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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扎龙保护区内进行苍鹭与草鹭间 

移巢易亲的实验研究 

杨家骥 费段金 官相文 
(齐齐啥尔师范学院生物系) 

■要 l986年 ，、6月闻在扎龙保护区内，采取移卵、移换 雏鸟，移换鸟巢等方法在苍鹫与草鹫之婀 

进行的移巢易亲的研襄结果报告 这十实验对鹫属形态与生态习性相近的两十种间移巢易亲后，义紊 

的产卵孵化、育雏等行为以及义子卵的孵化、雏鸟生长发育等根据实验结果做了客观舟析、并对实验申 

7只雏鸟(2只苍骘、；只草鹫)做了 环志，为进一步研究这两种骘的迁徙行为研究提供一些可能有用的 

线索。 

鸟类繁殖期移动巢、 _的研究在国内 6O年 

代钱国桢教授曾成功的做过鹊鸲、三宝鸟的鸟 

巢搬移研究。在国外最引人瞩目的实验是以加 

拿大鹤义亲代孵美洲鹤 、建立随加拿大鹤迁徒 

的新美洲鹤种群的成果。通过移巢易亲、对鸟 

类行为研究，并利用这种方法改变其某些行为 

存理论上与实践上都有一定价值。 为 了在 这 

一 方面做进一步探索，我们于 1986年 5—6月 

做了 苍 鹭 Ardea ， 口reesirossrls、草 鹭 

tlrdea pgrpurea manilensis移巢易亲的 一 些 

研究实验，得到初步结果。 

在扎龙保护区里，苍鹭、草鹭的繁殖习性很 

相似，虽然苍鹭繁殖期一般早于草鹭，其中许多 

个体繁殖大体同步进行。 但它们越冬地不同， 

在国内，苍鹭在华中、华南，草鹭则在东南、广东 

的珠江三角洲、福建、台湾等地。 

一

、 工 作 方 法 

我们选择了扎龙保护区总部东南 ，一B公 

里的“西沟子”的苍鹭、草鹭等鸟类集中的巢区。 

实验开始前首先进行巢与卵标记登记。从 5月 

6—5月 8日标记了 16个巢，但其中有 11个巢 

的卵被人捡走，以后又做了补充标记，共标记了 

11个草 鹭巢 36枚卵和 12个苍鹭巢 5l枚卵． 

共计 23个巢 87枚卵，在完成巢、卵标记登记的 

基础上 ，进行了“换卵 、“换雏 和“换巢 的三个 

方面实验，每隔数 日进行检巢观察其产卵、孵 

化、育雏及雏鸟的生长发育情况 最后我们将发 

育良好实验成功的雏鸟用国家环志中心的脚环 

作了环志。 

二 、 结 果 

(一)移卵易亲 5月 8日我们曾做了 1 8 

组的草鹭与苍鹭之间移卵易亲的实验，遗憾地 

受到当地居民捡卵的干扰，5月 22日又重做了 

补救，最后仍有捡卵干扰只得到 4个苍鹭巢中 

7枚草鹭卵，2个草鹭巢中 6枚苍鹭卵的资料。 

现将实验结果统计于表 1。 

(二)移雏易亲 为了缩短移卵易 亲研 究 

时间，迅速取得移巢易亲的实验结果，我们又做 

了移雏的实验。我们从 3个草鹭巢中取出 5只 

75克到 425克体重的雏鸟分别置于 3个苍鹭 

的巢中，又从 2个苍鹭巢中取出 300克及 640 

克的 2只雏鸟移换到 2个草鹭的巢里，后来我 

们做了两次检巢对雏鸟作了量度记录，并将在 

义亲巢中的雏鸟以国家环志中心的脚环做了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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寰 I 草譬、菩髯闻^工善弹■寨宴藿鹤暴砖计寰 

鳙始照卵敷 亲草鹭巢中卵的组成 移 

项  卵 
草生 苍鹭 时 

目 间 
C月．日) 巢散 亲卵散 义子卵鼓 ^为黑 ^为义子 最终巢数 最终义 

损失 卵损失数 于卵致 

巢 卵 巢 卵 

转 5．8 2 ； 4 l 2 l 2 
卵 
易 
亲 5．22 2 3 5 1 1 l 4 

计 ● l， 4 16 } 6 9 ， 2 6 

义亲苍瘟巢中 
卵的组成 穆卵后巢主产卵敷 移卵后截至 6月 14日前孵化出雏 

项 

革鼙 善鹭 草骘 苍鹭 目 
义子 巢敷 亲卵数 
卵数 

檗 卵 冀 卵 卵温 巢教 亲卵出 于明 壳 真数 亲卵出 义予 
雏敦 出肇数 雏数 出雏第 

移 2 6 4 1 1 正 常 l 2 t ， l 
卵 

暑 
亲 2 3 3 l 2 l I 正 常 2 1 2 

什 4 9 7 l 2 2 2 I 2 ， 4 { 

志，并与同日龄雏鸟发育平均值作了对照(见表 

2．3)。 

(三)换巢的实验 为了研究草鹭 与苍 鹭 

在孵卵过程对巢的识别能力及其行为与巢的联 

系，分别在 6月 5日和6月 14日做了三组换巢 

的实验 ，这个时间是它们孵化与出雏期，有些草 

鹭还在产卵，我们墩了 1个组巢与卵全部互换、 

两个组只换巢而不换卵，各组巢间距离 6．8—3O 

米，各实验组情况列于表 4。 

三、实验结果的分析 

(一)从表 I中看到移卵易亲的 6个 实验 

组在移卵后除 P001与 PO03两个草鹭巢中卵 

因被人捡走没看到结果外，其余各巢在移卵后， 

巢主仍正常进行产卵与孵 化，在 移 卵后 草 鹭 

(POO1)与苍鹭 (GOOd)，(GO0~2)又分别继续 

产了卵，在 3个苍鹭巢中除巢主的卵完成孵化 

出雏外，还有 3枚移来草鹭的卵在苍鹭巢中出 

雏(蓑 I G0012，G001l，G001)，在 P00lI蕈 

鹭巢中还有一枚苍鹭 的卵 叼 壳 (G001I--4)o 

G001巢中草鹭的雏鸟在苍鹭巢中发育正常。实 

验中有 2只雏鸟 (GooII中PO01l一4， P00II 

巢中 G001l—1)死亡原因是由于我们换 奠时 

间过长干扰了亲鸟返巢致使刚出壳的雏鸟被晒 

死亡，实验结果可以看到草鹭与苍鹭之间移卵 

易亲馒此是可接受的。如果孵化期同步孵化是 

正常的。 

(=)从表 2、表 3分析移雏易亲的实验结 

果看到，草鹭与苍鹭育雏期彼此都不排斥人工 

互换来的异种雏鸟。在义亲巢中 5只草鹭雏鸟、 

2只苍鹭雏鸟生长发育的体重与量度变化或略 

高于对照值或接近于对照值，说明在义亲巢中 

发育 良好，得到义亲良好的哺育。 

(三)表 4为人工互换草鹭与苍鹭巢的结 

果统计。只换巢不换卵的两组实验看到彼此巢 

材相同、形状太小略有差别、彼此换巢也是可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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襄 2 簟t、瞢量移雉易亲实验 

(1 956 5,El 5目r6月 I7日) 

转出雏乌 义紊 Et期 
移 出雏鸟 种类 编 号 环志脚 环号 备 注 

(月．B) 种羹 巢号 律 (克) 

6．5 苍 鹭 G0OA 3O0 革 重 120~tA KO00192 l986年 

6．10 苍 鹭 G0OD 6 0 草鹭 P0OD KO0O162 6月¨与 
6．5 草鹭 PO0A一1 300 苍鹭 GO0A K0O0168 6月I7习 

日完成环 

草 璧 PO0A一2 2O0 苍 璧 K00(I Ia6 

6．10 草鹭 PO02 425 苍鹫 G0O K000I5I 

草蹙 P00D—I 75 苍鹭 G00D K0O0I87 

草璧 P(1OD一2 I2D 蔷鹭 GO0D KO00155 

衰 { 蒋鼍墨寨的草鼍、蓍鼍在义素摹中生长发青一查比梭寰 (单血克 ·毫米) 

＼ x 鞣耆 体重 佑长 嘴长 射嚷 翅长 尾长 

＼ ＼{：娄
a 义子 对 照值 义子 对腰 值 义 子 对照值 义 于 对用值 义子 对 照撞 义于 对用檀 

HGO0A 苍 鹭 草鼙 ，0 {’
． 8 42 42．3 6月5日 7一g日僻 HPOÔ  3O0 311．9 27， 2”． 32 31．， 

6月伸日 l3日骷 575 5S2．5 ∞5 秘1．3 0 la． 74．3 85 88 15 l5 

6月l●日 I7日龄 800 772．5 {50 454．5 58 56 88 84 I 32 129．5 21 20 

HG00D 苍鹭 草鼙 l7 l6 6 10巳 14日出争 HpO0D 6帕 632 448 轧 O 55 5l 8O 7々 l35 U O 

6月14 E1 la日酷 a，0 a4： 蚰0 4"／B 5， 9fP 1II 139 22 21 

HpO0A一1 革鹭 莓聱 1
．， 6月 5 Et 10日龉 HGO0A 31)0 285 310 308．5 35 36．6 ，0 55．6 48 48．9 

6月10目 I 日盘争 490 4 BO 42； 390 ，0 0．1 80 81 8n ” 8 9．7 

HPO0̂ 一2 革鹭 20O 22O 25O 276 29 3O．8 46．6 35 卯 
6月l Et B日龄 

6月 10 Et 13日竹 350 413 S35 364 40 45 6， 6 50 72 3 ， 

6月l_日 I7日龄 60D 596 100 407 60 6O．0 9I a8 11， 115 1l 11．， 

HPOOD一， 草鸯 苍 聱 I26
．
2 210 21O 20 2"4 30 34 25．4 6月lOB j 日龄 HG0OD 120 

6月I4 Et 9日|争 280 260 310 302 34 33 56 5O ‘， ，0 2 2 

HpO0D一2 草鹭 75 75
．
8 l45 lS2 I7 19 25 29 lB 2l 0．， 

6月10 Et 3日龄 

6月14 Et 7日毒争 240 248 28O 28， 3O {2 46 ●0 42 

HP002 草宣 苍鹭 446 370 3a0 ，0 ，1．6 7， 76 86 Ba 8 a一， 
6月l0H ¨且龄 HG006 

6月¨ 日 18日龄 60a 658 l̂O {l5 ’ 62．’ 95 96．j l20 l25 l3 I3．a 

· 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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衰 4 簟鼍与蕃鼍攥簟实验结暴缝计衰 

日 瓤 驻主 冀 卵 豪始卵数 换巢产卵的情况 孵化情况 对巢的行为反应 

月日 数量 土 种类 卵温 叼壳情况 无反应 癌巢 毁奥彝 

6．5‘ 革鹭 
P00C 苍鹭 革鹭 2 6．10 5 +3 正常 

蔷 鹭 
GOOC 草蹙 苍鹭 4 6．14 4 正常 

{ 6
． 14 草鹭 6

．17 4 正常 PO06 苍鹭 草盛 4 

苍鹭 6
．17 正常 GO04 草墅 苍鹭 4 

草鹭 6
．

1O 5 + I G4 
P00B 苍鹭 苍鹭 4 正常 2 P1 

‘换巢不换卵。 

受的，其中 1巢草鹭 (P00C)6月 5日换巢后， 

6月 16日前又产了 3枚卵。 两个苍鹭巢主中 

一 个 (G004)在 6月 14日换巢后，6月 17日 

见到巢主对换来的草鹭巢，用新芦苇编织了巢 

的边缘按苍鹭巢形作了修造。对换来的巢有所 

反应。而其它 3个巢主无所反应。 

草鹭 P00B与苍鹭 G00B被我们 做了 换 

巢又挠卵的实验，这个实验看 到两 个 不 同结 

果 。 

1．巢主草鹭 6月 5日与苍鹭换巢后 6月lO 

日在换来的苍鹭巢中又产了 1枚卵，这样巢主 

草鹭换来的苍鹭巢中有 4枚苍鹭卵与 1枚草鹭 

卵， 6月 14日见到苍鹭卵 G00B-1 已出雏， 

重 52克，另 1枚苍鹭的卵 G00B一2也叼壳了。 

这个结果说明义亲草鹭仍在原来巢位的苍鹭巢 

中按照产卵、孵化、育雏过程的模式进行繁殖活 

动，不管是不是它们自己的巢、卵雏，仍然本能 

的进行繁殖活动。 

2．巢主苍鹭 G00B反应是异常的，6月 5 

日被换为草鹭 P00B的巢卵未被苍鹭接受 6月 

10日检巢时见到，巢材被拆毁移 走，卵落 入 

水中· 分析原因我们认为草鹭 P00B 与苍 鹭 

G00B 产卵期不同步，草鹭的卵是在孵化前 中 

期、苍鹭的卵在孵化末期、移来草鹭的卵与苍鹭 

胚胎发育末期卵的异常感觉使苍鹭感受到孵化 

失败的信号刺激，又重新按照繁殖过程模式重 

新筑巢、产卵、孵化、育雏。 

四、结 论 与 讨 论 

综合上述移卵易亲、移雏易亲、及换巢易亲 

实验结果，可以得到如下结论。 

(一)在形态上相近、生态习性相似同属两 

个种，草鹭与苍鹭之间，卵的形态产色相似时间 

大体同步的卵彼此换卵互相可以接受，井能正 

常孵卵、孵化o 

(二)草鹭、苍鹭人工相互移换雏鸟也是可 

接受的。义子在义亲巢中受到义亲正常哺育得 

到良好的发育。但义子在义亲哺育后其习性及 

迁徙越冬路线与地区是否能受义亲影响而发生 

变化有待今后通过发现环志的个体证实。也需 

做更多实验个体的环志。 

(三)草鹭、苍鹭在广阔芦苇沼泽中回到自 

己巢中与其巢、卵、雏的变化对其就巢行为影响 

不大，实验结果说明它们对巢、卵、雏的变化不 

能识别或能识别并不拒绝孵化哺育异己的卵和 

雏，有时能识别巢的变化、重新按照自己巢形加 

以修饰、有时并不理会巢的变化。实验结果表 

明它们对自己营巢位置定位记忆是稳定的，这 

种稳定定位就巢行为有利于在复杂群落巢群中 

的繁殖秩序。 

(四)实验 P00B 与 G00B做了巢与卵彼 

此完全交换得到不同实验结果。草鹭在其原来 

； 2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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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物学杂志 C：Mnese Jour~lxl of Zeology 

位置上完全接受了苍鹭的巢、卵、继续产卵孵 

化。而苍鹭 Ⅱ将草鹭的巢破坏、将巢材移走，除 

文中分析原因外，还有待俄更多实验更进一步 

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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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种品系小鼠对 日本血吸虫感染 

及肿节风处理反应的比较 

吴晓蔓 潘炳荣 周丽莹 
(讧 西 医 学 院) 

摘要 本实验对 BAL~／~近交鼠及昆明小鼠感染日本血吸虫及肿节风处理后的反应，对血吸虫的 

生物学特性及宿主的若干反应作了比较研究 ，区分了它们充作 日本血吸虫终末宿主的特点。认为，在缺 

乏更适宜的近交鼠的情况下，昆弱小鼠不失为一种较好的 裹 些芝 《 直 物琏 

在血吸虫病科研工作中，为减少和避免实 

验动物间个体差异的影响，应用近交系小鼠进 

行实验近年来正日益受到重视。为提供今后开 

展血吸虫病免疫及药物疗效等方面的参考，作 

者于 1987年 l一8月，对 BALB／~近交鼠及 昆 

明小鼠感染 日本血吸虫及肿节风 理后的反应 

作一比较。 

材 料 和 方 法 

(一)动物准备 

BALB／c近交系小鼠及昆明小鼠备6O只， 

18—22克，分别髓机分为对照组 (c．)及肿节 

风组 (s．g．)。 每鼠经皮肤感染日本血吸虫复 

性尾蚴 20条。给药组于感染当天开始，隔天腹 

腔注射肿节风 0．4 m1。3O天后，改为一周 2次， 

直至剖杀。 (肿节风注射液由贵 溪制药厂提 

供)。 

(=)瑰囊内窖 

· 2‘ ’ 

1．寄生虫学指标 小鼠于感染后 6周、10 

周及 l2周用颈动脉放血法处死。分离血清，于 
--

20qC：下备用。处死前一天，每鼠取 0．1克粪 

便，滤去粪渣，离心沉淀，光镜下查卵并计数，计 

算虫卵数／g(粪)，对虫(即每对虫在每克粪便申 

的虫卵数)。取肝左叶 1克，用 4薅 氢氧化钾于 

37℃ 下消化 4—5小时，快速混匀后取 0．2 ml 

于光镜下计数，计算虫卵数／g(肝)，对虫C即每 

对虫在每克肝组织中的虫卵数)及虫荷。 虫体 

用明矾一卡红染色，树胶封片，用目镜测微计测 

量卵巢及睾丸横径与直径，并计算其体积(卵巢 

按圆柱形，睾丸按球形计算)。 

2．组织学指标 小鼠处死、肝脖称重后，取 

肝中叶用福尔马林液固定，石蜡切片，HE染 

色，光镜检查，用目镜测馓计在同一倍数下按直 

角方向随机铡量单个成熟虫目月扁围炎症反应最 

大截面的两个直径，算出平均直径，按球形公式 

计算各组虫卵肉芽肿的乎均体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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