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珠颈斑鸠 (Streptopelia chinensis chine— 

)是江苏省的留鸟，是主要猎禽。苏南俗名 

“鹁鸪”，苏北扬州一带称“白果子 。 作者 1 974 

-- 1987年期间，在苏北的扬州、邗江、江都 、高 

邮等市县对珠颈斑鸠的繁殖生态进 行 系 统 观 

察，现特有关资料综合报道如下。 

l 早春活动规律 

苏北南部虽然地处于亚热带地区，在早春 

2月时，珠颈斑鸠常跟 山斑鸠 (Ssretopelia ori一 

~ntalh orientalis(La；ham)1混集成大群，活 

动于竹林、灌丛及京杭大运河西岸的次生林中， 

晚间亦在此生境夜宿，夜宿时多数两只同栖于 
一 枝，最多不超过 4只，个别的单栖。如不受外 

来干扰，珠颈斑鸠长期在此夜宿。2月上中旬珠 

颈斑鸠多在 7：O0以后出林活动，多数在麦田里 

或在路边觅食 ，很少发出鸣叫，鸣叫时多为 鹁 

鸪一鸪”三声一度。 至 3月上中旬山斑鸠回迁 

山林，珠颈斑鸠也逐渐离群，多数成对或单只活 

动于稀疏的树林、竹林及灌木丛中，请晨 6：30 

左右离林，到开阔的田野、路旁觅食 ，或落在村 

民住宅的屋脊，雌雄鸟鸣叫比前一阶段有所增 

加，雄鸟鸣音多为 3声或 4声一度，雌鸟鸣音多 

为两声一度，音似“鹁一鸪 ，有时亦有 3声一 

度，雌鸟鸣声比雄鸟低沉。 傍晚多在 1 7：40前 

后归林夜宿。 4月下旬以后，珠颈斑鸠在清晨 

5：O0前后就飞离树林，栖息在田野、电线、树木 

上鸣叫，鸣声的音迹多为 3声一度，伴有 4声一 

度，亦有两声一度，偶尔发出单声的音迹，音似 

“鸪 。并有雌雄两鸟相距 7O—l 20m 左右，有 

节奏地进行对鸣。 

I．1 配对 4—7月为繁殖期， 每年繁殖 l一2 

次，第二次产卵在 6月下旬至 7月上中旬。 珠 

颈斑鸠雄鸟的鸣音响亮，雌鸟相应的发出两声 

的回音，重复 4—7次后，则雄鸟飞向雌鸟、停落 

在雌鸟身边，头向雌鸟，喙贴向前胸 ．颈羽耸立， 

后颈、前胸有节奏的胀缩而鸣叫，鸣音常为“鹁 

鸪一鹁鸪”、“鹁鸪一鹤 、“鹁鸪、鸪一鸪 ，第四 

声短速 ，实为回音。 雄鸟并向雌鸟点头、鞠躬、 

绕圈等行为。每年 4月上旬至 5月下旬，珠颈 

斑鸠普遍发生“婚飞”的行为 (见图 1)，多数与 

庞秉璋(1 980)所见相似。 曾于 1984年 4月 9 

日6：30前后，在江都的丁沟镇附近见到一对珠 

颈斑鸠，栖息在两株刺槐 (Robinia Pseudoaca— 

cia)树上 ，雄鸟不停地向雌鸟点头、鸣叫 ，约经 

历 1 2分钟左右，雄鸟飞向雌鸟，并头停息于一 

枝后，雄鸟突然向高空绕圈猛飞，约飞 5O一6Om 

时，翻身滑翔而下，雌鸟跟着起飞，在空中绕两 

圈后 ，升至 25—45m后，滑翔而下 ，双双降落在 

东南方的一株榆(Utmus pumila)树同一枝上， 

约过 5分钟后 ，又一次双 婚飞”，落在东北方的 

刺槐树上。 雄鸟向雌鸟点头、鞠躬、鸣叫、约经 

2O分钟，雌鸟蹲伏，尾羽稍向上翘，雄鸟从侧面 

踩背，两翼稍有自然下垂，并进行轻微的抖动， 

尾羽歪向左下方进行交配。 

据1 984年4月 14日 B：O0前后，见到一只 

珠颈斑鸠从西北方飞来，停落在一块菜地上，雄 

鸟尾随雌鸟飞来，降落在雌鸟附近，头向雌鸟并 

发出“鸪、鸪、鸪、鸪⋯⋯”低沉的鸣音，以雌鸟为 

中心点头、 5步一鞠躬，前胸紧贴雌鸟绕圈行 

走，犹如雄性家鸽 (Columba liuia domestica) 

向雌鸽求偶的状态。此种行走 6圈以后，双双 

起飞，飞行时两头相对，两喙相撞的对飞，飞行 

高度约为 I．5—2．5m，连续进行 4次后停息，雄 

乌仍紧贴雌鸟身旁，继续进行绕圈、鞠躬和“鸪、 

鸪、鸪 、鸪”的鸣叫，呜叫时下颈和前胸不断送气 

而产生胀缩，反复进行 l0多次后，雌鸟头、颈随 

雄鸟转动，从不发生鸣叫声，雌鸟蹲伏后 ，雄鸟 

由后部踩背进行交配，这对珠颈斑鸠连续进行 

交配 3次后，雌雄鸟同飞往树林中栖息。 有时 

也见到珠颈斑鸠雌雄鸟栖息在电线上对鸣 ，两 

鸟相距 50--250m 左右 ，雄鸟鸣音多为“鹁鸪一 

鸪”，雌鸟回鸣声低沉，近似“鹁一鸪”，经过1 O-- 

12分钟前后 ，雄鸟飞向雌鸟后，与雌鸟贴身的 

站在一处，雄鸟仅进行点头 、鸣叫，约 1 5—2O分 

钟后 ，雌雄鸟同向飞往树林。 在村民的屋脊上 

的雄鸟向雌鸟求爱，一般表现雌鸟在前行走，雄 

鸟在卮步步紧跟，同时还不断地鞠 躬 并 发 出 

“鸪、鸪、鸪⋯⋯”的低声鸣叫，3声、4声一度鸣 

似的罕见，雌鸟亦不产生回鸣 ，只是在屋脊上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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囝 l 珠强斑鸠的求偶、蘑飞示意圈 

A璩颈斑坞在屋脊(墙头、碑)上求偶姿态 B珠强斑捣在电线上的求偶姿志 

c雌雄珠颈斑鸠 共同婚飞 

回反复行走，约走 1 2—20次后，雌雄鸟在屋脊 

上进行交配，也跟家鸽在屋脊上交配相似。 

1．2 蕾巢 珠颈斑鸠完成配对后，便进入营巢 

活动。它对巢区、巢址、营巢树木的要求并不严 

格，但也有一定的选择性。 珠颈斑鸠多数营巢 

于村落的竹阔叶混交林中，有时也营巢于湖堤、 

河岸阔叶、永杉(Me；aseguoia Pfy 。m o6。 j) 

混台林中，或在永杉人]：林隐蔽处营巢。 珠颈 

斑鸠常将巢营于树木的中层，未见有营巢于乔 

木的顶端，偶尔亦有营巢于灌丛，在灌丛营巢选 

择隐蔽较好的灌丛顶端。 曾于 1984—1 986年 

在江都、邗江、高邮等地共见到 l6只巢，5巢营 

于水杉、4巢营于刺槐、榆树 2巢、榔榆 (Ulmx, 

parui[ozia)1巢、木槿 (Hibiscus syriacus L．) 

1巢、柘 (Cudrania triuspidta)树 2巢、砖塔 l 

巢，其中l4巢营于树干中部枝丛中，在木槿丛中 

的 1巢，营于顶端的隐蔽处，其中 1 5巢结构简 

单，呈平板状 ，在树下就可见到巢中白色的鸟 

卵。据 1984年 5月 16日在江都丁沟镇的曹庄， 

见到一棵榔榆树上，有一只结构精致的杯状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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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片林中还有灰喜鹊(Cyanopica cyana swl- 

nhoei)巢 5只，此巢结构和外形跟其它灰喜鹊 

巢一致，但在巢中有 1只珠颈斑鸠亲鸟孵卵，巢 

中有珠颈斑鸠的卵两枚，可能是珠颈斑鸠占领 

灰喜鹊的巢，或者莉用灰喜鹊的弃巢，这与庞秉 

璋(1 982)在苏州发现的鹊 巢鸠占吻合，可能有 

极少数珠颈斑鸠有占领喜鹊 (Pica pica serL 

ced)、灰喜鹊巢进行繁殖的行为，待今后观察 

解决。 

．  珠颈斑鸠营巢位置多在树冠中层，巢紧靠 

主干，架于水平外展的枝条上。珠颈斑鸠多为就 

地取材，取材范围，距营巢树木约 1O0—35Om， 

在纯水杉次生林中，营巢的巢材多为枝 径 2— 

3ram，长约 1 30--300mm水杉枝。其它多为细 

小的榆树枝条、柳 (Salix ma~sudana)枝、刺槐 、 

枫杨 (Pzerocarya szenop~era)、 加拿大白杨 

(Poqulus canadensis)等细枝。据 1 984年 4月 

8日，在江都丁沟镇的曹庄发现一对珠颈斑鸠， 

在术槿丛中营巢，至 1 4日完成全巢。 1985年 

5月 12日，在江都杨庄多的伯李庄附近 河 海 

边，一对珠颈斑鸠在刺槐树中部靠主干的外展 

枝基部营巢，刚平架 3根细小的榆树枝条，1 4日 

进行全天观察 ，6：O0前后雌雄鸟栖息在竹林里 

一 株桑 (Moras，” )树的侧枝上 ，6：1 2飞离 

竹林，到村外田野觅食，7：46两乌返归，雄鸟衔 
一 枝平放在巢上，雌鸟又重新衔此枝放于胸下， 

雄鸟又单独飞走，不久又衔来一枝，平架于巢上 

后，两鸟同时飞离，至 8：41雌雄鸟又飞入林中， 

雌鸟先入巢，将巢材平架于巢上 ，然后雄鸟将巢 

材传给雌鸟后飞走 ，雄鸟衔枝 1 7次，雌鸟衔枝 

4次，至 1l：25雌雄鸟飞离树林，1 3：36左右入 

林，直至 16：O0前后，雄鸟衔枝 19次，雌鸟衔枝 

2次。其余时间雄鸟衔枝 3次，未见雌鸟衔枝。 

l 8：43雌雄鸟同时飞离，l 9：13入林夜宿。全天 

雌雄鸟共衔枝 45次，其中榆树细枝 27根，占 

60％，刺槐 7根，占 16．0％，楝树 (Melia azeda— 

a)果枝 4根，占 9．0 、柳枝 2根，占 4．4％、竹 

枝 1根，占 2．2％、水杉枝 5根，占 11．1％，直到 

1 8日完成营巢，营巢期 7天。 据 1 6巢的观察 ， 

珠颈斑鸠营巢约需 7—8天。 珠颈斑鸠营巢的 

巢材，材径约为 2— 3ram，长为 1 50--258mm盼 

细枝。巢内无内垫，珠颈斑鸠巢的结构非常简 

单，呈平板状，形如破筛。 16巢测量，外径 21．6 

(1 8 4—23 1)cm、内径 1 2 5(11．3—14．3)cm、巢 

高 6 4(5．8—7．6)cm，巢深 3．1(2．9—4．7)cm。每 

巢占地约 3’O一450m ，巢间距最短 35m。 

1．3 孵卵 珠颈斑鸠完成营巢后，它就开始产 

卵，隔 日产卵 1枚，满窠两枚。 曾于 1 983年 4 

月21日，发现 1巢，剐满两枚卵，取出 l枚，连续 

取出 3枚 ，取第 3枚卵时 ，亲鸟归巢受惊而弃 

巢。珠颈斑鸠补产的卵，与原巢中的卵区别不 

大。卵呈长椭圆形，钝端与尖端区别不太明显， 

卵白色，稍有光泽。据 1 2枚卵量度，约为 28．3 

(27．6—3O．2)× 2O．4(1 9．4—21．3)mm，重 7．5 

(6．9—8．O)g。 

珠颈斑鸠产第一枚卵时，便开始孵卵，孵卵 

由雌雄亲鸟共同担任，雌鸟孵卵时间比雄鸟多。 

孵卵期约为 1 7—1 8天。剐产出第一枚卵后，亲 

鸟卧巢孵卵时间不多，满窝后亲鸟卧巢孵卵的 

时间骤增。据 1 984年 4月 22日在江都丁沟镇 

曹庄，全天观察术槿顶端的一巢孵卵情况，6：56 

雄鸟在附近竹林中发出 鹁鸪一鸪”、“鹁一鸪” 

等 8次鸣叫，最后是两声“鹁一鸪”鸣音，雄鸟飞 

出村外，到 7：25回归，飞至巢附近的榆树上，发 

出低沉的 鹁一鸪”鸣叫 4次，雌鸟闻声后离巢， 

雄鸟入巢换孵。9： 7前后，雌鸟回巢换出雄鸟， 

1 0：3O雌鸟离巢，11分钟后，雄鸟再次入巢孵 

卵，12：07雌鸟 回巢换出雄鸟 ，12：45前后，雄 

鸟在村边电线上，发出 鹁一鸪”、“鹁一鸪”的招 

唤声 7次，雌鸟离巢跟雄鸟一起飞走。l 3：1 7左 

右，雌雄鸟飞至巢边 ，雌鸟入巢孵卵，1 5：06雄 

鸟入巢孵卵，17：23雌乌换出雄鸟，孵卵 3O分 

钟，至 54分时离巢。空巢 23分钟左右 ，1 8：17 

雌鸟入巢夜宿， 1 8：45雄鸟人林 ，守卫在巢附 

近的榆树上夜宿。全天雌鸟孵卵 768分钟 ，占 

53．3％， 白天仅有 250分钟，雄鸟孵卵 335分 

钟，占23．2％，空巢 66分钟 占 4．6O％，白天雄 

乌孵卵时间多于雌鸟。 

1．4 育雏 1984年 5月 3日在曹庄复查一巢， 

巢中有大小两雏鸟，重 8．7克、7．4克，雏鸟呈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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萤肉色，头顶、肩、背、翼等簇生几根黄白色缄 

弱，两眼紧闭，眼泡灰黑色，腹部可见卵黄残体， 

雌鸟 仍坐巢疆 雏。雏鸟 发育 1--5日龄时 ，由亲 

鸟分泌的鸽乳哺育，喂雏鸟时，亲鸟前胸不停地 

胀缩及点头，将喙的一侧对准雏鸟的喙时 ，雏鸟 

喙伸人亲鸟喙中吸吮鸽乳。6一l 3日龄时 ，亲鸟 

以鸽乳和植物种子哺育雏鸟。哺育期越长，鹄 

乳分泌也逐渐减少，埴物种子渐增 ，如豆科、禾 

本科、十字花科及其它杂草种子等，是经过嗦囊 

吸水软化后的种子。长大的雏鸟取食时，主动 

把喙从一侧伸人亲乌喙中吞食。 雏鸟生 长 到 

16日龄时，体重、体色与亲鸟相似，但颈部两侧 

叼～≥ 、 

7~7e<2) 

无白色珠点，继续发育 2—3天 ，能在巢附近飞 

行 3—5m，仍需亲鸟再喂 5—8天的巢后发 育， 

以后逐渐远离亲鸟独立生活，至翌年 2月跟亲 

鸟相似 ，并参与繁殖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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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藏雅鲁藏布江中游地区斑头雁越冬 

种群数量和分布 

室 莹一 
(中国科卓 j 磊 北京19008@) 

Mary Anne Bishop 

(国际鹤类基盎会：International Crame Foundstion) 

摘要 雅鲁藏布江、拉萨河和年楚河流域是妊头睚重要的越冬区。 

市共发现斑头雁 1 0881只。斑头 雁越冬分布区海拔高度为 5500--400@米，内均有大面积流动的水面。 

斑头雁在寂田里采食收割时遗落的谷物，中午在水面上、沙滩上戏嬉休息，在河又及永库的浅水区过夜。 

关键词 兰 璺堂查翌壁 

斑头雁是种群数量较多并有一定经济价值 

的中型水禽。在国内对其分布区及繁殖地有过 

记录 (冼耀华 1 964，郑作新 I 9％，邦作 新 等 

I983，王祖祥等 1989)，但对其越冬状况则缺乏 

资料。 1 991年和 1992年冬季，在西藏中南部 

地区的雅鲁藏布江、拉萨河和年楚河流域 (简 

称一江两河地区，下同)调查了斑头雁 (An ser 

indicus)的越冬种群数量及分布。现将结果整 

理报 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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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自然概况及工作方法 

一 江两河地区的地理位置为东经 87。33’一 

91o50’，北纬 28。54’一29。55 ；海拔高度为 3500 

一 {200米。 流域内包括拉萨市 、墨竹工卡县、 

赫周县 、达孜县、堆龙德庆县、曲水县、尼木县、 

贡嘎县、扎囊县、琼结县、桑日县、谢通门县，南 

木林县、江孜县、白朗县、拉孜县和B喀则市等 

十八个县市 ，流域面积 65700平方公里。 该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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