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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州地区夜鹭的求偶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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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年及 !""$ 年 ) & ’ 月在河南郑州市区对夜鹭（1023#2(*+4 $023#2(*+4）的求偶行为进行了观察。

结果表明，) 月中旬至 ( 月底雄性夜鹭表现出占区及固定的仪式化求偶行为，主要包括伸展炫耀、扬举炫

耀、炫耀羽毛和配偶形成后的相互爱抚 $ 个方面，其中前两种行为是夜鹭主要的求偶行为。在营巢地，

求偶行为从早上日出之前夜鹭觅食归来开始，一直持续至日落前后。夜鹭的配偶选择包括雄性之间对

巢区的竞争、雄鹭与雌鹭的相互选择等一系列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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夜鹭（1023#2(*+4 $023#2(*+4）是一种常见的

涉禽，对其分布、繁殖、越冬生态、种群动态等方

面已有深入研究。夜鹭集群营巢，为单配制，雌

鸟与雄鸟共同营巢、轮流孵卵、共同育雏［%，!］。

夜鹭雌鸟与雄鸟外形相似，其求偶炫耀主要为

一系列的姿态炫耀［)］，包括扬举炫耀及求偶喂

食行为［$］。迄今对夜鹭的求偶行为缺乏系统详

细观察，笔者于 !"") 年 ) & ’ 月，对河南郑州市

区营巢夜鹭的求偶行为进行了观察，!""$ 年补

充观察。现将结果报道如下。

: 工作区自然概况及工作方法

夜鹭自 %++% 年起开始在郑州市区的行道

树上筑巢繁殖，以后种群不断增大，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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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



夜鹭巢数已经超过 ! !"# 个。夜鹭营巢区域主

要位于金水大道至纬五路，花园路至文化路之

间，即 "$%$&’&!( ) "$%$!’""(*，++"%",’$#( ) ++"%
$#’"-(.，大约 - /0-。除夜鹭外，在本区营巢繁

殖的还有池鹭（ !"#$%&’ (’))*+,）、白鹭（ -."$//’
.’"0$//’）等鹭科鸟类［&］。本区行道树主要有二

球悬铃木（ 1&’/’2+, ’)$"34%&3’）、泡桐（ 1’+&%523’
4%"/+2$3）、杨（1%6+&+, ,37%233）、榆（8&7+, 6+73&’）

和刺槐（9%(323’ 6,$+#%’)’/3’），夜鹭在前三种树

上营巢，以二球悬铃木为主。树高分别为：二球

悬铃木（-+12 3 +14!）0，2 5 -#；泡 桐（+,1+ 3
+14$）0，2 5 -#；杨（+!1, 3 #12+）0，2 5 +#。营

巢区域道路总长 $ !## 0，道路面积约 +"- $##
0-，本区为中心城区，人口密集，约为 "" $"# 人6
/0-。在市区东北有大片人工鱼塘及稻田，成为

夜鹭的觅食地，距市区营巢地约 & ) +# /0，最

远飞至黄河滩觅食，距营巢地约 +# ) +& /0。

自 " 月初夜鹭迁至市区营巢地开始，在夜

鹭栖息路段附近的建筑物上设观察点，距离目

标动物约 & ) "& 0，直接观察或用 2 7 望远镜观

察。按照占枝的位置及目标动物外形特征对夜

鹭进行个体识别并记数，结合配对后的交配行

为进行雌雄鉴别。

$ 龄前夜鹭的外形差异十分明显，野外易

于辨认［!］，当年幼鸟（+8）额、眼先和体羽棕褐

色，有白色斑纹，喙和虹膜黄色，跗"和趾黄绿

色；第二年亚成体（-8）体羽（主要是飞羽羽端）

有白色斑纹，背有成片灰色，头顶灰色，上喙及

下喙尖端黑色，虹膜橘黄色；第三年亚成体（"8）

羽端无白斑或极少白斑，具冠羽 + ) " 根或无，

背羽染黑色，头顶及枕部黑色，飞羽灰褐色，虹

膜橘红色；第四年及以上成体（$89 ）冠羽白色，

头顶、肩背部黑色，腹部及飞羽灰白色，额基灰

白至白色，虹膜红色，跗"及趾黄色［+，!］。

以目标动物取样法对夜鹭的求偶行为进行

观察，记录动物的各种行为［4］。正式观察前，先

进行预备观察，熟悉和掌握夜鹭的主要求偶行

为。每天观察前，先给当天开始进行求偶行为

的雄鸟编号，用随机数字表确定观察对象和顺

序，每次每人只观察 + 只鹭鸟，连续观察 + :，若

到规定时间时，某个连续动作尚未完成，则延长

记录至该动作结束。观察在 !：## ) +,：## 时之

间进行，每天约 - ) " :（共观察 - ) " 只雄性鹭

鸟），照顾到一天中各时间段的平衡，共观察约

,# :。在研究区域内共对 -$ 只雄鸟（亚成体 +"
只，成体 ++ 只）的求偶行为进行了连续观察，用

连续记录法记录求偶行为发生的次数及持续时

间（用秒表记时），并以此求得目标动物某种求

偶行为的频次，即连续发生次数6持续时间，记

为次60;<。在研究期间除用目标动物取样法观

察外，还记录研究区域内发生的重要事件，如夜

鹭开始占枝，第一次出现求偶行为，求偶成功时

间（开始营巢或第一次交配），在鹭群中最后见

到求偶行为日期等。求偶持续天数的统计是从

发现占枝的鹭鸟开始有求偶行为记起，到占区

鸟和配偶一起衔材营巢（或第一次交配）为止，若

求偶失败，则以占枝鹭鸟离开占枝地点为止。数

据用 .=>?@ -##" 处理，结果用 A?B< 3 CD 表示。

! 结果与分析

!"# 求偶期 -##" 年 " 月 & 日前后最早见到

夜鹭从越冬地迁到市区，在行道树上集群栖息。

自 " 月中旬部分夜鹭散开筑巢，在此期间常在

夜鹭 栖 息 的 树 下 见 到 ! ) +$ >0 长 的 鲫 鱼

（:’"’,,3+, ’+"’/+,）、鲇鱼（1’"’,3&+"+, ’,%/+,）、鲤

鱼 （ :;6"32+, )’"63% ） 及 黑 斑 蛙 （ 9’"’
23."%7’)+&’/’）等，为夜鹭遗落所致。" 月 -# 日

最早观察到夜鹭群体中开始出现仪式化求偶行

为，并一直持续到 & 月 "+ 日。因此，郑州地区

夜鹭群体仪式化求偶行为的发生时间从 " 月中

旬至 & 月底，求偶期长达 4# E 左右；但亚成体

最早为 $ 月 -+ 日，仅持续 $# E 左右。根据 -##$
年 " 月 -+ 日昼夜观察，求偶行为从日出之前夜

鹭觅食归来以后便开始出现，最早为上午 !：##
时，一直持续至日落前后。

!"! 求偶持续天数及配对成功率 一般雄鸟

具有占区及求偶行为。在研究区域内对 -$ 只

雄鸟（亚成体 +" 只，成体 ++ 只）的求偶进行了

连续观察，发现最后配对成功的有 +- 只（亚成

体 $ 只，成 体 2 只），亚 成 体 配 对 成 功 率 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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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体为 $&#$!%。成体平均求偶持续

天数为（!#’( ) ’#*"）+（ ! , (），亚成体为（ *#-
) ’#-$）+（ ! , .）。与亚成体的求偶相比，成

鸟求偶持续的天数显著较亚成体少（ " , -#"!，

# / "#"’），而配对成功率则显著高于亚成体（ "$
, &#"’.，# / "#"-）。

影响夜鹭配对的因素主要有鸟的年龄、占

区的位置等。一般是成体与成体（* 对）、亚成

体与亚成体配对（共 . 对。以! 0"表示，&1 0
&1 一对，!1 0 &1 两对，!1 0 !1 一对），也有成体

!与亚成体"配对（共 & 对：均为 .10 0 !1），但

没有发现亚成体! 与成体"配对的现象，在观

察到的繁殖对中，雌鸟的年龄均小于或等于雄

鸟。占区的位置（代表了社群等级）亦很重要，

在树枝高处的雄鸟容易找到配偶，而在低处和

边缘位置的雄鸟不易找到配偶。

!"# 仪式化的求偶行为 雄鹭常以树枝分叉

处（即以后筑巢位置，距地面约 ’! 2 &" 3）为中

心或在旧巢中开始求偶活动，求偶时伴随着占

区（枝）行为，其表现为兴奋，攻击性强，在巢址

附近不时地巡视，行走时为蹲伏状，若有入侵

者，立即示威驱赶。在求偶期间夜鹭外形上的

变化主要是腿的裸露部分（包括跗"、趾）呈红

色。配对完成 ! 2 - + 后，腿的颜色逐渐恢复成

原有的黄色。

仪式化求偶行为动作相对简单、固定，在成

体与亚成体之间没有明显差别，主要包括以下

程式化的动作，即伸展炫耀、扬举炫耀、炫耀羽

毛、相互爱抚等 . 种类型。前两种最为常见，为

主要的求偶行为。

伸展炫耀：伸展炫耀为最常见的求偶行为，

多发生在雌鸟靠近以前，主要为吸引异性及警

示占区作用。具体表现为雄鸟两翅微微下垂，

头伸向前下方，一腿抬起，另一腿伸直上举，使

肩部抬高，喙、头、肩、背至尾呈弧形；然后抬起

的腿放下，下蹲，即完成一轮伸展炫耀动作。完

成上述一轮动作记为 ’ 次，如此反复进行（图

’：4，5）。根据对 ’’ 只成体统计，伸展炫耀的平

均频率为（’’#6( ) *#!!）次7389（ ! , ’’）。抬腿

可展示其腿部的红色，有时肩部抬起时伴随着

理羽。若有其他夜鹭飞落领域内，则雄鹭随即

转向来者，且伸展炫耀频率加快，有时驱赶来

者。伸展炫耀连续进行，持续（(#!$ ) !#*’）389
（! , ’’）后，在占枝附近巡视，或休息观望，再

进行伸展炫耀或其他求偶行为。

扬举炫耀：扬举炫耀可见于整个求偶期间。

雄鹭持续伸展炫耀一段时间后，在附近寻一巢

材，继续进行扬举炫耀。巢材多为干树枝、鲜

枝、桐花，甚至一片树叶。雄鹭衔一巢材，钩喙

举头至最高，喙垂直顺颈向下，低头，喙伸向前

下方后，快速张合一次，即完成一次扬举炫耀动

作。完成如上过程记为 ’ 次（图 ’：:，+）。然后，

再次上举，重复以上动作。扬举炫耀的平均频

率为（&&#!- ) *#$$）次7389（ ! , ’’）。有时喙张

合时所衔巢材落下，导致扬举炫耀动作停止。

若巢材不掉下，则一段时间后将巢材放置树叉

处（以后营巢位置）。该动作的主要作用是吸引

雌鹭，但若有雌鹭靠近，还献给雌鹭，并将其引

至筑巢位置。扬举炫耀连续进行，平均 持 续

（(#*( ) !#-$）389（! , ’’）后，休息观望，再进行

扬举炫耀或其他求偶行为。扬举炫耀和伸展炫

耀常交替进行，即持续扬举炫耀一段时间后，接

着进行伸展炫耀。

炫耀羽毛：通过理羽行为吸引异性的注意。

有时伸展炫耀时伴随理羽。求偶时理羽与平常

理羽有所不同，钩头用喙理羽时，双翅明显下

垂，理羽部位多集中于颈部、胸部和翅下（图 ’：

;）。理羽时常穿插抖羽，抖羽主要是通过剧烈

抖动身体使全身的羽毛张开。理羽和抖羽在其

他时间也能见到，但频率要比求偶时少得多。

相互爱抚：相互爱抚主要包括交喙（图 ’：<）
及互相理羽（图 ’：=），发生在新形成配偶及交

配前后，其作用可能与加强配偶关系及促进繁

殖活动的同步化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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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 夜鹭的仪式化求偶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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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以上行为外，雄鸟求偶期间尚有休息观

望和警戒等行为。若有夜鹭进入领域内，占区

的雄鸟立即转向来者，张羽伸颈警告，来者随即

飞走。若来者不离开，占区雄鹭便会立即予以

驱赶，估计来者为雄鹭。有时占区雄鹭对落入

领域内的鹭鸟并不驱赶，也不主动接近，落入领

域内的鹭鸟反倒被后来的雌鹭赶走，后来的雌

鹭和占区者成功配对，估计先来者也为雌鹭。

因此占区雄鹭对雌鹭也要选择，而且存在雌性

竞争。

在野外曾多次观察到夜鹭完整的求偶与交

配过程。占区雄鹭不断进行求偶炫耀，当有雌

鹭飞来，雄鹭转向雌鹭，伸展炫耀或扬举炫耀频

率加快，并接近雌鹭。若雌鹭不飞走，雄鹭则在

附近寻一巢材，在将要营巢处扬举炫耀，吸引雌

鹭靠近，献巢材给雌鹭，交喙。然后雌鹭留守营

巢处，雄鹭飞到附近寻材，递给雌鹭，由雌鹭安

放巢材，如此几次后，双方发生第一次交配行

为。交配一般持续 : " ;< 1（! = >?），两鸟分开

后雄鹭头枕部羽毛竖起，紧接着二鸟交喙数次，

雌鹭抖羽，交配结束。再次交配多发生于雄鸟

衔材归来、将巢材递给雌鸟并由其妥善安放之

后。

雌鹭与雄鹭的交配标志着配对成功。配对

后开始共同营巢或加固旧巢。一般情况下，雌

鹭守在巢址，雄鹭出去寻材，巢材由雌鹭安放。

雄鹭一般不再有求偶行为，即使有，也仅发生于

开始营巢的第 ; " > &，各种行为持续的时间也

很短。夜鹭的婚配方式属于单配制，在整个繁

殖季节，雌雄鸟共同担负营巢、孵卵、育雏等活

动。

夜鹭衔材筑巢一般在配对以后才开始。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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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察到一例例外，一只 !" 雄性亚成体从 !##$
年 % 月 !& 日开始占区求偶直到 ’ 月 ( 日，连续

求偶 &) *，但配对未果，于是自己在附近衔新鲜

杨树枝做成一巢，在此期间求偶活动的频率越

来越小，持续时间越来越短，+ 月 & 日以后未见

求偶行为。+ 月 ! 日至 + 月 &) 日守巢的时间越

来越短，有时整日不回，+ 月 &) 日以后未见回

到原营巢地点。

! 讨 论

!"# 夜鹭的求偶类型 求偶炫耀是能够吸引

异性并最终导致交配的一种行为。鸟类的求偶

行为复杂多样，通常通过鸣叫等听觉信号或通

过体色显示、姿态炫耀、婚飞以及其他各种独特

的视觉信号来吸引异性，或二者兼而有之［(］。

已有研究表明，大多数鸣禽常以曲调多变、婉转

动 听 的 歌 声 吸 引 异 性［,，&#］；红 腹 锦 鸡

（!"#$%&’&(")% (*+,)%）、黄腹角雉（-#./&(.0 +.1&,*）
等雌雄鸟外形差异大者，其求偶炫耀往往由体

形较大、羽色较为鲜艳的个体来进行，色彩华丽

的雄鸟通过炫耀其漂亮的羽毛或特殊的装饰物

来进行求偶活动［&&，&!］；雌雄鸟体形相似且无华

丽羽毛、鸣声简单的鸟类，则常以仪式化的固定

动作 来 完 成 求 偶，如 珠 颈 斑 鸠（ 2,#3(,&(3’*.
+"*030%*%）［&$］。

夜鹭雌雄鸟体型、羽色相似，而且鸣声单

调［&］，因此其求偶主要通过一系列动作来完成，

属于上面提到的最后一种类型。

!"$ 仪式化求偶行为的功能 夜鹭的仪式化

求偶行为的主要动作包括伸展炫耀、扬举炫耀、

炫耀羽毛、相互爱抚等 % 种类型，我们认为这几

种行为同为夜鹭求偶行为中不可分割的组成部

分。由于鸟类的各种行为受神经内分泌控制，

其仪式化求偶行为的出现反映了雄鸟体内性激

素已经达到相当高的水平［&%］。雄鸟不断进行

求偶活动，可以诱导雌鸟体内性激素的分泌，使

雌鸟尽快进入同步繁殖状态，这对集群营巢鸟

类的成功繁殖至关重要。

当雌鸟对雄鸟进行选择时，雄鸟对进入领

地的雌鸟也在进行选择，而且存在雌性竞争。

因此，夜鹭仪式化的求偶行为具有性别识别、配

偶选择以及促进雄鸟和雌鸟的繁殖状态同步，

并最终导致交配的功能。

!"! 影响求偶成功的因素 求偶成功与否的

重要标志就是雌雄鸟能否交配并产生后代。对

两性外形差别不大的鸟类而言，能够成功配对

与雄鸟的外部特征似乎关系不大，这在对黑腹

翎 鹑（ !.’’*(3(’. /.413’** ）与 鳞 斑 鹑（ ! -
%5).4.,.）的研究中得到了证实［&’］。本项研究

表明，夜鹭的成体配对成功率显著高于亚成体，

显示年龄可能是影响求偶成功与否的重要因

素。从能区分出年龄的繁殖对的年龄结构看，

一般雄鸟年龄大于或等于雌鸟，也证实了这一

点。与此同时，雄鸟的社群等级对求偶成功也

有一定影响。野外观察发现，在群体中等级较

高且占据相对有利营巢区域（如高枝和靠近营

巢区域的中心）的夜鹭，与占据低枝或更靠营巢

区域边沿的同类相比，配对成功率和繁殖成功

率均相对较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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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省发现蛇类新纪录———白头蝰

!""* 年 % 月 G 日，在湖北省宜昌市五峰县后河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后河村一农家庭院中发现一条蛇，经鉴定为

白头蝰（56"3&’74 8"$"）（图 $），为湖北省新纪录。白头蝰在分类上隶属爬行纲、有鳞目、蛇亚目、蝰科、白头蝰亚科、白

头蝰属。该标本现保存在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其主要特征记述如下。

图 ) 白头蝰

该蛇体长 F$F&* 66，体重 ("&* D。头略扁，淡黄白色，头背有两条浅褐色纵纹。背面黑褐色，有朱红色横斑 !(
个，身体的前部分 !$ 个（除去第 ! 个）成对横斑交错排列，左右侧各 $" 个；从肛门前开始两横斑在背中线上相遇联

合成横跨背面的完整横纹，第 ! 个也是完整横纹，共计 ( 个。头背具 % 枚大鳞；眶前鳞 ) 枚，眶后鳞 ! 枚；颞鳞 ! T )
枚；上唇鳞 ( 枚，!S$S) 式，下唇鳞 F 枚；背鳞平滑，$FS$FS$* 行，是蝰科中行数最低者；腹鳞 $%$ 枚；尾下鳞双行，G( 对。

据《中国动物志·爬行纲》（赵尔宓等，$%%H）记载，其地理分布在国内为云南、贵州、四川、西藏、陕西、甘肃、广西、

安徽、江西、浙江、福建。在湖北省五峰县的后河地区发现白头蝰，系湖北省蛇类新纪录。白头蝰亚科是蝰科中的

原始类群，只有单属独种，对研究管牙毒蛇起源和演化占有重要位置。该物种主要分布在我国，范围虽较广，但数

量稀少，被《中国濒危动物红皮书·两栖类和爬行类》（赵尔宓编，$%%H）一书列为极危物种。该分布点的发现丰富了

对其分布区的认识，对该物种的保护和动物地理学研究具有一定意义。

索建中! 周友兵" 江广华! 肖春芳! 向明喜#

（!湖北省宜昌市五峰县林业局 湖北 五峰 GG)G""；"中国科学院西双版纳热带植物园 勐腊 ((()")；

#湖北后河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后河管理站 湖北 五峰 GG)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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