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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山西宁武斑翅山鹁的繁殖种群密度 

磊 

的 6O个巢中，88％以上的巢均发现于农田或接 

近于农田的灌丛中，只有 3．33％的巢筑于树林 

或林缘中。有关斑翅山鹑的巢址选择详见另 

文 。在 1991—1993年所遇到的有详细生境 

记录的 223只斑翅山鹁中，90％以上的个体发 

现于农田或灌丛之中，而在树林中的遇见百分 

率仅占 4．04％(见图1)。 

6O 

j。 

’ 

婺3。 
a  

2。 

l0 

r—一  

l 

I 

J 

圉 1 繁殖期斑翅山鹑对不同生境的选择 

[ 可利用 压 实际利用 

2．2 营巢、产卵和孵卵 在秋季和冬季，斑翅 

山鹑多集群生活，每群 l0—30只不等。自3月 

下旬至 4月初，开始分群，渐次配对占区，占区 

后极少飞翔和呜叫，活动范围较为固定，每对巢 

区的面积约 3—6ha． 

斑翅山鹑为地面巢，多选择农田或靠近农 

田的灌丛作为其营巢生境。巢筑在茂密的小灌 

木下或草丛、蒿丛中。营巢由雌鸟进行，先在地 

上挖出浅土坑，然后就地取材。巢材主要由禾 

草、针茅和蒿茎、叶或根以及沙棘等灌木的枯 

枝、落叶组成。产卵期间巢材不断增加，孵化时 

内衬以雌鸟的腹羽。巢多呈浅杯状。对 30个 

巢的测量结果表明，其外径为 20．68±2．80cm 

(17．0—52cm)，内径 l4．04=0．87cm(12．0— 

16．Ocm)，深 7．O1±0．97cm(5．5—9．5cm)rn= 

3O)。另有两巢含环颈雉 (Phasian“ f0tchic“s 

kiangsuensis)的寄生卵，巢大小分别为 28．8cm 

× 19．6cm × 8．5cna和 27．8cna× 17．Ocm × 

8．4cm。 

斑翅山鹑的产卵期为 5月中旬至8月初。 

统计 4O个巢，其中5个巢的首卵见于 5月中下 

旬，占 l2．5％；20巢在 6月，占50％；15巢在 7 

月，占 37．5％。最早 1枚卵见于 5月 13日 

(1991年)，最晚为 8月 6日(1993年)。窝卵数 

在不 同年份 之 间略 有差 异，平均 窝 卵数为 

13．73±3．12牧(8—20枚，n=37)。斑翅山鹑 

日产卵 1枚，在午后或傍晚产卵，产后将卵以虚 

土掩埋或以树叶、草叶遮盖，直至产最后一枚 

卵。卵长椭圆形，呈灰沙土色或灰褐色．无斑 

点。卵的量度见表 2。 

斑翅山鹑在产完最后一枚卵后即开始孵 

化。孵卵一般只由雌鸟担任。雌鸟在孵化时， 

常将身体伏于巢中，头稍高于巢缘，两翅展并将 

巢全部盖住，由于其羽色与环境一致，因此不易 

被天敌发现。根据对36个巢的观察发现，斑翅 

山鹑的筑巢成功率为 61．11％，被天敌(主要是 

乌鸦)毁 巢和 亲 鸟 弃．巢分别 占 27．78％及 

l1．1％ 

表2 山西宁武地区斑翊山鹑卵的量度 

雌鸟坐巢姿势经常变化，以喙和足翻卵，不 

轻易离巢或 弃巢。外 出觅食 一般在 8：30— 

9：30和 16．00—17：30，约 1h左右。若遇阴雨 

天，有时可连续 1—2d不离巢。离巢的雌鸟多 

和雄鸟一起觅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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孵化期间，雌雄鸟均有较强的护巢行为。 

雌鸟坐巢时，雄鸟常在巢附近 10—30m的范围 

内巡视和守护，遇到惊动和险情即呜叫报警，呼 

唤雌鸟飞出巢外。雌鸟恋巢性极强，并随孵化 

时间的增加而加大。在孵化后期，当人在巢边 

拍照，用手扒开巢上覆盖物，雌鸟均不离巢。经 

观察，斑翅山鹑的孵化期在25d左右。对 10巢 

的统计表明，研究区内斑翅山鹑卵的孵化率为 

92．34±12 00％。 

2．3 出雏及护雏行为 斑翅山鹑的雏鸟出壳 

前先在卵钝端约 1／3处啄破一小孔，然后叮壳 

孔沿逆时针方向向钝端方向逐渐裂开变大。。从 

开始叮壳到出壳约需24—36h。雏鸟出壳后即 

能睁眼和呜叫，全身被以淡褐色绒羽，嘴黄色， 

额有三条黑纵纹，一直延伸至背。体侧带有暗 

褐色斑纹，腹部灰白色，跗趾黄色。 

出雏以后，雌鸟需继续在巢中暖雏一段时 

间。待雏鸟羽毛完全干燥后，雌雄鸟一起带雏 

离巢。若还有未孵化的卵，则由雄鸟到巢边暖 

雏，雌鸟继续坐巢。一般 9：00—12；00出雏， 

15：00—16：O0离巢。带雏雌雄鸟每遇惊扰，均 

佯作受伤状。两翅扑打地面，半蹬着歪歪趔趔地 

绕人来回走动，并不断惊叫，意在吸 i人的注意 

力，将人引离雏鸟。与此同时，雏鸟则四处逃散 

隐于灌草丛中不动，直至险情解除后才由雌鸟 

呼唤召回。 

3 讨 论 

斑翅山鹑在遇到惊扰时，常装作受伤的样 

子将人类或天敌引走。从而保护卵或雏鸟免遭 

危害。这种奇特的护幼行为具有重要的适应意 

义，有利于提高后代的成活率。推测，这种形式 

的护幼行为也存在于鸡形目的其它鸟类之中。 

斑翅山鹑是山西省的一种重要的狩猎鸟， 

其肉制品曾大量出口欧洲。但近年来其种群数 

量和猎获量均有显著的下降 。究其原因，可 

能与许多因素有关，如栖息地的改变、狩猎过 

度、天敌捕食、农药的使用及 人类的直接干扰 

等。我们调查发现，在斑翅山鹁的繁殖季节，当 

地群众上山耕地和放牧牛羊时拣食鸟卵的现象 

十分普遍，严重影响了这种鸟类的繁殖；在秋冬 

季节，一些人下毒饵猎取雉鸡和斑翅山鹑，对资 

源造成了十分严重的破坏。这或许是造成斑翅 

山鹑数量下降的重要原因。而要解决这个问 

题，就需要加强对群众的宣传教育，同时加大野 

生动物保护法的执法力度，杜绝拣食鸟卵和毒 

杀猎物的违法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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