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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ygnus)、小天鹅 (C．columbianus)和疣鼻天 

鹅 (c．olor)，而大天鹅数量约占总数 95 以 

上。 1988年 8月，我们在保护区核心地 带沼泽 

地 3次骑马穿插考察，并在沼泽地周围用高倍 

望远镜 8次定点观察，进行了数量统计，估算在 

大尤尔都斯沼泽地天鹅平均密度为2．8只／kin。， 

在小尤尔郑斯为 2．1只／km 。但分布极不均匀 ， 

在大尤尔都斯北部 密集 繁殖 区 可达 6—8只／ 

km ，在部分丘状草甸沼泽带则为零。在 3次穿 

插中，从北部向沼泽地中间穿插 2次，从西南部 

向沼泽地中间穿插 1次，共统计了 35公里路程 

中 2公里内的天鹅，共计数到 197只，平均每平 

方公里 2．8只 (在遇到繁殖天鹅时则到近处 观 

察，以数清幼仔数，回程不进行估算)。此外从嘹 

望塔、东山顶及沼泽地边缘 5处用高倍望远铰 

反复观察，在共约 54平方公里面积中，数到天 

鹅135只，平均每平方公里 2．5只，由于考虑到这 

种远处观察高草可能阻挡一部分幼天鹅，数字 

偏小，以路线考察中统计数较为接近实际，依此 

计算，在大尤尔都斯 823平方公里沼泽地中有 

天鹅 23O4只。小尤尔都斯盆地因沼泽面积小， 

易于居高临下就近观察，在 3个点约 1 1平方公 

里面积中数得天鹅 23只，平均每平方公里 2．1 

只，以此推算，在 250平方公里面积中有天鹅 

525只。 估算整个保护区内加上周围山谷沼泽 

中的天鹅，该地天鹅总数近 3000只。 

在大尤尔都斯 3次路线考察中，共统计到 

非配对大天鹅(包括亚成体和少数失偶成体)为 

62只，占大天鹅 数 (包括幼体)3I．4％；成对 

活动大天鹅(包括繁殖失败的繁殖鸟)6O只，占 

30 6％o带幼鸟的繁殖鸟 26只，占 13。2％，幼 

天鹅 49只，占24．8％。 当年能成功繁 殖的繁 

殖天鹅占成体和亚成体总数的 I7．6％。若包括 

小尤尔都斯的统计数据，在天鹅总数中，I 6一 

I8％为当年育成的幼鸟。 每对亲鸟带育成幼 

鸟的数量，1988年 8月观察到大尤尔都斯每对 

亲鸟带雏鸟 2--6只，以 4只居多。在小尤尔都 

斯带仔 l一4只，以2只居多。 

三、繁 殖 习 性 

繁殖天鹅选择巢位并能成功育雏的条件十 

分严格。 

(一)水位稳定。 在繁殖期水位变化不能 

超过 3Ocm，以免淹没巢或水位下降巢暴露过多 

并离水过远 甚至与陆地相连而不安全。 

(二)环境安静，巢与陆地不相连接。多筑 

在水中间小岛或草墩上，以利防止食肉兽侵袭 

和孵出的幼雏能就近下水活动。 

(三)巢近处有大片的明水面，直径不小于 

IOm，以利天鹅助跑起飞或降落。 

(四)巢旁生长较高的沼生植物，以利隐蔽 

巢穴和幼雏 。 

(五)巢附近有大面积浅水区，生长高草沼 

生植物，沉水植物，及鱼、螺、昆虫等，以利天鹅 

带幼雏觅食稻忠蔽。 

根据对十多个育成雏鸟的天鹅“家庭”的观 

察，都具备以上 5个条件。由于天鹅对繁殖环 

境要求十分严格，在大尤尔都斯盆地天鹅繁殖 

区只集中在离开都河主道远的 盆地 北 部 及南 

部，总面积约 70km 左右。其它地带繁殖鸟很 

少见到。 

大天鹅繁殖鸟有很强的领域性，在密集繁 

殖区巢距为 1OO一3OOm，在一般状 况 下 则在 

5OO一 1000m 以上。保持一定面积领域 ，有利于 

育雏期有充足的食物营养。对 5个天鹅巢量测， 

宽 1．4—2．1米，长 1．5—2．5米，高出水面 1 4—56 

厘米。大天鹅在 4月中旬开始产卵，隔 1日或 

数 日产 1枚，共产 3—7枚。若卵被人捡去或动 

物吃掉，便会延长孵卵期继续产卵。卵长椭圆 

形，乳白色，平均重 370克。产完卵后，已到 4 

月底 5月初，由雌雄天鹅轮流孵化，在孵化中， 

天鹅常按顺时针方向用喙翻动卵，每次翻动约 

10分钟左右。1个月雏鸟出壳，初期幼雏绒毛 

洁白，嘴、爪桔红色，数天后毛转为灰色，嘴、爪 

色也变暗。雏鸟出壳后即能随亲鸟在巢附近下 

水觅食，生长很快， 2个月就可长到 4公斤以 

上，并开始长出灰色翼羽，到 10月初才具飞翔 

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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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食 性 

采集到大天鹅成鸟及幼鸟粪便各 3个，初 

步分折成鸟食物主要是苔草、水葱及其它杂类 

草的种子及茎叶，而以苔草种子为多。幼鸟粪 

便细而稀且色深，含有较多泥巴样物质，动物性 

食物明显较多，但也含有大量苔草、狸藻等植 

物茎叶及种子等。 动物性食物有螺类 (Radix 

spp，Cathaica sp)、粒唇高原鳅 (Namachilus 

strauchi)、裸重唇鱼 (Gy ，zD yf五 dybo． 

wskii)、绿蟾 蜍 (Buto raddei)、中国林 蛙 

Rana temporaria)及其蝌蚪，还有多种昆虫 

及其幼虫等。它们对幼天鹅的迅速生长是十分 

重要的。 

五 、 行 为 

大天鹅 的生活行为在繁殖期和非 繁 殖 期 、 

繁殖鸟和非繁殖鸟之间有很大差别。在天鹅刚 

从南方飞来的3月下旬至 4月中旬，以及幼鸟 

长大开始练飞的 9月下旬至 10月，所有的天鹅 

常常在早晚结群飞翔，数十只至数百只不等，景 

色十分壮观，曾有人观察到过千只以上的大群。 

4月中旬至 9月初，非繁殖鸟和亚成鸟或数只， 

或十余只在水面较宽广的湖沼地带活动，而在 

7—8月初换羽季节，多集中到开都河大河一带 

活动，有时可见到集结成 200多只的大群。在 

这一阶段，繁殖鸟则独门独户占有一定的领域 

育雏，不再和其它天鹅往来。若其它天鹅侵入 

其领地时，则主动出击，驱赶入侵者，而对其它 

鸟类如雁、鸭则能容忍，这种状况持续到幼天鹅 

长大能飞翔为止。 

在育雏期遇有敌害时，雄天鹅一面用短促 

的 “咯!咯!”声发出警告，一面在水中来回游 

动，以监视或引诱敌人，雌天鹅则带幼鸟将头低 

下隐蔽在浓密苔草丛中，难以发现，只在敌害很 

近时才搦动双翅迅速向深水区游去。此时雌天 

鹅在前，幼天鹅紧跟呈一队，雄天鹅在后保护着 

游 向远处。 

由于天鹅不会潜水，所以在觅食时主要活 

动 浅水区，或抬头吃苔草种子和幼嫩茎叶，或 

低头用长脖颈 芏数十厘米水底捞食，此时总一 
一

只亲鸟抬头露于草丛之上观望，雪白的头颈 

在绿色草丛里十分醒 目。大天鹅喜在清晨太 阻 

刚出来时或傍晚日落前呜叫，发出连续高亢鸣 

声，此起彼伏，遥相呼应。在陆上草地觅食时常 

与牛、羊为伴，但它从不吃被牲畜残踏过的牧草。 

六、迁 飞 和 越 冬 

天 鹅是候鸟 ，迁飞来去的时间因受气候季 

节变化影响，每年略有差异。该地天鹅飞来最 

早的记录是 3月 8日，但大批天鹅则在 3月底、 

4月初到达，此时沼泽地的冰雪还没有融化。秋 

末 9月下旬就有天鹅开始南迁，离开最早的是 

亚成鸟，其次是非繁殖鸟，而繁殖鸟则离去最 

晚，因要等到幼鸟能独立飞翔，多在 10月下旬 

至 11月底才离去。 有一些因筑巢或其它原因 

推迟了孵化期的晚成幼鸟，因不能按时飞翔离 

去，亲鸟便和它们一同滞留在保护区，寻找不冻 

的涌泉地带越冬。 越冬天鹅在 1980年统计不 

到百只，但近些年来数量逐步增多，1988年冬 

达到 5O0余只。 该地天鹅迁飞的路线有三条， 

主要为东南方向的开都河河谷，其次为西部的 

伊犁河谷和南部的库车河谷。迁离时多选择月 

夜黄昏，数个家庭组成十余到数十只的小群迁 

飞离去。 

七、 敌 害 

狼 (Canis lupus)、赤狐 (Vulpes vulpes) 

及大型猛禽是大天鹅的敌害，它们主要是攻击 

幼雏及老、弱、病、残者。但保护区内对天鹅危 

害最大的则是麝鼠 (Ondatra zibethica)．它们 

抢占天鹅巢，在巢下打洞，而把苔草根茎垒在巢 

上，将天鹅蛋掩埋。牧民反映麝鼠有吃天鹅蛋 

的现象，并认为麝鼠多的地方天鹅就少了。当 

然，决定天鹅命运的主要还是人，虽有牧民的保 

护，但因畜群增多，人类经济活动扩大，无形中 

也干扰缩小了天鹅的活动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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