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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研究区域

新垦镇位于东经 %%.R.&S，北纬 !!R.#S，为

广州的最南端、珠江出海口前沿，濒临伶汀洋，

三面环海。新垦镇由万顷沙洲发育、后经人工

围垦而成。本区域属亚热带海洋季风气候，冬

无严寒，夏无酷暑，雨量充沛，光照充足。

椋鸟集群于新垦第十九涌，是典型的河口

海岸型湿地，多人工虾塘，东南角于 !" 世纪 )"
年 代 种 植 人 工 红 树 林，树 种 以 无 瓣 海 棠

（:($$%*+8#+ +D%8+,+）为主，红树林的面积达 "R&
TK!，平均高度约 # K。与此相邻的是咸水型的

塘基湿地。每年冬季都有数万只候鸟来此过

冬，包括雁鸭类和.鹬类。据了解，自 %))& 年

新垦出现椋鸟集群现象，主要位于十五涌的围

垦公司场部庭院内水池边的 . 棵大叶榕（C#5)&
A#*%$&）树上，每棵树高约 & K，干粗 ! K，所占面

积共约 !"" K!，于 !""! 年迁至现在的人工红树

林中。据当地人介绍，椋鸟集群每年多从 %" 月

开始，$ 月结束。该地区的椋鸟主要是丝光椋

鸟（:8)*$)& &%*#5%)&）。丝光椋鸟分布于华南，自

陕西西南部、河南和安徽南部、江苏至广东和海

南岛，西至四川、云南。国外无分布，为我国特

有种［%］。

; 研究方法

!""& 年 % 月 # 日到 $ 月 %" 日在广州市番

禺区新垦对冬天椋鸟集群现象进行了观察。每

隔 !" O 左右观察一次，每次连续观察 ! O，共进

行 & 次 %" O 的观察。每次观察在椋鸟飞离或

飞回的时间提前半个小时开始，到椋鸟全部飞

出或飞回后半个小时结束。每次都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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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其中一人记录。调查方法用直接计数法。

由于群体数量极大，且处于飞行状态，因此以

!、"#、$#、!#、"## 等为计数单元来估计群体的数

量!。

记录早上离开和晚上飞回时间、群数及每

群的个体数。其种类组成借助于 % & ’$ 双筒望

远镜观察其飞行群体鸟类特征，用 ()*+( $# ,
-! 倍单筒望远镜观察其静止个体。

! 结果与讨论

!"# 时间规律 总体上椋鸟早上飞离时间是

逐渐提前的，但 " 月 $. 日、$/ 日和 $ 月 $" 日、

$$ 日 - 0 是阴雨天，因此椋鸟飞离时间未有明

显提前的迹象，但到 ’ 月 $$ 日已提前到 .：’!
时左右（表 "）。飞离所用时间长度极显著地小

于飞回所用时间长度（! 1 #2#"）。

!"$ 椋鸟集群大小的频次 在椋鸟早上飞离

和傍晚飞回的群体中，集小群情况的占多数，大

群的相对较少。早上飞离和晚上飞回的群体总

的趋势基本相同（图 "）。

表 # 椋鸟早上飞离和晚上飞回的时间

日期（月 3日） 早上开始时间 结束时间 持续时长（456） 晚上开始时间 晚上结束时间 持续时长（456）

"2. /："$ /：-! ’’ "/："! "/：-- $7
"2/ /：#$ /：’- ’$ "/："# "/：!# -#
"2$." /："’ /：!# ’/ "/：#$ "%：#/ .!
"2$/" /："% /：’’ "! "/：’. "%："# ’-
$2$"" /：$# /：-! $! "/：#/ "/：!- -/
$2$$" /："% /：-. $% "/：#7 "%：## !"
’2$$ .：’! .：’! ! "/：-! "%：-# !!
’2$’ .：’. .：’. ! "/：’7 "%：#! $.
-2"# 8 8 8 8 8 8
-2"" 8 8 8 8 8 8

9:;6 < =>"" $$2! < "$2.? -’2- < "’2!@

" 阴雨天；""?、@ 表示差异显著性水平，! 1 #2#"。

图 # 早上飞离和傍晚飞回的椋鸟群体频次分布

?：早上；@：傍晚。

$"% 椋鸟早上飞离和晚上飞回的个体数与时 间的关系 椋鸟早上飞离和晚上飞回的个体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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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是平均分布的，而是集中在某个时间段。早

上飞离的椋鸟在 !："" # !：$" 的时间段里个体

数量最大，以后逐渐减小，几乎成直线下降。晚

上飞回的椋鸟主要集中在 $!：%" # $&："" 时，

$!：%" # $!：’" 时是椋鸟飞回的最高峰（图 %）。

图 ! 椋鸟个体数与时间的关系

(：早上；)：傍晚。

阴雨天椋鸟飞离的时间有延后的倾向。曹

垒曾提到灰椋鸟（ ! * "#$%&’"%()）早上飞离的时

间和光照的关系，光照是影响飞离时间的重要

因子［%］。从时间上看椋鸟群体早上飞离的时间

比较集中，一般半个小时左右就全部飞出，而晚

上飞回的时间则持续较长。这可能是因为椋鸟

觅食地离栖息地远近不同，离栖息地较远的飞

回也晚。本文初步总结了椋鸟越冬集群的一些

规律，但由于观察次数较少，所以很难进行更深

一步的探讨。对椋鸟白天的觅食地、觅食群体

的情况以及椋鸟集群的原因，都有待进一步的

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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