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八届中国林业学术大会                                                            S2 碳达峰碳中和分会场 

53 

 

 

普通䴓鸣声语谱的城市化效应及碳汇分析启示 

孙雪颖 1，沙力瓦·拍依祖拉木 1，邓文攸 1，吴庆明 1，邹红菲 1 

（1 东北林业大学野生动物与自然保护地学院） 

摘要：生物多样性的维稳是生态系统健康发展的基础，其与气候变化密切相关，气候危机的实质就是

生物多样性的危机。为缓解气候变化对全球环境恶化的影响，减碳是一条必经之路。因此生物多样性保护

与减碳或者碳增汇相辅相成。人类活动改变了全球大部分自然环境，受人类活动影响而导致的物种濒临灭

绝比任何时期都多。城市可以称之为是地球上最新的生态系统，而城市化是一个复杂而动态的历史进程。

随着城市化进程的推进，鸟类作为自然界中对环境质量最为敏感的一部分，对城市化有着最快的应答与适

应。在六个研究地（太阳岛风景区、城市林业基地、森林植物园、平房公园、帽儿山实验林场、凉水自然

保护区）收集了普通䴓（sitta europaea）不同季节（繁殖期、越冬期）的鸣声，并利用声音分析软件分析了

鸣声语谱的特征参数，探讨了城市背景下普通䴓鸣声语谱的同质化效应、奠基者效应、伦巴效应。结果表

明： 

（1）鸣声语谱同质化效应方面，越冬期和繁殖期的变化不一致；其中，越冬期不同城市化梯度背景

下，普通䴓鸣声单音节单音素（高频、主频、时长）、单音节双音素（仅低频）、单音节三音素（低频、时

长）均不存在城市化差异；繁殖期不同城市化梯度背景下，普通䴓单音节三音素（高频、主频）、单音节四

音素（仅主频）均不存在城市化差异。 

（2）鸣声语谱奠基者效应方面，越冬期普通䴓有鸣声句型 16 种、鸣声音素型 18 种，各研究区鸣声

句型数 2-5 种不等，与研究区斑块面积不存在相关性（P=0.637）。 

（3）鸣声语谱伦巴效应方面，普通䴓对环境噪音的反应因研究地而异，仅城市林业基地、平房公园区

域内普通䴓鸣声振幅与环境噪音成线性回归（P=0.000，P=0.023）；普通䴓鸣声语谱特征（高频、低频、主

频、时长）的上限值、下限值、阈值范围与城市化综合指数表现出一定的相关性，高频的阈值范围呈显著

的正相关（P=0.001），时长的上限值、阈值范围呈显著的负相关（P=0.000，P=0.000）；普通䴓鸣声语谱特

征与研究区面积未表现出相关性。 

（4）进一步分析发现，不同城市化梯度背景下，越冬期、繁殖期普通䴓的鸣声均表现出同质化效应，

越冬期普通䴓鸣声未表现出奠基者效应，普通䴓的鸣声针对城市环境噪音表现出伦巴效应、高频呈正态分

布式的拓宽、鸣叫时长缩短；不同语谱特征的时空差异各有不同。本文研究的普通䴓鸣声城市化效应仅涉

及城市化梯度方面的量化，其与城市碳汇是否存在必然联系，这方面还需进一步研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