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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林+（12*#3 4+5#4#）是中国特产鸟类，目前已知仅分布于四川西部、甘肃南部的高山针叶林中，其生态学资

料极为缺乏，尚无其巢址的报道。%488 年法国博物学家 @1;+,A B+C3A 首次在四川的森林中猎获了这种+类；%4#D
年，-/+1E0 将它命名为长尾林+的一个亚种 1 6 )*+,%$&#& 4+5#4#。四川林+在体型、形态及叫声上与长尾林+非常相

似，但鉴于它与遍布于欧亚大陆北部森林中的长尾林+长期隔离，目前国际重要鸟类专著已将它单独列为一个种。

%FFD 年，首次在莲花山自然保护区的针叶林中发现四川林+分布。该保护区森林主要分布在阴坡，由云杉

（6#7%+ +&8%*+2+）、冷杉（9:#%& -+*/%&##）、柳树（1+,#3 <EE6）和糙皮桦（;%2),+ )2#,#&）等树种组成，地表植物丰富多样，苔藓

密布，林中灌丛较密，包括柳、箭竹（1#$+*)$4#$+*#+ $#2#4+）和忍冬等。由于 7" G $" 年前莲花山森林曾遭受一定破坏，

林中很难找到可供林+营巢的粗大云冷杉树，!""! G !""7 年，在英国石油公司保护项目（HI J’,<01C+K3’, I1’*1+;;0）
的支持下，在莲花山森林中挂置了 $" 个适于四川林+繁殖的巢箱。巢箱大小参照欧洲长尾林+研究的尺寸，长 $"
.;，宽 7" .;，高 8" .;。巢箱挂置于阴坡林区较为粗大的云杉或冷杉树的主干上，高度一般在 $ G D ;。巢箱朝向多

为南向，且较为开阔，这样可以借助阳光的温暖，而且便于体型较大的林+捕猎时进出巢箱。沉寂 7 年后，!""D 年 $
月 %F 日发现第一对四川林+进驻巢箱繁殖，且已经产卵 ! 枚，卵为纯白色。进驻的巢箱高 $L% ;，坡向朝东，坡度

7"M。D 月 %4 日两只雏鸟成功出壳，其离开巢箱的日期分别为 8 月 !% 日和 !$ 日。

在傍晚录音回放四川林+的叫声，雄鸟会趋近攻击或驱赶，说明林+领域行为明显。!""8 年 $ G D 月，通过录

音回放路线调查，在莲花山自然保护区从唐坊滩到姐妹山大约 D N;! 的区域中，发现有 7 个四川林+雄鸟的领域。

从 D 月 7" 日至 8 月 %D 日，在莲花山登山小路四天门南面 !" 多米高的石崖附近，多次听到和见到 % 对四川林+活

动。8 月 %8 日晨，发现石崖边的地上有大量白色的便迹及吐出的食丸，说明该崖壁是此对四川林+的繁殖地，从崖

壁顶端垂直地向下看，见到 ! 只幼鸟站在云杉的顶端，估计离巢时间为 ! A，并见到大嘴乌鸦（!(*5)& <+7*(*"0$7"(&）
和星鸦（=)7#-*+/+ 7+*0(7+2+72%&）攻击它们。当林+成鸟发现有人接近后，在林中来回穿梭飞行，并以非常刺激的叫声

试图驱赶进入其领域的研究者。封面照片即是当时在悬崖边拍到的（J+,’, !"B 相机加 7"" ;; 定焦镜头和 %L$ 倍

增距镜），这只林+从崖壁的上方往侧面飞行，高度在 !" ; 左右。

四川林+在岩壁上筑巢，可能是对森林中大树缺乏，难以找到树洞的一种适应。根据欧洲长尾林+的研究经

验，林+学会利用林中的人工巢箱需要一定的时间过程，虽然目前莲花山林+巢箱的进驻率很低，但对保护四川林

+仍可能会起到重要的作用。莲花山的四川林+数量稀少，其原因可能与缺乏适宜巢址有关，也可能与食物的丰

富度、领域的大小等有关，许多问题有待进一步深入的研究。

（下转第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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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页）



［ ! ］ 四川省长江水产资源调查组 " 长江鲟鱼类生物学及人

工繁殖研究 "成都：四川科学技术出版社，#$%%，%%"
［ & ］ 柯福恩 "论中华鲟的保护与开发 " 淡 水 渔 业，#$$$，!"

（$）：’ ( )"
［ ’ ］ 柯福恩，危起伟，罗俊德等 " 论长江珍稀水生野生动物

的保护与补救 " 见：李渤生，詹志勇主编 " 绿满东亚：第

一届东亚地区国家公园与保护区会议暨 *+,,-./0*+
第 ’# 届会议论文集 "北京：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

)%1 ( )%23
［ 2 ］ 刘鉴毅，张晓雁，危起伟等 " 野生中华鲟水族馆驯养观

察 "动物学杂志，!114，#$（&）：’% ( 2&"
［ 4 ］ 刘鉴毅，张晓雁，危起伟等 "中华鲟水族馆驯养研究 "淡

水渔业，!114，%&（2）：2! ( 24"
［ ) ］ 567 8，96 :，;<=>? @，!" #$ " A7BCB?D，E7F<6G76F，=>H

IB>F6GJ=K7B> BE FKLG?6B>F =>H M=HHC6E7F< 7> *<7>="

%&’()*&+!&"#$ ,(*$*-. */ 0(12!1，#$$)，#’（# N ’）：!’# ( !22"
［ % ］ 陈凌云，章秋虎，项卫民等 " 匙吻鲟孵化驯养与无公害

网箱养殖新技术 "渔业致富指南，!112，（)）：&& ( &’"
［ $ ］ 张彤晴，葛家春 "小体鲟幼鱼水库坝下流水池塘驯养技

术 "江苏农业科学，!11!，（2）：2$ ( 4#"
［#1］ 罗晓松，曾令兵 " 工厂化驯养鲟鱼病害防治技术 " 科学

养鱼，!111，（##）：&! ( &&"
［##］ 颜远义 "中 华 鲟 生 物 学 特 性 及 养 殖 方 法 " 水 产 科 技，

!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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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4"

（上接第 #’) 页）

()*+,-,./)0 123*)4/5,6.3 6. 57* 8)**9,.: 6; 57* <,=7>/. ?669 1@+
/5 A,/.7>/37/.，B/.3>

:-+O PL>! Q0+ PL6RSL=! 5BCE?=>? QI<6GT7>?6G"
（! 3&1"("4"! */ 5**$*-.，62(&!1! 78#9!+. */ :8(!&8!1，,!(;(&- #111%1，62(&#；

"<#"(*&#$=#)> ,#.!)(182!) ?#$9，@4&"2!)1")#!! %，AR $’24% :" " B1C#$9，@!)+#&.）

C235)/=5：QLMMBGK6H UD A, *B>F6GJ=K7B> ,GB?G=VV6，W6 VBL>K6H ’1 >6FK EBG :")(D 9#’(9( 7> FL7K=UC6 <=U7K=K =K
X7=><L=F<=> +=KLG=C Y6F6GJ6，O=>FL 7> !11! N !11&" Z<BF6 >6FK UB[6F 6>=UC6 LF ICBF6 BUF6GJ7>? BE UG66H7>? FLII6FF
BE K<7F G=G6 FM6I76F 7> !112 EBG K<6 J6GD E7GFK K7V6" Z<6 E7GFK M=7G UG6H C=7H ! 6??F 7> = >6FK UB[ =>H UBK< DBL>? W6G6
EC6H?6H" /> \=D !114，W6 VB>7KBG6H & K6GG7KBG7=C V=C6F 7> => =G6= =GBL>H 211 <V! UD MC=DU=I] V6K<BH" /> V7HR@L>6，
W6 EBL>H HGBMM7>?F =>H M6CC6KF =K K<6 F7H6 BE = J6GK7I=C MG6I7M7I6，W7K< <7>K K<=K => =IK7J6 UG66H7>? F7K6 K<6G6" ZWB
DBL>? BWCF W6G6 H6K6IK6H 7> K<6 IGBW> BE = K=CC FMGLI6 KG66，F7KL=K6H H7G6IKCD =K K<6 U=F6 K<6 MG6I7M7I6，B> W<7I< W=F
K<BL?<K KB U6 K<67G >6FK F7K6 "

·4’#· 动物学杂志 62(&!1! E*4)&#$ */ 5**$*-. ’! 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