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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宠泉淘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机关大院北红尾鸲鸟巢分布 

个，墙壁洞穴 l4个，厕所顶棚 3个，饭厅墙壁 3 

个和柴垛空隙 7个。筑巢材料外壳多由苔藓、 

纤维状的树皮和苔草(Care．r spp．)等组成；内 

壁多用鸟羽和马、牛、羊、猪、狗等家畜的毛发以 

及部分野猪、草兔等野兽的针毛。56个巢重量 

均值 l9．5O(12 27)g，其余测定数据见表 3。 

由表 3表 明，巢外径 l2．27(11．20一 

l3．40)；巢内径 7．77(7．10—9．20)；巢高 6．90 

(6．10—7．80)；巢深 5．70(5．10—7．20)CITI。巢 

间最近相离8m，巢距地面 1—8．5m。 

3．2 卵的测定 将卵测定的数据记录在表内 

(见表 4) 

由表4所知，北红尾鸲73枚卵重均值 为 

1．99(1．74—2．1 8)g。长径 1 7．70(1 6，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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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I 北红尾鹁季节迁徙硬繁殖的统计 

I 
季 迁徙 种 种群繁殖阜 

群 { 
在 繁殖地的 数 

盥 箍 早iL米 尢量迁 来 大量迁 离 最后遇 量 数量(只) 占砷群数景的 ％ 

居留期(d) (}{) 

1991 3I_28lj 4 上 9 H上甸 10月 13日 200 54 42 77 78 

1992 3f_26 u 4 H上 9月上旬 1 0月 l6日 205 68 44 64 71 

l993 3月 31日 4月 旬 9月 卜旬 10月 l8目 202 60 42 7‘)．I)_l 

10月 鲁汁 

： 

3 

4月上旬 9月上 旬 2[HI一205 182 128 7()．33 
13 I8 日 

表2 种群繁殖周期统计 

‘

卯时间 卵化时间 育雏时间 离巢时间 繁 

殖 察 
最 停 持 最 停 持 最 停 持 ． 最 最 持 周 寓 

续 续 续 续 期 度 教 

旦 (d) 旦 孵 (d】 旦 止 (d) 旦 晚 fd (d) 

1991 I9 5月2日 6月9日 38 5月l0日 6月20日 41 5月24日 6月30日 36 6月10日 7目17日 37 76 

I992 l8 5月5日 6月19日 45 5月14日 6月22日 38 S月28日 7月2日 35 6月13日 7 24日 41 80 

l993 19 5月7日 6月I6口 4I) 5月1 3日 6月20日 37 5月27日 7月5日 39 6月l2日 7月25日 43 81 

5月 6片 5月 6月 5月 6月30 6月 7月 

总计 56 _。 
35一 10—13甘 l7—25日 7—43 76 81 2—7口 9 19日 38 45 l0 14日 20—22日 37 41 24—28日 7月5日 

表 3 北红尾鸲巢的测定c cm 

巢的外径 巢的内径 巢 窝 巢 深 
年份 刮定巢数 

均值(范围)±sD 均值(范围】=SD 均值(范围)±SD 均值(范围】±SD 

1991 21 12 70(11 50—1 3 40 ±0 12 8．20(7．40—9．20】±0．1 5 7 20(6．50—7 80)±0 l2 5．20(5 10 5．80)±0．20 

1992 20 11．80f11 2O一12 70)±0．13 7．40(7 10—8．20】±0 13 6 6O(6．10—7 40)±0 10 6．20(5 3O一7．20】±0．20 

I993 1 5 12．30(1l 40—13．20】±0．1O 7 70(7 20—8．30)±0 l0 6．9O(6．20—7 60 ±0 09 5 70(5 20—6．40)±0．07 

总计 56 l2．27(11．20 13．40)±0．10 7 77(7 l0—9 20)±0 09 6．90(6 10 7．80)±0．08 5 70(5．10 7 20)±0 09 

表 4 北红尾鸲9日的测定 

19．20)，短径 15．77(15．27～16．40)mm。其 

中，钝卵圆形 53枚，尖卵圆形的 2O枚，分别占 

总卵数的 72．60％和 27．40％。卵具有三种底 

色，即深鸭蛋绿色；鸭蛋清色和白色。但无论何 

种底色，均杂以红褐色斑，与 ：基本相同。 

3．3 窝卵数 窝卵数(见表 5)是种群繁殖中 

的重要参数之一，它直接影响着产卵后的繁殖 

成效。由表 5指 出，北红尾鸲的窝卵数 2—8 

枚，均值 4．88(4．75—5．00)枚。其中4、5、6枚 

的窝 卵 数较 多分 别 占 总 窝 卵 数 23．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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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93％和23 21％ 窝卵数年间差异经 [值椅 东省讯律山地 为2—5枚 ；河北省北部山地 

验，P>()．(J5，年间差异不显著。该鸟在长白山 区为3—6枚 ．通常为 5枚 由此表明，北红 

地区的窝卵数为 5—9枚 ，6枚者屠多；在山 尾鸲的窝卵数在不同地风存在一定的差异 

表 5 北红尾鸲的窝卵数 

2枝 3枝 4枚 5扳 6枉 7救 8枝 台计 
午鹰 

寓教 - 寓教 ％ 寓技 ％ 寓教 ％ 寓敬 ％ 寓数 ％ 寓数 ％ 寓教 x SD 

；99l l 4 76 2 9 52 4 19 05 6 28 57 6 28．57 l 4 76 l 4 76 2j 501】±1)I15 

l992 1 5 01) 【 5I】(I 5 25 1]0 9 45 I】(1 3 j5．O0 1 5．1】0 (1 I】 2ll 4 75：(1．116 

1993 0 0 2 l3．33 4 26 67 4 26 67 4 26．67 1 6．67 0 0 15 4 87i 0．1l6 

总计 2 3 57 5 8．93 1 3 23 21 l9 33 93 l3 23．2j 3 5．36 1 1．79 56 4 88 

表 6 北红尾鸲繁殖成效的统计 

4 繁殖成效 

北红尾鸲的繁殖成效含营巢成功率，孵化 

率、雏、幼鸟成活率和生产力等五项(见表6)。 

4．1 营巢成功率 由表6看出，北红尾鸲营巢 

成功率为69．14％(66．67％一73．08％)。营巢 

不能全部成功主要是人为严重干扰所致，包括 

儿童毁巢，清除卫生影响，猫将亲鸟捕食和种内 

之间争巢时破坏等原因，造成巢的总损失率达 

30．86％(26．92％一33．24％)。 

4．2 孵化率与雏鸟成活率 由表 6看出，该鸟 

的孵化率为 93．04％(92．63％一93．33％)；其 

雏鸟成活率为 90．16％(85．29％ 一92．05％)。 

而孵化率的高低与雏鸟成括率成正比，即孵化 

率高，雏鸟成活率亦高，否则依然。雏鸟成活率 

的高低亦受其窝卵数多少的直接影响．． 

在孵卵至巢内育雏阶段，卵和雏的损失原 

因：有无精卵和死胎卵的出现(各 8枚)；亲鸟进 

出巢和工作人员测定卵不慎将卵踩破和压碎 

(3、4枚)；JL童掏卵毁巢(14枚)；亲鸟育雏进出 

巢不慎将雏鸟带出巢外捧死(2只)；雌马被天 

敌危害损失雏鸟(13只)。于是在孵卵阶段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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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损失率 达 ¨ 29％，而巢 l 育 雏阶段 损失雏 

鸟为 5．91％ 

4．3 幼鸟离巢后的损失 离巢幼鸟并不能独 

自生活，而是进八巢外喂育阶段(1l—l3d)。于 

是在本阶段幼鸟的损失率达 24．45％(见表 7) 

表 7 离巢幼鸟数量损失统计 

其中，太嘴乌鸦(Corvusma~roahyus)对幼鸟损 

失较大，占幼鸟总损失数量的 37．50％ 其次 

为儿童掏鸟玩和家描捕食，分别占幼鸟总损失 

数量的 17．86％和 14，29％，这与该鸟营巢环境 

在居民区有很大关系。 

4．4 蘩殖成效及生产力 在北红尾鸲种群繁 

殖生态研究中，共计观测巢 81个，其中有成功 

巢56个，卵 273枚，雏鸟 254只和根据 Snow 

(1955)的生产力公式求碍生产力(见表 6)证 

实，该鸟的繁殖成功率及其生产力 最高年份 

(1988)分别为 73．08％和 18．99，彩响繁殖成功 

率和生产力的田素较多 

构成直接影响北红尾鸲种群繁殖成效的主 

要生态因素是人为活动严重干扰；其次为大嘴 

乌鸦、喜鹊(Pi u )，家猫等天敌捕食幼 马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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