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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 年 C (& 月对甘肃安西极旱荒漠国家级自然保护区")%#c"$d(%#c""d!0.’c$/d(.’c$%d!海

拔 $ /#’ 2#荒漠伯劳"7+$#)&#&+F%,,#$)&#巢址选择和繁殖成功进行研究& 调查了 CB 巢的巢址因子!巢主

要位于营巢树主枝上!巢距地面高度多为 "I# ("IC 2& 主成分分析结果表明!巢距地面高度’营巢树高

度’营巢树胸径和营巢处树干直径是影响荒漠伯劳巢址选择的主要因素!这也是荒漠伯劳适应繁殖地大

风天气的结果& 既调查巢址数据又明确繁殖情况的 %. 个巢中!红柳"L+3+*#>*+3(&#&&#3+# "C 棵#上巢

的繁殖成功率明显高于沙枣"J,+%+/$)&+$/)&#-(,#+#"%/ 棵#和胡杨"4(D),)&%)D"*+2#6+#"$ 棵#上的巢!原

因可能是红柳郁闭度大& 已知窝卵数和繁殖情况的 /# 个巢中!窝卵数分别为 " " $ 巢 #’% " & 巢 #’

C"$B 巢#’’"% 巢#& 卡方检验结果表明!窝卵数和繁殖成功率之间差异不显著 "$" j/I."$!I-j/!4r

#I#C#& 发现的 ’/ 个巢中跟踪监测了 C% 个巢"包括调查巢址数据的和未调查巢址数据的#的繁殖情况!

C% 巢中 /& 巢繁殖成功!成功率为 ’BIC"J& 所有繁殖失败的巢均为产卵阶段或育雏早期阶段由于同类

的破坏而导致繁殖失败!繁殖失败巢的数量随着相邻最近巢的距离的增加而减少!因而!繁殖失败可能

与种群密度以及种内竞争有关&

关键词!荒漠伯劳%巢址选择%种内竞争%捕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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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巢址选择对鸟类繁殖成功至关重要!良好
的巢址是保障繁殖成功的先决条件 *$+ & 鸟巢
一方面能有效地聚集卵和雏!保证其安全不散
落!另一方面为卵和雏提供相对稳定的温度’湿
度等微气候!降低外界环境的影响 *" l/+ !为鸟类
繁殖提供必要的条件& 巢址合适与否!质量高
低!直接影响到鸟的繁殖成功 *% l’+ & 适宜的巢
址有助于提高配对成鸟当年的 繁殖 适合
度 *& lB+ & 长期自然选择过程中!鸟类倾向于选
择自身存活代价低且繁殖成效高的地方营
巢 *"!.+ !以最大限度地降低天敌捕食’同类干扰
和其他不利因素的影响 *$!$#+ !为自身提供一个
隐蔽且安全的繁殖环境&

鸟类的巢址选择主要受到气候’捕食’育雏
的食物供应以及巢材条件这 % 个方面的影
响 *$$+ & 除干扰和资源限制外!巢址选择还受到
竞争的影响 *$"+ & 同一物种往往利用同样资源!

同一地区的种群!由于资源有限!种内竞争往往
比较激烈 *$/+ & 同一地区!鸟类首先选择最优的
巢址进行繁殖!随种群密度的增大!逐渐占用不
适宜的巢址进行繁殖 *$%+ & 巢的密度还会直接
与雏鸟的存活率相关!随种群密度及营巢数量
的增加!成鸟会捕食同类巢中雏鸟 *$C+ & 甚至有
同一窝雏鸟为竞争食物而发生攻击行为 *$’+ &

种内竞争的发生是对种群密度的反应 *$&+ !最终
目的是提高个体的适合度&

荒漠伯劳 " 7+$#)&#&+F%,,#$)&#属于雀形目
"]3==ED4W*D2E=#伯劳科"S3644?3E#伯劳属!常见
于中国西北干旱区& 在甘肃安西极旱荒漠国家
级自然保护区的研究区域内荒漠伯劳种群密度
大!属于研究区域的优势种之一& 国内对伯劳
属巢址选择有个别报道 *$/!$B+ & 我们通过调查

甘肃安西极旱荒漠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荒漠伯劳
巢址选择!探讨影响其巢址选择的主导因子%同
时!探讨荒漠伯劳巢址选择对其繁殖成功的影
响!并检验同类干扰对繁殖成功的影响&

?@研究区域和研究方法

?B?@研究区域!研究区域为人工林生境!乔木
以沙枣"J,+%+/$)&+$/)&#-(,#+#为主!占研究区
林木的 .#J以上!其他乔木及灌木还包括红柳
"L+3+*#>*+3(&#&&#3+#’胡杨"4(D),)&%)D"*+2#6+#’

旱柳"1+,#>3+2&)I+$+#’二白杨"4A/+$&)%$&#&#’线
叶柳"1A8#,"%,3&#+$+#等& 人工林总面积为 "%I&
82"& 关于研究地点状况以往研究已作说明!不再

赘述*$.+ &

?BA@研究方法@本项研究于 "#$$ 年 C (& 月
在甘肃安西极旱荒漠国家级自然保护区")%#c
"$d(%#c""d!0.’c$/d(.’c$%d!海拔 $ /#’ 2#

进行!每天 B$/# ($.$/# 时在研究区域搜寻正
在筑的巢和已经筑好并在利用的巢& 按照发现
巢的时间顺序对巢进行标号"#$!#"1#!并用
手持 O]X"O3D246 ’#;=7#定位& 记录所找到巢
所处的筑巢阶段’产卵阶段或孵化阶段& 在研
究区!"#$# 年的野化家猫 "5%,#&&#,:%&2*#&6+2)#

对荒漠伯劳的巢及雏鸟破坏很大!我们在巢树
下用白刺 "?#2*+*#+ 2+$/)2(*)3#等带刺植物枝
条绑扎!可以有效防止猫对荒漠伯劳巢的破坏!

从而排除这一新捕食因子的干扰& 荒漠伯劳并
没有对此产生异常行为& 巢址选择的影响因子
调查!以营巢树为中心设立 C 2hC 2样方!测量
营巢树高度’营巢树胸径’营巢处树干直径!以及
巢营造于主干还是侧枝’巢距地面高度’巢距开
阔地距离’郁闭度!还测量营巢树周边树"C 2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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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2样方内所有乔木及红柳#的数量’高度&
将手持 O]X 的数据导出!使用 M>G*;3?

"##B 成图!绘制巢的空间分布图& 按繁殖情况
将巢分 / 类$繁殖成功巢’繁殖失败巢和未监测
巢& 其中!繁殖成功巢指至少有 $ 只雏鸟成功
出飞的巢!由于着重考虑种内竞争的影响!故将
被大杜鹃"!)6),)&6+$(*)&#寄生的少数巢也归
为繁殖成功巢& 使用 M>G*;3? "##B 软件测量
巢间的距离& 研究区植物呈斑块分布!按照已
有界限将调查区划分为 ’ 个斑块!每个斑块内
相近的巢位点连接成多边形!以多边形模型计
算斑块的面积& 以营巢密度表示同类干扰&

对获得的郁闭度’巢距地面高度’营巢树高
度’周边树的数量’营巢树胸径’营巢处树干直
径’巢距开阔地距离这 & 类数据进行主成分分
析!将特征值大于 $ 的成分提取为主成分& 主
成分分析检验巢址主要因子!并用卡方检验得
出在不同树种上营巢的巢成功率之间的差异以
及窝卵数和繁殖成功率之间关系& 所有数据处
理使用 X]XX $’I# 进行&

A@结@果

AB?@巢特征!荒漠伯劳巢为开放巢!呈浅杯
状!外巢以树枝’树皮’干草等为主!内巢由羊
毛’羊绒’塑料膜等相对柔软的材料构成&
ABA@巢与营巢树种!共测量 CB 巢的巢址数
据!其中 C" 个巢营于沙枣上!占 BBI’’J!C 巢
筑于红柳上! 占 BI’"J! $ 巢位于胡杨上!
占 $I&"J&
ABC@巢距地面高度与营巢树高度@测量了
CB 个荒漠伯劳巢的巢址数据& 巢距地面高度
为""I%&$ s$I#."#2" $ jCB#& 将巢距地面高
度分成 C 段!其中!巢距地面高度为 "I# (
"IC 2的巢最多!占 /.I’’J!巢距地面高度不
到 $IC 2和大于 / 2的巢都只有 ’ 个"图 $#&
CB 个巢中 C" 个巢 "B.I’’J#筑在树的主枝上
"间#& 营巢树高度为 "&I.$’ s/I&%’#2" $ j
CB#!B%I&J的营巢树高度大于周围树的平均
高度& 巢多位于树的中下部!即多数位于树干
的第一个树杈处&

图 ?@巢距地面高度
E’4F?@0#(/2#’42/9."’./’,+.;,9#/2#4",1+3
@

ABD@巢址选择主成分分析@对郁闭度’巢距
地面高度’营巢树高度’营巢树胸径’营巢处树
干直径’巢距开阔地距离’营巢树周边树的数量
这 & 个巢址特征值进行主成分分析!前 / 个成
分特 征 值 大 于 $! 总 方 差 累 计 贡 献 率 为
&$I/$J!可以解释 & 个巢址参数的主要信息!
提取这 / 个因子成分为主成分&

第一主成分中巢距地面高度’营巢树高度’
营巢树胸径’营巢处树干直径对于巢的稳固性至
关重要!可以定义为巢稳固因子& 第二主成分
中!巢距开阔地的距离和郁闭度关系到巢的隐蔽
性!因此定义为巢隐蔽因子& 第三主成分中!周
边树数量对巢有隐蔽和消减大风作用!且一定程
度上可提供食物!命名为周边树因子"表 $!"#&

表 ?@巢址选择旋转后因子成分矩阵
!.;I#?@L,/./#3&,H%,+#+/H./"’6 *,"+#(/J(’/#

(#I#&/’,+*.&/,"(

变量 b3D43Y5E 特征向量 04:E6ZE;G*D
$ " /

郁闭度 \36*F<?E6=4G<"J# l#I%$# #I’"C #I#B$

巢距地面高度 "2#
RE4:8G*W6E=G=3Y*ZEG8E:D*>6?

#I&#B l#I/#C l#I#&%

营巢树高度 "2#
RE4:8G*WG8E6E=GGDEE

#IB&% #I#B/ l#I#"&

周边树的数量 V8E6>2YED*W
GDEE3D*>6? G8E6E=GGDEE

l#I"#. #I#B. #I.##

营巢树胸径";2#N‘R*W6E=GGDEE= #IB’C #I"’$ #I$"#

营巢处树干直径 ";2#
XGE2?432EGED3GG8E6E=G

#I&C/ #I$’’ #I"./

巢距开阔地距离 "2#
N4=G36;E*W6E=GG**FE6 :D*>6?

l#I#BB l#I&’C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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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A@巢址选择主成分分类及命名
!.;I#A@NI.((’*’&./’,+.+3+,H’+./’,+,*+#(/J(#I#&/’,+*.&/,"(

主成分
\*2F*6E6G

参数
]3D32EGED

平均值
MZED3:EZ35>E

命名
)32E*WW3;G*D

贡献率
f3G4**W;*6GD4Y>G4*6

$

巢距地面高度 RE4:8G*W6E=G=3Y*ZEG8E:D*>6? "2#

营巢树高度 RE4:8G*WG8E6E=GGDEE"2#

营巢树胸径 N‘R*W6E=GGDEE";2#

营巢处树干直径 XGE2?432EGED3GG8E6E=G";2#

"I%&$ s$I#."
&I.$’ s/I&%’
$BI$&% sBI’"B
$%I%%C sBI&C#

营巢树因子
3̂;G*D*W6E=G46:GDEE

/.I.B"

"
巢距开阔地距离 N4=G36;E*W6E=GG**FE6 :D*>6? "2#

郁闭度 \36*F<"J#
%I/%B s&I#CC
%BI%%B s$’I.’’

巢隐蔽因子
3̂;G*D*W6E=G;*6;E352E6G

$’IB%C

/ 周边树数量 V8E6>2YED*WGDEE3D*>6? G8E6E=GGDEE "I’C’ s$IB.&
周边树因子

3̂;G*D*W=>DD*>6?46:GDEE=
$%I%B/

ABO@巢的水平分布@依 O]X 定位! ’$ 个巢的
位置空间分布绘入图 "& 在研究区的西南方有
一个小型水库!南部靠西的区域还有一个小水
塘!均常年有水&
ABP@巢成功与巢址选择
ABPB?!巢成功与营巢树种!既监测繁殖情况
!!

又调查巢址数据的共 %. 个巢 "包括大杜鹃寄
生的 " 个巢#!繁殖参数及繁殖情况见表 /& 营
于红柳"C 棵#和胡杨"$ 棵#上巢的繁殖成功率
为 $##J!沙枣树"%/ 棵#上巢的繁殖成功率为
’/I’/J& 由于所记录的巢中仅 $ 巢营于胡杨
上!且巢树为枯树!郁闭度仅 $CJ!根据营巢
!!

图 A@荒漠伯劳巢址分布示意图
E’4FA@0#(/J(’/#3’(/"’;1/#3%.//#"+(,*!"#$%&$&"’())$#%&

M(̂ 为研究区域的 ’ 个斑块!M’\区主要分布沙枣’红柳!‘区分布沙枣’红柳和胡杨!N’0’^区为沙枣& M’‘间以及 ‘’\

间分布着白刺!\’N以道路和沙丘做分隔!N’0间为荒漠和农田!^和 M’‘’\之间为道路& 数字为巢的编号!繁殖成功巢’繁殖

失败巢及未监测的巢分别用#’$和%表示&

Ml̂ DEFDE=E6GE? ’ WD3:2E6G=*WG8EDE=E3D;8 3DE3+X4GEM36? \AEDE23465<;*ZEDE? Y<?4ZED=4W*54*>=36? YD36;8<G323D4=_+X4GE

‘A3=23465<YD36;8<G323D4=_! ?4ZED=4W*54*>=]*F53D36? D>==436*54ZE! 36? =4GEN! 036? ^AEDE?4ZED=4W*54*>=+[E36A845E!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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树种郁闭度以及乔木与灌木的区别!沙枣和胡
杨均为乔木!合并处理%在研究区红柳成簇分布
且其为灌木!郁闭度高!单独归为一类& 对不同
树种上的巢的繁殖成功率进行卡方检验!结果
表明!营在乔木和灌木上巢的繁殖成功率存在

显著差异"$" j’&I&/B! I-j$! 4K#I###$#&
表 C@繁殖成功率与营巢树种的关系

!.;I#C@L#I./’,+;#/>##+"./’, ,*;"##3’+4 (1&&#((

.+3(%#&’#(,*+#(//"##

沙枣
J,+%+/$)&
+$/)&#-(,#+

红柳
L+3+*#>
*+3(&#&&#3+

胡杨
4(D),)&
%)D"*+2#6+

观察巢数
)E=G=*Y=EDZE?

%/ C $

繁殖成功巢数
)E=G==>;;E==E?

"& C $

ABPBA!巢繁殖成功与窝卵数!荒漠伯劳每天
产 $ 枚卵!所发现的巢中找到巢时处于产卵期
的共 /" 个巢!其中 $C 个巢在产卵期被捕食!其
他 $& 个巢繁殖成功%找到巢时处在孵化期的
$/ 个巢中 $$ 巢繁殖成功!" 巢在育雏期被捕
食%找到巢时处于育雏期的 . 个巢全部繁殖成
功& 已知窝卵数和繁殖情况的 /# 个巢中!窝卵
数为 "’%’C’’!对应巢数为 $’&’$B’%& 不同窝
卵数的巢之间繁殖成功率差异不显著 "$" j
/I."$! I-j/! 4r#I#C#&
ABPBC!营巢密度与繁殖成功!跟踪监测了
C% 个巢的繁殖情况!/& 巢繁殖成功!成功率为
’BIC"J& 繁殖失败的 $& 个巢中!有 $C 巢处在
产卵或孵化阶段!仅 " 巢在育雏阶段被捕食&
!!

在 ’ 个斑块中!M’N区营巢密度最大!繁殖成
功率最低%‘区营巢密度最小!繁殖成功率最
大& 随着营巢密度的增大!繁殖成功率呈下降
趋势"表 %#&

C@讨@论

CB?@荒漠伯劳的巢址选择特征!主成分分析
结果表明!营巢树因子即巢距地面高度’营巢树
高度’营巢树胸径和营巢处树干的直径是影响
荒漠伯劳巢址选择的主要因素!贡献率达到
/.I.B"J& 这 与 其 同 属 的 红 尾 伯 劳 " 7A
6*#&2+2)&#’虎纹伯劳" 7A2#/*#$)&#选择巢址的主
要因素相似 *$B!"# l"$+ & 荒漠伯劳巢多位于巢树
的第一个树杈!约为树高的 $m/ 处!同时大部分
营巢树比周边树平均高度高!这些因素基本决
定了营巢树的特征& 这与该研究区域黑顶麻雀
"4+&&%*+33(I%$I*##巢址选择的结果相似 *$.+ &
研究地点地处荒漠!植被稀少!大风日数多!对
巢的稳定性要求较高!故有关巢树特征的因子
是该区域营树巢鸟类巢址选择的首要因子& 荒
漠伯劳主要营巢于沙枣上!这也与该区域沙枣
占林木的 .#J以上有关!其他林木还有红柳’
胡杨’旱柳’二白杨等树种!但二白杨和旱柳不
被选择 营 巢& U=E62366 等 对林 即鸟 伯 劳 " 7A
&%$+2(*#的研究表明!鸟类倾向于选择研究区域
数量最多的树筑巢!且这些树种可以提供最适
合的巢址 *""+ & 荒漠伯劳 BBI$%J的巢营于沙枣
上!营巢于红柳和胡杨的仅占 $$IB’J& 沙枣
树不仅数量多!而且其枝条稠密’多刺!可以为
!!表 D@各斑块营巢特征及繁殖成功率

!.;I#D@0#(/*#./1"#.+3+#(/(1&&#((’+/2#(/13= %./&2#(

分区
]3G;8E=

巢数
)>2YED*W
6E=G=

营巢树种
)E=G46:GDEE

密度
NE6=4G<

"个m82" #

繁殖成功率
‘DEE?46:=>;;E==

"J#

巢间距离
N4=G36;E*W
GA*6E=G="2#

M C 沙枣’红柳 /ICB ’#I# /. (&B

‘ B 沙枣’红柳"仅 $ 棵胡杨# $I// B&IC C’ ($CC

\ "% 沙枣’红柳 $I’B ’%I&"未监测的 & 巢未统计# $ ($"#

N $# 沙枣 /I$% ’#I# "/ ($##

0 & 沙枣 $I&$ &$I% ’" ($C’

^ & 沙枣 "I$’ &$I% "%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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繁殖鸟类的巢提供很好的庇护& 红柳上巢的繁
殖成功率为 $##J!大于沙枣和胡杨的 ’/I’J&
红柳上所营巢枝 条的郁闭 度为 ’BI/// s
$$I’.#!而沙枣和胡杨上所营巢处的郁闭度为
%’I%$C s$CI.&%!这种差异可能是导致在上述
两类树上营巢的荒漠伯劳繁殖成功率差别的主
要原因& 当然本次研究中营巢于红柳的巢样本
量很少!还不能很好地说明问题& 在本研究区
域!对荒漠伯劳这种捕食性鸟类的繁殖产生威
胁的因素目前发现有同类破坏以及大杜鹃的巢
寄生!因此!巢的隐蔽因子也是荒漠伯劳比较主
要的巢址选择因子&
CBA@荒漠伯劳的繁殖成功率@对于鸟类来说!
巢密度越大!种内资源的竞争越激烈& 调查区
的荒漠伯劳有同类捕食的习性!尤其破坏巢中
的卵& 繁殖失败的 $& 巢中!$C 巢在产卵或孵
化期被捕食!其余 " 巢在育雏阶段被捕食& 荒
漠伯劳的巢繁殖成功率随密度增大呈下降趋
势& 荒漠伯劳破坏其他伯劳巢内的卵或雏鸟!
减少营巢空间的竞争& 本研究中位于红柳林的
‘区繁殖成功率最高!密度最小!每个巢所占用
的领域面积最大& 在统计的所有巢中!在相邻
巢距离小于 /# 2的 $C 个巢中"有 " 个巢未纳
入#!有 B 巢繁殖失败!而相邻巢距离大于 ’C 2
的 $’ 个巢中仅 " 巢繁殖失败& 随种群密度及
营巢数量的增加!同一物种的成鸟会出现捕食
雏鸟的行为 *$C+ & 荒漠伯劳的繁殖成功受到种
群密度的影响!这与鸟类育雏期间需要一定的
空间来满足其食物需求有关& 伯劳在繁殖期具
有很强的领域行为!这可能使得种内竞争加剧&

本研究中每个荒漠伯劳繁殖对拥有的平均
面积为 #I/. 82" m巢!繁殖成功率为 ’BICJ!繁
殖失败多为同类所致& 同属其他伯劳的研究
中!斯洛伐克西南部地区的红背伯劳 " 7A
6(,,)*#(# 每 一 繁 殖 对 拥 有 的 平 均 面 积 为
#I%# 82" m巢 *"/+ !繁 殖 成 功 率 为 ’#J! 其 中
$BI"J的繁殖失败源于捕食& 波兰东部红背伯
劳每一繁殖对拥有的平均面积为 $IC% 82" m
巢 *"C l"’+ !繁殖成功率为 C#I’J!虽然平均面积
较小!但是气候所造成的食物数量不足是导致

繁殖失败的主要原因& 以色列南部荒漠地区灰
伯劳"7A3%*#I#($+,#&#每一繁殖对拥有的平均面
积为 $$. 82" m巢 *"%+ !繁殖成功率为 ’BI"J!领
域面积远远大于上述荒漠伯劳和红背伯劳!繁
殖成功率也相对较高& 与荒漠伯劳同一区域的
黑顶麻雀的繁殖成功率为 &#I&J!与荒漠伯劳
繁殖成功率相当 *$.+ !繁殖失败主要源于天敌捕
食& 由上述内容可知!导致红背伯劳’灰伯劳’
黑顶麻雀繁殖失败的主要原因为天敌捕食以及
气候因素!但本研究中荒漠伯劳主要是同种捕
食导致繁殖失败& 在研究区域随着荒漠伯劳种
群密度的增加!其繁殖压力增大!通过破坏同类
的巢来减小竞争压力!以达到给后代提供充足
食物资源的目的& 当然!影响伯劳繁殖成功还
有其他因素& 对于影响安西极旱荒漠区荒漠伯
劳繁殖成功的因素还需进一步研究&
致谢!感谢安西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处提供
的方便和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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