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散养与野生丹顶鹤孵卵期行为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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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 2007 年 4 月在扎龙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采用瞬时扫描取样法对散养和野生丹顶鹤 ( Grus japonensis)

的孵卵期行为进行了观察、比较。结果表明 ,散养丹顶鹤与野生丹顶鹤的孵卵期行为模式基本相同。在

总体行为发生频次上 ,散养丹顶鹤的繁殖行为明显高于野生丹顶鹤 ,游走行为则低于野生丹顶鹤。行为

日节律的比较表明 ,一天中散养丹顶鹤的繁殖行为波动小于野生丹顶鹤。由于人为干扰 ,散养丹顶鹤的

繁殖行为显著高于野生丹顶鹤的繁殖行为 ( P < 0105) 。在个体间差异比较中 ,散养丹顶鹤与野生丹顶鹤

在觅食表达上均存在显著差异 ( P < 0105) ,而散养丹顶鹤的警戒行为表达也存在显著差异 ( P < 010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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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 Daytime incubating behavior of 3 pair semi2captive crane and 3 pair wild Red2crowned Crane ( Grus

japonensis) was recorded from 05 :00 to 18 :00 hours for 18 day from April 9 to 26 in Zhalong Nature Reserve. The

activity of each individual bird was recorded once every 5 minutes. The result showed that the semi2captive red2
crowned crane and wild Red2crowned Crane exhibited the same behavioral pattern. In total behavior frequency , semi2
captive red2crowned crane showed obviously higher frequency of breeding behavior (including mating , nest2building ,

incubating) than did the wild Red2crowned Crane , however , the semi2captive ones walked less than the wild crane.

In the activity rhythm , the breeding behavior of semi2captive Red2crowned Crane was less fluctuated than the wild

birds in each hour during one day. Due to human interference the semi2captive crane exhibited breeding behavior in a

higher frequency than the wild birds ( P < 0105) . Based on the observation for individuals , significant difference was

found in feeding behavior ( P < 0105) and in the guarding behavior between the two group of crane ( P < 010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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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动物行为与其种群生存力具有密切联系 ,

行为通过影响觅食、求偶交配、躲避天敌和通讯

等进而影响动物的存活和增长。在保护濒危物

种时 ,管理及培育濒危动物个体的正常生存行

为和繁殖行为 ,离不开对动物行为的研究[1 ] 。



丹顶鹤 ( Grus japonensis)属鹤形目鹤科的大型涉

禽 ,为国家 Ⅰ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 ,是受国内外

专家学者关注的珍稀野生动物资源。繁殖期间

丹顶鹤的行为极其复杂 ,近年来的研究多为野

生鹤[2～4 ] 、散养鹤[5 ] 或笼养鹤[6～9 ] 的行为观察 ,

野生与散养鹤的比较行为学较少 ,仅邹红菲等

有少量报道[10 ,11 ] 。本研究拟通过对野生丹顶鹤

与散养丹顶鹤的行为进行定量分析 ,以确定其

行为特征和行为表达模式的差异 ,从而加深对

丹顶鹤行为模式的理解 ,为扩大丹顶鹤种群提

供理论依据 ,并为散养丹顶鹤的野放和保护奠

定基础。

1 　研究地区自然概况

本研究在扎龙自然保护区内进行。扎龙自

然保护区位于黑龙江省西部松嫩平原、乌裕尔

河下游的湖沼苇草地带 ,地处齐齐哈尔市东南

郊的 2617 km 处 ,地理坐标为 N46°52′～47°32′,

E123°47′～124°37′,总面积 2 100 km2 。地处中

温带 ,年平均气温 1～3 ℃,最高气温 3616 ℃,最

低气温 - 3510 ℃,无霜期 128 d ,年平均降水量

380～470 mm ,多集中于 6～9 月 ,年均蒸发量

1 336 mm ,为降水量的 3～4 倍[12 ] 。本区植被属

蒙古植被区系 ,有长白、华北植物区系成分 ,非

地带性和地带性的植物主要有 :苔草类 ( Carex

sp . ) 、莎草类 ( Cyperus sp . ) 、香蒲类 ( Typha

sp . ) 、芦 苇 ( Phragmites australis ) 、羊 草

(Aneurolepidium chinense) 等。鸟类组成十分复

杂 ,种类繁多。有鸟类 16 目 48 科 265 种 ,大型

涉禽和游禽如丹顶鹤、白枕鹤 ( G. vipio) 、草鹭

( Ardea purpurea) 、雁鸭类等。该区是我国最大

的以鹤类等大型水禽为主体的珍稀鸟类和湿地

生态类型为主的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1992 年被

列入国际重要湿地名录 ,在世界珍稀水禽保护

和繁育中占有极其重要地位。

2 　研究方法

211 　行为观察方法 　2007 年 4 月每天在保护

区内最高点 ,即高约 15 m 的　望台上进行观

察。分别用 40 倍双筒望远镜和 10 倍手持式双

筒望远镜对随机选择的已配对丹顶鹤进行观察

记录。视野范围内共有 10 对丹顶鹤筑巢 ,在　

望台上可以观察到所有正在孵卵的个体 ,取样

涉及 3 对野生丹顶鹤和 3 对散养丹顶鹤。野生

鹤自行觅食 ,散养鹤主要去保护区固定投食点

取食。散养鹤其他活动及环境条件均与野生丹

顶鹤相同。所选野生丹顶鹤与散养丹顶鹤的栖

息环境基本对应一致 ,即都有在河道旁和苇丛

中筑巢的丹顶鹤。野生丹顶鹤与散养丹顶鹤的

区分方法 ,以咨询保护区工作人员和观察鹤卧

巢期间对人的反应为主要依据。

于 2007 年 4 月 5～8 日进行行为预观察 ,

并结合丹顶鹤行为的描述[2～11 ]
,构建取样行为

谱为繁殖 (包括交配、筑巢、轮流孵卵等) 、觅食

(指丹顶鹤低头寻觅食物、得到并处理食物的过

程) 、整理 (理羽、涂脂、展翅、抖羽、洗澡、搔抓头

部及颈前部分、啄跗跖和足等行为) 、警戒 (指丹

顶鹤伸颈站立、左右张望、行走时伸颈等) 、静栖

(指丹顶鹤静止站立、头插翼下单腿或双腿站

立、或非孵卵时卧地身体静止不动的行为) 、游

走 (包括飞行、平头走动、觅食走动或对领域的

巡行) ,及鸣叫、争斗等其他行为。

于 4 月 9 日至 4 月 26 日正式观察 ,观察时

间为每天 5 :00～18 :00 时。采用瞬时扫描取样

法 (scanning sampling)对所选择动物进行取样与

行为观察 ,每隔 5 min 对每一取样个体进行一

次扫描记录。共观察 18 d ,收集信息 1122 ×10
4

个。所有行为取样由同一名研究者完成。

212 　数据处理与分析 　所有统计分析借助

Microsoft excel 和 SPSS 1610 for windows 统计软

件完成。对动物个体各行为型发生频次进行加

和后做行为比较分析 ,用 Kolmogorov2Smironov 检

验数据正态性。经检验不符合正态分布 ,因而

选用 Mann2Whitney U Test 进行差异显著性检

验。将 3 对散养丹顶鹤分别记为 s1、s2、s3 ,3 对

野生丹顶鹤分别记为 w1、w2、w3 ,分别进行个体

间行为差异显著性检验 ,经检验符合正态分布 ,

因而采用配对样本的 t2检验法进行组间行为的

差异显著性分析。文中数据均以平均值 ±标准

差 (Mena ±SD)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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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结果与分析

311 　散养与野生丹顶鹤孵卵期行为发生频次

　在孵卵期内 ,散养和野生丹顶鹤各种行为出

现的频率中均是繁殖行为最高 ,其次是觅食和

游走 ,静栖和警戒较少 ,用于整理行为的时间最

少 (图 1) 。其中能明显看出散养丹顶鹤的繁殖

行为频次高于野生丹顶鹤 ,而野生丹顶鹤的游

走行为频次高于散养丹顶鹤。

图 1 　散养丹顶鹤与野生丹顶鹤的日行为分配率

Fig. 1 　Frequency of behavior in semi2captive

and wild Grus japonensis　

312 　散养与野生丹顶鹤孵化期行为日节律与

不同时间段行为比较　丹顶鹤每日各时间段的

行为分配有一定的规律 ,从图 2、图 3 可以看

出 ,在一天中散养丹顶鹤的繁殖行为波动不大 ,

野生丹顶鹤则在 8 : 00～9 : 00 时有明显高峰。

二者觅食行为的趋势基本相同。散养丹顶鹤的

静栖行为在 13 :00～14 :00 时达到最大。野生

丹顶鹤下午的游走行为曲线呈上升趋势 ,并在

15 :00～16 :00 时达到高峰。

散养丹顶鹤与野生丹顶鹤在一天中各时间

段内行为分配差异不大 (图 2、3) ,但在 6 :00～

7 :00 时、12 :00～17 :00 时繁殖行为有显著性差

异 ;在 14 : 00～15 : 00 时整理行为有显著性差

异 ,游走行为则在 11 :00～14 :00 时、15 :00～16 :

00 时有显著性差异 (表 1) 。

313 　散养与野生丹顶鹤孵卵期行为差异的显

著性分析 　在孵卵期 ,散养丹顶鹤的繁殖行为

频次 (110189 ±61625) sΠ5 min ,显著高于野生丹

顶鹤的 (86175 ±81176) sΠ5 min。野生丹顶鹤的

游走行为频次 (43154 ±51265) sΠ5 min ,高于散养

丹顶鹤的 (36178 ±21453) sΠ5 min ,但两者的差异

并未达到显著水平 ( P > 0105) ,其他行为均无

显著差异 (表 2) 。

图 2 　散养丹顶鹤行为日节律

Fig. 2 　Rhythm of Behavior in semi2captive Grus japonens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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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野生丹顶鹤行为日节律

Fig. 3 　Rhythm of behavior in wild Grus japonensis
　

表 1 　散养丹顶鹤和野生丹顶鹤每日不同时间段行为比较( P 值)

Table 1 　Power value of each behavior between semi2captive and wild Grus japonensis by hour

行为类型

Behavior pattern

时间段 Time

5 :00～

6 :00

6 :00～

7 :00

7 :00～

8 :00

8 :00～

9 :00

9 :00～

10 :00

10 :00～

11 :00

11 :00～

12 :00

12 :00～

13 :00

13 :00～

14 :00

14 :00～

15 :00

15 :00～

16 :00

16 :00～

17 :00

17 :0～

18 :00

繁殖 Breeding 01662 01016 01366 01315 01148 01134 01383 01001 01013 01017 01016 01023 01043

觅食 Feeding 01168 01267 01991 01494 01734 01313 01782 01487 01263 01567 01867 01259 01292

整理 Preening 01789 01191 01090 01898 01764 01896 01559 01775 01817 01015 01146 01564 11000

静栖 Resting 01263 01096 01770 01481 01247 01435 01767 01434 01051 01380 01910 01956 01912

游走 Walking 01143 01962 01249 01773 01885 01903 01004 01003 01002 01175 01020 01516 01619

警戒 Guarding 01682 01746 01246 01941 01614 01479 01246 01878 01454 01052 01900 01465 01361

　　P < 0105 有显著性差异。P < 0105 mean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表 2 　散养丹顶鹤和野生丹顶鹤的行为格局

差异显著性分析 (sΠ5 min)

Table 2 　Statistic analysis for time budget of each

behavior between semi2captive and wild Grus japonensis

行为类型

Behaviour pattern

散养

Semi2captive

野生

Wild
P

繁殖 Breeding 110189 ±61625 86175 ±81176 01026

觅食 Feeding 46189 ±31815 41158 ±51383 01196

整理 Preening 3152 ±01626 3162 ±01709 01660

静栖 Resting 14148 ±11801 14121 ±21246 01713

游走 Walking 36178 ±21453 43154 ±51265 01365

警戒 Guarding 9189 ±11674 9154 ±11779 01902

　　P < 0105 有显著性差异。

P < 0105 mean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314 　散养与野生丹顶鹤个体间行为的差异显著

性分析 　3 对散养和 3 对野生丹顶鹤巢位特点

见表 3。将散养丹顶鹤与野生丹顶鹤的个体间

行为分别进行两两比较。其中 s1(14100 ±21463)

sΠ5 min 的警戒行为显著大于 s2 (3183 ±11078) sΠ5

min( P = 01020) ,小于 s3 ,但无显著性差异 ( P =

01055) ;s1 (55133 ±41799) sΠ5 min 的觅食行为显

著大于 s3 (30117 ±51564) sΠ5 min ( P = 01008) ;其

他行为均无显著性差异。w2 (48157 ±71807) sΠ5

min 的觅食行为显著大于 w3 (25167 ±41161) sΠ5

min ;w1(13173 ±31441) sΠ5 min 的警戒行为大于

w2 (4186 ±11143) sΠ5 min ,但无显著性差异 ( P =

01064) ;其他行为均无显著性差异 (表 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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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散养与野生丹顶鹤巢位特点

Table 3 　The nest characters of semi2captive and wild Grus japonensis

编号

Serial number

巢位

Nest location

周围环境简单描述

Environment description

s1 空旷地 Open land
鹤巢建在火烧带后的空地上 ,位置在中央船道以南 ,火烧带以东。东方不远处有人类居住的
建筑 ,人类活动频繁。偶尔有人经过巢边

s2 苇丛中 Reed 筑巢地点在芦苇丛中 ,周围基本无人类活动

s3 空旷地 Open land 筑巢地点在视野偏东北方的船道对岸的开阔地上 ,经常有人划船经过

w1 空旷地 Open land 筑巢地点在第一道浅水沟和船道中间的开阔地上 ,经常有人划船经过

w2 苇丛中 Reed
筑巢地点在东南方一柴垛右方的开阔地上 ,周围均为芦苇包围。此处不容易被干扰 ,仅有一
次周围有人来回经过

w3 空旷地 Open land 筑巢地点在视野偏东北方的船道对岸的开阔地上 ,经常有人划船经过

　　

表 4 　散养丹顶鹤和野生丹顶鹤个体间行为差异比较 (sΠ5 min)

Table 4 　Individual difference in time for each behavior between semi2captive and wild Grus japonensis

行为类型
Behaviour pattern

散养 Semi2captive 野生 Wild

s1 s2 s3 w1 w2 w3

繁殖 Breeding 120173 ±71905 103117 ±171267 94100 ±131168 79145 ±131862 102186 ±131609 3 81133 ±131428 3

觅食 Feeding 55133 ±41799 3 42150 ±71274 30117 ±51564 3 45182 ±91934 48157 ±71807 25167 ±41161

整理 Preening 4133 ±01929 3133 ±11382 1167 ±01422 4145 ±11171 2171 ±11229 3117 ±11276

静栖 Resting 14167 ±21146 13133 ±31432 15117 ±51612 15164 ±31328 14100 ±51192 11183 ±31544

游走 Walking 35107 ±21846 35117 ±61353 42167 ±51903 41182 ±91191 36171 ±61113 54167 ±101547

警戒 Guarding 14100 ±21463 3 3183 ±11078 3 5167 ±11606 13173 ±31441 4186 ±11143 7133 ±01715

　　3 P < 0105 有显著性差异。P < 0105 mean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4 　讨 　论

在丹顶鹤的孵卵过程中 ,繁殖行为所占比

例最高 ,其次为觅食行为 ,这与吴建平等[3 ] 、邹

红菲等[10 ,11 ]所得出的结论相同。散养丹顶鹤的

繁殖行为频次高于野生的 ,觅食行为也略高于

野生丹顶鹤 ,这与邹红菲的结论相同[11 ] 。其他

行为散养丹顶鹤均低于野生丹顶鹤 ,特别是游

走行为。这与散养丹顶鹤在人工投食点取食 ,

食物来源充足且不费力 ,可以安稳进行孵化有

关 ;野生丹顶鹤由于需要自行觅食 ,警惕性也较

高 ,表现为高频次的游走行为。

在丹顶鹤的日节律比较中可以看出 ,散养

丹顶鹤的繁殖行为由于不易受人为干扰 ,一天

中呈较平稳趋势 ;野生丹顶鹤则在下午有明显

的低谷 ,与散养丹顶鹤的行为分配有显著性差

异 ,主要由于渔船多在下午经过船道 ,造成干扰

所致。散养与野生丹顶鹤一天的觅食行为曲线

趋势基本相同 ,均在 6 : 00～7 : 00 时有明显高

峰 ,13 :00～14 :00 时有明显的低谷 ,一定程度上

可以确定丹顶鹤觅食的时间规律 ,觅食主要发

生在 6 :00～7 :00 时 ,15 :30 时以后又开始进入

小幅觅食阶段。二者的游走曲线均呈上升趋

势 ,表明丹顶鹤在下午的行为较活跃 ,且由于野

生丹顶鹤觅食要花费较多的寻找时间 ,因而表

现出较高的游走行为。

随着人类活动范围的不断扩大 ,人为干扰

已成为许多动物栖息地中的一种主要干扰类

型 ,对鸟类的影响已日益引起生态学家们的广

泛关注。水鸟对人类的干扰比较敏感 ,如在受

干扰的湖区营巢的凤头　　 ( Podiceps cristatus)

比在无干扰湖区的个体繁殖成功率要低[13 ] 。

东方白鹳 ( Ciconia boyciana)在孵化期和育雏期 ,

对人为干扰也较为敏感 ,这个时期也是繁殖活

动最为关键的阶段 ,同时也是当地农业活动强

度逐渐增大的时期[14 ] 。扎龙自然保护区内和

外围的居民有传统的捕鱼、割苇、打羊草和放牧

的生产习惯。在观察期间 ,多次出现捕鱼船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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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靠近鹤巢的情况 ,散养丹顶鹤与野生丹顶鹤

对此的反应不同 :散养丹顶鹤在有人靠近的情

况下一般不离巢 ,除非距巢很近或刻意干扰其

孵化行为 ;野生丹顶鹤在人或船靠近一定范围

内会离巢躲避。散养丹顶鹤与野生丹顶鹤的繁

殖行为有显著差异 ,主要是由于人为干扰所致。

另外 ,观察到野生丹顶鹤对人为干扰有适应现

象 ,体现在相同的干扰时间内离巢时间逐渐缩

短、有船经过时离巢距离缩短。

通过对丹顶鹤个体间的比较 ,3 对散养丹

顶鹤之间均存在一定的行为差异。其中警戒行

为差异的主要原因在于筑巢地点的选择。如巢

筑在人活动频繁的建筑物不远处 ,会造成丹顶

鹤对领域巡视的加强 ;相反 ,筑巢地点在隐蔽且

外界干扰少的苇丛中 ,警戒行为频次较低。如

果丹顶鹤的领域距离较近 ,则经常能观察到抢

占领域的争斗行为、驱赶其他鹤类和鸟类的驱

赶行为。环境不稳定性导致警戒行为有所增

加。觅食行为也有显著差异 ,如果筑巢地点离

投食点较远 ,则需要花费更多的游走时间来取

食。3 对野生丹顶鹤的行为差异相对不显著 ,

但觅食行为仍有差异。如筑巢环境隐蔽 ,可以

安稳地完成孵化 ,换孵后离巢的丹顶鹤会花费

大部分时间进行巡视觅食 ;如筑巢地点在捕鱼

船道旁等不稳定的环境 ,需要花费大量的时间

游走和警戒 ,孵化行为也相对减少 ,觅食行为也

相应的有所减少。

研究表明 ,丹顶鹤孵卵期的行为差异与其

筑巢地点受干扰程度有很大关系 ,人为干扰是

影响其行为的重要因素。散养鹤对人的存在并

不敏感 ,使其在各行为的表达上与野生鹤有一

定区别。人为干扰对野生鹤的繁殖行为有很大

影响 ,但具体有怎样的影响有待进一步研究。

随着人类活动范围的拓展 ,人为干扰已成为全

球性受胁鸟类面临的主要威胁之一 ,人为干扰

对鸟类的影响及相关对策的探讨也已成为鸟类

生态学家和保护工作者关注的热点之一[15 ] 。

人为干扰对动物繁殖行为的影响仍需系统研

究。

致谢 　感谢扎龙保护区全体工作人员的支持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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