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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场设置人工巢箱招引山雀试验初报 

阵 桃 源 
(安暾省全椒县孤山林场) 

摘要 为了比较各种人工檗箱的箱色对招引大山雀的教果 ，我们以红 、绿 、蓝 、黑、白及本色六 种箱 

色试验，其结果红箱招引率略高于绿色，蓝、黑，白三色次之，本色最差。 

我场现有松林 4453 0亩 ，占有林地 92．3弼。 

由于树种单纯，马尾松毛虫连年猖獗成灾。 自 

1 981年以来采取了综合治理措施，使害虫一直 

处于低虫口状态。措施之一的人工巢箱招B【大 

LLj雀控制松毛虫的发生及发展，取得了一定成 

效。为提高招引效果，我场曾于 1985—1986年 

两年期间，在林区设置了不同颜色的人工巢箱 

毫 1 不 同颤 色的^工巢箱扫引山雀情况的调奎 

合 计 其 

箱教 
箱色 大 山雀 山麻 雀 鲁 注 

：其) 进冀 招引 
数 盛 进巢 霭前 进巢 捂引 
(巢 ) (％) 数 盘 数 蛊 

红 色 __—— 
(巢) 嗵 2 [％) ___一 

5 l60 6 2 40 

绿色 5 6 l20 4 80 2 4U 13,l985年 ‘月 23 E 

赶色 5 5 1 20 及 6月5日两戎1爵 

黑 色 5 5 JO0 2 4O 3 60 
白色 3 3 100 1 33 2 67 统计． 

本 色 2 1 5O O 0 1 50 

进行招引山雀的比较，结果红色人工巢箱招引 

率却偏高于绿色人工巢箱 ，具体调查情况见表 

l一 3。 

表 2 红、绿色人工囊精招引山誊情况的一童 

室 其中 犬山雀招；【数 

J 红箱l招引 箱l擐引 备注 
一  

(赘粒) c嘉) 
～

l—I—l一 
366 II5 l25I 71161_， ， 1986年j月3H调查 

瘴 3 虹、景色人工巢箱捃 §『山崔情况的调查 

合计 其中 大 山雀招引数 

挂 箱 备 注 
数 
(只) 

[只)K其) (只 ；‘％ j 只 l‘％) __——  

i 1986年6月27日诩主 j66 Il5 l25l 
J I l - 

山西 省鹤 形 目鸟类 的研 究 

刘焕金 高尚文 李鹏飞 朱 军 
(山西省生物研究所) (山西省崮然保护区工怍管理站) 

樯要 本文作者于 1980—1984年，在山西省对鹤形目鸟类的生物学进行了研究，其内容包括季节 

迁徒、鹤类组成、数量分布、食性分析，井对其有若繁殖的种类进行了探讨。 

鹤形 目的鸟类 ，多供观赏之用，有些种类， 

如丹顶鹤 (Grus iaponensis)、 灰 鹤 (Gru~ 

grus')、蓑羽鹤 ( n*l*ropoides vlrgo)等又餍国 

· l2 ‘ 

家保护动物，因此 ，研究鹤形 目鸟类 ，不仅具有 

苏化龙、冯 敬义、卢总等同志参加部分野外工作，特此 

致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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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定的学术价值 ，而且对于保护管理、台理利用 

和环境质量评价等有着实践意义。 

关于山西省鹤形目鸟类的报道，以往多属 

分类区 系研究 (唐蟾珠等 1965；刘焕金等 

I 984)，198O— I984年 ，我们对本省的鹤樊进行 

了较长期和较全面的调查采集标本工作 ，获得 

了较多的鸟类生物学资料。特 0对鹤类进行 了 

重点的观察 ，全面地收集资料，现加以整理、报 

道如下。 

一

、 自然概况及工作方法 

山西省位于黄土高原 的 东 缘，地 处 东 经 

1 10。1 5 --1 1 4。3O ，北纬 34。l0 一 40。51 之删。 

其余自然概况见刘焕金，1982((自然资源研究》， 

本文不再赘述。 

本文采用的工作方法为 

(一)迁徒动态的观察 鹤形 目鸟 类 在 本 

省多为候鸟，因而存在迁健观察，选定人为干扰 

少的太原扮河滩(长 5000米，宽 50米)为样地 ， 

每年 9月上旬和 3月下旬开始，隔 日 8：00— 

1 1：00，观察鹤形目鸟类最早迁来和最晚迁离的 

个体 ，以期确定候乌的居留期和迁离后的间隔 

期。三年中观察方法、路线、时间、样地基本一 

致 ，这只为观 察迁徙动态时所用，与常规路线统 

计数量无关。 

(：)常规路线数量统计 在适宜 鹤形 目 

鸟类栖 息的生境内，采用常规路线数量统计方 

法，l小时行程 2公里，左右视区备50米 ，8：O0— 

10：00统计鹤形 目鸟类的个体数量，以 1小时， 

2公里遇见数量 ，计算其生态密度，虽统计区域 

不同 ，但统计的方法基本一致。 

对部分鹤类如白骨顶等 ，选择风和 日丽的 

天气 ，水面平稳无波浪 ，背太阳光线，上 午从东 

向西 ，下午由西向东统计其数量。 如统计优势 

种时则固定 3— 4人持望远镜 ，分片包段，各计 

其数，力求统计数量相对准确。 

(三)食性分析 采用解剖鸟胃 ：J野 外 直 

接观察的方法，将食锄尽萱鉴定出种名。 

二、鹤形 目鸟类组成 

依历年调查研究 ，采集标本及文献记载所 

知，本省鹤形 目鸟类至目前 为止 ，共计有 4科11 

科(见表 1)，占全国鹤形 目鸟类 32种(郑 新 ， 

1 976)的 3 4．38％，占全省鸟类 292种(刘焕金 

等 ，198q)的 3．77％。其中夏候型 5种，冬候型 

的 2种 ，旅鸟型的 4种。从保护类型而言，属国 

家一、=、三 类保护动物分别为丹顶鹤、蓑羽鹤 、 

灰鹤和大鸨 ；小田鸡、红胸 田鸡和黑水鸡均为中 

日候鸟保护对象。 

还发现本省鸟类最新纪录 2种：黄脚三趾 

鹁和董鸡。 

三 、数 量 与 分 布 

(一)数量 鹤形目鸟类数量统计 结 果 见 

表 1。由表 1看出，白骨顶种群数量居首位，、白 

优势种；灰鹤的科群数量居二 ，属常见种 ；其它 

种类数量都在 2—5只，均为稀有种。通常认为 ， 

如属优势种类，可适当猎获利用 ，不然 自生 自 

灭 长期下去 ，造威资源浪费。 

灰鹤每年 10月中旬至翌年 4月上旬，定期 

迁来河津县黄河滩越冬，其种群数量每年最少 

有 2500只以上，实属罕见 ，且有逐年增多的趋 

势。 

(=)分布 从鹤形目鸟类在本省 地理 分 

布而言，黄脚三趾鹑 、黑永鸡和白骨顶三种鸟娄 

分布广泛，在每个调查区 (8个)全可见到。其 

次为灰鹤、小田鸡、红胸 墨鸡 、董鸡和大鸨 ，遇见 

区域在 5—6个。蓑羽鹤、白胸苦恶鸟分布区域 

狭小 ，遇 日．区域仅 1—2个。 

综观鹤形 目鸟类数量分布可知 ，除优势种 

白骨顶 、常见种灰鹤之外 ，其它种群数量分布鞍 

少 ，群体密度不离 ，又属候鸟，应加强合理保护。 

特别是对灰鹤 ，省政府应明令，在河津县黄河滩 

划建灰鹤越冬 自然保护区，加强珍贵鸟类保护 

工作，前景实为乐观。 

四、鹤形目鸟类繁殖特性 

(一)繁殖特性 鹤形目鸟类繁殖 特 性 是 

- 1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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衰 l 山西省鹤形 丑鸟姜调查名录 

调查区域 l小对 2公里遇皿数(只) 
文歙 居留 保护 

种 名 
记录 羹型 盏型  河 津 运 城 永 济 太 原 朔 县神 沁 县 浊 代县 

黄河滩 硝弛 五姓湖 汾河律 头水库 漳河 滹沱 

黄脚三吐鹑 Tu rnix  ̂bla 如rdil 夏 1 2 1 

— - 。  。 。 一  

灰 鹤 Grus grus lil／ordi 冬 @ 25DO l2 一 7 23 

丹顶祷 Gr iaponens~s 诚 e _ 

蓑羽鹤 AuIhropo~des virgo 旅 0 — 一 3 — 一 

小 日鸡 Poyz~ pusiIt。puslfi口 箍 @ 2 2 一 2 一 3 3 

红陶田鸡 Per~an ， ， 4 ery]~ro*ho， 夏 @ l 2 一 2 一 2 } 

白胸莆恶 鸟 埘Ⅲ Dr f』phoenicurus hinensis 蘸 I — 一 2 一 — 一 

董 鸡 Galiicrcx ci r㈣ ci ，f口 夏 — 2 —— 2 3 3 ， 

黑水鸣 Ga ff chloYOp ndica 显 @ 7 5 3 2 2 

白骨 顶 f lice 0 ”d 夏 l5D 7300 1700 } 2 3 4 

大 辖 0“| -r抽 d 谢 j 冬 @ l 3 2 

说明：撤 8个1|壹区的均值，在 1 000只l三【上的为优势种 ，100--i000只之间的为常见 种，100其以下的为稀有种· 

裹 2 鹤，哆目鸟类罄殖蚰特性 

种群繁殖期 

种 名 营巢地点 筑巢层次艮营巢妻型 _ 职食生态拉 

开始 终止 持续天数 

黄脚兰趾鹑 走原、代县 三棱草、芦苇丛 中，地面盘姨 6 月 1日 9月25日 1l7 路边草丛 

细胸田鸡 代 县、太原 

萤鸡 代县、螂县 沼潮密集的芦苇且，巢距水面不高 5月29甚 9月28己 123 稻田杂草丛 

黑承鸡 太原、饩县 水由草丛基部，水浮巢 睁月l8日 9月l8日 】2j 水中、求边、地面 

白骨磺 期县神头 芦苇杂草丛由，水浮冀 l5月25日 9月27H l 24 水中
、水边、地面 

在环境影响下，历史性生态适应性的结果 ，本省 

5种繁殖鸟的繁殖特性见表 2。 

由表 2看出 ，5种繁殖 鸟 (红胸田鸡的巢尚 

未找到)的繁殖特性有 2点： 一是繁殖期均在 

5月刘 9月下旬，黄脚三趾鹑繁殖期最短 ，为 

¨7天；最长的是白骨顶 ，为 124天。 二是营巢 

离水近 ，有的巢甚至被水浮着，表明是地栖洼永 

禽鸟类，在进化上为高级低能类群。 

(=)蘩殖资料 繁殖资料既是以 数 字 来 

表示每个种繁殖特性的形式 ，也是环境影响的 

具体体现，繁殖资料记入表 3o 

姐表 3可知 ，鹤形 目鸟类的繁殖情况 ，筑巢 

天数 2．3—3．O天 ，产卵期在 5月 25日--6月 7 

日，窝卵数 5．O一8．5枚，鲜卵重 5—39克，孵卵 

期基本一致，即由 17 5—2O．5天，初雏重 4—29 

克，i晖化率和成活率 均 较 高 ，均 值 在 91．7— 

95．2两，一般认为窝卵数是繁殖的主要参数，它 

影响着繁殖成效 ，乃至种群数量。 通常是窝卵 

数高，孵化率高，成活率也愈高；反之亦然。 

五、种类全年分布 

据调查表明 ，本省鹤形 目鸟类的种类一年 

中出现两次较大的高峰(见图 1)。 

由图 1看出 ，第一次在春季北上迁徒(4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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裹 3 昔{昏巨鸟娄的t殖资料 

寓卵数 卵重(克) 
(霪集) 卵宽 孵卵期 初雏重 育雏期 孵化率 成话率 种名 筑巢天数 产卵始期 (玫) (毫米) (天) (克) (天) (％) (％) 

5 24 20 17．5 早成型 93
．， 91．7 黄脚三趾鹁 6月 7日 (4

—

7) 0 ．5--5．5) (23--25) 【l9—21) (17一I8) f3．，一4．j) 3．5 5 
(j--4) 

细胸 曰鸡 

20 4l 30 18 I2．， 早成型 94
．
7 92．4 董 鸡 6月2日 (_一 l1) (19—21) (39—42) [29—31) 【l7—19) (1r一1●) 3 8．5 

(3—4) 

2．3 §月z5珏 8．3 I8．7 4O 28．4 I7．5 11．9 早应型 93
．5 黑永鸡 (2

· 3) (5—12) (16—21) (S7--42) (26—29) (17—18) (10一 H) 

白骨顶 2—3 6 月 5日 7．9 39 2 35 20．5 早应型 9，
．2 93．1 (6—13) (36--44) (_9一耶) 【33一卯) (19—22) (26—53) 

图 l 鹤形 目鸟 娄 全 年种 类 分 布 

形成 ，第二次在秋季南下迁徙 (10月)出现 ，但 

遇气候恶劣时 ，高峰的形成会推迟。如 1 985年 

9—10月，阴雨连绵，降雨量是 1985年同期的 

3．85倍 ，从而阻碍鹤形目鸟类的南下迁徒 ，致使 

在 1 1月上旬仍可于太原汾河滩见到 1 O种鹤形 

月鸟类。鹤类迁徙 ，无论北上，还是南 下(丹顶 

鹤除外)，大多数种类途经本省。从而初步认为， 

途 经本省的黄河及其纵贯南北的支流掰河，是 

鹤形 目鸟类每年季节迁徒往返路线之一；黄河 

滩途、五姓湖、硝池、鸭子池等湖泊水域生境 ，是 

鹤形目鸟类中冬候乌的越冬地。 

六、食 性 分 析 

通过野外直接观察和剖检鸟胃所知 ，鹤形 

目鸟类的食性 ，主要以植物性(包括农怍物)食 

物为主 ，动物性食物次之(见表 4)。 

由表 4看出 ，每种鸟类的 胃中 ，不同程度地 

出 现一些砂粒，表明砂粒在胃中研磨坚 硬食物， 

在助食物消化起着主要作用。另外 ，由于不同 

种类的觅食活动地的不同，其食物的组成有明 

表 4 鹤 形 目鸟娄童 性 分析 

种 名 

食性 食物组成 ‘ 『 黄脚 
红胸 白胸 黑水 白骨 

三趾 灰鹤 田鸡 苦霹 董鸡 
鹁 鸟 鸡 顶 

蜘蛛英 + + + + 

蝗 虫 英 + + + 

动物性 + + + + 卿虫类 

蚁 类 + + + 

蜂 类 + + + 

蝇 类 + + +： + 

蓟尾 草 + 

抄打旺 +十 

嫠 墓 ++ 

苍 茸 十+ 
■生 莽 草 + 

薄 荷 + + 垃鞠蛙 

浮 萍 ++ + 

水 蕞 ++ ++ 

水 稗 + + 

慈 菇 + + + + 

花 生  ++ 

红 薯 + 

杠作枷性 麦 类 + 

豆 类 + 

咎 类 

油 菜 + 

泥 土 + + + + + 

其它 砂 粒 + + + + + + 

术 屑 + 

显的差异 ，如大鸨 多在草原和农作物地带觅食 ， 

胃中植物 (植物茎叶、草籽、 麦 苗 等 出现 机 

率 ({7％)大大地超过在水域中活动的白骨顶 

· 1， · 

维普资讯 http://www.cqvip.com 

http://www.cqvip.com


 

动物 学杂志 Cltiaese Jourmtl。l zoologT 

(6．2两)。又由于季节的不同，同一种类的食物 

组成 ，具有明显的变化，如黄脚三趾鹑在春冬 

季节 ，多以植物种子为食 (77％)，而在繁殖季 

节 (6—8月)其食物组成则以动物性食物为主 

(92．7弼)。通常认为，食性与觅食地 、季节变化 

的一致性 ，说明鹤娄在取食上 形 成 了生 态 位 

(niche)的分离。 

参 考 文 1醴 

I’I9 2‘ (2 

翊焕盎等 198● 山西省鸟类名录及珍贵保护鸟类 自拣赍 

源研究 ‘{)：47。 
— — 1985 黑水鸡繁殖生志昀 初 步 理 察 动 物 学 研 究 

(2)：17 。 

张树棠等 1987 获赫在山西省河津县越冬情况 野生动物 

(I)：I8 

唐蟾珠等 1965 山西省中条山地区的鸟类区系 动翰 学 报 

l了(3)：23～ 

家兔失血性休克时血浆儿茶酚胺系统的 

含量变化 

朱舜丽 刘珠怀 陈垒珠 

(安徽中甚学院针灸经络研究所) 

邵庆兰 黄振信 马如纯 
(安教医科大学生理教研宣) 

摘要 本文应用囊光分光光度法对25倒失血性休克家兔血浆儿茶酚胺系统(酪氨酸、多巴胺 去甲 

臂上腺素及肾上腺 素)的含量 进行 了分析研究 ，井分别观察休克后输血组和非输血组家兔的儿荼 酚睦变 

化情况 。结果 表明失 血性休 克家兔血浆 儿茶酚胺及其前身物酪氪酸 含量均增高，其 中非输 血钮 更为显 

著，具有统计学意义。 提示失血性休克形成和发展过程中儿荼酚睦含量的适度增高是休克时机体的一 

信机制 ． 

实验动物失血性休克模型对动物病理生态 

特性 和基础医学研究都有重要意义。为观察动 

物体 内交感—— 肾上腺髓质系统机能改变和体 

液中某些生物活性物质的含量变化关系，作者 

采用颈总动昀c放血方法造成家兔失血 性 休 克， 

井对血浆酪氨酸 ~Tyr)、多巴胺 (DA)、去甲 

肾上腺素 (NA)和肾上腺素 (A)的含量进行 

了分析研究。 

材 料 和 方 法 

(一)实验方法 实验用成年家兔 25只， 

雌雄不拘 ，体重 2．2—2．5公斤。 随机分为输血 

和非输血组。 家兔在请醒情况下固定 于 手 术 

台，于一铡颈总动脉插塑料管放血，以造成失血 

性 休克(血压由 95mmPIg左右降为 50mmPIg)。 

输血组动物在停止放血后立即将所有放出的血 

液全部回输，而非输血组动物不回输血液。 

(=)采集血样 每 日同一时间实验，以排 

除昼夜时辰差异，于塑料管 口采集血样。 具体 

时间如下： 

第一次为放血前，测儿茶酚驶 (CA)系统 

各项指标的基础水平； 

第二次为放血停止时，测休克形成时 CA 

水 平 ； 

输血组分别于放血停止后 6O分钟、120分 

钟和 180分钟采集第三、四、五次血；非输血组 

分别于放血停止后 3O分钟、60分钟、90分钟和 

120分钟采集第三、四、五、六次血，供测定休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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