 r`'夕 ￠杨 o”
``‘
″)

(lO0)三 道眉草鹏 (E″拓″z'‘杨i'c‘ r“
``”

犭‘cpF)

×

库和水渠旁有零星人造林,几无自然林,但一些较阴湿的阴坡亦有灌丛发育,如 荆条

(7j″r品 j刀口″‘,‘)、 酸枣 (z,z`p乃‘‘‘‘

`f″

。‘
')等 ,年降水虽一般为 300-400毫米,蒸发量

却在 1,650-2,300毫 米之间。

3.干旱区

主要指盐池、同心的大部 ,西吉西部、海源北部、固原北部和东北部 ,有农作耕地 ,但产

量极低,景观呈盐碱、半荒漠类型,气候干燥,风沙大,年降水量仅 200-350毫 米,有些地方

甚至更低,蒸发量竟达2,100-2,400毫 米。植物多为旱生性,如角蒿(r″r``″9″
`￠

‘,″御‘,‘ )、

硷草 ('刀″ro`纟

`访

″″汕f″″,,,)等 。

调 查 结 果

ecologica1

生老衫y.布·
区 distril,ution

干旱区
arid

半干旱区
ge△ntarid

阴湿 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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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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窿
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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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次调查,共录得鸟类lO3种 (和亚种),隶于 12目 29科 (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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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夏地区的鸟类调查,过去作得很少,Rky(1930)曾 录得58种 ,嗣后,王香亭等

(1977)在 宁夏记载了 153种 (和亚种),这算是迄今最全面的一次调查。但通过我们这次在

六盘山地区的调查结果所得的鸟种一并统计,得知宁夏鸟类计有 191种 (和亚种)。 六盘

山地区采得的 IO各 种 (和亚种),就中有37种 (和亚种)是宁夏未正式纪录或纪录不明确

的,是为宁夏鸟类新纪录,特在表1申以水号表示。可看出比原记载又增加了不少。

区 系 分 析

根据调查和资料提供的情况统计,留居本区或在本区繁殖的鸟类有83种 (和亚种),

依它们的地理从属关系,其比例情况列示如下:

(1)主要或完全分布于东洋界者,简称东洋种,有 19种 (和亚种),占 22.8%。

(2)主要或完全分布于古北界者,简称古北种,有 40种 (和亚种),占 48,3%。

(3)广布或不易判别区系从属关系的24种 (和亚种),占 28.9%。

尚需指出,东洋种几乎均集中分布在六盘山南端。六盘山鸟类区系中,没有特有种,

即使就猹个宁夏看,也很缺乏,只有一种— 贺兰山红尾鸲 (P力″励 网.幽″加″j“‘),区

系表现出相当混杂的特点。 而它的南部(主要是六盘山区)则明显与秦岭的鸟类区系(主

要指秦岭北坡)关系相当密切,两者间共有种达86种之多,占六盘山地区鸟类总数的

835%。 单就繁殖鸟看,就有74种 (亚种)。 同时亚种替代现象不突出,这说明它们之间

生态环境的差异性不大。而亚种替代仅有以下几种。(表 2)

02 六盅山与00马典的工种古代
Tablc 2 A.avifauElal of subspe.cics replaceInent in Liupan and Qlnl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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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一些学者对部分鸟种的地理类缘关系的见解(嘉 吉娜 (1959)、 vaurt(1972)、

Ali(1978)),并 结合我国的地理分布资料和动物地理区划(郑作新、张荣祖(1959);郑作
新(1976)),尝 试分析了宁夏地区夏候鸟的区系组成结构°

,分析出有以下几个类型。

1· 属东洋界,中国南部一印度支那类型伸入的成份

我们举出25种 ,它们是白鹭、夜鹭、黄斑苇鹏、斑嘴鸭、红腹锦鸡 (金鸡)、 红隼、珠颈
斑鸠、绿胸八色鸫2\小云雀、金腰燕、树鹨 (/″

`乃 ``‘

乃,乃o恕‘。̀
9,)、

黑枕黄鹂、灰椋鸟、黑卷

1)我们使用的材料系整个宁夏记战的,不 能判别的未列人。
2)绿胸八色移采自6月上旬,据访问,冬季也可见到,但不足为凭,有关问陋拟另文讨论。

六 盘 山
Liupan M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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尾、红嘴蓝鹊、黑背燕尾、紫啸鸫1褐头雀鹛、金眶鹤莺、灰蓝姬鹤、寿带鸟、绿背山雀、黄腹

山雀、山麻雀、酒红朱雀。        ·∶

⒉ 曰古北界,有 3个类型

(1)欧州一西北利亚型的种类成份占优势,主要列示 37种 :

普通秋沙鸭、白尾鹞、燕隼、红脚隼、剑鸺、矶鹬、纵纹腹小鹗、蚁鹫、田鸫、白鹊鸽、黄头

鹳鸽、红尾伯劳、楔尾伯劳、星鸦、寒鸦、红点颏、蓝点颏、北红尾鸲、棕眉山岩鹨、褐岩鹨、赤

颈鸫、斑鸫、白腹鸫、虎斑山鸫、大苇莺、极北柳莺、黄眉柳莺、黄腰柳莺、红喉姬鹤、褐头山

雀、攀雀、树麻雀、石雀、漠雀、金翅雀、锡嘴雀、灰眉岩鸭。 ·

(2)典型的中亚一蒙新区种类,列示 18种 :

草原鹏、毛腿沙鸡、石鸡、斑翅山鹑、小田鸡、白骨顶、大鸨、簧羽鹤、原鸽、小沙百灵、沙

鹇、黑尾地鸦、漠鸱、白顶鸸、白喉莺、漠莺、黑顶麻雀、黑喉雪雀。

(3)青藏成分向东延伸至此的种类有 :

秃鹫、兀鹫、胡兀鹫、蓝马鸡、角百灵、灰背伯劳、褐背拟地鸦、黑喉石鹏、红嘴山鸦、红

眉朱雀、普通朱雀等。

上述分析,可见混杂的一般情况。

区系从属关系的探讨

上面分析了本区区系结构的组成成分和与东洋界、古北界的地理从属关系,清楚看

出了从现代种类组成的优势判断,仍属古北界。下面我们再就秦岭鸟类区系的特征,计
论和六盘山鸟类区系之间的共通性,并结合别的证据 ,试图阐明它们区系形成历史上的联

系。

众所周知,我国在动物地理区划上兼跨了古北界和东洋界,对这两界界线的东部,已

往学者意见分歧,如 Wldcr(1930)曾将它划在黄河以北,山西交界的太行山,经燕山、山

东、北趋山海关;周家兴(1962)提 出在河南省内的界线应承接秦岭,沿伏牛山脉主脉向东

倾斜,至淮河区沿其主干而至省界;唐蟾珠等(1965)根据山西南部中条山鸟兽的组成和分

布特征 ,认为这两界的界线还应远在中条山之南,但未提出相对确切的位工。 郑作新等

(1973)根据对秦岭鸟类区系的研究,分析出古北种占繁殖鸟总数的 47.2%;东 洋种占

39.5%,从百分率上看,古北种和东洋种成分大致相等,从而强调了分布上的过渡性,不过

古北种的成分稍较高些。以六盘山的鸟类区系看,无疑也表明具有相似的过渡性特征。

其次,在鸟类种类上,有很多种是共有的,这已在区系分析一节中论及,不再费述。

总之,以上所述,从一个方面论证了六盘山鸟类区系和秦岭关系之密切。

下面,再就植被、地史,并借助哺乳动物化石研究的结果,对其从属关系的形成历史作

进一步分析。

1.植被方面

六盘山和秦岭在植被区划上,同属于暖温带落叶阔叶林区域一北部落叶栎 林亚地带一

晋陕黄土高原栽培植被、油松、辽东栎、槲树林区。本区就植被区系而论 ,呈现华北植物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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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特征,同时又与蒙古干草原植物区系有所联系,在地形上几无突出的地理屏障包围本

区,所以蒙新区的鸟种、欧洲一西伯利亚类型的鸟种、青藏种类延伸分布交汇到这里,似属

必然。同样原因,秦岭北坡与六盘山在鸟类组成上也具有不少的相似性。

分布于秦岭北坡的一些典型树种,如油松、华山松、白皮松 (PF`,‘‘‘B″″岁
`″`)、

白桦

等,都是具有特定的群落学特点和生态适应范围的种,在六盘山都有分布。另外,在自然

概况一节中提到的桧柏、榉、枸子木、良子木、酸醋柳、锈线菊等,“这些植物,指明六盘山与

秦岭和平地干草原有相关关系
”(中国植被区划,1960)。 尤需着重指出:分布秦岭的,大

熊猫所特需的食物之—— 箭竹 (&″
'r″

材切初 励″
'),在

六盘山也以广布的单优势种群

落而存在。这可能有助于大熊猫分布历史的探讨。

么 地史方面

秦岭山脉与六盘山之间被渭河谷地隔开,表面上地势没有连续性,似无多大关联,但

从整个大地构造看,正如李四光所指出的,六盘山是秦岭山链弓形方向的
“
箭头

”
,秦岭是

我国五条山字型剪褶皱之一的中心。 它们同属于华北地台的构造骨架,同样受到欧亚大

陆近期的隆起作用(刘光亚,1964;张 伯声,1964;李连捷,1933)。 由于在新生代时期,它

们的活动和发展不相协调,发生破裂分异,造成一系列断陷盆地或地堑,沿地堑断裂两侧

地壳多翘起成山,渭河地堑就是华北地台西部的新构造运动出现的一种形式一 断块运

动、地块下陷运动。而六盘山和秦岭则是断块上升运动、拱形运动和褶皱运动的表现形式

和结果。虽然,这种运动过程中也有间歇,渭河地堑本身的形成和发展也是一个长期的、继

承性、间歇性的,但在更新世末至现代,地壳升降运动趋于活跃 (王存诚,1965)。 所以

渭河地堑和秦岭地带可看作是两个大断块一升一降互相错动的结果。现代构造运动在渭

河、银川断陷区和六盘山隆起带仍很强烈,成为鄂尔多斯地台间斜的地震区。

⒊ 化石方面

由于可资分析的鸟类化石资料几乎没有 ,此处借助哺乳动物化石,再给上述分析以佐

证。

根据计宏祥(1980)、 陈服官 (1980)对 秦岭大巴山地区兽类区系形成和演化历史的分

析,以及陕西秦岭北坡蓝田地区第四纪哺乳类动物群的研究,也表明六盘山和秦岭在地质

历史上和区系形成方面,无不密切相关,他们虽未直接涉及到六盘山,但都提出了秦岭以

北和渭河谷地的动物区系在第三纪时与秦岭以南几乎一样,同为三趾马动物群,到更新世

时期,这里的南方种还是比较丰富的,一向认为是我国南方及亚洲南部的主要一些哺乳类

成员在蓝田化石群内均有出现。 说明当时秦岭山区并不象现在这么高,可能仅达 1,000

米左右。从蓝田地区沉积物厚度变化推测,估计当时平均海拔也可能达到 △000米左右

(计宏祥,1980)。 所以,第三纪时秦岭山脉虽已存在,但比较平缓,渭河谷地当时下降也还

不甚突出,所以蓝田动物群具强烈的南方色彩,如出现的动物种有大熊猫 (左J″

`o″
洳)、

猎豹 (o″刃切〃‘)、 剑齿象 (s″go`o″ )、 漠 (T'`,″‘)、 爪兽 0衍
`o″

功″切仞)等属,估

计当时这些动物在迁移中还不致于有地理屏障,南北坡动物区系的分异也不会很大,六盘

山无疑应当属于这一范围内。但到第四纪初,豪岭隆起加剧,显著抬升到相当的高度,阻

挡了南方暖湿气候对北侧的影响,也同时把北方寒冷气候阻隔,致使秦岭以北受北方干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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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候的影响更为强烈,而六盘山首当其冲,特别是它的北端。可以断定,它的森林较早消

失,出现半干旱、干旱草原灌丛、半荒漠、荒漠景观。从现代种来看可以指出很多与此相适

应的鸟种,如褐背拟地鸦、黑尾地鸦 (Po南“ 加″
`洲

o刀 I)、 沙鹏、漠鹏,兽类中跳鼠科的五

趾跳鼠 ('``口r`'g`扬汾
`)、

三趾跳鼠 (Djp″‘‘绍切口),仑鼠科的荒漠毛跛鼠 (P杨南

`“

‘

/o沙oro″田 f)、 长爪沙鼠 (M″ ,o`,c。 ″″留访“切竹)、 子午沙鼠 (M″|o″‘″明游″”)等 一

些小型兽出现了,而在它的南端,却仍保留有一定数量的南方种类,如黑背燕尾、绿胸八色

鸫、红腹锦鸡,兽类中的社鼠 (R￠砌‘″切″c″″)等。无疑可视它们为残留分布种。 我们

推测,在过去的区系成分中,一定还有更多的南方型种类,但由于大地构造活动和自然条

仵变化,逐渐演化成了现代的区系面貌。

据此推测,在上新世末和更新世初期,渭河断块下陷还不甚突出之前,秦岭、渭河地

堑、六盘山三者的高度、自然景观差异可能不大,它们的动物区系具有相同的形成历史,并

一起经历了初期的发展阶段,只是受新构造运动影响之后,高度差异慢慢蹭大,自 然条件

也逐步变化,三个地区的动物区系才走上各自发展的历程。

这里,由于我们没有这一地区的第四纪冰川情况的资料,所以讨论中未涉及这一问

题,但从蓝田地区古生物研究,显示寒冷气候的反映是以晚更新世较为明显。到中更新世

时,仅从哺乳类动物显示接近间冰期气候,反映寒冷气候的动、植物没有见到。早更新世

时反映冰川气候的动、植物不甚明显(计宏祥,1980)。

借助以上一些论据,对六盘山鸟类区系的历史,提出了初步的认识和探讨,由于鸟类

本身化石极少,这样的分析可能很勉强,愿作此尝试请同行指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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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IRDs OF LIUPAN IMOUNTAIN REGlON AND AN APPROACH
TO ITs AVIFAUNAL CHARATEIusTIcs

Ii I)elhao

(Ⅳ″咖v￠:0 Pldect‘ ImJ‘·‘1B切 or B● ob`抄,zoαlem协 sm切o)

Proln∶M|ay to septe讧 lber,1976,an a·n.fa△】nal survey was conducted i△ 1 Liupan
Mountaln area,Ning犭 a.a∶ E|u工 Δutonom.oug Riegio,∶1. speciinens representIng 100 species

and s subspeOies were collected. Amo】 1g thenl, 89 species and g·ubspecies are ne· w.re-

corde for Ningxia.In the systematic h自 陀,these specles are marked by asterigkg,Irug
causes tlle in~lullber of birds in Ni∶ rlg区ia to be up t.o191 gpecieg and slubspecieg,

】3ased on.the nlaterial available, 七he pregen.t paper atte:npts to in.ak.e a iprelilninary

allalysis of avifaII∶ila gtructure and it心 hi心tory of forlnatio|n.

Ilirst oF all, let us co]m.pare the a· vi.fauna of this reglon·with tllat oF north olopes

o￡ Qin△ng Mountalns,and fouIld that they have three common featur∞ .

1.There are 87 common species ana sul)叩 ecies, in the two regiom occupying
83.5% of the total nlm△ ber oF bir曲  of Liupan Ⅲountain, but the phenomenon
of subspecies replacement occurs only in 7 specieg; .

2,  irhere arO a very large n△ 工n.ber of lnigrant birdg and smllim.er birds.  ’rhe

fa·una c()【 ‘lpon.en尔;appear very∶“lixea each。 ther,and n.o endenlic网 pecies are found,bOth

of thelll po‘呻less obvious trallsitional featu.res, bu.t the proportio】 l of∶ Palearctic birds o￡

IJiupan Moulltaul anfaulla is larger than that of Qinl血 g Ⅲountah.s;

3.  Itecent feat1Ires of vegetation.in.tlhis regioll are rathier silnilar to those of t△ .e

north slopes of Qinlhg,there are的 me common species,￡ or example,P流 够s诊沅 祝∞ror~

吼包 0够 er。us z仞 o氵仍πg纟,osos,s】 oturmmJ拓 弼口 %讶记。 ana m。 n.

G·eOlogical eviden.ces point out that Weibo∶ River graben between IJiupan Mount‘ lin

and Qinlulg Moulltains ls formea△】l late Tertiary and Pleistocene by the htenge moutl-
tainmahng movement〈 Neotectonic ac住 vity).Theretofore,the geographical con由 tiollls

of the two mom△ tains alld the环reiho va△ ey might be rather similar.

Ancient malllmalian fo“ ils glve us evidence that the slmihnty between tlle fauna

of the two placeg also ex.isted. ∶Elu.t tb.ere is a great d.ifferen.ce in.avifalula wLich】】light

occur iIl late middle Pleistocene,due to the upheavals of Liupan an(1 Qinling∶ Moul1ˉ

tai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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