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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鸟调查方案制定与实施

韩联宪

• 1明确调查目的，围绕目的设计方案。

• 定义：林鸟调查是调查某个区域的鸟类
物种多样性和丰度，回答有多少种，每
种数量情况如何的问题。

• 认鸟和数鸟。

• 2调查类型

• 21快速调查

• 完全没有进行过任何调查的地区，短期
内快速调查，收集资料。

• 根据面积大小、植被类型、交通、食宿
等情况制定调查方案。

• 调查点，调查路线，调查时间，数据类
型（单位密度，相对数量）

• 时间：通常较短，因此调查路线需要覆
盖不同生境。每条路线通常只做1－2次
调查。

• 22常规调查

• 春秋季各进行一次，调查面积不少于调
查区域的10％。

• 23补充调查。

• 原来做过某些调查，有一定调查资料的
地区：对某些物种和某些季节进行补充
调查。

• 根据调查物种确定调查方案和调查时
间。只有春季调查的，补充秋季调查。

• 某些鸟类只栖息于某类生境，调查区域
就只在该生境类型进行。

• 24专项监测调查

• 241候鸟过境调查

• 定点、定人观察，固定调查日期和方
法。

• 242某鸟或某类鸟的数量变化监测调查

• 繁殖前期，繁殖后期（育雏期）越冬
期。

• 不同种类，使用不同的调查和监测方
法。

• 繁殖期有占区行为和鸣唱行为的鸟，大
多数鸣禽和部分鸡类。可以用听鸣叫，
记录占区大小和占区数量来监测

• 黑颈鹤越冬期作数量统计更容易，同时
收集成鸟幼鸟比例，可以推断种群是否
正常发展。

• 美国黄褐森鸫数量在20世纪70年代急剧

减少就是观鸟者通过监测鸣唱来发现问
题进一步确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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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一种研究方法是万能的！适合所有
的研究目标和调查！！

• 要根据项目调查目的，筛选适合的调查
方法并加以改进，以适应自己的研究目
的。

• 改进调查方法的前提是：

• 客观准确，简单可靠，可操作性强。

• 3设计调查方案

• 项目研究的核心问题是研究什么？为什
么要研究？怎样研究？

• 这3个问题写项目申请书时已经有充分考

虑和文献准备，对研究动态也有所了
解。这里就后一个问题作更多讨论。

• 做工作方案前，到项目区去踩点踏勘。
若做不到，尽量收集文献资料和相关信
息。

• 调查工作方案

• 1研究调查内容

• 2所用工具方法

• 3工作时间表

• 4项目风险评估和应对措施。

• 5备选方案（应急方案）

• 制定调查方案，所有参加者一起讨论确
认，达成共识，大家认为可行后才能实
施，争执不下时，由项目负责人决定。

• 4实施工作方案

• 41出发前准备

• 资料、文献、工具书，调查区地图，调
查表格，调查工具（图鉴、望远镜。照
相机、测距仪等）。

• 集体用药品

• 调查前还需对当地社区社会经济文化、
风俗等资料加以收集。

• 个人物品：衣服。证件、小工具、个人
药品。

• 5调查实施

• 定宽样带，不定宽样带，固定半径样
点，可变半径样点，听声站统计，占区
绘图法，绝对鸟巢数量统计。

• 鸟类调查与观鸟异同

• 都是认鸟、数鸟。

• 有规定和限制。不能像观鸟那样随心所
欲。

• 部分观鸟者只记录鸟种，不记录鸟的数
量、行为和生境，记录某种鸟出现频
次。

• 上述数据鸟类调查时均要记录。

• 鸟类调查因调查者个人能力差异，结果
就有差异，若不按规定要求操作，会进
一步加大调查误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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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层取样：

• 按调查区域植被类型来确定调查路线，
每条调查路线只能设置在同一个植被类
型中。

• 路线长度：通常不少于1000米，不长于
6000米。

• 随意取样，随机取样，系统取样，典型
取样。

•

• 调查时间天气

• 日出后2小时，日落前2小时，鸟类最活

跃时间段进行调查。权威教科书说法。
实际情况要根据纬度、海拔、季节作适
当调整。

• 天气：晴朗无风天气调查，恶劣天气不
作调查。

• 使用统一的调查表格。

• 随时填写，保管好调查表。

• 若无特殊情况，不使用录音机作调查记
录。

• 当天数据输入电脑电子表格，加以整
理。

• 实施调查前

• 应该做一个预调查，检验工作方法改进
调整，然后正式开展调查。

• 不管项目大小，做到一定时候，需做中
期评估，调整工作。

• 6数据分析处理

• 作用：从原始数据中抽取客观规律性东
西。

• 数据基本要求：

• 准确性，可靠性，可比性。代表性。

• 准确性和可靠性很好理解。

• 可比性：

• 做某种鸟监测，05年3月做，06年4月
做，07年8月做，而且方法不一样，数据

就没有可比性。

• 调查都是用抽样得到的局部数据来反映
和推算调查区域的总体状况。

• 1条路线上反复做10次调查和5条路线上
每条各做2次调查显然后面的方法获得的

数据更有代表性。

• 数据整理作用和意义：

• 野外收集来的数据庞杂，需要整理分
类。

• 1审核原始数据资料的可靠性，剔除不可

靠数据。

• 2归类分组，制成频次表，使数据清晰

化。

• 3数据标准化，计量单位统一，精确度统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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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原始数据可靠性审查。

• 先把所有数据浏览一遍，心中有数，把
同类数据初步归纳，看它们分布范围，
特大特小数据标上记号。

• 最后根据调查人员技术水平分析数据可
靠度，对明显不可靠数据删除。

• 有疑问数据进一步分析弄清原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