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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 )"#$’ 年每年的 % )H 月! 在陕西神木县红碱淖 "’&r#%b"$u)’&r#%b%’u4! $#&r(’b$"u)

$#&r(’b%#u8#对白喉林莺"@0,>#+ 3)**)3+#的繁殖生态进行了研究& 结果表明! 白喉林莺 % 月末迁来繁

殖! ( 月初开始营巢于油蒿":*4%?#&#+ (*=(&#+#*臭柏"@+9#$+ >),/+*#&#和沙棘"B#22(2"+%*"+?$(#=%&#灌丛

中! 巢口向上呈深杯状! 巢由柳絮*枯枝和干草编织而成& 对 ’’ 个巢的参数进行了测量! 巢外径"&I*"

x#I""H#2:! 巢内径"(I"$ x#I#/%#2:! 巢深"(I#( x#I$*##2:! 巢高"&I#’ x#I$/(#2:! 巢距地面高

度""%I&$ x$I#/%#2:! 巢约位于植株高度的 $0’ 处"由下而上#& 营巢成功率为 HHI$J" $ m’(#! 窝卵

数 % )( 枚"$ m"H#! 卵重"HI%& x#I#"$#A! 卵长径"$HI"H x#I#(H#::! 卵短径"$"I/* x#I#/##::" $

m$’##& 孵化期为 $$ )$’ F! 孵化率为 &’I$J! 雏鸟出飞为 &#I&J& 雏鸟的形态参数生长符合 c5A<BX<2

曲线方程拟合& 植被高度*植被盖度和单株植物冠径是制约白喉林莺巢址选择的主要因素! 同时恶劣

天气和人为干扰是影响繁殖成效的主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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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白喉林莺 " @0,>#+ 3)**)3+ # 属于雀形目
"e;BB?[<Y5[:?B#莺科 " T‘=_<<F;?#莺属! 主要分
布于古北界的温带区! 是一种杂食性鸟类
"L;B5@ $&H*#& 国内主要分布于河北*北京*天
津*山西*陕西*宁夏*甘肃*内蒙古*青海*新疆*
西藏等地"郑光美 "##(#! 栖息于开阔的浓密
灌丛或山地竹林& 繁殖期在榆林地区均能见到
"王中强 "#$##& 国外! L;B5@ "$&H*#对英国
南部白喉林莺等 ( 种莺属鸟类的营巢生境*繁
殖季节*窝卵数和繁殖成功率等方面进行了研
究! 并比较了 ( 种莺属鸟类的繁殖生态方面差
异& 45[:;@ "$&&"#和 75FF‘"$&&%#采用环志
方法分别研究了美国克利夫兰地区和英国克鲁
克地区白喉林莺种群数量及扩散现象& 尽管国
内白喉林莺分布比较广泛! 但对其繁殖生态了
解较少& 笔者于 "#$" )"#$’ 年每年的 % )H
月! 对陕西省红碱淖周边部分地区的白喉林莺
繁殖生态学进行了研究! 掌握其选择怎样的营
巢生境4 巢址*窝卵数和繁殖成功率如何4 哪
些因素制约其繁殖成效4 同时! 探讨相似物种
间繁殖生态学差异性& 以期为白喉林莺生物学
提供参考资料&

AB研究地区与研究方法

ACAB研究地区概况B研究地区位于陕西省神
木县红碱淖湖泊西南角的一片油蒿 ":*4%?#&#+
(*=(&#+ # 和 臭 柏 " @+9#$+ >),/+*#&# 灌 丛
"’&r#%b"$u)’&r#%b%’u4! $#&r(’b$"u)
$#&r(’b%#u8#! 面积约 "I$H >:"! 平均海拔为
$ ""# :& 红碱淖地区属于温带大陆性气候! 年
均气温 (I"k! H 月平均气温 "$I’k! $" 月平
均气温 j$"I&k& 降水一般集中在每年 H )/
月! 占全年降水量的 *(J! 多年年平均降水量
’(# ::! 蒸发量为 " (#$ ::! 春夏两季蒸发量
很大&

研究地区属鄂尔多斯高原荒漠9半荒漠生

境的风沙草滩区! 主要分布灌丛有油蒿群落和
臭柏群落! 其密度和盖度均较大! 局部地段有
人工栽植的柽柳 "6+?+*#L3"#$%$&#&#* 沙柳
"@+,#L3"%#,(2"#,+#*紫穗槐 ":?(*2"+ -*)4#3(&+#
和零星的沙棘"B#22(2"+%*"+?$(#=%&#等灌丛&
ACGB研究方法B从白喉林莺迁来之日起开始
观察! 发现有衔草营巢行为时! 便开始在其活
动区域内仔细搜索该鸟巢& 发现巢后用 ReT
"R’(#! g@<BX[5@A#定位! 同时用卷尺"精确度
为 #I$ 2:! 煌牌! 台湾煌钢集团#对巢外径*巢
内径*巢深*巢高*巢离地面高度和巢位于植物
位置进行测量! 并记录巢形状*巢口方向和巢
材组成& ( 月 $/ 日 )* 月 * 日选取以巢址为中
心 $ :l$ :样方共 %" 个! 测量营巢生境的植
被高度 "2:#*植被盖度 "J#*单株植物冠径
"2:#和距路边距离 ":#! 采取同样方法随机
选取 %" 个样方! 测量未营巢生境的植被因子
进行对照& 每隔 " )’ F 对巢巡查一次! 发现产
卵后用电子天平 "精确度为 #I$ A! gVe’###!
P6#和游标卡尺"精确度为 #I#$ ::! 哈尔滨
量具刃具集团公司#对卵重"A#*卵长径"::#
和卵短径"::#进行测量! 并记录卵的形状和
卵壳特征& 雏鸟出壳后! 每天的同一时间记录
雏鸟生长情况直到雏鸟出飞为止! 用电子天平
和游标卡尺测量雏鸟体重"A#*体长"2:#*嘴峰
长"::#*翼长 "::#*跗跖长 "::# 和尾长
"::#! 并对雏鸟的形态参数拟合生长曲线方
程! 分析形态发育特征&

各生态因子参照曲仲湘等 " $&/% # 方法
测量&

植被高度 "2:#$取样方内所有植物的平
均值&

植被盖度"J#$指灌丛树冠的投影面积与
样方面积之比&

单株植物冠径"2:#$指有巢的灌丛单株植
物冠的直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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巢址距路边距离":#$指巢中心点到路边
的距离&

数据分析采用 TeTT$HI# 统计分析软件!
绘图采用 T<A:;e=5X$"I" 来完成! 文中数据采
用平均值 x标准误"L?;@ xT8#表示& 对营巢
和非营巢生境植被因子差异用非参数 L;@@9
U><X@?‘D检验&

GB结B果

GCAB巢分布及密度B研究地区首见白喉林莺
迁来时间! "#$" 年为 % 月 "% 日! "#$’ 年为 %
月 "’ 日& 迁来时雄鸟在灌丛上鸣叫求偶配对!

确立领域& 营巢始于 ( 月初! 中旬达到高峰!
最晚 ( 月末结束& "#$" 年共发现 "# 巢! 其中!
" 巢筑于臭柏灌丛! $ 巢筑于沙棘灌丛! $H 巢
筑于油蒿灌丛%"#$’ 年共发现 $( 巢! 其中! %
巢筑于臭柏灌丛! $$ 巢筑于油蒿灌丛"图 $#&
在面积为 "I$H >:" 灌丛中! "#$" 年巢密度达
&I"" 个0>:"! "#$’ 年为 *I&$ 个0>:"&
GCGB巢址特征B"#$" )"#$’ 年共发现 ’( 巢&
其中 " 巢未产卵就被大风毁坏& 对 ’’ 巢的参
数进行了测量"表 $#& 白喉林莺巢呈深杯状!
主要由柳絮*枯草杆和枯干枝等编织而成! 主
要营巢于油蒿或臭柏的枝杈上! 巢口方向垂直

图 AB白喉林莺巢分布点
5’(CAB:%2.2&’2.$’#-.’/"/F#:8;$+ 2&00&2+

$ )"# 为 "#$" 年巢分布点! ;)5为 "#$’ 年巢分布点& $ j"# ;[?@?BXZ5<@XB<@ "#$"! ;j5;[?@?BXZ5<@XB<@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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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上 "图 " #! 巢 距 地 面 高 度 为 " "%I&$ x
$I#/%#2:! 约位于植株高的 $0’ 处 "由下而
上#! 隐蔽性较好&

白喉 林 莺 巢 址 主 要 选 择 植 被 高 度 为
"&&IH$ x%I*%( #2:! 植被盖度为 /’I"$J x
"I%’*J! 单株植物冠径为 "&$I#( x"I*’ #2:
和与路边距离为""(IH/ x%I"H"#: " $ m%"#的
油蒿或臭柏灌丛& 与未选择营巢的植被因子对
比! 植被高度"Dm*(I(! No#I#(#*植被盖度
"Dm#! No#I#$#和单株植物冠径"Dm$HI(!
No#I#$#均存在显著差异! 而与路边距离 "D
m$’’I(! Nf#I#(#差异不显著&
GCHB卵特征和孵化B"#$" )"#$’ 年产首枚卵
时间均为 ( 月 $( 日! 约 ( 月 "# 日左右达到产
卵高峰! 日产卵 $ 枚& 平均窝卵数 " %I/’ x
#I#/$#枚"% )( 枚! $ m"H#! 其中 ( 枚卵居多!
占总数 /"I*J& 卵重"HI%& x#I#"$#A"HI% )
HIH A#! 卵长径 "$HI"H x#I#(H #:: "$*I& )
$HI/ ::#! 卵短径"$"I/* x#I#/##:: "$"I’
)$’IH ::#! $ m$’#& 卵底色为灰白色! 卵壳

极薄! 隐约能见卵黄! 卵壳上点缀着浓淡大小
不等的污褐色或紫褐色斑点! 非均匀分布! 在
钝端分布比较密集且斑点较大"图 "#&

孵卵由雌雄鸟共同承担! 雄鸟为孵卵雌鸟
提供食物! 雄鸟在雌鸟离巢时替换雌鸟孵卵&
首见雏鸟出壳为 * 月 ’ 日! 最晚为 * 月 "# 日
出雏& 孵卵期为 $$ )$’ F& 大风损坏和未产卵
前弃巢的共有 / 巢! 营巢成功率为 HHI$J " $
m’(#%"H 巢 $’# 枚卵中! $"$ 枚成功孵化! 孵
化率 &’I$J& $$# 只雏鸟成功出飞! 雏鸟出飞
率为 &#I&J&
GCIB育雏和雏鸟生长B对 ’ 巢中 $( 只雏鸟进
行了观察和测量& 育雏期为 $$ )$’ F! 双亲均
参与喂雏& 在育雏期! 亲鸟护雏行为日趋强
烈! 对雏鸟进行测量时! 亲鸟在巢附近发出严
厉的警告&

# )’ 日龄! 雏鸟全体光裸! 皮肤肉红色!
喙肉红色! 口角橙黄色! 双目紧闭! 眼泡黑!
翅缘黑色& % 日龄! 出现眼缝! 双目微睁开!
头部和体背出现羽芽原基! 飞羽已出现! 尾羽

表 AB白喉林莺巢参数
8+#,%AB:%2.7+$+E%.%$2/F#:8;$+ 2&00&2+ $,_HH%

!
巢外径"2:#

8aX?[@;=F<:?@B<5@
巢内径"2:#

-@X?[@;=F<:?@B<5@
巢深"2:#
4?BXF?ZX>

巢高"2:#
4?BX>?<A>X

巢距地面高度"2:#
4?BX>?<A>X;D5_?A[5\@F

平均值 x标准误
L?;@ xT8

&I*" x#I""H (I"$ x#I#/% (I#( x#I$*# &I#’ x#I$/( "%I&$ x$I#/%

最小 )最大值
L<@ j:;a

HI# )$$I( %I" )*I# ’I( )*I( HI( )$$I# $*I# )’*I#

图 GB白喉林莺及巢卵
5’(CGB:%2.+"&%((2/F#:8;$+ 2&00&2+

;.白喉林莺成鸟% D.巢和卵& ;.7[??F<@AD<[F% D.4?BX;@F ?AA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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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现羽芽& * 日龄! 双眼全睁开! 喙渐变铅褐
色! 头部*腰*腹侧及胫部长出羽缨! 尾羽出现
针状羽毛& $# 日龄! 眼睛明亮! 全身体羽丰
满! 但尾羽较短! 下喙基部羽毛已出! 脚肉色&
人接近巢时! 发出惊叫! 能飞出巢! 但不能高
飞& $$ )$’ 日龄! 雏鸟离巢出飞&

对 ’ 巢 # )$# 日龄白喉林莺雏鸟的形态学
参数进行了测量! 形态学参数生长曲线呈( !)
型"图 ’#& 由于 "#$%&’%(曲线方程能较好地描
述雀形目鸟类雏鸟的体重*体长等形态学参数

增长情况"郑光美 $&&(#! 因此! 对雏鸟体重*
体长等形态学参数增长进行了 "#$%&’%(曲线方
程的拟合"表 "#&

HB讨B论

每年 % 月下旬白喉林莺迁来红碱淖! ( )H
月为白喉林莺繁殖时间& 这种时间的选择可能
与食物的丰盛度有关& 历年的实地调查也证实
了 ( )H 月是蚊子等昆虫最为丰富期! 可为其
提供充足的食物资源&

图 HB白喉林莺雏鸟体重及形态参数增长曲线
5’(CHB]%’(0.+"&,%"(.0($/@.0=-$*%/F#:8;$+ 2&00&2+ "%2.,’"(

;.体重% D.长度指标& ;.75F‘E?<A>X% D.c?@AX> <@F?a.

表 GB白喉林莺雏鸟形态增长拟合曲线方程及相关参数
8+#,%GBV/(’2.’=%R-+.’/"2/F"%2.,’"(2($/@.0=-$*%2/F#:8;$+ 2&00&2+ +"&$%,+.’*%7+$+E%.%$2

参数
e;[;:?X?[B

渐近线";#
OB‘:ZX5X?

斜率" G#
R[5EX> [;X?

拐点"4# #
-@Y=?a<5@

4$# j4&#
c5A<BX<2曲线方程

c5A<BX<22\[_??]\;X<5@ J"

体重"A#
75F‘E?<A>X"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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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动物学杂志 !"#$%&%’()*$+,(-.((,(/0 %& 卷

!!"#$" )"#$’ 年调查发现! 在红碱淖地区白
喉林莺主要选择在油蒿*臭柏和沙棘灌丛中营
巢! 而L;B5@ "$&H*#和e?[BB5@ "$&H$;#认为白
喉 林 莺 主 要 营 巢 于 山 楂 树 " !*+4+%/)&
2#$$+4#-#=+#和李树"N*)$)&&+,#3#$+#! 尤其偏好
较大垂直高度的灌木篱墙! 这与白喉林莺在榆
林地区繁殖营巢生境选择存在显著差异& 这可
能与榆林地区植物群落有关! 榆林地区属于鄂
尔多斯高原荒漠9半荒漠环境! 植被主要是蒿
类*紫穗槐*沙棘*柽柳和沙柳等组成灌丛群落&

白喉林莺对于营巢生境植被选择具有一定
特异性& 与未选择营巢生境植被因子对比发
现! 植被高度*植被盖度和单株植物冠径均存
在显著差异& 这可能与营巢生境具有更好的隐
蔽性和防止被捕食有关& 巢距地面高度为
""%I&$ x$I#/% #2:! 约位于植株高度的 $0’
处& 实地调查发现! 植株高度的 $0’ 处以上植
物枝杈呈伞状且新枝叶比较茂盛! 起到了很好
的遮蔽作用%另外! 巢距地面具有一定高度!
一些小型哺乳动物和猛禽都难以发现或触到而
不易被捕食和破坏&

"#$" )"#$’ 年共发现 ’( 巢! 而实际上产
卵的仅有 "H 巢! 被大风损坏和未产卵前弃巢
共有 / 巢! 营巢成功仅为 HHI$J! 而产卵以后
未发现弃巢现象& 繁殖过程中卵损失主要是由
于亲鸟受惊扰离巢时不慎碰出巢外或大风大雨
使巢倾斜而掉出! 实地观察就发现有 " 巢的地
面上有掉出的卵& 调查中发现! 白喉林莺营巢
时对人为干扰相当敏感! 当成鸟营巢时! 人离
巢约 $# :范围成鸟易受惊而弃巢& 孵卵时!
人站在巢边亲鸟时常卧巢孵卵都不飞离& 因
此! 白喉林莺对于产卵前巢的干扰是很敏感
的! 所以为了保护白喉林莺种群!应该在孵卵
前尽量减少近距离的人为干扰&

白喉林莺平均窝卵数"%I/’ x#I#/$#枚"%
)( 枚! 其中 ( 枚卵居多! 占总数 /"I*J#! 孵
化率和成活率均达到 &#J以上! 明显高于相似

物种漠地林莺"@K$+$+# "L;B5@ $&H*#和灰白
喉林莺"@K3(??)$#&# "e?[BB5@ $&H$D#的平均
窝卵数*孵化率和成活率& c;2G "$&(%#认为窝
卵数大小*雏鸟成活率增加与食物丰富度有关&
我们认为白喉林莺的窝卵数*孵化率和雏鸟成
活率高于其他相似物种! 除了与当地食物丰富
度有关外! 也可能与物种的自身生活史特征
有关&

白喉林莺雏鸟生长速度较快! $# 日龄左
右体重就达到成鸟的 &#J! 体长达到 **IHJ!
翼长达到 *#J! 跗跖长达到 &(J! 尾长仅为成
鸟尾长的 %#J! 尾长在雏鸟形态参数曲线拟合
中影响较大& 雏鸟 $# 日龄以后! 人靠近巢时
易受惊离巢! 雏鸟活动情况和长发育数据的获
取具有相当的大难度! 有待进一步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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