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扎龙湿地白鹤春季停歇地昼间行为

时间分配及活动规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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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在 !""$ 年 $ ( : 月，采用瞬时扫描取样法对扎龙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林甸芦苇沼泽区的野生白鹤

（1*)& ,%)2(/%*+$)&）在春季迁徙停歇地的昼间各种行为进行了研究。结果表明，在整个观察时期内白鹤各

种行为具有较强的规律性，活动时间分配比例为：觅食 %6;、游走 !#;、静栖 6<;、警戒 6#;、修饰 &;。

白鹤觅食行为在一天中有两个高峰，分别为早晨和黄昏；游走行为基本上与觅食行为呈正相变化，并且

几乎每个游走高峰及低潮相应地伴随着觅食的高峰和低潮；由于渔民清晨下苇塘收鱼和放牧，在 :：%" (
&：%" 和 &：%" ( #：%" 两个时间段警戒行为比例最高；静栖行为基本与游走及觅食行为呈负相关，对比发

现，静栖行为比例低于觅食行为，与笼养鹤类的情况存在一定的差异，原因可能是食物丰富度影响了野

生状态下行为的时间分配；修饰行为所占比例较小，是由于修饰行为是非主要行为，其发生是随机的。

天气状况对白鹤数量变化有一定影响，阴雨和大风天气，白鹤数量明显减少，鹤群转移。与正常天

气情况相比，阴雨和大风对白鹤觅食、静栖和游走行为时间分配影响显著（3阴雨 = ">""" ? ">":，3大风 =

">""" ? ">":），觅食时间缩短，游走行为减少，静栖时间变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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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鹤（"#$% &’$()*’#+,$%）又名黑袖鹤、西伯

利亚鹤，是大型涉禽。全世界野生白鹤数量只

有 B ::: 只 左 右，被 国 际 鸟 类 保 护 委 员 会

（C!7D）列入《世界濒危鸟类红皮书》，国家!级

重点保护鸟类。白鹤繁殖于俄罗斯的西伯利

亚，越冬区主要集中在江西鄱阳湖保护区，迁徙

停歇地途经黑龙江齐齐哈尔、吉林白城、辽宁双

台河、山东黄河三角洲等地［E］。近年来，我国对

白鹤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种群动态［F G H］、行为观

察［= G I］、饲 养 繁 殖［J，K］、生 理 生 化［E:，EE］等 领 域。

但对白鹤在停歇地的行为时间分配及活动规律

研究鲜见报道。作者于 F::H 年 H G = 月在扎龙

保护区老马场保护站对白鹤的各种行为进行了

较为详细的观察，旨在为今后开展白鹤在停歇

地的行为研究提供资料，为有效保护白鹤提供

科学依据，并对人工驯养繁殖白鹤提供参考。

) 研究区概况

扎龙保护区位于黑龙江省松嫩平原西部乌

裕尔河下游，齐齐哈尔市和林甸、富裕、杜蒙、泰

来县的交界处。地理坐标为：EFHLHIM G EFHLBIM
N，HIL=FM G HILBFM O。总面积为 F E:: 21F。属

于中温带大陆性季风气候，H G = 月风大干燥，

升温快，年均气温 B;=P，年降雨量 HEQ;= 11。

植被属于蒙古植物区系，植被类型以水生、湿生

和中生草本植物为主，高等植物 =F= 种。分布

爬行类 Q 种、两栖类 Q 种、鸟类 FQ= 种、哺乳类

BI 种。有丹顶鹤（ " 6 -+.),’,%/%）、白枕鹤（ " 6
0/./)）、白 鹤、灰 鹤（ " 6 *#$% ）、白 头 鹤（ " 6
1),+(2+）、蓑羽鹤（ 3,42#).)/5’% 0/#*)）等 Q 种鹤

在此栖息或繁殖［EF］。

* 研究方法

本研究在扎龙保护区老马场保护站进行，

第一群白鹤于 F::H 年 H 月 B 日迁来，= 月 EJ 日

最后一群白鹤迁走，共停歇 HI *，在此期间，白

鹤数量最多时达到 QEH 只。其觅食行为以家族

群方式进行，各家族群之间一般相距 E: G F:
1，各家族群内个体数一般为 = G E= 只，也有少

至 F 只，多至 FI 只的情况。每天随机选取 E G F
个家族（包括亚成体 E G F 只）进行观察记录。

观察分两个阶段进行，F::H 年 H 月 E: 日 G H 月

EB 日为预观察期，熟悉和掌握白鹤的行为和活

动规律。正式观察从 H 月 EH 日 G = 月 E: 日，选

取距白鹤较近的至高点，用 F: G Q: 倍单筒望远

镜及 J 倍双筒望远镜每天 EF - 进行昼间（=：B:
G EJ：B: 时）观察。观察时采用瞬时扫描取样

法，每隔 = 1+$ 进行一次扫描，即在单筒望远镜

视野内，按从左到右顺序逐一记录每个白鹤个

体当时正在发生的行为和活动。每隔半小时测

一次环境温度、湿度和风速（以 < H 级为微风，

!H 级为大风，以 FH - 降水量 < E= 11 为阴雨，

R E= 11 为大雨），并对天气变化情况进行记

录。

根据白鹤行为分类，将其行为状态记录为：

觅食（4%%*+$5）指白鹤将头插入水中得到并处理

食物的过程；游走（0#32+$5）包括飞行、走动及跳

跃；静栖（"%&,+$5）指白鹤站立、卧地，身体静止不

动的行为；警戒（#3%",）指白鹤在觅食、游走、修

饰和静栖时伸颈张望的行为；修饰（?"%%$+$5）包

括理羽、涂脂和展翅等。

本次共观察 BEF -，收集信息 E;QB S E:H 个，

对观察中所获得的各种行为数据进行归纳整

理，统计不同行为频次，计算其百分比，用 NT8%3
软件统计分析白鹤昼间活动变化、各种行为的

时间 分 配 及 其 变 化 和 昼 间 活 动 节 律。利 用

@D@@ EE;: 软件单因素方差分析阴雨、大风天气

对白鹤各种行为时间分配的影响。

+ 结 果

+,) 白鹤昼间各行为的时间分配 将白鹤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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停歇地的昼间行为进行统计分析（图 !），发现

具有很强的规律性，各种行为占总观察时间的

百分 比 分 别 为：觅 食 "!#、游 走 $%#、静 栖

!&#、警戒 !%#、修饰 ’#。成鹤行为与亚成体

鹤无差异。

图 ! 白鹤昼间各行为的时间分配

"#$%! &#’( )*+$(,- ./ 0#)(1#23 4123(-

567 昼间各行为的节律性变化 白鹤昼间行

为存在一定的节律性（图 $）。

!觅食行为在 &："( ) !(："( 时出现一个高

峰，!!："( ) !$："( 时出现一个大的低潮，!’："(
) !%："( 时出现一个高峰，!%："( ) !*："( 时出

现低潮。"游走行为基本上与觅食行为呈正相

变化，在 &："( ) !(："( 时游走行为有一个小的

高峰，!!："( ) !$："( 时出现一个低潮，!+："( )
!’："( 时出现一个高峰，!%："( ) !*："( 时出现

低潮。#静栖行为与觅食行为及游走行为基本

呈负相变化，在 !!："( ) !$："( 时出现一个小高

潮，!+："( ) !’："( 时出现一个低潮，!%："( )
!*："(时出现高峰，其他时间无大波动。$警戒

行为在 +："( ) ’："( 时和 ’："( ) %："( 时这两个

时间段里最高，但整体波动不大。%修饰行为

只在 !$："( ) !"："( 时出现一个低潮外，一天中

变化不明显。

图 7 白鹤昼间各行为的节律性变化

"#$%7 89:,9’ ./ ,#’( )*+$(,- ./ 0#)(1#23 4123(-

565 天气状况对白鹤昼间数量变化及活动规

律的影响 从 , 月 !, 日起到 + 月 * 日白鹤的

数量呈持续上升状态，, 月 $! 日 ) , 月 $$ 日连

续两天阴雨，观察到的白鹤数量有所减少，到

$" 日数量有所增加，$" 日傍晚，当地居民焚烧

哑巴芦苇，使得 $, 日观察到的白鹤数量有所下

降，$+ 号数量回升，$’ 日、$% 日阴雨天气，+ 月 $
日，+ 月 " 日连续两天阴雨，并伴有大风天气，

观察到的白鹤数量又有所减少，+ 月 + 日到 +
月 * 日白鹤数量达到了最高峰，从 + 月 & 日开

始逐渐下降，+ 月 $( 日开始不再有白鹤的踪

迹。在整个观察期间的前期，经常能看到成群

的白鹤由南方飞来，有些降落在以前没有白鹤

的地方，有些则直接降落在提前到达的白鹤群

中，先到达的白鹤并未因群外个体加入而表现

出敌对现象，即没有表现出领域性。而在整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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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 "##$ 年春季扎龙自然保护区白鹤昼间数量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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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察期间内，每天都有白鹤离开大群，集结成小

群朝北方飞去。

观察了阴雨天 ! "，大风天 # "，但有时阴雨

中夹杂着大风，数据以阴雨来计算。把阴雨和

大风天数据与正常天气下的白鹤行为时间分配

进行单因素方差分析，通过图 $ 和表 % 可以看

出，天气状况对白鹤的昼间行为的时间分配具

有很大的影响。其中阴雨和风速（!& 级）对白

鹤觅食、静栖、游走行为的时间分配影响显著

（!阴雨 ’ ()((( * ()(+，!风 ’ ()((( * ()(+），阴雨

天气或风速大时，白鹤主要行为时间分配发生

明显的变化，觅食时间缩短，游走行为明显降

低，静栖时间增加，对警戒、修饰行为影响不显

著。

表 ; 大风和降雨对白鹤昼间行为时间分配的影响

<.*=0 ; >,2=+0,/0 12 6941,’ ?&,- .,- 4.&,2.==
1, 9@0 9&80 *+-’09 12 3&*04&., 54.,06

因子

,-./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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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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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讨 论

从白鹤昼间行为的时间分配上可以看出，

觅食所占比例较高，为 $%9，这是由于觅食是

生物生存最基本的行为，而且白鹤经过长距离

迁徙，体内能量消耗较大，需要较多的食物来补

充，同时要在停歇地为进一步的迁徙贮备能量。

另外，& E + 月扎龙停歇地刚解冻，植物刚复苏，

食物缺乏。野生状态下，食物丰富度要比笼养

条件下低得多［%C］，这些都是导致白鹤昼间觅食

行为所占比例偏高的原因。通过图 B 可以看

出，白鹤的昼间觅食行为呈现一定的节律性。

白鹤经过一晚休息，次日清晨机体内的能量已

经消耗殆尽，故 +：(( E !：$( 时白鹤的觅食行为

所占比例最大；经过一段时间的觅食，摄取食物

渐渐充足，在 #：$( E C：$( 时觅食行为比例有所

下降；经过一段时间的消化，在 C：$( E %(：$( 时

又出现了一个觅食高峰。白鹤经过上午的觅

食，在午间机体出现生理疲劳，需通过休息来调

整，这是导致 %%：$( E %B：$( 时出现觅食比例低

潮的原因，%B：$( 时以后，觅食比例逐渐升高，

到 %!：$( E %D：$( 时出现一个高峰，这是由于扎

龙 &、+ 月份 %#：$( 时左右即天黑，白鹤要经过

一段时间的觅食为夜间的到来贮备能量，从

%D：$( 时以后，觅食行为比例逐渐下降，一些白

鹤已经进入休息状态。

游走行为是一种综合性行为，包括飞行、走

动及跳跃等。从图 %、B 可以看出，游走所占比

例为 BD9，游走行为比例曲线也呈现一定的规

律性，并且几乎每个游走高峰及低潮相应地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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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觅食的高峰和低潮，这与前人研究过的游

走行为与觅食行为一般相伴出现相似［!"］，!!：

"# $ !%："# 时游走行为出现低潮，这和温度的升

高及生理进入疲劳状态，需要通过静栖来进行

调整有关。

静栖行为的日时间分配占 !&’，低于觅食

时间和游走时间，并且基本与游走及觅食行为

呈负相关。而有研究表明笼养鹤类静栖时间要

高于觅食时间［!(，!)］，野生与笼养鹤类的行为时

间分配模式产生了一定的差异，类似情况也出

现在笼养白腹锦鸡（!"#$%&’&()*% +,)-#%./+-）［!*］、

绿孔 雀（ 0+1& ,*./2*%）［!+］和 大 鸨（ !./% .+#3+）

中［!,］，可能是食物状况对鸟类行为时间分配具

有重要的影响。笼养条件下食物充足，活动空

间小，因而用于觅食的时间减少［!&］。在野生状

态下，白鹤要在有限的时间内贮存充足的能量，

必须利用尽可能多的时间觅食，因而静栖时间

减少，一般静栖行为主要发生在夜间。

警戒行为可以发生在觅食、游走、静栖和修

饰等行为中，这对白鹤有很重要的意义。白鹤

属于大型涉禽，在扎龙湿地基本没有天敌，但观

察发现其警戒行为所占比例也较高，为 !+’，

主要是人为活动对白鹤的影响。经观察，下水

捕鱼的渔民和农民放牧是导致白鹤警戒行为偏

高的主要因素，而且渔民一般清晨下苇塘收鱼，

所以在 )："# $ ,："# 时和 ,："# $ +："# 时这两个

时间段里白鹤的警戒行为表现得比较突出。

修饰行为日时间分配仅占 ,’，一天中无

明显变化。这是由于白鹤在扎龙只是迁徙停歇

不是繁殖，修饰行为只是随机发生，并不呈现一

定的规律性，一般修饰行为在所有行为中为非

重要行为，所以其所占比例偏低。

天气状况对白鹤昼间活动行为具有一定的

影响，在阴雨或大风天气时，观察到的白鹤数量

明显减少（图 "）。而且觅食时间缩短，游走行

为减少，休息停留时间变长。阴雨和大风（!(
级）相应地增加了觅食的难度，并且降雨、风速

变大时，觅食过程中能量的消耗可能越大，通过

减少活动量，增加静栖时间，相应地避免了能量

消耗。在整个观察期间发现，虽然天气变化对

所能观察到的白鹤数量有一定的影响，但从 (
月 !( 日到 ) 月 * 日白鹤的数量仍呈持续上升

状态，这是由于不断有新的鹤群由南方迁来，并

且迁来的数量大于北飞的数量，而从 ) 月 & 日

开始，观察到的白鹤数量有所下降，直到 ) 月

%# 日观察不到白鹤的踪迹，这是白鹤大群北飞

的结果，所以对白鹤数量的观察，除了考虑天气

因素外，还考虑了其迁飞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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