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动物学杂志 !"#$%&% ’()*$+, (- .((,(/0 !""#，$%（&）：$& ’ $(

白头鹤孵卵后期的行为节律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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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作者于 !""& ’ !""$ 年连续 ! 年的 $ 月末至 ) 月初在黑龙江大沾河湿地自然保护区，对 & 对野生白

头鹤（1*)& 2($+3"+）的孵卵过程进行了定点观察，结果表明，白头鹤的卧巢行为（ 4 * + $,-!，5 * ",""）和

护巢行为（ 4 * &,"-，5 * ",""(）在雌、雄个体间存在极显著差异；不同孵卵阶段的卧巢行为（ 4 * !,-)，5
. ","%）、护巢行为（ 4 * $,!-，5 . ","%）和育雏行为（ 4 * + #,(-，5 . ","%）表现出不同的节律性。天气

状况是影响白头鹤孵卵期各行为的重要因素，晴天时的凉卵行为（ 4 * %,))，5 . ","%）和育雏行为（ 4 *
$,"#，5 / ","%）时间明显多于阴雨天。对雌、雄个体行为同时进行观察的结果表明，雌（雄）鹤卧巢行为

的时间与雄（雌）鹤护巢行为的时间呈显著正相关（相关系数分别为 6 * ",-$ 和 6 *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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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头鹤（1*)& 2($+3"+）是中国$级保护野

生动物，被中国濒危动物红皮书列为濒危（a）

物种，C56W（%--$，!""%）列为易危（c5）物种，并

列入 6C\a_ 附录$中。目前白头鹤仅在俄罗斯

的远东地区以及中国小兴安岭的林间湿地繁

殖［% ’ &］。由于其繁殖生境特殊，筑巢隐蔽，因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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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往对野生白头鹤繁殖方面的研究较少。有学



者曾对繁殖于俄罗斯的白头鹤作过一些报道，

它们大约 ! " # 年达到性成熟［#］；每年 # 月初白

头鹤成对或小群迁到滨海区的比金河流域，中

下旬产卵，通常窝卵数为 $（! % &），但是个别的

每窝仅有一枚卵［’］。在国内，李林于 ())! 年在

小兴安岭找到过一个白头鹤的繁殖巢［!］；郭玉

民等对小兴安岭白头鹤的繁殖习性进行了报

道［*］。关于白头鹤繁殖期的行为节律方面的研

究目 前 尚 未 见 报 道。但 同 属 的 丹 顶 鹤（ " +
#$%&!’!()(）、白 枕 鹤（ " + *)%)&）和 黑 颈 鹤（ " +
!)+,)-&..)(）已有人作过相关研究［, " )］。$--! "
$--# 年作者连续 $ 年的野外调查，共找到 # 对

繁殖白头鹤的巢，并对其中 ! 对白头鹤进行了

近距离定点观察，详细记录并分析了孵卵期白

头鹤的行为节律，现报道如下。

! 研究地区与方法

!"! 研究地区 研究是在黑龙江大沾河湿地

自然保护区内进行，保护区位于黑龙江省小兴

安岭地区，该地区自然概况已有描述［(-］。其中

! 个观察点的地理坐标分别为：($&.-#/$*0!12，

#&.(#/(!0$13；($&.-#/(-0,12，#&.(#/’(13；($&.-!/
()0’12，#&.$(/$-0$13。

!"# 研究方法 研究采取全天瞬时扫描法，在

巢附近搭建迷彩观测篷，利用望远镜、照相机和

摄像机等设备，结合笔记记录的方式对 ! 对白

头鹤的行为进行定点观察，所观察的 (、$ 和 !
号 ! 个巢距观测篷分别为 (- 4、(* 4 和 !- 4。

( 和 ! 号巢各观察孵卵期的最后 * 5，$ 号巢观

察了最后 ’ 5，其中，自搭建好观测篷开始用一

天的时间进行预观察，明确区别雌雄鹤并熟悉

各种行为过程，该观察过程对雌、雄鹤同时进

行，故本研究共收集到雌、雄鹤各 (# 5 的观察

记录。每天观察时间 !：-- " $-：-- 时，此时是

亲鸟的活动期。

孵卵期，白头鹤主要表现有卧巢、凉卵、换

孵、护巢、育雏和觅食行为 * 类，但觅食行为与

护巢和育雏行为是同步进行的，且本文侧重于

繁殖行为的观察，故不再单列觅食行为。所谓

卧巢行为是亲鸟卧于巢上孵卵的行为；凉卵行

为是亲鸟在巢上卧一段时间后，站起或下巢走

动，有时伴有用嘴或脚翻卵的行为；换孵行为是

卧于巢上的鹤与巢下另一亲鹤交换位置的过

程；护巢行为是除卧巢鹤外的另一亲鹤在巢址

附近活动，负责警戒的行为；育雏行为是亲鸟寻

找食物饲喂雏鸟的过程。

为了研究的方便，白头鹤的孵卵期可以人

为分成孵卵前段（$) 5 左右）和孵卵后段（$ 5），

针对白头鹤窝卵数 $ 枚，定义孵卵前段为自孵

卵开始至第一雏可进食为止，孵卵后段为第一

雏可进食至亲鸟带领雏鸟离巢为止。

通过对 ! 对白头鹤 (# 5 的观察，利用 6766
((0- 89: ;<=59>? 对所取得的数据进行统计分

析，先用 @9A49B9:9CD64<:9=9C 和 ED4FG 分别检验

数据正态性及方差的均一性，经检验全部数据

符合参数分析的条件，然后用 /DHIGH（双尾）检验

不同性别、不同孵卵阶段和不同天气状况间行

为的差异显著性。

# 结 果

#"! 不同孵卵阶段各种行为的时间分配 通

过对 ! 对白头鹤各种行为的观察，结果表明，孵

卵期白头鹤的各种行为具有固定的时间分配，

即卧巢行为 !&0#,J、护巢行为 !$0)$J、育雏

行为 $!0$$J、凉 卵 行 为 $0&$J、换 孵 行 为

$0’,J。但是，不同孵卵阶段各种行为的时间

分配又存在一定的差异（表 (）。

由表 ( 可知，白头鹤的卧巢行为（ / % $0)’，

0 K -0-(）、护巢行为（ / % #0$)，0 K -0-(）在孵

卵前段占全天时间比例显著多于孵卵后段；后

段的育雏行为显著多于前段的育雏行为（ / %
L *0,)，0 K -0-(）；此外，凉卵和换孵行为也具

有一定差异。

#"# 不同天气状况对白头鹤行为的影响 观

察发现，不同的天气状况对白头鹤的孵卵期行

为也有一定的影响（表 $）。

孵卵期白头鹤的凉卵行为（ / % (0’’，0 K
-0-(）和育雏行为（ / % #0-*，0 K -0-(）在晴天

和阴 雨 天 之 间 差 异 极 显 著；卧 巢 行 为（ / %
L (0*,，0 M -0-’）、换孵行为（ / % -0*’，0 M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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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 不同孵卵阶段白头鹤行为特征比较

"#$%& ! ’()*#+,-(. (/ 01& $&1#2,(+- (/ 3((4&4 5+#.& ,. 4,//&+&.0 ,.56$#0,(. *&+,(4-

行为 !"#$%&’(（)&*）

卧巢

+&,,&*-
凉卵

.’’/ "--0
换孵

123#$*-" &*345$,&’*
护巢

+#&"/6 *"0,
育雏

7""6
孵卵前段

8(’9#$0" ’: &*345$,&’*（! ; <=）
>?>@>A B CDA@>A ED@>A B EF@GD C=@=D B C=@E? >=A@>G B CD=@?= D@DD B D@DD

孵卵后段

H*$9#$0" ’: &*345$,&’*（! ; <C）
CG=@CG B C<G@>> C=@>> B EG@>= CG@=C B CC@=A <GA@?> B <=D@FE GGC@FG B CAC@CD

" C@?G D@C? D@<D >@C? I =@F?
# D@DDF D@FA D@?C D@DD D@DD

表 7 不同天气白头鹤行为特征比较

"#$%& 7 ’()*#+,-(. (/ 01& $&1#2,(+- ,. 4,//&+&.0 8&#01&+ 5(.4,0,(.-
行为 !"#$%&’(（)&*）

卧巢

+&,,&*-
凉卵

.’’/ "--0
换孵

123#$*-" &*345$,&’*
护巢

+#&"/6 *"0,
育雏

7""6
晴 天 +4**J 6$J（! ; CC） EG>@CC B CEG@<D E>@<C B EA@?F CF@FF B C=@=A EDC@E? B C><@DF ED<@GD B E>F@?=
阴、雨天 K$&*J 6$J（! ; =） GEC@CA B C<?@FF ?@DG B =@D> CD@EE B <E@>D >GA@EE B CCC@?E D@DD B D@DD

" I <@=F <@GG D@=G I <@>E >@D=
# D@<< D@DDA D@GC D@<F D@DD<

图 ! 雌雄白头鹤各种行为的时间分配

9,:;! ",)& $64:&0 (/ 4,//&+5&.0 $&1#2,(+-

和护巢行为（ " ; I <@>E，# L D@DG）均存在一定

差异，但不显著。

7<= 雌、雄白头鹤各种行为的时间分配 通过

<> 6 对雌雄鹤的观察，结果表明，孵卵期白头鹤

雌、雄个体间行为的时间分配存在一定差异（图

<）。雄性每日用于卧巢、凉卵的时间分别占整

个时间分配的 CC@>GM 和 C@<EM，少于雌性的

G>@GM和 E@GM；雄性每日用于护巢和育雏的时

间分别占整个时间分配的 >GM 和 CF@A=M，多

于雌性的 CD@AGM 和 <A@G?M；雌、雄个体间换

孵行为时间相等，均为 C@GFM。利用 "N,"0, 检

验雌、雄白头鹤各种行为的差异，发现雌、雄个

体间的卧巢行为（ " ; I >@?C，# ; D@DD）和护巢

行为（ " ; E@D?，# ; D@DDF）存在极显著差异；凉

卵行为（ " ; I <@DE，# ; D@E<）和育雏行为（ " ;
D@FG，# ; D@>=）不存在显著差异；换孵行为（ "

·G>·E 期 徐纯柱等：白头鹤孵卵后期的行为节律观察



图 ! 雌性白头鹤日活动节律

"#$%! &’()*#+, ,(-.(/ +0 0’/)1’ 2,)3’
———!———卧巢 !"##"$% ———"———凉卵 &’’( )%%*

———#———换孵 +,-./$%) "$-01/#"’$ ———$———护巢 !.")(2 $)*#

———%———育雏 3))2

4 5655，! 4 7655）无差异。

同时，研究发现雌（雄）鹤卧巢行为的时间

与雄（雌）鹤护巢行为的时间呈显著正相关（相

关系数分别为 " 4 5689 和 " 4 56:;）。

!45 雌、雄白头鹤各种行为的日活动节律 通

过对 < 对繁殖白头鹤 79 2 的观察发现，每天雄

鹤的护巢行为与雌性的卧巢行为变化规律相似，

呈“凹”型曲线，即早、晚出现活动高峰，日间为低

谷；而雌性的护巢行为与雄性的卧巢行为变化规

律相似，呈现“凸”型曲线，即日间呈现高峰期，

早、晚出现低谷，此外，雌、雄个体育雏行为变化

规律相似，但雄性所占时间比例高于雌性。换孵

和凉卵行为的总体水平较低，在 75=以下，且雌

雄个体换孵行为变化规律相同（图 >、<）。

图 6 雄性白头鹤日活动节律

"#$%6 &’()*#+, ,(-.(/ +0 /)1’ 2,)3’
———!———卧巢 !"##"$% ———"———凉卵 &’’( )%%*

———#———换孵 +,-./$%) "$-01/#"’$ ———$———护巢 !.")(2 $)*#

———%———育雏 3))2

6 讨 论

鹤类的孵 卵 行 为 是 由 雌、雄 鹤 共 同 担 当

的［77］，但各自担任的职责不同。通过对野生白

头鹤孵卵过程的观察，发现白头鹤雌雄个体间

行为活动的时间分配具有一定差异。尽管雌雄

鹤共同孵卵，但主要以雌鹤为主，夜间均由雌鹤

卧巢。雄鹤仅在部分时间内代替雌鹤卧巢，使

雌鹤取食，以补充自身消耗的能量，而大部分时

间在巢址附近护巢。因此对白头鹤来说，孵卵

期内雌性主要行使卧巢孵卵的责任，雄性则担

任护巢的职责。

研究表明，孵卵前段的护巢行为占整体时

间的比例显著多于孵卵后段，原因在于孵卵后

段有雏鸟出壳并能进食，亲鸟首先要为雏鸟提

供必要的食物。同时还发现，随着雏鸟出壳日

期的临近，亲鹤日平均卧巢时间减少，凉卵时间

增多，产生这一现象的原因，可能与天气越来越

热以及随着孵卵时间的推移胚胎自行产热增加

有关。

天气状况对鸟类行为的时间分配有一定的

影响［77］。通过观察，对晴天和阴雨天的行为比

较，作者证实了上述结论。但是这种影响并不

是均匀地施加给每种行为的，最突出的是凉卵

和育雏行为。晴天凉卵和育雏行为的时间显著

多于阴雨天，这说明是白头鹤在长期的繁衍种

群的进化过程中筛选出的一种适应性机制。

研究发现，白头鹤在整个孵卵过程中，始终

是雌、雄鹤交替卧巢，这与丹顶鹤［8］、白枕鹤［?］

相似，而与黑颈鹤［:］具有一定差异。黑颈鹤在

孵卵后期（即出壳前后），全由雌鹤负责，雄鹤大

部分时间在觅食地度过。这说明即使亲缘关系

较近的物种，当出现地理分布的差异时，往往还

会导致不同程度的行为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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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 ］ 李春源，潘维利，曹玉朴 4白枕鹤生态习性研究 4见：黑

龙江省林业厅主编 4 国际鹤类保护与研究 4 北京：中国

林业出版社，"@@R，%! Q %B$
［ A ］ 李德浩，周志军，吴至康等 4 四川松潘草地黑颈鹤的种

群结构和育雏期行为观察 4 见：黑龙江省林业厅主编 4
国际鹤类保护与研究 4 北京：中国林业出版社，"@@R，S@

Q %"$
［ @ ］ 吴建平，刘振生，李晓民等 4 扎龙保护区丹顶鹤繁殖行

为观察 4动物学杂志，PRRP，#$（!）：%P Q %#$
［"R］ 郭玉民，刘相林，徐纯柱等 4小兴安岭白头鹤繁殖地种

群数量初步调查 4动物学杂志，PRR!，%&（%）：!" Q !%$
［""］ 戴维 K 埃利斯等 4 鹤类生物学及饲养管理与保护 4 北

京：中国林业出版社，PR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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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雁途经河北的新记录

PRR# 年 " 月 B 日 @：SR 时，在河北邢台八一水库发现了 " 只黑雁（!"#$%# &’"$()*#）。水库南岸中间部位尚有约

R$S :JP 的水域没有结冰，冰水交接处的冰面上共有 #B 只水鸟，其中绿头鸭（+ 4 ,*#%-".-$)./0）!@ 只，斑嘴鸭（+"1’1
,/’)(*/".-$).#）S 只，绿翅鸭（+ 4 )"’))#）S 只，苍鹭（+ 4 )($’"’#）" 只，黑雁 " 只。黑雁在水鸟群的一侧独自活动，与鸭群

若即若离，时而埋头休息，时而翘首远望。"R："R 时，黑雁独自南飞，但时间不长又飞回原处。" 月 "% 日，再次到八

一水库准备进一步观察和拍照黑雁时，那只黑雁已经杳无踪迹。

黑雁属中等体形的雁类，比绿头鸭稍大。嘴和脚黑色，尾下覆羽白色。灰色的颈部两侧具特征性的白色图纹。

由于该鸟在我国属罕见冬候鸟，虽易识别，但很难见到。黑雁是典型的迁徙型鸟类，分布在我国的黑雁主要迁徙于

西伯利亚北极冻原带繁殖地和我国黄海、东海和渤海湾以及朝鲜和日本沿海等越冬地之间。目前的种群数量极为

稀少，据 "@@R 年和 "@@P 年国际水禽研究局组织的亚洲隆冬水鸟调查，"@@R 年我国仅有 %# 只，"@@P 年没有见到。闫

建国 "@@@ 年曾报道，"@@A 年 "" 月至 "@@@ 年 " 月，在荣成大天鹅自然保护区发现 PRS 只黑雁在此越冬。由此看出，

黑雁在我国的数量正缓慢地得以恢复。

查阅有关黑雁记载的文献资料，有记录的省份是吉林、辽宁、山东等地，山西和台湾曾有迷鸟出现，河北没有记

录。这次在河北邢台发现黑雁有两种可能，一是属于迷鸟；二是邢台属于少量黑雁的迁徙通道，我们认为迷鸟的可

能性较大。

武宇红 赵 静

（邢台学院生物学系 河北邢台 R!%RR"）

·B%·S 期 徐纯柱等：白头鹤孵卵后期的行为节律观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