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帽儿山地区秋季食果实鸟类的食性与迁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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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野外研究于 !""! 和 !""* 年秋季在帽儿山地区进行。帽儿山地区秋季可供鸟类取食的肉质果植

物种类繁多，黄檗（1"%,,(2%$2*($ +3)*%$&%）和山荆子（4+,)& 5+66+7+）是最主要的两种植物。帽儿山地区迁

徙性食果实鸟类共 ( 种，包括夏候鸟和旅鸟 # 种，冬候鸟 $ 种。主要的食果实鸟类是斑鸫（ 8)*2)&
$+)3+$$#）、灰背鸫（8 , "(*7),(*)3）和北朱雀（!+*9(2+6)& *(&%)&），前两种为食果肉鸟类，后一种是食种子鸟

类。斑鸫主要取食黄檗果实，灰背鸫主要取食山荆子果实，北朱雀主要取食黄檗种子。食果实鸟类在秋

季也捕食一些动物性食物。* 种主要食果实鸟类的迁徙日期不同。灰背鸫最先迁离，斑鸫稍晚，北朱雀

最后到此越冬。果实丰歉年对鸟类的迁徙有一定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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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果实鸟类（QG86<NFGF8I S<GDI）是以果实（果

肉、种子）为主要食物的鸟类。只有极少分布在

热带森林中的鸟类终生（包括幼鸟阶段）完全以

果实为食物，如雀形目中的伞鸟属（!(7#$/+）和

侏儒鸟属（1#9*+）的一些种类，这与热带森林常

年具有果实且生存条件温和有关［)］。绝大多数

鸟类只是在一年中的某个时期完全或主要以果

实为食物。在温带地区繁殖并迁徙至热带（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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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带）越冬的食果实鸟类对果实的取食表现出



非常规律的行为，在秋季迁离、经过温带地区时

大量取食温带地区的成熟果实［!］。

温带森林中植物果实的节律与食果实鸟类

迁徙行为在长期的进化过程中形成了一定的适

应关系。国内外在食果实鸟类对植物种子传播

方面研究很多，但关于食果实鸟类的迁徙特点

及其与植物果实关系方面的研究报道较少。

!""! 和 !""# 年连续两年，我们结合在林场的老

爷岭森林生态实验站进行的鸟类环志工作，对

帽儿山秋季食果实鸟类的食性、迁徙行为及其

与果实之间的对应关系进行了研究。

! 研究地概况

研究地点位于黑龙江省尚志市东北林业大

学帽儿山实验林场（$%&!"’ ( $%&!%’)，*!+&#"’ (
*!+&#$’,）。帽儿山林场总面积!- %"+ ./!，地处

张广才岭，为低山丘陵地带，境内山峦起伏。原

始地带性植被为温带阔叶红松林，*"" 多年来

的人为采伐已经使原始植被变为天然次生阔叶

林，主 要 树 种 为 杨 树（ !"#$%$& 0112）、白 桦

（ ’()$%* #%*)+#,+%%* ）、 蒙 古 栎 （ -$(./$&
0"12"%3/*）、榆 树（ 4%0$& 0112）、椴 树（ 53%3*/(*(
0112）、水 曲 柳（ 6.*731$& 0*18&,$.3/*）、核 桃 楸

（9$2%*1& 0*18&,$.3/*）、枫桦（’()$%* /"&)*)*）等。

属大陆性季风气候区，年平均气温 !345，* 月

平均气温 6 *73-5，+ 月平均气温 !"375，年平

均降雨量 +!# //，年平均蒸发量* "7$ //，无霜

期 *!" ( *$" 8。

帽儿山是东北地区重要的鸟类繁殖地，同

时也是在黑龙江省以北的广大地区繁殖鸟类南

迁越冬途经地和越冬地。《帽儿山实验林场基

础资料》记载有鸟类 !%" 余种，其中留鸟 $4 种

和 亚 种（ *+349），夏 候 鸟 *$7 种 和 亚 种

（%%3$9），冬候鸟 ** 种和亚种（$3*9），旅鸟 -*
种和亚种（!!3+9）。

" 研究方法

分别于 !""! 年 4 月 % 日 ( *" 月 !% 日，

!""# 年 4 月 % 日 ( ** 月 % 日在帽儿山老爷岭生

态定位站进行野外工作。选择有代表性的生境

布设粘网。网高 # ( $ /，长 *" /，共布设 *%"
片。每日 $："" ( !"："" 时，每两小时巡视一次。

对网捕到的鸟类进行测量、环志记录后放飞，食

果实鸟类则放入布袋收集其粪便，约两小时后

放飞。对死亡的个体进行剖胃、分析食性。为

了确保两年研究的对比性，鸟网的布设基本在

同一地点，采用相同的布设方式。

在果实成熟期定点与巡回观测相结合，用

望远镜观察、记录食果实鸟类的种类、数量、行

为和活动时间等。记录主要植物果实成熟的特

征，包括成熟日期、颜色变化、挂果状况等。

# 结 果

#$! 肉质果植物种类及果实特征 帽儿山秋

季肉质果（含浆果、核果、梨果、聚合果及有肉质

假种皮的蒴果）植物种类繁多，至少有 #! 种植

物果实可为鸟类提供食物资源［#］。根据 !""!
年和 !""# 年秋季的调查，可以确定所有肉质果

植物中，黄檗（!,(%%"8(18."1 *0$.(1&(）和山荆子

（:*%$& ;*//*)*）是两种最大宗的种类，不仅分布

广、数量多，而且在丰年结实量很大，是食果实

鸟类的最主要食物。两种果实的特征见表 *。

其他常见种类还有槲寄生（ <3&/$0 /"%".*)$0）、

五味 子（ =/,3&*18.* /,31(1&3&）、山 楂（ >.*)*(2$&
#311*)3?38*）、山 葡 萄（ <3)3& *0$.(1&3& ）、鼠 李

（@,*01$& 012）、鸡树条（ <3;$.1$0 &*.2(1)33）、刺

五加（ A/*1),"#*1*7 &(1)3/"&$&）、忍 冬（ B"13/(.*
012）等。主要的肉质果开始成熟期均在 4 月下

旬 ( 7 月中下旬，果实成熟后多为红色或黑色，

在秋季落叶后显得十分显眼。

帽儿山地区主要的肉质果植物均有大小年

（丰歉年）之分。本次研究中，!""! 年为丰年，

黄檗、山荆子均具有较大的产量，黄檗母树每株

果实可达数百串，山荆子则满树挂果。!""# 年

为歉年，黄檗和山荆子产量均较低，两种树基本

不结果。

#$" 食果实鸟类种类 !""! 年秋季在研究地

用网捕法共捕获鸟类 7% 种，其中夏候鸟 $7 种，

旅鸟 *! 种，冬候鸟 7 种，留鸟 !% 种。!""# 年秋

季捕获 7# 种，其中夏候鸟 %" 种，旅鸟 *! 种，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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候鸟 ! 种，留鸟 "! 种。结合野外观察、粪便、剖

胃，确定秋季迁徙的食果实鸟类有 ! 种（表 #），

分别占每年捕获总种数的 !$%&和 !$’&。

表 ! 帽儿山地区秋季主要肉质果特征

种名 果实类型
始见成熟日期

（月 $ 日）
成熟果色

平均果径（((）

（! ) "*）

平均重量（+）
（! ) "*）

黄檗 "#$%%&’$!’(&! )*+($!,$ 浆果状核果 !$"" 黑 !$,* - *$#" *$’, - *$*%
山荆子 -)%+, .)//)0) 梨果 ,$#’ 红 ,$%# - "$.* *$’# - *$#.

表 " 帽儿山地区秋季迁徙性食果实鸟类

序号 种类 种类代号 居留型

" 灰背鸫 1+(’+, #&(0+%&(+* /0 123
# 白腹鸫 1 4 2)%%3’+, /3 123
. 白眉鸫 1 4 &.,/+(+, /5 3
% 斑鸫 1 4 !)+*)!!3 /6 3
7 红胁蓝尾鸲 1)(,34$( /5)!+(+, /8 3
’ 北朱雀 6)(2&’)/+, (&,$+, 89 :
; 红腹灰雀 "5((#+%) 25((#+%) 33 :
, 太平鸟 7&*.5/3%%) 4)((+%+, <= :
! 黑头蜡嘴雀 8&2#&!) 2$(,&!)0) >3 :

1：夏候鸟；3：旅鸟；:：冬候鸟

在 ! 种迁徙性鸟类中，红胁蓝尾鸲的数量

虽然很大，但其对果实的取食较少，动物性食物

占较大比例，所以不是一种主要的食果实鸟类。

白眉鸫、白腹鸫、太平鸟、灰雀和黑头蜡嘴雀食

物中果实性成分较多，但在帽儿山地区的种群

数量很低。斑鸫、灰背鸫和北朱雀不仅喜食果

实，而且种群数量大，是最重要的 . 种食果实

鸟类。

#$# 食果实鸟类的食性 根据取食方式，帽儿

山地区迁徙的 ! 种食果实鸟类可分为两大类，

即食果肉鸟类（?@A?BCDEFG+ HFIJK）和食种子鸟类

（KCCJBCDEFG+ HFIJK）（表 .）。前者整吞果实后消

化果肉排出种子或仅啄食果肉，后者则啄破果

肉吃掉种子。

食果肉鸟类共 ’ 种，即太平鸟、红胁蓝尾鸲

和 % 种鸫类。鸫类和太平鸟整粒吞下肉质果、

消化果肉，完整的种子随粪便排出（解剖证明胃

内无砂砾）。红胁蓝尾鸲取食果肉时只是啄食，

而非整吞。鸟类所取食的果实种类不一样，斑

鸫最常见取食黄檗果实，其次是山荆子，对野外

捡到含整粒种子的斑鸫粪进行播种实验，能够

成功地萌发出黄檗幼苗［%］。灰背鸫常见捕食山

荆子。每种食果实鸟类都同时捕食动物性食

物，主要是昆虫及其幼虫。在黄檗和山荆子歉

收的 #**. 年，斑鸫和灰背鸫的果实性食物组成

中有多种果实成分，如刺五加等。

表 # 帽儿山秋季食果实鸟类的食性

类群
鸟类

种类

果实性食物!!

3L M< 9K NK O1 O8 L1
动物性

食物

食果肉

鸟类

/6! P P P P
/0 P P P P
/5 P P
/3 P P
/8 P P P
<= P P P P P

食种子

鸟类

89 P P
33 P
>3 P

P ：食物中有发现；!鸟种代号（见表 #）；!!3L：黄檗；

M<：山荆子；9K：鼠李；NK：忍冬；O1：鸡树条；O8：槲寄生；

L1：刺五加。

食种子鸟类共 . 种。北朱雀、灰雀在树上

啄破果肉取食种子（解剖证明胃内有砂砾），取

食过的果串上残留果肉，雪地上也有残落的碎

果肉，偶尔有种子。北朱雀野外多见在黄檗树

上取食，共剖胃 7 只个体，也均是黄檗种仁和碎

种皮，偶见取食田间草籽。有时在树上啄得黄

檗果串后落地啄取种子，在雪地上留下一堆堆

的食迹。灰雀常见 "* 只左右集群在山荆子树

上取食。黑头蜡嘴雀可见 . Q 7 只小群在山荆

子上取食种子。

#$% 食果实鸟类迁徙规律 以 "* J 为一单位，

对 #**# 年和 #**. 年网捕到的 . 种主要的食果

实鸟类的数量进行统计（图 "，#），网捕的个体

数量 变 化 基 本 上 能 反 映 出 整 个 种 群 的 变 化

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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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 "##" 年帽儿山地区 $ 种主要食果实鸟类捕获数变化

图 " "##$ 年帽儿山地区 $ 种主要食果实鸟类捕获数变化

灰背鸫的迁徙动态在两年间有一定的差异

（图 !，"）。该种是帽儿山地区的繁殖鸟，从其

种群的迁徙动态看，# 月份所捕获的基本是繁

殖种群，而在 $ 月内种群数量猛增，应是北方南

迁过境种群。"%%" 年的捕获个体数有两个高

峰期，$ 月 !& ’ "( 日 !% ) 内为最多，共捕获 !*!
只，总捕获数为 +"( 只。而 "%%, 年只有一个高

峰，数量明显较少，总捕获数为 "$$ 只。"%%" 年

迁徙持续时间较长，"%%, 年持续时间稍短而提

前结束。

斑鸫在两年的迁徙情况表现出较大的差

异。"%%" 年从 $ 月 !& ’ "( 日开始有斑鸫迁来，

其后数量高峰维持约 "% )，!% 月下旬基本迁完，

总捕获数 "%% 只。"%%, 年斑鸫迁来日期明显早

于 "%%" 年，其后数量高峰也维持约 "% )，总捕

获 数 为 ,+, 只，迁 徙 结 束 也 比 "%%" 年 提

前。

北朱雀的迁徙动态在两年间有一定差异。

"%%" 年 !% 月初至中旬，仅有少量个体，其后种

群数量迅速增加，!% 月 !& ’ "( 日，共捕获 ++(
只；"%%, 年的迁徙期提前，$ 月底至 !% 月初有

少量个体，!% 月 & ’ !( 日共捕获 !#( 只，!% 月

!& ’ "( 日共捕获 +&& 只。北朱雀是冬季的优势

种，集群活动，随处可见。一般翌年 , 月下旬北

迁。

% 讨 论

%&! 食果实鸟类组成的特点 帽儿山地区秋

季迁徙性食果实鸟类共有 $ 种，从居留型组成

上看，冬候鸟 + 种，夏候鸟和旅鸟 ( 种（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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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果 实 冬 候 鸟 占 所 有 冬 候 鸟 比 例 最 大，为

!!"!#（$%%$ 和 $%%& 年）；食果实夏候鸟和旅鸟

只占所有夏候鸟及旅鸟的 ’"$#（$%%$ 年）和

’"(#（$%%& 年），而且其中的红胁蓝尾鸲食性中

果实只占很小的比例。可见，南迁的鸟类中绝

大多数是食虫鸟类，只有少数种类具果食性。

而由北方迁来在此越冬的鸟类中食果实鸟类比

例较高。帽儿山地区冬季气候寒冷，果实和种

子是冬候鸟主要的食物来源。

越冬的 ! 种食果实鸟类中只有太平鸟食果

肉，其他均是食种子鸟类；夏候鸟和旅鸟中的食

果实鸟类均是食果肉鸟类。帽儿山地区秋季果

实成熟时，果实适口性较好，适宜鸟类取食；而

冬季的果实一般被冻得很硬，果肉部分的适口

性很差，如太平鸟对槲寄生的取食［)］，取食种子

则不会受此影响。这说明在严寒的冬季食果实

鸟类更趋向于取食种子，而非果肉。在帽儿山

地区冬季食种子的冬候鸟最重要的是北朱雀。

帽儿山地区秋季向南迁徙的食果实鸟类种

类虽然只有 ) 种，但数量却较大。$%%$ 年 *) 种

鸟类共捕获(! )!$只，灰背鸫和斑鸫的网捕获

量分别为 !$) 和 $%% 只；$%%& 年 *& 种鸟类总共

捕获(! !+)只，灰背鸫和斑鸫的网捕获量分别

为 $** 和 &!& 只。

!"# 食果实鸟类迁徙与果实的时间节律 北

半球温带地区鸟类在秋季大规模地迁徙到南方

地区越冬。食果实鸟类在迁徙过程中大量捕食

富有营养的果实，以补充长距离迁徙中的能量

消耗。果实在提供果肉的同时则依靠鸟类传播

种子，二者之间是一种相互依存的关系［,］。从

帽儿山地区的研究结果看，食果实鸟类和结果

实植物之间在时间节律上是相互适应的。

帽儿山地区每年秋季果实开始成熟的时间

为 ’ - * 月，最主要的黄檗和山荆子果实成熟在

’ 月底和 * 月份（表 (），而两种最主要的食果实

鸟类斑鸫和灰背鸫的迁徙高峰期也是 * 月份

（图 (，$）。

食果实鸟类取食的果实种类是不同的。虽

然帽儿山地区秋季至少有 &$ 种果实可以成为

鸟类的食物，但每种鸟类取食的果实只有少数

几种（表 &）。鸟类取食果实的种类与果实成熟

时间、鸟类的迁徙期有关。灰背鸫迁徙期显著

早于斑鸫（图 (，$），因此在食物组成上，灰背鸫

对黄檗的取食量要小于后者，因为黄檗的成熟期

较晚（表 (）。在南迁鸟类之后到达的最重要的

食果实冬候鸟是北朱雀，为食种子鸟类。此时果

实果肉冻硬，适口性降低，种子成为其优质食物。

在帽儿山地区，挂果时间较长的一些果实和种子

可以作为早春迁徙过境鸟类的食物［+］。

!"$ 果实的丰歉年变化与食果实鸟类的迁徙

果实丰歉年变化是植物种群在一定的间隔后

同时产生果实和种子的现象［’］。在以前的环志

研究中，曾发现斑鸫的迁徙数量与黄檗的丰歉

年有关［*］。$%%$ 年是帽儿山地区两种主要果

实黄檗和山荆子的丰年，$%%& 年是两种果实的

歉年。由于采用相同的网捕法，因此能够准确

地对比出鸟类迁徙的数量变化。从图 ( 和图 $
看，灰背鸫的数量减少较大，迁徙高峰的维持时

间减短；斑鸫的数量不减反增，迁徙高峰维持时

间变化不大；北朱雀的数量变化趋势相似。&
种鸟类的迁徙日期均表现出一定程度的提前，

约一周左右。丰歉年变化与食果实鸟类迁徙关

系需更长期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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