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俄罗斯）两个亚群［!］。"# 世纪，欧洲大鸨的数

量和种群达到最大［!］，但此后，因狩猎、生境丧

失、农业活动、人为干扰等影响使种群数量急剧

下降，甚至有些地区的大鸨已灭绝，如大鸨在法

国、波兰、南斯拉夫和英国已灭绝［$］!。目前西

班牙大鸨的数量虽比较多，有约 "% &&& ’ "( &&&
只，但对其未来前景仍无法确定，因为历史上曾

有过大种群的大鸨在较短时期内数量急剧下降

的例子。在匈牙利，大鸨种群由 "()" 年的# !!%
只下降到 "((* 年的 " "&& 只；而德国由 +& 世纪

)& 年代的 ) "&& 只下降到 (& 年代初的 "*& 只及

至目前只有 !& ’ $& 只［%］。最近几年，一些地区

的大鸨数量保持稳定甚至有相对的增长，尤其

是一些大种群，如西班牙的 ,-../0/0-.1 种群，但

生境片段化仍然很严重，对一些较小的更孤立

的种群，数量仍在下降，甚至灭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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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4B/9:-3;<./;D3:-A:/4B/7 =:E7 后同。

目前，大鸨全球总数量尚未确定，但已知亚

洲大约有 ) &&& ’ $ &&& 只［$］；截至 "(() 年，欧洲

大鸨数量约有 +) ()! ’ +( (#* 只!。中国大鸨

数量还缺乏全面的调查，已知在新疆北部估计

不少于 + &&& ’ * &&& 只［(］；在内蒙古兴安盟、哲

里木盟、锡林郭勒盟、吉林镇赉和通榆在繁殖期

推测有 !&& ’ #&& 只［$］。

! 生态生物学

!"# 栖息地 大鸨是大型草原鸟类，选择开

阔、平坦的地区，避开陡峭多石的地形，以沙漠、

稀树草原、干旱草原、湿地作为栖息地。研究发

现大鸨有从最初的草原栖息地向开阔的农耕地

转移的趋势，尤其是干旱区传统粗放的农耕区，

有些地区的大鸨选择干旱草原与农田镶嵌分布

的地区!。随着耕作方式由传统粗放转为精细

耕作，耕作方式的选择与大鸨保护的协调关系

成为许多地区保护大鸨中面临的难题。

在可耕种的大平原上，大鸨偏爱于收割后

未翻耕的农田地，避开一些翻耕过的及未耕种

的地区。对闲耕地和较小的庄稼地的占领与其

可利用性成比例。大鸨栖息地及其周围地形的

变化都较其邻近的非大鸨栖息地的变化要小。

同时，大鸨选择栖息地时会尽量避开建筑物、公

路、铁路、河流等［"&］。

!"! 食性 大鸨是以植物性饲料为主的杂食

性鸟类，主食植物和无脊椎动物，偶尔也食一些

小型脊椎动物，如蛙、小鱼等。

大鸨在不同生长阶段、不同季节，其食性也

不同。幼鸟主要吃昆虫，随着年龄的增长和季

节的变化逐渐多吃植物。春季，成群的大鸨也

侵入农耕地，拔食麦苗和玉米苗等，但危害不

大；夏季，对无脊椎动物的取食增加；秋季，随着

庄稼的收割，他们成群飞到农田地，觅食田间遗

落的谷粒和大豆；冬季，紫花苜蓿是其采食植物

中最主要的一种。冬、春季主要是植食性的，其

他时期是杂食性的。"(#! 年 ! 月，剖一中国地

区的 鸟 胃，其 中，鸢 尾 花 序 *&H、苜 蓿 花 序

)&H，这两种植物植株顶端的嫩叶部分 +&H、

鞘翅目昆虫残体不足 "&H，余者为砂石［""］。在

西班牙西北部的 # 月，对大鸨的食物组成分析

中，绿色植物占干重的 )#I)H，无脊椎动物占

)&I(H，种子是 "&I$H。在绿色植物中，被选择

的至少有 $! 种，但多数被采食量很少，只有紫

花苜蓿的被取食量很大。在无脊椎动物中，对

鞘翅目、膜翅目和直翅目昆虫的选择较多。对

种子的选择，比较偏向于小麦和大麦种子。在

一年当中，紫花苜蓿一直被选择。所以为了保

护大鸨，在其栖息地人工种植紫花苜蓿可能是

一种很好的管理手段，但具体的种植地点、种植

面积还需进一步的深入研究［"+］。

!"$ 繁殖 大鸨的繁殖季节开始于 * 月末 )
月初。) 月初，大鸨在群中形成配偶。约在 !
月上旬左右开始产卵，$ 月中旬基本结束，每窝

产卵 + ’ ) 枚。产卵后 + ’ * B 开始孵化，孵化

期为 *& ’ *" B，孵卵、育雏多由雌鸟承担。

大鸨是一种在集群求偶场（ .1J）求偶炫耀

的鸟类。每到繁殖季节，雌雄大鸨会聚集到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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偶场，而且两性个体对特定的求偶场都有高度

的忠实性［!"，!#］。雄鸟通过求偶场炫耀表演来吸

引雌鸟并使之与其完成交配。炫耀表演的强度

与身体状况和第二性别特征的发育有关，且雄

鸟的吸引力及交配成功率也与体况和第二性征

发育 有 关，年 龄 对 这 些 方 面 的 影 响 并 不 很

大［!$］。大鸨是一雄多雌的交配体系，但也不排

除混交的可能性。雄鸟为争夺雌鸟常常发生激

烈格斗。近几十年来，因为人类活动的干扰、生

境丧失等原因使许多求偶场面临灭绝的危险，

甚至一些小的求偶场已消失，如西班牙南部的

%&’()*+,( 省的 -(./0&( 和 -(1()2))( 区的集群求

偶场。同时因为大鸨对故土的依恋性及幼鸟今

后定居是以同种中其他个体的存在为线索，而

不是再去寻找适宜的生境，因此大的求偶场越

来越大，小的求偶场越来越小。同时他们开发

新求偶场的能力很小，很难发现有新求偶场形

成，这就增加了物种的脆弱性及遗传多样性丢

失和小求偶场灭绝的风险［#，3，4］，所以摸清现有

求偶场情况并采取相应的保护措施尤为重要。

大鸨是一种营地面巢的鸟类，对巢位具有

明显的选择性，巢多筑在海拔 !56 7 8"6 / 偏南

向朝阳的草原岗坡的缓坡上；巢址多选择在枯

草较厚，植被密度较高的地方，这些可能利于大

鸨收集阳光热量，易于发现险情［!9］。

野生状态下大鸨的繁殖年龄，雄性为 $ 7 9
岁，雌性为 " 7 # 岁。雌鸟首次成功繁殖的平均

年龄为 #:8 岁，随着年龄的增加，繁殖成功度也

增加。但大鸨总的繁殖率非常低。对雌鸟每年

的成功繁殖有显著影响的天气因子是：冬季的

干旱和孵化期的连续降雨。冬季干旱可能减少

了早春植物产物和节肢动物数量，同时，早春草

本植物的生长也可能影响雌鸟的身体状况；孵

化期的连续降雨会增加幼鸟的死亡率，因为幼

鸟的体温调节能力比较低。雌鸟本身的能量消

耗也影响其繁殖成功率。随着雌鸟养育、照顾

幼鸟时间的延长，在下一个繁殖季节，其自身的

繁殖成功率就会下降［!3］。

!"# 迁徙与运动 有关大鸨迁徙和季节性运动

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欧洲。在亚洲只是零星记录。

幼鸟独立之后，一般都会离开出生地，向外扩散。

成年雌雄鸟在繁殖季节之后，除部分仍留在繁殖

地外，其余的就迁向越冬地。所以大鸨属于部分

迁移的种类。即生活于同一繁殖地的一部分个

体迁移，而另一部分个体不迁移［!4］。

雌雄幼鸟的扩散存在一定的性别差异。雄

幼鸟开始独立及扩散的时间要早于雌鸟，而且

扩散的距离也较长。扩散后的定居，雄鸟要晚

于雌鸟。雄幼鸟成熟后一般在距离其出生地 $
7 9$ ;/ 的地方定居；而雌性幼鸟有很强的归

家冲动（<=2)0<(>.?），绝大部分在距离其出生地

6:$ 7 $ ;/ 的地方定居。在许多求偶场求偶的

物种中，都偏向于雌鸟扩散，而大鸨是一种偏向

雄鸟扩散，这一点与一雄多雌的哺乳动物有着

进化上的融合。关于物种扩散的因素有多种假

说，对大鸨幼鸟扩散进行比较后支持其扩散的

原因是避免近系交配及配偶的竞争［!5］。

成鸟的季节性迁移也存在性别差异，雌鸟

的迁移距离要短于雄鸟的。定居性的雄鸟一直

生活在距离求偶场只有 8 7 " ;/ 的范围内，迁

徙性的雄鸟每年在相距一定距离的繁殖地和越

冬地之间迁移。这两种运动方式的存在使野外

雄性大鸨数量呈季节性变化，春季数量达到最

大。没有大鸨从定居性的转向迁徙性的，反之

亦然［!#］。

欧洲雌性大鸨的季节性运动方式被分为 #
种：一是迁徙性的，雌鸟在互不重叠的繁殖区

（包括交配、筑巢、育雏地）和越冬区之间迁移一

定的距离；二是定居性的，雌鸟只在每年的 " 月

末至 # 月初会离开其栖息地一小段时间，去 8
7 !" ;/ 之外的求偶场交配；三是雌鸟的迁移

距离较短，一年中的绝大部分时间都生活在求

偶场区域内，只是在交配之后，他们会离开去与

其栖息地互不重叠的 8 7 3 ;/ 之外的地方筑

巢，而后返回；四是典型定居型的，雌鸟整年都

栖息于他们的繁殖区内（距离其巢区和求偶场

的中心距离平均不会超过 8 ;/）［!"］。

!"$ 行为 有学者对野外大鸨进行观察，将其

行为分为 4 种，并进行了具体的描述［86］。有学

者对野外及笼养大鸨繁殖期的日活动节律和行

·"!!·" 期 孔有琴等：大鸨的现状和研究动态



为时间分配进行了观察，发现野外与笼养的大

鸨行为时间分配存在差异，而且不同性别间也

存在差异［!" # !$］。笼养与野生大鸨的行为比较

可以为大鸨的野化实验、壮大野生种群奠定基

础。

! 种群遗传结构

关于大鸨遗传结构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指名

亚种。%&’() 等人用 *+, 序列测定分析法对欧

洲大鸨种群的遗传分化进行了研究后发现大鸨

的遗传多样性水平较低，种群间遗传多样性要

远远高于种群内的［-］。.)(’&/ 等人在微地理尺

度（地区水平）上研究欧洲大鸨的遗传分化，发

现不同集群求偶场间遗传分化程度水平较低，

雌鸟在不同集群求偶场间的遗传距离与地理距

离负相关，但在雄鸟中并不这样［!0］。对摩洛哥

及西班牙种群间关系研究说明单凭距离不能解

释种群间的关系，山脉和海洋都限制了大鸨种

群间的扩散；摩洛哥种群中仅有的一种单元型

在所研究的西班牙种群都存在，摩洛哥种群已

高度濒危，应给与最高级别的保护［!-］。同时，

大鸨的一些微卫星位点被分离［!1］；有研究者已

成功地从大鸨粪便中提取、扩增出 *+,，并发

现新鲜的、不含昆虫遗体的鸟粪的提取成功率

高，采集鸟粪在大鸨很少采食昆虫的冬季和初

春为宜［!-，!2］；这有助于更全面、更好地对大鸨的

种群遗传学进行研究。对中国大鸨东方亚种的

线粒体 *+, 的遗传多样性研究也发现其遗传

多样性水平很低，且越冬地要拥有比繁殖地高

的遗传变异水平!。基于东方亚种的濒危现

状，将来应在其遗传学水平上及与指名亚种间

的进化关系给与更多的关注。以上研究多数采

用3’*+, 标记，且大鸨幼鸟有很强的归家冲

动，所以应采用其他标记如核 *+, 来进一步研

究其遗传多样性水平。

! 孔有琴 4 中国大鸨东方亚种（!"#$ "%&’% ’()*+$,##）线粒体 *+, 遗传多样性研究 4 硕士学位论文 4!55$ 4

" 性别鉴定、形态学、营养

成年大鸨性别特征明显，而幼鸟则不容易

区别，所以有学者用常规的尾长6体重及分子生

物学技术有效地对幼鸟性别进行了鉴定［!7］。

对大鸨染色体核型进行研究分析，可以看出大

鸨与鹤科鸟类比较接近［!8］。此外，有学者对大

鸨卵壳和羽毛的元素组成进行分析，对羽毛、卵

壳、胰腺的超微结构及消化系统组织学进行了

观 察，丰 富 了 鸟 类 比 较 形 态 学 组 织 学 内

容［1，$5 # $!］。张同作等测量了笼养大鸨生长期不

同日龄能量代谢和蛋白质的沉积量［$$］，将来通

过对野生大鸨的能量值进行测量并与之比较，

可以对大鸨进行更好的保护和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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