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纵纹腹小鹊 (A the
n o n oc t“a) 是一类中小型鹊类

,

主要取食啮齿类和有害昆虫
,

因而对农业生产十分有

益
。

对其不同亚种的地理分布及普通亚种 (A
.

n
.

Plu m iPe
: )的繁殖生态国内已有记载 [l, 2〕,

但对它的种群密

度及生态分布特征至今 尚无报道
。

作者于 1 9 9 2 一 1 9 9 3 年主要在陕西省岐山县京当地区 (34
.

4o N
,
107

.

60

E )观察其繁殖行为的同时
,

并对其种群数量及分布情况进行了野外考察
,

现将结果整理并报道如下
。

1 研究方法

鹊类相对地巢密度低
、

分布范围广
、

飞行无声
、

晚上活动多于白昼
,

给数量统计带来困难
。

观察者的不

同
、

观察能力
、

野外调查经验和识别种的能力等都会影响统计结果
。

不同的季节
,

同一天的不同时间也会

影响结果
。

因此
,

没有一个统一的最有效的统计鹊类密度的方法
,

必须视不同的种类而定
。

纵纹腹小鹊不是严格的夜行性鹊类
,

它白天也可活动
,

尤其在繁殖期更是如此〔‘’〕。

因此
,

比起鹊形

目其它种类较易于观察
。

在缺乏夜间所需设备的情况下
,

作者主要掌握住黎明和黄昏这两段小鹊活动高

峰期
。

小鹊体色似土
,

野外难于发现
,

但它具有固定的活动场所
,

若发现了土棱或树杆等上面
“
白噩

”

样粪

便痕迹和地面上小鹊吐 出的
“

吐弃块
” ,

就比较容易找到
。

对小鹊的数量统计以样点为主
,

在观察
、

熟悉其活动习性及分布规律后
,

选择适当的样方
,

在每一样

方内
,

以巢(繁殖期 )或小栖息地为主
,

尽量找到个体
,

结合统计叫声
,

声引诱等方法
,

详细地沿栖息生境

步行记数
。

其计算公式为
:

D = N / S
,

S = 2 L W

D
:

密度
,

N
:

样方内小鹊总数量
,

S
:

样方面积
,
Z W

:

调查线路宽度
,
L

:

线路长度
。

2 研究结果

2. 1 栖息地生境及种群相对密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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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调查 (表 1 所示 )
,

小鹊分布广泛
,

但很少分布于植被稠密的山林内
。

在平原地区的田野生境分布密

度较低而在山脚
、

林缘一带
,

尤其在有高的土台和古树或沟壑丰富的地方分布较多
,

而且常活动于居民住

宅区内或其附近
。

表 1 小鸽的生境分布特征

Ta b le 1 C h a r ac ter is tic o f e c ol og ic a l d is tr io u tio n of At he脱 加‘细。 夕勿耐夕
心‘

.

地 点 相对密度
·

栖息生境 海拔 (m ) 备 注

Sit e Re la tiv e d e n s ity H ab it a t E le v a t io n N o te

岐 山县 + + +

落叶阔叶林及灌丛草原
,

植被

主要以核桃
、

柿树
、

柏树
、

杏树
、

酸枣
,

针毛
、

狼尾草等为主

农田开阔地
。

作物以小麦
、

玉米
、

花生
、

棉花为主

常绿针叶次生林林缘
,

植被以油松为主

同上

位山脚~ 台源
、

沟壑带并近民区

渭南市 20 。 民区附近

户县 30 。 附近有开阔农田

眉县 6 00 ~ 7 0 0

周至县 + + 针阔混交次生林林缘
,

植被

以油松
,

核桃
、

竹子为主
。

针叶次生林
,

植被以油松为主

为一旅游点
,

有

楼观台 古庙及高大古柏

居民区
,

粮店
,

田间有高的土台

n�00nUOC�月了台乃n合

周至马召 + + 农田开阔地

长安县 + + 农田开阔地

西安市

河北深水县

河北易县
.

。

+ +

市区

农田开阔地

小山林区
,

密植柏树

林缘

3 0 0 ~ 5 0 0

2 0 0 ~ 3 0 0

2 0 0 ~ 4 00

县郊
,

具高的土

台及较深的沟壑

有较高的土台

狩猎者较多

民宅附近
,

有小

的沟壑
,

坟地

, O⋯⋯没发现小鹊

+ ⋯⋯每天 ( 1 0 0 hm Z ) 发现 1一 4 只

+ + ⋯⋯每天 ( 1 00 hm “) 发现 5 ~ 10 只

+ + + ⋯⋯每天 ( 1 00 hm “) 发现 10 只以上

2
.

2 岐山县京当地区种群密度

2
.

2
.

1 繁殖期种群密度 作者对该地区占地约 75 hm “

的典型沟壑带
,

对来往鸟类做了统计
,

发现小

巢 8 个
,

平均巢距 18 9 m 左右
,

最近巢距不到 10 o m
。

在 4~ 5 月份统计其种群密度为 2
.

1 只 / 10 h m Z 。

6 月底
,

由于幼鸟已孵出
,

所以种群密度急剧上升
,

约 5
.

4 只 / 10 h m ,
。

同年 7~ 8 月份种群密度降为
:

约 4
.

2 只/l 0 h m , 。

次年的 7 ~ 8 月份
,

种群密度在同一繁殖地约为 8 只 / 10 h m Z
。

2
.

2
.

2 越冬期种群密度 小鹊有自己固定的和几个经常栖息活动的地方
。

这些栖地多位于 日间阳光可以
‘

照射到的峭壁缝隙和突出的土崖上 ; 在干枯的树杆上或电杆顶端
。

作者对陕西岐山地区白天栖息生境内

(仅在沟壑内 )做了统计
。

依本地区的地形特点
,

抽样调查了京当乔家沟沟壑带及田野耕地总的平均密度

为 0
.

8 只 / 一0 hm , ,

比鹊在波兰中心的最大森林综合公园内的密度 ( 0
.

0 0 6 对 / 1 0 h m Z , K o w a lsk i
,
一9 9 1 )大

得多 ; 比在波兰相似生境下 ( 田野
、

草地 )的小鹊密度 ( 0
.

0 1 4 对 / h m
Z ,

D o m br o w sk i
,

1 9 9 1 )也大得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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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

2
.

3 种群密度的主要影响因子分析 如上所述
,

小鹊的种群密度
,

在不同的季节和生境下变化颇大
。

在沟壑生境
,

远远高于在田野和森林生境
,

尤其在山脚林缘的沟壑生境里
,

而且常在人们居住区的附近
,

数量更多
。

a
.

生境类型

由岐山的乔家沟
、

刘家沟
、

黄堆沟等沟壑一带种群的平均密度变化及其它地区分布特点可见 (参见表

1)
,

小鹊主要分布于沟壑
、

田野等处
,

而尽量避开稠密的森林生境
。

至于常常活动于民宅区附近的原因
,

根据长期的野外观察
,

作者认为可能有以下两个原因
:

食源充足 ; 少遭大型猛禽类的敌害
。

b
.

季节的变化

在同一地区的不同季节里
,

密度的变化与其越冬和繁殖行为密度相关
。

越冬期小鹊活动分散
,

一般

在原巢域内仅有一只 ; 到了 6 月份
,

幼鸟出窝
,

改变了原种群的结构成分
,

增加了种群密度
;
到 7 ~ 8 月

份
,

为幼鸟的出飞时期
,

种群密度的再次降低
,

也可能与此期幼鸟的死亡和幼鸟的散布也有关系
。

c
.

海拔高度的影响

小鹊在国内的高度分布广泛
,

从 200 一 6 0 0 0 m 左右都可见到
。

在本文的调查地区内主要分布于 8 00 m

以下
。

在陕西太白山地区
,

在海拔 5 00 一 800 m 的平原低山带
,

平均每 日遇见 1 只
,

在 800 m 以上未有发

现阁
。

可见小鹊主要是一种低陆 (L o w lan d) 种类
。

d
.

人为影响

通过野外观察和调查发现
,

小鹊受到干扰后不弃巢
,

它可在人工破坏后又经修复的巢内继续完成孵

卵和育雏等繁殖行为过程
,

因此说
,

它对巢的要求不甚严格
。

目前对生境的破坏
、

人为的过度猎捕和食源

的减少等均会导致其种群密度的降低
。

2
.

3 巢的分布规律

2
.

3
.

1 巢址 在陕西省
,

小鹊的巢位于悬崖峭壁的土洞或裂缝里 (岐山 )
,

榆树
、

柏树树洞 (周至 )或废弃

房屋的屋沿下
,

墙洞或地下水道里 (渭南 )
,

烟囱
、

废井井壁 (河北易县 )
,

电杆顶
、

大水塔(周至 )
。

巢洞的方

向多在阳光可照射到的阳面
:

洞 口的方向多朝向东
、

南方向
。

据统计分析 (14 巢 )
,

在陕西省的岐山
、

周至
、

渭南
,

及河北省易县一带
,

小鹊主要在洞内繁殖
。

具洞巢者占所有繁殖窝的 78 %
,

而且以土洞巢为主
。

土

洞巢占所有繁殖窝的 67 %及所有洞巢的 86 % ; 树洞巢仅占所有繁殖窝的 n %
,

及所有洞巢的 14 %
。

2
.

3
.

2 巢位 小鹊的巢位
,

相对地距离地面较低
,

巢高距地面在 10 m 以下
。

本文统计了 14 巢
。

巢高
,

平

均为 4
.

57 m 士 2
.

1 6
。

最高(在周至楼观台的古柏顶端洞内)9 m ; 地面上巢最低 (位岐山县董家沟 )仅 l m ;

有时也在地下下水道内繁殖 (渭南市交斜镇)
,

在歧山县的首阳林场
,

发现一窝繁殖于屋内的地面草堆里 ;

有些巢人站着就可直接摸到
,

所以它的巢也经常受到人为的破坏
。

在岐山京当地区的乔家沟
一

朱家沟一带

的沟壑内
,

它和鹏鹊 B u bo 占u 占。
、

红华 尸a lc。 tin n u n c u zu , 、a tu ra tu * 的巢占居同一生境
。

但是
,

鹏鹊居于生境

内较深沟壑的底部
,

产卵于峭壁脚下的凹坑或在峭壁中部的大洞内
,

较小鹊巢隐蔽
。

红卑与小鹊巢大小
、

形状相似
,

其不同之处在于距地面较高 (7 ~ 12 m )
,

平均在 10 m 以上
。

在此生境内统计
,

小鹊
、

鹏鹊
、

红牟

的巢数比例为 1 2
:
2

:
3

。

由此可见
,

此生境内小鹊的巢在数量上占优势
。

而且在巢位上
:

鹏鹊巢位于沟壑

底部
;
小鹊巢位于沟壑中

、

上部
,

而且更接近于人活动的地区 ; 红集巢位于沟壑壁的上部
。

2
.

4 年活动及昼夜活动规律

通过野外和室内笼养观察发现
,

小鹊的活动规律
,

在 日落后和 日出前约 1~ Z h 为活动高峰
,

雌
、

雄活

动的方式相似
,

除非在它们的繁殖时期
。

在繁殖期外
,

活动与 日落
、

日出的时间相关
。

在日落 10 ~ 45 m in
,

从栖地离开
。

雄鸟一般比雌鸟早离开几分钟
。

在日出前 10 一 30 m in 雌或雄鸟已回到栖地
。

在冬季 (1 月份 )
,

小鹊在傍晚 18
:

00 左右开始活动
,

次 日凌晨天刚蒙亮
,
6 :

30 一 7
:

20 左右活动频

繁
,

约在 8 :

15 左右活动静止
,

白天很少活动
,

也很少听到叫声
。

偶尔也在 白天发现其活动
。

而到了繁殖

季节
,

雌雄的活动加强
,

越来越接近白天
。

活动期每天持续性变化 5
.

5 ~ g h 之间
。

而在孵卵和育雏期几

乎成了全昼夜性活动
,

昼夜都听到成鸟和幼鸟的叫声
。

在育雏期
,

虽然雌
、

雄共同参与
,

但仍以雄鸟为主
,

雄鸟在傍晚 8 :

00 以前就已飞离巢区而雌性亲鸟在 8
:

20 左右才飞开
。

由于天气气候的影响
,

小鹊在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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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晴朗的月圆之夜 比之在新月和缺月期更活动
。

大风和雨天抑制其活动和鸣叫
。

3 总结分析

3
.

1 小鹊的时间分布格局一夜行性
,

及对晨昏活动的适应

人所共知
,

猫头鹰主要在晚上活动
,

但并非所有的猫头鹰都是夜行性的
。

不同的种类在不同明暗程

度下的活动能力
,

不仅取决于内部结构的特征
,

而且与该种的觅食和繁殖生境类型差异有关 ; 与该种的

食物成分
,

天敌情况也有关 ; 与该种的陆栖性和居留程度等都有关系
。

在 1 天里
,

活动和鸣叫的频次在 日

落后和日出前为高峰期
。

在年活动周期中
,

据观察 n 月~ 翌年 1 月
,

为每年的最小值
,

在发情时期 (3 月/

4 月 )最高
。

据野外观察
,

小鹊在冬季的活动与光照关系很密切而在繁殖期则不然
。

鹊类是一类典型的森林鸟类
,

据记载小鹊的祖先同样也生活于森林生境中(V oo
u s ,

1 9 8 8)
。

小鹊曾与

林鹏鹊 (Bubo
n
iP

a le ns is)
、

灰林鹊 (st
r
ix al u c。 )等大型鹊类生活于同一生境

,

但由于 小鹊体形较小
,

是一种

较弱小的竞争者
。

因此
,

在生存空间生态位上偏向于农田
、

沟壑
、

居民建筑等与人们生活十分接近的地方

繁殖和生活
。

这些可能是由于象鹏鹊
、

灰林鹊等之类的大型猫头鹰易受人为活动干扰
,

从而使小鹊得到 比

较安全的栖息地之故
。

对食物的竞争压力
,

使得小鹊的活动由夜行性更接近于昼行活动
。

在繁殖季节
,

这

种昼行性的活动能力更加明显
,

几乎整个白天都在取食 [2j
。

虽然小鹊有由夜行性向昼行性变化的现象
,

但

其视觉器官的结构及大脑的结构等还未达到象短耳鹊或其它昼行性猛禽那样更适应于昼行生活的能

力 [’]
。

因此与其它鹊类相比小鹊更应为一种晨昏性鹊类
。

3
.

2 空间分布格局—
低陆种类

,

及分布密度的边缘效应

对小鹊不同分布生境密度分析发现
,

其分布规律主要表现为
:

土台上的土洞
、

沟壑峭壁上的裂缝
、

高

大古柏上的树洞
,

民宅土墙及破弃建筑等都是它很好的巢址选择点
,

在这些地方能够使它逃避天敌的伤

害 ; 它们常常活动于粮店
、

土坟
、

民区等附近
,

这些地方鼠类分布较多
,

小鹊的食源丰富
,

因此分布密度较

大 ; 在山脚林缘及沟壑一带分布密度相对地较大
,

而且分布海拔高度偏低(主要在 8 00 m 以下 )
。

作者认

为
:

在密林生境内
,

灰林鹊
、

林鹏鹊等大型猛禽
,

对小鹊存在捕食压力及天敌胁迫 ; 小鹊是鹊形 目中较小

的一类
,

在此生境内
,

它常和大型鹊类—鹏鹊及红集等猛禽生活同一繁殖生境 ; 为了避免成为这些天

敌的牺牲品
,

减少繁殖压力和食物竞争等
,

对其巢位和食物成分的选择都有不同程度的差异
,

表现出明

显的生态位分离现象 [l ’〕,

同时在时间活动格局上也表现出差异
:

小鹊几乎全昼夜活动
;

鹏鹊主要在晚上

活动而红集则是在白天活动
。

据调查
,

小鹊不但分布海拔高度偏低
,

而且其巢位接近于地面
,

所以
,

笔者

认为它是一种低陆种类
。

在我国西藏高原
,

它的巢址最高可达 4 6 0 0 m 困
,

但是无论其巢位海拔有多高
,

它

距地面的距离是很低的
。

人们发现它与常活动于同一生境中的仓鹊
、

灰林鹊
、

长耳鹊等通过占据不同的巢

位来缓冲彼此间的竞争压力 [e]
。

在巢址变成限制因子的情况下
,

巢址的有效性
,

加上猎物的数量和捕食条

件等
,

可能就对其分布起着决定性作用
。

正是由于天敌的胁迫作用
,

加上人为的影响使得小鹊目前在国

内许多地区局限于森林与平原的沟壑纵横的边缘地带
,

几乎呈斑块状分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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