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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破坏了早期卵，使骨顶鸡出雏时间明显延迟。 

骨顶鸡的雏鸟亦经常被自尾鹞、鹊鹂等捕 

食。 曾多次见到白尾鹞捕捉骨顶鸡雏鸟活动， 

井在白尾鹞的食团和自尾鹞雏鸟食物中发现了 

骨顶鸡雏乌。 

人类活动，如捕鱼活动干扰骨顶鸡的营巢 

产卵，迫使正在孵卵的骨强鸡离巢，给白尾鹞喝 

卵造成了可乘之机。在扎龙太泡子，我们记录 

的 2̂ 巢，有 2檠 3敬被拣走 l6枚卵。 

八 、经 济 意 义 

根据我们观察和十几只骨顶鸡胃检所见其 

主要食物是水生植物嫩叶、草籽，金鱼藻、狐尾 

藻、荇莱、睡莲、眼子菜、水毛茛等。对植物并不 

造成任何危害。 

由于骨顶鸡系擅食性鸟类，占初级消费者 

地位。骨顶鸡成鸟体型较大，善于游泳，潜水活 

动，采食于较深的开阔水面，性机警，一遇警扰 

即隐蔽于苇草丛中。骨预鸡辕健壮，勇于反抗 

白尾鹞等天敌。因此自尾鹞作为I谯级消赞者的 

食物主要是以卵和幼雏的形式提供的，因而时 

间和数量有一定的相对限度，从我们对 29巢骨 

顶鸡 232枚卵的概率统计看，被 白尾鹞啄食的 

卵为 7巢 59枚，占总巢数的 24．1％，占总 p数 

的 l8,3％，其重量共计 205 Og，占总卵重量的 

25．4菇。 以卵的形式作为白尾鹞等天敌食物的 

时间限度为 5月上旬。骨顶鸡的雏鸟提供次缀 

消费者也是有限的，占白尾鹞食物种类中的 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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骨顶鸡体型较大，肉昧较好，睐鲜美，营养 

价值高。繁殖力高，春秋芦苇沼泽明水区数量 

较多。骨顶鸡卵肉皆可用，且绒羽甚多 ，绒羽轻 

暖，所以能满足人们 日益增长的需要。 有较大 

的经济价值。并有研究其孵化 养作为家禽品 

种的新资繇的价值。也可供观赏，所以应大力 

保护使之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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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 湖 的 野 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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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擞湖县多种擘营办蛰窜) 

基 本文是 l9Bl—l9a6年冬、春在灞北省洪湖观察野鸭的结果。洪斓有 ；|3平方公里，水生檀 

韧爱盖率 qo％，冬季冰婊现象较轻，黄丝草仍能生长，供蝴成为水禽优良越冬场所，洪湖的野稿有21 

种，与 1965年相比，藏少 1种，新出现3种 年种没有出现 野嗨的数量较大，其中优势种为罗皱稿 

( 一一 ， 。 )，大部分野鸦在9、10月间迁来洪濑，翌年 3月离去，冬季各种野鸭聚粜大群括动，大薛，} 

野鸭以黄丝革厦其种子为主要食物，天敌有鹞属鸟类。 

洪涌的冬季，成千上万的野鸭群集在澜面 

和盘旋在湖面上空，每年秋季迁来，翌年春季离 

去。野鸭茬洪湖越冬已有悠九的历史，域《洪'硒 

’车工作碍到赦期县科委，最产厨，洪湖区傅l滑村等奇匾导 

同志大力帮助，杨鳢戚、田塞明、陈喜群等同志参加五 

种 丰采集，一井致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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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水产志》了解，早在明崇祯，清乾隆时已有野 

鸭越冬和捕猎野鸭，今天的洪湖仍然是野鸭越 

冬的场所。 

有关洪湖的野鸭，薛慕光等 (1965)有报 

道，但经 l5— 2O年后 ，洪湖的 生境有了 变化 ，我 

们于 1 981年的 1，9，11，12月至 1 9 8．6年的每年 

冬季或春季，随 当地渔猎 民下湖 1—2 次，观察 

野鸭活动，采集标本，并调查禽类市场，现将工 

作结果初报如下。 

洪湖的环境概况 

洪湖是长江中游的一个大型浅水湖泊，原 

有 面积 734平方 公里 ，后来经兴修水利 ，水位降 

低 ，面积减 到 3S3平方公里，最高水位在 7— 8 

月，大部分水深 l一3米左右，枯水位在 2月，水 

深在 0．5--1米左右，近年已控制枯水位超过此 

深度。年平均气温 为 16．6℃ 左右，最高在 7月 

为 28．9℃，最低在 1月为 3．B℃，最低水温在 1 

月为 3 3℃。冬季冰冻现象较轻，无霜期为 264 

天左右，冬季降雨量最少，仅有 150 5毫米，春、 

夏季最多为 992．6毫米。 洪湖的水生植 物 丰 

富，覆盖率达 90予刍，冬季大部分枯萎或死亡，但 

大量的沉水植物，如黄丝草 (Potamogeson m“ 

ackianusn)，聚草 (Myriophllum spicatatum) 

和金鱼藻 (Ceratophllum dem~rsum)等，仍旺 

盛地生长，在枯水季节这些植物的部分茎叶浮 

露水面，吸引着大量水禽在这里栖息，为草食性 

水禽提供充足的食料，成为水禽的优良越冬场 

所。 

野鸭的种类组成 

从 1 98l—l 986年所观察到的或采集到的 

野鸭标本共有 21种，在 21种野鸭中比 1965年 

的 22种减少了 1种，现有 3种在 1965年没有 

出现，如翘鼻麻鸭，棉凫和斑背潜鸭，1965年有 

4种在 目前没有出现，如鹊鸭(Bucephala clan— 

gula)、 白头硬尾鸭 (Oxyura leucoccphala)， 

赤嘴潜鸭 (Neela rufina)和中华秋沙鸭(Met— 

gus squamasus)，见表 1o 河 鸭属 等 l7个种 

前后均无变化，为洪湖越冬野鸭的稳定物种，其 

他数量少的种也有变化。 

衰 I INS年与 l9Bl一1蛳 年野鸭种教比较 

＼种类 

＼ 群 ＼ 河鸭 麻鸭 嚣鸭 棉凫 鸳鸯 秋沙鸭 鹃鸭 理尾鸭 合计 ＼  

l965 l0 l 3 1 l 

_ — —  

l981 至 1986 10 2 5 l 2 0 0 2l 

野 鸭 的 数 量 

巨大的鸭群在广阔的湖面活动，只能用捕 

获量和现场估计来说明其相对数量，19 B1年冬 

至 l9 B2年春，取洪湖的旖墩河和东港两个捕猎 

点为样区，记录了捕获野鸭数(见表 2)。 

从捕获和观察到的野鸭数量，每年以 12月 

至翌年 1月最多，这可能与温度和水位降低有 

关，使野鸭活动能力减弱，群集性增强，沉水植 

物浮露水面较多，便于野鸭取食。 在越冬的野 

鸭群落中，以罗纹鸭的数量最多，约占 3l两至 

5 3％，为洪湖野鸭的优势种，其次为赤颈鸭，赤 

膀鸭，青头潜鸭，绿翅鸭，花脸鸭，再次为红头潜 

鸭，斑嘴鸭，琵嘴鸭，针尾鸭，绿头鸭，斑头秋沙 

鸭和白眉鸭，最少为赤麻鸭，翘鼻麻鸭，凤头潜 

鸭，白眼潜鸭，斑背潜鸭，棉凫，秋沙鸭(一种未 

定名)和鸳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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襄 2 野 鸭敬量 

、＼  ＼  
～  

I981 I982 

＼  月份 合 计 

项 目 、 ＼  U I 2● 3 

只 数 3。573 1I．，62 I -己●O 3， 3O．，OB 

只 数 622 ●． l7 5，2IB IO，2̂ j 

其 中 罗泣 鸭 

％  35．6 

’1982年 2月，眉春节后捂民休息基本停止捕措。 

野 鸭 的 迁 徙 

洪湖的野鸭，绝大部分为冬候鸟，部分斑嘴 

鸭为留鸟，当地群众称“守湖鸟 ，大部分斑嘴鸭 

为冬候鸟，白眉鸭为旅鸟，9月上甸迁来 ，多以 

10—50只集群括动 ，10月离去，翌年 3月再飞 

来， 4月离去。棉凫为夏候乌，7—8月在洪湖 

繁殖，l0月离去。 

罗纹鸭是最早迁来的鸭类，每年中秋节前 

后，即 9，l0月间从北方飞来洪澜，当地猫民又 

称 。早鸭”，1981年 9月 11日见到最早迁来的 

罗纹鸭。10，11月间依次迁来的有河鸭属其他 

鸭类，潜鸭属，麻鸭属，鸳鸯属和秋沙鸭属等鸭 

类，此时各种鸭类基本到齐，l2月至翌年 1月， 

各种野鸭多以几百至成万只的混台种群 活 动 ， 

栖息在湖面可长述 1公里 ，野鸭群较密集而稳 

定，如遇鹞类天敌俯冲鸭群更迅速密集，野鸭还 

常与骨顶鸡 (， ， f。4lr )混合成群，斑嘴鸭 

在菰 (Ziza#ia lati~olia)丛与雁类混台成群。 

翌年 3月间，野鸭群松散，并陆续飞离洪湖，在 

1 987年 4月 1至 3日还有 罗纹鸟，赤颈鸭和琵 

咀鸭仍在洪湖活动，居留期 1 70—1 90天。 

野 鸭 的 食 性 

野鸭摄食时间主要在夜闻，白天在湖面游 

荡 ，歇息或 飞至附近湖泊和长江活动 ，赤麻鸭主 

要在湖滨和稻 田觅食，翘鼻麻鸭多在长江偶而 

在洪湖觅食。野鸭的食物种类和重量以剖 胃测 

定，1 981年 1月和 9月分别取绿头鸭，针尾鸭 

和琵嘴鸭各 22只，罗纹鸭 3只，赤颈鸭，花脸鸭 

和绿翅鸭各 2只，棉凫 4只，共 79只剖胃观察， 

除琵嘴鸭胃容物台螺类和甲壳类外，其余鸭类 

胃容物主要是黄丝草及其种子o l 983年 12月 

和 1 985年 1月，又分别取罗纹鸭 3其和 4只 

胃，共 7只胃，用水位代替法分析其内容物，黄 

丝草及种子 1 0．3 cc，占 58％，其他水生植物 

2．9cc，占 16移，细砂 4．5cc，占 25％口 已对 8 

种野鸭 86只胃的食性分析，除琵嘴鸭外，其余 

7种均以黄丝草及其种子为越冬的主要食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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