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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瓦屋山金色林鸲的繁殖生态及孵卵节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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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年 $ & * 月，在四川省瓦屋山自然保护区对金色林鸲（1+*&#/%* 2"*0&+%)&）的繁殖生态和孵卵节

律进行了较为深入的研究。金色林鸲营巢期从 $ 月下旬 & % 月中旬，孵卵期一般为 ’% & ’* +，育雏期为

’% +。窝卵数一般为 ) & $ 枚，平均为（),*# - ",$#）枚（ $ . ’!），孵化率为 %","/，育雏成功率为 (#,!/。

仅雌鸟孵卵，根据对 ) 巢的监测，发现雌鸟早晨 %："" 时左右首次离巢，晚上 !"："" 时左右回到巢中，每天

出巢次数 ’( & ’0 次。孵卵雌鸟每次出巢时间一般少于 !" 123，异常离巢时最长达到 %#% 123。雌鸟出巢

时间的长度和环境温度呈明显的正相关（45678173，* . ",’’(，3 . ",""*，$ . #)’）。金色林鸲雄鸟存在羽

毛延迟成熟现象，亚成体雄鸟可以繁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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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色林鸲（1+*&#/%* 2"*0&+%)&）是雀形目鸫科

的小型鸟类，计有 ! 个亚种，在我国分布的是指

名亚 种 1 , 2 , 2"*0&+%)&，繁 殖 于 西 藏 南 部 及 东

部、四川西部、青海南部、甘肃南部、陕西南部和

云南西部［’，!］。金色林鸲繁殖期间栖息于海拔

! """ & $ #"" 1的针叶林、桦树林、竹林、杜鹃灌

丛等高山地带［’］，在我国其繁殖生物学资料报

道很 少，仅 有 郑 作 新 等 ’00# 年 ’ 个 巢 的 报

道［)］。!"") 年 $ & * 月，我们在四川省瓦屋山自

然保护区对金色林鸲的繁殖生态和孵卵节律进

""""""""""""""""""""""""""""""""""""""""""""""""""""""""""

行了较为深入的研究，现报道如下。



! 研究地区与方法

瓦屋山自然保护区位于四川省眉山市洪雅

县，东 经 !"#$ %&’ ( !")$ ""’，北 纬 #&$ #*’ (
#&$)%’。该区属于中亚热带季风湿润气候，雨量

充沛，年均降水量 # """ ++。年均温 !,-./，!
月平均气温 ,-,/，极端最低温 0 )-)/；1 月平

均气温 #*-1/，极端最高温 ),-#/。瓦屋高原

位于瓦屋山顶，海拔 # ."" + 以上，属于亚高山

针叶林，土壤为山地棕壤或山地暗棕壤，建群树

种为峨嵋冷杉（!"#$% &’"(#），林下落叶树种少，

不足 以 形 成亚层，主要树种 为 糙 皮 桦（)$*+,’
+*#,#%），灌木层以冷箭竹（)’%-’.#’ &’"$(#）占绝对优

势，其次是问客杜鹃（/-0101$.1(0. ’2"#3++2）、麻

花杜鹃（/ -2’4+,#&$(+2）等。

研究孵卵节律采用英国 23+454 公司生产

的 645789: 型温度自动记录器，安装采用两种方

法：一是从巢中取 ! 卵装入温度探测头，用石蜡

浇注制作成假蛋，再将假蛋固定于巢中；二是直

接将温度探测头固定在巢中。温度记录的时间

间隔设为 ! +45，通过巢的温度变化分析亲鸟在

巢内和巢外的时间。同时，利用温度自动记录

器测定环境的温度，来研究雌鸟孵卵节律与环

境温度变化的关系。统计分析采用 ;<;; !"-"。

" 结 果

"#! 巢 #"") 年 % ( 1 月，在瓦屋山顶亚高山

针叶林中共发现金色林鸲巢 !) 个，其中 !! 巢

位于路边或滑雪场边的小陡坡上。一般金色林

鸲选择靠近坡顶的位置营巢。经测量，!! 巢距

地面高平均为（)*-. = ))-"）>+，陡坡高平均为

（*,-% = #&-1）>+，详见表 !。另有 # 巢位于林中

倒木或树桩下的洞中。金色林鸲营巢期从 % 月

下旬 ( , 月中旬，瓦屋山顶金色林鸲的数量较

多，在 * ?+#的面积中即发现 * 巢，其中最近的

巢相隔只有 )" +。

表 ! 四川瓦屋山金色林鸲的繁殖资料

$%&’( ! )*((+,-. -/0(1 /2 03( 4/’+(- )513 6/&,- %0 7%8513%-，9,:35%-

巢号

@3A8 5B+C3D

发现日期

E983 FGB5H
（月 I日）

（JG58?-H983）

状态

;898BA

产卵日期

E983 GF 3:: K9745:
（月 I日）

（JG58?-H983）

巢距地面高

@3A8 9CGL3
8?3 :DGB5H
（>+）

巢所在坡高

M34:?8 GF 53A8 AKGN3
（>+）

窝卵数

OKB8>? A4P3

孵化数

@3A8K45:A
?98>?3H

离巢数

@3A8K45:A K39L45:
8?3 53A8

! %-#& 营巢（@） *-. )" *" % ! "

# *-# 孵卵（Q） ？
倒木

B5H3D F9KK35 8DB5R
) " "

) *-. 营巢（@） *-!* !1 %* % # #
% *-!# 营巢（@） *-!1 #* *" % " "
* *-!% 营巢（@） *-!& !" #* % % %
, *-#) 营巢（@） *-#, 1* &. % % %
1 *-#% 营巢（@） *-#& !" #* % ) "
. *-#1 营巢（@） *-#& #* %* % " "
& *-)" 孵卵（Q） ？ #. *! % % %
!" ,-# 营巢（@） ,-, )% *, ) # #

!! ,-. 育雏（@S） ？
木桩下

B5H3D A83+
% % %

!# ,-!) 营巢（@） ,-!1 #" *" ! " "
!) ,-!1 营巢（@） ,-#) !#" !#* ) ) )

@：53A845: N3D4GH；Q：45>BC984G5 N3D4GH；@S：53A8K45: N3D4GH

金色林鸲巢呈碗状，巢口圆形，一般被草遮

挡，较为隐蔽（图 !）。测得 , 巢大小的平均值

分别为：内 径 *-. >+，外 径 !#-# >+，巢 深 )-1
>+，巢高 ,-) >+。巢材以苔藓为主，内层衬有少

许毛发。金色林鸲筑巢需要 * ( . H。在 !" 次 *
+45 的营巢行为观察中，仅见雌鸟营巢。有时

雄鸟也会出现在巢的周围，但嘴上未见衔有巢

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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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色林鸲雌鸟一般在早晨 !："" 时左右首

次离巢，晚上 #"："" 时左右回到巢中。$ 巢雌

鸟在早出时间和晚回时间上存在显著差异，其

中巢 # 的早出时间显著迟于巢 %（&’(()*+,-(./
0.1-：! 2 $3%4"，" 2 "3""5）和巢 5"（! 2 %34"6，

" 2 "3"""），而巢 % 与巢 5" 之间没有显著差异

（! 2 "3%!6，" 2 "3!$6）。巢 #、巢 % 雌鸟的在

巢率与巢 5" 存在显著差异，前者为 7!358和

79348，而巢 5" 仅为 9!3#8。分析表明，巢 5"
雌鸟在巢率低的原因在于存在异常离巢。巢 #
和巢 % 雌鸟出巢时间较为稳定，一般均在 #"
:,( 以下，仅巢 # 有 5 次为 ##" :,(，而巢 5" 雌

鸟的 $56 次出巢中，有 #6$ 次的出巢时间!#"
:,(，另有 6 次的出巢时间异常（大于 4" :,(），

卵温低于 #4;的总时间达到 # #!! :,(（$937 +），

详见表 $。

表 ! 瓦屋山金色林鸲雌鸟孵卵时异常离巢情况

"#$%& ! ’()*)#% +&,&**&* -. /0& 1-%2&( 3)*0 4-$5( #/ 6#7)*0#(，85,0)#(

巢号

<.1- (=:>.?
天气

*.’-+.?
日期（月 @日）

A’-.（&B(-+3C’-.）

出巢时间

0,:. BD
E.’F,(G

外出的时间

0,:. BD BDD)(.1-
（:,(）

外出时最低气温

HBI.1- ’,? -.:J.?’-=?.
C=?,(G BDD)(.1-

（;）

最低卵温

HBI.1- .GG
-.:J.?’-=?.

（;）

卵温 K #4;时间

0,:. BD .GG
-.:J.?’-=?. EBI.?
-+’( #4;（:,(）

# 阴，雾 DBGG/ 43$ !："! ##" 536 73" #56
阴 BF.?L’1- !37 5%：4% 5!% !3# 5#37 544
阴 BF.?L’1- !35$ 55：#9 55" %3! 553" 5"$
阴 BF.?L’1- !35% 54：%4 95 939 5%34 !"
阴 BF.?L’1- !354 5#："! %44 535 737 %%9

5"
中雨雾

?’,( ’(C DBGG/ !35! 4：%! !49 534 636 !4!

多云 LEB=C/ !359 4：%" $94 "3$ 5"3! $9"

多云 LEB=C/ !357 5"：56 47 73% 5%3# %6
晴 D,(. !356 5"：$7 566 737 5$34 565

多云 LEB=C/ !3#" 5#：## #%4 73% 5%34 #$4

金色林鸲雌鸟异常离巢的平均时间为 #4%
:,(（# 2 5"），最长达到 !4! :,(。异常离巢发生

在整个孵卵期的前期和中期，各种天气条件下

皆有发生。雌鸟离巢阶段最低环境气温平均为

%376;，最低卵温平均为 55397;。

将 5 天分为 4 个时间段，即 7："" 时以前、

7："" M 55：""、55："" M 5%：""、5%："" M 59："" 和

59："" 时以后，分析孵卵雌鸟在各时间段平均

每次离巢时间的变化，结果表明，金色林鸲巢

#、%、5" 雌鸟各时间段离巢时间均存在显著差

异（N?=1O’E)*’EE,1 0.1-：$% 2 %，" K "3"5，表 %）。

巢 % 早晨 7："" 时以前的离巢时间最短，而巢 #、

5" 则是下午 59："" 时以后的离巢时间最短。金

色林鸲雌鸟每次离巢时间的长度和环境温度呈

明显的正相关（PJ.’?:’(，& 2 "3557，" 2 "3""9，

# 2 4$5）。

表 9 瓦屋山金色林鸲雌鸟孵卵 : 天各时间段平均每次离巢时间的变化（单位：:,(）

"#$%& 9 ;<&+#=& +&,&** %&(=/0 -. /0& .&>#%& 1-%2&( 3)*0 4-$5( #/ 25..&+&(/ 2#5%? @&+5-2，6#7)*0#(，85,0)#(

巢号

<.1- (=:>.?
7："" 以前

Q.DB?. 7："" ’:
7："" M 55："" 55："" M 5%："" 5%："" M 59：""

59："" 以后

RD-.? 59："" J:
"

#
639! S $3!4

（$7）

6355 S $355
（!5）

6369 S %3""
（46）

553$! S %3!9
（47）

7395 S %3$#
（%7）

"3""4

%
736$ S $3"5

（#6）

736% S $3%!
（$5）

63!6 S $3%7
（$!）

5"36% S $3$#
（$4）

553!! S $3$4
（$7）

"3""5

5"
553"9 S $3#7

（#6）

5$3#" S 934$
（%"）

5#3%! S %3!"
（$9）

5%35$ S !3!5
（$"）

6374 S #37%
（$6）

"3"""

括号中为样本数（P’:JE. 1,T. 1+BI( ,( J’?.(-+.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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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育雏 跟踪观察巢 ! 和巢 "# 至雏鸟成功

离巢，发现育雏期均为 "$ %。根据巢 "# 雌鸟第

" % 的暖雏数据，其在巢率为 &’(，每次外出时

间为（"#)!! * +)#’）,-.（! / !#），一般间隔（"0)12
* ’)+#）,-.（ ! / 1’）外出一次。金色林鸲雌雄

鸟均参与育雏。根据 $ 月 & 日对巢 " 的观察，

雌鸟每小时喂食 2)+ 次，雄鸟每小时喂食 1)"
次。

$ 讨 论

金色林鸲曾被报道营巢于岸边陡坡、树根

或石头下面的洞中［2］，本文的 "! 巢中，有 "" 巢

位于林间小路边或滑雪场边的小陡坡上，其营

巢环境的形成均与人为因素有关。金色林鸲这

种营巢特点，体现了其对人工环境的适应性。

关于金色林鸲雄鸟的羽毛延迟成熟现象，以

前未见报道。已知其近缘种白眉林鸲（"#$%&’($
&!)&*+%）具有雄鸟羽毛延迟成熟现象，且亚成体雄

鸟可以繁殖［+］。

金色林鸲的繁殖期时间延续较长，营巢期

从 2 月下旬一直到 $ 月中旬，我们分析，由于金

色林鸲的繁殖期较长，多数雌鸟在首次繁殖失

败的情况下，有机会再次营巢繁殖。巢 1 首次

离巢时间显著迟于巢 2 和巢 "#，这可能与巢 1
繁殖时间早（+ 月 1 日已开始孵卵），日出时间

相对较晚有关。

巢 "# 雌鸟长时间离巢时，其卵温大幅度降

低，但其最低卵温与外出阶段的最低气温相比，

仍高出近 &3，说明金色林鸲的巢具有一定的

保温性。巢 "# 雌鸟孵卵时的异常离巢，分析可

能与以下原因有关。第一，巢 "# 的异常离巢多

发生在 "#：## 4 "$：## 时之间，其位置距离民工

居住的工棚约 +# ,，人为干扰相对较大。推测

部分异常离巢可能与人为干扰有关。但发生于

清晨的及出巢时间非常长的几次异常离巢，则

可以排除人为干扰的原因。第二，金色林鸲在

+ 4 & 月 的 主 要 食 物 是 鞘 翅 目、膜 翅 目 等 昆

虫［!］，在繁殖期属于食虫性鸟类。对于以昆虫

为主要食物的雀形目鸟类，在恶劣天气条件下，

会因为取食困难而影响正常的孵卵节律［$］。瓦

屋山顶以阴雾天气为主，$ 月 "$ 日和 "& 日巢

"# 雌鸟连续两天清晨第一次离巢就长时间未

归，可能与 "$ 日早晨连续下雨 2 个多小时有

关。推测天气可能是金色林鸲雌鸟异常离巢的

主要原因，雌鸟出巢时间的长短和环境温度呈

明显的正相关，亦说明天气因素对金色林鸲雌

鸟的孵卵节律有重要影响。

尽管巢 "# 雌鸟多次出现异常离巢，卵温最

低达到 0)03，但最终雌鸟仍成功孵出 1 只雏

鸟，说明其卵对低温有一定的抵御能力。在大

山雀（,#$+% -#./$）、煤山雀（, ) #0($）的研究中，

亦曾发现恶劣天气孵卵雌鸟离巢 2 4 0 5，但并

未明显影响到卵的孵化率［&］。

巢 "#雌鸟的孵卵期为 "& %，大于其它 ! 只雌

鸟。我们认为，异常离巢增加了雌鸟的孵卵期。

雀形目鸟类孵卵时一般不使卵温低于 1+3，而

1+3亦 被 认 为 是 鸟 类 孵 卵 的“生 理 零 温 度”

（6578-9:9;-<=: >?@9 A?,6?@=AB@?），当卵温低于 1+3
时，卵一般停止发育［&］。巢 "# 雌鸟整个孵卵期的

异常离巢达到 ’ 次，离巢期间卵温低于 1+3的总

时间达到 !&)0 5，因此如果去除异常离巢因素后，

巢 "#雌鸟的孵卵期亦在 "$ % 以内。

致谢 本研究野外工作得到四川省瓦屋山自然

保护区的大力支持和帮助，在此深表谢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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