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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 2005 年7 月至 2008 年 1月, 利用目标动物取样法对内蒙古乌拉特前旗地区农田林网中大斑啄木

鸟( Picoides maj or )夏季和冬季的日间行为模式进行了分析。结果发现, 大斑啄木鸟不同行为的活动次数

差异极为显著,主要活动是觅食啄食; 夏季具午间休息习性, 日间行为节律明显, 而冬季没有午休习性,

日间行为节律不明显; 不同性别大斑啄木鸟之间的日间行为差异不显著, 但大斑啄木鸟在不同季节的

日间行为差异极为显著,夏季活动时间明显长于冬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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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Daytime behavioral pattern of Great Spotted Woodpecker ( Picoides maj or ) at the wood in cropland

environment was investigated in Wulateqianqi County, Inner Mongolia in 3 summers ( July- August) and 3 winters

( December to February) from 2005 to 2008 By using animal focus method we found that foraging and pecking were

the most frequently recorded behaviours. A significant difference was found between different behaviours in the

daytime. Behavioral rhythm was obvious in summer with a rest peak at midday,while in winter the bird neither showed

a rest peak at midday nor obvious behavioral rhythm.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was found in behavioral patterns between

male and female. The daytime behavioral pattern of Great Spotted Woodpecker was significant difference between

summer and winter, the birds spent longer time for movement in summer than that in win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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啄木鸟除取食叶部和枝梢害虫以外, 蛀干 害虫是其主要的食物来源。与其他害虫天敌相



比,啄木鸟的主动性强、食量大, 是最具利用潜

力的害虫天敌之一。据统计, 全球啄木鸟科共

有217种, 我国有 29种, 大斑啄木鸟( Picoides

major )是最常见的种类之一
[1~ 3]
。在大斑啄木

鸟的行为生态学方面, 国内外已有不少研究。

Blume
[ 4]
研究了大斑啄木鸟在一年中的行为模

式,发现雌鸟的活动时间比雄鸟稍长; Conrads

等
[ 5]
调查了大斑啄木鸟的日间行为, 发现大斑

啄木鸟在上午有几个小时的活动高峰。另外,

Scherzinger
[ 6]
详细描述了大斑啄木鸟的 14种取

食方式,如抓取、拾取、探取和啄取等。然而, 现

有的研究都是在森林生态系统中进行,对农田

林网中大斑啄木鸟的行为模式尚未见报道。在

我国西北地区, 由于农田林网的林地条件差, 生

物多样性低,系统的自我调节能力相对较弱, 杨

树天牛成为该地区最为严重的害虫种类, 对生

态环境造成极大的威胁
[ 7]
。20世纪 80年代以

来,该地区大斑啄木鸟的种群数量逐渐增多, 并

在一定程度上控制了杨树天牛的发生和危

害
[ 8,9]
。但由于农田林网内人类活动频繁,大斑

啄木鸟的生存受到多种因素的威胁, 正如

Donald等
[ 10]
所说,农业生产已经成为影响鸟类

种群多样性的重要因素之一。因此, 深入研究

农田林网中大斑啄木鸟的日间行为模式, 可以

弄清该生态系统条件下大斑啄木鸟的生物学习

性和活动规律,为进一步保护和利用大斑啄木

鸟防治天牛危害提供依据。

1 研究地点与方法

1 1 研究区域概况 研究区域位于内蒙古自

治区乌拉特前旗境内黄河河套地区, 地处 40∀

28#~ 41∀16#N, 108∀11#~ 109∀54#E。属中温带大
陆性气候,干旱少雨,昼夜温差大, 无霜期 95~

145 d, 年日照时数2 959 4~ 3 456 7 h, 年降水

量286 6~ 300 0 mm, 蒸发量2 069 3~ 2 365 3

mm。研究区域为典型的农田林网,主要树种为

杨树 ( Populus spp. )和旱柳 ( Salix matsudana ) ,

其中杨树占 98%以上, 旱柳比例不到 2%。林

网内有小面积的片林或以村落为中心的四旁

林,主要树种为杨树、旱柳、榆树( Ulmus pumila)

和沙枣( Elaeagnus angustifolia)等。

1 2 研究方法 为便于跟踪观察, 在林网内小

面积片林中共设 2块观察样地,面积均为 2 hm
2

左右, 分别位于西山嘴镇和长胜乡, 间隔约 40

km。样地是标准的农田林网, 周围农事频繁。

调查在 2005年 7月至 2008年 1月的夏季

和冬季进行, 其中夏季为每年 7~ 8 月( 7: 00~

20: 00时) ,冬季为每年 12月至次年 2 月( 8: 00

~ 17: 00时)。连续调查 3个夏季和 3个冬季,

共计调查 6次,每次 5~ 6 d。为了避免天气状

况、农事操作和大斑啄木鸟自身生理状况等因

素带来的影响,调查日期不连续,相互间隔 2~

3 d。调查时,每日随机选定一只目标大斑啄木

鸟,不同日期的目标可能不同,但一天之内的观

察对象为同一个体。雄性大斑啄木鸟的枕部具

狭窄的红色斑块, 清晰可见, 而雌性没有,以此

作为判断雌雄个体的依据。观察并记录雌雄个

体的各种行为,采用目标动物取样法记录,每 5

min记录一次。

大斑啄木鸟通常以片林为活动中心, 向周

边林网扩散,不同片林个体之间的活动范围少

有交叉, 故观察对象基本不受样地外其他个体

影响。一般肉眼即可清楚观察到大斑啄木鸟的

行为,如果飞离片林,跟踪并用双筒望远镜( 8 ∃

50)观察。样地 1(西山嘴镇)有 2 对大斑啄木

鸟,样地 2(长胜乡)有 3对大斑啄木鸟, 共观察

5雌 5雄。大斑啄木鸟的各种行为定义如下:

休息理羽:将头及喙置于背部静立或蹲卧,

或以喙修饰羽毛。

觅食啄食:搜寻并啄取食物,走动过程中的

取觅食。

飞行走动:走动或振翅飞离停栖点。

其他:不同于上例之各项行为, 如啄巢、清

理巢洞、打斗、交配等。

1 3 数据处理 以小时为单位, 统计大斑啄木

鸟在不同时间内的各种行为次数。以行为作为

因素,时间(夏季 13 h, 冬季 9 h)作为区组,采用

单因素随机区组设计分析大斑啄木鸟在夏季和

冬季不同行为之间的差异。用单因素完全随机

设计分别分析各种行为在不同时间内的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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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一天的活动时间分为 3个时间段(夏季 7: 00

~ 11: 00、11: 00~ 15: 00、15: 00~ 20: 00时; 冬季

8: 00~ 11: 00、11: 00~ 14: 00、14: 00~ 17: 00时) ,

用单因素检验统计分析大斑啄木鸟的午休习

性。

将性别作为第一因素, 各种不同行为作为

第二因素,一天中的不同时间段作为区组,采用

二因素随机区组设计分析不同性别之间的行为

差异。对不同季节大斑啄木鸟一天中的相同行

为累计求和,以季节和行为作为因子,采用二因

素完全随机设计分析大斑啄木鸟不同季节(夏

季与冬季)的行为差异。

方差分析之前, 对数据进行正态性检验, 结

果显示所有样本符合正态分布, 可以进行方差

分析。所有统计分析均使用 DPSv 9 01软件完

成
[ 11]
。

2 结果分析

2 1 大斑啄木鸟日间行为模式

2 1 1 夏季日间行为模式 分析结果表明,无

论雌性还是雄性大斑啄木鸟, 不同行为之间差

异极显著,且两两之间差异均达到极显著水平

(雄: F= 120 328 0, df = 3, P = 0 000 1; 雌: F

= 153 608 0, df = 3, P= 0 000 1) ; 不同行为在

不同时间内的差异表现不同, 休息理羽(雄: F

= 2 530 0, df = 12, P = 0 014 3; 雌: F =

3 873 0, df = 12, P= 0 000 6)、觅食啄食(雄: F

= 3 223 0, df = 12, P = 0 002 8; 雌: F =

2 156 0, df = 12, P= 0 035 2)和飞行走动(雄:

F= 2 173 0, df = 12, P = 0 033 8; 雌: F =

2 763 0, df = 12, P= 0 008 2)在不同时间内差

异显著或极显著, 而其他行为(雄: F= 1 639 0,

df = 12, P= 0 120 6; 雌: F= 0 833 0, df = 12,

P = 0 616 7) 在不同时间内的差异不显著

(图 1)。

从图 1 可以看出, 夏季两性大斑啄木鸟的

觅食啄食行为均明显多于其他行为, 但休息理

羽行为在11: 00~ 15: 00时期间有一个明显的

图 1 夏季不同性别大斑啄木鸟日间行为

Fig. 1 Daytime behaviors of Picoides major in Summer ( Mean & SE)

时段是指以小时为单位 7: 00~ 20: 00期间的时间段。Temporal phases, hours from 7: 00 to 20: 00.

高峰。进一步分析表明,两性大斑啄木鸟的休

息理羽行为在 3个不同时段内的差异均达到显

著水平(雄: F= 17 378 0, df = 2, P = 0 000 8;

雌: F= 10 431 0, df = 2, P= 0 004 5) ,且在 11:

00~ 15: 00时期间的活动次数明显高于其他时

段。另外,两性大斑啄木鸟在 15: 00~ 20: 00时

期间的觅食啄食次数均明显高于其他时段,而

飞行走动行为没有明显规律(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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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大斑啄木鸟不同时间段内的行为差异分析(Mean & SE)

Table 1 Times of behaviors of Picoides major in different periods of daytime

季节

Season

时段

Temporal

phases

活动次数 Times of behaviors

雄鸟 Male 雌鸟 Female

休息理羽

Rest

觅食啄食

Foraging and

pecking

飞行走动

Flying and

walking

休息理羽

Rest

觅食啄食

Foraging and

pecking

飞行走动

Flying and

walking

夏季
7: 00~ 11: 00 11 25 & 0 85b 23 75& 0 63b 11 5& 0 29a 14 00 & 0 71b 25 00 & 0 91b 8 50 & 0 50a

Summer
11: 00~ 15: 00 18 50 & 1 19a 21 75& 1 65b 7 25& 0 75b 18 75 & 0 85a 24 50 & 0 87b 4 50 & 1 32b

15: 00~ 20: 00 14 00 & 0 71b 38 25& 1 44a 7 75& 0 75b 12 25 & 1 32b 38 25 & 1 11a 9 50 & 1 19a

冬季
8: 00~ 11: 00 3 75 & 0 85a 25 25& 0 25a 6 75& 0 63a 5 00 & 0 41a 25 00 & 1 08b 5 75 & 0 85a

Winter
11: 00~ 14: 00 3 75 & 1 03a 25 50& 0 96a 6 75& 0 48a 4 75 & 0 63a 27 75 & 0 75ab 3 5 & 0 29a

14: 00~ 17: 00 4 25 & 0 63a 26 00& 0 91a 5 75& 0 85a 2 00 & 0 71b 28 75 & 1 11a 5 25 & 1 11a

单因素方差分析,小写字母表示差异显著性,相同字母差异不显著,不同字母差异显著, = 0 05。因大斑啄木鸟的其他行为

的次数过少,不符合统计要求,不予分析。

Oneway ANOVA analysis, different letters within the same row indicates a significant difference, = 0 05. ∋ Other behaviors( were not

included here due to less frequency for ANOVA analysis.

根据以上分析结果, 夏季大斑啄木鸟不同

行为的活动次数从多到少依次为: 觅食啄食、休

息理羽、飞行走动和其他行为,主要活动是觅食

啄食和休息理羽, 且不同性别之间表现一致。

另外, 根据 3个时间段内不同行为的差异分析

可以看出, 大斑啄木鸟上午和下午主要以觅食

啄食为主, 而午间( 11: 00~ 15: 00时)以休息理

羽为主,日间行为具明显的节律性。

2 1 2 冬季日间行为模式 结果表明:雄性大

斑啄木鸟各种行为两两之间差异都极显著 ( F

= 685 782 0, df = 3, P= 0 000 1) , 但雌性大斑

啄木鸟休息理羽和飞行走动之间差异不显著,

其他各种行为两两之间差异都极显著; 雌性大

斑啄木鸟的休息理羽( F= 2 662 0, df = 8, P=

0 027 0)和飞行走动( F = 3 088 0, df = 8, P =

0 013 2)在不同时间内差异显著, 但雄鸟各种

行为 ( 休息理羽: F = 0 669 0, df = 8, P =

0 713 8; 觅食啄食: F = 0 385 0, df = 8, P =

0 919 3; 飞行走动: F = 0 814 0, df = 8, P =

0 596 6; 其他行为: F = 1 000 0, df = 8, P =

0 458 6)以及雌鸟觅食啄食( F = 2 100 0, df =

8, P= 0 071 6)和其他行为( F= 1 000 0, df =

8, P= 0 458 6)在不同时间内差异均不显著(图

2)。

不同时间段( 8: 00~ 11: 00、11: 00~ 14: 00、

14: 00~ 17: 00时)的行为统计分析结果表明:雄

鸟在不同时间段内行为差异不显著; 雌鸟的不

同行为表现不同, 飞行走动在不同时间段内差

异不明显,而休息理羽和觅食啄食行为在不同

时间段内差异显著(表 1)。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 冬季大斑啄木鸟觅

食啄食行为明显多于其他 3种行为,大部分时

间都在搜寻食物, 且不同时间段之间的差异不

明显,日间行为没有明显的节律性。

2 2 不同性别大斑啄木鸟的日间行为差异

经双因素随机区组方差分析, 发现不同性别大

斑啄木鸟的日间行为差异不显著(夏季: F=

0 480 1, df = 1, P = 0 490 5; 冬季: F =

0 493 6, df = 1, P= 0 485 5)。

将夏季大斑啄木鸟一天之内的相同行为累

计相加后进行方差分析,结果如图 3所示。从

图 3可以看出,夏季雄雌大斑啄木鸟之间行为

没有明显差异, 主要活动都是觅食啄食和休息

理羽, 但雌鸟觅食啄食和休息理羽的次数略多

于雄鸟,飞行走动次数则略少于雄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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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冬季不同性别大斑啄木鸟日间行为

Fig. 2 Daytime behaviors of Picoides major in Winter ( Mean & SE)

时段是指以小时为单位 8: 00~ 17: 00期间的时间段。Temporal phases, hours from 8: 00 to 17: 00

图3 夏季不同性别大斑啄木鸟日间行为日均

累计量差异比较( n= 4, Mean& SE)

Fig. 3 Frequency of behavior of male and female

Picoides maj or in one day in Summer

a:休息理羽; b:觅食啄食; c:飞行走动; d:其他。a: Rest ;

b: Foraging & pecking; c: Flying & walking; d: Other behaviors.

2 3 不同季节大斑啄木鸟的日间行为差异

分析发现:无论雌雄,大斑啄木鸟在夏季与冬季

之间的行 为差异 都极 显著 ( 雄性: F =

172 034 0, df = 1, P = 0 000 1; 雌性: F =

73 178 9, df = 1, P= 0 000 1) (图 4)。从图 4可

以看出,冬季大斑啄木鸟的各种活动次数都少

于夏季,觅食啄食与其他行为次数的差别更加

明显。

3 讨 论

3 1 大斑啄木鸟日间行为模式 对于大斑啄

木鸟的日间行为模式研究,国内外都比较少见。

据Michalek 等
[ 12]
报道, 大斑啄木鸟从日出到日

落通常都在活动。赛道建等
[13]
报道了林场中

图4 不同季节大斑啄木鸟日间行为累计量

差异比较( n= 4, Mean & SE)

Fig. 4 Frequency difference in activities of

Picoides major in one day in Summer and Winter

a:休息理羽; b:觅食啄食; c: 飞行走动; d:其他。a: Rest;

b: Foraging & pecking; c: Flying & walking; d:Other behaviors.

大斑啄木鸟繁殖期日间活动规律,上午和下午

都有一个活动高峰, 而中午则是活动低谷。与

此相似,在本研究中,大斑啄木鸟夏季也具明显

的午休习性,上午和下午是其活动高峰,日间行

为节律非常明显。不同的是, 本研究发现冬季

大斑啄木鸟没有明显的午休习性,日间行为节

律不明显。赛道建
[13]
认为大斑啄木鸟午间休

息是天气变热的结果。本研究区域内,夏季午

间温度超过 25 ) , 冬季日平均气温一般低于-

5 ) 。为了减少能量消耗,大斑啄木鸟夏季具有

明显的午间休息高峰,而冬季没有明显的午休

高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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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查发现, 尽管夏季雌雄大斑啄木鸟都有

一个明显的午休高峰,但午休时间不完全一致,

雄性在( 12: 00 & 1 0)时, 雌性在 ( 13: 00 & 1 0)

时, 雄性大斑啄木鸟的休息高峰期较雌鸟提前

1 h左右。这可能与大斑啄木鸟的协同防卫习

性有关,交叉休息可以让雌雄之间相互照应, 免

遭天敌危害。Michalek等
[ 12]
认为大斑啄木鸟遵

从严格的一夫一妻制, 在繁殖期的协同防卫特

性非常明显。在夏天非繁殖期, 大斑啄木鸟是

否存在协同防卫行为,有待进一步研究。

3 2 不同性别大斑啄木鸟之间的行为差异

Blume
[ 4]
对森林生态系统中大斑啄木鸟的活动

情况进行了调查,发现雌鸟的活动时间比雄鸟

稍长, 在夏末和秋季, 雌鸟比雄鸟迟 20 min 入

巢。与上述结果相同, 我们在调查时也发现雌

鸟比雄鸟的休息时间稍晚,且不同日期之间有

一定的变化。为了便于分析, 本研究只统计了

夏季 7: 00~ 20: 00时期间和冬季 8: 00~ 17: 00

时期间的日间行为, 没有对以上时间段之外的

行为进行系统分析, 但调查发现雌鸟较雄鸟的

休息时间稍晚,说明无论是在森林生态系统还

是农田林网, 雌性大斑啄木鸟都较雄性大斑啄

木鸟的活动时间稍长。另外, Osiejuk
[ 14, 15]

研究

了欧洲赤松( Pinus sylvestris )林中大斑啄木鸟不

同性别之间的取食模式差异。结果发现, 在食

物资源充足的年份, 雌雄之间的取食行为模式

十分相似,但在松林内球果减少的年份,大斑啄

木鸟取食球果量有所减少,而取食害虫的数量

有所增加, 雌雄之间在取食地点、取食高度、取

食技巧和食性组成等方面存在明显的分化。与

上述结果不同,由于农田林网生态系统内的生

物多样性低, 大斑啄木鸟主要以杨树害虫为食

物来源, 取食范围有限, 空间异质性较差。因

此,尽管样地内食物资源相对不足,但由于食物

资源相对单一,不同性别大斑啄木鸟之间在取

食空间和取食模式方面没有明显分化(待发

表)。为了获得足够的能量,大斑啄木鸟大部分

时间都用于觅食啄食, 雌雄之间的行为模式没

有明显的差异。

3 3 大斑啄木鸟不同季节之间的行为差异

研究区域内大斑啄木鸟夏季活动时间长达 14 h

( 6: 30~ 20: 30时) ,而冬季只有 10 h( 7: 30~ 17:

30时) ,冬季活动时间明显比夏季缩短, 活动次

数有明显减少, 造成大斑啄木鸟夏季和冬季行

为具有十分明显的统计差异。另外,研究区域

内农田林网全部为落叶树种, 冬季所有食叶害

虫都已隐藏越冬, 落在地上的作物种子被冰雪

覆盖, 大斑啄木鸟冬季主要以树干内蛀干害虫

为食,食物资源相对匮乏(待发表) ,日间主要活

动是获取食物, 觅食啄食活动所占的比例比夏

季更高, 从而增加了夏季和冬季之间的行为差

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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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龙江苍鹭繁殖地的新发现

2008年8月 10日,笔者前往大庆市杜尔伯特蒙古族自治县(N46∀52#8 5+, E124∀26#29 1+)西南

32 km处的四合村(N46∀45#11 8+, E124∀3#14 5+)进行调查,发现一处苍鹭( Ardea cinerea)集群繁殖地。

此繁殖地位于四合村西南 400 m左右的一处林带中,此林带南北长约 100 m,东西长约 400 m, 南临

连环湖明水面, 北面依次为农田和苇塘。在林带的中间位置(N46∀45#3 3+, E124∀2#58 0+) ,面积大约

200~ 300 m
2
的区域,共有苍鹭巢 315个; 经粗略测量,大部分巢树的周长为 80~ 110 cm,树高为 15

~ 20 m, 基本上都是 15年以上的杨树。迄今为止, 这是黑龙江省首次发现苍鹭选择杨树作为巢树;

关于苍鹭巢型从地面巢转为树巢的现象,国内未见报道。

据该村老人核实,此处苍鹭原为地面巢, 营巢于此林带北面 500 m 之外的苇塘中, 1998年洪水

致使其无处营巢,而改为树巢, 此后一直营树巢; 10年来,当地居民不刻意打扰苍鹭, 偶尔的牧羊牧

鹅会给苍鹭带来些许干扰,这使得该处苍鹭种群的生活习性很规律、稳定, 每年定期迁来、孵化、育

雏、迁走。

2008年四合村开始旅游规划, 把此林带改名为∋鹭岛景区(, 初步开展旅游活动,陆续有不定量

的游客不定期地零距离接触苍鹭的巢树,使苍鹭惊飞, 较长时间才会归巢。意外地惊飞还会使未出

巢的雏鸟掉出巢外。如果这种干扰现象继续下去,苍鹭可能会发生弃巢现象。因此,建议: ( 1)杜尔

伯特蒙古族自治县应将该处林带设为苍鹭的保护小区,整个林带外围设立围栏,严禁任何人在繁殖

期进入该区域, 尤其是苍鹭的巢树附近; ( 2)在林带西北和东北两侧的道路口设立警示牌,尽量避免

人类活动的干扰; ( 3)应在距林带 100 m外的制高点设立 2~ 3处监测点, 配备高倍望远镜, 对苍鹭

进行监测,减少游客的干扰。同时增加了宣传教育,还能科学地带来经济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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