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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南充市白头鹎的繁殖习性及雏鸟的生长发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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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年 ( ’ * 月对南充市的白头鹎（102$($(3)& &#$%$&#&）的繁殖习性进行了观察，研究了其雏鸟生长

发育模式。结果表明，白头鹎于 ( 月底开始营巢，营巢期（# + %）,，$ 月初产卵，一般为（(-)" + "-)"）枚，

孵卵期（%% + %）,，巢内育雏（%( + %）,，雏鸟外部器官的形态学参数用 ./012314 曲线方程拟合，拟合度高，

体长、翼长及 %" 日龄前体重等生长曲线均呈“5”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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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头鹎（102$($(3)& &#$%$&#&）别名：白头翁、

白头婆、白头公。分布于长江以南流域广大地

区，西自四川、云南东北部，北达陕西南部及河

南，东至沿海一带，包括海南岛和台湾，南及广

西西南。偶见于河北、山东。国外见于日本琉

球群岛和越南北部［%］。全世界白头鹎共有 $ 个

亚种，中国有 ( 个亚种［%，!］，南充是 指 名 亚 种

（1 U & U &#$%$&#&）为留鸟［(］。关于其繁殖仅见安

徽、山东的报道［$，)］。由于南充地理、气候条件

和上述两地存在明显差异，并且关于其雏鸟的

生长发育模式尚未见有详细的报道。因此，特

就南充白头鹎指名亚种的繁殖和雏鸟的生长模

式做了一些补充性的研究。现报道如下。

= 研究地点与方法

南充位于川中浅丘、嘉陵江中游，地理坐

标为：("](#^&_ ’ ("](#^7_=，%"#]")^ ’ %"#]"#^<，

平均海拔 !&" ’ !*" R，为亚热带季风气候，四季

分明，冬暖夏热，年均气温 %&-#‘，年平均日照

% !7!-! G，平均无霜期 (%!-$ ,，年平均降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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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地点选在西华师范大学校



园、西南石油学院、川北医学院、白塔公园和北

湖公园 ! 处，景区内植被以人工绿化植物为主，

主要有小叶榕（ !"#$% &"#’(#)’*) "#$ %）、天竺桂

（+",,)&(&$& -)*(,"#$&）、香樟（+ % #)&*.(’)）、

法 国 梧 桐（ /0)1),$% )02’"3(0") ）、细 叶 桉

（ 4$#)05*1$% 12’21"#(’,"% ）、 刺 槐 （ 6(7",")
*%2$8(#)#") ）、垂 柳（ 9)0": 7)750(,"#) ）、雪 松

（+282$% 82(8)’)）、白杨（/(*$0$% 1(&2,1(%)）、慈竹

（6.)*"% 2:#2#%)）、黄葛树（!"#$% ;"’2,%）等。繁殖

鸟 除 白 头 鹎 外，还 有 白 腰 文 鸟（ <(,#.$’)
%1’")1)）、红头长尾山雀（=2>"1.)0(% #(,#",,$%）、八

哥（ =#’"8(1.2’2% #’"%1)1200$% ）、乌 鸫（ ?$’8$%
&2’$0)）、棕背伯劳（ <),"$% %#.)#.）等。

白头鹎的雌、雄鸟相似，但指名亚种其雄

鸟繁殖期体羽鲜艳，头枕部白斑更为明显［&］，根

据此特征可辨别雌雄鸟。用 ’ ( )* 双目望远镜

观察白头鹎的繁殖行为，并测量巢、卵，记录编

号。雏鸟出壳后用红色指甲油对其足趾进行标

记，每天早上 ’：** 时定时测量雏鸟的各项生长

量度，观察、记录其生长发育情况。卵和雏鸟的

长度测量用游标卡尺，精确到 *+*& ,,，重量称

量用 -./012/0 电子天平，结果保留两位小

数。为了减少误差，所有测量均由第一作者完

成。用 3133 &*+* 软件包对数据进行分析处理，

雏鸟 形 态 增 长 用 4567897: 曲 线 方 程 进 行 拟

合［;，<］。

! 研究结果

!"# 繁殖前期 白头鹎在非繁殖期营集群生

活，常活动于田野、丘陵、村庄及城市庭院附近

高树顶尖或灌丛中。) 月中上旬进入繁殖前

期，开始出现占区、求偶、配对、交配等繁殖行

为。

!"! 营巢和孵卵 ) 月 => 日于西华师范大学

校园内首见白头鹎营巢，后陆续发现营巢，高峰

期为 ?、! 月份（图 &）。根据对 ; 个巢的营巢期，

长达 )* @ 的观察，其平均营巢期为（! A &）@，下

雨天有推迟的现象，最迟可达 > @。营巢树多

选择灌木和低矮的乔木，对样方中发现的 ;’ 个

巢随机抽取其中 )* 巢进行了标记和有关参数

的测量，结果为：营巢树高（!+?< A )+==）,，最

低巢筑于 *+> , 高的小蜡（<">$%1’$& %",2,%2）上，

最高筑于 && , 的香樟上；巢位高（)+’? A &+<?）

,；巢 杯 状，结 构 较 为 紧 密，内 径 为（!>+<’ A
=+’)）,, (（<!+&) A )+)&）,,，外径（>!+?< A
=+&=）,, (（&*&+*; A ?+<)）,,，巢深（!=+*< A
?+!;）,,，巢高（<>+*! A !+*)）,,。营巢结束

就有卧巢现象，卧巢 & B = @ 后产卵，产卵时间

为 !：** B >：** 时，每天 & 枚，对 &* 个巢的窝卵

数测定结果平均为（)+!* A *+!*）枚。卵椭圆

形，白色具赭色斑点，钝端较多。在标记的 )*
巢中，每巢随机抽取 & 枚卵进行测量，结果为平

均卵长宽径为（&;+?; A *+=!）,, (（==+)& A
*+!?）,,，卵重（=+<> A *+>;）6。从处于产卵期

的第 ) @ 的 ? 个巢中各取走卵 & 枚，未发现有补

卵现象。雌鸟孵卵，雄鸟只负责警戒。孵卵期

为（&& A &）@。孵卵期有空巢现象，对处于孵化

期第 ? @ 的 & 号巢孵卵情况从 !：)* B &>：)* 时

进行了观察，每天出现两次空巢高峰期，分别为

&&：)* B &!：)* 和 &<：)* B &>：)* 时（图 =）。

图 # 白头鹎营巢数与月份关系

图 ! 白头鹎孵卵期空巢时间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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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育雏 雏鸟 ! " # 日内完全出壳。出壳当

日亲鸟把壳叼出。雌雄共同育雏，其中雄鸟喂

食次数比雌鸟多（近 ! 倍）。对 $ 个巢亲鸟前 !%
& 育雏次数进行了全日的观察统计，共观察 $%
&，总计 # ’(# 次，平均育雏（)*#% + !*,!）次-.。

根据对 ’ 个巢的 # 日龄雏鸟全天获食情况进行

的观察，发现亲鸟喂食有两个高峰期：!%：%% "
!#：%% 和 !,：%% " #%：%% 时（图 $）。根据对 !% 个

巢的观察，育雏初期白头鹎亲鸟有啄食雏鸟粪

便的现象，后期则将粪便叼出巢。

图 # 白头鹎的喂食时间分布

!"$ 雏鸟的生长发育

!"$"% 雏鸟外部形态发育 根据对 ’ 个巢的

!, 只雏鸟生长发育的观察结果，! 日龄：眼未

开，眼泡大，黑色，嘴角白色，具卵齿，耳孔未通，

头不能伸，体无羽，红色，腹大，球形，内脏清楚

可见。# 日龄：卵齿脱落，能张嘴乞食，并能发

出微弱的叫声，肩、背中央可见黑色的羽原基。

$ 日龄：耳孔通，初级飞羽，次级飞羽羽芽出，胫

部出现黑色羽原基，头顶部、枕部、颈、腰中央及

肱区可见黑色羽原基。/ 日龄：眼微开，体色暗

红，股部露出黑或黄色羽干，下体自喉到腹部两

侧出现浅黄色羽芽，呈倒“0”字型，胫部前后两

侧出现黑色羽芽。’ 日龄：头额、枕部、下额和

颈部露出羽芽，翼上大、中、小覆羽出，胫部出现

羽芽黄色。1 日龄：眼全开，嘴角变暗黄，颈下

羽芽变黑色，腋下出现黄色羽芽，肛周出现黄色

羽芽。) 日龄：翼下出现黄白色羽芽，顶端白

色，基部黑色。, 日龄：头顶灰黑色，背、尾、翼

羽芽放缨，棕褐色，腹部、颈部出现黄白色绒羽，

内脏不明显。( 日龄：头额、顶、枕部，颈、背、

腰、肛周、尾及翼全部出现羽片，羽片中杂有皮

肤表面角质化脱落的白色羽片，腹部出现绒羽。

受刺激能飞出几米。!% " !$ 日龄：体羽丰满，

能用喙啄食昆虫，体重有减轻的现象，并能于巢

缘及营巢树上展翅做飞翔之态。

图 $ 白头鹎雏鸟的体重曲线

表 % 白头鹎雏鸟形态增长拟合曲线方程及相关系数

变量 ! " # $ %% %! 23456758 线形回归方程

体长 %*,# /(*11 %*%% (,*!$ %*!! %*’/ 9:（!-& ; !-(,*!$）; 9:（%*!! < 9: %*’/ ’）

翼长 %*($ !/%*’$ %*%% ’$*!’ %*)’ %*/’ 9:（!-& ; !-’$*!’）; 9:（%*)’ < 9: %*/’ ’）

第五枚飞羽 %*() $%!*$( %*%% /$*$) $*#/ %*/( 9:（!-& ; !-/$*$)）; 9:（$*#/ < 9: %*/( ’）

跗跖 %*(1 #)$*(, %*%% #)*)/ %*/’ %*/’ 9:（!-& ; !-#)*)/）; 9:（%*/’ < 9: %*/’ ’）

尾长 %*,! /,*%/ %*%% !)*11 ,*!’ %*’% 9:（!-& ; !-!)*11）; 9:（,*!’ < 9: %*’% ’）

第三趾爪长 %*($ !#)*1) %*%% /*(# #*// %*’’ 9:（!-& ; !-/*(#）; 9:（#*// < 9: %*’’ ’）

嘴峰 %*(! !%)*’! %*%% !%*!$ %*’! %*’# 9:（!-& ; !-!%*!$）; 9:（%*’! < 9: %*’# ’）

! 为 !% 统计量的值；" 为 " 检验值；# 为 " 检验值的实际显著水平；$ 为最大值；%% 为常数项；%! 为回归参数；& 为因变量；

’ 为日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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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雏鸟生长的量度分析 对 !" 只白头鹎

雏鸟 ! # !$ 日龄体重和体外器官的测量结果，

取每日龄的平均值所绘制的雏鸟体重生长曲线

成典型的“%”型。! # $ & 增长较慢，平均 !’!! ()
&，* # + & 增长速度平均达 $’!, ()&，而离巢前体

重略有减轻的现象（图 *）。

雏鸟的跗跖、翼长也基本上呈“%”型增长，

其 -.(/01/2 曲线拟合较好（图 ,）。各器官的生长

曲线拟合方程及参数见表 !，生长曲线见图 3。

从图 3 可以看出，嘴峰 ! # * 日增长较为迅速；

第三趾的爪长、跗跖 * # + 日增长较快；体长、翼

长、第 , 枚初级飞羽尾 * # !4 日增长较快。

图 $ 白头鹎雏鸟量度曲线拟合

图 % 白头鹎雏鸟生长量度变化

& 讨 论

&"’ 关于白头鹎繁殖特性 安徽皖南地区和

山东青岛崂山地区的白头鹎于 , 月中旬开始营

巢［*，,］，本文的结果比之早（$ 月底）。其原因

为：南充与山东纬度不同，不同地理纬度日照时

间、温度亦不同；在从南到北的地理分布上，纬

度增加，鸟类繁殖期也会相应延后［5，"］。而南充

与安徽皖南地区纬度相近，气候也相同，却产生

了差异，与观察地点海拔高度不同是否有关，尚

有待于进一步研究。关于白头鹎的孵 卵，安徽

皖南地区和山东青岛崂山地区为雌雄共同孵

化［*，,］，而笔者观察到南充地区的白头鹎仅见雌

性孵卵，雄鸟只负责警戒，雌鸟利用空巢期觅

食，造成这种差异的原因尚待进一步研究。安

徽皖南地区白头鹎孵卵期仅中午出现空巢［*］，

而本文结果为经常性的短暂空巢，空巢出现 6
次高峰期（图 6）。这种现象，笔者认为其原因

可能为：南充市地处四川盆地，气候炎热，孵化

期白头鹎雌鸟经常性短暂空巢，并不会因低温

而造成卵中胚胎的死亡，相反还可获得两方面

好处：一方面适当的温度波动，利于增加卵的孵

化率［!4］；另一方面雌鸟能离巢觅食，满足自己

食物需求，而不需雄鸟的喂食，雄鸟则专职警戒

工作；6 次高峰期的形成原因则分别与中午气

温高足以保证卵的孵化温度［*］和亲鸟为了满足

夜间的能量代谢需要而觅取足够食物有关。在

育雏初期白头鹎亲鸟啄食雏鸟粪便，而后期亲

鸟则将其叼出巢外的现象，笔者推测其原因可

·4!!· 动物学杂志 !"#$%&% ’()*$+, (- .((,(/0 *! 卷



能与初期雏鸟粪便中所含营养物质含量较高，

亲鸟通过啄食雏鸟粪便可以获得较多能量有

关，其具体原因仍有待于进一步研究。

!"# 雏鸟的生长 早期雏鸟嘴峰（! " # 日）增

长较快，因为嘴为接受亲鸟喂食的器官，其增长

快利于雏鸟更好进食，为以后各器官的增长提

供物质基础；中期体重、第三趾爪长、跗跖（# " $
日）增长较快，其原因为此期新陈代谢增强，进

食量较大［#，%］，所获能量大部分用于身体内部器

官增长，从而表现为体重的迅速增加，而爪、跗

跖则与稳固和支持其身体、争夺获取食物的最

佳位置有关；后期体长、翼长、初级飞羽和尾增

长快，与雏鸟即将离巢而进行的飞翔生活密切

相关。这个结果也说明，与取食有关的器官优

先发 育，而 与 飞 行 有 关 的 器 官 后 期 发 育 较

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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