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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L越冬期黑颈鹤的个体行为可分为L取食P保养P争斗P警戒P动运行为P种间关系及领域性T随着冬季食物资源的逐渐

减少2在取食行为中幼鹤由乞食P被成鹤供食转为向成鹤抢食T有些家族鹤为保证食物资源而建立领域2领域大小与家族

内成员数无关2且在冬季8甚至 6天内K是变化的T为获得食物和保卫领域2黑颈鹤之间8或与灰鹤之间K常发生争斗2争斗

的主要形式是仪式化威胁T
关键词L黑颈鹤J个体行为J越冬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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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 颈鹤87zvsru)zu+y!!usK越冬期个体行为生态仅有些零星的报道?6@OAT作者于 6NSH年P6NSS年P6NN#
年和 6NNO年冬季在贵州威宁草海对黑颈鹤越冬期的个体行为进行了较为系统的观察2现给予报道T

关于草海的自然概况2见以往的研究文献?62!AT在草海2黑颈鹤主要有 G处夜栖地L胡叶林P簸箕湾P朱

家湾P人工河端部和阳关山T夜栖于湖缘的浅水地带2多表现为群聚2也见有家族鹤零星夜栖的T早晨离开

夜栖地后多在草海湖盆内的沼泽地P农闲地P草地和蔬菜地边缘觅食T
把黑颈鹤的个体行为分为取食P保养P争斗P警戒P运动行为P种间关系和领域性T为便于观察和记录2

把 !成鹤 6幼鹤的家族简记为 M#Fo62!成 !幼的家族简记为 MOFo!2两只成鹤的家族简记为 M!T

B 取食行为

在越冬期间2黑颈鹤的取食行为占相当大的比重8CI"DK?6A2以植物性食物为主?!2#A2水生植物是其主

要食物成分T水生植物群落中又首推水莎草科8%98?545?4?K种类T农田植物群落中的食物有玉米P马铃薯P
胡萝卜和白萝卜等T动物性食物有多种螺蛳P鱼类P虾类和一些昆虫T农地及沼泽地上含有多种蠕虫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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亦成为黑颈鹤的重要动物性食物!据当地农民说"他们曾见到黑颈鹤吃鼠类!
在取食水生植物的地下块状茎时"采取反复啄探的方式!把喙啄入地下后"喙前部往后上方抬"以便把

洞中的土块弄出!在泥泞的沼泽地取食块茎时"即便多把泥块抛向两侧"取到食物后有时还要在水中冲洗!
在浅水沼泽中探啄植物块茎时"即便其眼睛离水面较高"取食时也把瞬膜闭上"每当抬头换气时"就把瞬膜

张开!
黑颈鹤取食白萝卜和胡萝卜的块茎部分"长圆锥形的胡萝卜块茎要比短粗的白萝卜块茎更便于处理

和吞咽!被啄出#未摄取$的胡萝卜平均直径#离块茎顶部的 %&’处$为 ()*+&’"而被摄取#未啄出$的平均

直径#部位同上$为 ,)-&’"可见固定着的食物更易于被摄取!黑颈鹤取食玉米的果实部分!初冬它们在未

收割的玉米地边缘觅食"显然在玉米地里不利于飞行和观察!
螺类对黑颈鹤是很嗜口的!当鹤取到体积较小的螺时直接吞咽"当螺蛳体积达到一定大小时"或整个

吞 咽或者啄碎后吞咽!作者于 %+*./(0/%(见到一个 12/3,家族中的幼鹤取到一个螺蛳"直径约 ,)-&’!第

%次试吞未成功"把其甩掉!第 ,次又吞"卡在口中"吞甩约半分钟!最后一次才吞下"但在食道上部也有停

留"可见该处明显膨胀!幼鹤站立干燥处"时而颈前后伸缩!此螺蛳约在食道中停留 0’45"自幼鹤开始取食

此螺蛳到第 ,次取食"共有 %6’45!在幼鹤取到螺蛳开始"其中一成鹤来抢"但幼鹤走开"成鹤啄幼鹤的黑色

飞羽部分!如果要啄开螺蛳吞咽"则鹤要到较干燥的地方"边行走"边警戒"并很匆慌"到干燥的地方后"啄

开再吞咽!一般情况下"处理时间约半分钟!当然"吞咽螺蛳在集群情况下对取食者是有利的"这样可免去

其它鹤来争夺食物的麻烦!在风力较大时"由于水的波动"寻找7捕捉和处理螺蛳都很困难!
幼鹤的取食能力显然低于成鹤!在沼泽地取食时"成鹤每 -’45吞食次数为 .),2#89*)2-":9.6$"幼

鹤 为 6)22#89%()0":9,-$"其中幼鹤被成鹤供食#或幼鹤夺食$占幼鹤取食 总 数 的 2%)6;#%+**/(,/%6<

%*统计$!在整个越冬期"家族鹤的幼鹤都要向成鹤乞食"一般情况下"一只幼鹤跟随一只成鹤!但若 10/3%
家族中的二成鹤离得很近"则幼鹤会行走于两成鹤之间"以获得两个亲体的恩赐!乞食时"幼鹤喙垂直于食

物点旁"眼睛盯着喙探点!成鹤取到食物后"把喙调向幼鹤"幼鹤自成鹤喙中把食物衔出!有时未夹住食物

落到地上"或由成鹤再次啄取递给幼鹤"或幼鹤自己自地上啄起!在乞食过程中"幼鹤在成鹤旁也做些理

羽7警戒动作!
随着越冬期的进行"鹤类的食物逐渐减少"幼鹤消耗食物量的增加以及幼鹤取食能力的增强"幼鹤从

乞食"由成鹤供食逐渐变为向成鹤抢食!幼鹤的抢食动作是当成鹤取得食物后待吞咽时"幼鹤猛然向成鹤

喙中的食物啄去"夺取食物"通常成鹤再继续啄探"但有时会用喙把幼鹤啄开!成鹤取到螺类食物后"幼鹤

有时会跟在后面乞食!在越冬初期"作者曾见到成鹤帮助幼鹤啄开螺类!
除 幼鹤向成鹤夺 取 食 物 外"黑 颈 鹤 之 间"黑 颈 鹤 与 灰 鹤#=>?8@>?8$之 间 争 夺 食 物 点 的 现 象 也 常 有 发

生!在种间争夺中"黑颈鹤常常是胜利者!

A 保养行为

保养行为可分为体表的修饰7舒适和涂脂!体表的修饰以理羽为主要形式"用喙把被梳理羽区拨开"喙

夹羽毛自里向外加以梳理!在梳理翼内侧羽时"翼首先张开!在梳理飞羽的黑色部分时"翼则极度前伸!黑

颈鹤要花相当多的时间理上胸部的羽毛!在理该处羽毛时"鹤几乎直立"颈垂直"前颈部弯曲"喙垂直向下"
梳理颈胸交接处亦相似"梳这些部位时"尾部下压!梳羽时"多双足站立"而睡觉休息后的理羽多见于单足

站立!对下肢裸露部的处理是通过检足行为来实现的!典型的检足行为是跗部几近水平"趾自然垂下"啄趾

间7趾侧!对跗 部的检查有时腿是这种姿势"有时腿是自然站立的!
涂脂是通过背滑动作实现的!当头伸向尾脂腺时"颈所转向的那一侧的翼也落下"尾羽也转向头转过

侧"用喙拨开尾脂腺处的羽毛"喙首先在尾脂腺上滑动"然后头再达尾脂腺"通过圆形摩擦运动#并非来回

往返$使该侧头部迅速被涂抹腺脂!获得腺脂后"头在背上和翼前部滑动#称为背滑$使背部身体获得腺脂"
再用梳羽方式使余部获得油脂!颈前部的涂脂很特殊"首先颈极度向上"然后喙向斜下方勾回"摩擦"把下

颌部的油脂涂上!
舒适活动的形式很多!伸展动作多出现在休息或洗澡后!展翅有两种姿势"一种是双翼向斜上方伸展"

2+, 生 态 学 报 ,(卷

万方数据



但伸展不完全!翼的腕掌关节不展开"另一种是单侧展翼!展翼时!翅稍下垂!同时趾端接触翼端!借助于腿

的力量把翼展开#腿的单独曲伸是斜向后方#行上述两种伸展时!身体微伏!头颈前伸!一般只一次#
抖$振%动多见于洗澡$头%及洗澡后#洗头时!头在水中剧烈抖动"洗澡时!双翼在水中剧烈拍打!以使

该部获得充分清洗#洗完澡后!抖动头和翼以把水甩出#休息后!鹤为舒展身体也常振翼#振翼时!首先把

头仰起!翼平展开!再前后振动#有时在休息或站立较长时间后!鹤脚也前后摇动#
在越冬前&后期温暖的中午!时常见到黑颈鹤洗澡#洗澡时!首先把身体卧在水面上!翅剧烈抖$振%动!

尾也随之上下拍打!头时而扬起!时而伸进水中!再猛然收回!在背上做背滑动作!以把水撩到身体上面#洗

完后!做振翼&展翼&梳羽&背滑动作#洗头时!有时抖头后迅速收回!把水撩至身体上面!再做背滑动作#
睡觉时!头插入背翅之间!身体水平轴与下肢垂直!以单足站立者为多!这和在寒冷情况下维持体热是

相关联的#在晚间!眼睛不外露!而白天眼睛则露在外面!以利观察#睡觉在白天不是主要的休息形式!多数

是通过梳羽以及警戒等而达到休息的目的#卧地休息首先选择较干燥的地方!下蹲!伏下象孵卵鹤一样#卧

地后!做背滑!梳羽!啄弄或啄食周围的水草#

’ 争斗行为

高强度的争斗是接触性或连续的啄击#在观察期间!仅见到两次接触性啄击#一次是在越冬初期!集群

中的一成鹤啄掉另一成鹤腰部的一簇羽毛"另一次是越冬中期!也是集群中的一成鹤啄住另一成鹤的黑色

飞羽不放!持续约 ()#连续的相互啄击一般是敌对双方相近!首先有一个短暂的相持阶段!然后双方展翅!
身体近乎直立!用喙猛啄对方的头部!或跳起用足踢对方#这种互啄一般也只二三个回合!失败者通常低头

逃跑!胜利者亦不追赶#胜利者有个收势的姿势是身体上倾!颈僵直垂直于地面!再逐渐回位#
对于家族鹤来讲!取胜的主要因素是雄性成鹤!但二成鹤共同参与会使取胜的机会增多#在 *+,-.*/.

/0!曾见到集群中的一对黑颈鹤中的一只与一只灰鹤相互啄击!打了几个回合后!黑颈鹤败走!而后另一只

黑颈鹤向那只灰鹤发动攻击$失败的黑颈鹤亦尾随%把灰鹤赶跑#家族鹤中的幼鹤极少参与争斗!总是跟在

两成鹤的后面#
争斗主要是为了夺取$或守卫%食物或食物点#作为上述高强度争斗的替代!仪式化威胁在黑颈鹤的争

斗中占主要地位!这种威胁既有效!又节省能量#仪式化威胁有如下几种形式1

2一般威胁显示$图 *!3% 最为常见的!强度一般的显示#普见于集群鹤和家族鹤中#该显示可出现于

行走中!也可出现于站立者中#

4蹲式威胁显示$图 *!5% 首先是做刨土动作!后下蹲!头颈部僵硬下垂!喙垂直于地面#这是繁殖期

繁殖鹤较为常见的争斗姿势!以显示其对巢域的拥有!越冬鹤则引之以守卫领域#卧式威胁是蹲式威胁更

强硬的形式#蹲式和卧式威胁显示都是在敌对双方距离较近的情况下出现的!持续时间短!仅数秒钟#站起

来后!也可能再做一次这种显示#

6行走威胁显示$图 *!7!8% 头顶充血部!胸部&上腿部以及黑色飞羽都充分突凸#是一种或集群中的

威胁者行走于群中夺取食物点!或领域守卫者走向来犯者所采用的姿势#行走威胁是一种进攻型仪式化威

胁#如果双方都使用这种仪式化威胁!则可能要导致直接的争斗#

9齐鸣威胁显示$图 *!:% 头后仰!有时翼落下$单侧或两侧%!有时翼不落下#这种落翼可能是非意识

的重力原因#雌雄两性齐鸣姿势略有差异#雄头极度后仰!超过身体重心的垂线!雌性的后仰程度要小得

多#在越冬期!齐鸣多属威胁性质!只是在越冬末期气温回升!鹤跳舞后的齐鸣可能是欢快的表现#

;俯首威胁显示$图 *!<% 齐鸣后!颈突然向下弯曲!喙接触胸部#也可能头颈再上仰!发出齐鸣#

=啄肩>>落翼威胁显示$图 *!?% 这是一种防御性威胁显示#当外来者被驱赶者驱赶!或驱逐者遇

到外来者抵抗时所采取的姿势#当齐鸣或俯首威胁显示后!头向来犯者$进攻者%方向转过!同时该侧翼落

下!实际上并不理羽!只是把喙停放在背部#在双方相持情况下!这种显示是最常见的#这种显示可能来自

理羽行为#

@啄地威胁显示 当受到外来者侵犯时!守卫者快速行走!不断啄地#如果守卫者是在水中!则有头在

水中剧烈抖动的动作#这一显示可能来自取食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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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骤停低头威胁显示"图 #$%& 这是一种进攻性威胁显示$主要见于集群鹤$但家族鹤在驱逐较弱对

手时也采用这种姿势’在集群鹤中$当较强的黑颈鹤见到较弱的黑颈鹤或灰鹤在啄探时$有时就突然向其

跑过去$当快接近对方时$骤然停下$身体上倾$展翅$低头’通常取食者被惊吓逃离’

图 # 黑颈鹤仪式化威胁显示

()*+# ,)-./0)123-%42/-3)560/7589:0/;<=>2;<23?4/@25
仪式化威胁是一种力量显示’行走威胁显示$使其上颈A足部A黑色飞羽获得显示B俯首威胁显示使其

颈部肌肉获得显示B落翼威胁显示$使该侧翼获得显示B齐鸣使得声音上获得显示’而在其获得显示的部

位$都是其取食A行走A飞行的重要部位$这些部位的显示也显示了该身体的力量’仪式化威胁仅出现在黑

颈鹤之间$或黑颈鹤与灰鹤之间’

C 领域性

越冬期间$家族鹤表现出较强的领域性’自迁到草海$就开始建立各自的领域$有些领域一直延续至迁

离阶段’环境的变化尽管使鹤的领域性发生变化$但其意念则一直没有消失’作者重点观察了二道中河与

三道中河和四道中河之间的领域情况’
在东西长约 #DEEF的沼泽地上$共有 G对领域鹤’最东边的为 (G=H#家族"称为 (G=H#=I&$中间为 (J

家 族"称为(J=K&$西边为(J家族"称为(J=L&’这 G个家族领域的北部为二道中河$南抵农地边缘或三道

中河’在 #MNO年 #J月中旬$其领域分布如图 J’(J=L 领域鹤由于地处领域边缘$经常受到外来者侵犯$它

的西部是一群灰鹤取食地$南部"三道中河南&是灰鹤"多数为 (P=HJ家族&的活动地’有时 (J=L 不攻击灰

鹤时$这里就成为灰鹤 (G=H#的暂时觅食地’
随 着越冬期的进行$水位下降$食物资源逐渐减少Q#R$黑颈鹤的领域也发生了 很 大 的 变 化’在 G月 中

旬$离(G=H#=I领域约 JEEF被淹没的自白家嘴至城里的赶集小路又露出水面$人们可由此步行至城里’人

为活动的增加$使得该领域鹤 (G=H#=I极少在其领域内觅食’原来在二道中河北部的一个 (G=H#家族也游

渡过河到达原(J=L 的领域$经过两天的来回渗透$终于在原(J=L 领域的西北角建立了一块 PESPEFJ的

领域"见图 J&’而在 (J=L 南部的领域"三道中河和四道中河之间&$(J=L 领域鹤也很少为其而发动攻击’
同时在 (J=L 领域的中部西缘受到来自一 (P=HJ黑颈鹤家族的攻击$最后也以 (J=L 放弃该地而告终’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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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 !"#$ 遭受这些外来者的侵犯以及 !%#&’#(东部人为影响的增加)使得领域的领域面积越来越小*

+ ,
图 " 黑颈鹤越冬领域示意图-+ 越冬前期., 越冬后期/

!012" 3456789+:;<65==06;=05>;<?0@65=0@1AB+74#C5745DE=+@5>-+ 5+=BF?0@65=., B+65?0@65=/
鹤为守卫领域消耗大量的时间和精力*通常每天清早就来到领域觅食)有的也从夜栖地随鹤群飞到农

地觅食一段时间后)才到领域上来*每当有其他鹤飞经领空时)领域鹤都要停止觅食)目视飞行鹤)或身体

直立)体羽蓬松-尤其颈部羽毛/)发出警戒叫*
驱逐外来者是以追逐啄击或追逐和仪式化威胁相结合的方式*当有外来者进入领域时)首先领域鹤中

的一只成鹤或两成鹤发出警戒叫*若外来者不离开)则一成鹤或两成鹤-若两成鹤都飞来时)幼鹤也要跟随

飞来/向外来鹤飞来.若外来鹤飞离)则领域鹤或降落在外来者所呆的地方)或绕领域边缘飞行)回到原来

取食处*若飞到外来者附近)视外来者强弱)发动攻击或进行仪式化威胁显示*外来鹤有 %种反应G一种是

直接逃离领域)有的逃离后并未出领域)则领域鹤会继续追赶)直到逐出领空-地/*另一种反应是来犯者并

不逃离)而是做出威胁显示*即使这样)也有可能被领域鹤攻击而逃跑*再一种是双方都做威胁显示)来犯

者边做威胁显示)边后退*若外来者为家族鹤时)则一般雄鹤断后*有时领域鹤可能无意识地侵入到相邻鹤

的领域内*这主要发生在风力较大的时候)鹤都迎风取食*一般情况下)鹤都要走一段后)又折回再迎风取

食*有时则无意识地侵入到邻近鹤的领域内*发生这种情况时)领域鹤之间通常通过仪式化威胁显示或警

戒叫来解决*
幼鹤在守卫或来犯时)基本上不参与成鹤间的争斗)尤其在越冬前期*作者在越冬末期仅见到一次一

黑颈鹤幼鹤驱赶两只灰鹤*
对来领域内取食的同类-或同种/外来者的容忍不及对非同类-或非同种/的容忍*!"#$ 和 !"#(有时

可允许一些灰鹤在其领域内觅食)对较大型的斑头雁-HIJKLMINMOPJ/)领域鹤几乎不发动攻击*

Q 警戒行为

警戒过程是一种十分复杂的过程*可能由于鹤类个体较大)无绝对的捕杀性天敌的缘故)黑颈鹤-无论

是家族鹤还是集群鹤/无专司警戒的个体)所以鹤类的警戒对每个个体来说是附带完成的)这样才能达到

节省能量的目的*警戒可分下列几种G

R取食警戒 鹤类一般都在沼泽地中啄探)通常为三阶段抬头做出警戒*把喙自沼泽中提出后)即停

顿窥视.若有动静)可能再提至身体的平行线上.若认为必要)则把头高昂*黑颈鹤每啄探约 "S>就要扫视

一次*

T喝水警戒 在每次喝水时)当头扬起)把水喝下后)都要警戒一会*

U吞咽警戒 尤其是在吞咽较大食物后)都要警戒一会*

V理羽涂脂警戒 尤其在理身体上部的羽毛时)更易警戒*+2当梳理或涂抹完一侧羽毛向另一侧移动

时)通常要警戒.,2当理颈部羽毛时)也时常警戒*这也可能是由于梳理颈部羽毛较困难)警戒也作为一种

休息*

W行走警戒 实际上)很难把行走与警戒严格区分开来-除非是飞行/*

X降落警戒 黑颈鹤在降落后)都要扫视一遍四周*在降落到无鹤的地方时)可能以再次确定有无其

他 敌害为主)或为寻找食物点)因为降落点并不等于是最好-或较好/的取食点*降落到已被鹤占据的地方

时)这种降落警戒主要以确认自己是否被同种或异种鹤所接受)或者是寻找更好的食物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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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运动行为

黑颈鹤不象灰鹤那样轻巧"因此它在起飞时"一般都要助跑较灰鹤更远的一段距离#但在取食时"遇到

水沟通常直接飞过去#偶尔也见到黑颈鹤游泳过去#游泳时"身体伏在水面上"翼后端上抬"同时尾亦上翘"
可能是这些部位难以涂油或梳理的原因#游泳时身体比较平稳"用腿来划水#

风力对黑颈鹤飞行影响较大#每当风力很大时"黑颈鹤都要迎风起飞或降落#飞行时"其列阵以$一%字

形为主#当数量较大时"呈$人%字形列阵的也不少#起飞和降落阶段"多呈不规则列阵#

& 种间关系

黑颈鹤在草海是最大的鸟#与黑颈鹤共在草海栖息的还有 ’(多种水鸟和猛禽"它们各有相应的食物

和栖息场所#而在情况有变化时"又可能共存在一起"或者相斥#
黑颈鹤和灰鹤共同栖息于草海#在 )*+’年和 )*+,年冬季"曾见到 )只白头鹤-./0123456758也在草

海越冬"估计是迷鸟#
黑颈鹤和灰鹤占有同样的夜栖地#尽管如此"夜栖的黑颈鹤和灰鹤并非完全混合"而是或以灰鹤为主

的混群"或以黑颈鹤为主的混群"或灰鹤-或黑颈鹤8组成混群的某一端部#白天活动时的集群方式与夜栖

基本相同#
与灰鹤相比较"黑颈鹤更喜欢在湿润环境中取食#早晨"当鹤离开夜栖地后"黑颈鹤多飞到草海湖缘的

农地和沼泽地"灰鹤则飞到离草海较远的农地和荒坡上觅食#但是"黑颈鹤和灰鹤觅食地是部分重叠的"因

此它们之间争夺食物点的现象时有发生"黑颈鹤常常成为胜利者#幼鹤极少参与成鹤间的争斗"且常需成

鹤庇护#但是"在 )*++年越冬后-末8期的 9月 ):日"曾见到一具领域的 ;9<=)家族鹤中的幼鹤向来犯的 9
只灰鹤发动攻击"并驱跑了灰鹤#当黑颈鹤和灰鹤共同受到外来威胁时"则要集小群为大群"甚至领域鹤也

相互集群#在威胁消失后"它们又打斗>分群或回到各自的领域#
在 黑 颈 鹤 活 动 地 上 经 常 觅 食 的 还 有 斑 头 雁"赤 麻 鸭 -?5@3/45AB/0CD4B58"斑 嘴 鸭 -E451

F3B6DG3/7H46758"琵嘴鸭-EI6GHFB5J58和绿翅鸭-EI6/B6658等#它们都是与鹤一块夜栖的#
猛禽如白肩雕-EK0DG57BGD5658>鸢-LDGM012DC/5418>普通 -N0JB3N0JB38等构不成对黑颈鹤的威胁"

而放畜则影响着黑颈鹤的正常活动#猪在拱翻沼泽土暂时提供黑颈鹤食物的同时"也严重破坏了水草资

源#在江家湾"于 )*+O<))<(:曾见到一头猪两次追赶 9只灰鹤"夺取食物点P估计猪对黑颈鹤也同样对待#
草海里小面积的草地又难以承载高密度的羊>牛>马>猪"其结果是邻于草地的沼泽地带也成了牲畜的取食

地"这使得有些领域鹤甚至于放弃领域#草海周围镇乡居民饲养的狗于清晨游荡于草海"寻找生老病死或

被套住的雁鸭"也使得黑颈鹤显得非常紧张#

Q 行为显示的强度

在 越 冬 期 间"黑 颈 鹤 各 种 行 为 的 显 示 强 度 有 很 大 的 差 异"集 群 鹤 和 家 族 鹤 在 显 示 同 种 行 为 上 又 有 差

异#取食行为-包括搜寻食物8显示的强度最大-集群鹤和家族鹤分别为 O*I9R和 OSI9R8"其次为警戒-分

别 为 )SI,R和 ),I’R8"再依次为保养-分别为 ’I)R和 OI(R8"运动-分别为 SI9R和 SI+R8"休息-分别

为 (I’R和 )I(R8和争斗-分别为 (ISR和 (I:R8T)U#领域行为是一种综合性行为#集群和家族鹤这些行

为显示强度的差异"在很大程度上是这两种越冬存在形式-集群和家族8利益的反映#例如"集群鹤由于数

量大"每个个体用于警惕天敌-警戒8的时间就相对少"这样有更多的时间用于取食P鹤的一个家族通常为 9

V:个成员组成"为了警惕天敌和保卫自己领域"家族鹤的警戒时间较长"取食时间相对就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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