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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 红 尾鸲 繁殖 习性 研究 

杜恒勤 来卫国 世袒铭 魏书德 范元德 
(山 东 省 林 业 学 校) 

陈 玉 泉 
(泰安市租诛山林场) 

摘要 生话在租徕 山林场的北红尾鸲 (ghoenicur~ 。， )，筑巢前雄鸟寻选巢址，雄、雌鸟共 

同筑巢 ，筑巢材料多种，多是雌鸟衔运。每年筑巢二次，均于墙漏内，井对巢区有依恋性。巢筑完后开 

始产卵，每窝 {一，枚 第一窝产于 —5月上旬 ．第二窝为 6月，1986年 6月见一窝产 1卵而弃巢。雌 

鸟孵卵，孵卵期12天。雏鸟由雄、雌亲鸟共同饲 !量嬖量奎 =萼兰 乡星县 皇 喂雏有三次 
高峰，5～7时是一 日中喂雏活动最频时刻。 1l天 163小时喂雏 1317次，雄鸟喂雏 715次、雌鸟 602 

攻。12 13龄喂雏 192次为最多一天。12、1 3日龄 ，雌鸟每日喂雏次数多于雄鸟。 

长白山地区北红尾鸲 (PAoenicarus口 m 

r )的生态已有报道。 。 1985年 和 1986年 

4—6月 ，作者在山东省徂徕山林场，对北红尾 

鸲的繁殖习性也做了系统的观察研究。通过比 

较 ，发现生活在不同环境(长白山和徂徕山)中 

的北红尾鸲，其生态习性确有差异。现将获得 

的北红尾鸲新资料，报告如下。 

(一)巢掘 北红尾鸲筑巢前 ，先由雄鸟寻 

选巢址。 1985年 6月 8日，见一北红尾鸲雄鸟 

在徂徕山纤维板厂木工车间的东墙选择 巢址 ， 

墙有三个洞口，北红尾鸲对每个洞口每日都出 

人多次进行探察。筑巢材料多由雌鸟衔运。雌 

鸟每次衔材进巢时，雄鸟也立即进^洞内，0 5 
— 1分钟后 ，待雌鸟飞出时 ，雄鸟也随 之飞出洞 

外，停立在巢漏附近树棱上、或电话线上。 

北红尾鸲筑巢用的材料有多种(表 1)。 在 

长白山地区，其集材没有纽木棒和高梁秸杆 ，而 

抱子毛、野猪毛、榛鸡毛等却占一定 比例。可 

知 ，北红尾鸲的筑巢材料 ，是就地取材、园地而 

异 。 

巢的结构，基部用细末棒、千树皮、高梁秸 

杆堆积，上部用菊科埴物细茎杆、草根和鹿毛编 

成杯状，内铺鹿毛和羽毛。统计了 5个置有北 

红尾鸲巢的洞口方向：二北、一南、二东，米见 

有向西的。洞口 的 纵 径 7O一240毫米、横 径 

9O一150毫米、深 254～280毫米。 

北红尾鸲对巢区有一定依恋性 ，1985年筑 

巢在纤维板厂未工车间的南墙和东墙上的洞口 

内，1986年有两巢筑造在该车间北墙和东墙上 

的洞口内，并有不同年份的两个巢筑造在同一 

墙 洞内。 

(二) 嗍 北红尾鸲在徂徕 山每年 产 卵 

二窝。在长白山每窝以 6卵居多 ，未见有 5枚 

的 。作者在徂徕山统计 了五窝：1985年 5月 

产卵的一窝为 5枚、6月的一窝产 1枚卵后 ，岛 

巢被捣毁，母鸟站在被捣毁鸟巢的洞口发呆，长 

时不动。 1986年 4月一窝为 4枚、6月一窝为 

5枚 ，还有一窝产 2卵后弃巢。在徂徕山朱见 

朱卫国同志已谓至淄博市临描区林业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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衰 l 北红恿鸽簟柑分折 I 9B6年 6月 

材 蛔术捧 干辩皮 熊 『草 『薯 秉率科 细草 鹿毛 { 羽毛 台 
重量(g) 9．} 2．2 1 0．9 I 2． IO．9 1 z- 53．85 

l } 

百分 比(％) 31．95 17．31 f 20．2 14．B； l 4．64 

一 寓有 6卵以上者。 

(三)雏期 初出壳的雏鸟，嘴呈黄色，眼 

泡蓝黑色。头顶有稀疏的灰白色绒羽 ，背、舷羽 

区仅寥寥几条。翅的外缘橙黄色 ，内侧黑蓝色， 

腹部球形 ，肛门向上。腿黄色。全窝的雏鸟在 

巢内紧缩成一团。 

1育雏习性 北红尾鸲雌、雄鸟都育雏。育 

雏期，两亲乌警惕性较高，每次衔食归来后，先 

停落在巢咐近的树枝上 ，东张西望，见没有人 

时 ，则迅速飞人巢中。进行食性分析赦雏鸟拴 

颈时 ，亲鸟的警觉性更高，有时飞到漏口稍停 ， 

则又立即飞出。 

亲鸟喂雏时 ，每次只喂 1只雏鸟，又多是一 

次喂食 1只昆虫。做雏鸟拴颈时 ，也多次从 1只 

雏鸟口腔中同时取出 3—6只蚂蚁、3只蚂蚁和 

．
1只蜘蛛、1只金黄螟和 1只淘金针虫、1只淘 

金针虫和 1只毒蛾、1只淘金针虫和 1只 细 胸 

金针丑 ，也有一次从 1只雏鸟口腔中同时取出 

了4强碧蝽。每次喂雏之后，亲鸟即将雏鸟的 

粪便衔出巢外 ，放在亲鸟出巢后停藩的树枝或 

电话线上 ，停留 1分钟左右的时间，再飞去觅 

食。亲鸟在停留过程中，不断点头和上 、下摆尾， 

并不断发出嗒、嗒、嗒的叫声。 

2．喂雏次数 1985年 5—6月间，对一窝 5 

强雏鸟的喂雏次数做了连续 l 1天的统计，每次 

统计时间是 5：00—20：O0 

北红尾鸲喂雏期为 l 3天。在喂雏阶段，一 

{|中有三次喂雏高峰： 5：00—7：O0，10：00一 

I1：00，16：O0一 l7：00o据赵正阶(1975)报道， 

红尾鸲一 日喂雏最频繁的时候。是早晨 4—7 

时 ，尤以 5～6对喂食颁率最高：下午则是 l 3一 

l6时 ，尤以 lj_。i4时。 在龃徕 L 3一 l 3日龄 

的 5：00—6：O0，共喂雏 126次 ，乎 均 每 小时 

11．4次，是一 日中喂食频率最高时刻 ，两地情况 

相近。在徂徕山下午喂雏次数较多的时间 ，一 

是 14：00一l 5：O0，11日 中 喂 雏 91敬 ，再 是 

l6：00～17：O0，11日中喂雏 93欢。而 13：00一 

l 4：O0，l1日中汉喂雏 84次。 

l1日龄前，每 日喂雏次数雄鸟多于雌 鸟。 

12日龄，是北红尾鸲喂雏期喂雏次数最多的一 

天，雄鸟喂雏 9t次，雌鸟喂雏 101次。 13日 

龄 ，雄、雌鸟喂雏次数相同，均为 77次，18：00 

以后，雄、雌鸟均没有喂雏。 

喂雏期一小时之内喂雏次数最多者，为 l2 

日龄的 5：00—6：O0，喂雏 20次 ，平均 3分钟喂 

雏一次；喂雏次数最少者，为 儿 日龄的19：00— 

20：O0，仅一次。在 11天 的喂 雏过程 中，两亲乌 

间隔一小时不喂雏者，雌鸟为 5次，雄鸟为2 

敬。 

衰 2 北红尾蚺童性分析 

禽物种娄 出现鼗 善㈥ (其) 频率(％) 重量(克) 变志 
淘叠针虫 l 5 25 2．2 幼虫 

细鹅 金针虫 2 0．31 O．} 幼 虫 

壶黄螟 I 0．I6 O．05 鹰 虫 

蜘蛛 5 0．81 #．75 

蝗虫 I 0．1 O．j 若虫 

2 0．3 O．19 

蛴 螬 I 0．16 O．B 幼虫 

蚂蚁 22 6 O．43 成虫 

地老虎娄 2 0．3i O．i 幼虫 

叶蜱遒 2 0．31 O．4 成虫 

螟 妊 I 0．16 O． 

卷蛾 I 0．16 O．D5 幼虫 

蛄蜒 i 0．16 D．1 

橱毒 蛾 I 0．I6 0．j 劫 虫 

罄蜂 4 0．6； O．3 

1l天 165小时的统计 ，雄、雌二亲鸟 戈喂 

雏 1713次，雄鸟喂雏 715次，雌鸟 602次 ，雄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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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雌鸟多喂雏 儿3次，平均每日雄鸟较雌鸟多 

喂 雏 10．2次。 

3．喂雏食物 1985年 5—6月，亲鸟衔食喂 

雏时 ，用望远镜观察分辨出的食物有：灯蛾、夜 

蛾、毒蛾、桔叶蛾(主要是松毛虫)、尺蠖、麦蛾、 

蝗虫、蜂嘶 、步行蜱、蝽象、螟蚣等类及蝇和蛆。 

1986年 5月对一窝 4只雏鸟用拴颈法，从 

雏鸟口腔中取出的完整食物进行分析鉴定 (表 

2)。 

从观察和拴颈得知的北红尾鸲喂雏 食物 ， 

全是动物性食物 ，其中 95％ 是农林、卫生害虫。 

北红尾鸲对于消灭农林害虫、保护农田、苗圃和 

森林具有一定柞甫 苫手百 瑟卫生_罾虫，对 
人体健康也直接有益 ，应注意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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棕眉山岩鹨冬季生态的初步观察 

刘炔金 苏化龙 中守义 
(山西省生物研究昕) 

孙安宝 王建平 
(山西省庞泉沟自熟保护区管理所) 

囊襄 本文作者于 "82— 19B4年的 l一●月和 i0— 12月，在山西省庞泉淘自然保护区，对棕眉山 

岩鹞的冬季生态进行了初步观察。其内容包括季节迁徙、栖息地、总体数量及棕属 山岩鸡在越冬期间的 

数量波动，并对其冬季霜动节律和冬季的食物组成进行了初步分析。 

棕眉山岩鹨 (Prunella montanetta)为我 

国冬候鸟 。 近年来发现该鸟在山西省的五台 

山、吕梁山地区及太原盆地等地越冬。 1982一 

I984年的 1—4月和 10—12月，我们在山西省 

庞泉沟自然保护区，对该鸟的冬季生态进行了 

初步的观察。本区位于东经 I11o22 一111。33 ， 

北纬 37。45 一 37。55 。 

一

、 工 作 方 法 

(一)迁钝动态观察 对棕盾山岩 鹨 的迁 

徙观察，选定于郝家沟(海拔 1 650— 1750米)东 

西淘向的山谷路边的灌草丛生境，采用长 1 000 

来、宽 100米的样地 ，在 1982—1984年三年中， 

每年的 4月和 lO月，隔 日8：00—10：O0，定位 

观察该鸟最早迁来和最晓迁去的个体 ，以期确 

定其越冬居留期和迁去繁殖区的间膈期。三年 

中观察方法、路线、时间、样地一致，但只在观察 

迁徙动态的4月和 l0月中所用，与常规路线数 

量统计无关o 

(=)常规路线数量统计 全区划 定 为 四 

个垂直带，即低山带(海拔 1600—1800米)、中 

山带 (I 800—2100米)、中高山带 (2100—2500 

米)、亚高山带 (2500—2830米)，采用常规路线 

数量统计法，以 1小时行程 2公里，左右视区各 

30米左右，9：00—11：00统计每个垂直带内该 

鸟出现的数量。 每月每个垂直带内统计 1次， 

共统计 84次。统计路线、耐间、时速逐年一致。 

(三)食性分析 每月猎取 5一 l4只标本， 

将胃中食物全部取出称重(鲜重)。然后，置于 

培养皿中，用清出冲掉碎片，把杂草种籽直播于 

培养缸内 ，待出茁长大 ，以茁定名。 

’任建强、部宝玉，于文平等屙志参加野外部分工作'一 

并致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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