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鸥 (c口} 口r口f sk~a)雏鸟体型 与 生 长 的因 

素。 

(3)食性与取食生态 学 研究 迄今为止， 

对在南极繁殖的阿德利企鹅 (Pygoscelis ade1． 

iae)、巴布亚企鹅、南极企鹅 (P．antarctica)、 

王企鹅 (Aptenodytes patagonicus)、 帝企鹅 

( ．forstqri){ 企鹅一~Eudyptes crestatus)和 

长冠企鹅 ( ．c~rys&lophus) 以及少数鹱科鸟 

类 (Procellariidae) 的食性及取食行为已有很 

多报道∞。 目前的研究侧重于通过较长期的研 

究工作来探讨鸟类食性的季节性变化和地区性 

差异“ 。此外，对原先未予重视 的 信 天 翁科 

(Diomedeidae)和鹱科鸟类的食性与取食生态 

学加强了研究。另一个研究的重点是通过测速 

仪 (speedmeter)或无线电遥测技术(radiotele． 

metry)来获得有关取食活动范围和活动规律的 

资料“ 。 

(4)能量学研究 对南极鸟类能量消耗的 

研究最初是甩测耗氧量的方法来估算静止代谢 

率 (FMR)。有人曾利用这种 方 法对冠企鹅和 

长冠企鹅孵卵期和换羽期的能量消耗进行了研 

究。现在已有越来越多的能量学研究采用双标 

记水法 (doubly labelled water method)，来 

测定自由生活状态下鸟类在 同生理阶段的日 

能支出 (daily energy e expediture)。例如， 

Costa＆Prince“ 和 Pettit等人 分别对灰 

头信天翁 (Diomeo~ea chrysostoma)的取食能 

量学和黑背信天翁(D．immutabilis)孵卵期的 

能量收支进行了研究。 

(5)种间关系 这方面已开展的研究工作 

有：生活在同一地区的几种企鹅在栖息地利用 

上的分化、阿德利企鹅与南极企鹅对巢址的竞 

争、贼鸥等天敌的捕食作用对企鹅种群的影响。 

此外，有关企鹅在巨鹱食物中的重要性已有许 

多报道。Bonnet＆Hunter“ 对冠企鹅、巨鹱 

(Macronectes spp．)和南极毛皮海狮 (Arcto． 

f alus gaxella)捕食关系的研究发现，南极 

毛皮海狮捕杀的企鹅隙它 们 自 己食用少部分 

外、绝大部分被巨鹱取食。 

(6)鸟类与环境的关系 对南极鸟类与陆 

地环境之间的关系的研究表明，鸟类主要以三 

种不同的方式影响着陆地环境，即以粪便的形 

式提供营养物质、腐蚀和传播植物种子Ⅱ习。对 
一 些南极岛屿的研究表明，其土壤中的氮和磷 

等营养元素主要来源于鸟类。通过检测鸟体中 

有机和无机污染物的含量来监测环境也 已成为 

南极鸟类的一项重要研究内容，并已陆续开展 

了·些_I怍。例如，Sladen 等人 在 l 964年 

分析了采自罗斯岛的阿德利企鹅的肝和脂肪样 

品，从这些组织样品中检测到 DDT等有机氯化 

台物的存在，这是最早揭示在南极也有环境污 

染问题的文章。八十年代末，有人以肝和肾等组 

织材料分析了测定了南极一些 海 鸟 体 内 0、 

Cu、zn、Hg、Pb、Se等重金属元素的含量“ 。 

(7)其它方面的研究 除了上述的各项研 

究工作以外 ，对南极鸟类的研究还涉及到形态 

与分类 、行为学“ 、生理生化 、鸟类对资源 

的利用以及人类活动对鸟类的影响 等许多方 

面o 

英国科研人员 l976—1991年共 发 表南极 

鸟类的研究论文和报告 l 58篇 ，其中涉及区系 

组成与数量调查的文章 50篇，占 3l_65移；食性 

与取食生态学 32篇，占20．25％；繁殖生物学及 

生态学 25篇，占 l 5．82弼；生理生化与能量学研 

究 2l箱，占1 3．29弗；种间关系及对资源的利甩 

l{篇，占8 86两；其余的 l 6篇(占10．13％)文献 

为形态学、分类学、行为学等方面的研究工作。 

1．3 研究热点 对英、美、德、日等西方国家南 

极鸟类研究的现状进行分析，可以得出国际 南 

极鸟类研究的热点问题是： 

(1)鸟类种群动态的长期 监测 即把鸟类 

作为一种指标，通过对一些优势种的分布、数量 

及繁殖参数的变化对南极生杰系统的状况和南 

极环境的质量进行长期的监测 。 

(2)鸟类在南极生态系统中的地位与作 甩 

即结台能量学研究 ，探讨鸟 类在南极生态系 

统的能量转化和物质循环 中的重要作用 。 

(3)人类活动对南极鸟类的影响 随着前 

往南极的船只和人员的 日渐增多 ，人类活动对 

鸟类的干扰会越来越大，如何采取有效措施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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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这种干扰是加强南极鸟类保护工作 的 关键， 

这方面已引起许多鸟类学家的关注 。 

ring the Year s 1 B3B．1839， 1840， l 841， I 842 u~der 

the Com mand of Cha r1e5 W i1ke s．U．S．N ．． M aIn' 

malogy and Ornithology．J．B Lippincott． Fhla~- 

delphla，18 8． 

2 我国南极鸟类研究的现状 a。ran̈ J·J·J· ，⋯Bi ·s。 
84

．  

我国的南极科学考察起始于1 980年o I 985 

年 2月20日和 1987年 2月26日，中国南极长城 

站、中山站棉继在西南极和东南极建成。自l 985 

年以来，我国已+次组成科学考察队赴南极进 

行多学科综合考察。在鸟类研究方面，我国的 
一 些生物学工作者已陆续开展了工作。从已发 

表的论文来看，主要涉及三方面的内容： 

(1)区系调查 陈时华 对南大洋局部海 

域的鸟类进行了统计。张春光和高耀亭 报导 

了南极长城站鸟类医番静却步调查碴罘。 
(2)生态学研究 宁修仁 报道了 堕企 

鹅繁殖的生物学习性。王自磐 对南极中山 

站的贼鸥的食性和生态习性 进 行 了 研究。程 

明华等 。 分别对南极 长 城 站 附近的黑背鸥 

(Larus dominlcanus)、南极燕鸥(S*erna vitta， 

)的声行为和鸣叫特点进行了分析。 

(3)环境监测 杨和福等 以企鹅的血液 

为材料 ，测定了南极鸟类体内污染物的含量。 

1993年 11月至 1994年 3月，我们参加了 

中国第十次南极科学考察 ，赴南极长城站对该 

地区的鸟类进行了考察和研究。我们的研究课 

题是 “南极鸟类在陆地生态系统中的地位与作 

用”。这个课题是国家海洋局第一 研 究所吴宝 

铃教授所主持的国家八五攻关项目 。南极重点 

地区生态系研究”的一个组成部分。在为期三 

个月的考察工作 中，我们主要开展了以下四方 

面工作：(1)种类组成、分布及数量的调查；(2) 

常见鸟类的生态 习性观察 ；(3)优势鸟类取食生 

态学研究；(4)鸟类在陆地生态系统的营养元素 

的循环中的作用。这是我国鸟类学专业人员首 

次对南极鸟类进行较为深入、系统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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