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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2011年 1月至 11月使用瞬时扫描法及焦点动物取样法对云南省大理市洱源县西湖湿地（26°00′ 

~ 26°01′N，100°02′ ~ 100°03′E，平均海拔 1 970 m）的紫水鸡（Porphyrio porphyrio）行为进行了观察，

将行为定义为取食、寻食、休息、修饰、警戒、位移和其他共 7类，扫描时将取食和寻食合并为觅食，

分析非繁殖期的日节律和时间分配特点。觅食高峰出现在早晨和傍晚，低谷在秋季为下午 14:30时（占

所有行为类型 56.56%）、冬季 12:30时（55.61%）、春季 11:00时（55.80%）。休息高峰秋季出现在 12:30

时（26.79%），冬季一日内呈上升趋势，春季呈双峰型，低谷在 13:30时（14.64%）。从时间分配来看，

寻食、取食、修饰等行为在不同季节间存在显著差异，寻食时间从高至低依次为冬季、春季、秋季，

分别占总活动时间的 19.87%、9.36%、3.03%；取食时间则相反，依次为秋季（72.54%）、春季（56.78%）

及冬季（44.59%）；与新西兰 Pukepuke Lagoon种群相比，西湖湿地紫水鸡种群在秋季大量取食，在冬

季增加寻食和休息时间，以应对高原湿地的温度和食物变化。修饰行为在繁殖期前（春季）最多

（15.84%），繁殖期后（秋季）减少（11.10%）。以上结果说明，为适应气候、食物等条件的年周期变

化，紫水鸡行为策略在不同时期和地点具有可塑性，这可能是该物种在滇西北地区得以繁衍及扩散的

原因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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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During January (winter), April﹣May (spring) and October﹣November (autumn) in 2011, scan 

sampling and focal sampling methods were used to study the non-breeding season behaviors of the Purple 

Swamphen (Porphyrio porphyrio) in Eryuan Xihu wetland (26°00′﹣26°01′N, 100°02′﹣100°03′E) at the 

elevation of 1 970 m asl, Dali, Yunnan Province (Fig. 1). Using instantaneous scanning method, we observ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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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behaviors for 35 entire days in winter, spring and autumn with the help of binoculars and stopwatches, for 

details of our observation, see Fig. 2. Seven types of behaviors were defined as eating, searching, resting, 

grooming, alert, locomotion and others. To calculate the diurnal rhythm, we combined eating and searching as 

foraging in observation of scan sampling due to difficulties in instant discrimination (Fig. 3). Foraging was 

the dominating behavior throughout non-breeding seasons, with its peaks occurred at dawn and dusk, and low 

ebbs found at 14:30 in autumn (56.56%), 12:30 in winter (55.61%) and 11:00 in spring (55.80%). Resting 

peaked at 12:30 (26.79%) in autumn, yet increased throughout the daytimes in winter, and a low ebb occurred 

at 13:30 (14.64%) in spring. The time budgets of primary behaviors were calculated using focal sampling (Fig. 

4), and showed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among seasons (Table 1). Eating was observed for the highest frequent 

in autumn (72.54%) that followed by spring (56.78%) and winter (44.59%). Conversely, searching was the 

highest in winter (19.87%), followed by spring (9.36%) and autumn (3.03%). During winter, the Purple 

Swamphens in Xihu wetland invested more time on searching and less on eating than previous studies in 

respond to low temperature and shortage of food (Table 2). In spring, which before the breeding season, 

grooming was the highest (15.84%), then reduced in autumn (11.10%). Alert and locomotion were fluctuated 

due to the agricultural activities of local people. Our results indicated that, in order to adapt the seasonal 

changes of weather and food conditions, the behavioral strategies of the Purple Swamphen were variable in 

different seasons and locations, which allowed the expansion of this species to the highlands in North-west 

Yunnan Province. 

Key words: Purple Swamphen, Porphyrio porphyrio; Diurnal rhythm; Time budget; Behavioral strategies; 

Eryuan Xihu Wetland  

 

紫水鸡（Porphyrio porphyrio）是鹤形目

（Gruiformes）秧鸡科（Rallidae）涉禽，曾广

泛分布于东半球的热带、亚热带地区（del Hoyo 

et al. 1996）。20 世纪，其种群数量曾在世界范

围内剧烈减少，分布区收缩，之后得到一定恢

复（Sànchez-Lafuente et al 1992，2001，Pacheco 

et al. 2004），分布区再扩张（Pranty et al. 2000）。

以往文献记载，紫水鸡（P. p. poliocephalus）

在云南南部为常见种，分布于景东、耿马、腾

冲、石屏、西双版纳、潞西等地（杨岚等 1995）。

但近年来紫水鸡在滇南分布数量减少，成为区

域性的罕见种，与此同时，紫水鸡出现在多个

滇西北高原湿地，其中以洱源西湖湿地和鹤庆

母屯海湿地数量最多（李德品等 2011，何芬奇

等 2013，罗康等 2013），这说明紫水鸡在云南

的分布有向高纬度、高海拔地区扩散的趋势。 

国外对紫水鸡的生态学研究包括行为谱

建立（Craig 1977）、时间分配（Fordham 1983）、

繁殖生态（Jamieson 1997，Grussu 1999，Doss et 

al. 2009，Samraoui et al. 2015）、食性（Norman 

et al. 1985）等。国内有学者对其种群生态学特

性进行了部分研究（胡军华等 2006，2008，罗

康等 2013），但其行为学研究仍非常匮乏。行

为是动物适合度的外在体现，活动节律与时间

分配是动物行为学研究的重要内容，直接与动

物的新陈代谢和能量需求相关，而这些又随着

环境条件的变化而变化（孔德军等 2008，黎大

勇等 2013）。新西兰的紫水鸡行为活动时间分

配随季节和觅食地不同而有差异（Fordham 

1983）。滇西北高原湿地干湿季分明，冬季多有

霜期或降雪（刘瑜等 2010，夏范燕等 2014），

气候条件与紫水鸡历史分布地区具有明显差

异。为了解滇西北紫水鸡生活史，补充国内紫

水鸡行为学研究空白，本文选取洱源西湖湿地

紫水鸡种群为观察对象，分析其非繁殖季的日

活动节律和时间分配，并尝试探讨其对滇西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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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原湿地气候年周期变化的行为适应对策。 

1  研究地概况 

大理市洱源县西湖湿地（26°00′ ~ 26°01′N，

100°02′ ~ 100°03′E，平均海拔 1 970 m），是滇

西北首次发现紫水鸡的地点，也是云南省种群

数量最多的分布地之一，该地栖息的紫水鸡共

约 73 ~ 131 只（李德品等 2011）。西湖湖面总

面积 3.3 km
2，属北亚热带高原山地季风气候，

常年主导风向为西南风，年平均气温 15.6℃，

最低温 1 月平均气温 9.2℃，最高温 8 月平均气

温 20.7℃。旱季为每年 10月中旬至次年 5 月上

旬，雨季为每年 5 月中旬至 10 月上旬。湿地内

生长有大量芦苇（Phragmites australis）和茭草

（ Zizania caduciflora），湖中的雨久花科

（Pontederiaceae）植物形成了可供觅食的水草

层，为中小型涉禽提供了良好的栖息环境，是

黑水鸡（Gallinula chloropus）、小 （Podiceps 

ruficollis）、紫水鸡等留鸟的栖息地。湖中 6 个

岛上有 7 个自然村，当地村民主要以船只交通，

农耕活动频繁。中部和南部湖面被开发为旅游

景区，野生鸟类生境与人类活动区域基本重叠。 

通过对西湖周边社区进行走访和实地预

观察，确定张家登北面的湖面及其东北面农田

有约 30 ~ 50 只紫水鸡集中活动，实际面积约

0.25 km
2，因此选择该处为本研究的观察区域

（图 1）。 

2  观察时间及方法 

2.1  观察时间 

2011年 1月 24日至 2月 23日进行了冬季

观察，2011年 4 月 15 日至 5 月 13 日进行了春

季观察（5 月 10 日 ~ 5月 13 日共观察到 3 次

求偶和交配行为，判断紫水鸡已进入繁殖期，

因此将这几天的数据舍弃），2011 年 10 月 21

日至 11 月 10 日进行了秋季观察。根据实际观

察中紫水鸡活动起止时间的特点，将冬季观察

时间定为 8:00 ~ 18:00 时，在春季及秋季延长

到 7:30 ~ 18:30 时。 

2.2  观察方法 

在观察点使用Asika 10 × 42望远镜进行定

点观察。所有时间数据通过 CASIO AQF-102W

型手表收集。观察时采用瞬时扫描取样和焦点

动物取样结合进行。在整点如 8:00 时、9:00 时、

10:00时等进行间隔为 10 min的瞬时扫描取样。

在半点如 8:30 时、9:30 时、10:30 时等进行焦

点动物取样（图 2）。次日将瞬时扫描和焦点动

物取样的时间点交换，在整点进行焦点动物取

样，而在半点进行瞬时扫描，以此类推。 

扫描观察时，每次扫描时间控制在 1 min

内，按顺时针方向进行，记录视野内所有紫水

鸡的当前行为。焦点动物取样观察时，从左至

右依次选择观察个体，记录该个体行为开始和

结束时间、类型及频次。每 10 min 更换焦点对

象为当前目标右边且不与当前目标重叠的紫水

鸡个体。以 8:00 时开始焦点动物观察为例，在

8:00 时选择左起第 1 只，9:00 时选择左起第 4

只，10:00 时选择左起第 7 只，以此类推。如果

目标丢失，则立刻选取丢失点右边的第一个个

体继续观察。 

2.3  行为分类 

本次研究参考 Craig（1977）对紫水鸡行为

的描述，根据紫水鸡行为的相关性和相似度将

非繁殖期行为作如下归类。 

寻食（searching）：缓慢踱步行走，并低头

在地面搜寻食物。 

取食（eating）：找到食物后，低头对食物

进行处理、啄食和吞咽的过程。 

觅食（foraging）：由于寻食与取食行为在

瞬时姿态上非常相似，因此，在瞬时扫描观察

中将寻食与取食合并为觅食。 

休息（resting）：缩颈站立、蹲伏等。 

修饰（grooming）：使用喙部对羽毛进行整

理，以及洗浴、舒展等。 

警戒（alert）：包括伸颈直立及抬头频繁地

查看四周。该类行为均伴随尾羽扇动，露出白

色尾下覆羽。 

位移（locomotion）：指个体进行短距离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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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洱源西湖湿地紫水鸡活动区域示意图 

Fig. 1  Activity range of the Purple Swamphens in Eryuan Xihu Wetland 

 

图 2  每小时观察流程示意图 

Fig. 2  Field observation process in every 1 hour  

以 8:00 ~ 9:00 时为例。a和 b 的观察流程在 2 天之间轮换。 

Take the hour between 8:00﹣9:00 for instance. Process a and b were switched every other d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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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距离的位置移动，过程中不低头在地面搜寻。

常发生在转换觅食地点或受到惊吓时。运动方

式分为踱步、奔走、飞行和游泳。 

其他（others）：除上述行为以外的其他行

为。 

2.4  数据处理 

将日节律和时间分配按照不同季节分别统

计。由于紫水鸡每天活动起止时间并不同步，

在 9:00 时前和 17:00 时后扫描到的个体少于其

他时段，因此，日节律通过各行为在每小时内

百分比的日均值显示；时间分配通过各行为时

间比例的日均值显示。使用 S-N-K 法对 3 个非

繁殖季节行为时间分配进行 ANOVA 多重比

较，分析各行为的时间分配在不同季节是否存

在统计学差异。所有的数据处理及图表制作使

用 IBM SPSS Statistics 20.0统计学软件包进行。 

3  结果 

3.1  日节律 

通过瞬时扫描法进行有效扫描 1 072 次，

共观察到紫水鸡 23 552 只次，其中秋季 5 154

只次，冬季 11 129 只次，春季 7 269 只次。将

取食与寻食合并为觅食后，按 3 个季节分别进

行汇总，得到紫水鸡行为日节律（图 3）。 

觅食行为在非繁殖季高于其他行为，并呈

现出一定的节律性。觅食行为高峰出现在早晨

和傍晚。觅食低谷出现在秋季 1 4 : 3 0 时

（56.56%），冬季 12:30 时（55.61%），春季 11:00

时（55.80%）。休息行为在秋季的 12:30时有一

个高峰（26.79%），在冬季没有明显的高峰或

低谷，在一日内逐渐上升。春季休息行为呈双

峰型，高峰分别出现在 12:30 时（19.06%）和

14:30 时（18.45%），13:30 时有一个低谷

（14.64%）。修饰行为在春季 13:30 时（15.42%）

和 18:00 时（12.57%）出现高峰。警戒行为在

3 个季节都约 10:00 时出现高峰，分别达到

14.04%（秋季）、11.21%（冬季）和 6.98%（春

季），另外在秋季的 15:00时有另一个警戒高峰 
 

图 3  紫水鸡非繁殖期行为日节律 

Fig. 3  Diurnal rhythm of the Purple Swamphens in non-breeding seasons 

a. 秋季；b. 冬季；c. 春季。a. Autumn; b. Winter; c. Spr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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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31%）。位移行为和其他行为节律性不明

显。 

3.2  时间分配 

使用焦点动物取样法进行了 10 441.48 min

观察，其中冬季 4 965.50 min，春季 3 073.25 min，

秋季 2 402.73 min（图 4）。使用 S-N-K法对 3

个季节 6 类行为的时间分配数据进行多重

ANOVA 对比，其中，不存在统计学差异的样

本将显示在同组，具有统计学差异的样本将显

示在不同组（表 1）。寻食（F = 77.803，P < 0.01）

和取食行为（F = 74.707，P < 0.01）在 3 个季

节间均存在显著差异，其中，寻食行为冬季 
 

图 4  紫水鸡非繁殖期行为时间分配 

Fig. 4  Time budget of the Purple Swamphens in non-breeding seasons 
 

表 1  非繁殖期主要行为时间分配的多重 ANOVA 对比（S-N-K 法） 

Table 1  ANOVA result of primary behaviors of non-breeding seasons (Student-Newman-Keuls analysis) 

行为类型 

Behavior 

季节 

Season 

占比（%） 

Ratio 

样本数（n） 

Sample size 

alpha = 0.05的子集 Subset for alpha = 0.05 

1 2 3 

取食 

Eating 

秋季 Autumn 72.54 10   1.051 

冬季 Winter 44.59 17 0.731   

春季 Spring 56.78  8  0.855  

显著性 Significance   1.000 1.000 1.000 

寻食 

Searching 

秋季 Autumn  3.03 10 0.172   

冬季 Winter 19.87 17   0.459 

春季 Spring 9.36  8  0.306  

显著性 Significance   1.000 1.000 1.000 

休息 

Resting 

秋季 Autumn  7.01 10 0.254   

冬季 Winter 13.86 17  0.377  

春季 Spring  9.43  8 0.303   

显著性 Significance   0.162 1.000  

修饰 

Grooming 

秋季 Autumn 11.10 10  0.331  

冬季 Winter  7.14 17 0.263   

春季 Spring 15.84  8   0.406 

显著性 Significance   1.000 1.000 1.000 

位移 

Locomotion 

秋季 Autumn  1.52 10 0.120   

冬季 Winter  8.43 17  0.287  

春季 Spring  6.36  8  0.253  

显著性 Significance   1.000 0.158  

警戒 

Alert 

秋季 Autumn  4.45 10  0.204  

冬季 Winter  5.29 17  0.229  

春季 Spring  1.74  8 0.122   

显著性 Significance   1.000 0.252  

显著性显示子集内部各组比较的 P值。Significance show the P value within each subs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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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7%）＞春季（9.36%）＞秋季（3.03%），

而取食行为则相反，冬季（44.59%）＜春季

（56.78%）＜秋季（72.54%）。休息行为在春

季（9.43%）和秋季（7.01%）之间没有显著差

异，冬季（13.86%）与春秋两季存在显著差异

（F = 8.74，P < 0.01）。修饰行为在 3 个季节两

两之间均存在显著差异（F = 10.218，P < 0.01），

其中春季（15.84%）＞秋季（11.10%）＞冬季

（7.14%）。警戒行为在秋季（5.29%）和冬季

（ 4.45%）间差异不显著，而在春季较少

（1.74%）（F = 12.477，P < 0.01）。位移行为在

秋季最低（1.52%），冬季（8.43%）和春季

（6.36%）差异不显著。 

4  讨论 

4.1  日节律 

动物用于活动和保持体温的能量来自于食

物。觅食虽然消耗能量，但也是补充能量的手

段；休息可以节省能量；修饰、位移、警戒等

活动都会减少觅食时间，降低能量摄入

（Fordham 1983，Paulus 1988，Li et al. 2013，

卯霞等 2014）。环境温度变化是水鸟日间行为

呈现节律性的重要原因（Paulus 1988，Woodin 

et al. 2006，Crook et al. 2009）。在低温环境中，

既要减少能量损耗，又需要通过取食补充能量；

温度较高时，则可以降低食物需求，将剩余的

时间和能量投入其他行为（黎大勇等 2013，曾

宾宾等 2013）。 

紫水鸡的觅食高峰出现在早晨和傍晚，这

是为了补充夜间无法进食所损耗的能量

（Fordham 1978）。类似现象可见于鹤形目的

多种涉禽，如黑颈鹤（Grus nigricollis）（孔德

军等  2008，卯霞等  2014）、白鹤（G. 

leucogeranus）（李枫等 2007）、黑水鸡（Fordham 

1978）、白骨顶（Fulica atra）（Irwin et al.1997）

以及非鹤形目的其他水鸟（Muzaffar 2004，曾

宾宾等 2013）。部分研究中高原地区黑颈鹤觅

食强度在早晨较低（邝粉良等 2007，赵建林等 

2008，王凯等 2009），这些研究中觅食地在冬

季夜间结冰，黑颈鹤等待泥土软化才逐渐开始

觅食。另外，观察方式也会对结果造成影响，

例如，Yang等（2007）的结果包括了部分尚未

离开夜栖地的黑颈鹤。本研究中紫水鸡夜间隐

蔽在芦苇丛内，早晨的观察仅限于飞出芦苇丛

的个体，因此觅食行为所占比例较高。 

紫水鸡非繁殖季觅食低谷与同属秧鸡科的

黑水鸡接近（秋季 14:00 ~ 15:00 时，冬季 11:00 

~ 13:00 时，春季 9:00 ~ 10:00 时，李朝晖等 

2011）。春季气温回升，降水增加，可供紫水鸡

觅食的植物嫩芽较多（Norman et al. 1985），因

此觅食低谷出现较早。在秋季，觅食低谷出现

较晚（14:00 时），休息高峰出现在 12:30 时

（26.79%），是整个非繁殖季节最高的休息高

峰，这说明紫水鸡为了储存应对冬季的能量，

需要增加食物摄入，同时减少能量损耗。 

冬季休息行为在早晨较低，随后逐渐上升，

傍晚前最高。大型鹤类越冬时期休息高峰可见

于 12:00 ~ 13:00 时（李学友等 2008，王凯等 

2009，谢光勇 2015），灵长类也有类似的现象

（黎大勇等 2013）。爱尔兰白骨顶越冬时期的

休息日节律呈现逐渐上升的趋势（Irwin et al. 

1997），与本研究结果相似。从日节律来说，冬

季中午及下午减少活动，增加休息行为，是动

物越冬时节省能量的行为策略之一（Paulus 

1988，孔德军等 2008）。春季休息低谷与修饰

高峰约在 13:30 时同时出现，修饰是一种消耗

性行为，但对繁殖起到重要作用，集中在中午

高温时段进行，体现了紫水鸡行为对策的高效

性。 

4.2  时间分配 

时间分配是动物对环境、气候、群体结构、

生理状况等因素的行为适应表现（Paulus 1988，

王凯等  2009，黎大勇等  2013，曾宾宾等 

2013）。从各行为比例上来看，秋季时间分配

特点是寻食时间很短，取食时间很长，休息行

为较少；冬季寻食时间很长，取食时间很短，

休息时间较多；春季寻食和取食介于前两者之

间，修饰行为有所增加。食物缺乏导致寻食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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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增加（Paulus 1988，Crook et al. 2009）。紫水

鸡主要以植物的茎、根、叶、花及种子的幼嫩

部分为食（Norman et al. 1985，胡军华等 

2008），因此植物的年生长周期是寻食时间波动

的原因（Fordham 1983）。受季风影响，西湖

湿地干湿季分明，80% ~ 90%的降水集中在 5 ~ 

10 月（刘瑜等 2010），植物年周期变化明显：

秋季处于雨季结束后，水生植物非常茂盛，有

大量莲藕、茭草可供取食；冬季水生植物干枯，

食物匮乏；春季是植物发芽时期，可食用的嫩

芽较多。这种时间上的食物分布不均既是紫水

鸡寻食和取食行为季节差异的直接原因，也从

能量分配的角度影响其他行为，如在食物缺乏

的时期，动物通过休息节省能量（Irwin et al. 

1997，黎大勇等 2013，曾宾宾等 2013）。取

食时间在秋季最高、冬季最低、春季回升的现

象与许多鸭科（Anatidae）鸟类相似（Paulus 

1988），这是外因（气候、食物资源等的年周

期变化）和内因（自身的能量和繁殖需求）综

合作用的结果。与新西兰 Pukepuke Lagoon 的

紫水鸡非繁殖期时间分配（Fordham 1983）相

比，西湖湿地紫水鸡时间分配的季节差异更加

明显，原因可能是其对高原气候的适应性行为

表现（表 2）。 

紫水鸡通过体羽展示求偶（Craig 1977），

修饰行为有助于提高体羽质量，增加繁殖成功

率。修饰时间在春季最多，冬季最少，体现了

非繁殖期行为与繁殖期行为的连续性和周期

性：春季处于繁殖期前，紫水鸡将富余时间和

能量投入修饰行为，提高竞争力。秋季的迫切

问题是储存冬季所需的能量，此时将能量投入

到修饰并无必要。警戒行为在秋、冬季较高，

春季较低，是因为秋、冬季是西湖湿地的农忙

时期，农耕活动频繁。春季处于农闲，人类活 
 

表 2  新西兰 Pukepuke Lagoon 与洱源西湖湿地紫水鸡非繁殖期时间分配比较 

Table 2  Comparison among primary behaviors of the Purple Swamphens between Pukepuke Lagoon, 

New Zealand and Eryuan Xihu wetland, China 

 

秋季 Autumn 
 

冬季Winter 
 

春季 Spring 

Pukepuke Lagoon 

洱源西湖 

Xihu 

wetland 

 

 

Pukepuke 

Lagoon 

洱源西湖 

Xihu 

wetland 

 

 

Pukepuke 

Lagoon 

洱源西湖 

Xihu 

wetland 

栖息地 Habitat 
草地 

Pasture 

湿地 

Swamp 

湿地 

Swamp 

 

 

 

草地 

Pasture 

湿地 

Swamp 

湿地 

Swamp 

 

 

 

草地 

Pasture 

湿地 

Swamp 

湿地 

Swamp 

行为比例 

Percentage 

of behaviors 

（%） 

取食 

Eating 
76.60 53.40 72.54 

 
73.80 55.30 46.59 

 
69.30 41.10 56.78 

寻食 

Searching 
 6.00 10.50  3.03   9.50 11.90 19.87  11.80 14.00  9.36 

休息 

Resting 
 7.40 20.10  7.01 

 
12.20 15.40 13.86 

 
 9.10 17.20  9.43 

修饰 

Grooming 
 4.80  9.40 11.10 

 
 0.50  7.90  7.14 

 
 2.00 12.50 15.84 

警戒 Alert  1.40  0.90  5.29 
 

 1.20  2.80  4.45 
 

 2.00  4.70  1.74 

新西兰 Pukepuke Lagoon 数据来自 Fordham（1983）。本研究中的取食、寻食、休息、修饰、警戒在 Fordham（1983）的研究中分

别被定义为 feeding, look at ground, look about, bodily care, alarm。 

Data of Pukepuke Lagoon, New Zealand refer to Fordham (1983). The behaviors: eating, searching, resting, grooming and alert were 

respectively defined as feeding, look at ground, look about, bodily care and alarm in the study conducted by Fordham (19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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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较少。此外，人为干扰和食物缺乏都会使鸟

类移动增加（Yang et al. 2007，Crook et al. 2009，

Li et al. 2013，卯霞等 2014）。受到人为干扰和

食物短缺的双重影响，紫水鸡在冬季的位移行

为高于其他季节。 

由于夏季西湖湿地植物生长茂盛，且紫水

鸡分散营巢繁殖，对观察造成极大困难，本研

究未能结合繁殖期行为进行讨论。近年来，紫

水鸡在滇西北的分布和扩散受到了国内学者的

关注（李德品等 2011，何芬奇等 2013，罗康

等 2013）。在全球气候变化的影响下，滇西北

降水量增加，冬季极端气温明显升高（刘瑜等 

2010，夏范燕等 2014），为鸟类向寒冷地区扩

散提供了有利条件（Lacy et al. 2015），但仍难

以断定这是紫水鸡在云南分布变化的主要原

因，如钳嘴鹳（Anastomus oscitans）在中国西

南地区扩散更可能是由于种群数量急剧增长及

福寿螺（Pomacea canaliculata）的大规模入侵

（韩联宪等 2016）。西湖湿地紫水鸡不同季节

的时间分配对策表明，该物种对寒冷气候产生

了行为适应，从而使其成功地在滇西北高原湿

地扩散并定居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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