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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省城市滨水开放空间鸟类栖息地营建研究 

刘佳妮   陈楚文   陈彬彬   严芸  

浙江农林大学风景园林与建筑学院  浙江临安  ３１１３００ 

浙江省城乡规划设计研究院  杭州  ３１００００ 

【摘 要】鸟类作为不可再生的生物资源。对城市生态保护具有重要价值。 文中通过分析浙江省滨水鸟类觅食和

营巢的栖息习性。从景观格局、植物群落、驳岸设计３个方面提出鸟类栖息地的构建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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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ＤＯＩ】１０. ３９６９ / ｊ. ｉｓｓｎ. １６７２ － ４９２５. ２０１５. ０６. ００９ 

随着全球人口的迅速增长以及世界经济的快速发展。 城市化进程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向前推进。城市周遭的自然土地被建

设用地所代替。 人造景观代替了原生林地。 水域面积减少。 水体污染加剧。城市中野生动物栖息地逐年所见。 面临数量和

多样性双重降低的威胁。 鸟类作为野生动物的重要组成部分。 对自然生态系统具有指示作用ꎻ  但其作为一种对环境变化极为

敏感的动物。 在城市中面临着生存和繁衍的极大危险。 城市滨水空间是城市中陆域与水域相连的一定范围内的区域。 是具有

重要旅游游憩功能的开放空间。 同时。 其水陆过渡带生境是进化中物种形成的发源地。 具有丰富的生物资源。为鸟类特别是

水鸟提供了良好的栖息环境。 滨水开放空间中的野生鸟类是完整自然体验不可或缺的一环。 但针对城市滨水开放空间进行鸟

类保护的设计实践仍然空缺。 本文拟从景观格局、 植物群落和滨水驳岸 ３ 方面探究针对滨水开放空间鸟类保护的设计方法。 

１ 浙江省鸟类及栖息习性 

鸟类依照形态和生活习性的不同可分为游禽、涉禽、 攀禽、 陆禽和鸣禽。 浙江省滨水鸟类共 １５０种 １３ 目。 以涉

禽和游禽为主。 略有猛禽和鸣禽。 其中比重最大的是涉禽
①
。 笔者整理了浙江动物志鸟类分卷。 将鸟类觅食、 营巢习性作

以下总结。 

１.１ 觅食习惯 

鱼类是浙江省滨水鸟类非常重要的食物来源。７６种鸟类以鱼类为食。此外还有很大一部分鸟类以蛙类、 底栖动物为食。 

比如蚯蚓、螺、蚬为食。 植食性和杂食性鸟类还会食用水草、 等植物。小部分的猛禽和涉禽。 比如灰鹤、银鸥也会捕食野鼠、 

蛇、动物残尸。 

１.２ 营巢习惯 

大多数涉禽选择在近水的地上或者芦苇丛、水草丛中营巢。巢材多是枯树枝、 芦苇、 杂草。小部分的涉禽如牛背鹭、大

白鹭等会选在近水的大树上。常常是在桑树、榕树上集体营巢。游禽的营巢选择也可大致分为 ２ 类。大部分利用水草在水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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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营浮巢。其余的多选择在近水的地面上营巢。猛禽选择在滨水的地面、岩礁或是悬崖上营巢。鸣禽多选择土洞或者地面营巢。 

２ 栖息地营建策略 

栖息地是动物生活的场所。是维持其正常生命活动的各种环境资源的总和
②
。鸟类栖息地意味着能为鸟类提供充足的食物资

源、适宜的繁殖地点以及躲避天敌和不良气候的保护条件等一系列基本要求。因而鸟类栖息地的营建绝非几个地点的景观修复。

而是在一个更大的区域范围内修复鸟类维系生存的食物链与生态系统。 

２.１ 景观格局构建 

景观格局主要指构成景观生态系统或土地利用/覆被类型的形状、 比例和空间配置
③
。 滨水空间应根据鸟类栖息习性形成 

“斑块 (栖息植被群落) —廊道 (水岸线) —基质 ( 大面积绿地和水面)” 的景观格局。 增加综合效益。 

滨水空间中的小型水体、 植被群落、 铺砖和构筑物构成了景观斑块。 前 ２ 种自然斑块具有鸟类栖息地保护的功能。 在

靠近水域的区域应有几个大型自然斑块作为核心栖息地和庇护所。 滨水空间与城市接壤区域则可设置小型自然或人为斑块作为

物种迁移和再定居的 “踏脚石”。 以保证景观的异质性。在关键位置考虑引入或恢复乡土景观斑块有利于本土鸟类种群的保护。 

河流、 湖泊与陆地交接处的水岸线是水陆物质、能量产生交换的场所和重要的生态廊道。 是需要保护的核心区域。 应建

立缓冲区以减少外围人为活动的干扰。 同时保持其连通性。 与城市中其他滨水区域连接成网络。 滨水空间中栖息斑块之间廊

道的位置应慎重考虑。 它既可以连接孤立斑块。 促进斑块间的基因流动。 也可能会导致生物入侵。 

２.２ 植物群落营建 

植物群落是鸟类栖息的媒介。 鸟对栖息地的选择是以植被类型为基础的
④
。 城市园林中植被受到城市化的影响。 很多树

种来自人工驯化引进。 虫害、果实、 气味对本地鸟类而言会难以适应且植物材料往往单一、 重复。 植被景观考虑到游人观

赏和活动的需要。 在垂直结构上常常缺少灌木丛和草木层。无形中减少了 ２ 种植被层对应鸟类的栖息生境。 

１) 滨水植被带宽度。 滨水植被带又称缓冲带。是河流两侧与环境基质相区别的带状植被。 其具有作为生物栖息地、 生

物迁徙通道以及防风固沙、 隔离等功能。 水岸带植被群落宽度直接影响鸟类数量和种类多样性。 

朱强
⑤
研究表明。 ３０ ｍ 以上的植物缓冲带包含较多草本植被。 拥有鸟类多数边缘种。 能够满足鸟类的迁徙需求， ６

０ ｍ 以上的缓冲带中鸟类具有多样性和较多内部种。 能够满足物种迁移和生物多样性保护的需求。 基于以上研究。 为了保

证水鸟栖息地生态安全。 水岸缓冲带的宽度应至少为 ３０ ｍ。 以满足鸟类物种迁移的需要ꎻ  基于水鸟多样性保护的植被带

宽度应至少为 ６０ ｍ。 此宽度下鸟类群落有较多的内部种。 最有利于本土鸟类种群的维持和保护。在这些基础之上。 缓冲

带宽度越大。 鸟类多样性越高。 保护效果越佳。 

２) 植物种类选择。 植物树种的选择需要充分考虑鸟类的觅食、 营巢、 夜栖影响。 同时也要考虑植物群落形成的小气

候是否适合鸟类栖息。 乡土树种因果实成熟期、 虫害发生期等往往与当地鸟类的繁殖期和迁徙期一致。 而且树种的气味和颜

色更易被鸟类适应。 选择时应首先考虑。 其次应该增加冬季鸟类食源植物。 冬季是鸟类食物最缺乏的季节。 食物因素对冬

季鸟类空间分布影响较大。 

乔木以落叶阔叶树种为佳。 夏季浓密的树叶可以减少阳光直射。 形成隐蔽的巢址。 冬季又能获取光照。 与多数鸟类需

求一致。 灌木要求枝条舒展。枝条过于浓密的灌木使鸟类没有落脚地。 选择水生植物时除了考虑可直接为鸟类食用的树种。 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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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增加鱼类、 底栖动物的食源植物。 以期间接为鸟类增加食物种类和数量。笔者根据浙江滨水区域环境推荐部分适宜植物物

种 (表 １、 表 ２)。 通过植物配置。 可为鸟类提供适宜的觅食、 营巢场所。 

３) 植物群落配置。 群落配置需注重增加植物群落水平多样性。 即营造有阔叶林、 针叶林、 高盖度灌丛、 低盖度灌丛、 

草坪等不同生境类型的复杂植物群落。 同时结合环境中的建筑和水体搭配提高景观异质性。 满足多类型鸟类的需求。 植物群

落结构与鸟类营巢地选择密切相关。 应尽量选取多样化的树种进行群落构建。 因为高度的植物异质性能防止捕食者形成搜索

印象而降低捕食率[６]。 应增加垂直多样性即增加植物层次。 形成乔木—灌木—草本—地被—湿地植物—水生植物的复杂群

落层次。 

 

 

此外。要结合多种种植形式。营造多样化空间。孤植、丛植、聚植、群植、林植都能吸引和保护相应的鸟类。 闭合空间、

半闭合空间、开敞空间。每一种亦有喜好的鸟类。 种植形式、空间、树种三者的搭配变化能构成复杂的植物群落生境。吸引更

多类型的鸟类。 

植物材料丰富、景观效果佳、群落层次复杂也不一定会吸引到鸟类。 除了各类生境。鸟类还需要食物、遮蔽地和水源作为

生存条件。 在植物群落中要有意识增加鸟食植物和遮蔽场所以吸引鸟类前来栖息。 

在具体的配置手法上。乔木层栽植方式最好采用自然式。间距适宜。成林郁闭度尽量小于 ９０％ 。 完全郁闭的树林动物

多样性不高。鸟类觅食机率小。 灌木层是乔木层的重要补充。营造时要注重挂果植物的配比。为鸟类提供充足的食物。 灌木

在植物空间中应疏密有致。注重空间的界定。 紧凑的灌木丛隐蔽性高。可作为绿翅短脚鸭、栗背短脚鸭等鸟类的营巢地。 其

围合出的空间可留给草地型鸟类取食、活动。 湿生、水生植物群落配置要按照地形设计。选择与水深适宜的植物种类。形成芦

苇群落、湿生草本群落等生境类型。以满足涉禽、游禽对生境的不同要求。构建多样性的水鸟栖息地。 

２.３ 驳岸构建 

２.３.１ 岸线设计 

鸟类因生活习性的不同对水面要求各异。 雁鸭类要求生境中有大面积的水域。而适合鸻鹬类的水面积比例为 ３０％ ~ 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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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 。大于 ６０％ 就不宜栖息
⑥
。 因而岸线必须曲折变化。大小水面相连。同时结合水生植物枯荣的动态变化才能在不同时

期满足各栖息类型的需求。 

岸线设计时首先要符合水流的自然规律。 河岸设计注意保留并恢复河道曲折的自然形态。 河流凸岸处可铺设砂石、卵石。

设计成坡度较小的边滩。疏剪植物。成为鸟类喜爱的觅食地。 而凹岸处易受流水侵蚀而坡度较陡。可营造一些水深超过 １.５ 

ｍ 的深水域。以适于鱼类生长。 湖岸的营建应注意岸线的曲折变化和湖湾的构建。 湖湾是湖泊中受水下隆起物阻挡作用而形

成的半封闭区域。往往风浪小、光照充足、富含丰富营养物质。能形成良好的水生植物群落。 湖湾形成的水流和丰富的植物能

吸引大量鱼类前来觅食栖息。为鸟类创造丰富多样的食物源。 

其次要考虑水深的设计。 可以适当营建一些隐滩。在高水位时形成浅水区。低水位时则可作为浅滩。是涉禽类极佳的栖息

地。 在岸线凹陷区域可以设计成隐湾。所形成的水流会吸引大量的鱼类前来觅食。从而为鸟类创造觅食地。 

２.３.２ 驳岸形式 

多空隙的驳岸环境能保持水域和陆地的物质、能量交换。为植物提供生存空间。为湿地动物创造栖息环境。在此基础上形

成的复杂食物链能为鸟类提供更稳定的栖息地。 在目前的实践研究中。自然原生型驳
①
岸和结构柔性驳岸都能保持水陆循环的

畅通。形成自我调节的系统。 

自然原生型护岸按土壤的自然安息角(３０°左右)进行放坡。并按每层厚 ２５０ ~ ３００ ｍｍ 逐层夯实。面层种植植

被或铺设细沙、卵石。形成草坡、沙滩或卵石滩。 该类型利用植物根系的附着牢固作用来稳定坡岸。必要时可通过插枝、打木

桩等进行加固。 在坡度较小、腹地很大。水流较慢的地段可考虑设计此种类型的驳岸。 自然原生型驳岸因其自然过渡的坡度

能形成不同水深的生境。是滨水鸟类理想的栖息类型。 

结构性柔性驳岸中以生态袋驳岸效果最佳。 生态袋护岸是在以聚丙烯(ＰＰ)为原材料支撑的无纺布袋子中填入土壤和营养

成分混合物。将其连接扣相连并堆叠成具有一定坡度的护岸。 无纺布和具有垂直孔洞的联接扣能为植物根系提供无障碍的生长

通道。利于植物快速生长。 生态袋护岸能根据场地条件形成仿自然的坡岸。植被恢复快且覆盖率高。为鸟类提供食物和遮蔽场

所。同时形成良好的景观视觉效果。 

２.４ 其他设计 

场地上的一些废弃物也可以用来构建鸟类栖息地。比如枯木、充气垫等。 有些鸟类。特别是习惯在树洞营巢的鸟类。一般

喜欢甚至专门选择枯立木营巢。在林中有意识设置一些枯立木对于维持和增加这些鸟类的种群数量效果明显。 充气垫呈盘状。

与浮巢形状接近。且能隔水。必要时可代替浮巢为游荡的水鸟提供生存场所。 

３ 结语 

鸟类是一种移动能力很强、具备一定栖息地选择能力的动物
⑦
。同时对空间有较强的依赖性。一旦选定适宜的环境就会长期

将其作为栖息地的选择。 通过对已建成的滨水开放空间进行相应的植被、岸线的改造或是管理手段的改善。并且以鸟类保护为

目的对新场所的开发。将城市中适宜鸟类栖息的场所串连成网络。将大大改善鸟类在城市中的栖息处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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