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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栗斑腹 在吉林省为留鸟2一年可繁殖两次2其雏鸟为典型的晚成鸟B:月末开始有求偶追逐和争雌行为2;月中旬

产卵B雌雄鸟筑巢时间分别是 :6CEJNO和 68CEJNO7筑巢第 :天<B平均窝卵数为 ;P#"Q#P;>枚N巢7RS65<2孵卵前T中T
后期雌鸟孵卵占白天活动时间的 6;UT?:P;U和8?P8U2孵化期为5!O2孵化率为68P6U2!T>日龄喂雏分别为:P;次NH
和 "P#次NHB雏鸟的体重及外部器官的发育除嘴峰外2生长曲线均符合 )/KEMIEG方程2而嘴峰长的生长近似直线2栗斑腹

雏鸟生长发育体重的生长模型为=V S 5:1";N5W 7XY#1;;!7ZY6186<<2雏鸟 55日龄后出飞2繁殖成活率为 !?P?UB
关键词=栗斑腹 9繁殖生态9干草原9白城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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栗 斑 腹 ?abcAdefghgijklmjee5’2n’(*K-Y##H属 雀 形 目?o’--",#0*,6"-H 科?abcAdefepgAH 属

?abcAdefgHL系第三纪冰川时期的孑遗种L无亚种分化L是世界稀有鸟类之一L在世界上仅分布在苏联乌苏

里边区与朝鲜交界附近的方圆数十里地区L一般认为乌苏里边区波塞图港口北部是其分布中心L我国东北

的东宁是其唯一的扩散繁殖区q:rs后据傅桐生等人调查发现它的主要繁殖区是吉林省与内蒙古交界的大

兴安岭东麓L德龙岗和北大岗一带qDrs据 :<<;年在吉林省的调查L其数量仅为 FFCt;FC对L其数量及分布

范 围 有 所 缩 减L原 由 尚 不 清 楚qFrs栗 斑 腹 是 丘 麓 灌 丛 草 地 和 草 原 鸟 类L营 巢 于 地 面 干 草 丛 中 或 小 灌 木

上qDrL以往关于栗斑腹 的研究大多是针对其分布L对其繁殖习性的研究则较少s本研究深入探讨了栗斑

腹 的繁殖习性L以期为进一步的研究和保护打下基础s

u 研究区域和方法

u4u 研究区域 白城地区镇赉县大岗林场的草甸草原地处松嫩平原西部边缘L吉林省西北部L白城地区

北部L:DDv;MZt:D;vC;ZwL;=vD̂Zt;Gv:̂ZxL总面积约 :CCC%6DL域内海拔高度 :FCt:GC6L属中纬内陆大陆

性 季风气候L年均气温 ::yL年降水量 F<=N:66L无霜期 :F=t:;C)s该草原土壤含水量较高L地下水充足s
主要土壤有草甸土z盐碱化草甸土z黑钙土z淡黑钙土s植被组成为蒙古山杏?{dbAdieg|gmecede|gHL贝加尔

针 茅 ?}Ee~ cge|g!AimemHL大 油 芒 ?}~kpek~k"kimecede|#mHL兔 毛 蒿 ?$e!e%k!e#b mecede|#bHL火 绒 草

?&AkiEk~kpe#b!AkiEk~kpekepAmHL乳浆大戟?a#~’kdcegAm#!gHL石竹 ?(egiE’#m|’eiAimemHL委陵菜?)kEAiEe!!g

|’eiAimemHL兴安胡枝子?&Am~ApAfgpg*#de|gH等s植被盖度接近 :CCOL其中L蒙古山杏的盖度约为 :COs

uN+ 研究方法 观察记录配对期的起始与终止时间L雌雄鸟的活动以及种内种间关系s记录样地内每日

处于 产 卵 阶 段z孵 化 阶 段z育 雏 阶 段 的 巢 数 及 每 巢 内 卵 及 雏 每 日 数 量 变 化L用 于 计 算 种 群 的 繁 殖 成 功 率s

,#2Y/"0-q;r认为雀形目鸟类的生长发育曲线符合 /*$#-&#2曲线s将体重和部分外部器官的生长用 /*$#-&#2方

程拟合L渐近线采用三点法求得L并求出相关指数 -D及检验曲线的拟合程度s将所有原始数据整理后输入

数理统计软件包L进行相应的分析s繁殖季节长度?.H是从发现第一对鸟筑巢开始到最后一只幼鸟出飞时

的总天数s它的计算是通过信息理论方程求得q=r7

.9 FC"/0?B1)e/()eH

式中L)e为种群在繁殖季节第 e月中营巢的概率s

+ 结果

+Nu 配对行为

栗 斑腹 在吉林西部;月末和=月初开始配偶L时间持续:=)左右s此时雄鸟激烈鸣啭L有时雌雄双双

追逐L雄鸟强烈地驱逐入侵其巢区的雄性?i9=HL争斗行为主要为仪式化威胁qGrs但对于异种鸟类如云雀

?{!g#pggd*AimemHz短趾百灵?2g!gipdA!!gcdg|’3pg|E3!gHz鹌鹑?2kE#die4|kE#die4H等则没有反应s在杏树

下z大油芒下发现许多深约 :N=26的土坑L并在次日发现坑中增加新鲜鸟粪L故推测栗斑腹 筑巢前在此

过夜s

+N+ 筑巢及巢

栗斑腹 配对之后即开始选择巢地L最早筑巢始于 =月 :C日L完成筑巢约需 M)L最晚可到 G月 ;日L
共 D=)L筑巢高峰约在 =月 DD日至 DF日?}4(9MNML59DGHs

雌 雄 鸟 均 参 与 筑 巢L在 筑 巢 期 第 ;天 进 行 了 全 日 观 察L栗 斑 腹 筑 巢 时L每 次 飞 至 巢 边L先 停 留 一 下

后L再窜入巢中将新衔来的巢材放进巢L用身体整理 =t:C6#(s:)内雌雄鸟筑巢总时间分别是 ;F6#(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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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筑巢频次分别是雌鸟上午 ’次(下午 )次(共 "次*雄鸟为上午 !次(下午 )次(共 +次&筑巢期间未

观察到其他种类鸟的干扰&
栗 斑 腹 巢 为 地 面 巢(深 杯 状&据 ),巢 的 测 量 值(巢 内 径 长 径 为 -.)!/0.’12#*宽 径 为 ".!’/

0.+’2#*巢 外 径 长 径 为 3.31/0.-+2#*宽 径 为 1."0/0.3-2#*巢 深 为 +.’)/0."32#*巢 高 为 ’.-!/

0.1)2#&据 "巢巢材来源分析(巢外壁主要由大油芒构成(及少量的碱茅4567789:;;8<=:968>;?@<A(巢内壁主

要由贝加尔针茅叶子组成(内垫物为兽毛B柔软的草根等物&

C.D 产卵及卵

栗 斑腹 筑完巢第 )天或隔一天产第 ,枚卵(多在 +E00之前产卵49F+A(日产 ,枚(平均窝卵数为 ’

G"枚49F!,A&雌鸟产卵期活动隐匿(绝大部分时间在草丛中活动(且很少鸣叫&
卵底色为莲花白色或蛋青色(上缀有许多点状或斑状淡玫瑰色斑点(远看形成一片(使全卵呈淡玫瑰

色(其上又散有极明显的丝状或草叶状的栗棕色条纹(多集中于钝端(但未形成端环或有也不明显&卵的颜

色 随 孵 化 日 期 的 推 移 而 逐 渐 加 深(特 别 是 钝 端 变 化 明 显&卵 的 长 径 为 ,1.3-/0.-’##(宽 径 为 ,’.31/

0.+0##49F!1A(鲜卵重为 ).,)/0.)’H49F!1A&

C.I 孵卵

表 J 日孵卵时间4KA

LMNOPJ QRSTNMUVRWUVXPVRMYMZ

日期

[\]̂

观察时间

[\]̂_‘
_ab̂cd\]$_%

孵卵时间

e$# ‘̂_ĉ HHb
K\]2K̂f4KA

孵卵时间所

占比例4gA
hc_i_c]$_%_‘
]$# ‘̂_ĉ HHb
K\]2K̂f

前期4第 )天A ’E!0G,3E00 +j01 !+j0
hc_iK\b̂
中期4第 +天A ’E!0G,3E00 ,0j01 -’j+
k ]̂\iK\b̂
后期4第 ,,天A’E!0G,3E00 3j1 "-j"
l%\iK\b̂

栗斑腹 在产完最后一枚卵后即开始孵化(孵

化期为 ,)f49F!A&孵化一般由雌鸟承担&雌鸟在孵

化时(常将身体伏于巢中(头后缩(与巢缘相平(两翅

展开将巢全部盖住(由于其羽色与环境接近(因此不

易被天敌发现&与长尾雀类似m-n(雄鸟虽然不参加孵

卵(但常衔食喂雌鸟&当雄鸟飞到巢边时(雌鸟从巢

边站起(频繁地抖动翅膀向雄鸟求食(雄鸟从口中吐

出食物送到雌鸟口中(可连续几次喂雌鸟(喂食后雄

鸟离去(雌鸟重新孵卵&孵卵雌鸟有时也离巢取食(
雄鸟往往从附近飞起伴随&雌鸟的恋巢性随孵化日

期的延续而增强&孵化前期(雌鸟受惊扰时飞出 )0#
左右*中期之后人走至距巢仅 )G!#时雌鸟仍不飞走(当被人惊起时亦不起飞(而是在地面上震翅跑动(佯

作受伤状&人离开较远时很快就返回巢中继续孵化&在孵化期第 )B第 +B第 ,,天(根据栗斑腹 受惊扰程

度(适当调整距离(搭设隐蔽棚(以 ’0倍望远镜对其行为进行了全日观察4表 ,A&
孵卵前期中占雌鸟活动最多的为孵卵4+’.-gA(占雄鸟活动时间最多的为取食4’,.’gA&前期外出频

繁(且离巢的雌鸟多和雄鸟一起觅食(而中B后期雌鸟外出次数减少(雌鸟每天离巢取食 ,G)次(外出觅食

一般在 1E00G3E00和 ,"E!0G,-E00(每次活动半小时左右(雌鸟进出巢十分隐蔽&孵卵期种群领域较为稳

定(未发现到同种的其他个体干扰&在此期间观察到大杜鹃4o676;6p7<9?@6pA将卵寄生于栗斑腹 巢4共有

!巢A中的现象&其 中 一 巢 已 被 遗 弃(另 两 个 巢 仍 继 续 孵 化&说 明 大 杜 鹃 巢 寄 生 成 功 率 是 比 较 高 的(为

"".-g49F!A&大 杜 鹃 卵 与 栗 斑 腹 卵 的 颜 色 酷 似(较 栗 斑 腹 卵 稍 大(长 径 )!.)0/0."-##(短 径 为

,-.-!/0.,-##(重量为 !.+-/0.,-H49F!A&

C.q 育雏及雏

在雏鸟孵出后的第 )和第 1天作了全日观察&结果表明(雏鸟出壳第 )和第 1天(每天从 ’E!0G,3E!0
总喂雏次数分别为 "-次和 ,!-次4’.+次rK和 3.0次rKA&全天喂雏均出现 )次高峰(第 )天高峰时间为

,0E00G,)E00B,’E00G,+E00*第 1天高峰期为 +E00G"E00B3E00G,0E00&育雏期雌雄鸟交替工作(日喂雏

次数随着雏鸟日龄的增加而增加(育雏期一直持续至 !0日龄左右&因栗斑腹 雏鸟为晚成鸟(所以育雏前

期亲鸟入巢喂食的同时还要在巢内停留几分钟温暖雏鸟(早晚气温较低(故停留时间比中午长&成鸟离巢

时常将巢内粪便及蛋壳碎片衔去(只是到了育雏后期(巢内才开始堆积粪便&此时(巢也被踩挤得矮扁&
在产卵B孵卵和育雏期(研究者用手触摸卵B雏鸟和践踏生境(常引起栗斑腹 弃巢(若惊飞孵卵雌鸟

-1’,3期 佟富春等E吉林省白城地区干草原栗斑腹 的繁殖生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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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会使其放弃巢卵!栗斑腹 育雏期对巢区的保护行为表现得最为明显"如发现同种的其他鸟侵入巢区时

立即将之驱至 #$%以外!

&’( 雏鸟的形态和行为特征的发育

栗斑腹 雏鸟为晚成鸟"不同日龄雏鸟在形态和行为方面的发育特征如下)

$日龄*新生雏+ 刚出壳的雏鸟几乎全身裸露无羽"仅在头顶等处有极稀疏的灰白色绒毛!体呈淡灰

色"嘴角黄色"卵齿褐色不易发现"头大而颈细"不能抬"眼泡突出"腹部透明球形"肛门朝上"四肢细弱"不

能站立"蜷缩成团!跗 红色"爪白色"耳羽未开启"是典型的晚成鸟!

,日龄 耳孔开启"触动巢时有后仰或头向前伸且张嘴求食的动作"有听觉"不发声!

-日龄 体色和嘴角颜色加深"羽区毛囊明显!

.日龄 嘴前部淡褐色"基部为黄色"头/颈/背/腹部两侧的羽鞘露出皮外"翼上羽鞘明显"眼裂分开呈

缝状!

0日龄 眼半睁"背上羽鞘很发达*青色的根尖+"腹部两侧羽鞘淡黄色"翼上飞羽羽鞘和腹部两侧羽鞘

开始放缨"尾/腿上出现羽鞘!双腿不能支撑身体!耳羽周围出现羽鞘"羽鞘放缨!眼不能完全睁开"雏鸟还

不能辨认入侵者和亲鸟"不能离巢"处于变温阶段!

#12日龄 全身羽鞘放缨"体羽在此阶段末期达到较丰满状态"体形已具有成鸟轮廓!雏鸟能辨别入

侵者和亲鸟"能跳跃前进"可离巢 ,至数米远"是体温调节迅速发育时期!

3日龄1出飞 这个时期是尾羽快速生长时期"拐点为 ,$’034!雏鸟经常在巢外草丛中活动"能短距

离飞行"亲鸟喂食次数逐渐减少"到 ,,日龄之后"在亲鸟的喂育下逐渐成为活动自由的独立个体!体温调

节发育完成!
对 ..只雏鸟的体重和部分器官的生长作了测量"结果如下)
体重 $日龄雏鸟平均体重为 ,’567",$日龄为 ,0’.67"平均日增重为 ,’-6784!在 -16日龄生长最

快"达 -’--784!第 ,$日龄体重相当于成鸟的 5,’29!体重生长曲线呈:;<型!
体长 体长在第 ,1第 6日龄生长较快"平均每日增长 .’5,%%"其生长也接近:;<型!至第 ,$日长度

相当于成鸟的 .3’359"说明雏鸟离巢后体长仍会有较大的增长!
翼长 翼长在 -1.日龄生长最快"日增长 ,,’3.%%"至 ,$日龄长度相当于成鸟翼长的 6$’669"可见

翼长生长高峰在巢期"而出飞后仍继续增长!其生长曲线呈:;<型!
表 & 栗斑腹 体重和外部器官发育的测量*=>?@A+

BCDEF& GFHIJKCLMFNKFOLCEPOICLQPRSCLTPUQTHVQWULKHLI

日 龄

X7Y
*4+

雏 数

Z[%\Y]̂ _‘a[b\
*‘cd7eY+

体 重

fYc7gh
*7+

体 长

î4jeYd7hg
*%%+

翼 长

fcd7eYd7hg
*%%+

嘴峰长

k [̂hgeYd7hg
*%%+

跗 长

ld‘hYmeYd7hg
*%%+

尾羽长

n]cbe_YbhgY]eYd7hg
*%%+

$ ., ,’56?$’0. ..’2.?,’2, 6’#5?$’.$ 0’##?$’#2 #’2-?$’2, o
, .. -’52?$’53 .#’63?-’-2 5’.3?$’.# 0’52?$’05 6’6-?,’-3 o
- .$ 0’$2?$’33 0$’-0?-’-5 2’.$?$’-5 #’06?$’6, 2’06?,’$# o
. .# 6’,2?,’,3 0.’60?,’5, -$’-.?,’.- #’56?$’#2 ,,’5.?,’5$ o
0 .6 2’-0?,’$- 02’$#?-’6. -#’62?,’#, 6’,5?$’05 ,-’02?-’$, o
# -6 ,$’,$?,’5, #,’$-?.’-$ -2’#$?,’22 6’#.?$’0- ,.’##?,’3, o
6 -5 ,-’35?$’6# #0’--?,’2. .-’$#?,’5. 6’35?$’06 ,6’03?$’5- .’$.?$’0$
5 -# ,.’.#?,’-, #6’0#?$’-# .#’35?-’.5 6’32?$’#3 ,5’,#?,’$2 0’0#?,’$.
2 -3 ,.’20?,’,. #6’##?,’0# .3’,3?,’6# 5’,2?$’-2 ,5’62?,’$. #’-6?$’3#
3 -6 ,0’-#?$’6$ #2’-6?,’-0 0-’.6?$’6$ 5’.$?$’$3 ,5’3,?$’60 #’3-?$’50
,$ -2 ,0’.6?$’2- 6$’-#?-’2. 0#’,3?,’-6 5’00?$’$0 ,2’$2?$’6- 2’,6?,’$2

成鸟 X4[eh 0 -$?$’5, ,#$’5#?#’$6 50’#?-’.2 3’#?$’#2 ,3’#?$’#2 63’#?6’66
嘴峰长 各日龄的增长比较均匀"平均日增长 $’-3%%!,$日龄时长度已是成鸟嘴峰长的 52’.-9!

其生长曲线近似直线增长!
跗 长 在 -1.日 龄 生 长 最 快"日 增 长 .’-5%%"6日 龄 后 增 长 缓 慢"61,$日 龄 平 均 每 日 仅 增 长

$’0$%%",$日龄长度已是成鸟的 3-’5-9!其生长曲线呈:;<型!

220, 生 态 学 报 --卷

万方数据



尾羽长 第 !"第 #日龄$尾羽羽鞘才开始长出$以后平均以 %&’())*+的速度生长$%,日龄仅 相 当

于成鸟的 %%&-!.$说明尾羽生长主要在 %,日龄之后/尾羽生长也符合012型/
将生长符合012型曲线的数据用 34567869方程拟合:表 ;</

表 = 雏鸟生长方程

>?@AB= CDEFGHBIJ?GKELEMLBNGAKLO

项目

P8Q)

渐近线

R7S)T848Q

拐点

PUVWQX64U

生长率

YZ8Q4V5[4\8]
%̂,"_,

:+<
‘值

aZWbQ4V‘
34567869方程

34567869QcbZ864U

体重 dQ65]8 %!&_e ;&#; ,&ee’, -&_# ,&e_e- %!f_e*:%ghi,fee’:̂i;f#;<<
体长 j4+SWQU58] #e&;e ,&_- ,&;e;# %’&!’ ,&(%,# #ef;e*:%ghi,f;e;#:̂i,f_-<<
翼长 d6U5WQU58] !(&-! ;&(, ,&;-’- %%&-( ,&;-!! !(f-!*:%ghi,f;-’-:̂i;f(,<<
跗 长 kZ[7b7WQU58] %_&#, ’&;’ ,&;;!! %;&%; ,&e#,! %_f#,*:%ghi,f;;!!:̂i’f;’<<
尾羽长 kZ6WWQU58] %-&%% %,&!_ ,&(!’, e&’’ %&-’,; %-f%%*:%ghi,f(!’,:̂i%,f!_<<

栗斑腹 雏鸟体重及外部器官的发育除嘴峰外$生长曲线均符合012型$而嘴峰长的生长近似直线/从

表 ’中可以看出$栗斑腹 雏鸟的体长l跗 长的拐点值较小$说明它们在早期增长迅速/

m&n 卵及雏的损失

共观察栗斑腹 e_巢l卵 %-_枚$至孵卵期结束$孵出雏鸟 #e只$孵化率低$为 ;#&;./其中人为破坏

:包括研究者干扰<’,巢$占 #e.o未受精卵和死胎 -巢$占 ’%&!;.o弃巢有 !巢$占 %%&,-.o天敌啄食 %
巢$占 ’&e_./至育雏期结束只有 %(只雏鸟出飞$成活率为 ’-&-.:表 !</

表 p 卵及雏损失一览表

>?@ABp qENNEMBOON?LrLBNGAKLO

损失原因

YQZ74U74VW477

卵

s55

雏

tQ78W6U5

总数

k48ZW
Ub)uQ[

原因 YQZ74U7

人为干扰 ;% %, !% 拣蛋l毁巢

vb)ZU+678b[uZU9Q w69x4b8Q5574[+Q78[4SUQ787
研究者干扰 ;e %e e, 触碰卵l雏鸟及巢

PUyQ7865Z84[+678b[uZU9Q k4b9]Q557$UQ78W6U5ZU+UQ78
不明弃巢 ’- , ’- 非人为干扰而弃巢

RuZU+4U6U5UQ78bUxU4\U[QZ74U7 RuZU+4U6U5UQ78U489Zb7Q+uS]b)ZUZ986y686Q7
不明丢失 ( ! %’ 巢未毁$个别卵l雏丢失

3477bUxU4\U[QZ74U7 tQ78\Z7U48+Q78[4SQ+ZU+74)QQ557ZU+UQ78W6U57W478
不明捕食 e e %, 巢被压坏$卵l雏丢失

w[QS6U5bUxU4\U[QZ74U7 tQ78\Z7+Q78[4SQ+ZU+Q557ZU+UQ78W6U57W478
蚂蚁袭击 , _ _ 蚂蚁咬噬刚出壳的雏鸟

RU8Z88Z9x6U5 tQ78W6U57\Z7u688QUuSZU87
未受精卵或死胎 ! , ! 未孵出

zUVQ[86W6{Q+Q5574[+QZ+Q)u[S4 zU]Z89]Q+
巢寄生 ! , ! 巢中发现大杜鹃的卵

tQ78TZ[Z76867) k]QQ5574Vu659b9x44\Q[QV4bU+6U8]QUQ78
疾病或雏鸟间竞争 , ! ! 孵出后全部死亡或个别死亡

|67QZ7Q 4[ 94)TQ86864U uQ8\QQU
UQ78W6U57

14)Q4[ZWWUQ78W6U57+6Q+ZV8Q[6U9buZ86U5

m&} 繁殖窝数

第 %次筑巢始于 e月 %%日$最后一窝雏鸟出飞约在 #月 ’,日$因此繁殖季节长度约为 !,+/繁殖周期

根 据 ~!;,QXT:i"#$WU#$<求得~!%%&%;+$3w:繁殖季节长度*繁殖周期<!;&e_$这表明栗斑腹 一

年有 ’次繁殖的可能/这与野外观测发现有些栗斑腹 在其巢遭到破坏后$重新寻找营巢地再次繁殖的记

录相符:%!;</

= 讨论

:%<栗斑腹 为留鸟 东北东宁发现过其巢和卵$e月初飞至东宁$e月末筑巢$冬季不见&’’/巢为地面

巢$常将巢筑于杏树l贝加尔针茅或猪鬃草下/繁殖时不利用旧巢$即使是第一次繁殖失败后再繁殖/在雏

鸟的发育过程中$器官大小必须和它的功能相一致/栗斑腹 雏鸟的体长l跗 长的拐点值较小$说明它们

在 早 期 增 长 迅 速/比 较 属 其 他 种 类 雏 鸟 生 长 情 况$体 重 生 长 率 接 近 的 为(灰 头 :)*+h,$-.

_(!%_期 佟富春等(吉林省白城地区干草原栗斑腹 的繁殖生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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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道眉草 ,-./&012(%1#1$&!*3生长率分别为456778和 56795:9;3能否因此而认为该种是由

三道眉草 ,-./&012(%1#1$&!*与白头 ,-./&012(<&#%#%&"’()(*的杂交而产生3值得进一步研究:=;>

,?*种群密度与鸟类的死亡率紧密联系在一起>@ABC:D5;认为引起鸟类密度制约性死亡的动因可能有 E
个4食物短缺+捕食和疾病>草甸草原地区植被结构简单3鸟类隐蔽条件差3因而极容易遭到破坏3加之人类

对栖息地的干扰如放牧:DD;3造林或农垦:D?;3研究者干扰3巢寄生等均有可能使栗斑腹 弃巢>人为干扰是

栗斑腹 繁殖失败的主要原因>不仅栗斑腹 如此3其他一些鸟类如翠鸟,F)%&$#(GG’1!*在繁殖期的失败3
也主要是由于人类的干扰:DE;>其中研究者干扰造成繁殖失败的约占 H76DI:DH;3研究者的工作负面上影响

了栗斑腹 的繁殖3主要体现在测量卵巢各项指标及对其进行标记上3本次观察研究中3主要采用色彩及

实物标记3看来极不可取3建议今后的工作者尽可能采用先进的测量示踪工具3例如可尝试利用无线电遥

测等3减少对珍稀鸟类繁殖过程的干扰>

,E*繁殖季节长度是鸟类繁殖活动的必要条件3它决定着鸟类投入繁殖活动所需的资源3繁殖活动与

草甸草原的物理环境及鸟类的食性等生态学特征紧密相关:D?;>其中3食性主要与食物的量及食物可利用时

间的长短有关>作为资源的食物可利用性及其变化对鸟类繁殖过程的启动起着决定性作用3并对鸟类繁殖

方式的进化有重大影响>在白城草甸草原地区3可利用食物的变化规律突出表现为季节性强>食物的强季

节性限制了繁殖季节的长度>这些因子连同鸟的个体大小及幼鸟发育速率等生物学特征3限制了鸟类年繁

殖次数3因此繁殖季节长度也反映了适合鸟类繁殖的时间长短:D7;>观察研究结果均表明3草甸草原波动环

境中及幼鸟存活率受外界影响过大情况下3第 D次繁殖失败后3栗斑腹 亲鸟可进行第 ?次繁殖>

参考文献

:D; JAKALMNOAJPQRSTLRO-./&012(U(VW#X!W11YABZAOR[R\LCNN\NSML]TBNÂ_T‘T_TOBTSRNSLL]TBNASNROPab#WW(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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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 @Nik,李凤山*3-Avu,马建章*P{TMA[NR_ÂTBR̂Rp&R‘{̂ABC.QTBCTnl_AOTnj_NOp\NOST_ASlARMAN3xjNZMRj3

lMNOAPF%G(-%#)#’1%(r1V1%(,NOlMNOTLT*,生态学报*3?5553(f,?*4?=Eh?=9P
:8; $juw,徐照辉*3@Nkl,李世纯*PkSjnNTLROo_TTnNOpTBR̂Rp&R‘SMT@ROp.SAN̂Tn)RLT‘NOBMPF%G(-%#)#’1%(

r1V1%(,NOlMNOTLT*,生态学报*3D==H3e,,D*478hsDP
:9; xAR/ ,高玮*PFd1(V-%#)#’0,NOlMNOTLT*PlMAOpBMjO4QR_SMTALSQR_KÂ1ON[T_LNS&m_TLL3D==DP99h=EP
:=; uMAOp@k,张龙胜*3@Nju-,刘作模*3&G()P{_TTnNOpTBR̂Rp&AOnoNR̂Rp&R‘‘Rj_L]TBNTLR‘*p_TSAOnwT_ROP

F%G(-%#)#’1%(r1V1%(,NOlMNOTLT*,生态学报*3D==H3e,,D*495h9EP
:D5; @ABC2P|’&V(G}0()0&’})(G1#V#3(V1.()V}./&0!P@ROnRO4y4‘R_n1ON[T_LNS&m_TLL3D=7H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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