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赤麻鸭种群的繁殖生态研究 

，垒查j％-壹 堕里 。 
(四川师范学院 ．南充．637002) ＆ ，7 

摘 要 1989年 3--11月笔者在卡莎髑对赤麻鸭仲昨的繁殖生志进行了拜完 ，结束衰明赤席冉有专门 

，1 的婚配场-在婚配场·#种群行为可讣 追谩期、小群期、戚时期．簟址的选■宥一宦豢件．其翼匠面积为 
0·24--0 56hm ，景殖力为 4-P，孵化率为 94．6 ．雏乌成活事为 90 ．括杀：|破坏种群量I要的因索． 

关键词 。
．  登 曼巨至 

赤麻鸭(Tadorna m· )分布广泛，冬季几乎遍布全国，繁殖在四川I、西藏、青海、新 

疆、甘肃、东北、内蒙古等地。耕·群数量大．是我国重要的产业鸟类． 

关于赤麻鸭的繁殖生态资料不多。零星报道过个体的一般繁殖习性“ 。作为种群的繁殖 

生态研究尚未见到，因此，作者于 1989年 3一l1月在四川炉霍县卡莎湖对赤麻鸭种群的繁殖 

生态进行了研究。 

l 自然撅况 

卡莎湖位于四川西北，炉霍县充古乡境内，约东经 100。16 ，北纬 31。4O ，海拔 3520m，湖面 

积 1．09kin ，湖的最深处达 17m。为西北走向的长方形高原湖泊。年均温 6．6℃，1月一3．6℃，7 

月 14．8'C。极端最高温为 30．4 C．极端最低温为一21．2℃；年降水量 644．5mm。除湖东北面山 

坡为典型的山原地貌外，余处为草地及农耕地。主要高等植物有穿叶眼子菜(Potamogeton per- 

foliatus)、篦齿眼子 菜 (P．pectinatus)、菹草 (P．cri．*pus)、蒲草 (Typha angustifolia)、水葱 

(Scirpus tabernaemontani)、糙叶苔草(Carex scalrrifolia)、藏北蒿草(Clarke littledalei)、珠芽 

蓼(Polygonum viv a— )等，此外尚有青髁、豌豆、马铃薯等作物。水禽资源丰富，计有小鹃鹏 

(Pod& ruficollis)、苍 鹭 (Ardea cinerea)、黑 鹳 (Clconia nigra)、赤 麻 鸭 (Tadorna 

矗 uginea)、绿头鸭 (Arias platyrhynchos)、斑嘴鸭(A．poecilorhyncha)、绿翅鸭 (A．C~cca)、 

琵嘴鸭(A．clypeata)、针尾鸭( ．Ⅲaria)、罗纹鸭 (̂． lcata)、鹊鸭(Bucephala clangula)、赤 

嘴潜鸭(Netta ?ia)、斑头雁(I4 indi~“ )、中华秋沙鸭(Mergus squamatus)、骨顶鸡 (Full— 

cⅡatra)、剑鹂(Charadrius hiatical“)、金 鸸(c．dubit*s)、白腰草鹬(Tringa ochropus)、红脚鹬 

(丁．totanus)、青脚鹬(r，．,tebularia)、扇 沙锥(Capella gallinago)、针尾沙锥(c．stenura)、普 

通燕 鸥(Sterna hirundo)、红嘴鸥(LⅢ_fI ridifmndus)等 24种 

2 研究方法 

整个繁殖期划分为：①配对与交配朗；②筑巢期；③产卵孵化期·④育雏期。每个时期做 

*野虾工作得到甘孜州林业局 、炉翟县林业局、宽古 亭的大力支持和协助，谨此致谢． 

**现在工作单位为乐山市垒畜养殖有限登司． 

奉丈于 1992年 l J】月 7日收到．峰 倩于 1993年 8月 31日收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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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7d的全 日观 察。 

共发现 4巢，主要刚 8倍望远镜 察 ，并用傅桐生介绍的方法确定巢区 ，再用积分公式 

S一 1[f (z)一 f2( )]dx计算其而积 ，分别为：o．24、0．25、0．48、0．56hm 。 
J 6 

3 观察结果 

3．1 配对及交配 卡莎湖的赤麻鸭．在 4月 20日就开始出现配对现象，此时两个 自然群体合 

为一个，集中于东北山坡和附 湖而上．直到 5月 20日配对完成才成对离开。 

通过 4月 20 El、30日、5月 5日、l0日的全 日观察 (6：00—2l：00)，除 7：00—9t 00、16： 

00—18：OO在湖边觅食外．其余 llh均在【【_坡活动 可以确认，该地为赤麻鸭的婚配场。 

3．1．1 配对早期 3—4d．雄舛活动增加，烦燥不安，不断地伸翅缩颈，并在水面快速游动，追 

逐雌体，同时不停地呜叫，愈近雌体， 声愈低，一旦靠近，呜声完全变成连续不断的喉音。这一 

期间，雌伴多在水中缓慢地特动．且不呜叫。 

3．1．2 戏飞 在婚配 场 ．常 1挑体开始l1 I1li．雌怍随之响应 ．之后 ，整个群体大声 呜叫，其声在 

800m处可听见。呜f；t【时．两性个体不断振趔扑飞．也常见4—5只结成的小群体起飞，嗥鸣于湖 

面上空．约 5一lOmin后．附冲落于洲面J ． 停 ． E同婚配场。从全 日观察看 ，平均 2h有一 

次这种戏飞行为，高潮时．母 lh l攻．每次持续约 20—4om n。 

3．J．3 配对后期 在坼眦场衙动的峁标f 群体．常分为 2雄 2雌或 3雄 3雌的小群活动，在 

卡莎湖有 2O群之多，它们 槛飞于湖而 【 空．活动范围扩展至湖的西北面乃至婚配场山坡的 

另一侧，每次盘飞约 4O一6on、'11 小砰后而常有单日雄体跟随。傍晚，小群体不再返回婚配场， 

而停留于河边或湖四周的 dl坡上。完成配对的赤麻鸭，在整个繁殖季节，两性均相伴。 

3、1．4 交配 配对形成后 ，即有交配行为发生．最早观察到是 4月 25日，迟至 6月初 交配在 

末面或地面完成。交配之前，雌雄个l木离开群怍至僻静处，雄在前引，雌在后跟，当雌体滞留时， 

雄体则以低鸣声召唤。在水面游动约 20rain+至浅水草丛中站立，双双伸颈朝天作应答式高鸣， 

其声愈鸣愈高，突然降低，持续约 3mhl，紧接着同游于水面，呜声更低 ，此时，雌体伸颈，头贴于 

水面缓慢游动，雄体绕雌l本作顺时针方向l礴动+时ifi『忡预朝天，时而插喙于水中，绕游一周后 ， 

即以喙衔住雌体肩珊，跨上雌体背部 ，完成交配．整个过程持续约 5min，之后，雌雄个体不断梳 

羽，在水中翻跟斗，展后栖息于浅水草丛中。地面上的交配过程，与上述情况大体一致，只是雄 

体改绕雌休游动为转圈。根据 5月中旬至 6月上旬作的 lOd全日观察结果统计，交配多集中在 

午后 1 4：00一l 5：O0．占 总数的 65 ．且在同一天不弭交配 。 

3、2 巢与筑巢 赤 鸭在配对完成聒，开始选择巢址筑巢，随着地形、地貌的不同，巢址有较 

大差异，卡莎湖地区无森林．只有部分裸 ．是 型∞山原地貌，根据观察，赤麻鸭喜选择旱獭 

废弃的洞穴作巢，也曾在距地面 8m多确 裸岩发现一粲。通过对 4个巢的综合分析：①巢多 

选择在僻静朝东南的山上 ；②il,i]穴平坦抖向上，洞深多弯道 ⑧距洞穴不远有溪流。这样的巢既 

能防御敌害．又能避免雨水倒潍入iI'l中。 

巢呈浅窝状，结构筒 +巾少 ∞枯 (扣蒿草 苷草等)和大量的 自身绒羽构成。 

巢筑好后的头两天+赤晰鸭白天入檠．沮每次均不超过 40rain，夜晚仍在湖边栖息。未见占 

区行为。由于赤嘛鸭的巢彼此问隔越远．故未发现种群内为争巢而发生争斗现象 ，其巢区为 

0．24—0．56hm 。对巢区的保护均Ill排l呜担任． ：论同种个体从头上飞过或停落在巢址附近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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坡上，雄鸭均会作出强烈反应：伸颈呜叫．半张开尾羽，两翅馓扑，低头直向入侵者冲去，直到入 

侵者离开巢区才停止，当无入侵者时，则停立于洞巢附近，警惕地张望着。 

3．3 产卵和孵化 筑巢完成后约 1田，5月上旬开始产卵，每天产 1枚 ，每窝 7—12枚 ，平均 

每窝卵数 9．3枚(4巢)。卵呈淡黄色，椭圆形。4巢卵数与孵化情况见表 1。 

表 1 窝卵数与孵化情况 

Table 1 Clutch size and hatching 

巢号 栅产卵日期 辑出日期 
Number It￡of Datc of 卯 投(枚 ) 雏敛 (只 ： 

beginning leaving Number NumL 

of n t oI eggs of nestling 
laying egg 

1 1989．5．8 1989 6 9 7 5 

Z 1989．5．9 l989．6．1Z l1) I(} 

3 1989 5．11 1989．6．13 I I2 

4 1989．5．1Z 1989．6．14 8 H 

产 卵期间，雄鸭伴雌鸭活动 ，雌鸭产卵 

时，雄鸭立于洞口警戒，一见敌害(包括人)逼 

近 ，即大声呜叫报警 ，然后钻入洞 中。 

孵卵是在产最后 1或 2枚卵时开始的 ， 

雄鸭不参加孵卵。 

孵化期中，雌鸭恋巢性极强，即使人逼近 

洞口也不飞离。据 5月中、下旬作的 5d全 日 

观察．在孵化前期每天上午 l0；00左右，雌鸭 

离巢 ．在雄鹏 陪伴 下飞至湖边 觅食 ，历 时 

40--60min．并在湖边小憩后返巢；孵化后期，每天天刚亮 ，雌雄个体就一起离巢，飞至湖边觅 

食 2—3h才归巢 ，刚归巢的两性个体并不急于入洞巢 ，多在空中盘旋 l0一l5min，边鸣叫，边观 

察 ，直到确认无异常之后+才降落在巢边。雌鸭入洞继续孵化，雄鸭在附近警戒。夜晚同宿于洞 

巢之中。在整个孵化期中，雌鸭白天田巢时间在 lO一14h。 

卡莎湖地区的赤嘛鸭劫雏 。 早是在 6月8日孵出，最迟在 6月 15日。根据 4巢统计；其 

孵化率为 94．6 ，幼鸭的成活率为 90．0 。繁殖力按以下公式计算： 

0 v f 351 v1 
繁殖力一型 螂  一 _4_4 

刚孵出的幼雏 ，绒羽干后即可行走，24h内即由雌鸭背负，雄鸭在前，雌鸭在后 向湖中飞 

去。雌鸭背负幼雏时，匍伏于地，两翅扑散低垂似阶梯，以低鸣声唤幼雏沿翅至肩、背部、无论多 

寡，一窝雏均一次背负+抵达湖中后．亲鸟就不再背负幼鸭回巢中过夜 ，而是同宿于水草丛中。 

孵出的幼雏(1日龄、6只)平均体重为 45g+俸长 169．2mm，喙长 15ram，跗踱长 35．8mm， 

翅长 37ram+喙呈墨绿包，虹膜暗褐色，上俸豫H＆圈、前额和肩至腰侧具灰白色条纹外，自头顶 

沿后颈至背、腰、尾部满布明显的棕褐包带斑．腹部灰白色，跗踺和趾灰绿色，蹊黑色。 

3．4 育雏及护幼 幼雏在亲鸟的带领下 ．在湖中觅食．极少上岸，一旦遇到敌害，它们会在亲 

鸟的召唤声中，迅速地向湖中央游去。喜在浅7K处潜水．其距离可达 20—30m，觅食方式多为滤 

食式，不同于成鸟。这一时I明+成鸭多啄取草本植物的幼嫩部分。 

7月底，雄亲鸟已离开家族群，而幼鸭在雌亲鸟的带领下开始台群，8月 9一l5日，与成鸭 

台成犬群。 自7月下旬开始+皇力鸭开始尝试作飞翔动作：抬直身体，猛烈地扇翅，并以蹊快速划 

动，向前滑 8一lOm，但身体尚不能离开水面。到 8月中旬，由于飞羽逐渐长成，胸肌发育，故幼 

鸭可在水面上作短距离飞行或滑翔。 

育雏期中由亲鸟，有强烈的护幼行为，当家族群在湖面休息或游动时，若同种其它个体接 

近幼雏 ，立即会遭到两性亲鸟的猛烈攻击。遇猛禽袭击时，雄鸭开始会大声呜叫以示警告继而 

腾飞而上+在家族群上空盘旋，引诱其向自已攻击；雌鸭在听到报警后．即带领聚成群的幼鸭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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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草丛游去，待幼鸭隐蔽后 ，就在附近水而游弋，并大声呜叫。6月初，当 1窝(9只)幼鸭由亲鸟 

带领越过公路，被作者抽获时，亲鸟一直在头顶盘旋悲鸣，并数次向作者头顶俯}巾，历时达 3h 

之久 ，其护幼行为之强烈，由此可见一班 

4 讨论与结论 

4、1 赤麻鸭繁殖期间有专门的婚配场，在婚配场内，群体行为有差异。交配的完成 ，是雄体主 

动式，与鄞作新等的观察。 扣异。 

4．2 在 山原地区，巢筑于悬岩峭壁和裸岩上或利用兽类废弃的洞穴 ，河流冲刷的岸边土洞，与 

郑作新“ 所描述的相同，但巢地附近有水源，均不在巢区内觅食。 

4、3 影响幼雏存插率的主要因素是天赦的危害．作者追踪观察了两个家族群(2+10、2+10)， 

有2只雏鸟被普通瑟(Bttteo[mteo brumanicus)捕杀，其余均存活下来。 

4．4 刚孵出的幼雏，均由雌亲鸟背 贝举湖而．夜晚就停留于湖边草丛之中，与朴仁珠 、郑作新 

等的观察结果 。 不一致 ．他们认为办麻鸭{芟要背幼雏回洞巢。 ‘ 

4．5 枪杀是目前人类对赤麻鸭制 群破坏最大的因素，仅 5月份就见到 12起猎杀赤麻鸭的事 

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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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C0LOGICAL STUDlES oN THE REPR0DUCT10N 

oF 71AD0 ⅣA FE月 G ⅣEA P0PULA n0N 

Y LI Zhiwej M a FI Yewei 

(De／,“ r· ，B／o／oK3-、Sichaan^ ，mat CoMege·lCa~：hoeg·637002) 

From M arch tO November in 1 989．a Sttl c[y was made on the reporductive ecology of Ta— 

。，w n
．

， rr“ ，』 “p。 1Iati。n、TI1e re轧1I【s indicated that 7 口埘d 1I 阳 had a special ● 

mating site where its population behaviour COLIId be divided into wooing，sm all colony and 

coupling periods．The Tadorml／ rr ‘ ， “chooses the nesting place with some regularity， - 

having a nesting area of 0．24—0．5Ohm ．The reprod uction rate iS 4·25、at a hatching rate of 

94．6 ，and a survial rate of 90 ．At])resent，shooting is its most destroying factor． 

Key words：Tadorna ferrugi；tea，poptllation，reproductive ecolo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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