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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utissima)、栓皮栎(Qu~cus roriobiEs)、马尾 

松，标下植被 胡枝子(Lespedeza bicolor)、悬 

钩子(Pubus oenicotasius)、小果蔷薇 (Rosa 

cyrgtosa)等灌木为主，草木则双五节芒草(Mis+ 

canthus orMulus)、山茅等为主 

1．3 落叶阔叶林 优势乔木有槲栎 (Q“ “ 

ahena)、麻栎、化香(P如 rⅧ strobiacea)等， 

林下灌术种类丰富，主要有山胡椒、胡枝子i草 

本种类 多见 求 米 草 (Opli nM Mnda[ati— 

folius)及蕨类。 

对上述三个森林类型。2—4月份采用样地 

统计法在各生境中分别设 3个样地，每个样地 

面积 4ha，分别统计银喉长尾山雀巢的密度，结 

果见表 1。 

表 1 不同生境 内巢的密度 (1993年) 

植被类型 样地号 样 面积
巢数(十)密度(巢数／h 

Lt La 

由表 1可以看出：不同类型生境中的巢密 

度差异是显著的，以针阔混交林内巢的密度最 

高，巢数为i．42／ha，落叶阔叶林次之。巢间距 

最小为 91m。 

在调查中发现，营造在针阔混交林及常绿 

针叶林内的巢多筑在常绿乔术树冠部位，而营 

造在落叶阔叶林内的巢多筑在林冠下亚乔木及 

灌木丛中，是为营巢时(2、3月份)落叶乔术尚 

未展叶，树冠隐蔽性差之故。 

2 繁殖习性 

2．1 巢及营巢行为 银喉长尾山雀长江亚种 

在豫南大别山区于2月初至3月下旬营巢繁殖， 

最早见于2月 8日(1992年)，而该鸟指名亚种 

在东北地区则迟于4月下旬至5月中旬营巢繁 

殖 ；巢多选在背风向阳的山坡或淘边林 内， 

根据生境不同在灌木、小乔木及高大乔木树冠 

层均可架巢。在辽宁草河口地区该鸟巢距地面 

高 3—9m 1，在伊春林 区该鸟巢高距地面在 

3—14m，而在河南大别山区，此鸟巢位最低距 

地面只有 0．64m，最高距地面8m。根据 7个巢 

的测量度：巢高 12．2(11 8—13 4)cm，巢径 

10．4(9．7—10．8)cm，出入口直径 3．4cm，显然 

较东北地区指名亚种(19×1lcm)要 小得多 

巢主要用羽毛、苔藓、枯树叶碎片等杂以植物纤 

维、蛛丝和少量兽毛缀成，巢外壁缀 植物枯叶 

碎片，与周围环境颜色极相似，隐蔽性好，不易 

发现，内壁由大量羽毛组成。雌雄鸟衔巢材筑 

巢全天有两个明显高峰，分别为 9：20—12：O0， 

14：5O一16：20，高峰时衔材达 49次／h，见图1。 

鬟 

囝 1 银喉长尾山雀筑巢衔材频次 

根据我们的观察，在孵卵和育雏期间，亲鸟 

有修巢习性，但修巢行为多是向巢内衔羽毛。 

2．2 产卵与孵卵 营巢结束后开始产卵，1—2 

日产卵一枚，产卵时间多见于 13：O0—15：30， 

1992年 2月 28日对①号巢夜间查巢证明，产 

卵期间雌雄鸟夜间同宿于巢中(天气为中雪，巢 

内已产有 4枚卵，1992年)。据 5巢的统计每 

窝卵数皆为7枚，与我国东北地区窝卵数9—12 

枚不同 j，卵呈 白色缀 以浅褐色小斑点，测定 

16枚卵平均卵重 0．81(0．76—0．90)g，量度为 

13．4(13．0—14．0)×10．0(9．0—11．0)mm，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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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东北伊 春林区指名亚种卵的量度 (15．1× 

11．4mm，重 lg)要．dd 。产卵期间②号巢测量 

卵径时破损一枚造成亲鸟弃巢，①号巢多次触 

动巢或卵而无弃巢行为。 

卵产齐的当天或第 2天由雌鸟承担孵卵， 

孵代期 14d，雏鸟在 2d内全部出壳。据对 24 

枚卵的统计．孵化率为87．5％。 

2．3 育雏及雏鸟生长 雏鸟孵出后亲鸟即开 

始衔食育雏。雏鸟孵出后的最初几天，由雌鸟 

坐巢保 暖。通过对育雏第 9天的全 日观察 

(6：[1f)一19：00)．亲鸟喂食 256次，有两个明显 

的喂食高峰，见图 2。 

图2 银喉长尾山雀育雏的全日观案 

育雏期间，雏鸟排出的粪便及巢口、巢下掉 

落的羽毛由喂食后的亲鸟衔走。夜间亲鸟在巢 

附近常绿树上过夜。育雏期间，亲鸟出入巢十 

分警惕，每次衔食回巢，先停落于 5m远的树上 

或灌木上嘹望后，依次疾趋巢内，遇有小型雀形 

目鸟类接近巢位时，雌雄鸟奋力驱赶。雏鸟的 

生长，我们隔日进行了测量，其结果可见表 2。 

雏鸟在巢内经亲鸟喂食 15d后离巢，离巢 

后的雏鸟由亲鸟带领在巢区附近继续喂食 

5—7d方能自行取食．最后远离原巢，结小群活 

动。 

3 育雏期食性 

经扎颈法(11日龄)观察，银喉长尾山雀雏 

鸟食性几乎全 为动物性食物。经初步鉴定，计 

有鳞翅 目小型蛾类，尺蠖等鳞翅目幼虫和卵粒。 

鞘翅 目小型甲虫及叶甲幼虫等；膜翅 目小型蜂 

类、蚂蚁；双翅目蝇类，以及蜘蛛，另外发现有 

小浆果一次，其中90％以上为森林害虫。 

由此可见，银喉长尾山雀是一种保护森林 

消灭害虫的重要益鸟。固此，要加强保护，积极 

创造有乖J的生存条件，发挥其控制森林害虫的 

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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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银喉长尾山雀雏鸟 1—13日龄形态及行为(1992年) 

日期 期 蟹 ( ram) 及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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