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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南充地区棕背伯劳的繁殖习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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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年 * ( # 月在四川省南充市区及近郊对棕背伯劳（ 1+$#)& &2"+2"）的繁殖习性进行了研究。结

果表明，棕背伯劳 ! 月中下旬开始繁殖，雌雄参与筑巢，多筑巢于庄稼地或菜地边缘区域的高大乔木上。

对 !" 巢共 %* 个巢址因子主成分分析表明，影响巢址选择的主要因素有 $ 个，累积贡献率达 +!,*+-，其

中巢位与光照因子贡献率最高，达 **,$)-。棕背伯劳的产卵期、孵化期及育雏期分别为 & ( ) .、%! ( %$
.、%$ ( %# .，育雏期亲鸟的喂食模式有 * 种。雌鸟在育雏期的暖雏高峰主要出现在 +："" ( ’："" 和 %#：""
( %)："" 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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棕背伯劳（ 1+$#)& &2"+2"）是伯劳中体型较

大者，性凶猛，不仅善于捕食昆虫，还常常猎杀

小鸟、蛙和啮齿类，被称为雀形目中的猛禽［%］。

国内分布广泛，在南充地区为留鸟［!，*］。主要栖

息于低山丘陵和山脚平原地区，夏季可上到

! """ J 左右的中山次生阔叶林和混交林的林

缘地带。除繁殖期成对活动外，多单独活动。

常见于农田、果园、河谷、路旁和林缘地带。以

昆虫等动物性食物为食，对控制农林害虫数量

有一定的作用，是一种农林益鸟［!，$］。有关棕背

伯劳的生态习性各地鸟类志中多有描述［* ( )］，

目前国内尚未见有关棕背伯劳繁殖习性的专题

报道［+ ( %%］。鉴于此，笔者于 !""& 年 * ( # 月在

四川省南充市市区及近郊的 * 个样地对棕背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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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劳的繁殖期行为进行了观察，旨在今后为该种



农林益鸟的保护提供基础生物学资料。

! 研究地区及研究方法

!"! 研究区域的自然概况 研究区域位于四

川省东北部、川中盆地中心、嘉陵江中游西岸的

南充市（北纬 !"#!$%&’ ( !"#!$%)’，东经 *"$#"+% (
*"&#"$%）的 ! 个样地，即：清泉坝蔬菜基地（以下

简称清泉坝）、嘉陵江沿岸及西河沿岸（以下简

称西河）、南门坝。气候属于中亚热带湿润季风

气 候。 四 季 分 明，冬 暖 夏 热，年 平 均 温 度

*&,$-，年降水量 ./" ( * *"" 00［*/］。

!"# 研究方法 /""+ 年 ! ( + 月，采用焦点取

样法（12345 467045 8409576: ）和完全记录法（455;
233<==>63> =>32=?76:）在四川省南充市区及近郊

对棕背伯劳的产卵、孵化和育雏期的行为进行

了观察。从 / 月下旬开始，每周对选定的 ! 个

样地调查一遍，若发现筑巢个体则进行隔日跟

踪观察，以确定棕背伯劳进入产卵期的准确时

间。对 ! 个样地内进入巢期的各巢进行隔日观

察，在距巢树 /" 0 隐蔽且视野清晰的地点用双

筒望远镜进行定点观察。重点观察了清泉坝的

两个巢和西河岸的一个巢，记录行为的发生时

间、持续时间及次数，$："" ( *.："" 时作不间断

观察（其中清泉坝 / 号巢孵化期除外，为 $：!" (
*.：!" 时）。并对嘉陵江沿岸和南门坝的 */ 个

巢进行补充观察。

巢址选择以营巢树为中心做 *" 0 @ *" 0
样方调查［*!］。调查项目包括：巢树胸径、距菜

地距离、人为影响、距水源距离、巢高、草本种

数、巢枝分叉、离路距离，菜地面积、营巢树种、

巢树高、巢向和乔木株数共 *! 个变量。其中人

为活动分为 ! 个等级：高（在观察期间以巢树为

中心，半径为 + 0 的圆形区域内出现的人次，

每 !" 076，*" 人以上）、中（+ ( *" 人）、低（ A +
人）；巢向是指巢枝在营巢树上的方向；巢枝分

叉情况是指巢筑于营巢树的第几级叉枝（第一

级分叉为主干分出的叉枝，第二级分叉是主干

分出叉枝的进一步分叉，其他以此类推）。由于

观察的 /" 巢中有 *+ 个均筑于 / ( ! 月初，而此

时的营巢树均无树叶，故排除营巢树的树冠郁

闭度 对 棕 背 伯 劳 巢 址 选 择 的 影 响［*B，*+］。用

CDCC **," 软件处理数据。文中数据用!! E "#
表示。

# 结 果

#"! 巢生境选择 / 月中下旬棕背伯劳开始

选择巢址。选址完成后，雌雄共同筑巢，筑巢期

是 ) ( */ ?（$ F */）。多将巢筑于菜地周围的高

大乔木上，其中小叶杨（%&’()(* *+,&$++）上有 *&
个巢，占全部发现巢的 .+G。对 ! 个样地 /" 个

巢址样方的 *! 个参数的主成分分析表明，前 B
个主成分的特征值均大于 *，累 积 贡 献 率 达

./,!.G，说明前 B 个主成分基本能够代表 *!
个参数的信息含量，提取前 B 个主成分并计算

各变量特征向量（表 *）

表 ! 棕背伯劳巢址选择的主成分分析

变量
特征向量

*（!!,B&*）/（*),)))）!（*&,B&)）B（**,B!*）

巢树胸径（30） ","$) H ","!/ ","B/ H ",!""
菜地距离（0） H ","!B ",!&& H ","!$ H ","&/
人为影响 ","++ ","B" H ",B.+ H ",*.)
水源距离（0） H ",""B H ","") ",**& ",B!$
巢高（0） ",/&) H ","!/ H ","*+ ","!+
草本种数 ","+/ ",/.& ","$+ ",*)B
巢枝分叉 ",/"! ","B" ","&/ ",!..
离路距离（0） H ","&B H ","** ",B*" ","*.
菜地面积（0/） ","+. H ",!$! ","B& ","$B
营巢树种 H ",/+" ","+& H ","!/ H ","/*
巢树高（0） ","&/ ","&& ",*&! H ",*B*
巢向 ",/!. H ","B! H ",*") H ","!$
乔木株数 ",/"" ",*$& H ",")& ","+/

括号内数值为主成分的贡献率。

从表 * 可以看出第一主成分中，乔木株数、

营巢树种、巢向、巢高的相关性较高，反映了巢

位与光照条件，将其定名为巢位与光照因子。

在第二主成分中，菜地面积、菜地距离以及草本

种类的相关性很高，反映了棕背伯劳的觅食地

的情况，故将其定名为食物因子。在第三主成

分中，人为影响、离路面距离、巢树高明显相

关，反映了棕背伯劳在选址时考虑到了人为影

响与安全，故将其定名为人为影响与安全因子。

第四主成分中的巢枝分叉、巢树胸径、水源距离

相关性高，其中巢枝分叉和巢树胸径反映了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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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伯劳巢址选择中的乔木情况，而水源距离则

反映了棕背伯劳对水源的要求，故定名为乔木

与水源因子。以上结果归纳为表 !。

表 ! 棕背伯劳巢址选择的主成分分类与命名

主成分 参数名称 命名 贡献率（"）

#

乔木株数

营巢树种

巢高（$）

巢向

巢位与光照因子 %%&’(#

!
菜地距离（$）

草本种数

菜地面积（$!）

食物因子 #)&)))

%
人为影响

离路距离（$）

巢树高（$）

人为影响与安全因子 #(&’()

’
巢树胸径（*$）

水源距离（$）

巢枝分叉

乔木与水源因子 ##&’%#

!"! 产卵与孵卵 % 个样地中，首见产卵于 ’
月 #) 日，产卵期为 + , ( -（ ! . #/）。一天产一

枚卵，多产于上午 (：00 , )：00 时。产卵期间雄

鸟有情饲行为，但次数很少，每天最多 % 次（ !
.#% -）。产齐卵前，部分巢的雄鸟有求偶行

为，雌体接受并与之交配，整个交配过程持续 %
, + 1（! . /）。其中产卵期第一天和第三天均

有求偶行为发生（仅第一天发生求偶有 % 巢，两

天均出现求偶有 + 巢）。据 #+ 巢数据，棕背伯

劳的孵化期为 #! , #’ -，孵化期间雌鸟主要孵

卵，偶尔参与驱赶，协助雄鸟警戒。雄鸟以警戒

及补充雌鸟能量为主。对清泉坝 ! 号巢雌鸟孵

化行为进行了全天观察（2：%0 , #/：%0 时），其在

巢和出巢时间见表 %。

表 # 棕背伯劳雌鸟的在巢和出巢时间

日期

（-）

日出巢

次数

出巢时间

（$34）

最长坐巢

时间（$34）

在巢率

（"）

%5- !# (&+( 6 (&’! +/ /#
’78 #( 2&+’ 6 2&’+ ’2 /+
(78 #/ /&(+ 6 /&!+ +2 /#
#078 !+ (&++ 6 2&+! ’+ (2
##78 #) ’&’% 6 %&2# +% 2)

!"# 育雏期 据 % 个样地的跟踪观察，育雏期

为 #’ , #2 -（! . #+）。雏鸟孵出后雌鸟将卵壳

衔出巢，孵出第一只雏鸟当天并没有发现有喂

食行为。首见清泉坝进入育雏期为 ’ 月 #) 日，

巢内育雏期最晚结束于 2 月 / 日。亲鸟在这一

时期的行为主要是：喂食、驱赶、回巢观望（亲鸟

回巢立于巢边，但很快离去，时间 9 %0 1，无喂

食）、暖雏、护雏等行为，暖雏主要由雌鸟承担。

育雏期间，棕背伯劳有 % 种喂食方式：:&
雌鸟回巢喂食；;& 雄鸟回巢喂食；*& 雄鸟将食

物递给雌鸟由雌鸟喂食。其特点为：（#）雌鸟多

先在巢枝附近警戒后，跳至巢沿喂食，但在喂雏

高峰时间段警戒时间缩短或消失；（!）雄鸟动作

迅速，极少在巢枝附近逗留；（%）雄鸟将食物递

给雌鸟后有时站在巢沿，有时直接飞离巢枝，据

/ 巢共 +2 个工作日的观察，该模式在育雏前期

所占比重较大（图 #）达 22&22"。育雏期不同

阶段（将育雏期按持续天数平均分为 % 个阶段）

% 种喂食模式的喂食比率见图 #。

图 $ # 种喂食模式喂食比率的分布

:<雌鸟喂食；;<雄鸟喂食；*<雄鸟将食物递给雌鸟由雌鸟喂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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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棕背伯劳的护雏行为主要出现在恶劣的天

气情况下：在非常炎热的晴天，雌鸟立于巢沿，

双翅展开背对阳光，并伴有低鸣。该行为基本

上都发生在 !"：## $ !%：## 时，记录到最长的持

续时间为 &’ ()*（温度!"#+）；下中雨或大雨

时，雌鸟蹲于巢中，展开双翅搭在巢沿，其持续

时间依不同的降雨强度和持续降雨时间而不

同。雌鸟在育雏前期仍花较多的时间暖雏，育

雏中期则明显减少，育雏后期仅在巢枝附近活

动，而没有暖雏行为。育雏期暖雏节律具体见

图 "。

图 ! 棕背伯劳育雏期暖雏节律

!"# 领域性 棕背伯劳领域性很强，雌雄体均

参与警戒，但以雄鸟为主。繁殖期各阶段的领

域性变化较明显，其中雄鸟在产卵期第一天驱

赶异种鸟类的次数占其出现次数的 ,%-&.，明

显大于第六天（%"-/%.）；雌鸟也参与警戒，占

总警戒次数的 0-&/.（ ! 1 !&），此期间还见雄

鸟在栖位点鸣唱标记领域，多发生在清晨和中

午。在孵化前期雄鸟的警戒性很强，曾发现 /
号巢雄鸟从 !## ( 以外的菜地高速低飞驱赶离

巢 "# ( 左右的一群灰椋鸟。在孵化后期雄鸟

的警戒行为频率和强度逐渐减弱，甚至珠颈斑

鸠出现在营巢树上也未见雄鸟有驱赶行为。棕

背伯劳在繁殖各时期的驱赶行为发生的次数以

及驱赶对象的情况见表 %。

表 # 繁殖各时期的驱赶行为发生的次数

繁殖

阶段
种类

出现

次数

被驱赶

次数

产卵期 乌鸫 "#$%#& ’($#)* /& !0
大山雀 +*$#& ’*,-$ 0 "
白头鹎 +./!-!0#& &1!(!&1& % /
灰椋鸟 20#$!#& /1!($*/(#& & &
丝光椋鸟 2 - &($1/(#& " !
戴胜 34#4* (4-4& !! #
雉鸡 +5*&1*!#& /-)/51/#& 2 #
珠颈斑鸠 20$(40-4()1* /51!(!&1& ! !
黑尾蜡嘴雀 6-45-!* ’17$*0-$1* 2 %

孵化期 珠颈斑鸠 2 - /51!(!&1& % "
棕背伯劳 8*!1#& &5*/5 & &
黑尾蜡嘴雀 6-45-!* ’17$*0-$1* !! &
乌鸫 " - ’($#)* %" 2
灰椋鸟 20#$!#& /1!($*/(#& 2 &

育雏期 黑枕黄鹂 9$1-)#& /51!(!1& % /
黑尾蜡嘴雀 6-45-!* ’17$*0-$1* , 0
乌鸫 " - ’($#)* "" &
珠颈斑鸠 20$(40-4()1* 0$*!:#(;*$1/* 2 "

$ 讨 论

$"% 巢址选择 棕背伯劳繁殖较早，开始选巢

到筑好巢时，营巢树的树叶尚未长出，这可能是

因为棕背伯劳性情凶猛，在南充地区的天敌（雀

鹰 <//1410($ !1&#& !1&-&1’1)1&）已几乎绝迹［"，!2］，棕

背伯劳被捕食的压力很低。因此在巢址选择上

并没有注重隐蔽因素，而是注重光照因素与巢

位因素（贡献率 //-%0!.）以及食物来源（贡献

率 !,-,,,.）。棕背伯劳注重食物来源与其在

育雏期需消耗大量能量搜寻食物喂养雏鸟是相

适应的［!0］。在其巢址样方内或附近多有面积

不等的菜地，与其喜食地面昆虫有关［,，!#］，而以

菜地为生境的昆虫数量多且易于捕食，这提高

了觅食效率，节省了能量，体现了行为的经济

性［!,］。

有报道记载红尾伯劳的巢多筑在开阔或人

行道旁的树上，与其喜食地面昆虫有关［!/，""］。

两种伯劳在选巢时均考虑到了食物这一主要因

素，并且将巢址选择在食物丰富的区域，这一点

在鸟类选择巢址的原则上是一致的［"%］。但其

他因素如在巢高和营巢树高度上不同的伯劳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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巢时所占的比重是不同的［!"］，其具体机制尚待

深入研究。

!"# 领域行为 棕背伯劳的领域范围以育雏

期最大，产卵期和孵化期最小。育雏期食物的

需要量最大，导致育雏期领域较巢前期有所扩

大［!!］。清 泉 坝 两 巢 附 近 均 有 ! # $ 个 乌 鸫

（!"#$"% &’#"()）巢，在巢前期以及产卵期和孵

化期的领域性较强，这与鲁长虎［!］的结论相似，

但育雏期棕背伯劳对乌鸫的警戒性降低，甚至

与产卵期持平（表 !）。导致这种现象的原因可

能是：棕背伯劳主要取食地面草丛和庄稼上的

昆虫，乌鸫主要取食树干上的昆虫，所以两者的

空间生态位是分离的［!%］。乌鸫巢在棕背伯劳

巢域内存在，棕背伯劳既无法将乌鸫彻底赶走，

也无法接受乌鸫频繁出现在其巢域内；乌鸫在

育雏期对巢树附近的保护很强［!%］，在巡护自己

巢域的同时也为棕背伯劳进行巡护；棕背伯劳

将部分觅食空间让予乌鸫，乌鸫在保护觅食地

时节省了棕背伯劳保护其巢域的能量，使其集

中时间和精力哺育后代。因此可以推测，棕背

伯劳与乌鸫之间是一种互惠的关系，这是一种

短暂而且临时的合作，合作双方都增加了繁殖

上的净收益［!&］。

!"! 育雏行为 棕背伯劳的育雏行为因所处

不同的育雏阶段而不同［$$］，亲鸟将有限的精力

合理分配对提高其适合度是很重要的［$’］。由

表 $、图 ! 和图 $ 可以看出，在育雏前期雌体在

暖雏上投入较多的精力以保证后代的存活，因

为此时雏鸟身体基本是裸露的，体温调节能力

很差，雄鸟则主要负责觅食和巡护；在育雏中期

和后期，雏鸟绒羽已较丰满，体温调节能力逐步

完善［$!］，组织器官生长迅速，需要大量的食物，

因此雄鸟和雌鸟把主要的精力投入到觅食和喂

雏中，而此时由于雏鸟的体积迅速增大，雌鸟也

无法立于巢中暖雏。鸟类的育雏行为谱是先天

性的，这从亲鸟育雏模式以及育雏行为结构的

变化可以看出，但其具体行为的组合在提高自

身适合度的基础上却因具体环境条件的差异而

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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