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鸟类生态学的发展趋势 

郑光美 张正旺 
(北京师范大学生物秉) 

进人八十年代以来，鸟类生态学领域的研 

究更加活跃，发展迅速，在很多方面占据生态学 

研究的前沿，推动生态学理论和实践的发展。这 

里准备从研究内容和研究特点 作 一 简 要 的介 

绍，以为我国鸟类生态学研究提供参考。 

一

、 研 究 内 容 

可归结为种群生态、群落生态、生理生态和 

行 为生态四个领域。 

(一)种群生态 是鸟类生态学的核心，主 

要研究种群的空间分布 、种群结构和数量变动 

(例如季节、年和周期性数量变动)。 

决定种群数量变动的参数主要是 出生 率、 

死亡率和迁徒。当前许多研究均侧重于对这兰 

个参数及其影响因素(生物的和气候的)进行讨 

论。 

通过长期的种群动态研究表明，一些鸟类 

种群存在着周期性的变化。探讨导致变化的关 

键因素，是当前鸟类种群生态研究的前沿，而且 

争论十分激烈。 例如对雷鸟的周期性 数 量 变 

动 ，则有三种不同的假说： 

1．内阻假说是英国陆地生态研究所的 Dr． 

Wat~ori和 Dr．Moss提出的。 他们发现雷鸟 

(Lagopu,lagopus sco~i,us) 存在着 6—8年 

的变化周期。通过向实验观察地区内的土壤进 

行人工施肥，来改善植物生长及营养条件 ，可使 

种群数量处于上升年份时的密度职显增加；但 

却不能殂止处于下降年份时的持续下降。．进一 

步研究证职，引起种群数量下降的因素主要是 

空间行为，特别是迁出数量增加所导致的领域 

面积扩大。种群密度达到一定程度时，雄鸟的 

进攻性行为增加，所 占领域面积大，未 占领域的 

雄鸟 ，或被天敌消灭，或迁出。在种群数量上升 

阶段，移走一部分雄鸟，可阻止达到顶峰时的数 

量下 降。 

2．外国假说 由英国狞措鸟类管理协会的 

Dr．Hudson提出。 他发现松鸡雏鸟存活率和 

越冬损失率是 由体内寄生虫密度所决定的。寄 

生虫的癌染与较高构种群密度和湿度有密切关 

系。人工饲喂抗寄生虫药物 ，可改变母鸟体质 

并提高幼鸟成活率。 

3．繁殖成功率假说 由加拿大的 Dr．Be— 

rgerud等人提出 ，分析了 l1个种群数量与上一 

年繁殖成功率之间的相关系数，发现有显著的 

相关关系。他们认为种群数量波动，是由不同 

年份之间，种群的繁殖成功率所决定的。 

这三种假说均有其证据及不完善性 ，进一 

步的研究将会导致正确结论的出现。 

(=)群落生态 研究群落结构及其演替、 

同一群落中鸟类种群间的相互作用及其各 自在 

群藩中的地位 ，是鸟类群落生态学研究的主要 

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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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虽然还有一些对特殊生境(例如海 

岛)中鸟类群落结构的研究，但较集中的是对鸟 

类群落中种间关系的探讨 ，例如种间竞争问题， 

杜鹃卵 寄生与寄主间关系的研究 ，捕食者与猎 

物种群间相互作用的研究。 

(兰)生理生态 主要研究鸟类生 理状 态 

的周期性变化(体重、体型、繁殖状态等)，生理 

状态与环境间的关系，生理状态对行为的影响， 

体温调节 ，生长发育及环境 因子间的制约作用， 

鸟类活动的时间分配方式及物质需求和能量代 

谢 。 

这一领域 中有关能量学的研 究工作 最 多， 

发展亦最快。这主要归功于 “时间一能量”预 

算法和双标记水技术的发展 。 例如 Kent和 

Congdon用双标记水法揭示了红翅黑鹂 (ACe- 

laius phoenicus)鸟两性异形现象，过 去一直 

认为是从亲鸟所获总能量不同雄比雌重n，3所 

致 ，是由于在能量分配方式上雌雄有很大差别， 

雄雏鸟为 19％ 能量用于生长， 8l％ 用于维持 

生命活动。 雌雏鸟 l7％ 用于生长，83％ 用于 

雏持生命活动，而不是总摄人量的差别。 

Nagy等人对南极企鹅 (Pygoscelis onta· 

rctica)代谢研究，以代谢率估计食物消耗量， 

发现其取食量相当于鲤鱼商业捕获量约 7．7％， 

从而揭示了捕鱼业与企鹅取食阎竞争的定量关 

系。 

(四)行为生态 鸟类行为大致可 分 为 繁 

殖行为，取食行为，社群行为和空间行为四大 

类。探讨这些复杂行为的成因，分析这些行为 

的功能，是鸟类生态学家感兴趣的闻题。 

1．繁殖行‘为的研究有助于了解物种的生活 

史及估算种群动态 ，近来主要涉及配偶系统及 

其演化，配偶选择，雄鸟占区行为及其功能，合 

作繁殖 ，亲鸟护巢行为等b 

2．取食行为研究主要是鸟类的取 食 对 策 ， 

包括对取食基地和食性的选择、取食活动的节 

律性和集群取食等。 近年的研究，倒重于对“最 

优取食理论”的验证。 这个理论是 MacArthur 

和 Pianka(1966)提出的 ，其中心思想是：“自 

然选择使捕食者(广泛意义上的捕食者)在捕食 

’ 4● · 

过程中使其净摄人能(净摄食率)遮到最大 。许 

多鸟类的研究结果均支持这个理论。 

3．社群 (或集群)行为主罪研究集群的功 

能、群体的结构及其影响因素的分析、群体中个 

体之间的关系。近年来的研究，往往将之与鸟 

类的其它行为和种群动态结合起来讨论。 

4．空间行为的研究包括鸟类对栖息地的选 

择、领域行为 以及候鸟的迁徒，其中对迁徙行为 

的研究已导致对导航及定向机制进行探讨。 

二、现阶段研究的一些特点 

(一)研究对象侧重经济鸟类、濒危鸟类以 

及与人类关系密切的种类。 

(=)与相邻学科之间广泛的渗透和交叉。 

(兰)研究周期长 如 美 国 Steenho／ 和 

Koehet(1 988)用 1 年时间研究三种猛 禽 在 

猎物数量变化局期过程中的食性 变 化。 西 德 

H6ther(1988)对草地鹑 (dnth．s pra~ensis) 

的繁殖生态，研究了 I2年。 英国 Hill(1 9ss) 

分析了 1 947-- 1986年的反嘴鹬(R fⅣ， o ，口 

avo$ct~a)的数据 ，认为幼鸟损失率是种群数量 

变动韵 关键因素。 瑞士的 Jenni(19s7)分析 

了欧洲 l900—1983年的燕雀集群的数据 及关 

键因素。 

(四)新技术、方法 的应用 如双标记水技 

术已成为国外进行鸟类能量学 研 究 的 常 规方 

法。无线电遥测技术已广泛应用于 种群生态和 

行 为生态研究中，为研究鸟类的社群结构、栖息 

地、幼鸟成活率及家族的运动方式等 ，提供了 

便利条件。目前几乎所有的研究结果均应用电 

子计算机进行数理统计 ，因而结论更县有可信 

性o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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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 国五十五年来 的兽类 学 

夏 武 平 

中国动物学会成立 55年了，这 55年来，我 

国的兽类学的发展过程是怎样呢?愿就个人所 

见 ，提一些不成熟的看法。 

近代兽类学在我国起步并不 晚，20年代中 

期 ，秉志先生前后发表过有关江豚形态及老虎 

骨学等方面文章有 9篇之多；20年代后期石声 

汉先生发表过 以偿山兽类 调 查 为 主 的 4篇 论 

文。但是后来二位都不作兽类学的研究，兽类 

学 的工作形同夭折。到 1934年 ，也就是中国动 

物学会成立那年，兽类学又重新兴起，何锡瑞先 

生连续发表 4篇论文 ，傅桐生、刘承钊等先生在 

1937年以前也作了一定的工作。 刘先生剌猬 

食性的研究 ，可以看作我国第一篇兽类生态学 

韵论文。这个时期可以视为我国兽类学的启蒙 
● ● 

骱段。 
● ● 

1937年抗 日战争起 ，8年抗战后， 又是 3 

年解放战争，科研工作基本停止，此时期至多只 

甫 一些零星的工作。 为寿振黄先生 1938年发 

表江豚头骨的研究 ，郑作新先生发表福州海豚 

纪要 ，甘怀杰先生等发表重庆鼠类和 鼠蚤调查。 

彭鸿绶先生有盘羊的骨学研究。但是，到了后 

半期 ，所有的工作停下来了，这是一个停滞期。 

1949年，新中国建立，全 国解放 ，兽类学的 

研究 自要恢复，但因受到的创伤太甚，并非易 

事，故其重建期达 8年之久 (t95n一1957)。这 

个时期兽类学的特点是，研究工作是零星的，缺 

乏系统的工作，但涉及面较广。如：④ 生理学 

方面有赵以炳先生的刺猬冬眠的研究；@ 区系 

方面有张荣祖先生等的漫江兽类调查；@ 鼠害 

方面有李汝棋先生等的稻田秋收耐 鼠害研 究， 

及蔓武平等的长爪沙鼠为害秋收的观察等；@ 

个体生态方面有纪树立先生等的黄鼠研究 ；@ 

群体生态方面有采伐迹地上鼠类变化等。 

但是，在动物地理区划上却取得了较为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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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虫病症状。或者掷制铝胞分裂，生育缓慢，使 

根部停止伸长；或使中胶屡和细胞壁分解，细胞 

变色坏死 ，使根尖和芽枯死，芽叶畸形扭曲 ，根 

系丛生，病部出现斑l点 ，组织变色崩溃 ，如柑桔 

短 根 线 虫祸 ，孕 麻 根 屑线 虫 瘸 o 

(3)使擅物体内的矿物质代谢作用、蛋白 

质和碳永化合物的同化作用、呼吸作用及pH值 

等正常生理生化功能改变 。引起病组织发生病 

理变化。如钾的含量对根结雌虫产卵天数影响 

很大，在钾少对需 4O天 ，适量对需 24天 ，多量 

时只需1 6天 。pH为 3—4时柑桔半穿刺线虫的 

繁殖 即受到抑制，pH为 5—7时繁殖就良好o 

(4)能和双纤毛孢 (Dilophospora)，丝核 

菌 (Rhizoctoria)，腐霉 (Pyrhiura)， 镰刀 菌 

(Fusarium)，疫霉 (P̂ yJ }̂D， )及轮枝孢 

霉 (VerHcillium)等真菌：和黄单孢杆菌 (Xa． 

mhomonas)，棒状 杆 菌 (Corynebacteri#m)， 

欧文氏菌 (Erwinia)， 假单孢杆菌 (Pseudo- 

mD 4 )以及土壤秆菌 (dgrobacterium)等细 

菌相互作用 ；形成复合病害，加重危害程度。男 

有些毛刺线虫 (Trichodorus)，长针线虫 (Lo· 

ngidorus)及剑线虫 (Xiphinema)还能携带、 

传播病毒 ，使病情恶化和蔓延扩大o 

经济损失大 据国外近几年来 的 资料 ， 

在美国擅物寄生线虫造成的经济损失，每年平 

均大田农作物约为总产量的 6％，果树为 12％， 

蔬菜为 11％，观赏植物为 10_％。 在我国由于 

进行大田防治的地区还不昔遍 ，估计损失比国 

外 高，总平均每年约为总产量的 t0m t5％。 

8．防洽办法少 住何线虫病害 ，只要遣立 

当地生态环境条件后，防治就很 困难。 由于国 

内还缺乏简易有效、经济实用的得力措施。 目 

前推行的防治办法较少，主要是选育抗病品种， 

(上接第}5页) 

托 rF创 莅 ' 调  }丙林 舰 求 援 船 用 承 城 丑 化 手 约  

荆，如用 5％ 1605乳剂拌闷种，防治谷子不孕 

线虫病 ，用 3瞄呋哺丹颗粒剂防治甘薯糠腐_I葑 

及水稻干尖线虫病等。至于施用新杀线虫剂涕 

灭克，力满库等药 ，因要从国外进 口，价格太贵， 

不 易推 广 。 

9．传播频率高 大多数的线虫病害都能借 

种子、幼苗、各种无性繁殖材料 、土壤及运输工 

具作远距离的人为传播。如水稻干尖线虫病是 

因引种调种，从 日本传人天津 ，再传播到全国各 

地 。甘薯糠腐线虫病是随种薯和秧苗四处传播 

的。根结线虫病是随调运苗术到处传播蔓延开 

的。南京的松枯死线虫病是因贩卖病死松树木 

材传到江浦县、云会县及镇江市的 。总之 ，病原 

线虫的传播途径很多 ，频率亦高，故要防止病害 

蔓 延扩大 ，赫耍 大 办加 强垒国各地 的擅物检痉 

工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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