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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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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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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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观 察 结 果 

(一)迁捷动态 三年定位迁徙动 态 观 察 

结果见图 1。 

从图 1看出，棕眉山岩鹨每年迁来本区越 

冬，最早 日期 为 1 0月 l2—1 6日(当 月 气 温 

5．1oC)迁来早晚年间差别 2—5天。l0月 24-- 

28日为迁来数量高峰，每小时 2公里遇见数为 

9一l3只。 

图 1 棕眉山岩鹦迁^奉区的高峰 

迁离本区时 ，最晚遇 见 为 4月 l2—1．5日 

(当月气温 5 4℃)，迁离早晚年间差 剐 为 l一4 

天。在本区越冬期为 l82—183天；迁去繁殖区 

的间隔期亦为 l82一l83天 ，表明该鸟在越冬区 

和繁殖区的居留期大致相等。 

将历年 l0月 22日以前，迁来本区较早的 

棕眉山岩鹨猎获了 36只，分析先遣种群组成 ， 

其中有成鸟(一年以上)12只、幼鸟(当年鸟)2{ 

只，成鸟与幼鸟的比侧为 I：2o 

(=)栖息环境 观察结果表明 ，棕眉山岩 

鹨越冬的栖息环境有 3种类型o 

1向阳背风的 缓 坡 地 段 植 被 为 沙 棘 

(Hippophae rharanoidvs)、黄刺玫 (Rosa 口一 

athina)、绣线菊 (Spiraea spp．)等组 成 ，海 

拔 1 700--2000米。这里具有向阳、背风、食物丰 

富、便于隐蔽、栖宿等特点，该鸟在越冬期多栖 

止在灌丛的侧枝上。 

2 山谷溪边 植被为甘肃山楂 (Crataegus 

知 suwsis)、黄花柳 (Salix~apea)、茶 条槭 

(Acer sp．)等组成，海拔 l600—1 800米。这里 

水源充沛、食物多样 ，该鸟在越冬期多栖止在小 

乔木下的草丛中。 

3．山间路边 植被由云 杉 (Picva spp．)、 

油松 (Pinu~~abulaeformis)等森林树种组成 ， 

海拔 l600—1700米。这里的树犬叶茂、能遮雪 

防风，该鸟在严寒的 l2月和 1月，风雪交加时 ， 

多栖止在树冠中层。 

(三)数量分布 对棕眉山岩鹗的数 量 统 

计结果见表 l。 

根据表 1中各垂直带的分布数量及年间统 

计数量 ，通过 检验 ，垂直带间的数量差异及 

寰 l 椿■山岩黉卑问撒■瞎计 

遇见数(只)＼ 垂直带 晷垂直带遇见敷(只) 总 计 卡方( )检驻 

调查时数 遇见总数 低山带 中山带 中高山带 亚高山带 
(时) (只) 年间差异 垂直带闻差异 

10t̂； 7·71 5-00 2．4j 6-；9 ；
． 

一 5．99 ；．．J一 5．82 1982 I 2B 

(53) ( 4) (3，) (17) (159) ，一 o
． 19 一 4．54 

9．29 6．71 ‘．00 2·71 5-6B P> o
．
05 P> 0．05 

I9峙 28 

(6，) (47) (28) (1 9) (I，9) 不显著 不显著 

6-86 5 71 2·86 2·O0 4．36 

1984 7,8 

(}8) (40) (zo) (̈ ) (122) 

Bt 86 6一n 3-95 2-3B 5．48 

均 值 8‘ 
(IB6) (I4I) (83) (so) (46O) 

冬̂ 岛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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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间种群数量的差异不显著 ，表明该鸟是蹙垂 

直分布的山地鸟类 ，在本区越冬的种群数量相 

对稳定。 

(四)数量季节变化 连续三 年 (1O月 至 

翌年 4月)对绦眉山岩鹗越冬数量季节变化的 

观 察结果见图 2。 

图 2 庞皋'内棕眉山岩鹦数量季节变化 

从图2可知，三年数量波动规律基本一致 ， 

呈单峰型。即从 1O月陆续迁^，种群数量逐渐 

增多o 1月本区气温最低(一10．6oc)，但数量最 

高 ，每小时 2公里遇见数 7．3O— i1．80只。这一 

种群数量波动 ，表明该鸟在本区越冬适宜。但 

迁入本区眉，有部分个体向其它越冬区扩散，以 

厦老弱病残者的自然死亡所致 ，所以从 2月开 

始，数量渐趋下降。 

(五)活动 

1．觅食 棕眉山岩鹨冬季觅食的场所，主 

要在向阳背风的稀疏灌丛地面或低谷路边草丛 

中。通常以 3—7只的群体活动，而不见大群汇 

集在一起啄食。啄食中一般不呜叫 ，相距 O．5一 

1．5米各啄其食。 啄食时多用喙，很少趾爪配 

合。 

棕盾山岩鹨通常以同种一起觅食为主 ，偶 

见与褐头山雀 (Parus momanus)、山鹩 (Rho． 

p phi!us pe~inensls) 及 白 头 鸥 (Emberiza 

geucacephaga)在一个小范 囝(1O× 10米)内 
一 起取食，互不排斥。但受惊扰时 ，它们各自飞 

向一方 。 

冬雪覆盖 ，食物缺乏时，有些个体在居民区 

附近或庭院内草丛上啄食。寒风袭击时 ，飞往 

低谷向阳地段啄食 、避风。 

2．避敌 棕眉山岩鹨冬季的天敌主要是雀 

鹰(Accipiter nisus)，其次为红隼(Faleo tinnu— 

neulus)。在冬季野外调查中，曾见一只雀鹰 ̂ 

高空斜垂猛力扑向棕厝山岩鹦 ，抓获后，降落地 

面吞食。棕属山岩鹨在 白昼活动中对天敌反应 

敏感，特别是在啄食时 ，时而 昂首gl颈 ，抬头观 

望；时而注目四周 ，探测险情 ，以防天敌的伤害。 

3．归宿 冬季 1 2月，棕眉山岩鹨在 1 7：00 

多数停止觅食，站立于灌丛中层恻枝处，舒展全 

身羽毛，伸趾蹬腿，观望四尉。有的边飞边叫 ， 

寻觅归宿场所；有的则相互追逐于灌丛间。 随 

着夜暮降临，有的以 3—5只的群体飞往背风向 

阳的山麓灌丛中栖宿；有的飞向淘谷山脚下灌 

丛中过夜；有的就在原地的沙棘或黄刺玫等灌 

丛中夜宿。l8：00左右 ，多数已进入夜宿状态。 

(六)飞翔姿势 棕眉山岩鹨的飞 翔 姿势 

有 3种类 型。 

1．啄食飞翔 啄食飞翔距离短， 常 2—5 

米 ，距地面高度常为 2—3米。飞速缓慢，多觅 

单个。 

2．玩嬉飞翔 玩嬉飞翔表现特殊。 飞翔踞 

离随长随短 ，距地面或高或低，方向变化多端， 

速度时快时慢，有啄飞、滚飞、撞飞等形式。 

3．打斗飞翔 打斗飞翔多见于种内，通常 

为争食或争夺停歇点所引起。打斗最初在地面 

或灌丛枝头。常见弱者败飞 ，强者猛追。速度 

快，距离长(达数百米)，有时能听到翼羽磨擦空 

气的“嘹⋯⋯嚓 声。 追逐时，伴随着啄击、掩 

击、翅击等，通常会引起种群内的不安反应和警 

戒行为。 

图 3 椽眉山岩鸡日问活动节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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衰 z 椋眉山岩嘲冬季食性分折结果 (单垃：克) 

Ii IZ 2 j 总 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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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捧泄 有关鸟类排泄粪便的 研究 资 

料尚缺。我们选定一棕眉山岩鹨的归宿地，在 

其人宿前将地面柴草清除干净，翌日进行观察 

其粪便排泄情况。 

结果袁 明，人宿后至翌 日活动前(冬季 1月 

l7：30一翌 日7：30)，一只鸟共排泄粪便 10—13 

次，每只鸟的粪便基本堆集一处。 50条粪便共 

计6-8克。外袁多为白色或浅灰色，内部得色
、 

浅绿色、土灰色及黑色。粪便长 8--12毫米，平 

均为 10·8毫米(铡量 194条粪便)。粗 1．0～1．3 

毫米 ，平均为 1．1毫米。粪便形状有棒形、锥形
、 

麻花钻形及蝌蚪形 4种。 

(八)日周活动节律 在风和日丽的日子， 

选一棕眉山岩鹨活动多的地段，用望远镜配合 ， 

工作人员全 日轮流换班观察。 从 6：O0开始至 

18：O0终止。 每小时以听到其鸣声次数和看到 

其活动(追逐、驱赶 、逗玩、争斗、啄食及归宿等) 

的个体数量分别计数。活动数量多，为活动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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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高；活动数量少，则相反。其结果见图 3。 

由图 3可见，棕眉山岩鹨冬季全 日活动规 

律有两个高峰，但前峰高于后峰。前峰的形成 

主要是啄食活动的个体数量增多所致；低潮的 

出现是当日温度逐渐升高，棕眉山岩鹨啄食已 

饱 ，隐匿不动 ，鸣声减少的原因；第二个高峰的 

形成与归宿活动频繁和寻觅归宿地的个体数增 

多有关。 

(九)食性 通过野外直接观察和 采 集标 

本剖检鸟 胃，直播定名 ，对棕眉山岩鹨的冬季食 

性进行了初步的分析，结果见表 2。 

1．食物组成 由表 2可知，棕眉山岩鹨冬 

季的食物，主要为植物性食物 ，其次为动物性食 

物。植物性食物多为种籽 ，其次为浆果。动物 

性食物以完整的虫体为多。 

卫食物量 在对棘眉 山岩鹨食性分析的同 

时 ，对肌胃内食物分别进行了称量 (以鲜重计 

量)。 

剖检 27只雄乌、33只雌鸟(剖检标本是每 

日 l6：O0阻后措获的，其体重相 差 不 超 过 4 

克)。雄鸟的肌胃大小量度平均为 l9．2(17—21) 

x 13_8(1 2一 l 5)平方毫米；肌胃内食物平均重 

量为 0．3(0．1—0．5)克。雌鸟的肌 胃大小量度平 

均为 1 9．4(18—21)x 1 4．1(13一l5)平方毫米； 

肌胃内食物平均重量 为 0．3(o l一0 5)克。 因 

此，60只棕眉山岩鹨肌胃内食物的平均重量为 

0．3克。 

3．食置与体重之比 捕 获 的 60只( 27、 

33)棕眉山岩鹨平均体重为 18．7(16—20)克； 

相应的 60只棕眉山岩鹨肌胃内平均食 物 重 量 

为 0．3(0．1—0．5)克，是其体重的 1．6弗。体重与 

食量之比为 l：0．0l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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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额 山鹧 鸪 的生态 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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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白额山鹤鸪，分布于我国的福建、广东、广西的一些山区及江西南部、浙江西南部。栖息在海 

拔 5O0—170o米的山地林区。主要以野果和野生植物种子为食，喜食壳斗科、棒树的种子和 山苍子。2 

月份发情配对，3、4月份作巢产卵，巢筑在灌木草丛或大村下 的凹地处。白额山鹧鸪是我国的稀有玢 

离，由于无节制的措杀，资源 日盎秸竭，建议加以保护，开展人工驯化增殖，使资源不至于拮竭绝灭。 

山鹧鸪分布我国有 l0个种、其中四川山鹧 

鸪、海南山鹧鸪、台湾山鹧鸸是我国的特产种。 

白颧山鹧鸪 (Arborophila gingica)主要分布 

于中国，是我国南方山区，特别是瑶族兄弟所喜 

爱的狩猎禽类，有“叶子”、“山白鸽”之誉称。对 

于这种珍禽的生态生物学，过去未有人做过专 

题研究， 仅喀里考德威尔和约翰考德威尔 在 

《华南鸟类》中 ，拉图史 (La Touche J．D D， 

1 93l—l934)在《华东鸟类手册》中，郑作 新等 

编著的《中国动物志》鸟纲避彤目一书中有过简 

要的记载。长期以来人们无节制的猎杀，杂术林 

不断被砍伐，使资源急剧枯竭。为保护和合理 

利用鸟类资源、进一步进行人工驯养繁殖 ，开展 

对自额山鹧鸪的生态生物学研究，具有重要意 

维普资讯 http://www.cqvip.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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