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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年 %% 月 ( !""$ 年 $ 月在四川省南充市区内对珠颈斑鸠（12*%32(3%,#+ 4"#$%$&#&）繁殖生态和巢址

选择进行了研究。结果表明：珠颈斑鸠 & 月初开始求偶交配，求偶行为复杂，有“婚飞”行为；雌雄参与筑

巢，营巢期 ’ ( * +。影响巢址选择的主要因素有 # 种：栖位与巢周隐蔽因子、巢下隐蔽因子、光照因子、

人为活动因子、食物因子和营巢树因子；窝卵数 ! 枚，雌雄轮流孵卵，孵卵期 %’ ( %* +，孵化率 *#,#’-；雌

雄均参与育雏，育雏期 %* ( !" +，雏离巢率 ’&,"*-，繁殖生产力 %,*!，种群育雏高峰期为 ’ 月和 * 月中上

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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珠颈斑鸠（12*%32(3%,#+ 4"#$%$&#&）是常见并广

布于东南亚的鸠鸽鸟类，后引种到澳大利亚、新

西兰及加利福尼亚等地［% ( $］。在我国是遍布于

中南部的留鸟，共有 * 个亚种，国内分布有 # 个

亚种［)，#］，而 四 川 仅 分 布 有 指 名 亚 种（ 1 W 4 W
4"#$%$&#&）和西南亚种（ 1 W 4 W D+4#,,+$&）。南充分

布的是指名亚种，为此地留鸟［’］。国内对其繁

殖生态报道较少［* ( %!］

!!!!!!!!!!!!!!!!!!!!!!!!!!!!!!!!!!!!!!!!!!!!!!!!!!!!!!!!!!

。近年来，由于狩猎和现



代农业的影响，珠颈斑鸠及其近缘种的数量大

大减少［!" # !$］。鉴于此，笔者于 %&&% 年 !! 月 #
%&&’ 年 ’ 月在四川省南充市的公园和校园对

其繁殖生态进行了系统研究，以期为该物种的

保护提供基础生物学资料。

! 研究区域与方法

!"! 研究区域的自然概况 研究区域选在四

川省南充市的西华师范大学、川北医学院、白塔

公园、北湖公园、果山公园（下简称西师、医学

院、白塔、北湖、果山）及市郊。详细的资料见文

献［!(］。

!"# 研究方法 从 %&&% 年 !! 月开始，在南充

的高校、公园及市郊对珠颈斑鸠的行为生态进

行系统观察。每周把各个样地调查一遍，若发

现筑巢，则采用所有事件取样法（)**+,--.//01-0
/0-,/2314）和 焦 点 动 物 取 样 法（ 5,-)* )136)*
7)68*314）进行连续跟踪观察、记录。通过求偶、

交配时的行为和鸣声确定雌雄。将巢内出现首

枚卵定为该巢进入产卵期，巢内孵出第一只雏

鸟定为进入育雏期，雏鸟飞出巢区不再归巢定

为育雏期结束。孵化率 9 孵化成功卵数:总卵

数，雏离巢率 9 出飞幼鸟数:出壳雏鸟数。繁殖

生产力采用 ;1,<［!=］的方法：繁殖生产力 9 繁殖

成功率（成功窝数:总窝数）> 每窝离巢幼鸟平

均数，其中繁殖成功窝指至少 ! 只幼鸟离巢的

窝，总窝数指进入产卵期的窝数。

巢生境选择以巢址为中心 !& 6 > !& 6 样

方调查。调查内容包括营巢树种、营巢树高、巢

向、巢位高度、巢上和巢下郁闭度、乔木数量、种

类、平均高度等可能影响珠颈斑鸠巢址选择的

参数共 !( 个［!=］，利用 ;?;; !!@& 统计软件进行

数据分析，通过主成分分析（?/31-38)* A,68,101B
C1)*D737）确定珠颈斑鸠对巢生境选择的主要因

素。文中数据用 ! E "# 表示。

# 结果与讨论

#"! 求偶与交配 早春 % 月，珠颈斑鸠常常成

对或小群在市郊的农田、村庄的灌丛、竹林及杂

木林活动，晚间也在此生境内夜宿，在城市内绿

地很少见到。% 月下旬开始在市区样地内见到

珠颈斑鸠活动。" 月初开始出现有求偶交配行

为。求偶主要在城市建筑的房顶，雄鸟以雌鸟

为中心，在雌鸟周围行走，或原地回旋、点头、鞠

躬、鸣叫。每走 F 步，鞠躬一次。鞠躬时将颈向

上伸直、低头，颏和喙贴在颈上，颈部胀缩，之后

膨出，颈羽耸立。鸣叫前颈羽随颈部胀缩抖动，

在求偶过程中有炫耀表态的作用。如果雌鸟停

在原地不动，或体位移动不大，雄鸟则不断重复

上述动态。如雌鸟逃逸，雄鸟则追赶，且边赶边

鞠躬鸣叫，追得越快，鞠躬越频繁。在求偶过程

中雄鸟有时有“婚飞”行为，即雄鸟在雌鸟旁突

然直冲飞向高空，然后敛翼翻身，随即展翅张

尾，滑翔降落在雌鸟侧，继续点头鞠躬鸣叫，此

与前人的观察结果类似［G，!!］。当雄鸟求偶到最

后接近雌鸟时，雌鸟蹲伏，雄鸟从侧面踩背，两

翅有轻微的抖动，尾羽歪向一侧进行交配。

#"# 营巢及巢址选择 珠颈斑鸠选巢一般在

上午 !&：&& 时左右，雄鸟先在乔木侧枝上走动、

啄小树枝及树叶，并在附近乔木上来回飞行，如

发现附近有其他鸟巢，则有进巢破坏现象。若

选定巢址，雄鸟鸣叫，召来雌鸟，次日见在附近

活动频繁，出现求偶、交配行为，第三日营巢，市

郊首见 " 月 F 日营巢，" 月 !% 日造好，据 !" 巢

观察，营巢期 ( # = 2。雌雄参与筑巢，就地取

材，雄主供巢材，雌营巢并衔少量巢材。孵卵时

雄鸟有补充巢材行为，衔材传给雌鸟，将其铺于

胸下。巢浅盘状，结构简单、粗糙，一般仅有 $&
# !&& 根枝条为巢材。研究中还发现珠颈斑鸠

利用红尾伯劳繁殖后的巢 " 个，利用旧巢进行

修补的巢 = 个。据 ’’ 巢观察，其主要选择在 =
# !F 6 高的乔木侧枝中上部营巢，此处郁闭度

高、隐蔽性好。

共调查了 "’ 个巢址样方，其中西华师范大

学 %! 个，西南石油学院 $ 个，川北医学院 ’ 个，

北湖公园 % 个，果山公园 ! 个。对 !( 个参数的

主成分分析（表 !）表明，前 $ 个主成分特征值

均大于 !，累积贡献率达 (F@(FH，说明前 $ 个主

成分基本包含了 !( 个参数的总信息量。提取前

$ 个主成分并计算各变量特征向量（表 %）。

·=· 动物学杂志 $%&’()( *+,-’./ +0 1++/+23 ’! 卷



表 ! 珠颈斑鸠巢址选择各主分的特征值

"#$%& ! "’& ()(*(#% &(+),#%-&. /0 12()3(+#% 4/56/)&)*
7)#%8.(. 0/2 *’& )&.* ’#$(*#* /0 96/**&: ;/,&.

主成分

!"#$"%&%’

特征值

()*&%+,-.&

贡献率（/）

0,’)" "1

2"%’3)4.’)"%

累积贡献率（/）

522.#.-,’)+& 3,’)"

"1 2"%’3)4.’)"%
6 789:9 :;8699 :;8699
: 78:<7 6=8;7> 7=86?=
7 :86>7 6:8<<< >68@9>
9 68<=6 =8=9< <68?=6
> 687;< ?8<@7 <=89?9
< 68;<? <8:?@ ?>8?>6
? ;8=6@ >89;; @686>:
@ ;8?;= 986?: @>87:7
= ;8<<= 78=77 @=8:>=
6; ;8>@: 789:: =:8<?@
66 ;87== :879= =>8;:?
6: ;87:7 68=;: =<8=:=
67 ;8:7: 687<@ =@8:=<
69 ;8679 ;8?@< ==8;@:
6> ;8;@: ;89@: ==8><9
6< ;8;>@ ;877= ==8=;?
6? ;8;6? ;8;=? 6;;

从表 : 知。第一主成分中，乔木数量和种

类的相关系数明显偏高，反映了巢周栖息状况

与隐蔽条件，将其定为栖位与巢周隐蔽因子。

第二主成分中，相关系数较高的是灌木数量、灌

木多度和巢下郁闭度，反映了巢下隐蔽条件，定

为巢下隐蔽因子。第三主成分中，相关系数较

高的是巢向、巢上郁闭度和营巢树高，反映了巢

的光照条件，将其定为光照因子。第四主成分

中，影响最大的是人为活动程度和巢位高度，定

为人为活动因子。第五主成分中，灌木平均高

度、盖度和草本植物种类相关系数较高，反映了

巢下食物条件，定为食物因子。第六主成分中，

营巢树种相关系数偏高，反映了珠颈斑鸠对营

巢树的要求，将其定位营巢树因子。以上结果

可归纳为表 7。

<=> 产卵与孵卵行为 珠颈斑鸠完成营巢后

即开始产卵，隔 6 A : B 产第二枚卵。6> 巢的窝

卵数都是 : 枚，与以往的结果相似［@ A 66，6=］。卵

长椭圆形，纯白色，稍有光泽。珠颈斑鸠产首枚

卵后即开始孵卵。孵卵期 6? A 6@ B，比北美的

孵化期 69 B 长［6=］。雌雄轮流孵卵，雌鸟孵卵时

间略比雄鸟多，但夜间并不孵卵。6> 巢共孵出

:< 只雏鸟，孵化率 @<8<?/。

表 < 珠颈斑鸠巢址选择参数特征向量的转置矩阵

"#$%& < "’& 2/*#*&: 3/56/)&)* 5#*2(? /0 *’& )&.*()+ ’#$(*#* ,#2(#$%&. /0 96/**&: ;/,&.

变量 C,3),4-&

第一特征

向量

D"E6

第二特征

向量

D"E:

第三特征

向量

D"E7

第四特征

向量

D"E9

第五特征

向量

D"E>

第六特征

向量

D"E<
营巢树种 D&F’ ’3&& F$&2)&F ;8;;= G ;866: G ;8;<6 G ;86@@ G ;8;>< ;8??:
营巢树高 H&)*I’ "1 %&F’ ’3&&（#） ;8666 ;8>@? ;8>@> ;87:@ G ;8;=6 ;8;@?
巢向 J3)&%’,’)"% "1 %&F’ G ;8:9> G ;87@< ;8>@9 ;8:=7 ;866@ ;867?
巢位高度 H&)*I’ "1 %&F’ )% ’I& ’3&&（#） ;876: G ;8;<; ;8;@: ;8?@> G ;8;@7 G ;8:67
巢上郁闭度 !,%"$K 2"+&3 ,4"+& %&F’（/） ;866@ ;86>@ ;8?:; G ;8:== G ;87;> ;86<:
巢下郁闭度 !,%"$K 2"+&3 .%B&3 %&F’（/） G ;86@< ;8@?< G ;8;=6 G ;86:9 G ;86;9 ;8;97
乔木数量 D.#4&3 "1 ,34"3 ;8=7< ;8;;6 ;8;== ;8;76 ;8;6< ;8;>>
乔木种类 L$&2)&F "1 ,34"3 ;8?<9 G ;86:= G ;8;?< ;8;@7 G ;86@; ;8;76
乔木平均高度 5+&3,*& I&)*I’ "1 ,34"3（#） ;8;9@ ;8:6> ;8>6> ;8;7: ;86@? ;8>;?
灌木数量 D.#4&3 "1 FI3.4 G ;8;?7 ;8@;@ ;86:6 G ;8767 ;8:7; G ;8;@6
灌木多度（种）L$&2)&F "1 FI3.4 G ;8;?: ;8??> ;8;:? G ;8;>> ;8>76 G ;86<;
灌木平均高度 5+&3,*& I&)*I’ "1 FI3.4（#） ;8;;: ;86:9 ;8;;: ;8;?6 ;8=;> ;8;>>
草木植物种类 L$&2)&F "1 I&34 ;8;=< ;8;<: ;86:? G ;877? ;8?<; G ;8:>=
盖度 !"+&3,*& "1 .%B&3*3"M’I（/） ;89;= ;8;<< ;8>;? ;8:7< ;89;> G ;87::
人为活动程度 H.#,% B)F’.34,%2& G ;8:>< G ;87;9 G ;8;=> ;8<9= ;8;6; G ;8;9<
距水源距离 N)F’,%2& ’" M,’&3（#） ;8<:? G ;8:>6 G ;8;69 ;8:?; ;8::9 ;87?;
异种个体巢数 D.#4&3 "1 "’I&3 43)B %&F’ ;8;77 G ;8;>@ ;8;>6 G ;8;<? ;8;>; G ;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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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 珠颈斑鸠巢址选择的主成分的特征

"#$%& ! ’#$()#) *+#,#*)&,- ./ 0&-)1-()&- ./ 23.))&4 5.6&-

主成分

!"#$"%&%’
参数

()*+),-&
平均值

./&*)0&
命名

1)#& "2 2)3’"*
贡献率（4）

5)’+" "2 3"%’*+,6’+"%

7
乔木数量 16#,&* "2 )*,"*
乔木种类 8$&3+&9 "2 )*,"*

:;<=> ? 7;@:A
7;<<: ? B;=AB

栖位与巢周隐蔽性因素

C)3’"* "2 *""9’ 9+’& )%D *&260& %&)* %&9’ :B;7@@

:
巢下郁闭度 !)%"$E 3"/&* 6%D&* %&9’（4）

灌木数量 16#,&* "2 9F*6,
灌木多度（种）8$&3+&9 "2 9F*6,

:A;:7B ? :B;G>G
7:;BH< ? <;G@A
7;B<> ? B;@:H

巢下隐蔽性因素

C)3’"* "2 *&260& 6%D&* %&9’ 7G;BH<

H
巢向 I*+&%’)’+"% "2 %&9’

巢上郁闭度 !)%"$E 3"/&* ),"/& %&9’（4）

营巢树高 J&+0F’ "2 %&9’ ’*&&（#）

K
@>;:BA ? 7>;H@=
77;=@< ? @;A<G

光照因素

L+0F’ 2)3’"* 7:;>>>

@
人为活动程度 J6#)% D+9’6*,)%3&

巢位高度 J&+0F’ "2 %&9’ +% ’F& ’*&&（#）
K

7B;@: ? :;<B=
人为活动因素

J6#)% D+9’6*,)%3& 2)3’"* G;G@>

<
盖度 !"/&*)0& "2 6%D&*0*"M’F（4）

灌木平均高度 ./&*)0& F&+0F’ "2 9F*6,（#）

草本植物种类 8$&3+&9 "2 F&*,

:A;:A> ? :@;<==
7;BH= ? B;@=>
<;<=> ? :;>7:

食物因素

C""D 2)3’"* A;>=H

> 营巢树种 1&9’ ’*&& 9$&3+&9 K 营巢树因素 1&9’ ’*&& 2)3’"* >;:A=

营巢树以香樟（:B）为主，其次为细叶桉（=）和刺槐（H），银桦、榆树和法国梧桐各 7 个。人为活动高为 7: 次，中为 7> 次，低为 > 次。

巢向是指巢在树上的方位，以东南（G 次）和南（= 次）为主，其次是西南（> 次）、东（@ 次）和上（@ 次），北、东北和西较少，各 7 次。

!"%9+D&*+%0 %&9’ ’*&&，’F& 2+*9’ +9 !"#$%&%’% ($%)*&+$（:B）；’F& 9&3"%D +9 ,’($-.)/’0 /1+1/"(&+#"0（=）；%&N’ +9 2&3"#"$ )01’4&$($("$（H）；)%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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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 珠颈斑鸠种群育雏时间高峰

8(9: 7 "+& 3&#; 3&,(.4 ./ 0&-)%(09 *#,& ./ 23.))&4 5.6&-
P、Q、R 分别指当月的上旬、中旬、下旬。

P、Q、R #&)%9 ’F& 2+*9’，#+DD-& )%D -)9’ ’&%SD)E "2 ) #"%’F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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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育雏与雏鸟行为 雌雄均参与育雏，育雏

期 !" # $% &，!’ 巢共有 !( 只雏鸟飞出，雏离巢

率 )*+%",，繁殖生产力 !+"$，种群育雏高峰期

) 月和 " 月中上旬（图 !）。育雏可分 * 个时期。

鸽乳哺育期（第 ! # - &）：此期亲鸟分泌鸽乳哺

育，育雏时，雏鸟把喙伸入亲鸟喙中吸吮鸽乳。

过渡期（第 . # !$ &）：此期的育雏食物是鸽乳和

植物种子，但鸽乳的量明显减少。巢周育雏期

（第 !* # $% &）：雏鸟出巢外，巢区内活动，傍晚

回营巢枝或巢内栖息，有练飞行为；亲鸟的育雏

行为主要发生在巢周。

!"$ 领域行为 珠颈斑鸠繁殖期的领域性强，

同种巢一般相距较远，也有 $ 个巢相距很近的，

甚至是同一棵树，但此 $ 个巢在繁殖时间上是

完全分离的，繁殖初期种内争斗激烈。样地中

营巢鸟类还有火斑鸠（!"#$%"&%$’() "#)*+,$-)#(.)）、

虎纹伯劳（/)*(,0 "(1#(*,0）、乌鸫（2,#3,0 4$#,’)）、

黑 尾 蜡 嘴 雀（ 5&%6&*) %$#0&*)")）、红 尾 伯 劳

（/ / .#(0")",0）、白腰文鸟（ /&*.6,#) 0"#()")）、白头

鹎（ 78.*&*&",0 0(*$*0(0 ）、红 头 长 尾 山 雀

（9$1("6)’&0 .&*.(**,0 ）、小灰山椒鸟（7$#(.#&.&",0
.)*"&*$*0(0）、棕头鸦雀（7)#)3&:&#*(0 ;$--()*,0 ）、

大山雀（7)#,0 4)<&#）等。珠颈斑鸠与火斑鸠和

乌鸫巢距离最近，甚至利用同树，西华师范大学

见有两者同利用榆树、桉树营巢，巢距均不到 *
0，且繁殖初期对火斑鸠、乌鸫有明显驱赶行

为。与黑尾蜡嘴雀、小灰山椒鸟、红尾伯劳巢距

也近，相互之间的相互攻击行为明显。与其他

小型雀形目鸟类未见有相互攻击行为。此外，

雌雄鸟常常停栖在栖位点上并发出非常频繁的

鸣叫标志领域［!$］。

鸟类繁殖期较强的领域性行为对于提高鸟

类的繁殖成功率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 $*］，珠

颈斑鸠一旦领域确定，雌雄即默契配合，共同发

出应答式鸣唱，用以警戒和保护领域不受干扰，

防御同种和在资源利用上有竞争的异种个体进

入领域，从而保证整个繁殖期内有足够的空间

和食物资源，这对于提高繁殖成效具有重要作

用［!$］。

!"% 种群繁殖高峰期以及利用旧巢和其他鸟

巢行为 由图 ! 可见珠颈斑鸠在一年内种群繁

殖具 * 个高峰期：! 个高高峰（- 月底 . 月初）、$
个小高峰（’ 月中旬和 " 月中旬）。且研究中还

发现在 ’ 月中旬左右和 " 月中旬左右繁殖的珠

颈斑鸠多是利用同一巢址或是利用红尾伯劳的

巢或是利用旧巢，如西华师范大学教学楼旁的

! 号巢（$%%* 年 ’ 月）、$) 号巢（$%%* 年 " 月初）

和 *" 号巢（$%%’ 年 * 月）都是利用同一棵香樟

树营巢，可能是同一对繁殖鸟，再有西华师范大

学南三楼旁的 - 号巢（$%%* 年 ’ 月）和 $" 号巢

（$%%* 年 " 月初）是利用同一棵刺槐树营巢，以

及 ’ 号巢（$%%* 年 - 月）和 ’! 号巢（$%%’ 年 ’
月）、( 号巢（$%%* 年 ’ 月）与 ’’ 号巢（$%%* 年 ’
月）都是利用同一棵树营巢；发现利用红尾伯劳

的巢繁殖的有 *! 号巢（$%%* 年 " 月）、*. 号巢

（$%%* 年 * 月）和 *) 号巢（$%%’ 年 ’ 月），且在此

* 个巢附近还发现有一个与此巢时间上完全分

离的珠颈斑鸠的巢，利用旧巢修补繁殖的珠颈

斑鸠 也 发 现 有 类 似 现 象。晏 安 厚［(］和 庞 秉

璋［!!］研究发现珠颈斑鸠有利用喜鹊（7(.) %(.)）

和灰喜鹊（=8)*&%(.) .8)*)）的旧巢繁殖的现象。

珠颈斑鸠修补旧巢和其他鸟类的巢进行繁殖可

以节省生殖投资，有利于提高其繁殖成功率［$］。

致谢 承蒙西华师范大学珍稀动植物研究所余

志伟教授和安徽大学王岐山教授、周立志博士

所提供的指导与帮助，郭贵云、汤宽均、杨容、隆

秀红和章敬旗也参与了部分工作，此一并致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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