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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文采用外部特征观察和红外线摄像! 对室内配对养殖三疣梭子蟹"1(*2)$)&2*#2)3%*4),+2)&#的生

殖蜕壳和交配行为进行了系统研究& 结果发现$ 近交配季节! 雌性三疣梭子蟹腹甲出现蓝黑色并不断

加深! 游泳足掌节则最终汇聚成一轮红色月牙! 这些体表特征集中出现在生殖蜕壳前期! 可能是除信

息素外! 另一类用于交配活动的视觉信号& 三疣梭子蟹的交配活动起始于两性间的求偶抱对行为! 雌

性完成生殖蜕壳便进行软壳交配! 这是一个连续的过程! 包括随后的抱对守护行为% 期间! 相对于交配

前后的抱对行为! 三疣梭子蟹用于实质性交配活动的时间十分有限& 然而! 这可能是一种生殖策略$

一方面! 雌性可以采用抱对这种方式确保随后进行的生殖蜕壳及软壳交配过程能在有限的时间内安全

有序地完成% 另一方面! 作为补偿! 雄性可通过交配活动在雌性生殖道内生成精子塞来保证父权! 减少

个体间的竞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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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KB@@BGH3MAD 1(*2)$)&2*#2)3%*4),+2)&! 6GT6‘@6JFB@E6MFAGF@AMBGTT36G6@B3JET3BTJBG WYBGA! YAJG6FDTTG

6DJTM_T̂ BG ^TFABC! aTF/-RMJFR^aMT36M̂T̂ FYBJEM63TJJAG^ MTCAFB_T@AFBGHDTYA_B6MJBG FYTCAD6MAF6Ma?MTAM̂

36G^BFB6G DAJT̂ 6G FYT̂ ABCaTcFTMGAC3YAMA3FTMBJFB3TcA@BGAFB6G AG^ MTAC?FB@TBG‘MAMT̂ _B̂T6HMAEYaBG FYT@AFBGH

JTAJ6G/:JFYTEMTERDTMFAC‘T@ACTJEM6HMTJJT̂ F6KAM̂JFYTMTEM6̂R3FB_T@6CF! FYTBMAD^6@TG 3YAGHT̂ ‘M6@‘ABGF

JYÂTJ6‘DCRTF6^AMd DCRTFYAFT_TGFRACCa36_TMT̂ FYTTGFBMTAD^6@TG KYBCTFYTEM6E6̂RJ6‘FYTJKB@@BGHCTH

‘BGACCa‘6M@T̂ AMT̂ 3MTJ3TGF/[YTJTEAMFB3RCAMTcFTMGAC3YAMA3FTMBJFB3JAEETAMT̂ BG EMT?@6CFJFAHTAG^ FYTMT‘6MT!

@AaDTAJ6GTdBG^ 6‘_BJRACJBHGAC‘6MJRDJTeRTGF@AFBGHA3FB_BFBTJAJEYTM6@6GT/[YT@AFBGHEM63TJJJFAMFT̂

‘M6@FYTDTYA_B6M6‘36RMFJYBE T@DMA3TKYBCTFYT36ERCAFB6G 633RMMT̂ B@@T̂BAFTCaA‘FTMMTEM6̂R3FB_T@6CF/.FKAJ

A36GFBGR6RJ36RMJTBG3CR^BGH‘6CC6KBGHE6JF?36ERCAF6MaHRAM̂BGHT@DMA3T/7RF36@EAMT̂ KBFY FYTEM6C6GHT̂

EMT?AG^16ME6JF?36ERCAF6MaT@DMA3T! FYTFB@TRJT̂ ‘6M@6CFBGHAG^ @AFBGHKAJ_TMaCB@BFT̂/<6FYBJ@AaDTA

MTEM6̂R3FB_TJFMAFTHaÂ6EFT̂ Da1A2*#2)3%*4),+2)&$ BG 6GTYAG^! FYT‘T@ACT3AG @AdTYTMMTEM6̂R3FB_T@6CF

AG^ J6‘F?JYTCC@AFBGH36@ECTFT̂ JA‘TCaAG^ 6M̂TMCaKBFYBG ACB@BFT̂ FB@TDa@TAG 6‘T@DMA3T% BG AG6FYTMYAG^!

AJ36@ETGJAFB6G! @ACT3AG HRAMAGFTTEAFTMGBFaDa‘6M@AFB6G 6‘JETM@ ECRHBG FYT‘T@ACTMTEM6̂R3FB_TFMA3FF6

MT̂R3T@AFBGH3YAG3TAG^ JETM@36@ETFBFB6G/

=": 5%$&<$ 1(*2)$)&2*#2)3%*4),+2)&% ]TEM6̂R3FB_T@6CF% VAFBGHDTYA_B6M

!! 生殖蜕壳! 又称青春期蜕壳 " ERDTMFAC
@6CF#或终期蜕壳 "FTM@BGAC@6CF#! 是短尾派蟹
类从幼体向成体过渡的一次关键性蜕壳% 蜕壳
后! 蟹类达到形态成熟! 个体的某些部位会因
相对生长率的改变而发生外部形态的显著变
化! 例如! 雌蟹的腹甲可由三角形蜕变成半圆
形"UAMFG6CC$&(%#& 重要的是! 蟹类经历生殖
蜕壳便可进行软壳或硬壳交配! 前者通常拥有
较长时间的交配前求偶抱对和交配后抱对守护
行为! 交配活动仅限于雌性蜕壳后的软壳阶
段! 一般适用于常年生活在水中的蟹类! 如梭
子蟹科"\6MFRGB̂AT#物种% 后者则主要出现在
半陆生蟹类! 但交配前后缺乏明显的抱对行为
"UAMFG6CC$&+&#& 不过! 无论哪种方式! 雄性
在交配过程中始终处于硬壳状态"9B_6‘‘TFAC/
"##(#&

三疣梭子蟹 "1(*2)$)&2*#2)3%*4),+2)&#是我
国重要海产经济蟹类! &*f的资源量仅分布于
我国东部沿海的大陆架区域! 年捕捞量达
0## ### F"Q:-"##+#& 然而! 相比于其他经
济蟹类! 有关三疣梭子蟹基础生物学的研究还
十分有限"薛俊增等 $&&(#& 早年! 孙颖民等
"$&*"! $&*%#对池养梭子蟹生长的初步观察表
明! 三疣梭子蟹从幼蟹发育成可进行交配活动
的成体! 一般雄性需经历 * )$# 次蜕壳! 而雌

性为 & )$# 次& 三疣梭子蟹交配前的这次蜕壳
便可定义为生殖蜕壳& 近年! 沈洁等""#$$#对
三疣梭子蟹的生长蜕壳周期进行了划分! 但生
殖蜕壳与普通生长蜕壳是否存在差异以及三疣
梭子蟹的软壳交配过程和相关交配行为! 目前
均不清楚& 为此! 本文拟通过外部体表特征观
察及红外线摄像! 对室内配对养殖三疣梭子蟹
的生殖蜕壳及交配行为进行较为系统的研究!
以期为三疣梭子蟹的资源保护及人工繁育等方
面的工作提供参考&

>?材料与方法

>@>?实验材料?本次实验用蟹共 "’ 只! 其中
雌性 $’ 只! 雄性 $# 只! 均处于蜕壳间期 W"本
文对三疣梭子蟹蜕壳周期的划分主要参照沈洁
等 "#$$ 的方法#! 于 & 月上旬近交配季节采集
于盐城师范学院位于大丰的养殖基地& 雌性腹
甲近等边三角形! 处于生殖蜕壳前阶段 " EMT?
ERDTMFACJFAHT#! 头胸甲宽 "$"%g* h’g+ #@@!
而成熟雄性为"$%+g0 h%g"#@@& 三疣梭子蟹
带回实验室后! 首先暂养于一个长 i宽 i高为
$g* @i$g" @i#g( @底铺细沙的长方体池子
内& 期间! 每日 $($## 时左右投喂新鲜野杂
鱼! 次日上午 *$## )&$## 时清理! 投喂量根据
前一日的摄食情况作适当调整& 此外! 整个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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验周期内! 养殖水体的盐度控制在 "*! 温度约
"%j! $# 日左右换一次水! 并用六孔 :W-?##0
型增氧机"功率 %’ Z! 森森#不间断增氧&
>@A?实验方法?一周后! 待三疣梭子蟹适应
室内条件! 便选择其中 ’ 对个体"雌雄各 ’ 只#
投放到 ’ 个长 i宽 i高为 #g’ @i#g’ @i
#g’ @的透明钢化玻璃缸内进行配对饲养% 期
间! 采用型号为 W;?#0 的红外线摄像头"沃仕
达#对其可能的蜕壳交配行为进行 "% Y 不间断
监控! 而相关的影像资料则于次日备份分析&
此外! 为了减少养殖过程对配对个体的干扰!
实验员除日常投喂(水质轮换及增氧等事项外!
每日仅对暂养池内剩余个体生殖蜕壳前的外部
特征进行观察记录% 如出现配对个体的意外死

亡! 则可用暂养池内的其他个体补充! 确保配
对实验顺利开展& 精子塞是短尾派蟹类成功交
配的一个标志"V3;AaTFAC/"#$$#! 为进一步
了解三疣梭子蟹的生殖交配状况! 本文对交配
后 0 只雌性纳精囊内形成的精子塞进行了解剖
分析&

A?结?果

随着生殖蜕壳的临近! 雌性三疣梭子蟹在
生殖蜕壳前腹甲和游泳足均出现了明显的体表
特征% 并经历生殖蜕壳! 行软壳交配& 雄性则
在整个蜕壳交配过程中始终处于相对主动的地
位! 伴有求偶抱对(交配抱对及交配后守护等
行为"表 $#&

表 >?室内养殖条件下三疣梭子蟹交配行为的观察
B.8-">?C"<($*#)*%/%36.)*/0 8"2.+*%$<%3)2"<5*66*/0 ($.8!"#$%&%’$#($%)*#+%,-$%’8.<"&%/

)2"-.8%$.)%$: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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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雌性三疣梭子蟹生殖蜕壳前的外部特征
和蜕壳过程?生殖蜕壳前! 雌性腹甲近等边三
角形! 呈白色"蜕壳间期 W! 图 $A#% 等到生殖
蜕壳前不到 " 周! 三疣梭子蟹便陆续进入蜕壳
前期 ,$ 腹甲各节出现不同程度的蓝黑色! 周
边开始泛红"蜕壳前期 ,$ ),"! 图 $D#% 距蜕
壳前 0 )’ 天! 腹甲基本被蓝黑色所覆盖! 周边

呈浅红色 "蜕壳前期 ,0 ),%! 图 $3#& 另外!

随着生殖蜕壳的临近! 雌性游泳足掌节在临近

指节的外侧边缘"蜕壳间期 W呈白色! 图 $^#

出现血丝"蜕壳前期 ,$ ),"! 图 $T#! 并最终

汇聚成一轮清晰的红色月牙状"蜕壳前期 ,0 )

,%! 图 $‘#&

图 >?三疣梭子蟹生殖蜕壳前的外部特征和蜕壳过程
D*0@>?EF)"$/.-(2.$.()"$*<)*(<./&$"#$%&’()*+"6%-)*/0 %3)2"#$";#’8"$).-3"6.-"

!"#$%&%’$#($%)*#+%,-$%’
A/处于蜕壳间期 W白色腹甲"!# ! 周边白色"↘# % D/处于蜕壳前期 ,$ )," 蓝黑色腹甲"!# ! 周边泛红"↘# %

3/处于蜕壳前期 ,0 ),%蓝黑色腹甲"!# ! 周边红色"↘# % ^/处于蜕壳间期 W游泳足! 掌节边缘白色"↘# % T/

处于蜕壳前期 ,$ )," 游泳足! 掌节边缘出现血丝"↘# % ‘/处于蜕壳前期 ,0 ),%的游泳足! 掌节边缘红色"↘# %

H/蜕壳刚开始% Y/蜕壳进行中% B/蜕下来的旧壳和刚完成蜕壳的软壳蟹& 标尺 k" 3@&

A/.GFTM@6CF‘T@ACT"@6CFJFAHTW# ! JY6KBGHKYBCTAD^6@TG "!# AG^ ETMB@TFTM"↘# % D/>AMCa@6CFJFAHT‘T@ACT,$ l

," ! JY6KBGHDCRTDCA3d AD^6@TG "!# AG^ FYT‘ABGFMT̂ ETMB@TFTM"↘# % 3/;AFT@6CFJFAHT‘T@ACT,0 l,% ! JY6KBGH

DCRTDCA3d AD^6@TG "!# AG^ FYTMT̂ ETMB@TFTM"↘# % ^/.GFTM@6CF‘T@ACT"@6CFJFAHTW# ! JY6KBGHKYBCTJT36G^?F6?CAJF

JTH@TGF6‘FYTJKB@@BGHAEETG^AHT"↘# % T/>AMCa@6CFJFAHT‘T@ACT,$?," ! JY6KBGH‘ABGFMT̂^BJY JT36G^?F6?CAJFJTH@TGF

6‘FYTJKB@@BGHAEETG^AHT"↘# % ‘/;AFT@6CFJFAHT‘T@ACT,0?,% ! JY6KBGHMT̂ 3MTJ3TGFJT36G^?F6?CAJFJTH@TGF6‘FYT

JKB@@BGHAEETG^AHT"↘# % H/>AMCaT3̂aJBJ% Y/>3̂aJBJ% B/-Ĉ3AMAEA3TAG^ J6‘F3MAD 6‘TAMCaE6JF@6CF/7AMk"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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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殖蜕壳开始后! 雌性腹部鼓胀! 旧壳与
新壳开始分离"图 $H#! 头胸甲腹面的蜕皮缝
和螯足长节背面的蜕皮缝同时裂开& 随后! 背
部旧壳隆起! 旧壳与新壳分离"图 $Y#! 头胸部
率先蜕出! 步足及腹部相继蜕出! 螯足最后
"图 $B#& 生殖蜕壳一旦启动! 整个过程不超过
0# @BG% 蜕壳后! 雌性头胸甲宽增长约 "+f!
为"$’(g0 h+g"#@@"$ k+#% 腹甲从三角形变
成了半圆形 "图 "T#! 为接下来的受精产卵活
动做好准备&

A@A?三疣梭子蟹的蜕壳交配行为?三疣梭子
蟹的蜕壳交配过程起始于雌性生殖蜕壳前雄性
的一种求偶姿态"36RMFJYBE JFAG3T! 图 "A#$ 雄
性整个身体由 0 对歩足指端触地抬起! 螯足向
两侧伸展! 游泳足则超过头胸甲不时旋摆作圆
周运动& 借助这种姿态! 雄性开始搜寻雌性配
偶& 当雄性确定可接受雌性的方位后! 便会主
动以爬或游的方式接近对方& 在雌性面前! 雄
性通常表现十分兴奋! 加速旋摆游泳足并上下
摆动身体! 有时还会用螯足试探性接触对方&

图 A?三疣梭子蟹的交配行为和生成的精子塞
D*0@A?42%5*/0 6.)*/0 8"2.+*%$<./&3%$6"&<#"$6#-’0 %3!"#$%&%’$#($%)*#+%,-$%’

A/雄性的求偶姿态% D/雄性搜寻配偶% 3/生殖蜕壳前的求偶抱对% ^/生殖蜕壳后的交配抱对"前侧# % T/生殖蜕

壳后的交配抱对"后侧# % ‘/交配后的守护抱对% H/交配后的雌性个体! 示橘红色纳精囊% Y/示完整纳精囊! 含

硬质精子塞% B/示橘红色精子塞! 含乳白色精荚"!# & 标尺 k" 3@&

A/VACT36RMFJYBE JFAG3T% D/VACTJTAM3YBGHEAMFGTM% 3/\MT?36ERCAF6MaT@DMA3T% ^/W6ERCAFB6G "AGFTMB6M# % T/W6ERCAFB6G

" E6JFTMB6M# % ‘/\6JF?36ERCAF6MaT@DMA3T% H/ <Y6KBGHFYTMT̂^BJY JETM@AFYT3ATA‘FTM@AFBGH% Y/ <Y6KBGHTGFBMT

JETM@AFYT3A36GFABGBGH6GTYAM̂JETM@ECRH% B/<Y6KBGHFYTMT̂^BJY JETM@ECRHAFFA3YT̂ B_6MaJETM@AF6EY6MTJ"!#/7AM

k" 3@/

V/雄性% Q/雌性% :/腹部% </纳精囊% S/生殖孔% <\/精子塞

V/VACT% Q/QT@ACT% :/:D^6@TG% </<ETM@AFYT3A% S/S6G6E6MT% <\/<ETM@ECR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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待时机成熟! 雄性便游到雌性上方"图 "D#% 相
应地! 雌性此时也会举起张开指节的螯足! 并
不时向两侧挥舞! 摆出一种迎战姿态恐吓对
方& 不过! 雄性更会利用自身强健的螯足给予
回击! 把雌性强行控制在其腹甲下方% 同时借
助第二对歩足维持这种状态! 最终完成生殖蜕
壳前的求偶抱对& 三疣梭子蟹的这种抱对活动
一般可持续 % )+ ^"图 "3#! 而雄性的螯足此时
可用来抵御各种可能出现的情况! 包括其他竞
争者& 进一步观察发现! 三疣梭子蟹这种交配
前的抱对行为并不是每次都成功的! 它与雌性
生殖蜕壳前所处的蜕壳阶段有关$ 处于生殖蜕
壳早期",$ )," #的雌性个体! 当雄性接近时!
一般会极力地逃避或直接用螯足威胁甚至展示
刺戳等动作攻击对方! 以此反抗雄体的强行抱
对% 而处于生殖蜕壳较晚期",0 ),% #的雌性!
通常不会拒绝对方的追求! 甚至会主动配合促
使抱对守护行为的快速形成"图 "3#&

生殖蜕壳开始后! 雄性一般会放松对雌性
的抱对强度! 有时还会利用螯足或身体的其他
部位来协助雌性蜕去旧壳& 不过! 生殖蜕壳一
旦完成! 雄性便立刻把雌性翻转过来! 确保两
者腹部紧密相挨并面向同一方向"图 "^#& 接
着! 雌雄个体会主动地降低腹部! 以便让雄性
的第一附肢顺利地插入雌性生殖孔 "图 "T#&
这样! 两性间的交配活动正式开启! 交配时间
可达 ’ )* Y& 交配后! 雄性又会快速翻转雌性
背部并将其按在下方! 开始交配后的抱对守护
行为"图 "‘#! 这个过程又可持续 0 )’ ^& 此
外! 解剖交配后仍处于软壳阶段的雌性生殖
道! 发现其两侧纳精囊内分别出现一个硬质橘
红色精子塞"图 "H! Y#! 且一端充满乳白色的
精荚"图 "B#&

G?讨?论

G@>?三疣梭子蟹的生殖蜕壳?随着交配季节
的临近! 雌性三疣梭子蟹与同科美洲蓝蟹
"!+,,#$%42%&&+B#C)&#一样 "9B_6‘‘TFAC/"##(#!
生殖蜕壳前在甲壳外部出现诸如蓝黑色腹甲等
显著的体表特征& 这些特征未见于沈洁等

""#$$#报道的三疣梭子蟹生长蜕壳周期! 而是
集中出现在生殖蜕壳的前期! 表明其除了展现
个体即将发育成熟! 还可能具有吸引雄性以协
同完成生殖蜕壳前后交配活动的作用& 鉴于短
尾派蟹类确实存在区分不同颜色的视觉能力
"7RMJTa$&*%#! 所以雌性三疣梭子蟹的这些体
征可能是除信息素 "SCTTJ6G $&*#! 7RJY@AGG
$&&&! 8A@B6"##&#外! 另一类提供给雄性以开
启蜕壳交配过程的视觉信号& 这样! 当雄性利
用生殖蜕壳前雌性分泌的信息素! 经长距离迁
徙大概确定雌性的方位后! 便可进一步借助这
些显著的视觉信号来准确掌握生殖蜕壳前最佳
的求偶抱对时机& 三疣梭子蟹综合这些信息!
一方面可以避免由于雄性过早抱对而导致雌性
体能的过分消耗! 因为不抱对可以增加雌体的
摄食机会和能量存储! 从而提高生殖蜕壳的成
功 率 " ,6GAĈJ6G TFAC/ $&*&! 96M@ACABGTG
$&&*#% 另一方面可以进一步确保整个蜕壳交
配过程的有序进行! 避免因交配时间有限而错
过最佳的交配机会! 虽然三疣梭子蟹一个生殖
季节可多次产卵"UA@AJAdBTFAC/"##+! ZR TF
AC/"#$##! 但仅有一次交配机会 "孙颖民等
$&*%#& 此外! 和正常的生长蜕壳相比"沈洁等
"#$$#! 雌性三疣梭子蟹的整个生殖蜕壳过程
并没有出现特别的差异! 也是头胸部率先蜕
出! 步足及腹部相继蜕出! 螯足最后! 唯一区
别是后者蜕壳后腹甲由原来的三角形变成了半
圆形&
G@A?三疣梭子蟹的交配行为?三疣梭子蟹与
梭子蟹科的其他成员一样"UAMFG6CC$&+&! 9B_6‘‘
TFAC/"##(#! 雌性在完成生殖蜕壳后便进行软
壳交配! 这是一个连续的过程! 起始于两性间
的求偶抱对行为& 当雌性梭子蟹进入生殖蜕壳
前期! 雄性便摆出一种求偶姿态! 开始搜寻和
追逐雌性% 雌性则会根据自身所处的蜕壳阶
段! 拒绝或接受雄性的追求& 三疣梭子蟹的这
些求偶行为可能与许多其他甲壳动物存在共性
"WYMBJFa$&*(! WCAcF6G TFAC/$&&%#& 不过! 有
一种行为可能仅见于梭子蟹科物种 "9B_6‘‘TF
AC/"##(#! 即在雌性面前! 雄性不停地旋摆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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泳足! 且随着距离接近! 旋摆频率不断增加&
这种旋摆曾被视为雄性在雌性面前的一种炫耀
"[TaFAR^ $&($#! 此时雄性游泳足结合摆动的
螯足和身体! 会引起小股水流! 而水流便可携
带其自身释放的某类雄信息素"SCTTJ6G $&&$!
7RJY@AGG $&&&#吸引雌性! 但该行为是否在三
疣梭子蟹的整个求偶抱对过程起作用! 目前尚
未有定论! 有待进一步研究&

三疣梭子蟹与其他行软壳交配的短尾派蟹
类一样"UAMFG6CC$&+&#! 进行实质性蜕壳交配
的时间仅为 ’ )* Y! 这相对于其生殖蜕壳前长
达 % )+ ^ 的求偶抱对及交配后 0 )’ ^ 的抱对
守护! 显得十分简短& 然而! 目前尚不清楚是
什么原因导致这些物种的交配活动仅局限于蜕
壳后的软壳阶段! 但这无疑令它们交配前后漫
长的抱对行为显得更有意义& 一般蟹类在进行
蜕壳活动前会找比较隐蔽的地方躲藏起来! 以
防止在其蜕壳及蜕壳后相当长的时间内遭到同
类或其他捕食者的威胁 "9B_6‘‘TFAC/"##( #&
然而! 雌性三疣梭子蟹进行生殖蜕壳前却背离
了这种方式! 因为一旦采用这种策略! 极有可
能会在有限的时间内因找不到对象而错过最佳
的交配时机! 关于此本文已在 0g$ 节提及! 故
这种方式是不可能被接受的& 根据生殖理论!
雌雄双方交配的最终目的均是为了自身的遗传
信息得以延续! 自身后代的利益得以最大化
":G^TMJJ6G $&&%! :G^TMJJ6G TFAC/$&&+#! 这便
可以理解三疣梭子蟹采用了抱对这种折中的生
殖策略$ 一方面! 雌性通过抱对可以尽可能保
证随后进行的生殖蜕壳及软壳交配活动能在有
限的时间内安全有序地完成% 另一方面! 雄性
为了保护雌性已在整个蜕壳交配过程中消耗了
大量的时间和精力! 作为补偿! 它可以利用交
配过程中在雌性纳精囊内形成精子塞! 封闭生
殖道! 减少甚至避免雌性与其他雄性再次交配
的机会! 保证父权"宣富君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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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壶瓶山发现白喉针尾雨燕和乌嘴柳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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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年 & 月 $0 日! 在湖南壶瓶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以下简称壶瓶山保护区#壶瓶山主峰 "0#n#+b’0g"o5!

$$#n%(b$%g(o>! 海拔 " #&& @#! 观察到 " 只白喉针尾雨燕"D#*)$C+B)&4+)C+4)2)&#& "#$0 年 & 月 "0 日("% 日! 先后

又在顶坪瞭望塔上"0#n#"b’(g+o5! $$#n0$b""g+o>! 海拔 $ *0" @#(神景洞碑垭"0#n#0b0%g&o5! $$#n0$b""g+o>! 海

拔 $ ($$ @#共观察到 * 只白喉针尾雨燕&

白喉针尾雨燕在中国主要分布于黑龙江(吉林(辽宁(内蒙古(河北(青海(西藏(四川(贵州(云南以及台湾"赵

正阶 $&&’! 约翰’马敬能等 "###! 郑光美 "#$$#! 在山东胶东丘陵区和河南鸡公山曾有过发现和报道"纪加义等
$&*’! 梁子安等 $&&&#& 本记录为湖南省首次记录! 其居留性有待于进一步研究&

"#$" 年 ’ 月至 "#$0 年 % 月! 作者在壶瓶山保护区小溪"0#n#"b#"g0o5! $$#n0$b’*g"o>! 海拔 $ ’0% @#和壶瓶

山哨所"0#n#+b’0g"o5! $$#n%(b$%g(o>! 海拔 $ ’+* @#等多地的阔叶林(灌丛和混交林中听到并录制到乌嘴柳莺
"1"0,,(&4(B)&E+/$#*(&2*#&#鸣叫声! 同时确定其有一定种群数量& "#$0 年 ’ 月 0# 日! 在顶坪一农户家屋后观察到 "

只乌嘴柳莺从房屋后墙木质窗户的挡风塑料膜破损洞口飞出! 初步确定有该鸟营造的巢% & 月下旬! 确定该鸟已

迁走后! 查看此窗户角落确有乌嘴柳莺繁殖巢! 呈球形! 由草茎(竹叶(蕨类和地衣构成&

乌嘴柳莺在中国主要分布于青海(甘肃(四川(云南(西藏(湖北等地"约翰’马敬能等 "###! 赵正阶 "##C! 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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