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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燕的繁殖生态及雏鸟生长发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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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年 % ( +" 月对南充地区家燕（1#*)$2( *)&3#4+）的繁殖生态进行了观察，研究了雏鸟生长发育模

式。结果表明，家燕 ! 月中旬迁来，) 月中旬迁飞。一般年产卵 ! 窝。$ 月初已见产卵，卵长径（+),+& -
",)"）..，短径（+$,+& - ",$+）..，卵重（!,#* - ",%&）/。孵卵期（+’ - +）0，育雏期 !! ( !% 0。雏鸟体长及

外部器官的形态学参数可以用 12/34536 曲线方程很好地拟合，体长、翅长及 +% 日龄前的体重增长曲线均

呈“7”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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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燕（1#*)$2( *)&3#4+）属雀形目燕科，全世界

共有 & 亚种，我国有 $ 亚种：指名亚种（1 V * V
*)&3#4+）、普通亚种（1 V * V /)33)*+,#&）、北方亚种（1 V
* V 303,%*#）、东北亚种（1 V * V 8+$2&4")**#4+）［+］。本

次研究对象为普通亚种。家燕在我国属常见夏

候鸟。北方地区家燕繁殖生态曾有过初步研

究［!，%］。雏鸟生长发育模式未见报道。家燕食

物主要为鞘翅目、双翅目等农林害虫，为著名食

虫鸟类［+］。因此对家燕的研究对农林业和人类

都有重要意义。作者于 !""$ 年 % ( +" 月对南

充市内、市郊的家燕繁殖习性进行了观察，并对

雏鸟生长发育模式进行了系统研究。

; 研究地点与方法

南充位于川中浅丘、嘉陵江中游，地理坐标

为：%"^+$_ ( %"^#+_=，+"’^ ( +"*^*_Y

""""""""""""""""""""""""""""""""""""""""""""""""""""""""""

，平均海拔



!"# $，为亚热带湿润季风气候，四季分明，冬暖

夏热，年均温 %&’()，年平均日照 % !*!’* +，平

均无霜期 ,%!’- .。年均降水量 "!# / % %## $$。

研究地选择在南充市内宁安巷农贸市场及

市郊华凤镇明家河沿岸居民区。样地内繁殖鸟

除家燕外还有金腰燕（!"#$%&’ &($#")(）、白头鹎

（ *+)%’%’,$- -"%.%-"-）、八 哥（ /)#"&’,0.#.- )#"-,(,.10
1$-）、乌 鸫（ 2$#&$- 3.#$1(）、棕 背 伯 劳（ 4(%"$-
-0()0）等。

对家燕的繁殖行为定点观察，测量巢、卵并

记录编号；雏鸟出壳后进行足趾标记，隔天观察

记录其生长情况，并用游标卡尺测量雏鸟的各

项生长量衡度。

用 1211 %#’# 统计软件包对数据进行统计

分析，雏鸟形态增长用 34567869 曲线方程进行拟

合［-，:］。

! 结 果

!"# 迁徙动态与分布 家燕 ! 月中旬迁入南

充，* 月中旬离开，停留 !## / !!# .。迁来后常

成群地捕食于河滩田野及丛林上空，夜间则多

栖息于电线上。

家燕喜栖于人类居住的环境。巢址选择在

距离水源不远的地方，巢周围需有电线一类供

其栖息。营巢于室内两墙面的交接处、悬吊着

的灯头上，也有的营巢于屋檐外面。巢的固着

面为 ! 个或 , 个。

!"! 巢及营巢行为 家燕的巢为半碗型或浅

碗型，向上开口。据 %( 巢的统 计，巢 口 短 径

（*’!! ; !’-(）（"’# / %:’#）9$，长径（%!’-- ;
,’%%）（*’# / !#’#）9$，距地高（,’&: ; %’!*）（!’!
/ :’(）$。

家燕有利用旧巢的习性，对旧巢检查后便

开始修补。旧巢内衬物被叼出巢外而另垫以新

鲜干净底物。雌、雄亲鸟共同筑巢。巢是用湿

泥混合唾液形成小泥丸，再用干草、枯枝、薄塑

料小绳等粘合而成。巢材从约 %## $ 远处叼

回。枯枝干草等长短不一但都较细。固定好湿

泥、枯枝后会站在巢边观察片刻。筑好外型后，

便开始找寻羽毛、干草垫在巢底。

!"$ 产卵及孵卵 - 月 ! 日见 <#- 号巢产卵，

共产 & 枚，日产 % 枚。家燕的卵钝端明显为椭

圆型，底色白色，上布红褐色斑点，斑点大小不

一，钝端尤为密集。对 !% 枚卵进行了统计，统

计结果见表 %。其长径与卵重之间显著相关（ #
= #’(-"，* = #’##%），其他项之间相关不明显。

表 # 家燕卵的统计参数

巢号 产卵日期（月 >日） 卵数 卵长径（$$） 卵短径（$$） 卵重（5）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总体 !% %*’%" ; #’*# %-’!# ; #’,: !’:& ; #’,"

卵产齐后开始孵卵，雌鸟担任主要孵卵工

作。据 !% 只家燕雏鸟的观察，家燕孵卵期为

（%( ; %）.。

!"% 雏鸟生长 家燕育雏期 !! / !, .，雏鸟出

壳后由亲鸟把破碎的蛋壳叼出巢外。

!"%"# 雏鸟外部形态发育 刚出壳雏鸟头顶、

枕部、肩部、腰部、股部分别着生两根长 (’: $$
灰色绒羽，其余裸露，通体肉红色，嘴白色透明，

具卵齿，眼泡大，灰黑色未开裂。腹部膨大、圆

球状，跗跖白色，爪白色透明。出壳后的发育

为：! 日龄，能张嘴乞食，能发出微弱叫声，头部

仅能抬起几秒钟；- 日龄，跗跖肉红色，嘴尖开

始变黑，透过皮肤可见翅中线羽毛原基上的黑

色色素；( 日龄，眼泡黑色，耳孔开始内凹，整个

翅上可见黑色羽毛原基，翅上长出 %’: $$ 纤

羽，羽域清晰可见，尾羽轴 *’# $$，爪乌黑色，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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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稍带黑色；!! 日龄，翅、尾羽轴羽缨开放；!" 日

龄，嘴角乳白色，眼已完全张开；!# 日龄，嘴角微

黄色，腿脚无力，不能站立；!$ 日龄，体羽中有皮

肤表面角质化脱落的白色小碎片，受刺激能飞出

几米远，但仅能从高处往低处飞行；"! 日龄，常

在巢边做展翅动作，能从地面飞至房顶。

!"#"! 雏鸟生长量衡度分析 对 "! 只雏鸟生

长量衡度的测量结果见表 "，生长曲线见图 !。

由图 ! 可见 !% 日龄前体重增长呈“&”型。! ’ (
日龄 体 重 增 长 缓 慢，孵 出 当 日 体 重（")*+ ,
+)"*）-（! . !/），( 日龄体重 /)/# -，是 ! 日龄

雏鸟的 ")$% 倍；( ’ !! 日龄雏鸟体重增长较快，

!! 日龄体重 !0)(# -，是 ! 日龄雏鸟的 0)!* 倍；

!! 日龄后体重略有下降，!% ’ !# 日龄体重下降

最为明显，!# 日龄时重 !()00 -；"+ 日龄体重回

升至 !0)"+ -，此后趋于平稳。

图 $ 家燕雏鸟体重生长曲线

表 ! 家燕雏鸟生长期量衡度（! . "!）

日龄 嘴裂（11） 体长（11） 翅长（11） 跗跖长（11） 体重（-） 飞羽（11） 尾长（11）

! /)"( , +)(+ %%)"( , +)$/ ()(( , +)(% *)!% , +)!( ")"0 , +)"" 2 2
% #)+# , +)!" %*)/# , +)(0 /)%# , +)"% ()$% , +)%0 %)*# , +)*" 2 2
* $)0% , +)"/ *")"( , ")"" !+)/+ , !)!" 0)+( , +)$+ ()#( , +)/0 2 2
( !+)"+ , +)(! *#)0+ , %)!" !/)++ , !)!# 0)0" , +)*% /)#+ , +)/! 2 2
# !")"+ , +)!0 (()/# , %)(! !0)!# , !)!( !!)%% , +)!( !")$# , +)/( 2 2
$ !%)!+ , !)+" /")!# , !)$* %")!# , ")%" !!)"+ , +)!! !/)(% , +)$# 2 2
!! !*)(! , +)%( #")(+ , %)/" **)!# , ")#$ !!)"# , +)!( !0)(# , +)*! "()/# , ")(0 !%)/# , !)+%
!% !()+# , +)!+ 0")!# , !)0* (()%% , ")00 !!)!" , +)!0 !0)%0 , +)%" %*)/# , !)#( "")/# , %)%%
!( !()0+ , +)*" 0/)%% , !)0/ /")0% , ")#$ !!)*! , +)"% !()0( , +)#" *()(+ , !)#/ "*)0% , ")+*
!# !()(+ , !)+0 $")*+ , ()(( /*)0+ , 0)!+ !+)$0 , +)(0 !()00 , !)*# *$)*+ , !)%* %!)"+ , +)0*
!$ !()/$ , +)0( $")++ , !)"$ #+)+( , *)"$ !!)"$ , +)%( !#)"! , !)(! /+)!% , ")!+ %")$# , +)#+
"! !/)"0 , +)*$ !+$)"+ , %)*" #$)0+ , *)#/ !!)/+ , +)"$ !0)!# , !)*( /%)*+ , %)!% %#)*+ , ")$#

体长、翅长的生长都呈“&”型，和 34-56758 曲

线能很好拟合，见图 "。各器官生长曲线拟合

方程及参数见表 %。体长及外部器官生长曲线

见图 %。由图 % 可见雏鸟嘴裂、跗跖 ! ’ ( 日龄

时增长较快；体长、翅长在 ! ’ ( 日龄时增长较

慢，# 日龄后增长较快。

图 ! 家燕外部器官曲线拟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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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 家燕雏鸟形态增长拟合曲线方程及相关参数

变量 ! " # $ %! %" #$%&’(&) 线性回归方程

体长 !*+, "-.*"/ !*!! ""0*!! !*!1 !*/0 23（"4&5"4""0*!!）6 23（!*!1 7 23 !*/0 8 (）
翼长 !*+/ .9/*., !*!! /0*!! !*-, !*99 23（"4&5"4/0*!!）6 23（!*-, 7 23 !*99 8 (）
飞羽 !*+. ""0*-+ !*!! .0*!! -*!. !*./ 23（"4&5"4.0*!!）6 23（-*!., 7 23 !*./ 8 (）
尾长 !*/. -+*/! !*!! 19*/! ,*+! !*.9 23（"4&5"419*/!）6 23（,*+! 7 23 !*.9 8 (）

! 为 !- 统计量的值；" 为 " 检验值；# 为 " 检验值的实际显著性水平；$ 为最大值；%! 为常数项；%" 为回归参数；& 为因变

量；’ 为日龄。

图 ! 家燕雏鸟体长、外部器官生长变化

! 讨 论

!"# 关于家燕繁殖特性 王先敏曾报道家燕

巢距地面高为 -*0 :（- ; 1 :）［-］，本文的结果比

之要高，其原因与本地区建筑物有关。王先敏

的研究时间为 "+0+ 年，那时农村房宅还有矮小

木屋，而在我们的样地中，房屋建筑都为现代楼

层式，底楼高度就有 -*+ :，市内宁安巷的底层

高度更是在 ,*- ; 0*0 : 之间。可见家燕的筑

巢高度与人类房屋的高度有很大关系，而家燕

适应环境的能力也很强。

在长白山地区的研究，家燕最早的 " 枚卵

在 0 月 "" 日产出［"］，本地区家燕 , 月初就已见

产卵，这一结果符合不同地理纬度日照长度、温

度亦不同，在从南到北的地理分布上，随纬度增

加，鸟类繁殖期也会相应延后［.］。

!"$ 雏鸟的生长 家燕雏鸟体重的增长模型

较雀形目其他种类有差异，同鹳形目夜鹭较为

接近，都有一个下降再回升的过程［.］。造成体

重的下降可能与身体外部器官的发育及恒定体

温的建立有关［.，9］，具体机制还有待于进一步的

研究。

" ; 9 日龄时嘴裂增长较快。因为嘴为接

受亲鸟喂食的器官，早期生长较快，利于雏鸟更

好地进食，以储存能量为完成其他器官的生长

提供有利条件。1 ; 9 日龄时为体重增长最快

时期；9 日龄后体重仍持续增长但增长率有所

下降，这是由于 9 日龄后体长翅长的增长加快，

雏鸟所获得的能量大部分消耗于身体外部器官

的生长上，用于体重的积累便有所减少。发育

前期雏鸟羽毛还未长出，体长仅为裸体长，约 +
日龄以后由于尾羽的放缨，体长显著增长。9
日龄后翅长的显著增长也与飞羽的长出有关。

由于雏鸟站在巢边乞食或排便都需要用爪

抓住巢边才能保证不掉落于巢外，"- 日龄时爪

就能有力地抓住所附之物，巢中发育期跗跖支

撑身体的时间并不多，所以到 "9 日龄时跗跖仍

不能支撑身体站立。

致谢 章敬旗同学在数据处理过程中给予帮

助，在此表示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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