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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uminliem)、盐肤木(Rhus chinensis)等 此类 

生境占林 区总面积的 53．4％，且覆盖度较大， 
一

般在 0．9左右。群落高差也较大，高的可达 

10m左右，低的仅3—4m。树种组成复杂，为林 

栖的红腹锦鸡提供了良好的栖息环境和丰富的 

食物来源，固而在该生境中栖息的红腹锦鸡数 

量最多。 

2．2 灌 丛 宽阏水林区的灌丛不是地带性 

的植被类型，而是在人为反复多次破坏后形成 

的一种不稳定的演替阶段较低的群落。主要树 

种有映山红 (Rhododendron simii)、羊屎子 

(Helicia cochinchiI~ensis)、水 冬 瓜 (Atuns 

nepalensis)、马桑(Coriara sinic'a)等。灌丛一 

般高 2—3m，覆盖度 0．8—0．9。 

2．3 竹 林 以金佛 山方竹、箭竹、水竹 

(Phylostachys heterctado)等竹种为主。问杂有 

少量乔木和灌丛树种。该生境因树种较单一， 

覆盖度小，因而在此生境栖息活动的红腹锦鸡 

数量虽少。 

3 繁 殖 

3．1 占 区 在前人所作的工作中(吴至康， 

1991、李湘涛 1988、王香亭 1982等)关于红腹 

锦鸡雄鸟为争夺领地相互争斗的描述甚少，为 

此，将4月7日观察到的红腹锦鸡雄鸟相互争 

斗的情形描述如下：在坡度约为 25。的灌丛斜 

坡上，两只相斗的雄鸟颈部羽毛蓬起，在斜坡上 

来回转圈，互相啄击头部，嘴里 发出急促 的 

“Kui、Kui⋯”声。激烈时掮起双翅跳起，用爪和 

距攻击对方，持续约45min后打斗结束。胜者 

在原地高声呜叫。从后来的观察证实，2只雄 

鸟夜晚虽然在同一地栖息：但觅食和求偶范围 

有所划分，尽管界线并不明显。 

3．2 求 偶 在红腹锦鸡的繁殖季节，选取茶 

场附近的一块茶地作为观察点，每天定时观察。 

在这片茶园内有 3只雄鸟、10只雌鸟、2只雄性 

幼鸟。发情前 3只雄鸟在一起觅食，雌鸟和雄 

性幼鸟在一起活动。雄鸟进入发情期是 4月 

初。首次见到雄鸟开始追逐雌鸟的时间是 4月 

1目．雄鸟从树上突然飞向在地上觅食的雌鸟， 

而雌鸟则显出受惊的样子，发出“J 、 -·”的惊 

叫声，四处躲藏。此时红腹锦鸡已开始分群，3 

其雄鸟中的2只各带 2只雌鸟活动。上进现象 

表明，红腹锦鸡雄鸟已进入发情状态，表现为见 

雌鸟就追，且鸣声高亢，持续不断。而雌鸟尚未 

进入发情期，表现为被雄鸟追逐时躲避并发出 

惊叫声。 

4月7日16：45见到 4只雄鸟追逐 3只雌 

鸟的求偶场面，2只雄鸟各追一只雌鸟，另 2只 

则合作追逐一只雌鸟。雄鸟的求偶为侧面型， 

与庞秉璋(1964)在笼养条件下的求偶描述基本 

相同，只有一些细节上的差异如雄鸟的口 声(野 

外观察中，未听见雄鸟发出“Shi⋯”的声音，只 

有较急促的“gu—li”声)及翅膀只是半垂并未至 

地等。 

在发情高峰期，雄鸟的求偶动作激烈、迅 

速，不轻易罢休，炫耀时间加长，而发情的雌鸟 

比未发情的相比体色要暗一些，被雄鸟追逐时 

并不躲避，亦不发出惊叫声。 

通过连续15d的观察，得知贫向水林区红 

腹锦鸡的发情初期是 3月底 4月初；高峰期是 

4月10日左右，持续约3～5d。在发情期中，见 

到雄鸟求偶炫耀的时间及次数分别为6：00— 

8：00．3次、9：00一l4 00，1次、15：o0—19：30，9 

次。 

3．3 巢 野外调查中，共发现 11个巢。各个 

巢在林区的分布见图1。10个巢的平均量度为 

内径 18．3emX外径 26．8cmX深8．0cm。在 11 

个巢中，巢址选在落叶，常绿阔叶混交林中的有 

6个，占 53．6％；林缘的有 3个，占 27．3％；茶 

园内有 2个，占 18．2％。可见巢大都选在落 

叶、常绿落叶阔叶混交林中，而且是较为空旷的 

地方，以便及早发现天敌并顺利躲避。从发现 

日期上来看，5月份有 5个，6月份也有 5个，说 

明红腹锦鸡营巢孵抱的时间主要集中在 5—6 

月份。 

从 11个巢的分布图中还可以看出，红腹锦 

鸡营巢的密集区域大致有 2个：一个在大面坡 

垭口附近，共有 1⋯3 4 6四个巢 那里有大片 

的茶园．毗邻混交林，是觅食和隐蔽极好的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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囝 1 儿 个巢在林区的分布 

所；另一个密集区域在谢家矿山附近，计有2、 26．5g(23．5—29g)、大小为 43．72(41．55—45．26) 

8、9、11号巢，那里是次生混交林较集中的地 mmX33．67(32--35．35)nm~与李湘涛1985年在 

方，有一定面积的灌丛草坡，较适宜营巢和觅 四川省北川县发现的2个巢共 14枚卵相比，重量 

禽 相差无几，只是四川的卵较为细长，呈小头较尖的 

3．4 卵 量得 9个巢 48枚卵的平均重量为 卵圆形，贵州的卵较为粗短，呈椭圆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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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对 3个巢的观察得知，产卵时间一般 

在下午 19：O0或早 7：00左右；多数是隔天产一 

卵 满窝卵数 5—7枚，产卵期间雌鸟极 易弃 

巢，从开始产第 一枚卵至满窝约需 15d，其间若 

遇天气突然变化(如气温突然升高或降低)，雌 

鸟会受到影响，从而打乱其正常的产卵时间及 

规律。以3号巢为例，5月 7日雌鸟在选巢时 

即被发现，从产第一枚卵开始监视，至9日已产 

2枚卵，天气一直是阴有小雨，气温 l0一l5℃。 

10日天气变化，气温升至 l8—28℃，本该 11日 

产卵的，由于天气变化，结果卵数未增加。直至 

13日天气转阴，气温降至 l5—19℃，才开始产 

第 3枚卵。说明雌鸟产卵的适宜温度和整个林 

区雨量充沛，气温偏低是相适应的。另外从 11 

个巢卵的大小来看，凡巢筑在落叶、常绿阔叶混 

交林中的卵普遍较大，呈纯白椭圆形，且满窝卵 

数大多为5枚。 

3．5 孵卵 雌鸟在卵满窝的当天即开始孵抱。 

孵抱前的巢只是一个简单的小凹坑，入孵后雌 

鸟将巢扩大并用嘴将巢材捋顺，形成一个碟形 

坑。巢材是就地取材，没有特殊要求。就孵抱 

期间的觅食行为，对 6、7号巢作了为期 20d的 

观察，时间从早 6：00至晚上 19：30，采取定时 

或不定时从观察点(建在离巢约 30m左右，互 

相看不见的地方)走到能看见巢的地方进行监 

视。其中曾连续 5d从 5：00至 20：00全天观 

察，结果没有一次看见雌鸟离巢。只是从其爬 

窝方向有所改变来推测其可能外出过。但次数 

也极为限。这是否和人为干扰过度而不敢离巢 

还是另有其它原因尚待研究。 

在孵抱后期，雌鸟恋巢程度日益增强，人走 

近巢旁拍照，大声说话也不离巢，直至用手几乎 

可以触摸到它时才跳出巢外。对 5、6、7号 3个 

巢的雌鸟进行的干扰试验表明，每个雌鸟的护 

巢能力及表现各有千秋，其中5、6号雌鸟护巢 

能力较强，当用手摸它时，雌鸟从巢中站起，背 

部和颈部羽毛蓬起，尾羽张 开成 扇状，发 出 

“Hu、Hu⋯”的吹气声，不断用嘴、啄击人手，反 

复几次，雌鸟才跳出巢外。在巢不远处站立不 

动，发出尖细悠长“J'．．-”声，连续不断，人离开 

后不久雌鸟才悄悄回巢继续孵抱。而7号巢的 

雌鸟的反应却不尽相同，跳出巢外后，既不叫， 

也不走，只在离巢约 20era的石缝中趴伏不动， 

估计是孵抱消耗太多的体力。后来的观察证 

实，自发现一周后雏鸟开始出壳。 

综合11个巢的观测资料，得知红腹锦鸡的 

孵化期是 23±ld；凿壳 由近钝端 1／3处开始， 

逆时针凿出一圈；从开始凿壳到全部出齐约需 

24h；2个巢 l4枚卵共孵出 13只雏鸟，孵化率 

93％。11个巢中，被人为破坏的共有 5个，弃 

巢的有 3个。被天敌破坏 1个，只有 2个巢顺 

利孵出。说明人类才是红腹锦鸡最大的天敌， 

只有加强宣传，尽量减步人为干扰，红腹锦鸡数 

量才会增加。 

3．6 育雏 雏鸟全部出齐后雌鸟并不立即带 

出巢外，而是在巢中 l～2d，待雏鸟羽毛干透， 

可以站立跑动才带出巢外活动。开始一般只在 

巢附近觅食，遇天敌或人为干扰时，亲鸟在地上 

作出啄食状，发出很轻但较急促的“Kui、Kui⋯” 

声，雏鸟听见召唤声便向雌鸟跑去藏于腹下。 

雌鸟的护雏能力极强，若有入侵者危及到雏鸟 

的安全时，便会不顾一切地争斗，直至赶走入侵 

者。当雌鸟被迫离开时，藏于腹下的雏鸟立即 

四散逃开，利用其保护色较好的优势，藏于树根 

下或草丛中。夜幕降临时，雌鸟便会寻找一个 

安全场所，将雌鸟藏于腹下过夜。 

致谢 本项研究由世界野生动物保护协会西南 

青年野外基金资助，吴至康研究员具体指导，在 

此一并致谢。 

参 考 文 献 

1 吴至康。红腹锦鸡生志初步观察。野生动物，1982．(1)： 

26— 28， 

2 卢淡春，刘如笋，何苷奇等。红腹锦鸡一中国玢稀濒危野 

生鸡娄。福州：福建科学技术出版杜，1991 372--384 

3 吴至康 贵州鸟类志 贵阳：贵州凡民出版社．1986。I-- 

474。 

4 郝作新 中国动物志(鸟纲 第四卷：鸡形目)。北京：科 

学技术出版社 1978 l82—186。 

5 周政贤主编。宽阔水林区科学考察集。贵阳 贵州凡民出 

版社，1985 l一2 6 

维普资讯 http://www.cqvip.com 

http://www.cqvip.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