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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腹短翅鸲雄鸟的羽毛延迟成熟现象

贾陈喜 孙悦华 毕中霖
（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 北京 %"""’"）

摘要：!""( 年 ) 月，在甘肃省莲花山自然保护区观察到白腹短翅鸲（1(2/&($#)& 3"+%$#4)*(#2%&）雄鸟的羽毛

延迟成熟现象。研究发现，亚成体雄鸟体羽暗淡，为似雌鸟样的褐色，但仍然可以繁殖。声谱分析表明，

成体雄鸟与亚成体雄鸟的鸣声结构非常相似，而且两者在巢址、巢材、窝卵数、卵色、卵大小等巢卵特征

上也非常一致。通过对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标本馆 %%* 只白腹短翅鸲雄鸟标本的测量，发现成体雄

鸟的翅长和尾长明显大于亚成体（ 5+检验，6 , "-""%）。在 %.(" 年北平东陵同一繁殖季节采集的 %"’ 只

雄鸟标本中，亚成体雄鸟所占的比例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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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许多鸟类，雄鸟需要超过一年的时间才

能最终获得成鸟鲜艳的婚羽，这种发育模式被

称为羽毛延迟成熟（G6H@I6G JH>K@D6 K@F>L@F9C7，

[Tb）［%］。在北美非雀形目和雀形目鸟类中分

别有 %% 科和 !% 科存在这种现象。相比较而

言，性二型雀形目鸟类中的 [Tb 现象则更为引

人注目，这些亚成体雄鸟虽身着暗淡的羽色，但

往往已经性成熟并能繁殖，从而表现出性与羽

毛不同步成熟的现象［!，(］。

至今尚未见有关我国鸟类 [Tb 现象的研

究报道。白腹短翅鸲（1(2/&($#)& 3"+%$#4)*(#2%&）

是性二型的雀形目鸟类，分布于我国的中西部

地区、喜马拉雅山脉及印度、缅甸等地。1H9 和

O9JH6I［$］曾提到此种的雄鸟首次繁殖时是以亚

成体 羽 色 进 行 的，但 没 有 更 加 详 尽 的 描 述。

!""(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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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作者在甘肃莲花山自然保护区观



察到了白腹短翅鸲的 !"# 现象，现报道如下。

! 研究地区概况

研究地区位于甘肃省南部的莲花山自然保

护区的沙河滩保护站，相关背景资料已有详细

报道［$］。

" 研究方法

在野 外 以 %&’(’ )*+, 型 摄 像 机 及 -(’.
/0+0 型数码照相机记录成体及亚成体雄鸟的

形态特征，并采用网捕法捕捉成体及亚成体雄

鸟进行鉴别。此外，还查看了中国科学院动物

研究所鸟类标本馆收藏的标本，进行了形态描

述与测量。野外采用 -(’. 1#2!3% 录音机及

-4’’546,47 定向话筒进行声音采集，录到的声音

利用计算机以 +3 位 889+ :;< 频率进行 =>! 数

字化转换。采用声音处理软件 ?&@-(A’B C9+ 进

行声谱分析。主要通过观察在测量巢卵时来到

巢附近活动的亲鸟，以及双亲育雏的全程录像

资料来确定繁殖巢是属于成体雄鸟还是亚成体

雄鸟。巢卵的大小和鸟体量度采用机械游标卡

尺测量，卵重和鸟体重均采用国产电子秤（称量

范围 D E FDD G，精度 D9+ G）称量。统计分析采用

-"-- 统计分析软件，文中所有数据以平均值 H
标准差表示。

# 结 果

FDDC 年 3 月初，在野外注意到白腹短翅鸲

的雄鸟在形态上存在明显差异，而鸣声极为相

似。通过形态学、鸣声声谱分析和巢卵特征的

比较，认为是白腹短翅鸲存在 !"# 现象，并且

其亚成体雄鸟已性成熟并能够繁殖。

#$! 形态比较 成体雄鸟头、胸及上体呈青

石蓝色；两翼黑褐色，初级飞羽的覆羽具两个明

显的白色点斑，腹部白色，两胁蓝色，尾羽蓝色，

最外侧 C 对尾羽基部浅栗色（图 +：I）。

亚成体雄鸟（图 +：&）体羽为似雌鸟（图 +：

J）样的褐色，只是在头、胸、背部有一些蓝色，两

翼和尾羽暗褐色，最外侧 C 对尾羽基部浅栗色，

同时翅上无白色点斑，明显有别于成体雄鸟，而

且头、胸、背部的蓝色多少，在不同个体间存在

差异。

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鸟类标本馆收藏有

+CK 只白腹短翅鸲雄鸟标本，其中 ++0 只为北平

静生生物调查所于 +KCD 年和 +KC+ 年采于北平

东陵，而大多数（+DL 只）是采于 +KCD 年 $ E 3 月

的繁殖季节，其中亚成体所占的比例为 +KM。

对采于北平东陵的 ++0 只白腹短翅鸲雄鸟标本

的翅长和尾长进行了测量，以比较成体与亚成

体雄鸟的差异。结果表明，成体的翅长（0+9CL
H +900 NN，! O KF）和尾长（LD9LK H F9CL NN，!
O L0）均明显大于亚成体的翅长（3K903 H +93+
NN，! O F$）和尾长（009DD H F9+L NN，! O F$）

（翅长："2@4,@，" O 89+FK，#$ O ++$，% P D9DD+；

尾长："2@4,@，" O 09CF$，#$ O ++D，% P D9DD+）。

#$" 鸣声比较 在野外听到的成体和亚成体

雄鸟的鸣声极为相似。从声谱图上看（图 F），

成体雄鸟的鸣声持续时间为 + 0$K N,，频率范

围 F93C E 39FD :;<，亚成体雄鸟鸣声的持续时

间为 + 3K3 N,，频率范围 F98D E 09CD :;<。两者

的鸣声结构极为相似，均由 C 部分组成，尤其是

第 + 部分的 C 个音节和第 F 部分的 + 个音节极

为相似，只是在第 C 部分的音节上稍有变化。

#$# 巢和卵的比较 在约 F :N 的样线上共发

现了 L 个白腹短翅鸲的巢，其中成体巢 3 个，亚

成体巢 F 个。

从巢的形态上，两者的巢均为杯状，成体巢

平均大小为 +F9K JN（+F9D E +89D）Q 39D JN（$9F
E 09D）Q +D9F JN（09K E +C9D）（巢外径 Q 巢深 Q 巢

高，! O $），亚成体巢平均大小为 +893 JN Q 39$
JNQ +F9C JN（! O F）。从巢址上看，3 个成体巢之

中筑在竹丛之间的有 F 巢、蓝靛果忍冬枝间 +
巢、小桦树与忍冬侧枝间 + 巢、绣线菊丛间 + 巢、

小桦树于小云杉侧枝间 + 巢。有 + 个亚成体巢

位于蓝靛果忍冬枝间，另外 + 巢位于竹子与灌木

侧枝之间。成体与亚成体所选择的巢址基本一

致，均在距地不高的灌木枝杈间营巢。从巢材

看，成体与亚成体也极为一致，外层由草茎和竹

叶（或树叶）组成（有的巢含忍冬皮），内层由细草

和少许鸟类羽毛或细兽毛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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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 白腹短翅鸲成体（"）与亚成体（#）雄鸟鸣声声谱图

$%&’ ! ()* +,-,&./0+ ,1 2)* +,-&+ ,1 2)* 0/3*（"）/-4 +567/4532 0/3*（#）

卵的颜色均为蓝色；窝卵数除了 ! 成体巢

为 " 枚外，其余均为 # 枚。成体雄鸟的巢卵大

小为 "!$% &&（ !" ’ ($)）* !+$+ &&（ !" ’ ($,）

（# ’ !,），卵重 "$- .（!" ’ ($"）。亚成体雄鸟的

巢卵大小为 "!$( &&（ !" ’ ($+）* !+$" &&（ !"
’ ($"）（# ’ #），卵重 "$+ .（!" ’ ($"）。

8 讨 论

白腹短翅鸲亚成体与成体雄鸟虽然形态上

存在明显的差别，但鸣声结构和巢卵特征却极

为相似，而且性已成熟，能够繁殖。吴至康等［-］

报道，- 月 !! 日剖检的 ! 只雄性亚成体，睾丸近

圆形，左睾直径 /$( &&，右睾为 %$+ &&。说明

亚成体雄鸟性腺已发育成熟。由于本文仅分析

了各 ! 只成体雄鸟和亚成体雄鸟的鸣声样本，

成体雄鸟与亚成体雄鸟的鸣声是否存在区别还

有待进一步研究。

关于 012 形成的原因，目前主要有三个假

说。状态信号假说（345 63738696:.;7<:;. 4=>?3456:6）
认为亚成体羽毛是表明其从属地位的忠实信

号，它能减少来自成体雄鸟的攻击，并被允许留

在成体雄鸟的领域内，从而能获得交配的机会或

学习到繁殖经验［)］。模仿雌鸟假说（345 @5&7<5
&:&:AB= 4=>?3456:6）认为亚成体羽毛是不诚实的性

别信号，通过模仿雌鸟的外表欺骗雄性成鸟，从而

减少被攻击，增加接近成鸟领域和潜在配偶或食

物资源的机会［%］。隐蔽假说（345 AB=>3:A 4=>?3456:6）
认为明显而鲜艳的羽色会增加被捕食风险或种

内的攻击行为，而亚成体相对暗淡的羽色可以

降低这方面的风险，虽然其繁殖成功率可能会

较低，但却提高了存活率［/］。在过去的 "( 多年

中，各种适应假说均或多或少地经过野外研究

的检验。

"((# 年 - 月曾在莲花山见到白腹短翅鸲

成体雄鸟与亚成体的争斗现象，暗示成体雄鸟

能够区分亚成体雄鸟与雌鸟，因此白腹短翅鸲

的 012 可能与状态信号假说有关，而与模仿雌

鸟假说无关；由于亚成体雄鸟经常会像成体雄

鸟那样鸣叫，其行为表现并不隐蔽，隐蔽假说也

无法解释白腹短翅鸲的 012。目前尚缺乏此

种鸟的寿命以及亚成体雄鸟是否能在下一年获

得成鸟羽色等基础资料，这需要开展长期的野

外彩环标志跟踪研究。白腹短翅鸲的 012 的

形成原因，还需要结合性激素的定量分析，并通

过利用标本展示或羽毛染色等实验进行更深入

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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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两栖动物检索及图解》简介

由中国科学院成都生物研究所费梁研究员等撰著的《中国两栖动物检索及图解》一书已于 !BBU 年 = 月由四川

科学技术出版社出版。作者根据多年的研究进展，并参考国内外有关文献资料，在原著《中国两栖动物检索》（=>>B）

和《中国两栖动物图鉴》（=>>>）的基础上进行了较大的修订和补充撰写成该书。

本书对两栖动物的蚓螈目、有尾目、无尾目及其所隶各科（亚科）、属（亚属）的特征作了概述；同时将我国迄今

发现的 AA@ 种（其中 == 个亚种），分隶于 U> 属（含 > 个亚属），== 科（含 ? 个亚科），A 目的成体、蝌蚪和卵分别编制成

检索表，其中包括 ! 个新种、= 个新亚属、= 个新亚科；并对一些科、属、种的分类地位进行了较大的修订和讨论；还对

常用分类学术语作了解释。书中附有精美特征图片共计 >BB 多幅，其中墨线图 ?AB 多幅，黑白照片 UA 幅，彩色照片

!I 幅，模式标本和模式产地标本的插图及照片多达 IUB 幅，反映了该书的学术价值。该书文图对照有助于读者鉴

别种类。书末附有中国两栖动物名录和地理分布表、野外采集知识简介、中文名、拉丁学名索引及主要参考文献，

是目前记载中国两栖类物种最全面系统、图文并茂的工具书。

该书可供从事动物学研究的科技人员、大专院校师生，农、林、牧业及野生动物资源调查、保护、养殖、卫生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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