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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物学杂志 Chinese Jouraal of Zoology 

在低位脑干中存在着 NM — NL— SO— NM 

的 神 经环硌“”。 、我们推测它可能是一条听觉 

的反馈环路。最近，在黄雀的 ICc及丘脑卵圆 

核(OV)微电泳入 HRP 的结果表明，lCc的轴 

突投射至 OV 及卵圆核 的隍内侧部(Ovm)，经 

OV换元的纤维。但是，这种听觉反馈影响发声 

学习的神经结构是什么?本文描述的端脑听区 

直接投 射至 HVc的纤维可能与之有关。我们曾 

证明 ，黄雀的 HVc是控制发声通路中的高位 

中枢。Nottebohm 等 证明了损毁金 丝 雀 的 

HVc后将失去正常的鸣啭能 力。这从另一 方 

面提示，端脑听区直接投射至 HVc的纤维，可 

能是发声学习依赖于听觉反馈的神经结构基础 

之一一。 

依据本文结果并结合我们以往的工作 · 
“ 

， 本文绘制了呜禽黄雀的听觉通路及与发 声 

高血中枢之间神经联系的示意图 (见图 5)。从 

而为进一步研究听觉反馈对发声学 习的影响提 

供一定的形态学依据。 

图 5 黄雀听觉通路的示意图 

耳新 ，co chlea．角扶植，NA．巨细胞棱，NM 屠状棱，NL． 

上冉榄曦，SO·瞄椿外馏丘系校腹侧部，LLw 外伽丘 系 蝮 

段，VLV 中脑下丘中央棱，IC~．丘庙卵圆校的援内侧 部， 

0V由．卵圆攘，OV．端脑听区，L．上绞状体腹 尾部，Hv̂ ． 

投射至端脑听区(张倍文，待发表)。因此， 

在黄雀的听觉上行通路中，NL是第二级中继 

站，脑桥外侧丘系核复合体的三对亚核，即 SO， 

LLv及 VLV 也参与听觉的第二级中继，中脑 

ICc是第三级中继站，而丘脑 OV 可能是第四 

级中继站。本文结果表明，在端啮听区徽电泳 

人 HRP，在 OV 出现了大量的逆行 标 记 细 

胞，进一步肯定了 OV 是听觉上行通跑 中 的· 

第四级中继站。本文结果还证明了 端 脑 听 区 

既接受 OV 的传人投射，又发出纤维投射至 控 

制发声的高位中 枢上纹状体腹侧尾部 (HVc)， 

因此可确定端脑听区是黄雀听觉的高位中枢。 

3．2 稿瞳听区与控棚发声 中 枢 的 神 经 联 系 

Wasert~和 Nottebohm 等“ 证明了金丝 雀 的 

鸣啭学习J必须依赖于正常的听觉反馈信息 ，如 

果将幼鸟隔离饲养，在整个发育阶段使其失去 

向其它成鸟学习的机会，失去模仿的样板；或将 

幼鸟致聋，都会造成鸟在性成熟后仍然停留在 

自发的原始音型上而不会鸣啭的后果。显然，鸟 

类的发声系统与听觉系统之间应该具有某种结 

构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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减少到 60余只，3月下旬时只有 30—4O只，4 

月上旬群体解散，原越冬期夜间的栖宿地只有 

10--20只。 

3 越冬的群体结构 

1 982年 2月上中旬和 19 93年 11月中旬至 

1 994年 3月上旬，在螺丝山及贵州师大校园内 

越冬的群体中，先后各随机猎取了 4O号标本， 

对金翅的越冬群体结构进行了统计分析(表1)。 

由表 1可见，1982年 和 l993—1994年 所 

采集的标本，其平均体长很相似，且均大于 l2 

厘米，这与郑作新(1 963)所测量的成年金翅之 

体长(雌鸟 11．9一 l2．7厘米 ，平均 12 0厘米；雄 

鸟 11．6--1 3．5厘米，平均1 2．4厘米)很接近。雌 

雄比为 4．25：5．75，接近 1：1，雄稍多于雌。 

4 越冬期的昼夜活动 

金翅在越冬期，夜间成群地牺宿于较固定 

的生境中。据 1 981--1 982年观察，在螺丝山及 

贵州师大校园内越冬的群体，晚上均栖宿于螺 

丝山东南坡海拔 120{)米处的侧柏林中。螺丝山 

系东西走向，东南坡可屏障北风及东 风，山坡 

上除有侧柏外还有一些洋槐 、梧桐等藩叶乔术。 

金翅均栖宿在枝叶浓密的侧柏树树 冠 的 中 上 

层，每株树上栖宿的个体数多少不等，一般为 

l0—3O只，最少的数只，最多的60余只；在黔灵 

公园内活动的越冬群体 ，夜间亦栖宿在阳坡面 

的侧柏树上。在贵阳市所观察的两个点的叠翅， 

越冬期夜晚均栖宿在侧柏树上 ，而不栖宿于已 

霞得光秃的落叶乔木上。 

据 l982年 2月 1o天的连续观察，金翅每 

天上午于 7时 22分至 7时 48分开始鸣叫，约 

鸣叫数分钟后，从夜间栖宿的树上起飞，有的在 

栖宿地上空飞行一两圈后才飞向觅食地，有的 

起飞后直接飞向觅食地。一般 是 成 l0—2O只 

的小群 离夜间栖宿地。约 8时一8耐 30分开 

始在蔬菜地、荒坡或侧柏树上觅 食。1 2时一13 

时 3O分，一股均停止觅食、活动和鸣叫，就地停 

在侧柏树上或蔬菜地旁的果树上休息。1 3时30一 

分后又开始成群觅食、活动。l7时一1 7时 30分 

开始分批飞向夜间栖宿地，1 8时一18时 30分 

最后一批飞到夜间栖宿地。飞到夜间牺宿地后， 

还要在林中活动、鸣叫一段时间，1 8时20分一 

1 8时 50舒完全停止活动。 

金翅越冬期每天活动范围约 1平方公里。 

在气温较高的晴天 ，活动频繁，活动范围也较 

大，且多在山坡上的侧柏林、荒坡及蔬菜地中活 

动、觅食。气温低的阴雨天，特别是下雪天，多 

在居民区附近的侧柏林及空旷地上活动、觅食， 

活动范围较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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