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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了解杜鹃对其宿主的选择和寄生情况! 能为两者间的协同进化研究提供重要的基础资料& "#$"

和 "#$- 年每年的 % (. 月! 在贵州宽阔水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对不同生境类型中的鸟巢进行搜索监测!

记录到 % 例中杜鹃"!)1),)&&+2)*+2)&#寄生繁殖现象! 其宿主分别是暗绿绣眼鸟".(&2%*(3&4+3($#1)&#’棕

腹柳莺"5"0,,(&1(3)&&)6+--#$#&#和黄喉鹀"786%*#9+ %,%/+$&#! 其中棕腹柳莺和暗绿绣眼鸟是首次记录到

被中杜鹃寄生& 中杜鹃卵重""K-& L#K$%#B"$ M-#! 体积""K"% L#K$.#1=- "$ M-#! 通过 :检验方法发

现中杜鹃卵极显著大于暗绿绣眼鸟和棕腹柳莺卵"5N#K##$#! 同时在形状上也与两者极不相似! 中杜

鹃卵呈明显的长椭圆形! 与黄喉鹀的卵在大小上无显著差异"5M#K$#& 反射光谱的分析结果发现! 寄

生于不同宿主巢的中杜鹃卵在背景色和斑点上都具有一定差异! 这表明中杜鹃的卵可能存在基因族群

的分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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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解杜鹃对其宿主的选择和寄生情况! 能
为两者间的协同进化研究提供重要的基础资
料& 中杜鹃 "!)1),)&&+2)*+2)&#是亚洲常见的
一种 寄 生 性 鸟 类! 其 主 要 宿 主 为 柳 莺 属
"5"0,,(&1(3)&#和鹟莺属" @%#1%*)&#鸟类"S404FG
>@,"##"! T>_AF"##’! U>ABFG>@,"#$$#& 在
国内! 目前已报道的中杜鹃宿主共有 $- 种! 包
括黄喉鹀 "7*86%*#9+ %,%/+$&# 等 "U>ABFG>@,
"#$"#& "#$" ("#$- 年每年的 % (. 月! 在贵州
宽阔水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利用光纤光谱仪!
对分 别 寄 生 繁 殖 于 暗 绿 绣 眼 鸟 ".(&2%*(3&
4+3($#1)&#’棕腹柳莺"5"0,,(&1(3)&&)6+--#$#&#和
黄喉鹀巢内的中杜鹃卵及其雏鸟进行了比较&

=>研究地概况

贵州宽阔水国家级自然保护区"".e#6b(
".e$&b3! $#5e#"b($#5e$%b<#位于贵州绥阳
县北 部! 总面积 "6 "-$ E="! 海 拔 6’# (
$ 56" =& 植被是以亮叶水青冈 "F+/)&,)1#<+#
林为主的原生性常绿落叶阔叶林! 以及亚热带
常绿阔叶林和常绿落叶阔叶混交林"杨灿朝等
"##&! "#$#! U>ABFG>@,"#$##&

?>研究方法

?@=>鸟巢监测>"#$" ("#$- 年 % (. 月! 在保
护区内系统搜索各类生境中不同种鸟类的自然
巢! 所搜索的生境包括原生林’次生林’竹林’
灌草丛’茶地和居民点& 对发现的鸟巢记录其
杜鹃寄生情况’营巢生境等& 对正在产卵的巢
每天查看一次! 以确定其在产卵期是否被杜鹃
寄生& 用卷尺测量巢的大小! 用电子游标卡尺
" ’#’;6.$! 日 本 三 丰 f?GIG4_4! 量 程 # (
$’# ==! 精度 L#K#" ==#测量卵大小和雏鸟
的身体量度& 利用公式计算卵体积! 卵体积 M
)#K’$ g卵长 g"卵宽# " * "94_G$&5&#! 用电
子秤"<9P’#$! 广东香山衡器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 量程 # ($## B! 精确到 #K#$ B#测量卵和雏
鸟的重量& 参照 S404等 " "##" # 和王众 等
""##%#鉴定中杜鹃的卵和雏鸟&
?@?>光谱测量>用荷兰生产的 PZ>HJF1;"#%.

RQa" 型光纤光谱仪对杜鹃卵的光谱进行量
化& 在测量反射光谱时! 每枚鸟卵从尖端到钝
端被划分为 ’ 个区域! 每个区域随机取测量点
- 个! 具体测量方法参见杨灿朝等 " "##&!
"#$##& 提取的光谱范围为 -## (5## A=! 其中
-## (%## A=为人眼不可见的紫外光! %## (
5## A=为可见光! 所有参数均值为 fF>A LQ)&

!>结果与讨论

!@=>中杜鹃的宿主>共记录到暗绿绣眼鸟的
巢 "- 个! $ 巢被中 杜鹃寄生! 寄生 率 为
%K-’h! 棕腹柳莺 5 巢! " 巢被中杜鹃寄生"$
例为卵! $ 例为雏鸟#! 寄生率为 ".K’5h! 黄
喉鹀 $- 巢! $ 巢被中杜鹃寄生! 寄生率为
5K6&h! 三种宿主的巢均主要筑于灌草丛和茶
地& 暗绿绣眼鸟的巢高 $K’ =! 杯状正开口!
巢外层包裹蜘蛛丝和绿色苔藓! 内垫细丝"图
$>#% 棕腹柳莺的巢侧开口"图 $^#! 巢材有枯
草叶和藤条! 内衬羽毛%黄喉鹀的巢高仅
#K" =! 距路 ’ =! 杯状正开口! 巢材以干草叶
为主! 内垫细黑丝"图 $ 1#& - 种宿主鸟的巢
大小见表 $& "#$" 年 6 月 "- 日上午 & 时记录
到黄喉鹀巢内为 " 卵! 下午 $. 时再去检查时
巢内仍为 " 卵! 但其中 $ 枚卵已替换为中杜鹃
卵! 这说明该巢黄喉鹀于产卵期被中杜鹃寄
生! 且产寄生卵的时间为下午! 中杜鹃在寄生
时叼走了宿主的 $ 枚卵! 这与文献关于杜鹃寄
生的习性相符")>Z?FH"####& 至此! 中杜鹃在
宽阔水保护区的寄生宿主种类共 6 种! 另外 -
种分别是冠纹柳莺"5"0,,(&1(3)&*%/),(#<%&#’强
脚树莺 "!%22#+ -(*2#3%&# 和领雀嘴鹎 " @3#9#G(&
&%8#2(*H)%&# "U>ABFG>@,"#$"#&
!@?>中杜鹃的卵和雏鸟>所发现的 - 枚中杜
鹃卵均为白色有少量棕色斑点! 斑点散布在整
个卵上! 而不是集中于卵的钝端! 其中棕腹柳
莺巢中的 $ 枚中杜鹃卵上棕色斑点极不明显
"图 "#& 中杜鹃卵整体呈长椭圆形"图 "#! 重
""K-& L#K$% # B" $ M- #! 体 积 " "K"% L
#K$.#1=-"$ M-#! 明显大于暗绿绣眼鸟卵的
体积"$K$’ L#K$##1=-"$ M"5! 5N#K##$#和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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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三种宿主的巢
A)B@=>-./,/(*($C*.#//.$(*(

>,被中杜鹃寄生的暗绿绣眼鸟巢% ^,棕腹柳莺的巢% 1,黄喉鹀的巢和卵&

>,SEFJ>]>H?G?2F\ AFHG4[GEF8>J>AFHFYE?GF;F_F% ^,SEFaI[[;GE]4>GF\ Y>]̂@F]AFHG% 1,SEFUF@@4C;GE]4>GF\ aIAG?ABAFHG

>A\ ?GHFBBH,

表 =>中杜鹃寄生繁殖的 ! 种宿主的巢参数
-’46/=>&’#’+/*/#($C4#//%),B ,/(*($C*.#//.$(*(2/3)/(45 *./0)+’6’5’,7839$$

腹柳莺卵的体积 "$K#6 L#K#5#1=- " $ M"%! 5
N#K##$#! 形状也与这两种宿主的卵相差较
大! 但与黄喉鹀的卵大小""K#% L#K"##1=- " $
M-&#无显著差异"5M#K$## "表 "#! 同时在

卵形上也较模拟黄喉鹀的卵& 此次发现的中杜
鹃卵! 与此前在同一研究地发现的中杜鹃卵在
卵色’形状上都较相似 "U>ABFG>@,"#$$!
"#$"#! 而与日本所报道的不同! 在日本! 中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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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 ?>中杜鹃及对应的宿主的卵
A)B@?>-.//BB($C0)+’6’5’,7839$$ ’,%)*(.$(*(
左侧第一枚为中杜鹃卵! 右侧为对应的宿主卵! 从上层到

下层依次是棕腹柳莺’暗绿绣眼鸟和黄喉鹀&

SEFFBBH4[9?=>@>_>A WI1‘44"?A @F[G@?AF# D&,GEFE4HGFBBH

?A GEF]FHG]?BEG@?AFH! []4= G4J G4^4GG4= ?HaI[[;GE]4>GF\

Y>]̂@F]! 8>J>AFHFYE?GF;F_F>A\ UF@@4C;GE]4>GF\ aIAG?AB,

鹃卵呈咖啡色! 很好模拟其宿主日本树莺
"!%22#+ <#3"($%#的卵"9?BI1E?$&.&! $&&.#&

"#$" 年 6 月 "- 日! 在棕腹柳莺的 $ 个巢
中发现 $ 只杜鹃雏鸟! 羽毛未长齐! 背’腹和臀
基本裸露! 仅背中线和腹部两侧有少量黑色的
羽基! 裸露的皮肤呈暗红色! 眼睛未完全睁
开! 喙黑色! 鼻孔明显呈管状且向左右两侧凸
出! 嘴裂基部呈黄色! 张嘴时可见上颚尖端靠
近边缘两侧具明显的三角形黑色嘴裂斑! 为典
型的中杜鹃雏鸟特征"S404FG>@,"##"! 王众等
"##%# "图 ->#& 6 月 ". 日查看时! 巢已跌落
地面! 录像记录到棕腹柳莺双亲仍在喂养该杜
鹃雏鸟"图 -^! 表 -#& 5 月 $ 日查看时杜鹃幼
鸟已不在巢内! 尚不清楚是否出飞离巢&
!@!>中杜鹃卵的光谱>寄生于 - 种宿主的中
杜鹃! 其卵背景色的光谱在紫外光部分的波形
非常相似! 均在 -## A=附近呈现波谷! 在
-%# A=附近为波峰% 但在可见光部分! 其波形
相似度较低"图 %#! 说明彼此间的背景色的总
亮度有较大差异! 但这也不排除孵卵时间可能
对卵色的影响& 寄生于暗绿绣眼鸟巢中的中杜

表 ?>中杜鹃及其 ! 种宿主的卵参数
-’46/?>DBB 2’#’+/*/#($C*./0)+’6’5’,7839$$ ’,%)*(.$(*(

!!!已报道的该地区中杜鹃的卵"U>ABFG>@,"#$"# &
!<BB4[9?=>@>_>A WI1‘44?A GEFH>=FHGI\_>]F>]FJ4]GF\ ^_U>ABF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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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中杜鹃雏鸟和棕腹柳莺亲鸟
A)B@!>E/(*6),B($C0)+’6’5’,7839$$ ’,%*./"8CCF*.#$’*/%G’#46/#.$(*

>,中杜鹃雏鸟的黑色嘴裂斑% ^,棕腹柳莺亲鸟正在喂养中杜鹃的雏鸟&

>,SEF^@>1‘ B>JFJ>G1EFH4[GEF9?=>@>_>A WI1‘44AFHG@?AB% ^,SEF9?=>@>_>A WI1‘44AFHG@?AB[F\ ^_GEFaI[[;GE]4>GF\

Y>]̂@F],

表 !>寄生棕腹柳莺的中杜鹃雏鸟量度
-’46/!>"$%5 +/’(8#/+/,*($C’ 0)+’6’5’,7839$$ ,/(*6),B ),*./,/(*$C*./"8CCF*.#$’*/%G’#46/#

图 H>三枚中杜鹃卵背景色的紫外光和可见光反射光谱
A)B@H>I)()46/’,%86*#’J)$6/*#/C6/3*’,3/$C4’39B#$8,%3$6$#$C*.#///BB($C0)+’6’5’,7839$$
>,紫外光% ^,可见光& >,R@G]>Z?4@FG% ^,i?H?̂@F@?BEG,

>! ^ 图中的 - 条曲线分别代表寄生在不同宿主巢中的 - 枚中杜鹃卵&

SEFGE]FF1I]ZFH?A [?BI]F>>A\ ^ >]F]F[F]G4GEFGE]FF9?=>@>_>A WI1‘44FBBHJ>]>H?GF\ ?A \?[[F]FA1FE4HG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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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K>中杜鹃卵的斑点和背景的反射光谱
A)B@K>L/C6/3*’,3/$C4’39B#$8,%’,%(2$*($C*./0)+’6’5’,7839$$M(/BB(

>,寄生于暗绿绣眼鸟巢中的中杜鹃卵% ^,寄生于黄喉鹀巢中的中杜鹃卵&

>,SEF9?=>@>_>A WI1‘44FBBJ>]>H?GF\ 4A 8>J>AFHFYE?GF;F_F% ^,SEF9?=>@>_>A WI1‘44FBBJ>]>H?GF\ 4A UF@@4C;

GE]4>GF\ aIAG?AB,

鹃卵背景和斑点色差异较大! 背景的总亮度显
著高于斑点的总亮度! 背景的波峰在 -’# A=
左右的短波段而斑点的波峰则在 6## A=左右
的长波段& 寄生在黄喉鹀巢中的中杜鹃卵的背
景和斑点的差别不大! 波形相似! 均在 -’# A=
处存在波峰"图 ’#& 表明中杜鹃卵色的分化最
有可能先从卵的斑点开始& 寄生于不同宿主巢
的中杜鹃卵在背景色和斑点上都具有一定差
异! 这表明中杜鹃的卵可能存在基因族群
"BFAGFH#的分化&
致谢!贵州省林业厅和贵州宽阔水国家级自然
保护区给本项研究予以大力支持和帮助% 贵州
省生物研究所李筑眉’余志刚先生和海南师范
大学王宁老师’王佳佳’牛楠同学协助野外工
作! 谨一并致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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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4A\4A$ S,jP,),T4_HF],

9?BI1E?9,$&.&,cFHJ4AHFH4[GEFaIHE Y>]̂@F]!%22#+ <#3"($%

G4>]G?[?1?>@FBBH4[!)1),)&WI1‘44H?A 8>J>A,+̂?H! $-$"$# $

&% d&.,

9?BI1E?9,$&&.,94HGIHF>A\ FBB14@4]4[8>J>AFHF1I1‘44H"

c4GEHGF?A Q +! c4̂?AH4A Q 7,T>]>H?G?1a?]\H>A\ SEF?]

94HGH,*k[4]\$ *k[4]\ RA?ZF]H?G_T]FHH! .# d&-,

94_G)l,$&5&,T]>1G?1>@=FGE4\H4[FHG?=>G?ABZ4@I=F>A\ []FHE

CF?BEG4[̂?]\ FBBH,PI‘! &6"$# $ 5- d55,

T>_AFc a,"##’,SEFWI1‘44H,*k[4]\$ *k[4]\ RA?ZF]H?G_

T]FHH,

S4049! 3>‘>=I]>Q! 9?BI1E?9,"##",V>JFJ>G1EFH?A *]?FAG>@

WI1‘44!)1),)&&+2)*+2)&,*]A?GE4@4B?1>@Q1?FA1F! $ " " # $

$%’ d$%&,

U>ABWW! W>?U! X?>ABY,"#$$,i?HI>@=4\F@?AB]FZF>@H

1]_JG?1>HJF1G?A FBB=?=?1]_4[9?=>@>_>A WI1‘44"!)1),)&

&+2)*+2)&# 4A ?GHE4HGa@_GEbHXF>[Y>]̂@F]"5"0,,(&1(3)&

*%/),(#<%&#,:44@4B?1>@cFHF>1E! -""%# $ %’$ d%’’,

U>ABW W! X?>ABY! PAG4A4ZP! FG>@,"#$",)?ZF]H?G_4[

J>]>H?G?11I1‘44H>A\ GEF?]E4HGH?A WE?A>,WE?AFHFa?]\H! -

"$# $ & d-",

U>ABWW! X?>ABY! W>?U! FG>@,"#$#,W4FZ4@IG?4A ?A >1G?4A$

\?H]IJG?ZFHF@F1G?4A 4A FBB14@4I]?A >A >Z?>A ^]44\ J>]>H?GF

>A\ ?GHE4HG,TX4Q *3<! ’"’# $ F$#.$6,

王众! 贾陈喜! 孙悦华,"##%,中杜鹃寄生繁殖及雏鸟生长一

例,动物学杂志! -&"$# $ $#- d$#’,

杨灿朝! 蔡燕! 梁伟,"#$#,小杜鹃对强脚树莺的巢寄生及其

卵色模拟,动物学研究! -$"’# $ ’’’ d’6#,

杨灿朝! 蔡燕! 张淑萍! 等,"##&,利用光纤光谱仪量化和分

析鸟类的卵色,生态学杂志! ".""# $ -%6 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