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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２０１２ 年 ７ ～ １１ 月，采用焦点动物取样法和瞬时扫描法，在乌鲁木齐近郊水域白湖，对白眼潜鸭

（Ａｙｔｈｙａ ｎｙｒｏｃａ）秋季行为进行实地观察研究。 制定出白眼潜鸭行为谱，各种行为有取食、保养、运动、休
息、警戒、其他，共 ６ 类 １４ 种。 昼间各行为时间分配依次为取食 （５６ ７％ ）、运动 （１３ ８％ ）、保养

（１１ ８％ ）、休息（１１ ２％ ）、警戒（５ １％ ）、其他（１ ４％ ）。 其中取食、休息、运动行为有明显的节律性变

化。 休息行为以家庭为单位聚集在一起进行，取食行为则分开进行。 ７ ～ ９ 月份 ７：００ ～ ８：００ 时、１８：００ ～
１９：００ 时休息行为出现峰值，１０ ～ １１ 月份 ８：００ ～ ９：００ 时、１７：００ ～ １８：００ 时出现峰值；７ ～ ９ 月份取食行为

在 ８：００ ～ ９：００ 时、１７：００ ～ １８：００ 时有明显的峰值，１０ ～ １１ 月份在 １０：００ ～ １１：００ 时和 １５：００ ～ １６：００ 时

出现峰值；７ ～ １１ 月份运动行为均在中午达到峰值。 白眼潜鸭 ７ ～ ９ 月份与 １０ ～ １１ 月份觅食行为、休息

行为和保养行为差异极显著（Ｐ ＜ ０ ０１），运动行为无显著性差异（Ｐ ＞ ０ ０５）。 迁徙前（１０ 月中旬），白眼

潜鸭有集群现象，数量最多达到 ３７ 只，１０ 月下旬种群集体迁徙。 秋季白眼潜鸭主要时间用于取食，意图

为了迁徙或越冬积累能量，集群迁徙有利于种群防御天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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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白眼潜鸭（ Ａｙｔｈｙａ ｎｙｒｏｃａ）广泛分布于欧

洲、亚洲、非洲，过去几十年它们的数量呈下降

趋势（Ｐｅｒｅｎｎｏｕ ｅｔ ａｌ． １９９４， Ｌｏｐｅｚ ｅｔ ａｌ． １９９７，
Ｇｒｉｍｍｅｔｔ ｅｔ ａｌ． １９９９）。 主要原因在于栖息地的

丧失、退化以及当地的偷猎活动 （ Ｃａｌｌａｇｈａｎ
１９９７）。 目前被自然物种保护联盟（ＩＵＣＮ）列为

“近危”物种，同时被列在迁徙物种保护公约附

录Ⅰ之中（ＣＭＳ ２００８），全球种群数量估计为

１６３ ０００ ～ ２５７ ０００ 只 （ ＢｉｒｄＬｉｆｅ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２０１２）。 中国是白眼潜鸭主要繁殖地之一

（Ｃａｌｌａｇｈａｎ １９９９，Ｖｉｎｉｃｏｍｂｅ ２０００），繁殖在新疆

北部（准噶尔盆地）、南部（塔里木盆地）及内蒙

古的乌梁素海等零散湖泊，也可能见于西部的

其他地区，越冬于长江中游地区、云南西北部

（郑作新等 １９７９，约翰·马敬能等 ２０００）。
欧洲在 １９９７ 年开始发起白眼潜鸭的保护计

划（Ｃａｌｌａｇｈａｎ ｅｔ ａｌ． １９９７），在欧亚非迁移性水鸟

协定下，国际单一物种的行动也对其制定了相应

保护计划。 白眼潜鸭在许多国家受到法律保护，
禁止任何形式的捕猎。 然而在中国还没有引起

足够的重视，除了少数报道外（张淑萍 ２００４，马
鸣 ２０１１），相关研究基本上属于空白。 行为研究

是了解某一物种的生活习性、生理、生态需求的

必要手段，建立某物种动物的行为谱是行为学研

究的重要内容之一（蒋志刚 ２００４）。 笔者选取白

眼潜鸭为研究对象，研究迁徙期前的行为时间分

配、活动节律，探讨其生活习性及生理、生态需

求，以期填补该研究领域的空白，为它们的保护

提供基础资料和合理化的建议。

１　 研究地区及方法

研究区域白湖湿地（原名石油泉子）位于乌

鲁木齐市新市区与头屯河区交界处，距乌鲁木齐

市中心直线距离约 １４ ５ ｋｍ。 地理坐标为 Ｎ４３°
４８′，Ｅ８７°２６′，海拔 ８００ ｍ。 湿地东西长约５ ｋｍ，
南北宽 ３ ｋｍ，水面中间深，四周浅，水质为微咸

水。 该地区属中温带大陆性干旱气候，春秋两季

较短，冬夏两季较长，昼夜温差大。 年平均降水

量为 １９４ ｍｍ，最暖的 ７、８ 月平均气温为 ２５ ７℃，
最冷的 １ 月平均气温为 － １５ ２℃。 极端气温最

高 ４７ ８℃，最低 －４１ ５℃。 同一水域常见水禽有

黑颈（Ｐｏｄｉｃｅｐｓ ｎｉｇｒｉｃｏｌｌｉｓ）、黑水鸡（Ｇａｌｌｉｎｕｌａ
ｃｈｌｏｒｏｐｕｓ）、 骨 顶 鸡 （ Ｆｕｌｉｃａ ａｔｒａ ）、 红 头 潜 鸭

（Ａｙｔｈｙａ ｆｅｒｉｎａ）、赤嘴潜鸭（Ｎｅｔｔａ ｒｕｆｉｎａ）、绿头鸭

（ Ａｎａｓ ｐｌａｔｙｒｈｙｎｃｈｏｓ ）、 赤 麻 鸭 （ Ｔａｄｏｒｎａ
ｆｅｒｒｕｇｉｎｅａ） 等。 湖 边 植 物 有 芦 苇 （ Ｐｈｒａｇｍｉｔｅｓ
ａｕｓｔｒａｌｉｓ）、盐角草（Ｓａｌｉｃｏｒｎｉａ ｅｕｒｏｐａｅａ）、猪毛菜

（Ｓａｌｓｏｌａ ｃｏｌｌｉｎａ）、翅膜菊（Ａｌｆｒｅｄｉａ ｃｅｒｎｕａ）等。
在尽量不干扰白眼潜鸭的情况下，相距

２００ ～ ３００ ｍ 距离借助双筒 （Ｍｉｎｏｘ ＢＶ，１０ ×
４２ ＢＲ）或单筒高倍望远镜（Ｃａｒｌ Ｚｅｉｓｓ，Ｄｉａｓｃｏｐｅ
８５、２０ ～ ６０ 倍），于 ２０１２ 年 ７ ～ １１ 月采用焦点

动物取样法和瞬时扫描法对白眼潜鸭行为进行

观察、记录。 对于白眼潜鸭群体观察采取瞬时

扫描法，每 ３ ｍｉｎ 记录一次群体行为，对单独个

体观察采用焦点动物取样法。 在观察期间观察

点有 ２１ 只（后期集群数量达 ３７ 只）白眼潜鸭

在观察范围活动，行为观察每天从 ７：００ ～
２０：００时全天观测，累计有效观察 ２０ ｄ，行为记

录 １９７ ｈ。 对观察所获得的各种行为数据进行

归纳整理，利用 Ｍｉｃｒｏｓｏｆｔ Ｅｘｃｅｌ 和 Ｓｐｓｓ １７ ０ 进

行统计分析和图表处理。 行为时间分配以各行

为发生的时间占总行为时间的百分比表示。 数

据以平均值 ± 标准误表示，通过 Ｋｏｌｍｏｇｏｒｏｖ⁃
ｓｍｉｒｎｖ Ｔｅｓｔ 检验对行为数据进行正态分布检

验，而后采用非参数 Ｋｒｕｓｋａｌ Ｗａｌｌｉｓ Ｈ 来检验各

组数据的差异性。

２　 结　 果

２ １　 行为谱　 参考行为研究的相关文献（郑
光美 １９９５，张正旺等 １９９６，孙悦华等 １９９７），
根据对白眼潜鸭的行为观察，依据每种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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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生的功能、动作或姿态进行分类和描述，制
定出行为谱（表 １）。 行为包括取食（以潜水

取食为主，偶尔在岸边啄食植物嫩叶）、保养

（理羽、挠头、洗澡、晒太阳）、运动（游泳、飞
行）、休息、警戒、其他 ６ 类 １４ 种。 其中取食

单独进行（偶有 ２ ～ ３ 只一块），而休息行为则

以家庭为单位进行。 迁徙前（１０ 月中旬），白
眼潜鸭有集群行为，数量最多达到 ３７ 只，１０
月下旬种群集体迁徙。
２ ２　 行为时间分配　 秋季白眼潜昼间各行为

时间分配依次为，取食 ５６ ７％ 、运动 １３ ８％ 、
保养 １１ ８％ 、休息 １１ ２％ 、警戒 ５ １％ 、其他

１ ４％ 。 白眼潜鸭觅食行为在开阔水面以潜

水为主，潜水时长（１８ ６ ± ２ ５） ｓ，间隔（１１ ５
± １ ３） ｓ。 运动行为以游泳为主，偶有受到岸

边惊吓或长距离运动时才飞行；保养行为以

理羽为主，伴随挠头、洗澡、岸上晒太阳。 其

他行为主要是瞬间行为，包括争斗、驱赶、嬉
戏、玩耍等。
２ ３　 日行为节律　 由于白眼潜鸭 １０ 月中旬开

始出现集群，将秋季行为分为 ７ ～ ９ 月和 １０ ～

１１ 月两个阶段。 白眼潜鸭 ７ ～ ９ 月份觅食行为

在 ８：００ ～ ９：００ 时和 １７：００ ～ １８：００ 时有明显的

峰值，其他时段取食频次相近；休息的峰值出现

在 ７：００ ～ ８：００ 时和 １８：００ ～ １９：００ 时；保养行

为在中午 １１：００ ～ １６：００ 时出现峰值。 １０ ～ １１
月份觅食行为在 １０：００ ～ １１：００ 时和１５：００ ～
１６：００ 时有明显的峰值；休息的峰值出现在

８：００ ～ ９：００ 时和 １７：００ ～ １８：００ 时，保养行为

在 １４：００ ～ １６：００ 时达到峰值。 ７ ～ １１ 月份运

动行为均在在 １２：００ ～ １３：００ 时达到峰值（图
１）。 秋季 ７ ～ ９ 月份和 １０ ～ １１ 月份白眼潜鸭觅

食行为、休息行为及保养行为差异极显著（Ｐ ＜
０ ０１），运动行为无显著性差异（Ｐ ＞ ０ ０５）。

７ ～ １１ 月份白眼潜鸭种群数量维持在

２１ 只，分为 ２ 个家庭，早晚以家庭为单位休息，
一个家庭数量为 ７ ～ １３ 只。 其余时间种群分开

进行觅食，数量较为接近，２ ～ ３ 只左右，中午观

察到的数量最低。 １０ 月中旬白湖地区种群数

量开始增加，最多达 ３７ 只。 不同时间段观察到

的数量在 ７ ～ ９ 和 １０ ～ １１ 月份间无显著性差异

（Ｐ ＞ ０ ０５）（图 ２）。

表 １　 白眼潜鸭行为谱

Ｔａｂｌｅ １　 Ｔｈｅ ｅｔｈｏｇｒａｍ ｏｆ ｔｈｅ Ｆｅｒｒｕｇｉｎｏｕｓ Ｄｕｃｋ
分类

Ｃａｔｅｇｏｒｙ
行为谱

Ｅｔｈｏｇｒａｍ
描述

Ｄｅｓｃｒｉｐｔｉｏｎ

休息 Ｒｅｓｔｉｎｇ 睡眠 于水中或岸边，头颈向后转，喙前端埋于翅下，静止不动

静息 于岸上站立，头部略为回缩，闭眼

取食 Ｆｏｒａｇｉｎｇ 觅食 主要以潜入水下的方式取食，少数情况下于浅水处觅食，偶尔在岸边啄食植物的嫩叶

警戒 Ａｌｅｒｔ 张望 转动头部观察周围情况（如遇天敌），一般发生在家庭集体活动或刚从巢区出来的时候

叫声 当受到惊扰时，种群有时会发出粗哑的叫声

运动

Ｌｏｃｏｍｏｔｉｏｎ
游泳 脖子抬起，两腿后伸，脚蹼不停拨动

飞行
脚蹼拍击水面脖子向前上方伸直，不停扇翅，有 １ ～ ２ ｍ 滑行距离，而后平行于水面飞行，短距离

飞行高于水面 ５ ～ ６ ｍ，长距离飞行一般距离水面 １０ ｍ 以上

走动 岸上双腿一前一后走动，身体摇摆，一般走动距离不超过 １０ ｍ
保养

Ｍａｉｎｔａｉｎ
理羽 转头用喙部不停梳理羽毛

抖翅 理羽后常抖动翅膀

挠头 头斜向后转，抬起脚蹼挠动头部

洗澡 于水中或岸边浅水处，身体下蹲，翅膀略为张开不停扇动，拍打水面，同时摆动身体

晒太阳 一般下午时候，啄羽后常于岸上，晒太阳（略同静息）
其他 Ｏｔｈｅｒｓ 瞬间行为 争斗、驱赶、嬉戏、玩耍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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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１　 白眼潜鸭 ７ ～ ９ 月和 １０ ～ １１ 月日行为节律对比

Ｆｉｇ． １　 Ｄｉｕｒｎａｌ ｒｈｙｔｈｍ ｏｆ ｂｅｈａｖｉｏｒｓ ｏｆ ｔｈｅ Ｆｅｒｒｕｇｉｎｏｕｓ Ｄｕｃｋｓ ｉｎ ａｕｔｕｍｎ
　

图 ２　 不同时间段白眼潜鸭集群的数量动态

Ｆｉｇ． ２　 Ｔｈｅ ｎｕｍｂｅｒ ｏｆ ｔｈｅ Ｆｅｒｒｕｇｉｎｏｕｓ Ｄｕｃｋｓ
ａｔ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ｔｉｍｅｓ

　

３　 讨　 论

鸟类花费在各种行为上的时间和能量都会

影响到其生存状态，鸟类的活动时间分配不仅

是对环境条件的一种适应（Ｏｒｉａｎｓ １９６１），而且

是影响其活动全部因素的综合表现（杨晓君等

１９９６），要理解鸟类个体对时间的最佳利用方

式，就必须清楚鸟类对各种类型行为的时间分

配（Ｅｖｅｒｓ １９９４）。 Ｍｕｚａｆｆａｒ （２００４）在孟加拉国

观察越冬期白眼潜鸭 １６ ７％ 的时间用来觅食，
６０ ０％的时间休息。 与之相比秋季（迁徙前）
白湖地区白眼潜鸭种群花在觅食上的时间

（５６ ７％ ） 明 显 偏 高， 而 休 息 则 明 显 偏 低

（１１ ２％ ）。 主要原因在于秋季鸟类迁徙前需

要足够的能量积累，觅食是能量积累的一种重

要途径；冬季白眼潜鸭活动量小，能量消耗低。
行为是动物对环境变化最直接的表达形式

（蒋志刚 ２０００）。 白眼潜鸭休息、觅食等行为既

受到自身代谢的控制又与附近人为干扰相关。
据观察，每日 １２：００ ～ １４：００ 时是人为活动的高

峰期（主要为游泳、旅游、观光的人群，附近武

警训练基地在 １２：００ ～ １３：００ 时期间要播出午

间新闻），这段时间受人类干扰，白眼潜鸭需要

不断转移位置，觅食行为较少，而运动行为较

多。 早晨休息结束后出现进食高峰，可能和自

身新陈代谢相关，同时也受到温度的影响，这段

时间是温度快速上升的时期，浮游植物、水生生

物活动频繁，利于觅食，也可以避开人群的活动

高峰。 ７ ～ ９ 月份和 １０ ～ １１ 月份觅食行为、休
息行为和保养行为差异性极为显著（Ｐ ＜ ０ ０１）
与日出时间有关，从 ７ 月份到 １１ 月份，日出时

间延后 １ ５ ｈ，鸟类需要调节自身生物钟。 鸟类

有集中休息分散觅食的习性 （ Ｇｒｅｅｎ 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０）。 白眼潜鸭休息在早晚多以家庭为单位

群体形式进行，一个家庭多维持在 ７ ～ １３ 只左

右，集群休息可以更好地警戒、防御天敌。 觅食

行为分开进行，可能是白湖地区食物分布广泛，
而食物密度相对较低之故。

在迁徙期间，食物资源的波动，捕食压力，
种内和种间的竞争，有限的栖息地等，都会给鸟

类的迁徙带来极大的压力（马志军等 ２００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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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物集群有利于改善微气候条件、利于动物的

繁殖和幼体的发育以及迁徙（孙儒泳 ２００１）。
迁徙前（１０ 月中旬），白眼潜鸭进行集群，数量

达到 ３７ 只，１０ 月下旬种群集体迁徙。 对动物

集群影响最大的两个因素是食物和天敌（Ｋｒｅｂｓ
ｅｔ ａｌ． １９９３）。 鸟类中，当好的食物资源出现

时，一些个体可以离开群体而独享这种资源

（Ｌｕ ２００４）。 白眼潜鸭食物（岸边植物嫩叶、水
中藻类，螺丝等软体动物以及昆虫幼虫）来源

广泛，多分散进食，仅从食物考虑似乎没有集群

的必要。 因而迁徙期的集群更多的是回避天敌

的需要。 它们需要以集群的形式来警戒、防止

天敌入侵，这与平时休息时的集群行为也一致。
２０１２ 年与往年相比迁徙时间晚十天左右，可能

与每年的气候变化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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