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鸳鸯利用城市建筑物繁殖初步观察

蒋爱伍①　蔡江帆②

( ①河池学院化学与生命科学系　宜州　546300 ; ②广西桂林市疾控中心　桂林　541001)

摘要 : 鸳鸯 ( Aix galericulata)主要在我国东北地区繁殖 ,常在树洞里营巢。2008 年 7 月 ,在广西桂林市城

区发现鸳鸯利用居民厨房的通风道繁殖 ,产卵 10 枚 ,并孵出 2 只幼雏。这是鸳鸯利用建筑物营巢繁殖

的首次记录 ,也是广西繁殖鸟类的新纪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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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Preliminary Observation on the Breeding Nest of Aix galericulata

in City Building , Guilin , Northeast Guangx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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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Aix galericulata often breed in the Northeast China , its usual nest site is in a hole in a tree. A breeding

nest of A . galericulata was found in a building in Guilin City , Northeast Guangxi. 10 eggs were found , but only 2

were hatched become young birds. It is the first record of the breading nest of A . galericulata in the building , and this

species is a new record of breeding bird in Guangxi , South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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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鸳鸯 ( Aix galericulata) 属于国家 Ⅱ级重点

保护野生动物 ,目前野外种群数量较少 ,已被中

国濒危动物红皮书列为易危种 (Vulnerable) [1 ] 。

鸳鸯主要在我国东北地区繁殖 ,在长江中下游

和东南沿海地区越冬[2 ,3 ]
;在贵州的江口、贵定、

清镇等地有一个较小的鸳鸯种群繁殖[4 ] 。鸳鸯

是典型的洞巢鸟类 ,常在天然树洞中营巢繁

殖[4～7 ] 。有时也在地面营巢[8 ] 。但至今未见有

鸳鸯利用城市建筑物营巢繁殖的报道。

鸳鸯在广西一直被认为是冬候鸟 ,见于桂

林、柳州、龙州、宁明和隆安等地[9 ,10 ] 。最近的

调查表明 ,鸳鸯在广西西北部隆林县的金钟山

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也有分布[11 ] 。金钟山自然

保护区与贵州记录鸳鸯繁殖的地点较为接近 ,

因此推测鸳鸯在当地可能也有繁殖。但经多次

调查 ,至今仍未在金钟山发现鸳鸯的繁殖巢。

2008 年 6 月 ,在广西桂林市第二机床厂宿舍区

发现了鸳鸯利用抽风机排风道营巢繁殖。这是

首次观察到鸳鸯利用建筑物营巢繁殖 ,也是广

西繁殖鸟类的新纪录。

桂林市位于广西壮族自治区东北部 ,市区

坐落在岩溶盆地中 ,盆地两侧和中部广泛分布

着由石灰岩构成的峰林和孤峰。桂林属亚热带

季风气候 ,年平均气温 1911 ℃,年平均降雨

1 926 mm。漓江自北向南蜿蜒流经市区。城区



70 万人口。这次所发现的鸳鸯营巢地位于桂

林市城区西部 ,桂林市第二机床厂宿舍区内 ,地

理座标为 N25°14′45″, E110°16′33″,海拔 150 m。

该小区接近城市边缘 ,缺少天然植被 ,主要树种

为当地常见绿化植物 , 如桂花 ( Osmanthus

f ragrans) 、樟树 ( Cinnamomum camphora ) 、阴香

( C. burmanni)等。小区有居民 300 多人 ,人员

活动较为频繁。

鸳鸯的巢位于 3 楼居户抽风机的排风通道

中部 (图 1) 。巢材十分简单 ,最初仅有少量鸟

类绒羽 ,后来房东帮垫几张报纸作为巢材。排

风通道呈喇叭型设计 ,长约 113 m。靠近房间

一侧为厨房排气扇 ,长约 32 cm。房东发现有

鸳鸯营巢繁殖后 ,停止了排气扇的使用。外侧

洞口为正方形 ,宽约 15 cm。洞口朝北 ,离地面

高约 10 m。地面经水泥硬化 ,仅有部分地方有

些草皮。距巢约 300 m 左右有一连片鱼塘 ,面

积约3 000 m
2

,塘边灌草茂密 ,人为干扰较少。

但经多次观察 ,并没有发现鸳鸯到这里觅食。

此巢距离其他较大型的水源 ,如漓江、桃花江、

榕湖等的距离都在 5 km 以上。

图 1 　巢的外形及鸳鸯(蔡江帆 摄)

Fig. 1 　The Aix galericulata and its nest

a1 通风道的外侧开口 ; b1 通风道的内侧开口 ; c. 通风道 ; d. 巢及卵 ; e. 孵卵 ; f . 雏鸟与亲鸟。

a. The outboard entrance of vent2pipe ; b. The inboard entrance of vent2pipe ; c. Vent2pipe ; d. Nest and eggs ;

e. Incubation ; f . The female and its young.
　

　　据该小区门卫和房东介绍 ,鸳鸯最早于

2008 年 4 月下旬被发现 ,偶见 2 只鸳鸯站在离

小区不远的大广告牌上。6 月 3 日开始发现鸳

鸯进入排风通道中 ,6 月 6 日产下第 1 枚卵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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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 8 日发现第 2 枚卵 ,共计产卵 10 枚 ,其中 4

枚卵被人为损坏。一般 2 d 产卵 1 枚。卵白

色 ,无斑 ,稍呈圆形。为避免对鸳鸯的惊扰 ,未

对卵的大小和重量进行测量。鸳鸯孵卵由雌鸟

进行 ,在孵化时恋巢性强 ,将排气扇取下拍照 ,

也不见鸳鸯离开。

孵化期间 ,雌鸳鸯每天坐巢时间较长 ,达

20 h 以上。经观察 ,雌鸳鸯每天早晚各离巢一

次外出觅食 ,第一次离巢在早晨天刚亮 ,大约

5 :50 时左右 ;第二次离巢在傍晚将黑大约 18 :

50 时左右离开。离巢时间会随天气和光照稍

有变化 ,但都差别不大。每次离巢时间长约 1

～2 h。离巢时先将头伸出观察 1～2 min ,然后

快速飞出。群众围观并不影响它离巢。归巢时

则由对面房顶直接飞入巢中。7 月 26 日开始

孵化出 2 只鸳鸯 ,当晚 21 :30 时左右 ,1 只幼鸟

从巢中爬出 ,跳在地下 ,并未受伤 ,行动已非常

敏捷。考虑到该巢离水源太远 ,且被公路和工

地隔离 ,桂林市林业局和桂林动物园将鸳鸯进

行救护 ,后未见幼鸟孵出。因为没有观察到雌

鸳鸯开始孵化的准确时间 ,根据产卵时间 ,推测

孵化时间约为 30 d。

鸳鸯在长白山地区多在 5 月份产卵 ,约产

卵 7～12 枚[7 ] ;在贵州 7 月中旬已观察到成鸟

带幼雏活动[4 ] 。桂林的情况较此稍晚 ,但基本

一致 ,这是否因为没有合适的巢址而推迟了繁

殖时间 ? 桂林发现的这对鸳鸯利用人工建筑物

营巢繁殖 ,这与以前资料所记载的在树洞或地

面营巢有差别。在桂林市城区比较缺乏大型乔

木 ,显然不具备与其他地区一样的营巢条件。

鸳鸯利用人工建筑物繁殖是一种对环境的主动

适应 ,还是一种被迫的改变 ? 可以肯定的是 ,鸳

鸯在选择营巢地上具有一定的可塑性 ,这为今

后鸳鸯的招引和保护提供了新的思路。近年

来 ,在北京、杭州等地都观察到鸳鸯繁殖 Ξ 。显

然鸳鸯的繁殖已不仅局限在我国东北地区 ,也

有部分种群在远离已知繁殖区的华北、华南及

西南地区留居繁殖。这一种群是否发生了新的

变异或者亚种分化 ,尚待进一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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