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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l 庞泉沟自然保护区白鹊鹎种群密度调查路线示意囝 

‘像护区机关；▲ 关帝山主峰；⋯⋯密度调查路线 ^ 山润溪流；= 公路 

一 一保护区界线；⋯ ··山脊线 ；+村庄： 季节迁徙观察站 

2．2．2 寻觅食物地 包括居民区家庭院落房 

屋、厕所、仓库、行人路面、草坪等地段；河流、池 

塘、水沟、小溪边等；耕地田埂、地面、路边、田间 

行道、林间等。 

2．2．3 短暂停息地 含有电杆、电线、房顶、屋 

脊、巨石、路面、搂庭、院落、打各场、学校、机关、 

厂矿的运动场等地面；草丛间、灌丛上、乔木的 

侧枝等处。 

2．2．4 夜间栖宿地 自鹘鹅在繁殖季节的夜 

宿地多在筑巢地附近 35 150m的向阳、避风、 

隐蔽良好的乔木侧枝和高大灌丛问夜宿(雌鸟 

在孵卵期及雏鸟出壳后 3—5d在巢 内栖宿) 

非繁殖季节迁徙之前，随着当天觅食、避敌等活 

动，天气夜暮降临后，以家族多在向阳避风，距 

居民区较近的幼林稠密处或单个在院落、路面 

及林道树(杨、柳、云杉、油松)的树冠侧枝夜宿。 

3 种群密度及波动 

3．1 种群密度 白鹤鹅的种群密度调查结果 

见表 2。 

从表2看出，白鹤鸽在繁殖前的 4月和繁 

殖后的 8月，其种群密度遇 见数分别为 1．70 

只／km和 1．77只／km．合计为 1．24只，繁殖后 

的8月比繁殖前的 4月增长 4．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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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庞泉沟白鹊档种群密度 

繁殖前(4玎) 殖岳(8月) 总计 j 
谤 调 遇 调 调 橱 适 

年度 查 蠢 直 啬 
公 查 

时 里 只 时 时 公 
数 数 数 教 里 数 

数 数 

1990 4 8 13 1．63 4 8 1 4 【．75 8 16 27 1 69 

1991 4 8 14 1．75 4 8 【6 2．00 8 16 3() 1 88 

【992 4 8 14 1．75 4 8 1 U 1 20 8 16 24 1 5f】 

1993 4 8 15 1．88 4 8 1 7 2．【3 8 16 32 2 00 

I994 4 8 12 1．50 4 8 【4 1．75 8 】6 26 l 62 

合计 20 40 68 8．51 20 40 7l 8．83 40 80 l39 8 69 

均值 4 8 I3 60 1．70 4 8 I4．2ll 1．77 8 16 27 8‘) I 74 4 【2 

3．2 种群密度波动 根据庞泉淘从 1990— 

1994年，每年统计的种群密度(只)，见图 2，直 

观反映白鹊鹄种群密度波动。 

图 2 庞泉沟白鸺鸽种群密度波动 

繁殖前 {月 ——繁殖后8月 ⋯ 总计 

由图 2可知，本区 4月白鹊鹄的种群密度 

最少 12只(1994年)．最多 1 5必(1993年)．密 

度波动在 4只左右；而在 8月的种群密度最少 

l()只(1992年)，最多 17只(1993年)，密度波 

动在 6只左右．无论 4月，还是 8月．经 检 

验．其种群密度渡动差异，P<0．()5，差异不显 

著。 

4 繁殖生物学 

4．1 营巢 将白鹤鹄 1990 1994年在本区繁 

殖的资料及参数统计见表 3。 

从表 3所知，以发现该鸟7个巢计算(均为 

当年首次发现)，白鹊鹄营巢最早为 4月下旬。 

雌雄鸟均参加衔材，巢呈浅杯状。外层结构疏 

松，由苔 草 (Carex spp．)、自茅 (1rnperata— 

cylindrica)、茜草(Rubiasp)、莜麦等秸杆所组 

成。内层多见有草根及牛、马、羊、猪、兔、狍等 

表3 庞泉沟自然保护区白鹊鸽繁殖资料及参数 

箍 营 营 营 巢的测定(m) 卵的铡定 器 巢 内 
育 萋 数 箍 巢 箍 离 孵 

(d】(％) 

无 卵 卵 卵 
度 始 环 数 鞋 冀 内 虾 始 长 短 卵 教 蛤 

(十) 期 境 龋 径 径 重 期 
(d) 高 僚 径 径 (杖 ) 

(一  (ram) (g) 

1 3 

t 3 

14 I6 l 7 2 0 6月 3日 

ItOO

o 

I 

15 I6 2 0 2 2 5月 29日 

t3——14 1 8 2 0 5月 I5 H 

14 I5 1 7 1 9 5月 27日 

13 l4 1 9—21 5月 19 L：t 

13 I4 1 7 1 9 6月9 日 

14 1 5 1 9 2 1 6月 5口 

5月上旬 l木材 堆缝 6×6 5月 29 日 

l 1 3 l4 1 7 1 9 5月15日 

1990 

5月中旬 顶上瓦缝 4×5 5月 26 日 

199I 4月下旬 厕所缝 隙 5 x 6 5月 11日 

1992 5月中旬 骁落石墙恫 5×5 5月 22 日 

5月上旬 可边巨 百 5月 15日 
1993 堆{}{缝 瞎[ 6×7 

5月下旬 席幢满穴 5×6 6月 3日 

公路柝 6月 1日 1994 5月下旬 6×6 

下}阿走 

4月下旬 4×5 5月 11日 和 总汁 

6月30日 6月 9目 5月下旬 6×7 15
— 16 2 0 2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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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庞泉沟白鹊鹄食物组成(1 986—1 990{} 

类圳 

砷子 

砂砾 

蝗 料 Acr id e 

戋* 蜢  ̂r I『l trig；． 

蛭 蛀 (，r !hJ,'alpa spp 

蠡 蛳 f igf~niktae 

螳 螂 Mantidae 

蛳 科 iL*dld 

#} (h L⋯mid 

虫 斟 Ap]lididae 

蝽 Mi⋯id 

盲 蟑 科 Pe EiIatomidae 

象 甲 科 Cur Lllionidae 

叩 甲 科 Elat Er~dae 

金 龟 甲 Sc~rabaetdae 

无 牛 科 Ceram eidae 

瓢 旦 科 C㈨ rlellid e 

n  spp 

绿 蝇 L il ⋯  

胡 妊 科 Vespidae 

拙 科 Fomliddae 

虻 科 Tabanidae 

蚊 科 Culicldae 

蝶 粪 Rhopal~era 

总 计 

领-置 善腰r％) 食物 舞-t‰ 

7 87 

2 78 

家畜和野兽毛，结构精细，不易松散。筑巢时问 

7—12d，具有筑巢时间愈早，而筑巢时间愈长 

(12d)；筑巢时间愈晚，而筑巢时间愈短(7d)的 

规律 。 

4．2 产卵 自鹊鹎最早产卵于5月 11日。日 

产卵 1枚，每窝卵数3—6枚，卵呈椭圆形，一般 

为灰白色或苍白色，有光泽，密布以淡灰乃至黑 

褐色斑纹。自雌鸟产卵开始，雄鸟则常在巢周 

作 5种标志领域的行为。 

(1)高声 呜叫，音似“z1 lik，zi—lik，zi— 

Iik一 ”： 

(2)同种个体入境，奋力追赶出去； 

(3)有时飞至巢口。环硕四周飞离； 

(4)有时与雌鸟一同在巢区飞翔； 

(5)发现天敌高声尖叫，猛力飞离巢区。 

4．3 孵卵 自鹳鸲最早孵卵时间为 5月 15 

日。孵卵期间雌鸟几乎 日夜伏巢，离巢较身 

雄鸟多在巢区活动，有时在巢区追赶同种个体。 

卵经孵化 12—14d雏鸟破壳而出，孵化率为 

80％ 一100 96。 

4．4 雏鸟 刚出壳的雏鸟皮肤肉红，头大颈 

细．双目紧闭，勉强摇头，腹部如球，侧身躺卧， 

拥挤一团，体重均值 1 6(1．4—1．7)g，n=16， 

雏鸟4—5日龄前，夜间有一只亲鸟在巢内抱雏 

保温。以后2亲鸟夜间均栖宿在巢区树枝上， 

不再入巢保温增暖。不同日龄同时育雏最多者 

为 5：00—6：00，平均 13次／h，再是 9：00— 

10：0t3，平均 8次／h 。垒天育雏最少时刻是 

14：00 15：00，平均育雏 5次／hc通过 7巢育 

雏观察，巢内育雏期为 12—14d。应指出雏鸟离 

巢的早与晚。与工作人员称量雏鸟体重、体长等 

影响有密切的关系 设置对照巢相比，才有较强 

的说服力。离巢后的幼鸟，分散于巢区灌丛间， 

仍需亲鸟衔食喂育6—8d，方才自立觅食。 

吣 " m 拍 端 " M 卵 

n 3 2 3 i  2 i  i  l 8 6 j  “ 

6 7 6 8 6 r- 6 4 H 儿 7 "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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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食物组成 

白鹊坞的食 分析结果 见表 4 通过 29 

只白鹊鹄(成体 20只，亚成体9只； 体 l7只， 

旱体 l2只)分析其食性及食物组成，该马以动 

物性 昆虫 为主 (89．35％)，植物 性 食物次之 

(7培7％)；还有部分砂砾(2．78％)。食物中多 

见农、林、果业有害昆虫，有益于农林果业。 

致谢 率文承蒙山西生物研究所刘焕金副研究 

员指导，审阅全文，井提供食物资料(1986— 

199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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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一 鳗鲕的生活史和人工育苗技术探讨* 

． 重主塑 ．．盘世盎 
清华太学生物科学与技术系 北京 100084) (国家海洋局第 一海洋研究 

2 

摘要 鳗断(A w il1)是逆河降海的洄赫性鱼类，一个多世纪 来，其生活史问题 直是不解之谜，早 

已成为一道世界名题。随着鳗茸 养殖业的发展，人们正努力探索鳗鲕 的^工育苗技术。本文 总结 鳗 

鲡 的生活史、种类、分布、产卵地、̂ 工育苗拄术等问题的研究情况，并分别进行 r讨论 

关键词 里挈苎种类 地 塑 暑 
近年来，由于有限的天然鳗鱼苗产量，限制 

了淡水饲养鳗鲡事业的迅速发展，使鳗鲡人工 

育苗的这遭世界名题倍受关注。通过长时间的 

艰苦努力，我国学者认识到：(1)鳗鲕人工育苗 

的问题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2)鳗鱼苗过 

捕，鳗鱼资源破坏严重，使天然鳗鱼苗产量锐 

减，如此恶性循环下去，有可能使鳗鲡资源枯 

竭。鳗鲡为生殖洄游性鱼类，在淡水中性腺不 

能成熟，成年的鳗鲡要由淡水回到海洋中产卵， 

因此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里人们一直认为鳗鲡 

无雌雄之分。直到 1856年，Kaup才在地 中海 

捕到第一条鳗鱼⋯。1876年，Syrski发现了雄 

鳗鲡的叶状精巢l2 J。1897年，意大利的 Grassi 

和 Calandruccio才首次发现了欧洲鳗鲡 的卵 

巢_3_3。鳗鲡是肉食性 鱼类，嗅觉灵敏，常在夜 

间觅食，在淡水中喜食小鱼、虾、蟹、螺、蚬、蚌、 

轮虫、水生昆虫、蚯蚓及陆生动物的尸体等。一 

旦食物缺乏，也会弱肉强食，相互残杀。由于鳗 

鲡对淡水环境和食物条件要求并不十分严格， 

加之许多国家有食鳗习惯，鳗鲕已经成为重要 

的水产养殖种类。 

1 鳗鲡的生活史 

本世纪 20年代，丹麦的海洋生物学家 J。一 

hannes Sehmidt将欧洲鳗鲕(Anguilla anguil— 

k)的生活史分为 8个阶段：(1)在 Sargasso海 

产卵、孵化，幼鱼呈透明柳叶状幼体，称挪叶鳗 

(Leptocepha 2“s)。(2)在洋流中向陆地淡水中 

洄游。(3)柳叶鳗变态成为透 明的稚鳗 又叫 

Elyers。(4)稚鳗进入陆地淡水。(5)稚鳗变态 

成为黄鳗。(6)黄鳗在江河湖泊中生长 (7)最 

* 清华丈学生命科学与工程研究院项目和国家“八-五” 

攻关项目主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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