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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3 1987年秋季环志只数 

全岛根据地形、植被、鸟类等各种自然景观 

特征以及海拔．大致划分为住宅区、林地、灌草 

丛、群岩、灌草丛 +岩石、潮间带等。6种生态类 

型。通过在不同生境、海拔高度网捕与掏窝环 

志发现，黑叉尾海燕在大公岛的分布遍及全岛。 

其生态分布与白额鹱基本相同，即潮间带上限 

为黑叉尾海燕垂直分布的下限，海拔80m以上 

分布数量趋步 ；林 内及住宅区无黑叉尾海燕分 

布；群岩及灌草丛+裸岩为黑叉尾海燕最适生 

境；灌草丛次之。其巢的密度大小不一。在一个 

约20m2的范臣内(岛南侧)有黑叉尾海燕巢 11 

个，白额鹱巢 1个。其巢间距 15～23$∞ 不 

等。黑叉尾海燕巢(9号)距白额鹱巢(5号)约 

240em。 
一  

r 

2 繁殖生态 

2．1 昼夜活动节律 黑叉尾海燕在岛上(巢洞 

外)均于夜间活动 除孵卵期和育雏前期外，白 

天双亲鸟一般均在远离海岛的海面上取食；孵 

卵期和育雏前期，一亲鸟坐巢(孵柬或为雏鸟抱 

暖)，另一亲鸟在拇面止取食。是笔者分别于 

1991年 7月 17日约 l0点(北京时间。下同)、7 

月25日4～6点乘船往返大公岛途中，在离陆 

地约5mile以外、距海岛约 1mile以内的海域里 

观察到的。多单只飞翔于海面上空，一般离水 

面几十厘米到一二米呈直线飞行，偶见搏击永 

面取食。傍晚返觑。 

笔者使用5节手电筒观察到，黑叉尾海燕 

夜间活动时间—般从20点至次日4点前后，此 

间。双亲鸟频频往返于岛海之间，进行交孵或取 

食喂雏，高峰期在 22～24点前后。1987年 9 

月17日16点至18日4点网捕环志统计结果， 

共捕获 92只。其中22--22点 50分上网量高达 

50只，占总数的 54．4 96；至 4点上网量骤减，4 

点以后不再上网，活动即刻停止；1991年 7月 

23日在7．8、9号巢进行昼夜观察时，于24点 

前后发现有6只黑叉尾海燕先后归巢。夜间亲 

鸟取食喂雏达三 次或更多。天气变化对其括 

动影响不大，曾在一个风雨之夜，观察黑叉尾海 

燕育雏时发现，虽然其取食次数较正常情况下 

为少，但也不乏外出，且能准确无误找到自己洞 

穴的位置。 

亲鸟返岛归巢途中，一般并不呜叫．当飞抵 

巢区上空低空盘飞时，巢内亲鸟常发出租“z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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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i dei dei dei；zha，dei dei dei dei⋯”的呜叫声． 

此时出现两种情形：①若属配偶．便落于巢窝附 

近．随即钻入巢 内；②若非配偶，则迅速飞离。 

似可表 明，配偶间通过 鸣声能相互传递信息。 

少数亲鸟在归巢时发出似“dei——，de卜一 ， 

dei——，⋯”的飞呜声，这可能是归巢能力较差 

者为寻找洞穴，向巢中配偶发出的联络信号。． 

而雌雄交替时(孵卵或抱暖雏鸟)，离巢入海的 

亲鸟则发出“zha，dei dei dei dei；zha，dei dei dei 

dei⋯ 的飞呜声。 

2．2 巢 洞 黑叉尾海燕于夜间营造巢洞。 

集群营地面巢。 筑巢形式一般有如下几种：利 

用岩洞石隙加工成凹形巢窝，洞口呈不规则的 

天然状；多数在硬土埂下和在土壤松软的岩石 

下面——紧贴岩石底面土石间打洞筑巢．洞口 
一 般呈横向的近半圆形的出口，向内延深扩大 

为洞穴巢，洞深一般 20_5．0em，有的深达一二 

米。4个巢洞的量衡度为：洞口径 l2(10～16) 

cm×9(8～9)cm；洞深 79(19～220)cm。巢材 

或有或无，4窝中(其中 1窝洞穴太深观察不 

到)2窝无巢材．1窝有巢材。巢材一般就地取 

材，主要为黄蒿、黄背草、蝙蝠葛等茎叶．数量稀 

少，无垫铺物。巢的结构疏松，呈散落状微凹 

陷。据调查，黑叉尾海燕有利用同种旧巢的习 

性，或利用扁嘴海雀遗弃的巢(繁殖完已迁离)。 

2．3 产卵与孵卵 据1988年观察，黑叉尾海燕 

于7月上旬开始产卵，4日在巢内发现第一枚 

卵。中旬前后进入产卵盛期，1991年7月 l9～ 

21日调查 16巢，其中 n 巢已产卵(其中 3巢 

无亲鸟孵)，4巢有鸟无卵，l巢无鸟无卵(已筑 

好巢)。年产 l窝，每窝 l枚(30窝)，‘卵为纯白 

色，短卵形。lO枚卵的平均量衡度为：重 10．4g 

(9．7～11．4)；径 33．5(32．5～34．1)mmx 29．0 

(27．9-29．8)mm。 

雌雄交替孵卵。1991年7月 l9～25日调 

查(1～9号巢)：坐巢时间 l9小时以上(9号)， 

空巢(白天)时间l4小时以上(1，7，8号)，晾卵 

时间 1小时 35分(8，9号)；交孵时间21--23 

点前后(7，8号)。还对白天孵卵之亲鸟性别作 

了调查，1991年 7月 20～21日10～l6点 45 

分．对正在孵卵的3窝亲鸟(②，③，B号)剖检 

鉴定均为雄性．而白天孵卵之亲鸟坐巢时间至 

少13～l5小时以上，与雄性比雌性忍受饥渴能 

力较强有关。与许维枢H]报道雄鸟的孵化时 

间较长一致。 

3 雏鸟及育雏 

’据观察，黑叉尾海燕的出雏期为8月中旬， 

1987年观察到刚出壳的雏鸟时间分别为 8月 

16日(阳坡)和 21日<阴坡)。雏龄 t0日龄以 

内，双亲鸟白天均在巢内抱暖，夜间交替取食喂 

雏；10日l龄以后，雏鸟脱温，白天双亲鸟均在海 

洋中取食．。夜间喂雏频繁往返于岛海之间，达三 

四次或更多。亲鸟喂雏时，头不停地摆动，背羽 

蓬松．尔后将食物从嗉囊中反吐出来送入雏鸟 

嘴中。网捕环志表明，喂雏高峰在 22～24点。 

观察还发现，育雏期的亲鸟，即使在恶劣的天气 

情况下也不乏外出取食。 

本文对 l～6号巢雏鸟生长发育过程进行 

了观察，观察前和观察过程中分别量度并记载 

其体重、体长、翅长、尾长、跗踱、嘴峰等．直到离 

巢为止。结果见表1 ’ 

衰 1 黑叉尾海燕肇鸟现囊前与离巢前量度 (1987年 大公岛) 

观察前量度为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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