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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 ’ 。为了利于科学保护和台理利用鸟类资 

源，我们于 1993—1995年在山西省芦芽山自然 

保护区对鹃鹗的种群数量及繁殖习性进行了调 

查研究，现报道如下： 

1 工作区概况及方法 

工作区位于山西省吕梁山北段，地处宁武， 

五寨、岢岚三县交界，东经 111。50 一112。51 ， 

北纬 38 35 一38。45 ，主峰芦芽山海拨 2772m， 

本区山峦重叠，沟咎交错。森林繁茂，灌木丛 

生，水资源丰盛，主要树种有华北落叶松(Lar． 

ix principis ruppreehtii)、云杉(／,~ea spp．)、油 

松 (Pinus tabulaeformis)、红 桦 (Betula Ko． 

raiensis)、辽东栎 (Querc~s liaotungensis)等，灌 

木由沙棘 (Hippophae rhammoides)、黄刺玫 

(Rosa Xanthina)、虎枝子(Lespedeza bieolor)、 

忍冬(Lonicera sp)等组成。 

本区为大陆性季风型气候，其特点是夏季 

炎热多雨、冬季寒冷干燥、盛行西北风、平均气 

温4—5℃、一月气温 一15至 一21℃、7月气温 

15"C左右、年降水量 700—800mm、无霜期 90一 

lOOd，主要农作物多为生长期短的品种，如马铃 

薯、莜麦、蚕豆、豌豆等。 

在工作中，根据全区自然生境特点，选定红 

沙地、馒头山、细腰、圪洞、北沟滩，高崖底、夥和 

沟，逐月统计该鸟的种群数量。调查采用路线 

统计法，野外工作主要在太阳落山前、后进行， 

行路 2km／h，左右视区各 50m，统计在地面路 

旁、高崖土丘 树冠上、电枰电线、河滩巨石等停 

留，空中飞翔和听到其呜声的鹃鹗，种群数量以 

每km遇见的鹃鹗数量来表示。 

繁殖季节每隔 5d在鹏鹗的营巢洞内，地面 

拾取其呕吐出的食丸，放在温水内泡散检视，以 

兽毛、鸟羽、骨骼等确定其食物种类。同时，在 

洞穴窝旁将收集到的鸟类，兽类的骨骼或尸体 

予以统计、分析其食性。 

2 结果与分析 

2．1 栖息地 鹃鹗的栖息地主要为山地多岩 

石的疏林灌丛，开阔的河答，丘陵冲沟等生境。 

居民区及农田地段的高大树冠、水泥电杆、高压 

电线、高大的墙壁是该鸟短暂停息的地方，其栖 

息地生境利用见表 1。 

2．2 种群密度 鹃鹗的种群密度很低，通过三 

年(1993—1995年)调查结果见表 2。 

3 繁 殖 

观察证实，鹃鹗的繁殖期在每年 的 3—6 

月。3月初开始发情配对，其表现为黄 昏和拂 

晓时鸣声增多、活动增强、相互追逐、嬉戏，时而 

飞往林间枯树，时而停落水泥电杆、河答巨石， 

农田土丘；更多则是雄鸟伸颈耸羽、注视雌鸟， 

嗣后，夜间的活动范围扩大，雌雄鸟共同的选定 

巢区、确定筑巢位点，在白昼则于林间或营巢洞 

穴旁休息。 

鹃鹗巢筑在山地悬崖峭壁缝隙内或洞穴 

内，对三个鹃鹗巢的观测表明，洞穴内均不铺垫 

植物性巢材、仅有沙土、小片石子等物形成一个 

低凹小坑，长 32(30—34)crll、宽 23(20—24) 

em、深 5(4—6)cm。 

本区鹏鹗最早产卵于 3月 28日，每隔 2— 

3d产卵t枚，每窝卵数2—4枚(n=3)，卵白色 

无斑纹。卵的量度见表 3 

鹇鹗产第一枚卵即开始孵化。由雌雄鸟轮 

换孵卵，孵化 39—40d后雏鸟出壳，雏鸟出壳的 

先后，与产卵顺序相一致，9枚卵共孵出8只雏 

鸟，孵化率为88、89％ 

刚出壳的雏鸟头大颈细、两眼紧闭 4身躺 

卧、勉强摇头，全身长满雪白色胎绒羽，亲鸟衔 

食物于窝内喂雏，育雏 70d后雏鸟离巢。离巢 

后的幼鸟并不能独立生活，而是掩藏在巢周围 

灌丛间、待黄昏后一拂晓前，以其“嘎叭”鸣声为 

信号向亲鸟索食，亲鸟需在巢外继续育幼 15d， 

这些幼鸟方能独立生活。 

4 食物组成 

工作中共计找到食丸 102个，对食丸的测 

定结果见表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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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I 鸱鹳栖息地生境利用 

蟹殖前(3)月 蟹殖后(8月) 

调查 b 调查时数 遏见数(只) 只／km 调查 km 调查时数 遇见鼓(只) ~,／km 

在102个食丸中，以农林害鼠为主计有大 

仓鼠(Cricetulus triton)，子午沙鼠(Meriones 

meridianus)，黑线仓鼠(Apodemus agrar~us)， 

长尾仓鼠(Cricetulus longicaudatus)，中华鼢鼠 

(Myospal~c fontanieri)，棕背 鼠(Clethriono— 

rufocanus)，达乌尔鼠兔(Ochotona dauri一 

∞)，以及社鼠(Rattus confucianus)，黑线姬鼠 

(Apodemus agrariu$)、褐家鼠(Rattus norvegi一 

s)、小家 鼠(Mus muscuIuS)。叨回洞穴 内喂 

给雏鸟的食物计有草兔(Lepus capensis)、雉鸡 

(Phasianus colchicus)、石鸡(Alectoris chukar)、 

红嘴山鸦( 。∞m pyrrh 。m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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