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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骨顶雏鸟叫声回放实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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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 2008 年 4～6 月在黑龙江省安邦河湿地自然保护区录制白骨顶 ( Fulica atra)雏鸟叫声后回放 ,分析

回放时环境中的背景噪音对繁殖期白骨顶活动的影响。结果表明 ,游人、拖拉机产生的噪音及过往车辆

均会干扰繁殖期白骨顶的正常活动。

关键词 : 雏鸟叫声 ;回放 ;噪音干扰

中图分类号 :Q958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025023263 (2009) 052133204

Playback Experiment of Fulica atra Nestling Ca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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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nestlings’calls of Coot ( Fulica atra) were recorded and played back in Anbang River Wetland Nature

Reserve , Heilongjiang in the breeding season from April to June in 2008 to analyze the influence of background noise

on the activity of the birds. The results of playback2experiment indicated that the noises made by tourists , tractors and

cars did disturb the normal movements of coot during the seas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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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类休闲活动及农业开发都会对鸟类产生

一定影响。国内外已有不少关于旅游及农耕对

鸟类群落[1 ] 、繁殖[2 ] 、觅食[3 ,4 ] 等方面影响的研

究。但以往研究大多通过野外观察 (如样带

法) [3 ] 、实验 (如最小接近距离实验[5 ] 、排泄物分

析[3 ] )或者动力模型[6 ]等方法 ,将鸟类群落的物

种丰富度、物种多样性、物种均匀度[1 ] 、繁殖生

物学[2 ]各参数等作为评价干扰的标准 ,来研究

人为干扰对鸟类产生的影响。还未见利用鸟声

回放探讨人为干扰。

白 骨 顶 ( Fulica atra ) 隶 属 鹤 形 目

( Gruiformes)秧鸡科 ( Rallidae) 。每年 3 月末迁

徙到安邦河繁殖 ,10 月中旬到 11 月初迁走。

我国仅 1 亚种 ,即指名亚种 F. a . atra。该亚种

分布几乎遍及国内各地 ,在黑龙江省的分布也

极为普遍[7 ] 。

本文从背景噪声角度试探保护区内人为干

扰 ,即游人和当地农耕机械所产生的噪音是否

会干扰繁殖期白骨顶的正常活动。旨在为白骨

顶的保护提供资料。

1 　研究地区与方法

安邦河省级湿地自然保护区位于黑龙江省

三江平原中部 ,安邦河下游 ,地理坐标东经 131°

06′12″～131°32′24″,北纬 46°53′07″～47°03′54″,

内陆湿地 ,是三江平原湿地重要组成部分。自

然保护区生态系统结构复杂、类型多样 ,包括人



工林、草甸、沼泽、水生植被和农田等。其中水

生植被以水生、沼生植物为主 ,主要优势种为挺

水植物芦苇 ( Phragmites communis ) 、宽叶香蒲

( Typha latifolia) 、荆三棱 ( Scripus yagaar) ,浮水

植物萍蓬草 ( Nuphar prmilum ) 、浮萍 ( Lemna

minor) 、槐叶萍 ( Salvinia natans) ,沉水植物眼子

菜 ( Potamogeton distinctus ) 、两栖寥 ( Polygonum

amphibium ) 、狐 尾 藻 ( Myriophyllum spicatum )

等[8 ] 。2004 年起 ,保护区在缓冲区部分区域开

展生态旅游 ,建立宣教馆 ,提供划船游览湿地。

2008 年 4～6 月 ,晴天无风时全天在野外寻

找白骨顶巢。由于其雏鸟属早成雏 ,出生 1、2 d

后便离巢而去 ,不易找到 ,因此只能在巢中录到

出壳 2 d 内的雏鸟叫声。找到雏鸟后 ,用 lotoo

L2200录音机 (北京 ; 录音频率范围为 20 ～

20 000 Hz) ,ΛZDEN SGM 1X强定向话筒 (日本 ;

录音频率范围为 80～18 000 Hz) 采集雏鸟叫声

5～10 min。稍后选择出清晰的雏鸟叫声 ,将

lotoo L2200 录音机与 TAKSTAR DA2190 腰带式

扩音器连接 ,在保护区核心区和缓冲区设置的

回放地点回放单一的雏鸟叫声。观察在周围环

境中有噪音和无噪音的情况下 ,成鸟对播放的

雏鸟叫声的反应 ,并作记录。保护区缓冲区为

近似长方形的人工湖 ,湖内有开阔的明水面和

苇丛 ,湖的南侧、北侧和西侧都是大坝 ,东侧是

一条公路与大坝相接 ,回放的 28 个地点就设置

在这 4 条线路上。北坝没有任何的人为干扰 ;

西坝的北侧由于离湖中供游人休息的船舫很

近 ,有游人嬉戏产生的喧闹声干扰 ;南坝的南侧

是农田 ,白天有拖拉机耕地 ,所以南坝的一些地

点有拖拉机发出的很大的噪音 ;而东侧的公路

是进入保护区旅游景点的惟一通路 ,所以在夏

季旅游季节里车辆来往频繁 ,包括游人的车、保

护区的电瓶车、施工干活的卡车等。根据这 4

条线路的实际长度分别设置间距约 100 m 的回

放地点 ,即 :北坝共设置 10 个地点 (1～10 号

点) ;西坝共设置 5 个地点 (11～15 号点) ,其中

离船舫较近的有游人产生喧闹噪音的北侧设置

2 个地点 (11、12 号点) ,再依次距离 100 m 的地

方分别设置剩下的 3 个地点 (13～15 号点) ;南

坝共设置 5 个地点 (16～20 号点) ,在回放时 ,

南坝东南角的农田里有拖拉机耕田 ,所以其南

坝东侧的 3 个点 (18～20 号点) 在回放环境中

有很大的噪音 ;而缓冲区东侧经常有车辆来往

的公路上设置了 5 个地点 (21～25 号点) ,这 5

个地点在回放时周围是否有来往车辆的噪音则

视实际回放时的情况而定 ;而与公路相接的东

坝上设置了 3 个地点 (26～28 号点) 。地点设

置好后 ,选择天气好有游客在船舫周围划船、农

田里有拖拉机耕地的白天进行回放。回放时间

为 10 min ,如果在回放的 10 min 内仍未引来成

鸟作出回应 ,则记为该地点无反应 ;如果在 10

min 之内引来成年白骨顶 ,则继续回放 ,观察成

鸟做出的反应。

为检验通常情况下繁殖期成鸟是否会对雏

鸟叫声作出回应 ,正式回放前一天的白天进行

预回放实验 :当没有车辆经过时 ,在公路上的 5

个地点 (21～25 号点) 回放雏鸟叫声。与西坝

的游人喧闹声噪音、南坝拖拉机噪音相比 ,公路

上来往频繁的车辆干扰影响最大 ,因此如果能

引来白骨顶成鸟作出反应 ,则更可以证明在繁

殖期 ,成鸟对雏鸟的叫声很敏感。

2 　结 　果

211 　预实验 　5 个预实验点的回放有 4 个引

出成年白骨顶游出苇丛作出回应 :径直从苇丛

中游过来 ,左顾右盼地搜寻“雏鸟”。其中 3 次

引出 2 只成鸟 ,分别发出“够儿”声 (gé—) 和“打

气锤”声 (dun er —) ,另一次引出 1 只成鸟 ,发出

“够儿”声 (gé—) 。由此可以看出 ,繁殖期成年

白骨顶对雏鸟叫声很敏感 ,当没有背景噪音情

况下 ,成鸟通常会对雏鸟叫声作出应答。因此 ,

我们认为可以将成鸟是否会对雏鸟叫声做出回

应行为作为一种评估指标 ,即当有背景噪音存

在的情况下 ,成鸟是否“敢”游出苇丛到明水面

寻找“雏鸟”,来初步评价人为产生的背景噪音

是否会干扰成鸟正常活动。

212 　回放实验 　在这 28 个回放地点中 ,6 个回

放时环境中有噪音干扰的地点均未引出成鸟作

回应 ,而回放时没有噪音干扰的 22 个地点中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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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个地点引出了白骨顶成鸟作出反应 (表 1) 。

16 个有反应的回放地点中 ,成鸟径直游出苇

丛 ,左顾右盼地搜寻“雏鸟”。其中有 3 个地点

同时引出 2 只成鸟做出回应 ,另 13 个地点均引

出 1 只成鸟。当同时引出 2 只成鸟时均为一只

发出“够儿”声 (gé—) ,另一只发出“打气锤”声

(dun er —) ;在 13 次引出 1 只成鸟中 ,有 4 次发

出“够儿”声 (gé—) ,8 次发出“打气锤”声 ( dun

er —) ,1 次发出“打嘴”声 (den er —) 。

表 1 　回放后未引来成鸟作出反应的原因分析

Table 1 　Reasons for no responses to playback

原因
Reasons

回放后未引出成鸟回应的地点
Places with no responses made by

the adult coots to playback

回放时是否有噪音干扰
Background noise in the process

of playback

①未知。有苇丛和明水面 ,可能此处没
有白骨顶
Unknown. Possibly no coots in those
locations. It is open water and reed

北坝上 4、5、9 号点
4th、5th、9th sports on the north dam

东侧公路上 22、24 号点
22th、24th sports on the east road

无环境噪音
No noises in the circumstances

②为一大片明水面 ,没有苇丛 ,没有白
骨顶
It is open water and no coots were found

北坝上 7 号点
7th sport on the north dam

无环境噪音
No noises in the circumstances

③回放时环境中有噪音干扰
noise existed in the circumstances

西坝上 11、12 号点
11th、12th sports on the west dam

南坝上 18、19、20 号点
18th、19th、20th sports on the south dam

东侧公路上 23 号点
23th sport on the east road

有游人嬉戏的喧闹噪音
Noise made by tourists

有拖拉机发出的巨大噪音
Huge noises made by tractors

回放时有卡车经过
A truck passing by in the process of playback

3 　讨 　论

从上述结果分析可知 ,在回放的 28 个地点

中 ,有噪音的 6 个地点均无回应 ,无噪音的 22

个地点中有 16 个有反应 ,从背景噪音角度来

说 ,保护区当地开展生态旅游及农耕对白骨顶

的活动是有一定影响的。这体现在当没有背景

噪音时 ,回放后通常很快就会引出成鸟作出回

应 ,但在有背景噪音的情况下 ,白骨顶显得很谨

慎 ,不愿“冒险”游出苇丛到明水面 ,而明水面又

恰恰是其繁殖期频繁活动的地方。

在一明水面上看见 2 只亲鸟领 3 只亚成体

游水觅食 ,回放雏鸟叫声后其中一只亲鸟左顾

右盼地游过来寻找“雏鸟”,发出响亮的“够儿”

声 (gé—) ,另一只亲鸟则领着 3 只亚成体继续

向前游水觅食。据王俊森等记载 ,白骨顶一般

雌鸟在前领雏 ,雄鸟在后[9 ] 。故推测游过来寻

找“雏鸟”的是雄鸟 ,那么则可能是雄鸟用“够

儿”声 (gé—) 呼唤雏鸟 ,而雌鸟用“打气锤”声

(dun er —) 。但这也完全可能是个别现象 ,因此

这种雌雄间鸣声差异还需进一步研究才能下定

论。

成鸟对幼雏声敏感 ,可用幼雏声引来成鸟。

但成鸟不能分辨自己的幼雏与其他窝幼雏的叫

声 ,因为在 28 个地点回放的都是同一段雏鸟叫

声。另外在回放时发现 ,成鸟回应幼雏叫声的

节奏与幼雏叫声密切相关 ,即如果幼雏叫声小、

缓 ,则成鸟发出正常语速的叫声 ,如果幼雏声

大、急促 ,则成体的叫声也明显加大加快。

国外学者利用鸣声回放作了大量的鸟类学

研究 ,涉及的内容异常广泛 ,如人工招引[10 ] 、二

重唱 (duet)
[11 ] 、验证欺骗性模仿假说 ( deceptive

mimicry hypothesis) [12 ] 、对唱 ( countersinging) [13 ] 、

雌性偏爱 (female preferences) [14 ] 、雌鸟对雄鸟鸣

唱学习的影响[15 ] 、雏鸟乞食叫声与双亲递食率

的关系[16 ] 、个体识别 (individual recognition) [17 ] 、

评价鸣声的各种组成部分的重要性[18 ] 、声音定

位与距离的测量[19 ] 、鸣声的生理学[20 ] 等等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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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而国内在鸣声回放研究方面的工作非常

少。由于本文是初次从背景噪声角度探讨人为

干扰 ,因此这种用鸟声回放实验评价人为干扰

的方法还有待进一步完善与改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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