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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苇莺种群繁殖生态初步研究 

卢 欣 郭东龙“ 
(山西 省生物 研究所，太 原) 

摘 要 

作者于l985一l987年夏季，在太碌地区对大苇莺的种群繁殖生态进行了较为系统的观测．结果 表研： ． 

大苇莺5月中旬迁八、口月中旬迁离研究区域J产卵在$月初开始，B月中旬选蓟高峰J窝卵数2—7枚，J；f5 

枚居多，平均窝卵教随着时间的延续而递减，繁殖成功窝的百分率和生产力的最商值但丹掰为51．8 和 

1．0 J 为破坏矗嚣响种群繁殖成效的重要困素之一． 

● 

美t饲t大苇骘(Ac 印 H5 arHn出 ∞e“s)，种群簧殖生志． 

大苇莺(Acrocephalus arundinaceus)为广布于欧亚大陆的一种食虫鸟类。对其繁殖生态 

的研究，涉及一般繁殖特性 、领域性 、配偶关系 和雏乌的生长 1等方面。但 

在自内，关于该乌的种群繁殖生态尚未有较系统的研究。我(f]：]=1985--i987年的夏季，在太 

原市南郊区进行了这项工作。 

一

、 研究样地与工作方法 

1． 研究祥地 

研究样地为航空学校西侧的水渠(图1)。水菜总长1600米，宽lO米，总面积为1．6公顷。 

渠内长有稠密的香蒲(Typha Iatifolia)和少量的芦苇(Phragmites communis)，两侧有稻田、 

玉米田、菜地及草滩，沿渠～侧还有高大的杨、柳和槐树。大苇莺即在香蒲、芦苇丛中营巢 

繁殖。 

我们对样地及其邻近2条水渠内的大苇莺进行环志并就地回收。1985年环志400只J 1986 

年环志104只，就地回收9只}1 987年也曾捉到1只 1985年环志的成鸟。这说 明大苇莺种群包 

括参加过 3次繁殖的个体，也证实该乌具有返回原繁殖地的习性。此外，1985年在样地环志 

的 1只幼乌，于当年lO月在湖南祁阳县发现。 

样地内大苇莺的巢密度显著高于本区较大生境中的密度。例如1 985年 7月中旬，南郊区 

的西草寨、河西两个池塘内巢密度分别为22．5和18．7个／公顷，而样地则高这33．1个／公顷， 

差异十分显著(P<O．01，X 检验)。这与样地的地形特点有关。据观察， 面积较大的池塘， 

大苇莺的巢多分布于蒲丛和苇丛边缘，这有利于衔运巢材尤其是育雏期捕捉昆虫。样地为一 

·本文承安微大学生暂幕王驻山教授、西北高原生物研究所张斑受、邛旨孳先生审衄井挺出宝贵者且， 率所刘焕盒同 

志工作中曾给予帮助，在此镶裘谢意． 

¨ 现在山西大学生物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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狭长水渠，恰符合该鸟筑巢的特点。此外，渠外地形开旷，人为干扰相对较小。 

2． 工作方法 

从大苇莺迁来之 日起开始观测 发现有衔 

草营巢者 (一般在迁来l0天左右 )，便开始在渠 

中检查鸟巢，并按顺序编号，记录每个巢的营 

造程度、产卵 日期、窝卵数、出雏数、雏鸟成 

活情况等项 目，直至最后一窝幼鸟离巢。1985 

年每隔 2天对整个水渠检查一次，I986和I987 

年为每隔3天进行一次。 

三年共收集到385个巢的资料。其中 1985 

年I91个，1986年l 42个，1987年因严重的人为 

破坏，故仅有52个。 

二、繁殖季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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圈 l 研究样地概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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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繁殖周期 

据1985--1987年观察，大苇莺5月中旬迁来，9月中旬迁离，居留期1l9～13O天(表1)。迁 

来的最早日期三年变化不大 (相差3天)。迁来的高峰期一般在首见日后的 15天左右。迁离虽 

在9月中下旬，但繁殖结束的个体8月上句即逐渐离开营巢生境。例如1986年8月23日在营巢 

地进行数量统计，仅有 8只大苇莺。 

迁来后 lO— l5天，种群中首先配对、 

确立领域的个体开始营巢。巢经6—9天筑 

好，之后便开始产卵。三年中，1985年种 

群开始产卵的时间最早，结束也最晚，持 

续62天，1986年开始产卵比1985年晚l天， 

而结束早 6天}1 987年开始产卵的时间较 

上两年晚5—6天。蒲草的高度和密度与大 

苇莺营巢有关，1987年蒲草生长期稍晚， 

从而推迟了营巢时间。 

2． 繁殖季节 

裹 1 j壬健和繁殖日期 
T-M e 1 D-tes of m igration and brH ding $ea3oI1 

最早迁来 日期 6月 14日 5月 16日 5月 1 日 

最晚迁商 日期 0月21日 9月1B日 9日1 3日 

居 留 暮 敷 l 30 11 9 

最早产卵 日期 6月2日 6日t日 6月7日 

最晚产卵 日期 8月3日 日28日 一 

产卵持续暮教 62 一 

种群的繁殖季节规律一般是根据各个窝产第一枚卵的日期进行分析的 。在所收集 的 

385个窝的资料中，大多数窝都能确切地知道产第一枚卵的日期。对于少数发现较晚 的 窝， 

参考See!的方法进行推算 “ 。这些窝是：孵卵期发现的9个窝、孵卵期发现而在幼 鸟出 壳 

前损失掉的l2个窝和雏期发现的6个窝。分析时以每5天作为一般时间间隔。结果表 明，6月 

初种群产卵始期后7—1；天，即6月11—20日，产卵活动达到高峰(图2)。而后，随着季 节 的 

推移，逐渐衰减，最后于7月底8月初终止。在日本仙台，大苇莺种群的产 p始期是5月中旬， 

高峰期在6月上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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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太苇莺的繁殖季节(每5永为一周期) 

Fig．2 Breeding season 0f the Great Reed 

W e~bler(in s-day perio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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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寅卵敷的季节变化 

Fig．3 Variafion in mean c1．tch—s{ze daring 

breeding season 

三、窝卵数及其变化 

大苇莺的窝卵数范围是2—7枚，有人报道 

为2～6枚 】。其中以5枚最多，占43．96 

298窝的窝卵数为4．53±0．05枚 

囊 2 大苇莺的窝卵数 
Table 2 Clutch—size of the Great Reed Warbler 

丧 卵数 1985年 1986年 1987年 合 计 

J寓教{ 离歙l 高数 ％ 寓教l 
2 2．68 2 1．8 7 2．T O 2．3 

a 10．3 2 8 7．55 5．41 8．T 

33．56 3T 34．02 a5．14 34．2 

6 43．2 3 46 4 3．40 48．64 43．口 

6 0．68 13 12．2 6 5．‘1 10．O 

T 0．64 0 O．09 2．T0 0．6 

台计 1O0．00 106 100．O0 tO0．00 IO0．0 

一  ’ 1 l 

±S．D ．’4
．49±o．o7l4．5 7±0．o8l4．5T±o．16 ‘．6 3±0．0 

窝卵数的年度变化很小 (P<0．001，t检 

验)。但存在一定的季节变化t随着时问 的 推 

移，平均窝卵数呈减小的趋势(图3)。如 果 比 

较1985、1986年6月25目以前和以后的窝卵数， 

则发现差异均是显著的(P<O．05，味 验)。在 

其它地区，也观测到窝卵数随季节 减 少 的 现 

象 】。 

四、繁殖成效 

1． 营巢的成效 

在营巢初期，由于香蒲、芦 苇生长速度不 

一

， 且低矮、稀疏 ，这使得筑巢困难较大，花 

费时间相对较长(6—9天)。另一方面，风和降 

雨在这个时期更易使营造不久的巢毁坏。因而， 

营巢 的成功率较低。例如1985年 6月11日前记 

录的65个巢中，就有l2个损坏 (18．46 )。6月 

上旬以后，、随着香蒲、芦苇长高长密，营巢所 

需时间缩短 (4～6天)，成功率也有所 提 高。 

1986年 6月20—26日记录的25个巢仅 2个损坏 

(7．69 )。 

2． 卵的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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繁殖过程中卵损失的原因有 A．卵的丢失。亲鸟受惊扰离巢时，不慎弄破或碰出巢外， 

暴风雨使巢倾斜或毁坏j黄鼬(Mustela sibiHca)的盗食 ⋯ 。B．无特卵和死胎卵。C．亲鸟死 

亡或其它原因弃巢，如有蝙蝠(Vesperti[io superarlas)卧于巢内和黄斑苇璃 (1xobrychus sin— 

ensis)侵占巢地。D．人为掏卵和割草毁巢。 

统计 结果表明，无精卵和死胎卵在窝卵数5和6枚的窝中明显很 高，1985年为 67．31 ， 

1986年为78．79 。由于A、B、C等 自然因素引起的卵的损失率为 l9．95—24．08 。人为 因 

素带来的损失有时十分严重，1987年高达53．25 

3． 雏鸟的损失 

雏鸟损失的原因有 A．部分死亡或失踪 ，例如同窝雏鸟较小者的夭折或黄鼬危 害 -”。 

B．由于亲鸟丧失、不良气候和食物短缺等原因造成的整窝雏鸟死亡。C．人 为 掏 雏 和 割 草 

毁巢。 

统计结果表明，部分死亡或失踪的损失在5．00—6．94％之间，且多出现在窝卵数较多的 

窝中。1985年，一窝4、5只与2、3只雏的几率比较，前者高出后者I1．8％。人为破坏造成的损失 

三年各为8．51 、17．71％和22．5O ，它们分别占各年总损失的46．8l 、57．31％和60．00 。 

4． 大杜鹃寄卵繁殖造成的卵和雏的损失 

大苇莺是本区大杜鹃(Cucufus∞ 。，“s)的主要巢寄主 鹃雏出壳后，将寄主的卵和幼雏 

均推出巢外。这对寄主繁殖造成一定影响(表3)。 

囊 5 由于大杜■寄卵造成的卵和雏的摄失 
TaMe 5 Losses of eggs and nestlings due to the 

Cuokoo brood parasltism 

窝卵数(包括大杜鹃卵) 2 3 4 5 B 台计 

寰 4 大苇莺的繁殖成效和生产力 
Table 4 Breeding success and productivity 

of the Grear Reed W mrbler 

5． 繁殖成效及生产力 

在鸟类种群繁殖研究中，通常把至少 

有～只幼鸟离巢的窝称为“成功的窝 ，并用以衡量繁殖成效 。本文也依此标准 进 行 分 

析。关于繁殖生产力，采用成功窝的百分比与每窝平均出飞幼鸟数的乘积计算“ 。结果表 

明，大苇莺的繁殖成功率和生产力较低，最高年份(1985)仅分别为51．8 和1．9(表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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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BREEDING ECOL0GY OF GREAT REED W ARBLER 

Lu Xin Guo Donglong 

(Sl~anxl ln~ttute o，肋 l0g Taiÿ an) 

Field work was carried out from 1985-- 1987 at the South burb of Taiyuan． 

Shanxi provice．The study site is a drainage channel where the cattaill(Typha latif— 

site)and the reed(Phamites communis)are 1lying．The Great Reed W arblet(Acrocep— 

halus arundfnaceus)arlives at this brecding area in middle May and 1eaves in middle 

September．The egg—laying period extended between early June end late July，with a 

peak in middle June．The clutch—size of this species ranged flora 2 to 7 eggs and the 1heart 

clutch—size was 4．53 eggs．There was seasonal change in mean clutch—size， decreaasing 

gtadually with the season progreSS．The 1ogSes of eggs and nestlings weIe 25．71— 

76．32％ and 18．18—37．50％ respectively，excluding 5．77— 9．95％ of the lo~es 

caused by the Cuckso bIood pazasitism．PerCentage of reproduction Success and produc— 

tivity werc lower than 51．8％ and 1．9，respectively．Human activily wss an impor— 

tent factoz to affect breeding Success． 

Key wo rds：great reed warbler，breeding ecolo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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