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荒漠伯劳的繁殖及雏鸟生长发育

范喜顺
(新疆石河子大学生命科学学院　石河子　832000)

摘要 :2006～2007 年对新疆石河子市荒漠伯劳 (Lanius isabellinus phoenicuroides)的巢、卵及雏鸟的生长发育

状况进行了研究。结果表明 ,荒漠伯劳窝卵数平均 5167 枚 ,孵卵期 17 d ,育雏期 15 d。育雏主要由雌鸟

担任。采用 Logistic 方程对雏鸟发育过程中主要生长指标的生长方程进行了曲线拟合 ,相关指标生长方

程的拟合度均在 0199 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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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rowth and Development of Nestling Lanius isabellinus phoenicuroides

FAN Xi2Shu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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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characteristics of nests , hatching and growth of Lanius isabellinus phoenicuroides were observed in

Shihezi ,Xinjiang in the breeding season of 2006 and 2007. The average clutch size of L . i . phoenicuroides was 5167

eggs ,the duration of incubation was 17 days ,and nestlings were mainly nursed by their mother for 15 days in the nest.

We weighed each nestlings and measured their wing length and body length once a day after they were hatched ,then

built the models to describe the growth and development of nestlings by using the Logistic equations. The models were

highly matched the growth of nestlings with a correlation coefficients ,larger than 01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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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荒漠伯劳 (棕尾伯劳 ) ( Lanius isabellinus

phoenicuroides) 隶属于雀形目伯劳科 ,曾被定为

红尾伯劳 (L . cristatus) 的亚种[1 ] 。后根据羽色、

地理分布特征将其单列为荒漠伯劳[2 ] 。郑光美

等[3 ] 、楚玉南等[4 ] 、青云等[5 ] 分别对红尾伯劳的

繁殖习性、巢址选择与营巢行为进行过研究。

生长是鸟类生态研究的重要问题之一 ,尤其是

对野生鸟类雏鸟生长的研究[6～8 ] 。Ricklefs 对

鸟类生长的分析方法进行了研究 ,引用生长率、

渐近线等概念 ,提出雀形目鸟类适于 Logistic 生

长曲线[9 ] 。荒漠伯劳为新疆北部地区繁殖鸟 ,

其雏鸟生长及发育特征的研究尚未见报道。因

此分别于 2006 及 2007 年的 5～6 月间在新疆石

河子市游憩广场、西公园、农学院内对 7 巢荒漠

伯劳孵卵、育雏期雏鸟进行了研究 ,以期积累荒

漠伯劳繁殖生态方面的基础资料。

1 　自然地理概况

新疆石河子市地处天山中段北麓 ,准噶尔

盆地南缘 ,地理坐标为 84°58′～86°24′E ,43°

26′～45°20′N。垦区面积7 529 km
2

,平均海拔

300～500 m。属典型的温带大陆性气候 ,冬季

长而严寒 ,极端最低气温 - 3918 ℃,夏季短而炎

热 ,干燥少雨 ,极端最高气温 4212 ℃,年均气温



610～616 ℃。无霜期 160～171 d ,年均降水量

180～270 mm ,年均蒸发量 1 000～1 500 mm。农

耕区以棉花、玉米、蔬菜及林果种植业为主 ,植

物群落类型多样 ,是典型的绿洲农业耕作区 ,非

种植区是沙漠或戈壁。

2 　研究方法

采用鸟类繁殖生态的常规研究方法 [10 ] 。

雌雄亲鸟的鉴别主要依据外形羽色特征[2 ,11 ] 和

繁殖期的雌雄行为特征直接观察。用肉眼并借

助放大倍数为 7 ×35 倍的熊猫牌双筒望远镜对

荒漠伯劳孵卵期、育雏期活动进行定点观察 ,记

录观察结果 ,以分析其繁殖期间部分活动规律。

卵径及主要体尺指标用精确度为 0102 mm 的游

标卡尺测量。卵重用感量为 010l g 的电子天平

测量。鸟巢度量待雏鸟离巢后将巢取下 ,测量

其内、外径、巢高、巢深等指标 ,平均值数据以

Mean ±SD 表示。雏鸟出壳后每日对巢中标记

的雏鸟体重、体长、翼长等指标用游标卡尺测量

一次 ,同时观察雏鸟发育的形态变化。雏鸟各

指标生长方程利用Logistic 方程模拟 :

N t = KΠ{1 + exp (a - rt) }

式中 , N t 为 t 生长时刻雏鸟生长指标的量 ; K

为雏鸟各生长指标的最大增长量 ; exp 为指数

函数的 e 的幂次方 ; a 为常数 ,表示 Logistic 曲

线对原点的相对位置 ; r 为雏鸟各生长指标的

瞬时增长率 ; t 为雏鸟各生长指标的增长时间。

使用 SPSS 1110 统计软件包对数据进行处理。

3 　结果与分析

311 　鸟巢特征 　荒漠伯劳筑巢于倒叶榆

( Ulmus pumila) 顶端树杈间 ,距地面 2 m 左右。

巢外径 1318 cm ×1213 cm , 巢内径 ( 7173 ±

0182) cm ,巢高 (6126 ±0169) cm ,巢深 (3185 ±

0137) cm ( n = 7) 。巢材外垫为禾本科植物、细

榆树枝条、碎塑料薄膜 ,内垫为棉絮、毡毛、头

发、塑料丝。

312 　产卵及孵卵　荒漠伯劳巢筑成后 ,每天产

卵一枚。产卵期持续 6 d。7 巢窝卵数平均为

(5167 ±0182) 枚 ,窝卵重平均 (19113 ±1155) g

( n = 7) 。卵均重 (3110 ±0106) g ,卵径 (22188

±0108) mm ×(18155 ±0120) mm ( n = 32) 。卵

色乳白 ,两端杂黄褐色斑点。

孵卵期平均气温 24 ℃(13～35 ℃) ,孵卵始

于末卵产出前 1～2 d
[2 ] 。孵卵初期 ,雌雄轮流

进行孵卵 ,每次孵卵时间 10 min 左右 ; 几天后 ,

即由雌鸟独自承担 ,每次孵卵时间可持续 1 h

以上 ; 孵卵期间 ,雌鸟离巢时间平均为 (4418 ±

712) min ( n = 13) 。当取其卵、雏测量时 ,亲鸟

在巢附近发出“gar - ,gar - ,gar - ,gar - , ⋯”的

声音 ,并表现出俯冲式攻击行为。

313 　雏鸟发育的外形特征 　荒漠伯劳为晚成

鸟 ,育雏期 15 d。雏鸟孵出后 ,亲鸟将卵壳弃于

巢外。雏鸟外部形态的变化过程如下。

1 日龄 :体表肉红色 ,全身裸露无羽 ,腹部

膨大 ,不能站立 ,眼全闭。

4 日龄 : 眼可半睁开 ,头顶、枕部、翅、背脊、

胸腹两侧开始变黑 ,羽鞘尚未露出皮外。

7 日龄 :眼睁开 ,初级飞羽长出羽芽。背

羽、尾羽羽尖也已开始露出皮外。

10 日龄 : 初级复羽长出 ,初级飞羽羽端形

成羽片 ,贯眼纹微露 ,嘴须长出。

15 日龄 :贯眼纹完整 ,体羽渐丰满 ,飞羽、

尾羽生长迅速。

314 　雏鸟生长方程模拟 　育雏期间 ,选取体

重、体长、翼长等 7 项生长指标 ,系统测量了 3

巢 16 雏的逐日生长发育状况 ,每一指标数据取

当日 16 只雏平均值 ,见表 1。

雀形目鸟类生长适合于 Logistic 生长曲

线[9 ]
,我们使用表 l 中数据对荒漠伯劳进行了

逻辑斯谛生长方程拟合 ,结果见表 2。

315 　雏鸟发育阶段的划分 　通过对荒漠伯劳

雏鸟各生长指标的逻辑斯谛方程拟合 ,依据内

禀增长率将荒漠伯劳雏鸟的生长划分为 3 个主

要阶段。

　　闭眼期 : 1～3 d ,雏鸟眼全闭 ,平均体重

3100 g ( 2150～ 3130 g) ,平均体长 45110 mm

(42122～47100 mm)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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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荒漠伯劳雏鸟的生长发育 (单位 :g ,mm ; n = 16)

Table 1 　The growth measurement of nestlings

日龄
Day ages

体重
Body weight

体长
Body length

翼长
Wing length

尾长
Tail length

嘴峰长
Culmen length

跗跖长
Tarsometatarsus

length

胫骨长
Cannon born

1 3100 ±0108 45107 ±2126 7173 ±1116 0 　　 4197 ±0155 8177 ±1133 13167 ±1133

2 4177 ±0114 50140 ±1184 9153 ±1105 0 　　 5133 ±0162 10193 ±0183 15100 ±1125

3 5135 ±0119 51130 ±1165 10108 ±1155 0 　　 6123 ±0137 11172 ±1166 16103 ±0187

4 7186 ±0126 54150 ±2108 12112 ±1183 0 　　 6182 ±0184 13130 ±1152 19126 ±1106

5 10183 ±0123 61168 ±2157 14138 ±0197 3198 ±0138 8123 ±0166 17115 ±1174 22155 ±2135

6 12183 ±0135 64170 ±2112 16193 ±2122 4125 ±0164 8143 ±0143 19123 ±2108 25120 ±1166

7 15103 ±0138 72178 ±1193 19165 ±1173 4153 ±0122 8178 ±0129 21108 ±1185 27118 ±0194

8 18153 ±0152 77167 ±2143 22170 ±2154 6153 ±0116 9187 ±1126 22150 ±2116 30130 ±2164

9 20193 ±0156 78133 ±2139 32107 ±2186 8150 ±0133 10113 ±0175 24153 ±1164 31173 ±1197

10 22150 ±0184 81100 ±2186 35107 ±1169 11147 ±0189 10130 ±1154 25180 ±1113 33117 ±2166

11 23170 ±0177 86130 ±1176 39190 ±2128 14160 ±1117 10133 ±0195 26187 ±2144 34150 ±1138

12 24153 ±0195 88120 ±2168 44150 ±3105 18123 ±0188 10137 ±1184 27127 ±2139 34190 ±1136

13 24157 ±0163 89107 ±1137 48170 ±1133 20150 ±1175 10140 ±0169 27137 ±1157 35150 ±2182

14 24190 ±0189 90147 ±1192 51173 ±2176 24120 ±1162 10150 ±1188 27153 ±2117 35153 ±2117

15 25117 ±1112 92100 ±2104 56123 ±3156 27137 ±2154 10157 ±0177 27183 ±1129 35163 ±1169

　　

表 2 　荒漠伯劳雏鸟生长的逻辑斯谛方程

Table 2 　The prediction on the nestling growth by the Logistic growth equations

生长指标

Growth indices

生长方程

Equations

最大生长量 ( K)

Maximal growth

内禀增长率 ( r)

Intrinsic rate

拐点

Point

拟合度

Fitness degree

体重 Body weight (g) Y = 26100Π{1 + exp (215428 - 014284 t) } 26100 01428 4 5194 01998 6

体长 Body length (mm) Y = 101186Π{1 + exp (014862 - 011889 t) } 101186 01188 9 2157 01994 3

翼长 Wing length (mm) Y = 77105Π{1 + exp (216672 - 012453 t) } 77105 01245 3 10187 01996 9

尾长 Tail length (mm) Y = 69. 93Π{1 + exp (4. 0419 - 0. 2423 t) } 69193 01242 3 16168 01993 7

嘴峰 Culmen length (mm) Y = 10182Π{1 + exp (016255 - 013264 t) } 10182 01326 4 1192 01992 8

跗跖 Tarsometatarsus (mm) Y = 29. 10Π{1 + exp (1. 2622 - 0. 3179 t) } 29110 01317 9 3197 01996 7

胫骨 Cannon length (mm) Y = 37. 73Π{1 + exp (1. 0347 - 0. 2907 t) } 37173 01290 7 3156 01996 1

　　

　　嘴峰增长期 : 4 ～ 9 d , 内禀增长率为

01326 4 ,在此期内嘴峰生长迅速 ,可增强雏鸟

的食物获取能力。雏鸟眼睁开 ,体羽逐渐长出 ,

体长、体重增长明显。

体重迅速增长期 :10～15 d ,内禀增长率为

01428 4 ,此期内体重生长迅速 ,翅羽、尾羽逐渐

丰满 ,为雏鸟出巢奠定基础。

4 　讨 　论

本研究证实 ,在荒漠伯劳繁殖过程中 ,孵

卵、育雏、雏鸟发育与郑光美[3 ] 、楚玉南等[4 ] 对

红尾伯劳的报道基本相同 ,仅巢材构成上种类

较多 ,存在一定差异。巢的外壁疏松而粗 ,由禾

本科植物、细榆树枝条、塑料薄膜构成 ; 内壁较

柔软致密 ,为棉絮、毡毛、头发等构成。荒漠伯

劳营巢于树干 ,营巢高度在 2 m 左右 ,其巢材构

成表现出荒漠伯劳就近取得巢材的习性。在开

放型鸟巢的单亲孵卵方式中 ,多数鸟类孵卵由

雌鸟单独完成 ,雄鸟主要负责保护其繁殖领域

并为坐巢雌鸟觅食[10 ] 。虎纹伯劳 ( L . tigrinus)

雌鸟产出最后一枚卵后开始昼夜单独孵卵 ,孵

卵期内雌鸟的食物完全由雄鸟提供 ,雄鸟除了

给雌鸟提供食物外往往还会在离巢 5～10 m 处

警戒[12 ,13 ] 。灰伯劳 ( L . excubitor) 孵卵则由雌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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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鸟共同担任 ,轮流交替进行孵卵 ,但以雌鸟为

主 ,在孵卵期内雌鸟坐巢时间占全天活动的

5413 % , 雄 鸟 孵 卵 只 占 一 日 活 动 时 间 的

2519 %[14 ] 。我们观察的 7 巢荒漠伯劳的窝卵数

平均为 (5167 ±0182) 枚 ,与小型雀形目鸟类多

产 4～6 枚卵的规律一致。孵卵初期 ,由雌雄鸟

共同完成 ,每次孵卵时间较短 (10 min) ,中后期

由雌鸟独自完成且每次孵卵时间较长 (1 h) ,这

种现象可能与孵卵初期气温较低有一定关系。

在对荒漠伯劳育雏期的整个观察过程中 ,育雏

期平均气温 26 ℃(13～37 ℃) 。2007 年 6 月 4～

6 日 ,连续三天阴雨天气 ,造成游憩广场处 2 只

雏鸟死亡。雏鸟在发育过程中 ,从变温转入恒

温的短期内 ,内部器官的发育、产热和神经调节

需要加速完善 ,阴雨低温使雏鸟能量大量散失、

体温降低并导致死亡。这与郑光美等在红尾伯

劳育雏期测定雏鸟的体温后得出的结论一

致[3 ] 。

采用Logistic 方程对雏鸟生长拟合后 ,每一

生长指标方程的相关系数均在 0199 以上 ,反映

出高度的正相关性。从拐点值可以看出 ,在雏

鸟生长发育过程中 ,初期除翼长、尾长外 ,其余

指标生长较快 ; 晚期翼长、尾长生长较快。通

过离巢时实测值与最大生长量相比较 ,可推测

出飞行器官仍需一段时间的生长 ,才可达到成

鸟体形而最终离巢。马鸣初步研究了荒漠伯劳

的繁殖习性 ,认为在新疆北部荒漠伯劳雏鸟生

长十分迅速 ,14～15 日龄幼鸟离巢[11 ]
,本研究

结果与之相吻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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