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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发出的 叫声，在几百米外也 可听见。降雪 

时．随雪线下降而迁移至针叶林带。到 12月份 

它们又随雪线下 降而迁移至海拔 3 O00m左右 

的针阔混交林带的阳坡处。元旦前后下移至针 

阔混交林植被带的最下线——海拔 2 600m处。 

早晨有时可看到它们在森林边缘的田地里觅 

食。白天白马鸡大都在密林中阳坡处体息，进 

行沙浴或梳理羽毛，或者在沟溪边无积雪处觅 

食 

表 1 白马鸡四季活动规律殛栖息地 

翌年初春，山地积雪开始融化，白马鸡随雪 

线往高海拔地带迁移，到 3月底上移至针叶林 

带(海拔 3 200m左右的几何牧房下线)。由于 

人迹稀少，林相保持 良好，喜食 食物比较丰富． 

因此，白马鸡在此栖息时间较长。4月份进入 

繁殖期，白马鸡行动特别小心．拂晓才偶尔听到 

1～2声呜叫。白天一般很少鸣叫(除结群饮水 

时外)，大部份时间都在比较固定的区域活动。 

夏季到来，气温升高．白马鸡孵化出雏鸡，随着 

雏鸡 的 生 长 发 育，双 亲 带 着 幼 鸡 迁 往 海 拔 

4 O00m以上的高山灌丛草甸带。 

白马鸡的 日活动规律 为：以 1993年 3月 

17日～28日为倒(困这十几天没有明显的天气 

变化．均为晴天)。早晨 6点左右，白马鸡从夜 

宿树下地活动，下地 卜 2小时它们专心取食， 

大约 8点左 右此起彼伏发出洪亮的叫声，然后 

从不同角度出来结群去饮水，饮水后边取食边 

呜叫。这种呜叫在 16点 ～17点也 出现，也是 

集群去饮水。上午 1O点到下午 16点，在 阳坡 

的隐蔽处休息，沙浴或梳理羽毛，晚上夜宿在比 

较固定的大树高枝上(包括高灌和乔木)。上树 

时，如果夜宿树没有较低的树枝．它们会跳到邻 

近的灌木上，然后跳到夜宿树的最低枝、再一级 
一

级跳跃到高枝上夜宿。在晚上 21点至早晨 

6点，期间观察 21次，其睡姿均为前胸高，尾下 

垂 ，头缩在翅膀下，整个身体略 向后倾．在没有 

外来干扰的情况下这种姿势保持整夜不变。清 

晨约 6点才抬头，抖动一下身体，用嘴梳理一阵 

羽毛就下地活动。 

在白马鸡栖息的地方，发现其它雉类有 ：雉 

鹑(Tetraophas~ob$curu$)、血雉 (Itha c ． 

~tztu$) J、勺鸡 (Pucrasia macrolo~ )、白腹锦 

鸡(Chrysolophus amherstiae)、雪鹑 (／2M ／er． 

)等，除血雏外，从未发现白马鸡跟其它难类 

混群现象。在考察中曾先后 3次发现白马鸡与 

血雉混群沙浴和觅食的行为。 

以前的报道均认为白马鸡在非繁殖期才有 

结群行为u J。但据观察，这种雉类在繁殖期 

也有结群行为 J。而且具 有繁 殖能力 的成鸡 

也有结群行为。 

1992年 4月 16日和 4月 2O日所见的是 

同一群(在面积约 8km2的区域内．我们只发现 

这一群)，发现地点是宿营地对面次生矮高山栎 

林中。第 1次发现时(4月 16日)，该群马鸡于 

早晨饮水后 顺着山沟往山顶 觅食。4月 17日 

发现同样 9只，也是同一山沟，只是发现地点略 

有不同。我们用望远镜从营地观察，发现 1对 

马鸡在 1O点没有跟其 它马鸡 (7只)继续往 山 

顶觅食，而是钻进一片稠密的矮高山栎丛中。 

连续几天的观察均如此，因此估计那一带可能 

有那对马鸡的窝。4月 22日去搜寻时．在一丛 

矮高山栎树丛中发现了一窝卵数为 3枚的马鸡 

巢。4月 27日在离 1号巢垂距约 270m处的上 

方又发现一个有 2枚卵的马鸡巢。 

1993年 4月 24日和 5月 7日发现的觅食 

群是在海拔 3 700m 的几何 牧点的高 山栎林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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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语帕牧房上线的阴坡落叶橙林。虽然 2次观 

察记录的地点和时间不同，但都是我们跟踪观 

察的白马鸡在产卵后离巢觅食时所出现的结群 

行为 

1993年 6月 10日笔者在资语帕牧房下线 

的针阔混交林(桦、白杨、云南松等)中听到白马 

鸡的鸣 叫声，顺鸣声在海拔 3 380m 的林 下约 

lOm远的地方发现 8只成鸡，经隐蔽观察，发现 

1群约 7～9只小鸡在 1只成鸡的身边时拢时 

散，不时钻入其亲鸡腹下。当接近 鸡群约 6m 

远时，鸡群惊叫着往山下飞翔，只有那只带雏成 

鸡惊叫着来回奔跑，直到小雏鸡四处躲藏在灌 

丛的腐叶下或杂草丛中，它才往南钻进灌木丛 

中。笔者在一丛矮高山栎树丛中的腐叶下捕获 

t只大约 6日龄的小雏鸡，然后在原地静待 10 

分钟后，其亲鸡从灌木中警惕地走来，发现笔者 

时，惊叫着返身跑回灌木丛中。 

3 小 结 

3．1 白马鸡 白昼活动时间，与雪地的 日照、光 

照(四季)和当天的天气有密切的关系。光照时 

间越长，下地时阗也长。晴天一般 只休息近 3 

小时，其余时间都在游荡性觅食，遇阴天躲在树 

下休息的时间相对较长。 

3．2 最早发现雏鸡是在1993年6月10日资语帕 

牧房下线海拔3 380m的针阔混交林外，而最早 

发现幼鸡在高 山灌丛草甸带是在 1993年 8月 

13日扎史其龙牧场海拔 4 300m处的灌丛 中， 

是以家族为主的活动觅食 ，亲鸡带着大 约 2月 

龄的雏鸡。说明白马鸡的雏鸡在没有发育至具 

有一定生活能力的雏鸡时就不会上移到高山灌 

丛草甸植被带。 

3．3 观察到白马鸡在繁殖期也有结群现象，只 

有非繁殖期(8月至次年 3月份)群体较大。笔 

者认为这与栖息地的生境有关 (食物、地形、人 

为干扰、隐蔽条件)：如考察地几何、资语帕、尼 

龙崩古等山都呈“三角形”。8月份 白马鸡都往 

高山草甸迁移觅食，故 自然集中在“三角形”狭 

小的顶端，随着入冬降雪，食物贫乏，白马鸡随 

雪线迁移至人为活动较频繁的针阔混交林带。 

因此仍集聚在食物丰富，人为干扰相对较少，隐 

蔽条件相对较好的狭窄的地方，结群的只数也 

因此相对较多。 

3．4 具有繁殖能力的白马鸡在繁殖期并非都 

成对活动，只是在人为活动较频繁和隐蔽条件 

较差的地方 白马鸡则以成对活动的形式选择繁 

殖基地，若隐蔽条件较差的地方以小群活动则 

易暴露于天敌和人类前L3J。白马鸡繁 殖期与 

亚成鸟或其它成鸟一起在人类活动极少的地方 

同群活动觅食。笔者认为，这是 自马鸡后天性 

行为的结果，是适应 当今人类社会活动 日益扩 

大、其栖息生境和活动区域日趋缩小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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