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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灰冠鸦雀"N+*+=(L(*$#&2*H%U+,&P###是狭域分布的中国特有鸟种! 分布区仅局限于岷山北部& 近

年来关于该种的新发现为我们提供了其栖息地和现有分布范围的宝贵信息! 但该种的繁殖情况还从未

有观察与报道& "#$’ 年 * 月 $# 日! 我们在四川省唐家河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内发现 $ 对正在育雏的灰

冠鸦雀及其 ’ 只新生雏鸟! 对其巢址生境和巢的结构进行了详细记录& 灰冠鸦雀筑巢于稀疏的岷江冷

杉":9#%&-+L($#+$+#和红桦"<%4),+ +,9(X&#$%$&#&#混交林下的浓密缺苞箭竹"5+*/%&#+ =%$)=+4+#丛中! 巢

址海拔 " H## :! 位于陡峭阳坡接近林线处& 巢为结构精细的杯状巢! 高约 *I* 2:! 深约 (I# 2:! 巢口

内径 %I/ 2:! 外径 HI# 2:& 巢由干草叶与竹叶编织而成! 巢壁外侧装饰有大量绿色苔藓& 本报道为灰

冠鸦雀野外繁殖的首次记录! 为今后深入开展该珍稀鸟种的繁殖生态和栖息地选择研究提供了基本

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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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灰冠鸦雀"N+*+=(L(*$#&2*H%U+,&P###为中国
特有鸟类! 是典型的狭域分布种! 种群数量稀
少! 被-g64 ?̂Fc<BX和0中国物种红色名录1都
评估为易危"dg#种"汪松等 "##&#& 目前已知
的灰冠鸦雀分布范围仅限于岷山北部! 包括甘
肃省南部的岷县*卓尼*舟曲! 以及四川省北部
的九寨沟县*青川县*平武县"董磊等 "##H! 张
琼 "#$"#& "##H 年董磊和奚志农在四川省青
川县的唐家河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内拍摄到灰冠
鸦雀! 成为此物种 $& 世纪末期被发现命名以
来首次野外影像记录"董磊等 "##H#& 已有的
有限记录显示! 灰冠鸦雀分布于海拔 " %## )
’ ’## :之间! 典型的栖息地类型为林下有茂密
缺苞箭竹"5+*/%&#+ =%$)=+4+#丛的云冷杉针叶
林! 以及林缘草地与灌木结合带 "董磊等
"##H! 张琼 "#$" #& 但由于灰冠鸦雀数量稀
少! 分布区域偏远! 研究者未曾在野外对其繁

殖行为有过直接观察! 至今未有对其巢及巢址

生境的详细报道&

笔者 "#$’ 年 * 月 & )$$ 日在唐家河国家

级自然保护区的大草堂区域 " ’"r’/b’/u4!

$#%r%Hb(’u8#开展野生动物调查时! 发现 $ 对

正在育雏的灰冠鸦雀! 首次对此珍稀鸟种的繁

殖行为进行了观察! 对其巢址生境和鸟巢的形

态结构进行了详细记录&

灰冠鸦雀巢址选择在坡度较大的阳坡! 海

拔 " H## :! 处于针叶林与高山灌丛交界的林

线上& 巢址周围分布着稀疏的岷江冷杉":9#%&

-+L($#+$+#和红桦 "<%4),+ +,9(X&#$%$&#&#! 乔木

层郁闭度 o#I"% 林下分布有浓密的缺苞箭竹!

高 $IH )"I# :! 盖度 f&(J"图 $#& 巢址紧靠

一条小沟! 与其距离 " :% 雨天时沟内有地表

流水! 晴天时在凹处有少量积水&

图 AB灰冠鸦雀巢址生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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箭头所指即为灰冠鸦雀巢所在处&

V>?@?BXE;B=52;X?F \@F?[X>?;[[5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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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GB缺苞箭竹丛中的灰冠鸦雀巢

5’(CGB;-2.?[.0$/+.%&6+$$/.#’,,92"%2.’"&%"2%<+0-’($+ 7’,&7+%+ #+E#// -"&%$($/@.0

!!笔者 * 月 $# 日下午在大草堂区域观鸟时!

发现 " 只灰冠鸦雀成鸟& 在使用双筒望远镜观

察期间"$*$(# )$H$"# 时#! 发现两鸟交替反

复回到固定的某处箭竹丛! 推测这两只灰冠鸦

雀可能为正在育雏的亲鸟& 在观察期间! " 只

亲鸟在巢址周边 "# :范围之内觅食! 交替返

巢喂食雏鸟! 每次喂食间隔 % )( :<@& 在观察

结束时! 笔者在亲鸟离巢期间接近箭竹丛! 迅

速找到鸟巢! 对巢进行了快速检查& 灰冠鸦雀

巢构筑在缺苞箭竹丛中! 距离地面 /% 2:! 从

竹丛外无法直接观察到& 巢为典型的杯状巢!

构筑在两根箭竹的交叉处"图 "#& 巢口水平朝

上! 圆形! 由干草叶和竹叶编织而成! 结构精

细& 巢壁外侧装饰有大量绿色苔藓! 起到伪装

与隐蔽的作用& 巢内部未发现有铺垫物& 巢内

有 ’ 只雏鸟! 据笔者判断约 % )* 日龄& 为避

免进一步的干扰! 未对雏鸟进行身体指标测

量& 检查耗时约 " :<@! 期间两只亲鸟返回! 在

鸟巢周围 $ )" :范围内持续发出报警叫声&

笔者检查完毕离开巢址后! 在 "# :外又进行

了约$# :<@观察! 发现两只亲鸟恢复正常喂食&

* 月 $& 日"& F 后#笔者再次到达大草堂区

域! 对此巢进行了检查! 发现巢仍保持完整!

但其内已无幼鸟! 推测幼鸟已经出飞& 笔者遂

对巢进行了详细测量$巢口内径 %I/ 2:! 外径
HI# 2:% 巢高约 *I* 2:! 内深约 (I# 2:&

这些资料为今后灰冠鸦雀繁殖生态和栖息

地选择的野外研究提供了基础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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