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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西佛坪黑喉歌鸲的巢址特征和繁殖生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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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 年 % *I 月! 在陕西佛坪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凉风垭海拔 " #’# *" %I’ A区域发现了黑喉歌鸲

"C)&3#$#+ (=&3)*+#/ 只雄鸟和 " 只雌鸟! 之后在调查区域内发现 " 个巢!对其巢址特征和繁殖生态进行

了初步观察和测量& 黑喉歌鸲的 " 个巢都位于向阳(林冠稀疏(距水源较近的针阔混交林下的秦岭箭竹

"M+*/%&#+ G#$,#$/%$&#&#丛林缘陡坡上的天然土洞内% 巢口向上呈杯状! 由竹叶(枯草(苔藓等编制而成!

内无铺垫物& 巢外底部垫有枯叶(干草等% " 巢的巢外长径 &(O)I AA和 $#%O)( AA(巢外短径 &$O/( AA

和 $#"O"& AA(巢外高 %IO)’ AA和 ’#O$/ AA(巢内长径 ((O&) AA和 I#O)# AA(巢内宽径 (%O#I AA和
(’O’% AA和巢内深 )’OII AA和 )(O)I AA% " 巢的窝卵数均为 ’ 枚! 平均卵重"$O&$ l#O#’#C(卵长径

"$/O)I l#O#/#AA(卵短径"$)O&’ l#O$’#AA"$ N$##% 孵卵期为 $" H 或 $) H! " 巢孵化率均为 (#i "$

N"#! 雏鸟出飞率为 ’#i "$ N"#! 育雏期 $$ H "$ 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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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黑喉歌鸲 " C)&3#$#+ (=&3)*+ # 为雀形目
"Y;7789=‘59A87#鸫科"_G9H=H;8#歌鸲属鸟类"郑
光美 "#$$#! 繁殖于我国陕西南部(甘肃东南
部及四川中部和北部三省相邻的狭小区域内!
迁徙时曾见于云南东南部和泰国极北部"约翰
’ 马 敬 能 "### #& 国 际 鸟 盟 " ]=9HQ=‘8
-6<896;<=56;>#将其列入世界受胁鸟类名录% 国
际自然与自然资源保护联盟" -̂4U#亦将本种
列入世界濒危动物红皮书% +中国物种红色名
录,将其列为易危种& 自 ]89835a7Fb和 ]=;62B=

于 $/&$ 年依据在我国甘肃采得的 $ 只标本定
名以来"+9877898<;>.$/&&#! 仅于 $&"" 年和
$&(( 年于云南蒙自和泰国北部! 分别有一次采
集报道"L=E>8b8<;>.$&((#! 且确切的观察记
录也不超过 I 次"L=E>8b8<;>.$&((! 4B86C8<
;>.$&&’! 45>>;98<;>."##$! Z8=8<;>."#$$#&
"#$$ 年 ’ 月! 黑喉歌鸲的首张野外照片发表!
使得这一受胁物种在世界范围内得到关注
"Z8=8<;>."#$$#& "#$$ 年 ( 月! 在陕西佛坪(
长青两个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发现了其繁殖地!

并记录到 I 只雄性个体"R56C8<;>."#$)#& 随
后的研究中! 对黑喉歌鸲的分类(分布(栖息地
选择(羽色(鸣声等都做了一定的探讨"M>7<9sA
"#$$! 张永文等 "#$"! M>7<9sA 8<;>."#$)!
R56C8<;>."#$)#! 但是有关其繁殖资料仅有
简单的介绍"张永文 "#$"#! 而关于其巢址特
征(窝卵数(亲鸟育雏和雏鸟生长规律等研究至
今仍为空白& 笔者于 "#$) 年 % 月至 I 月在陕
西省佛坪自然保护区的凉风垭! 对黑喉歌鸲的
巢址特征和繁殖生态进行了初步研究! 为该物
种的保护提供基础资料&

AB材料与方法

ADAB研究地区的自然状况B陕西佛坪国家级
自然保护区地处陕西秦岭中段南坡"))g)"f*

))g%%fU! $#Ig%$f*$#Ig’(f?#! 总 面 积
)O’ 万 BA"! 年平均温度 $)h左右! 降雨量 &’#
*$ "## AA! 区内海拔 /## *" &## A "巩会生
等 $&&I! 刘诗峰等 "##) #& 根据 "#$$ 年和
"#$" 年的调查! 我们的研究区域主要选择在保
护区的中高海拔地区"$ &## *" (## A#! 生境
为针阔混交林和针叶林! 乔木以秦岭冷杉
"7=#%&3"%$&#%$&#&#(巴山冷杉"7I-+*/%&###(红桦
"1%4),+ +,=(W&#$%$&#&#为优势种! 林下灌木主要
为秦岭箭竹 "M+*/%&#+ G#$,#$/%$&#&# "刘诗峰
"##)#&
ADCB研究方法B依据 "#$$ 年及 "#$" 年黑喉
歌鸲的分布区域! 于 "#$) 年设置 " 条调查样
线& 样线 $ 沿山脊分布! 长度 % FA! 海拔范围
$ &## *" (## A% 样线 " 沿河谷分布! 长度
" FA! 海拔范围 $ &## *" "## A& 于 "#$) 年 %
月 "’ 日和 ’ 月 $ 日(" 日($’ 日("& 日()# 日的
’$)# *$#$## 时! 每日调查 $ 条样线! 每条样
线共计调查 ) 次& 在布设的样线上! 采用鸣声
回放法对其数量与分布进行调查! 并在其固定
活动区域内全天隐蔽观察其行为! 根据其活动
路径寻找巢址&

发现巢址后! 用 VYR"Q5a9;628F v! 劳伦
斯公司! 新西兰#进行定位! 采用直接观察法
并辅以仪器设备取得黑喉歌鸲的繁殖生态数
据& 在尽量不惊扰亲鸟的情况下! 用电子秤
"nnP@$)! 精度 #O#$ C! 卡渊贸易有限公司!

中国#和电子游标卡尺"?6HG9;<55>7@?#’)$! 精
度 #O#$ AA! 上海九量五金工具有限责任公
司! 中国#对卵及雏鸟进行测量! 并对雏鸟的
形态参数拟合生长曲线方程! 分析形态发育特
征& 用 探 头 式 高 精 度 温 度 计 录 仪
"ZpR_###_$$@"@#O"! 福州望云山信息科技有
限公司! 中国#测量巢 $ 的巢内(外温度! 推断
亲鸟在巢情况以及每日的活动时间和在巢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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仪器每 " A=6 自动记录一次巢内温度! " 次连
续数据相差大于 #O"h! 并在后续的温度数据
中持续上升或下降! 定义为一次进巢或离巢%
每日首次离巢至末次进巢为日活动时间! 日活
动时间内亲鸟在巢时间所占比率为在巢率% 用
高清红外监控摄像机"4ML+jL@P/#/! 深圳东
日嘉数码科技有限公司! 中国#对巢 $ 营巢洞
口进行监控 "每天 ’$ ## *"#$ )# 时 #! 使用
U=F56 牌 / d%# 双目望远镜或肉眼定点观察亲
鸟孵卵行为(育雏行为和雏鸟外形发育情况&
幼鸟离巢后! 用电子游标卡尺对巢的参数"巢
内(外径! 巢深! 巢高! 营巢洞高(宽(深! 巢距
洞口距离以及巢重#进行测量! 并记录巢的形
状(巢口方向和巢材组成! 以及巢距水源(林缘
距离! 巢址生境的坡度(坡向等巢址参数& 在
繁殖结束后! 采用样方法调查巢址特征! 即以
巢址为中心! 做 $# Ad$# A的大样方! 调查乔
木层参数"乔木郁闭度(种类(数量及优势种#%
在大样方中心及四角各做一个 " Ad" A中样
方! 调查灌木层参数"灌木盖度(种类(数量及
优势种#% 在每个中样方中心做一个 $ Ad$ A
小样方调查草本层参数"草本盖度(种类(数量
及优势种#及落叶盖度! 取平均值描述巢址特
征& 孵卵期为最后一枚卵产出至首枚卵孵出的
时间跨度! 孵化率为孵出幼雏数与总产卵数的
比值! 出飞率为出飞雏鸟数与孵出雏鸟总数的
比值&
ADEB数据分析B雏鸟生长发育采用 Q5C=7<=2曲
线方程拟合! 数据采用 RYRR$IO# 计算各参数
的平均值及标准误&

CB结B果

CDAB巢址特征及巢B"#$) 年! 研究地区首见
黑喉歌鸲迁来时间为 ’ 月 " 日! 迁来繁殖地
后! 雄鸟即在密竹林中鸣叫! 确立领地& 雌鸟
活动于竹林深处! 很少发出鸣叫& 此期! 采取
鸣声回放招引! 一般仅可见到雄鸟! 并伴有明
显的领域行为% 雌鸟则较难观察到& 依据雄鸟
鸣叫声来源方位可推断其主要在巢域附近百米
范围内活动! 而且雄鸟个体间活动范围几乎不

存在交叠& 研究样线区域内共记录到 / 只雄鸟
和 " 只雌鸟! 分布海拔范围为 " #’# *" %I’ A&
笔者在 / 只雄鸟活动区域找寻巢址! 共发现 "
巢& "#$) 年 ’ 月 "& 日! 发现巢 $! 此时巢内已
产卵 % 枚! 于 ’ 月 )# 日再次观察时! 发现新增
鸟卵 $ 枚"最终 ’ 枚#% ( 月 " 日发现巢 "! 此时
巢内已产卵 ’ 枚"最终 ’ 枚#&

巢址的林型为针阔混交林! 林下生长着茂
密的秦岭箭竹! 巢均筑于林缘的天然土洞中&
巢洞位于与地面有一定高度的小陡坡上! 两巢
址所处陡坡坡向分别为东偏南 %’g和东偏南
/#g! 坡度分别为 /’g和 I’g! 洞口朝向均为东
偏南 %’g! 洞口距地面高度分别为 ’’ 2A和
/# 2A& 巢距离水源和林缘较近! 乔木郁闭度不
高! 灌木盖度较小! 洞口周围生长有草本植
物! 落叶盖度较高"表 $#& 另外! 洞口与地面
垂直并略向上倾斜! 洞内基本水平&

巢筑于洞内! 距洞口距离分别为 %O/ 2A
和 ’O" 2A& 巢口向上呈杯状! 由竹叶(枯草(苔
藓等编制而成! 巢内无铺垫物! 巢外底部铺垫
有枯叶(干草等& 巢的各项测量参数见表 "&
CDCB卵特征及孵卵B卵呈钝卵圆形! 浅蓝色(
光滑无斑& 两巢的窝卵数均为 ’ 枚! 卵长径
" $/O)I l #O#/ # AA( 卵 短 径 " $)O&’ l
#O$’#AA( 卵重"$O&$ l#O#’#C"$ N$##&

孵卵由雌性亲鸟承担! 孵卵期内雄鸟为雌
鸟提供食物& 根据对两巢的观察! 首见雏鸟出
壳为 ( 月 $# 日"巢 $#! 同一巢的卵于 " H 内相
继出壳& 由于无法确认巢 $ 最后一枚卵产于 ’
月 "& 日深夜还是 )# 日凌晨! 故推断孵卵期为
$" H 或 $) H& 通过自动温度记录仪对巢 $ 的巢
内温度进行监测并分析"& H#! 日活动时间内
"’$"I *$&$’/ 时#雌鸟日均在巢率为 I#O(i!
日均离巢次数 )$O" 次! 日均离巢时长 "’&
A=6! 平均单次离巢时长 /O’ A=6! 回巢时巢内
最低温度 $’O"h& 首次离巢时间 ’$"I 时左
右! 末次归巢时间为 $&$’/ 时左右! 孵卵高峰
期于上午 I$## */$## 时以及下午 $($## *$I$
## 时"图 $#&
CDEB育雏及雏鸟生长B根据对两巢的观察! 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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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AB黑喉歌鸲巢址特征
!/>3#AB[#5*K5)*#:/-/&#*#-5%641$-#(#% ’5$-1*%

表 CB黑喉歌鸲巢参数
!/>3#CB[#5*:/-/&#*#-5%641$-#(#% ’5$-1*%

图 AB黑喉歌鸲日孵卵节律
7)9DABL(.’>/*)%(-"+*"& %641$-#(#% ’5$-1*%

雏期为 $$ H! 食物主要为鳞翅目及双翅目幼
虫& 对巢 $ 中 ( 日龄的 ) 只雏鸟! 从 ’$"# *
"#$)# 时利用摄像机和望远镜做了全日观察&
育雏行为主要包括暖雏(喂食及清粪& 暖雏行
为只由雌鸟完成! 喂食行为与清粪行为由雌雄
亲鸟共同完成! 清粪时亲鸟会将幼雏的粪便叼
走! 有时也会直接吞食& 黑喉歌鸲育雏期间!
行为警觉! 喂雏时并不直接进巢! 而是在密竹
林中折返观察! 确认安全后迅速飞入洞口! 有
时也在距巢稍远处落至地面! 从巢侧面的草丛
中横向窜入洞内& 亲鸟第一次离巢时间为 ’$
"/ 时! 第一次喂雏时间为 ’$)& 时% 停止喂雏
时间为 $&$’’ 时! 这也是全天结束活动的时
间& 全天 $%O’ B 的活动中! 雌雄亲鸟共计喂雏

$&% 次! 雌鸟喂食 $#" 次"’"O(i#! 雄鸟喂食
&" 次"%IO%i#& 整个育雏过程中出现两次高
峰! 第一次在 &$## *$#$## 时""$ 次#! 占全日
育雏的 $#O/i% 第二次在 $I$## *$/$## 时"$I
次#! 占全日育雏的 /OI(i& 全天雌雄亲鸟共
计清粪 )% 次! 雌鸟清粪 $/ 次"’"O&i#! 雄鸟
清粪 $( 次"%IO$i#& 全日雌鸟暖雏 "# 次! 共
计 $%) A=6! 占全部活动时间的 $(O%i! 平均
每次暖雏 I A=6"" *$) A=6#! $"$## *$%$## 时
之间没有暖雏行为&

雏鸟的体重和体长的生长情况见图 "! 雏
鸟体重和各器官长度的 Q5C=7<=2曲线方程见
表 )&
CDFB孵化率及出飞率B两巢共 $# 枚卵! ( 枚
成功孵化! 每巢均有 " 枚卵未孵化! 至幼鸟快
离巢时"/ 日龄#! 仍置于巢内! 后失踪不见!
巢内及附近无碎蛋壳! 平均孵化率为 (#i " $
N"#& 巢 $ 有 ) 只幼鸟出飞% 巢 " 无幼鸟出
飞! 幼鸟于 / 日龄时! 均被红嘴蓝鹊"E*(3#&&+
%*04"*(*"0$3"+#捕食& 两巢的平均出飞率为
’#i"$ N"#&

EB讨B论

此次调查中! 发现黑喉歌鸲活动区域处于
海拔 " #’# *" %I’ A的高山地区& 由于只发现
了 " 巢! 因此并没有做统计分析& 但通过巢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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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CB黑喉歌鸲雏鸟体重$/%和各器官$>%的生长曲线
7)9DCB!"#0#2#3%:&#(*%6@#)9"*$/% /(0#J*#-)%-%-9/($>% %6*"#(#5*3)(9 41$-#(#% ’5$-1*%

表 EB黑喉歌鸲雏鸟形态参数生长曲线方程
!/>3#EBN-%@*"#\’/*)%(%6(#5*3)(9 41$-#(#% ’5$-1*%

!!Q.体重"C# % C.长度"AA# % 8.自然对数的底数% 4.雏鸟日龄&
Q.]5Hba8=CB "C# % C.Q86C<B "AA# % 8._B8J;785‘6;<G9;>>5C;9=<BA7% 4._B8H;b75‘;C8.

特征! 可以推测黑喉歌鸲更倾向选择阳光充
足(林冠稀疏(距水源较近的针阔混交林下! 秦
岭箭竹丛林缘陡坡上的土洞筑巢& 洞口朝南偏
东并略微向上倾斜! 利于采光% 洞前较开阔!
利于进出% 洞口有草本植物遮挡! 利于隐蔽&
据实地观察! 大风和降雨对黑喉歌鸲巢的影响

不大! 巢址的陡坡具有较强的排水能力! 洞内
几乎无倒灌雨水&

黑喉歌鸲因数量极其稀少而甚为罕见& 繁
殖前期雄鸟于竹林内部高声鸣唱! 雌鸟基本不
鸣叫! 或以极低的声音鸣叫& 雌雄鸟活动时!
均在竹林内部(近地面处横向快速穿飞! 在无



’ 期 韩!宁等$陕西佛坪黑喉歌鸲的巢址特征和繁殖生态 ’(&$!!’

外来干扰时! 几乎从不飞出竹林或停歇于稍高
处树上% 繁殖中后期少有鸣叫! 行动更加隐秘
且警觉! 加之竹林茂密! 很难观察(追踪或找
寻巢址& 因此! 有关其筑巢(求偶和交配等行
为以及产卵节律! 还有待进一步观测&

黑喉歌鸲巢距地面最高为 /# 2A! 不排除
有小型哺乳动物及爬行动物的惊扰或捕食& 因
此初步推断! 天敌可能是影响黑喉歌鸲繁殖成
功的重要因素& 有关繁殖地以及越冬地和迁徙
途经地的其他致危因素! 还有待于进一步的深
入研究&
致谢!陕西省动物研究所所侯玉宝先生参与部
分野外调查工作! 汪清雄助理研究员协助数据
处理! 在此表示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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