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燕 子 的 环 志 观察 初 报 

高登选 范丰学 陈相军 
(山东省日照市鸟类保 护环志 站) 

摘要 本文报道 l 986--1989年 7月对日照市家燕、盎腰燕的环志和观察结果。以事潭崖、苗家村 

为主点共环两种燕于 5 74只。 回收环志鸟数有明显年龄差异，成鸟回收率为 24- 一38-9％、幼鸟占 

1．6—2％；春秋迁徙时受气候影响明显，初见于 3月 29目，9月 21目。迁离前并有结队群息特点，证明 

家燕南迁越冬于马来西亚，迁飞直线距离 396 0公里。表明了燕于归巢技能，幼鸟可扩散至 }一7公里 ； 

成对亲鸟经迁健或进行二次繁殖时，都有改变 原配置新结台的习性。 

燕子在 日照地区常见种有家燕 (Hir．ndo 

r．stlca)和金腰燕 (日．daurica)两种。 为探 

讨该鸟的越冬地、翌年返回地、配偶等生物学和 

生态特性 ，于 1 986—1989年，对两种燕子进行 

了环志 ，现将所获结果报遭如下。 

一

、 日照地区的燕子环志 

(一)环志地点选择 燕子在 日照地 区 的 

山区 、平原均有分布。依据其栖息习性 ，确定李 

潭崖、苗家村两个 自然村为环志主点。两村邻 

近，位于 日照市 南 部、于 北 纬 39。1 6 ，东 经 

119。19 。地形属半丘陵平原，村内有家燕、金 

蔟燕居住，共营巢 1 36窝。 

村庄四旁树木较多，主要树种有杨树、刺 

槐、泡桐等。村前河内水草丰茂，岸边密生翠竹 

和果园。农耕景观，主要种植作物为小麦、玉 

米、花生和水稻。因此，优越的自然条件和繁茂 

的植物群落 ，导致数量较多的燕子留居繁殖 ，故 

为环志提供了良好场所。 

(=)环志 环志前，先后对环志 点 的 家 

燕、金腰燕营巢进行了调查编号。在两种燕子 

的 1 36窝中，家燕 99巢，其中房内营造 92窝， 

房外括下 占7巢；金腰 37巢皆筑在房内。并发 

现两处房内有家燕、金腰燕同在一粱共睦营巢 

居住，巢间距 1．2米一2．5米。 

环志，是在育雏期将成鸟与幼鸟一同进行 

环志。所用鸟环系 “c”型脚环。根据观察和实 

践经验，家燕和金腰燕繁殖习性基本相同。春 

天迁来后 ，5月上旬开始产卵，5月中、下旬为 

产卵盛期。 待 6月中旬幼鸟发育到 1 0日龄以 

上，身羽占 8O％ 左右，体重与咐踱生长大都趋 

近成鸟，此时甚宜环志。环志时，将所获幼鸟， 

经就地度量、上环、记录后，再放回原巢。 

成鸟的环志。利用亲鸟回巢喂雏之机 ，用 

网吊在房门，以待外出撞网捕获，然后做好环志 

随时放飞。 

(三)环志情况 从 1 986一l988年夏，每 

年在环志点对燕子进行环志。 三年共环志 547 

只 (见表 1)，其中家燕 488只，占环志总数的 

89．3瞄，金腰燕 86只 ，占1 0．7瞄。 并在环志的 

衰 1 19S6一 l98B年 日用市环忘点环恚燕子戥 (只) 

I环志数 ＼年份 

＼  ＼ l986 l9a7 l988 台计 

应 ● 34 l5 53 
家 燕 幼 fi2 I56 2I7 435 

成 l3 8 2● 
金 腰燕 幼 25 29 62 

台 计 77 228 269 574 

·车文承生国鸟类环志中心张孚允副教授审阕，并 提 出 

饪改意见，在此踩表谢意· 

维普资讯 http://www.cqvip.com 

http://www.cqvip.com


成鸟中 ，还捕获了成对配偶的 1 4巢 28只．分别 

为家燕18只，金腰燕1 0只。 

二、燕子的环志观察结果 

(一)环 恚 燕子 的 回收 从 1 986一l988 

年，每年在环志燕子的同时 通过勰 E并回收封 

了部分带环的燕子。到 1 989年 7月，计回收两 

种环志鸟 32只 (见表 2)，总回收率为环志鸟 

574只的 5．7％ (见表 3)0从表 3中还看出，家 

燕成鸟的三年回收率为 24．4％，幼鸟 占2％；金 

裹 2 1967--1969年日黑市环恚点环忘燕子目收情况 

环志 时间 年龄性别 回收地点 回收时间 鸟 名 环 号 
(年．月．日) (年．月．日) 备 注 

家 燕 C01—0625 1987．6．7 幼 环志点 3号巢 l988．6．2O 原鬟捕捉 

盎腰燕 C 01—06l0 l987．6．9 成鑫 环志点 6号窠 l988．6．21 厦翼捕捉 

家 燕 C01一D538 1987．6．● 威 6 环志点 l8号巢 l988．6．10 原巢捕捉 

家 燕 C01—0537 1987．6．● 威 环志点 48号鬟 l988．6．10 异巢捕捉 

盎腰燕 C01—0555 1987．6．6 幻 环志点 27号鬟 198B．7．10 异鬟捕捉 

盎腰燕 C0l一0536 l987．6．6 戚 6 环志点 3l号巢 l988．7．t7 原巢捕掘 

盎履 燕 Co1—0573 198，．6．6 戚 6 环志点 ¨ 号冀 198B．7．17 异鬟捕捉 

盎腰燕 COl--O57,~ 1987．6．5 威 环志点 3{号巢 l988．7．17 原鬟捕捉 

家 燕 CDl一0卯1 l987．6．， 成 环志点 2{号鬟 1粥8．6．1， 异巢捕捉 

京 燕 COl一0572 19B7．6．1 成 8 环志点 72号巢 1'髓．6．17 赢巢捕捉 

家 燕 C0 l一0539 l987．6．1 成 8 环 志点 29号巢 1988．7．2， 原鬟捕捉 

索 燕 Col一0540 19B7．6．1 成 环志点 39号巢 198B．，．26 异鬟捕捉 

家 燕 C01—06 1 l9B7．6．9 戚 6 环志点 3，号巢 l98 B．6．， 原巢捕捉 

家 燕 C01—0703 1987．5．29‘ 幼 6 环志点 5号巢 l988．6．， 厦鬟捕捉 

家 燕 Co1—0650 1987．6．2 成 环志点 12号巢 l9B8．6．18 原鬟捕捉 

金腰燕 C00一{197 1986．6．2 成 8 环志点 21号巢 1987．6．● 原巢捕捉 

金腰燕 Coo一{197 1986．6．2 成 6 环忘点 21号巢 1988．5．2 原巢二次捕捉 

家 燕 CD1—O767 l987．6．7 幼 8 西石椠村 198B．6．18 异地捕捉 

家 燕 Co1--o5,~5 l9B7．，．30 幼 西石粱村 198B．6．18 异地捕捉 

家 燕 Co1—07 19B7．6．， 幼 牢 环志点 38号巢 198B．6．21 异巢捕捉 

家 燕 COD--7535 198B．6．16 幼6 马来西亚吉普市 l9B9．2．10 国外捕捉 
N1。32，El10 l9’ 

家 燕 C00—746e 1988．6．10 幼8 环志点 36号巢 19B9．6．19 异巢捕捉 

家 燕 Coo一73l7 l9B8．6．9 成8 环志点 31号巢 1989．7．1 异鬟捕捉 

家 燕 Coo一7394 l9B8．6．5 戚 8 环志点 20号巢 1989．7．1 原巢捕捉 

金履燕 C0l—m 1D 1987．6．9 成6 环击点 6号冀 l9眇．6．2， 原巢=次捕捉 

家 燕 C01—0，0B 1987． ．5 幼 东风村 19眇．6．2， 异埔捕捉 

家 蒜 C00—747 l9B8．6．16 成 8 环志点 4O号巢 1989．6．19 异鬟捕捉 

家 燕 Col一0749 19B7．6．， 幼 环志 点38号巢 1989．6．19 厦翼=敬捕捉 

盎腰燕 C00—7356 1988．6．8 威 6 环志点 ●6号巢 1989．7．3 异巢捕捉 

家 燕 Coo--73,1， 1988．6．B 成 环志点 5l号巢 1989．6．26 异巢捕捉 

家 燕 C00--7579 l988．6．8 成 8 环志点 5，号巢 1989．7．， 厘巢捕捉 

盎疆燕 CO0—7§73 l9BS．6．17 成 辛 环志点 9̂号巢 l9B9．7．， 异巢捕捉 

腰燕成鸟为 38 9％，幼鸟 占 1．6％。两种成 鸟的 

回收分别高于幼鸟 22．4—37．3％。 

(二)迁徒的时间与特点 燕子在 日照地 

区迁徙的时间，每年春天在 3月下旬至 4月上 

旬迁来，于 9月下旬劐 1O月上旬南迁越冬。据 

l 987年在环志点观察 ，春天燕子最早迁来肘子 

3月 29日，因寒流影响，直至 4月 10日劐 15 

日才见迁徙高峰；秋季始于 9月 21日迁离 ，1O 

月 16日迁镌的燕子已所剩无几。 在当地居留 

期为 1 72天 ，迁离间隔长达 193天。两燕迁徒， 

金腰燕比家燕有晚来早走的习性，时间相差 1O 

天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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衰 3 191,7--1969卑 日照市环喜意环考蠢手四牧率 

＼ 时间 
．

年) 1986 l987 l9a8 
总回 收 

敬年 回收率 敬 年 回收率 环志数 次年 回收率 (％) 鸟峁＼ ＼  环志数 环志数 
(喵) 回憧敦 (％) 回收敦 (％) 回收数 

成 { 34 B 23．， l5 5 33．3 24．6 家 燕 

幼 62 l56 5 3．2 2l7 4 1．8 2 

成 3 33．3 l3 6 46．1 8 37．5 3B．9 金睦燕 

幼 8 25 l 4 29 1．6 

合 计 ” 1 1．3 228 2O 8．8 269 l2 5．7 

两燕迁徙的特点，秋季迁徒前，常见集群停 

息一处 ，有时也见到群体在高空盘旋飞翔。如 

遇北风 ，气温由平 日24℃ 左右，急降 日平均 

1 9．8l±0 8℃，便有首批燕子开始迁离；春季燕子 

先头飞抵 日照H寸，南风和西南风频繁，气温由平 

日 1 0℃ 升为 l5．4-4-0 6℃ 以上。之后随着天气 

变暖陆续迁来。 

(兰)迁镌的越冬地 在环志点经 环 志放 

飞的燕子，不仅从本地和原巢重获返回的环志 

鸟，而且也取得了国外的回收信息。 l 988年 6 

月 l6目，经环志 的一 只家 燕 幼 鸟，环 号 为 

CO1--7535，于 1989年 2月 1 0日，在马来西亚 

的吉普市回收。 地理位置在北纬 l。32 ，东经 

11 0。1 9 。 这只家燕从环志放飞到回收的间 隔 

期 236天。它的迁徒方向，表明由东北向西南 

飞行 ，迁徒的两点直线距离为 3960公里，是 目 

前我国所环志的候鸟中，回收到最远距的首只 

环志鸟。从在国外回收的这一结果，足以证实 

马来西亚是我国家燕迁徙的越冬地之一。 

(四)归巢的技能与扩散 燕子的归巢，自 

古就引起了人们的注意。 1 986一l988年在 环 

志的家燕和金腰燕中，通过环志鸟的回收，已确 

证两燕均有归巢技能。l 986年 6月 2日，在环 

志 2号巢内，搐到一只正在育雏的亲鸟，所上脚 

环 Coo-41 97号，这只金腰燕于 l987年 6月 

5日又在原巢见到它抚育幼雏 ，从而证明经环 

志后的金腰燕，通过迁徙仍可返回原巢繁殖育 

雏。1987年在 37个巢中环志成鸟 47只，次年 

重新捕获，有 l2只(家燕 7只，金腰燕 5只)，环 

志鸟返回原 巢，占 47只环 志成 鸟的 25．5唠。 

1 989年原巢捕获上 年 带 环 的成 鸟 5只 (4只 

家燕 ，I金腰燕)，回巢率 占环 志成 鸟 8只的 

62．5瞄。这 17只在原巢回收的成 鸟，更加充分 

证明两燕具有很强的归巢技能。 

同时，还收到 9只返回本地的环志幼乌，内 

有 6只迁飞环志点安家落户。另外 3只家燕为 

寻找适宜环境条件和配偶，由出生地迁至异地， 

幼鸟明显地表现了种群间的个体扩散。这 3只 

幼乌有 2只 (cOl一0545，c0l--0767)便结对 

开始繁殖，而另一只 (cOl—O70s)与老 燕婚 

配。扩散定居(东风、西石粱)的两村距环志该 

鸟的环志点 4—7公里。 鸟的扩散对研究种群 

数量的增加具有重大意义。 

(五)雌雄燕配偶的形式 燕子的配 对一 

般人们认为是“固定不变的配偶 。笔者通过几 

年的环志观察，认为燕子繁殖有利用旧巢的习 

性。但每年在巢繁殖的亲鸟并非原配不变，而 

是进行了重新结合。配偶的改变即使在育雏期 

间，仍可见到雌雄亲鸟的离异另寻新 配 情 况。 

1987年 6月，对 I2个巢内环志的成对燕子 24 

只，进行了单独观察。经 1 988年在育雏期重搐 

结果，有 5只(家燕 2只，金腰燕 3只)回到原巢 

都改换了原配单只捕获。 其余 1窝弃巢，6巢 

全是无环“新客 代替了“旧主”。又如，1 988年 

14号巢中一对 金腰 燕，C00-．-7765号雌 燕 与 

C00~7476号雄燕，于 6月 17日正在饲喂将离 

巢 5只幼鸟。两天之后，突见雌鸟离开小家族， 

以后的育雏活动反有雄鸟承担。离异的雌燕另 

与 C00--7527号金腰燕雄鸟结合。 到 6月 21 

日在 86号巢内发现二次产卵进行繁殖，由此可 

见，两种燕子 固定不变的配偶”尚未见及，该鸟 

婚配关系的改变是普遍存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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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小 结 

(一)在环志点三年环志燕子的回收结果， 

两燕总收回率为 5．7知。 家燕成鸟比幼鸟回收 

率高于 22．6％；金腰燕成鸟比幼鸟回收率高于 

37．3％。 

(=)燕子春秋迁徒时间，分别初见于 3月 

29日，9月 21日，但金腰燕有晚来早走 的 习 

、牲 ，时间相差 1 0天左右。 

两燕迁徙时，受气候影响十分明显，且在秋 

季迁徙前 ，具有成群结队停息一处的特点。 

(三)通过环志燕子回收，证明家燕秋季自 

迁徒的地点飞至马来西亚越冬。两点迁飞的直 

1991 2。(I) 

线距离为 3960公里； 

家燕、金腰燕经过迁徙均有归巢技能。成 

鸟归巢率为 25．5％，幼鸟返回本地表现了明显 

的扩散性。 

(四)燕子的配偶，经迁徙后或在繁殖期具 

有改变原配重新结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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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翅长脚鹬繁殖生态的研究 

扬 学 明 
(吉林省自熟博物馆) 

刘 义 
(吉林省向海自然保护区) 

摘要 据黑翅长脚鹬繁殖生态的调查发现它的巢主要选择芦苇丛生的小土岛上，于 5月末开始产 

卵，每窝卵 ●一5枚，卵重 1 9．6j雌雄亲鸟均参加孵卵，孵化期 1 7一I9天。食物以鞘翅耳昆虫，双翅 目幼 

虫，半翅目的蜉虫等为食。此外还吃少量植物藻类。黑翅长脚鹅的天敌主要是猛离和家犬，在繁殖期对 

卵和雏鸟危害较大，因此，在黑翅长脚鹬的繁殖期严禁放牧和捕鱼的生产活动，为黑翅长脚鹬的栖息与 

繁殖提供良好的环境条件。 

黑翅长脚鹬 (Himantopus ．Mmantopus) 

在吉林省西部草原地区是一种常见的夏 候 鸟。 

在我国新疆、甘肃、青海、吉林一带繁殖，迁徙时 

路过东北南部、华北、四川、云南 、江苏、福建至 

广东一带越冬。关于它的繁殖生态只有零星的 

报道，缺乏系统的研究，作者于 1982年、1984 

年 4—6月和 198 7年 5—7月在向海自然保 护 

区作了系统观察与研究。现将观察结果报道如 

下。 

一

、 栖 息 环 境 

向 海 自 然 保 护 区 位 于 东 经 122。5 一 

122。35 ，北纬 44。5 0 m45。19 ，地处松嫩平原 

· }0 · 

边缘，是霍林河下游形成的沼泽平原。本区气 

候干燥，雨量较少，、年平均降雨量 405．7毫米， 

年平均气温为 4．9qC，本区地势平坦，海拔高度 
一 般在 190米以下。境内河流及水库众多，其 

中有大香泡、向海泡、黄鱼泡等 20余处，广泛地 

分布于 向海自然保护区境内，土地肥沃 ，水质较 

好，水源丰富，很适宜芦苇 (Phr 一
．

amites comra 

unis)等水生植物的生长，尤其是芦苇生长 良好， 

常集中成片而形成大面积苇塘，除芦苇之外 ，还 

生长着苔草(Carex sp．)水葱 (8clrpus tabern． 

aemomani)等植物。水中生活着大量的鱼、虾 

及软体动物。这些有利条件，都为水禽 ，涉禽的 

栖息，繁殖提供了极其优越的环境条件。因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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