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雌二醇 郭巢重量(克) 
组 别 动物数(只) 解剖对室温 (0屯) (般矗克，毫升血 

浆) 左蜊 右铡 

排卵舸(生长期) 40 12—28 1368．425土 1
． 937土1．001 1．901土 1-043 476

． 928 

排卵后(休止期) 21 l6—28 395．809士216．451 0．799土0．357 0．802土0．355 

二醇含量量有明显下降，但不像雄蛙两组差异 

显著。这或许是由于成熟卵一次性排出后，卵 

巢中尚残留极少数小的卵母细胞继续发育，或 

中止发育而被身体吸收，在此期间还能分泌少 

量雌二醇的缘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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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嘴乌鸦种群结构及活动规律的初步研究 

兰玉田 盖 强 孙安宝 王建平 
(山西庞泉淘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叠 1985--1987年在山西庞泉沟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对大嘴乌鸦的种群结构和墙动规律进行了研 

究。指出在 251只样本中，有成体 136只 幼体 115只；成幼体之比：1：0．85；雌雄之比 ：l：O．79。 阐明 

谦鸟垒年活动规律具有 5个时期：1．越冬期 (12月至翌年 2月)o 2．动乱期f每年的 3月】。3．繁殖 

期(4--6月 4．同巢鸟活动期f6月下旬一7月底J。，．集群话动期 f8一l1月】o 

有关大嘴乌鸦 (Coryus m4fr0r f̂ ‘)的 

生态研究，国内曾有报道“_ 。，但对其种群结构 

及活动规律的研究，尚未见报道。我们于 1985 

年 1月至 l 987年 9月，对庞泉淘自然保护区内 

的大嘴乌鸦的种群活动规律作了初步探讨，并 

从 l986年 6月至翌年 5月(1988年 2月作了部 

分补充)，对其种群结构进行了初步研究。 

一

、 工 作 方 法 

(一)猎覃标本 逐月随机猎获大嘴 乌 骋 

- 1 8 ’ 

(以下简称乌鸦)2O只。冬季在居民区场地 ，主 

要用 一氯醛糖(上海制药厂生产)，以干分之五 

的比例，拌以玉米煮熟，投洒于乌鸦集群觅食 

地 ，待其觅食 20分钟后，药性发作，即可捕获。 

(二)年龄组的螂分 年龄组的划分是通 

过 251只标本 ，依其腔上囊，喙角色，啮缘色，头 

骨的骨化程度 ，作为主要依据，井 参 考 其 体 

本项工作在山西雀生物所刘焕金先生直 接指 导 下 完 

戚，井予审阅像改。 郝映红参加部分野外工作，在此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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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跗踱鳞片光滑程赛以及体外羽色所决定的。 

(三)生态现察 在乌鸦巢区选定开阔向 

阳且 生长 华北 落叶 松 (Larix principis ruppy— 

ech~ii)的地段，观察乌鸦的繁殖活动，同时，选 

定一居民区(二台庄)，索取觅食、饮水、归宿等 

日周活动节律，越冬活动等资料。 

二、种 群 结 构 

(一)年龄组成 凡具有腔上囊且 喙 角色 

或啮缴色白者，均划为幼体组，腔上囊完全退 

化 ，喙角色、啮缴色变黑者，均划为成体组(见表 

1)。 

寰 l 太■乌骋种群、年龄结构 性比 

成 体 幼 体 年龄 结袖 性 此 

月 份 

8 辛 2：6 8 o：8 或 ：幼 ：8 

6一 i2 2l 25 I：0．84 49 1：1．09 【：2．04 

—  

l一 ， ，l j9 l：D．j3 11 1：0．91 l：D．23 l：0 {9 

— —  

合 计 52 【：0．62 59 56 1：1．05 I：D．B5 【：I)．79 

由表 1可知：通过 251只样本鉴定，乌鸦 

在繁殖后 (6— 12月以前的 7个 月中)，有成鸟 

46只，幼鸟94只。各占l8 32两和 37 47面。或 

幼鸟比例为 1：2．04。成鸟少于幼鸟。而到翌年 

1—5月，有威鸟 90只，幼鸟 21只。成幼鸟各占 

年龄组成的 35．85哆 和 8．36两。成幼鸟比例为 

1：0．23。成鸟多于幼鸟。 但从垒年结果看，有 

成鸟 1 36只，幼鸟 115只。 分别占种群年龄 

组成的 54．18强 和 45．82哆。 成幼乌比 例 为 

1：0．85o 
． 

(=)雌雄性比 杖表 1看出，在 251只标 

本内，有雌鸟 1 40只，雄鸟 111只。雌雄性比为 

1：0 79o 在 l15只幼鸟中，有雌鸟 56只，雄鸟 

59只。雌雄性比为 1：1．0 在 136只成鸟中， 

有雌鸟 84只，雄乌 52只。雌雄性比为 1：0．62。 

(三)病态 通过割解 251 ，日乌鸦，发现在 

115只幼鸟中，有 3只肝部长有米粒大白粒，粒 

较坚硬。 经当地卫生院 (横尖卫生 院，刘 志 

华)鉴定为肝硬化病状。 占幼鸟群体发病率的 

2-6簪。占种群发病率的 1．2两。表明该鸟在幼 

体阶段发病率较高。 

三、种 群 活 动 

乌鸦活动有如下摇律，但不是截然分割的。 

(一)越冬期 每年 12月至翌年 2月为乌 

鸦越冬期。 此阶段气候严寒 (气温零下 1 1-- 

21℃)食物匮缺，生活困难。但鸟体羽毛丰满， 

每月清晨由高山林间飞至居民区高大树冠，不 

时频频鸣叫，相互应答，其数量达75—137只(二 

台庄观察点)，停留 1 2—30分钟后，便向四处扩 

散，翔落于庭院、溪涧、畜圈、沙棘 (Hippophae 

rhamnoides)顶端及农作田间进行觅食活动。 

太阳落山前才归回高山林间栖息。在降雪 日和 

冬雪覆盖后，乌鸦觅食困难，饥寒交加，部分个 

体迁离本区。 

(二)动乱靶 观察发现，3月间为乌鸦种 

群动乱期。此时，从平川区越冬归回的个体时而 

可见，鸭声增多，互相追逐，翅击等发情求偶行 

为出现，有时亦见于寒鸦 (~oroua moneduta)、 

江嘴山鸦 (Pyrr／iocorax pyrrho~orax)、喜鹊 

(Pica elca)等组成混台群体，一起庄田闻觅 

食，但受干扰时，各种类分别飞向一方。 

(三)繁麓瓤 4月，乌鸦种群已进入襞殖 

期，多数成对活动于林内，占领巢区，选择巢位， 

衔材营巢，鸣声高亢。 营巢较早和先行交尾的 

个体，卵已产齐。窝卵数为 4—6枚，卵重 2O 75 

(20．50—21．oo)克，卵长 40．67(40—41)毫米， 

卵宽 30．30(29．90—30．7O)毫米，卵呈灰绿色，具 

· l，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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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表明，幼鸟的腔上囊重量随其不断生 长发 

育而递减，头骨的重量划随其发育而递增。 前 

者是因幼鸟随着月龄的延长，其各部机能逐渐 

健全，特别是 向性成熟趋 势转化 的因素，后者是 

由于骨质密度随其不断生长发育而 逐 渐 加 厚 

(即钙化程度加大)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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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 眉 苇 莺繁殖 生 态 的研 究 

杨 志 杰 
(东北师范大学生物系) 

摘要 黑眉苇莺在长白山区是海拔 800米以下的低山带常见鸟娄，栖息在近水的灌丛中。每年 j 

月下旬迂来 ，在繁殖地停留约 B0一l00天。每窝产卵 5枚，孵化期为 13一¨ 天。 雌、雄鸟均参加育堆， 

育雏期 ll一12天。雏鸟体重增长的 logⅢic方程为 w —i_ 。育雏期食性以蚊、蝇、鳞 

翅目幼虫为主，可消灭大量害虫· 

黑眉苇莺 ( f，。ff az bissri~iceps)是 

食虫鸟类 ，在 长白山区是海拔 800米以下低 山 

带鸟类中的常见种。有关它的繁殖资料，国外 

曾有过报道 (Bop06beB，1 954；Haaapoo~、l(a— 

ca oBa、 IL[apaaaKB． 1 9 78) ，但都不系统。 

国内未见报道。我们于 1 979--1 981年 5—7月 

间在长白山北坡的二道白河 松江、万宝、大荒 

沟等地对黑眉苇莺的繁殖生态进行了较系统的 

观察，获巢32个。结果报道如下。 

一 ≯ ‘ 
、

一

、 迁徙动态与分布 

。  

黑眉苇莺每年 5月下旬迁到繁殖地，8月柬 

至 9月初离开，约停留 80一；00天。雄鸟先到， 

来到繁殖地马上散群占区， 在灌丛的枝头上高 

声鸣唱，终 日可闻s鹃唱的声调复杂多样，碗转 

动听，其基调是： Jiocihi． Jiocihi Jio Jio． 

Jbibibi．Jiocipilili。 雌鸟迁到后经 2—3灭的 

婚前追逐 ，开始成对的寻找巢址 此时雄鸟的 

鸣唱明显减少。 

该鸟在长白山分布于海拔 800米以下的诋 

山{藿丛地带 ，据三年调查，在 800米以上未见其 

分布。主要分布在路旁的由珍珠梅、山刺梅、杞 

柳等组成的岛状小灌丛申，在大面积灌丛中，分 

布也只限于边沿地带，灌丛深处则没有。 这和 

Bo~ aeB(1 95{)； Hasapob、Kaca~osa、 山a- 

pHⅫ (1978)的观察一致“ 。 

二、 繁 ，殖 

(一)·瓣及菅巢行为 黑眉苇莺在6月初 

至下旬营巢，3—4天完成。巢多筑在灌丛的褪 

冠中，选择巢址予瘟的关系十分密切，所有巢都 

在 30米以内有水沟、小溪、塔头等处，主要筑巢 

。丰 承蒙东北师范太学生斡系侍塌生教授生前多 攻指 

教，高玮副教授多方指导，特此致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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