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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巴东寿带鸟繁殖行为观察

马 强 苏化龙 肖文发
（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森林生态与环境保护研究所 北京 %"""(%）

摘要：!""! 年 # 月 & !""$ 年 ) 月，在湖北省巴东县沿渡河镇的东圩口、小溪、锯锯湾、两河口等 $ 个村，

对寿带鸟（1%*2&#2"($% 2+*+3#&# #$4%#）的繁殖生态进行了初步研究。研究结果显示，寿带鸟在湖北巴东的繁

殖时间为 # 月下旬 & ’ 月上旬，主要在农田居民区附近的阔叶树上营巢，巢材主要有青苔、草叶、草茎、细

草根、棕丝、树耳、蜘蛛网等。筑巢工作主要由雌鸟承担，一般需要 # & ’ * 即可完成。巢距离地面高度

%+’! & ,+$# -，巢外径 ,+" & )+) .-，巢内径 $+( & ,+$ .-，巢深 !+( & $+% .-，巢高 ,+/ & (+# .-。雌鸟每天

产 % 枚卵，产卵时间均在清晨。窝卵数 $ 枚（$ 0 %%），卵产齐后即开始孵化，雌雄鸟轮流孵卵，孵化期 %/
*。雏鸟晚成性，雌雄共同育雏，育雏期 ( *。寿带鸟对不同的外界干扰反应明显不同，当有对其卵和雏

鸟构成威胁的动物接近时，护巢行为表现十分强烈；而对其没有威胁的物种接近其巢时则无动于衷。面

对同样的干扰，雌雄亲鸟的反应存在显著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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寿带鸟（!"#$%&$’()" $*#*+&%& &),"&）属雀形目

（!"##$%&’(%)$#）!科（*+#,&,"-&."$），主要分布于

云南、东北、华北、华南等地。寿带鸟虽然分布

很广，但主要栖息于海拔 / 011 ) 以下的低山丘

陵和山脚平原地带的阔叶林中，尤其喜欢沟谷

和溪流附近的阔叶林。由于栖息地的破坏，目

前在很多地区已经很难见到。有关该物种的专

门研究工作亦较少，国内仅有为数不多的报

道［/，2 3 4］。

/554 3 0110 年对三峡库区陆栖野生动物本

底调查和监测调查结果显示，在库区的 /6 个县

区中，有 /1 个县区有寿带鸟分布［0］。0110 年 7
月 3 0118 年 6 月，作者对分布于湖北省巴东县

沿渡河镇东圩口（2/9/6:02;<；//19/=:26;>）、小

溪（2/9/5:70;<；//19/5:/2;>）、锯锯湾（2/9/5:/7;
<；//190/:21;>）、两河口（2/9/4:26;<；//19/5:00;
>）等 8 个自然村的寿带鸟的繁殖生态进行了较

为系统的观察，现将结果报道如下。

! 自然概况

巴东县位于湖北省西部，鄂西山区的东部，

地处中纬度，属北亚热带季风气候区，植被类型

以亚热带常绿阔叶林为主，但原始植被已较少

见，次生林较多。最低海拔 /25 )，最高海拔达

2 1/2 )。由于地形和海拔高度的影响，气候垂

直变化显著。全县年平均气温在 =?= 3 /=?=@
之间，低 山 极 端 高 温 8/?4@，高 山 极 端 低 温

A /=?/@。沿渡河（又称神农溪）为本区内的主

要水系，水量丰富、落差较大，贯穿巴东县江北

全境，向南注入长江。

" 研究方法

0110 年 7 月中旬开始对寿带鸟经常活动

的区域进行考察，寻找到寿带鸟的巢。选定适

宜的鸟巢，进行定点定时跟踪观察。调查寿带

鸟巢区范围内植被类型及环境状况，记录每天

寿带鸟的活动时间与范围、孵卵及育雏等各种

行为，使用托盘天平、电子天平定时称量鸟卵和

雏鸟体重。使用电子温度计定时量取雏鸟泄殖

腔内温度。在所观察的 /2 个寿带鸟巢中，以

10B、10C、18C 巢为重点，观察其繁殖行为；因为

10D 和 10> 巢是弃巢，只记录巢址和巢的量度

资料；对其他各巢进行一般观察。

# 结 果

#$! 巢址选择与筑巢行为 7 月中旬，寿带鸟

开始营巢，发现的 /2 个巢均在居民区附近，对

其逐一进行测量，结果见表 /。巢材主要有青

苔、草叶、草茎、细草根、棕丝、树耳、蜘蛛网等。

筑巢时，亲鸟先在枝杈处放一些草茎或青苔等

巢材，然后衔来蜘蛛网缠在外面；而后再添加巢

材，接着再缠蜘蛛网，如此不断重复。当巢筑得

比较高时，寿带鸟（通常是雌鸟）用前胸向下压

巢材，同时用腿向后蹬，把身下的巢材蹬向外

边，并与外边的蜘蛛网粘结，然后，再衔来草茎、

青苔等放于窝沿内侧，接着再缠蜘蛛网、压蹬巢

材。筑巢过程中，寿带鸟还不时叼来树耳（真菌

类）粘在巢的外边，再加上巢材中有很多是青

苔，这样寿带鸟的巢就有了很好的隐蔽性。寿

带鸟筑巢较快，一般 7 3 = . 即可完成。巢呈倒

圆锥形，轻薄、坚固，非常精巧，但筑巢过程并不

是很复杂。观察结果表明，寿带鸟的筑巢工作

由雌、雄鸟共同承担，但雄鸟参与较少，尤其是

筑巢后期。

#$" 产卵与孵化 寿带鸟每天产 / 枚卵，产卵

时间均在清晨，窝卵数 8 枚（ ) E //）。0110 年 4
月 21 日 3 = 月 2 日，10F 巢雌鸟连续产卵 8 枚，

其产卵时间为 8：/4 3 4：77 时。对 10B 巢亲鸟

的观察显示，产卵期间，白天雌、雄鸟不时到巢

中短时间伏窝，夜晚雌、雄鸟均不在巢中，而是

停栖在巢上方 0 3 8 ) 的树枝上过夜，黎明时分

雌鸟到巢中伏窝产卵。

卵产齐后，亲鸟即开始孵卵。在孵化期内，对

2个巢进行了 // 个孵化日（其中 10B 巢观察了 4
.）的观测。结果显示，雌鸟孵卵时间明显多于雄

鸟，白天（自雄鸟第一次替换雌鸟孵卵开始，至雄

鸟傍晚最后离巢为止）雄鸟平均孵卵 067?0 )&GH.，

而雌鸟为 8/4?8 )&GH.。晚上都是雌鸟在巢中孵

卵，从未见到雄鸟夜间在巢孵卵。若算上夜晚在

巢中孵卵的时间，雌鸟长达 / 166?4 )&GH.，为雄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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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倍。

表 ! 寿带鸟巢、卵数数据

"#$%& ! "’& (#)# *+ ,&-)- #,( &..-

巢号

%&’()*

巢外径

+&,)*
-./’),)*
（0’）

巢内径

122)*
-./’),)*
（0’）

巢高

3).45, 67
,5) 2)8,
（0’）

巢深

9):,5 67
,5) 2)8,
（0’）

距地面

3).45, /(6;)
,5) 4*6&2-

（’）

卵（或雏）数

%&’()* 67 )44
（6* 2)8,<.24）

巢址状况

=,/,&8 67 ,5) 2)8, :68.,.62

>$? @"# A #"$ B"# A @"C #"B !"# $"$ D
距庭院边缘 $"#! ’。在蓖麻树
上。

>$E F"! A #"# B"D A @"> F"F D"C $"BB C
距旁边小路 $"# ’。在枇杷树的
细横枝 上。弃 巢。在 附 近 发 现
一只死的雄鸟。

>$G F"@ A F"# B"F A @"! F"B !"> $"CD D
距田边小路 $"H@ ’。在小李子
树细横枝上。

>$9 F"B A F"H D"H A @"$ #"C !"D C"F$ D
距小路 !"$ ’，距庭院边缘约 $"B
’。在小杜仲树上。

>$I F"! A F"B B"B A @"> #"# !"B $">@
距庭院边缘 C"B ’。在小黄檗树
上。发 现 时 小 鸟 死 亡，亲 鸟 弃
巢。

>$J F"# A F"H B"B A @"D H"B !"$ $"># D
距小路 F ’。距庭院约 CF ’。在
小杜仲树上。

>D? F"$ A F"# B"# A @"> @"B !"B @"DB D 距农户庭院护坡墙 C ’。

>DE @"> A F"B B"D A B"H #"> !"B C"F# D 距农户庭院 C$"$ ’。

>DG @"# A F"F B"D A B"H H"> !"# $"$D D 距农户庭院 $"B ’。

>D9 F"> A F"D B"B A B"# #"> !"$ !"D$ D
距离农户庭院 B">$ ’。巢遭到
人为破坏。

>DI F"$ A F"D B"B A B"# @"B !"C $"$# D 距离农户庭院 B ’。

>DJ @"# A @"H B"D A B"@ F"C !"! C"## D
距离农户庭院 C"F@ ’。仅孵出 C
雏鸟，顺利离巢。

>DK @"@ A F"@ B"B A @"$ @"! $"H D D
距离农田 !"D ’。距离农户庭院

$$ ’。

孵卵早期，较长时间晾卵对寿带鸟的出雏

率影响不大。$>>$ 年 @ 月 H 日（即 >$? 巢开始

孵化的第 D -），整个晚上 >$? 巢亲鸟均未在巢

中孵卵，当天晚上气温只有 CHL，且间或有小

雨，但这些几乎没有对鸟卵造成任何不良影响，

D 枚卵均如期顺利出雏。

在观察过程中，发现卵重随着孵化的进行

而持续减轻，至出雏前鸟卵的重量约为开始孵

化时的 ##"$M。卵重变化较为均匀，只是在出

雏前夕，重量减轻得较快（图 C）。

/0/ 育雏行为与雏鸟发育

/0/0! 亲鸟喂食行为 巴东地区的寿带鸟巢内

育雏期 H -（! N @ ），雌雄鸟共同育雏。雏鸟孵出

后不久，亲鸟即开始喂食，但所喂食物很小，喂食

频率也较低，喂食后即入窝继续孵化未出雏的卵

并给新生雏鸟保温。亲鸟喂食频率随着雏鸟日

龄的增长而变化。随着雏鸟的长大，亲鸟不但喂

的食物更大，喂食频率也不断提高。>$? 巢 @ 月

$> 日（出雏的第 $ -）亲鸟喂食频率为 D"D! 次O5，

而到了 @ 月 $F 日（雏鸟离巢的前 C -）提高到

·!C·$ 期 马 强等：湖北巴东寿带鸟繁殖行为观察



图 ! 卵在孵化期间的失重变化

"#$%! &’( )(#$’* +’,-$( ./ ($$ #- *’(
#-+01,*#.- 2(3#.4

!"#$% 次&’，为前者的 (#%( 倍。雄鸟的喂食频率

高于雌鸟，在整个育雏期，雄鸟的平均喂食频率

是 )#*! 次&’，而雌鸟为 )#"" 次&’。

雏鸟出壳后体重增长很快，+ 日龄时体重

（!%#!$ ,）为 ! 日龄时体重（(#(% ,）的 -#)) 倍。

值得注意的是雏鸟体重的最大值出现在 + 日

龄，而不是在离巢前。但所观察的 "(. 巢的亲

鸟喂食频率的最大值（!"#$% 次&’）出现在雏鸟

离巢前。看来，寿带鸟雏鸟离巢前体重减轻并

不是亲鸟减少喂食次数导致的（图 (）。

图 5 雏鸟体温与体重发育状况

"#$%5 &’( 4(6(7.28(-* ./ -(9*7#-$’9
)(#$’* ,-4 *(82(3,*03(

:;:;5 各地寿带鸟孵化期和育雏期的比较

从表 ( 可以看出湖北巴东的寿带鸟的孵化期和

育雏期均短于长白山［/］、山西历山［-］及山东泰

安的［%］。在巴东繁殖的寿带鸟的孵化期短于在

北方繁殖者，可能是由于气候的原因，在巴东的

活动积温明显高于其他地区。积温对于植物生

长、昆虫发生世代等的影响早已被证明，对鸟类

的孵化期有所影响也属正常，只是还需进一步

研究。与北方相比，南方夏季温度高、湿度大，

各种昆虫大量繁生，食虫鸟类的食物极为丰富，

这可能是巴东地区寿带鸟的育雏期明显短于其

他地区的主要原因。在巴东繁殖的寿带鸟，喂

食频率明显高于在北方繁殖的个体。在黑龙江

尚志县老山地区［)］，雏鸟孵出后的第 + 0，亲鸟喂

表 5 寿带鸟的孵化期、育雏期与当地的活动积温

&,17( 5 &’( 3(7,*#.- ./ #-+01,*#.- 2(3#.4、/((4 2(3#.4 ,-4 +0807,*#6( *(82(3,*03(

长白山

1’23,4256’23
山西历山

756’23 3289:; :;6;:<;
山东泰安

=25’23 >?938@，A’230?3,
湖北巴东

B20?3, >?938@，C94;5

孵化期（0）

D3>94285?3 E;:5?0 !/ F ! !% !) G !% !)

育雏期（0）

H;;053, E;:5?0 !! G !( !( !! G !( *

!!"I的积温（I）

19J9K285<; 8;JE;:289:; ( """ G ) /"" ( /"" G ) /"" ) /"" G % """ % /"" G / """

食 )% 次；而在巴东地区，同样是出雏后的第 +
0，总喂食次数约为 !/" 次。这在一定程度上反

映了两地在食物供应上存在着差别。

另外，在巴东，曾数次观察到雏鸟有“饱食”

现象，即亲鸟来喂食时，雏鸟因吃饱而不张嘴接

食。一般情况下，亲鸟一回巢，就有不止一只雏

鸟张嘴接食；如回巢时无雏鸟张嘴，亲鸟会叫一

声，雏鸟闻声即张嘴接食。但雏鸟吃饱后，即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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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鸟叫很多声，亦不张嘴接食。这种情况下，亲

鸟会在树枝上跳动，改变身体的方向后再鸣叫，

或是短暂飞离后再回来设法给雏鸟喂食，若雏

鸟还不张嘴，亲鸟便自己将食物吃掉后飞走。

!"!"! 体温调节能力随生长发育的变化 雏

鸟刚出壳时，体表大部分裸露无毛，体温调节能

力较差，体温受环境温度影响很大，主要靠亲鸟

为其保温。随着雏鸟羽毛的长出，体温调节能

力越来越强。至离巢时，雏鸟体温（!"#$%）已

接近成鸟（!&#’%），且逐渐摆脱了环境温度的

影响，维持基本恒定（图 ’）。

!"# 对外界干扰的不同反应 孵卵期间，亲鸟

对干扰的反应有所不同：雌鸟受到小的干扰时

一般不离巢，但当危险迫近而离巢时，应激反应

较强烈，需要较长时间才能恢复平静，回到巢中

继续孵卵；而雄鸟受到相对较小的惊扰即离巢，

但应激反应较雌鸟弱，不久即可回巢。在对孵

卵亲鸟进行的 & 次干扰试验中，有 ’ 次雌鸟是

被摸到尾巴才飞走，平均过 $ ()* && + 回巢继续

孵卵；雄鸟则不同，人站在离巢 & ( 处挥动手

臂，即飞走，但飞得不远，人离开后 , ()* !" + 即

回巢继续孵卵。

此外，寿带鸟对靠近其巢的不同动物有着不

同的反应。黄臀鹎（!"#$%$%&’( )*$&+%,,+%’(）在距

其巢不到 ’ ( 的树枝上长时间鸣叫，孵卵亲鸟无

动于衷。红尾水鸲（-+"*#%,$.( /’0.1.$%(’(）在离巢

仅 , (的树枝上打架，伏窝的寿带鸟也没有不安

的表现；但棕背伯劳（2*$.’( (#+*#+）接近时却会遭

到猛烈攻击，而且孵卵的亲鸟离巢驱逐伯劳的同

时还会发出叫声，召唤配偶回来一同攻击，直到其

飞走为止。当丽纹龙蜥接近时，寿带鸟的反应同

样激烈，尤其是雄鸟会飞过去猛啄，丽纹龙蜥一般

马上逃走。曾观察到一次雄鸟将 , 只接近鸟巢的

丽纹龙蜥（幼体）叼起来抛到附近的房顶上。对鹊

鸲（3%4("#+’( (*’0*,.(）、小 灰 山 椒 鸟（!5,.#,%#%&’(
#*$&%$5$(.(）、黑枕黄鹂（6,.%0’( #+.$5$(.(）等的驱逐

为中等水平。如果离鸟巢较远，则继续在巢中安

静地孵卵并保持警惕；若离鸟巢较近，则主动出击

将其赶走。

# 讨 论

#"$ 湖北巴东寿带鸟巢址选择倾向 以往的

报道称：寿带鸟甚畏人，极易弃巢［! - .］。本次研

究中发现，在巴东地区繁殖的寿带鸟倾向于在

农户附近筑巢繁殖。所研究的 ,& 个繁殖巢均

在农户附近。最近者距农户庭院仅有 , (；最

远的也只有 ’’ (（表 ,）。一些访问资料也显示

其倾向于在农户附近筑巢繁殖。甚至，"’/ 巢

亲鸟在孵卵期间（开始孵卵的第 ! 0）被鸟网网

住，量过体温后放走，亦未弃巢。之所以出现此

种巢址选择倾向，我们认为野生鸟类在农户庭

院附近繁殖，虽然面临着一个很大的危险———

即巢被人发现而遭毁坏，但来自天敌的威胁却会

大大减小。南方地区蛇类等爬行动物较多，还有

伯劳、乌鸦、红隼等鸟类，及黄鼬（7’(&50* (.8.,.#*）、

香鼬（7 # *0&*.#*）、鼬獾（750%1*05 9%(#+*&*0）等一

些中小型兽类。它们对小型鸟类的繁殖构成极

大威胁，经常吞食鸟卵、雏鸟，甚至是孵卵的成

鸟。在农户附近筑巢繁殖，这方面的危险就会

大大降低。当然，我们所见到的寿带鸟巢均在

农户附近，是否是由于农户庭院附近筑的鸟巢

更容易被发现，而在山林中的巢相比之下难以

找到，还有待于进一步研究。

#"% 寿带鸟的色型问题 寿带鸟共有 ,. 个亚

种，其中 & 个亚种在我国有分布：（,）普通亚种

（: # 4 # .$#5.），分布于我国大部分地区；（’）滇西

亚种（: # 4 # (*&’,*&.%,），分布于云南西部；（&）滇

南亚 种（ : # 4 # .$;%#+.$5$(.(），分 布 于 云 南 西 南

部。本文所观察的是普通亚种。寿带雄鸟有两

种色型：栗色型和白色型（图 &）。栗色型的背、

肩、腰和尾上覆羽等为深栗红色，尾栗色或栗红

色，两枚中央尾羽羽干暗褐色（图 &：1）。白色

型的头、背至尾等上体为白色，各羽具细窄的

黑色羽干纹（图 &：2，0）。雌鸟整个头、颈、额、

喉均与栗色型雄鸟相似，但辉亮差些，羽冠亦稍

短，中央尾羽不延长（图 &：3）。曾有学者认为

白色型的产生是年老所致［,"，,,，,&］，但又发现 &
个亚 种 的 白 色 型 所 占 比 例 不 一。有 学 者 认

为 ：多数 (*&’,*&.%,的雄鸟为白色型；.$#5.的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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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 型 不 到 一 半；而 !"#$%&!"’"(!( 几 乎 无 白 色

型［!］。还有学者更具体指出：()*+,)*!$, 雄鸟的

白色型占 !"# 以上；!"%’! 的白色型只占 $%# ；

而 !"#$%&!"’"(!( 无白色型［&$］。笔者观察的 &’
个繁殖巢中只有 ’ 巢的雄鸟为白色型（"$(、

")*、")+ 巢），仅占 $’,&#。至于普通色型与白

色型之间的关系，笔者认为是两个独立的色型，

并不是随着雄鸟年龄增长而产生的羽色变化。

当然，这还需要进一步的环志研究和分子生物

学研究加以证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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