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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烟腹毛脚燕生态习性的初步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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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年 ( 月至 !"") 年 # 月对湖南衡山烟腹毛脚燕（1%,#2"($ 3+&04)&）的生态习性进行了初步观察。

该鸟为当地的夏候鸟，每年 $ 月初迁来，* 月底迁走。雌雄共同营巢于屋檐下，每年繁殖 ! 次，第一次窝

卵数 + & ( 枚，第二次窝卵数 ! & + 枚，孵化率为 ’$,)-。雏鸟晚成性，雌雄共同育雏，以飞行性的昆虫为

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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烟腹毛脚燕（1%,#2"($ 3+&04)&）属雀形目燕

科，全世界有 + 个亚种［%］。本次研究对象为西

南亚种（1 S 3 S 2+&"9%*#%$&#&），在我国为夏候鸟。

目前对燕科其他种类的习性研究较多［! & #］，但

没有关于烟腹毛脚燕生态习性的报道。作者于

!""$ 年 ( 月至 !"") 年 # 月对其生态习性进行

了初步观察。

8 研究地概况及研究方法

衡山地处湖南省中南部，最高峰祝融蜂海

拔 O !*" K。生境以人工林居多，亦有天然次生

林、灌丛、草地和农田。衡山属中亚热带湿润季

风气候，山顶年平均气温为 %%,![，年均降雨

量 ! +#! KK，无霜期 %’" L，日照% ()’ M。选择

祝融山庄 + 栋为观察点，对其营巢、产卵、孵卵、

育雏等活动进行连续观察，测量巢的尺寸、间距

及距离地面的高度，并对其食性进行研究。

9 结 果

9:8 迁徙动态 通过 ! 年的连续观察，发现烟

腹毛脚燕于 $ 月 ! 日 & $ 月 %" 日迁入衡山，*
月 !! 日 & * 月 !* 日离开，停留约 %#" L。

9:9 巢及营巢行为 烟腹毛脚燕雌雄共同营

巢于屋檐下，巢材主要为泥土，内垫物为干苔

藓、枯草茎、棉花，及少许枯叶、羽毛、头发、草根

和塑料薄膜。巢为半球型，仅具一个开口。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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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巢的间距及尺寸进行了测量，间距最小为



! "，最大为 # "。巢的大小为长 $% & $’() *"，

宽 $$ & $’(% *"，高 + & $# *"，厚 $ & $(, *"。巢

距地面 % & %! "。烟腹毛脚燕有利用旧巢的习

性，对 %!!’ 年的 -+ 个旧巢进行统计，有 -# 个

被重新利用，占 .%(-/。一对成鸟营一个完整

的巢需要 + & $$ 0。

!"# 繁殖 %!!, 年标记了 $! 对烟腹毛脚燕，

发现其每年均繁殖两次，第一次为 ’ 月中旬至

- 月中旬，每窝产卵 # & , 枚，以 ’ 枚居多，对 $!
窝卵进行统计，平均 ’(# 枚1窝；第二次为 - 月

上旬至 + 月上旬，每窝产卵 % & # 枚，平均 %(%
枚1窝。卵纯白色，大小为（$)(% & $.(%）"" 2

（$$(+ & $#($）""，重约 $($ 3。雌雄轮流孵卵，

孵化期 $% & $’ 0。据 $% 窝 ,% 枚卵的观察，孵

出 ’’ 只，孵化率 +’(-/。雏鸟晚成性，双亲共

同育雏，喂养 $. & %% 0 即可出飞。

!"$ 食性 利用扎颈法对 , 只幼鸟的食性进

行 了 研 究，其 中 蚊（ !"#"$ 456）、蝇（ %&$’(
#)*"$+,’(）、白蚁（-#).+)+"/*"$ 456）在 , 只幼鸟

食 物 内 均 有 发 现，此 外，螟 蛾（ 0/12)/13(
,.’"/+&4($）、虻（ 0(5(.&$ 456）、叶 蝉（ 6"27)+"++,8
’,.’+,’"2$）、蝽（94"+&$ 456）等出现的频率也较高。

!"% 活动规率 烟腹毛脚燕的活动与光照有

非常密切的关系。其于日出前 %! "78 陆续开

始活动，日出后，所有个体均已开始活动。-：!!
& +：!! 和 $-：#! & $+：#! 时为活动高峰期，双亲

在这两个时间段的喂食频率为 $+ & ’# 次19，平

均 %# 次19；其他时间活动较少，喂食频率为 - &

$, 次19，平均 + 次19。午后大部分个体均不在

巢址周围活动。归巢前喜集群在巢址前来回飞

行，日落后 $! "78 均已归巢。

# 讨 论

烟腹毛脚燕在贵州和北京分布的海拔分别

是 $ -!! & % ’!! "［+］和 $ .!! "［.］，本次发现的

烟腹毛脚燕繁殖地海拔为 ..% "，是我国烟腹

毛脚燕繁殖地的最低海拔。《中国鸟类志》［$］中

记载烟腹毛脚燕“或许一年繁殖 % 窝”，本次研

究确认其一年繁殖 % 窝的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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