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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C年至 "==8年夏季2在左家自然保护区对长耳鸮7DEFGGHIF>的巢位及巢树进行了系统观察和初步研究B结果表

明?喜鹊7JEKLMEKL>巢址是长耳 选择巢位的重要资源2占发现总巢数的 86NB在长耳鸮所利用的 !#棵喜鹊巢树中2蒙

古栎7OIPQKIFRGSTGUEKL>所占的比例最大B喜鹊巢树的树种V胸径V及其附近的灌木数量等生态因子是该巢址能否被长耳

鸮所利用的重要生态指标B被长耳鸮所利用的喜鹊巢址距农田的距离与那些未被利用的巢址差异显著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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巢位选择是鸟类在长期进化过程中通过自然选择而形成的一种繁殖防御对策gQ@8h@是鸟类繁殖体系的

重要环节@能将同类的干扰作用@天敌捕食和不良因子的影响降到最低水平从而提高繁殖成功率gKi5hj有关

鸮类巢位选择的生态研究报道国外较多@F*k*9)lC!*.Y&l?)3%1"<<和 m#%01#&"$lL*$)9和 ?*3+*分 别 研 究

了斑 点 鸮SnopqrsttquvwoxyqzWl仓 鸮S{|osxy}xW和 东 方 角 鸮S~o!zxqzsW的 巢 位 选 择 特 点gPiRhj"#:7).39l

-#33#*:和 m"7).%l#/3#"在不同地点l从不同角度对长耳鸮的巢位选择进行了研究和报道gQ(iQ8h@但没有描

述对喜鹊巢的利用情况@且 研 究 地 点 无 一 在 次 生 林 中j国 内 对 长 耳 鸮 生 态 研 究 较 少@仅 对 该 鸟 的 越 冬 习

性gQKiQ[hl食性gQK@Q’hl冬季种群数量动态gQ[h和繁殖生态gQ5@QPh做过研究和描述j未见有关其巢位选择方面的报

道j长耳鸮是重要的森林益鸟@是鼠类的天敌@研究长耳鸮的巢位选择并对其进行合理保护对农林业均有

重要意义j对该鸟的繁殖栖息地特点及对喜鹊巢的利用特点做了初步研究和探讨@试图了解次生林中长耳

鸮在巢位选择方面的特性@为保护该鸟和进一步了解次生林中鸟类巢位选择特点提供野外实验方面的资

料和证据j

$ 研究区域和方法

$O$ 研究区 域 左 家 自 然 保 护 区 位 于 吉 林 省 东 部 山 区 长 白 山 地 向 西 部 平 原 过 渡 的 丘 陵 地 带@位 于 东 经

Q85%(&iQ85%Q&@北纬 ’’%Q&i’’%5&@海拔 8((i[((:@面积为 ’8Y:8O林型为山地次生林@平 均 林 龄 为 [(i

5(*@其中重要乔木 QQ种@尤以蒙古栎S’!vpt!z(sw)syqtxWl白皮柳Snxyqr(xoz!uxwxW为多j树木平均高度

为 Q[i8(:@平均树冠高度为 ’iP:@乔木平均胸径为 8[iK(0:j灌木以刺玫Snt*q+vwuxpxux,spxtxW为

主j草本植物以菊科和禾本科植物为主j除次生林外@本区还有草甸l农田l水库和林间空地等生态景观j

$O- 研究方法 QRR5iQRR4年夏季@在吉林省左家自然保护区范围内寻找长耳鸮的巢树j对每棵巢树作

好标记并编好序号j对巢树及巢位的相关因子进行测量和描述j为了尽量缩小由于环境梯度变化而造成的

微环境差异和便于比较分析@用同一种方法对距长耳鸮巢位最近的喜鹊巢位和巢树进行了测量jK*中@共

测量被长耳鸮利用的喜鹊巢树 8(棵@同时测量了 8(棵未被长耳鸮利用的喜鹊巢树为对照样本j
巢树的测量参考 F*k*9)lL*$)9和 ?*3+*介绍的工作方法gP@Rhj对已被长耳鸮利用的和未被利用的喜

鹊 巢树的特征描述运用 [个变量d巢树胸径S.TUV 单位为 0:Wl巢树高度S.V 单位为 :Wl巢距地面高

度S./V 单位为 :Wl巢内径S.01单位为 0:Wl巢外径S.0U单位为 0:W@未被利用喜鹊巢树的 [个变量

相应表示为 2.TUVl2.Vl2./Vl2.01l2.0U@单位同上相对应j并运用成对样本的 o>检验gQ4h和一

系列的?"$<).."$#调节gQRh进行比较分析及显著性检验j以上变量均用常规方法测量j巢位的特征描述参考

m*$+&g8(h和张正旺g8Qh的工作方法j描述巢位特征的变量共 Q4个d乔木胸径STUV 单位为 0:Wl乔木高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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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单位为 $%&乔木盖度!’(#用百分比表示%&乔木种类!)#只计胸径*+,$%&乔木数量!’#只计

胸 径*+,$%&灌木种类!)-高度*./,$%&灌木数量!’-高度*./,$%&灌木盖度!’(-用百分比表示%&
灌 木高度!"-0单位为 $%&草本种类!)1取样估计值%&草本数量!’1取样估计值%&草本高度!"10取

样估计值 单位为 ,$%&草本盖度!’(1取样估计值 用百分比表示%&巢位距最近农田距离!’23单位为 $
如 果超过 4//$以 4//$计%&巢位距最近水源距离!’53单位为 $如果超过 4//$以 4//$计%&巢位坡

度!)(1单位为度%&巢位鼠洞 数 量!67’%巢 位 距 最 近 林 缘 距 离!’#3单 位 为 $如 果 超 过 4//$以 4//$
计%8在 9:个变量的表示符前加 ;表示未被利用的喜鹊巢位相应的变量8有关巢位的变量均在以喜鹊巢

!包括已被长耳鸮利用的和未被利用的%为圆心<以 44$为半径的样圆内测定<具体方法是=以巢树为圆心<
分别以 >4$和 44$为半径做两个同心圆<然后以巢树为起点向 +各基本方向做 +条长度为 44$的直线横

截 两个同心圆8把内圆的每条直线以4$为间隔分为4个线段<把外圆的以9/$为间隔分为.个线段<用截

线法调查样圆内植被特点和相关变量特征?>9@8运用 ABAA软件包!CD4%对数据进行处理并对偏离统计预测

的数据进行了平方根调整<如仍有偏离则运用 EFG,HIHJKJHJLMNM$OPNF,POQPQ进行检测8对 9:个变量进行

方差分析!RSTUR%和逐步判别分析!APOLVFQOWR%8

X 结果

图 Y 长耳鸮利用的和未被利用的

喜鹊巢树情况

ZF[\Y ]QÔ MĴ _J_QÔ QFP_MPFHJH‘aM[LFOKQJOQP

PNOOQbcdHJ[eOMNÔ TVGQ

XDY 巢树 所测量的 >/棵长耳鸮巢树由 +个树种组

成<分 别 为 蒙 古 栎!fghijgklmnompqjr%&落 叶 松!;qngk

ksthkuiqk%&山 杨!;mvgpgkwrtqwqrnr%和 黑 桦!-hugpr

wrtgiqjr%<其中蒙古栎所占比例最大!C/x<图 9%8而

喜 鹊 巢 树 由 y个 树 种 组 成<除 上 述 树 种 外 还 有 白 皮 柳

!)rpqzvqhimuqq%和水曲柳!2irzqngklrnwk{giqjr%8
据 >/巢已被长耳鸮利用的喜鹊巢树观察<长耳鸮

喜 利 用 喜 鹊 的 旧 巢<两 年 共 利 用 喜 鹊 的 巢 9+处<占 总

巢数的 C/x<对喜鹊新巢的占用率为 ./x8已利用巢

树 和 未 利 用 巢 树 各 个 变 量 之 间 密 切 程 度 并 不 明 显!见

表 9%8但二者在胸径!’3-"|;’3-"<u}.D/~<̂!
}~<v}/D/9.%&巢距地面高度!’1"|;’1"<u}|

+D>.<̂!}~<v}/D//>%差异显著!见表 >%8
表 Y 已被长耳鸮利用的和未被利用的喜鹊巢树变量比较

"#$%&Y ’()*#+,-(.(/0#+,#$%&-$&12&&.3-&4#.43.3-&45#6*,&K-.&-171+&&-$89(.67&#+&4:2%-

变 量

UMNFMbGOQ

已利用的 ]QÔ !’}>/% 未利用的 ]J_QÔ !’}>/%

平均数

aOMJ

标准差

AP̂\

WO;FMPFHJ

标准误 AP̂\

<NNHN$OMJ

平均数

aOMJ

标准差

AP̂\

WO;FMPFHJ

标准误

AP̂\

<NNHN$OMJ

相关系数

=HNNOGMPFHJ

’3-"!,$% >>D+> .DC~ 9D9~ 9CD+C .D9/ /D~: |/D/C
’60!,$% .>D/: +D/4 9D>: .CDy> +D+~ 9Dy: /D/y
’6-!,$% 4~Dy: 4D+C 9DC. 4~Dy> :D+~ >Dy: |/D/4
’"!$% 9~D>C .D99 /D~: 9~D:: >DC. /D:y |/D/9
’1"!$% ~D+/ 9D9: /D.C 99D~/ 9Dy> /D49 /D/9

XDX 巢位

.M中<共发现长耳鸮的巢位 >+处8其中<有一处为地面巢<.处来源于其它猛禽的弃巢8除此 +巢外<
其它的 >/个巢位均来源于强占的喜鹊新巢或旧巢<对此 >/巢进行了详细观测8并同未被长耳鸮利用的巢

位进行了比较分析8已被利用的巢位多数在山坡的北面<占总巢数的 y4x8有 94巢位于林缘地带<占总巢

数的 C4x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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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 已被长耳鸮利用的喜鹊巢树和未被利用的喜鹊巢树变量间成对样本的 "#检验

$%&’(! )%*+(,-%./’("#0(-0123%+*%&’(-&(04((56-(,%5,656-(,7%8/*(9-5(-0#0+((-&:;158#(%+(,<4’-

变 量

=>?@>ABCD

成对变量差异 E>@?CFF@GGC?CHICDJKLMNO

平均数

PC>H

标准差

QRFSTCU@>R@VH

标准误

QRFS
W??V?XC>H

YZ[置信区间差异

YZ[\VHG@FCHIC
BHRC?U>BVGR]C
F@GGC?CHIC

低 高

V̂_C? ‘aaC?

b Fc d

KefghdKefg ijYZ ZjNk ljkN ljmm njZo mSNY Y NjNlm
KpqhdKpq kjoZ Yjlo MjnY hnjiN hZjmM hMjil Y NjNll
KpfhdKpf kjNM lNjmi mjMo hojmi ojik NjNM Y NjYn
KghdKg hNjkl ijmk ljmn hmjom MjZl hNjii Y Njko
KrghdKrg hMjZ ljno NjZY hmjnm hljlk hijMi Y NjNNM

长 耳鸮已利用巢位和未利用的巢位在样圆内的乔木高度JsLmjlMtFcLltmntuLNjNnZOv灌木高度

JsLljmoitFcLltmntuLNjMinOv草本高度JsLljkMYtFcLltmntuLNjMlO等方面没有显著差异J见表

mOw样方圆内的灌木数量JsLlYjnntFcLltmntuxNjNNlOv乔木胸径JsLMmjYntFcLltmntuxNjNNlO
以及巢位到农田的距离JsLlnjimFcLltmntuxNjNNlO差异显著w在 ln个变量中t乔木胸径JefgO对区

分 已 利 用 巢 位 和 未 利 用 巢 位 的 判 别 力 贡 献 最 大JQRCa_@DCTyt_@BzD9{LNjkoZOt其 次 为 灌 木 数 量JQRCa|

_@DCTyt}@BzD9~LNjklmOt而在草本高度和巢位坡度等方面判断力贡献较小J见表 iOw

表 ! 已被长耳鸮利用的和未被利用的喜鹊巢位变量比较Jy"#=yO

$%&’(! $1./%+*-15123%+*%&’(-&(04((56-(,%5,656-(,5(-0%%&*0%0-127%8/*(9-&:;158#(%+(,<4’-Jy"#=yO

已被利用的喜鹊巢位 未被利用的喜鹊巢位

变量 JKLMNO JKLMNO 观察力

=>?@>ABCD ‘DCF]>A@R>RD ‘H&DCF]>A@R>RD 显著性 #ADC?UCF
PC>H QT PC>H QT s Q@’S aV_C?>

efg MijZZZ ijlNM lnjMkN ijNMn MmjYoZ NjNNN NjYYn
gfq ljNkZ NjloZ NjYYZ NjMNl ljmoi NjMin NjMNn
grq lNjmoZ Mjnlm YjiNN ljYmo ljkMY NjMlN NjMmn
g(g lojiMZ mjZmm lZjmNN ijNZo mjlMN NjNnZ NjiNk
Kf lMjoNN kjYli MijlNN YjlNo lYjnnl NjNNN NjYYl
Kse lkZjlNN liMjlol mZojMZN liljllm lnjiNm NjNNN NjYno
Kr inijNNN iZmjnml minjZNN MnkjMZl ljMoZ NjMkk NjlYk
K)f mZjMZN ijlMn mnjZNN ZjlZZ ijnim NjNmi NjZom
K)r ZkjMZN lljkni ZYjNNN lNjmmk NjkMM NjimZ NjlMN
K)( MMjoZN ZjMZN MkjMZN kjnZY mjMni NjNon NjiMm
K( lnjnZN ojlkM lnjnNN kjYkm NjNNl NjYnM NjNZN
K(e lNijmZN nkjYni llnjZNN oijMMZ NjmNk NjZnm NjNni
K*e MNnjmZN lZkjZmY MlNjlZ lZYjNZm NjNNl NjYol NjNZN
p+K ljZZN ljmYZ NjnNN ljlNZ mjZZi NjNko NjiZl
,f ijYNN MjMMl ZjNZN ljoml NjNZo Njnlm NjNZk
,r lYjYZN Yjnnk lkjmZN ojiim ljkYm NjMNl NjMiZ
,)r lZjlNN lNjomk lojNNN lnjZnY NjlZo NjkYi NjNko
,( ijlZN ljiZZ mjiZN ljYmM ljimn NjMnm NjMlZ

>-.LNjNZ

! 讨论

!j/ \VF0认为t影响鸟类巢位选择最重要的 m个因素是微环境适合度v食物供给量和巢捕食压力t而每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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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 长耳鸮已利用的和未利用的喜鹊巢位变量逐步判别

分析结果

"#$%&! "’&(&)*%+,-+’&.+&/01)&23,-*)&4#54*5*)&4

6#7/1&8)5&)+)1+&)$9:,57;&#(&4<0%)

变量

序号

变量

名称

判别

步骤

判别

系数

耐受

系数

=值

变化

显著

性

>?@A?BCD

EFG
HIDJ

KFDLLAMN

ADOIP

=IF

QOID@8

RACSP8

T值
HAUG

>?@A?N

BCDP
FLVW

XFCD@N

?OMD
Y Z[\ Y ] _̂‘YaY_̂^ bc_ad Ĝ̂^̂
Y Z[\ Ĝae bYGdf Ĝeg‘
b h[ b ĜeaY Ĝae Y‘Gae ĜeYc Ĝ̂^̂
Y Z[\ Ĝae YgGcY Ĝfbf
b h[ c Ĝda bYĜ Ĝf‘b
c h=Z Ĝeac Ĝac YcGda ĜfYc Ĝ̂^̂
Y Z[\ Ĝdd YdGeg Ĝcaa
b h[ Ĝda Y‘Ĝe Ĝcdd
c h=Z f Ĝab YcGfb Ĝcê
f hi[ Ĝfee ĜaY gĜY Ĝbda Ĝ̂cf
Y Z[\ Ĝd‘ YdGYf Ĝcĝ
b h[ Ĝda YeGfa Ĝcca
c h=Z g Ĝde YeĜY Ĝccg
f hi[ Ĝdd gGac Ĝbed
g \j\ ] Ĝfb ĜaY fGdg ĜbeY Ĝ̂dg

个因素的相对重要性是由它对巢成功的影响力决定

的kblmRADOP对KFno的关点做了补充p认为鸟类的巢

位 选 择 是 一 种 优 化 生 境 选 择p鸟 类 总 是 把 巢 位 建 立

在最利于它繁殖成功的地方p除 KFno提出的 c个因

素 外p种 群 密 度 和 人 为 干 扰 等 也 是 影 响 鸟 类 巢 位 选

择 十 分 重 要 的 因 素kelm长 耳 鸮 没 有 自 己 筑 巢 的 习

性kbblp在 成 熟 的 森 林 中p或 以 天 然 树 洞 为 巢p或 利 用

其它猛禽的弃巢kbclm但是p在未成熟的次生林中p没

有 足 够 大 的 天 然 树 洞 供 长 耳 鸮 利 用p这 种 资 源 上 的

匮乏p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长耳鸮选择巢位的对策m
在 长 期 的 生 态 适 应 中p长 耳 鸮 把 喜 鹊 巢 址 作 为 其 选

择巢位的重要资源m因此p在这种情况下p决定长耳

鸮 选 择 巢 位 的 因 素 具 有 二 重 性p一 是 喜 鹊 巢 址 的 分

布模式p二是利于长耳鸮繁殖成功的优化生境m
长 耳 鸮 巢 树 最 主 要 的 来 源 是 喜 鹊 已 筑 好 的 巢

树p占 用 后p只 是 去 掉 巢 的 上 盖p并 不 对 巢 内 进 行 修

饰而直接利用m研究中发现p长耳鸮偏爱胸径较大的

喜 鹊 巢 树qr?A@DnNP?sJCDtIDPIpuv _̂̂gpwxb̂p见

表 byp这 点 与 z?@S等 在 新 墨 西 哥 州 原 始 森 林 中 的

研究结果是一致的kbflm另外p长耳鸮利用喜鹊旧巢的

比例q‘̂{y大 于 对 新 巢 的 利 用 比 例qĉ{yp分 析 有

以 下两点原因|qYy利用喜鹊的旧巢可以避免或减少

与喜鹊在巢位资源上的竞争mqby长耳鸮在本区为留鸟p进入繁殖期较早kYflp利用喜鹊的旧巢可以避免由于

喜鹊筑巢时间所致的进入繁殖期的时滞m在本区内p大部分的喜鹊巢树是杨树p而长耳鸮却极少利用杨树

作为巢树p另外p在观察中发现p其它占用喜鹊巢的猛禽p如红脚隼}红隼等也很少占用喜鹊的杨树巢p这可

能 是因为|qYy为了避免人为干扰kelp本区杨树林大多分布在人类活动较频繁的场所p如路旁和鹿场}村 落

附 近~qby杨树上的巢多在杨树的尖部p巢距地面高度一般超过 Ygsp而在研究中发现p长耳鸮所利用的喜

鹊巢树p巢距地面高度平均为 a_fsq见表 Yym长耳鸮捕食的猎物多在地面活动p较低的巢位便于长耳鸮从

巢内迅速出击捕食猎物kbglmqcy杨树枝脆易断p不适于大型猛禽栖息m从另一个角度看p越来越多的喜鹊把

巢建在杨树上p可能是为了避免其巢被其它鸟所侵占的一种协同进化行为m在喜鹊巢树的 e个树种中p长

耳鸮对蒙古栎的利用率最高qĝ{p见图 Yyp这可能是由于同其它的树种相比p蒙古栎的树高较低而且胸径

大p正适合长耳鸮的生活习性m研究结果表明p喜鹊巢树的胸径是决定该树能否被长耳鸮所利用的重要因

素m并且蒙古栎枝叶茂密p利于隐蔽p同时p亲鸟在孵化}育雏时可借茂密的枝叶遮阴避阳}挡风挡雨m另外p
长耳鸮是一种典型的夜行性鸟p多选择遮阴}枝叶茂密的生境p是否与其暗适应的视觉特征有关需做进一

步研究和探讨m

!_" 长耳鸮利用的巢位p多数坡向朝北qeg{yp但与对照样点的差异并不显著q=x _̂Yg‘pu# _̂̂gpwx

b̂pWE$>Wp见表 cymz?@S等认为p鸮类的巢位多在山坡的北向主要与植被分布和鸮类特有的夜生活习

惯 有 关kbflm被 长 耳 鸮 利 用 的 喜 鹊 巢 位 和 未 被 利 用 的 相 比p前 者 巢 树 附 近 的 灌 木 数 量 远 远 少 于 后 者q=x

Ya_ddp%v _̂̂gpwxb̂pWE$>Wp见表 cyp这可能与长耳鸮的捕食行为和捕食习性有关p长耳鸮捕食对象

主要是鼠类和部分蛙类}蛇类p这些动物均生活在地面上p过多的灌木必将造成捕食障碍p降低捕食率m另

外p被长耳鸮选择的巢位距农田较近q=xYd_f̂p%v _̂̂gpwxb̂pWE$>Wp见表 cym这可能与捕食对象

的丰富度有关p随未对此做详细调查p但农田附近的鼠洞数量明显多于远离农田的地带p但与对照样点的

差异并不显著q=xc_ggpu# _̂̂gpwxb̂pWE$>Wp见表 cym长耳鸮尽可能的把巢位选在食物丰富的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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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这样不仅可以节省捕食所消耗的体能!还能提高捕食效率"对巢位 #$个变量逐步判别分析的结果表明

乔 木胸径%灌木数量和巢位距农田的距离等生态因子对长耳鸮巢位的特征描述有较大的贡献力&见表 ’("
前两个因子与巢微环境适合度有关!后一因子与食物丰富度有关!再次地证明了 )*+,的观点"

在研究中还发现一处长耳鸮的地面巢!此巢位于山坡的北面!在一片落叶松林的林缘地带"巢由落在

地面的落叶松枝为覆盖物而组成!地面未做任何铺垫"以前未见有长耳鸮地面巢的报导!这一现象是由环

境变迁所致!还是一种偶然!需做进一步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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