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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群觅食，也常见其与小抄百灵( 缸 缸 

cheleensis)的亚成体同群觅食。至9月上旬繁 

殖期结束的亲鸟也相继加入群体，开始见到几 

十只较大的群，其中常混有半数以上的小沙百 

灵，在群体中有时还可见到少量的云雀(Alau． 

da arvensis)。蒙古百灵的叫声比小沙百灵和 

云雀的叫声响亮，在人接近混合群时，多数场合 

是蒙古百灵首先飞起，发出“jielea-jiele或jilie、 

jilie"响亮而严厉的警告声，紧接着是小抄百灵 

飞起，先是乱作一团，但在空中很快就形成以单 

种为主的小群，人走远后即又落于原处觅食或 

休息。当雀鹰等小型猛禽飞至百灵群上空时， 

群体惊飞，蒙古百灵发出“ya．ya．ya一”或“ar-ar- 

at-"惊叫声。此时两种百灵同时飞于空中围绕 

猛禽盘飞、惊叫，直至猛禽飞离。 

3．2 越冬期 进入11月，气温逐渐降低，夏侯 

鸟云雀已陆续南迁(最后见到云雀的日期是在 

1990年 n 月7日)。此时只有小沙百灵与蒙 

古百灵同群。随着时间的推移，群体越来越大， 

白天两种百灵飞往取食地时除个别仍为混合群 

外，多数逐渐以几十只单种群分散觅食，但在夜 

间仍同群栖息。每到黄昏，在各处觅食的两种 

百灵群相继回到夜间栖息地，此时最大的混合 

群可达 1 000只左右。此刻如到其夜栖地可听 

到一片悦耳的百灵鸣声，此起彼伏。夜栖地多 

为干燥的有一定坡度的细抄质的荒草地或收割 

后的沙质耕地。休息前边鸣叫边在草丛或灌丛 

的一侧，或农田的垅旁刨挖--4,坑卧于其中过 

夜。清晨则又分散成几十只或百只左右的单种 

群飞往取食地。清晨如到其夜栖地观察，可见 

很多小坑(卧迹)，卧迹内沙土干燥、平滑，其周 

围有百灵的粪便和脚印。卧迹略呈椭圆形，蒙 

古百灵的卧迹直径为 8～lOem，深 2．5～3cm； 

而小沙百灵的卧迹直径一般不超过 8era，其深 

度也略小于蒙古百灵。随机测量 lOOm ，共有 

卧迹84个，平均 0．84个／m2；其中有蒙古百灵 

的卧迹 37个，平均 0．37个／m2。同种间形成 

相对集中的卧迹群，每个卧迹群由3～18个卧 

违组成，这可能与休息前的呜叫、互相联系有 

关。在相对集中的卧迹群中，相邻卧迹之间的 

距离，从卧迹中间量起，最近的为47．5cm，最远 

的为 177cm。其远近与栖息地的条件有关。最 

近的两个卧迹群之间的距离为 8m。上述情况 

可一直维持到春天求偶期。但越临近春季，群 

体数量越少，且混群的现象也越来越少。 

曾将蒙古百灵的两翼用胶带粘住，使其不 

能飞逃，饲养于室内沙土地的围栏 中观 察。栏 

内放一食槽，见其每到黄昏就开始准备休息，先 

在食槽的一侧用嘴在抄地上凿出--4,坑后，身 

体进_人坑内再啄：雨脚将啄下的沙粒向后抛出， 

然后转换方向重复上述操作。刨挖时用力较 

大，可将沙粒抛出1．米以外。刨挖至约半个身 

体已在坑 内并感到舒适后，直接在坑内休息。 

头部朝外，尾部朝向食槽，其姿态如孵卵。此时 

如将食槽拿出，则放弃原休息位置，另找合适的 

角落重新刨挖休息处。休息时性极警惕，如人 

靠近便立刻跑出坑外。在饲养情况下，饥饿时 

见到饲养者时会发出轻微的“jia、jia”或“jia、 

ga．”的乞求声。 

3．3 越冬后期 至1月下旬，每遇到晴好天 

气，蒙古百灵群多活动于空旷无雪的地带。一 

些雄鸟便站立于大石块或鼢鼠包上啭鸣，并时 

时驱赶靠近的其它雄鸟。当雌鸟走近约20～ 

30cm时，雄鸟停止呜叫，头顶的羽毛竖起，走下 

石块或鼢鼠包不断点头靠近雌鸟，此时雌鸟会 

忸怩似的走开，雄鸟并不追赶而立刻回到石块 

或土包上呜叫。雌鸟会再次走近，雄鸟又去靠 

近，如此反复多次。此时如有人靠近，则雌鸟飞 

离，雄鸟则飞于上空呜叫，不轻易放弃已选定的 

炫耀自己的有利地势，并似有选择巢区的趋势。 

此现象一直能维持到3月初。到3月下旬，大 

多数蒙古百灵已配成对单独活动。但在此时如 

遇到下雪天气，仍旧会集结咸小群活动。一旦 

天气转晴便又立刻分散，成对单独活动。至 4 

月上旬已经形成牢固的配偶关系，开始进入繁 

殖期。 

3．4 食 性 根据在不伺季节的剖胃检查，秋 

季(1o月)胃内以禾本科植物的种子和当地种 

植的黍(Panicum miliaceura)为主，也有少量昆 

虫，其中以蝗虫多见。进入 11月份至第二年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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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底，胃内几乎全部是黍和禾本科杂草的种子。 

到了4月上旬，胃内虽仍以黍和杂草种子为主． 

但已出现少量的昆虫，其中主要是小型鞘翅目 

昆虫。上述季节所食的黍和杂草种子均无种 

皮。饲养观察食谷子，但即使在饥饿时也不吃 

大米。饲养中1只蒙古百灵每日食黍或谷量在 

lOg左右，吃时均把种皮吐出。 

3．5 敌 害 在越冬时期蒙古百灵的天敌主 

要是生活在草原上的营夜间捕食的小型食肉类 

艾鼬(M~tda eversmanni)和部分在当地越冬 

的雀鹰。在 1991年 3月12日．于蒙古百灵栖 

息地附近的灌丛上得一长耳鹗(A~io stygius)， 

其胃内为1只蒙古百灵。 

但是，对于蒙古百灵的最大威胁却是人类。’ 

在冬季，当地人年年在草地和农 田中下药饵毒 

鸟．出卖给饭店或自己吃；在春季，鸟贩子的捕 

捉和收购；羊群的增多．对百灵鸟巢和卵的践踏 

等，使蒙古百灵的数量急剧减少。当作者于 

1996年冬季再次到该地观察时，见到最大的一 

群蒙古百灵也仅有 18只，昔日夜栖地傍晚的喧 

闹场面已荡然无存。 

4 讨 论 

巴达尔胡地区多数年份冬季干旱少雪，草 

地棵露，容易在地面取食。有较大面积的草地， 

地面草籽丰富，且当地的沙质土壤很适于种植 

黍等作物，其种子成熟后易脱落．收割后的农 田 

中有较多的作物种子．因此，有丰富的食物来 

源。沙质土壤在冬季湿度极小，保温性强。上 

述环境条件很适合蒙古百灵等地栖鸟类越冬。 

． 蒙古百灵个体较大，在混合群中能首先发 

现地面的敌害而发出警告，对小沙百灵有利。 

在猛禽出现时，两种百灵同飞于猛禽周围，能起 

到迷惑天敌的作用。 

蒙古百灵和小沙百灵屑同域分布．除繁殖 

生境有一定差别外，其它季节在食性、习性和栖 

息生境等方面几乎完全-二 荦。其秤问是否还有 

其他互助互利的现象，还有待于进一步的观察 

和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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