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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北地区北红尾鸲巢址选择及繁殖成效

张　 雷， 张海旺， 王　 娟， 张　 丽， 程亚婷， 万冬梅∗

辽宁大学生命科学院，辽宁省动物资源与疫病防治重点实验室， 沈阳　 １１００３６

摘要：北红尾鸲（Ｐｈｏｅｎｉｃｕｒｕｓ ａｕｒｏｒｅｕｓ）是一种分布广泛的小型雀形目鸟类，主要分布于南亚东北部，东南亚北部、东亚及俄罗斯

等地区，我国东北、华北、华中至西南等地也均有分布，是重要的食虫益鸟。 为探究北红尾鸲巢址选择的影响因素，找到影响北

红尾鸲繁殖成功率的主要巢址因子，于 ２０１７ 年 ４—７ 月，在辽宁仙人洞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开展系统研究。 共发现北红尾鸲自然

巢 ４４ 个，其中 ２９ 巢繁殖成功，１５ 巢繁殖失败。 北红尾鸲主要筑巢于石墙缝、空心砖墙缝及废旧电表箱中。 巢址参数的主成分

分析结果表明：巢口因子（２７．７３８％）、巢位因子（１４．１９５％）、光照因子（１２．１４５％）、人为干扰因子（１０．４４０％）、安全因子（９．２６６％）
和隐蔽因子（７．１８７％）是影响北红尾鸲巢址选择的重要因子。 采用二元逻辑斯蒂回归分析繁殖成功巢与失败巢参数发现，成功

巢的巢口最大高度显著小于失败巢（Ｐ＝ ０．０４７），且其距顶的距离更近（Ｐ＝ ０．０４３）。 多元线性回归分析表明，巢上方盖度对繁殖

成功率有极显著影响（ ｔ＝ ２．８８３， Ｐ＝ ０．００９）。 总的来说，北红尾鸲虽偏爱筑巢于人为干扰较大的村庄房屋附近，但较小的巢口能

有效避免巢捕食者的捕食，更近的距顶距离和更大的巢上方盖度能有效降低巢上方的可视程度和降水等不利因素的影响，从而

提高繁殖成功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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鸟类巢址选择研究主要是通过分析巢及巢所处的生态因子在巢址选择中的作用和地位，揭示鸟类选择筑

巢位点的原因和主导因素［１］。 一个优质的巢址不仅能为鸟类整个繁殖季提供充足的食物资源［２］和适合的微

气候［３］，还能将恶劣天气、巢捕食者、人为干扰等不利因素的影响降到最低［４⁃５］。 因此巢址质量的好坏不仅会

直接影响当年的繁殖成效［６］，还能影响亲鸟的适合度［７］，以及进一步影响鸟类的种群增长率及种群数量［８］。
影响鸟类巢址选择的主导因素很多，如微气候、巢捕食、食物资源等。 如在红柳营巢的荒漠伯劳（Ｌａｎｉｕｓ

ｉｓａｂｅｌｌｉｎｕｓ）繁殖成功率显著高于沙枣，这是由于红柳更大的郁闭度在荒漠大风天气能给巢更好的保护［９］；
Ｂｏｕｒｇｅｏｉｓ 等则发现巢洞更深、被遮挡程度更高的地中海鸌（Ｐｕｆｆｉｎｕｓ ｙｅｌｋｏｕａｎ）巢因为更难被捕食者发现，具有

更高的繁殖成功率［１０］；而食物资源的丰富度则直接关系到后续的育雏活动［２］。 另外人为干扰对鸟类巢址选

择也有重要影响，且这种影响通常认为是负面的，但随着鸟类城市化研究的不断深入，也有人提出相反观点，
如家燕（Ｈｉｒｕｎｄｏ ｒｕｓｔｉｃａ）营巢于人类建筑附近可能是其几乎没有杜鹃寄生的重要原因［１１］。

北红尾鸲（Ｐｈｏｅｎｉｃｕｒｕｓ ａｕｒｏｒｅｕｓ）隶属于雀形目（Ｐａｓｓｅｒｉｆｏｒｍｅｓ）鸫科（Ｔｕｒｄｉｄａｅ），在我国除新疆、西藏及青

海外，各省均有分布［１２］，辽宁地区属夏候鸟或冬侯鸟［１３］。 目前关于北红尾鸲的研究为繁殖［１４⁃１５］、食性［１６］ 等

生态学方面的描述性研究，巢址选择方面只有对巢址类型的简单描述，并未进行过系统研究。 北红尾鸲作为

典型的伴人物种，其巢址选择究竟进化出了哪些特征来适应较强的人为干扰，又有哪些特征保证了巢的繁殖

成功。 本文将对 １４ 个潜在影响北红尾鸲巢址选择的因子进行研究，旨在找到影响北红尾鸲巢址选择的因素，
探讨影响繁殖成功率的原因，为北红尾鸲的研究与保护提供更多的参考资料。

１　 材料与方法

１．１　 研究地及物种概况

辽宁仙人洞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位于辽宁省大连市庄河境内的北部山区，地理坐标 １２２°５３′２４″—１２３°０３′
３０″Ｅ，３９°５４′００″—４０°０３′００″Ｎ，海拔为 ２００—６００ｍ。 该地区濒临黄海，具有典型的海洋性季风气候特点，四季

温和，雨热同季，光照和降雨集中，年降水量近 ９００ｍｍ。 年平均气温为 ８．７℃，无霜期 １８１．９ｄ。 该地区动物资

源丰富，共记录有脊椎动物 ５ 纲 ３１ 目 ９１ 科 ４０１ 种，其中鸟类 １６ 目 ５６ 科 ２９４ 种。 繁殖期常见种有灰喜鹊

（Ｃｙａｎｏｐｉｃａ ｃｙａｎｕｓ）、栗耳短脚鹎（Ｈｙｐｓｉｐｅｔｅｓ ａｍａｕｒｏｔｉｓ）、北红尾鸲（Ｐｈｏｅｎｉｃｕｒｕｓ ａｕｒｏｒｅｕｓ）、杂色山雀 （Ｐａｒｕｓ
ｖａｒｉｕｓ）、大山雀（Ｐａｒｕｓ ｍａｊｏｒ）等。 保护区周围农田肥沃，树荫茂密，原始村庄稀落分布，是北红尾鸲的优质的

繁殖地。
１．２　 巢址参数选择与测量

于 ２０１７ 年 ４ 月上旬开始，在研究地周边村庄系统搜索北红尾鸲新筑自然巢，发现北红尾鸲巢后，记录巢

坐标，拍照记录巢状态后进行编号，之后每天对巢内情况进行观测，记录巢的窝卵数、出雏数、出飞雏鸟数等繁

殖参数，并以巢为中心，调查 １４ 个生态因子，包括：（１）巢址类型：石墙、砖墙、电表箱；（２）巢高（ｍ）：巢距地面

的高度，用卷尺测量；（３）巢开阔度（％）：巢水平方向的遮挡程度，目测估计；（４）巢距顶的距离（ｍ）：巢口中心

到巢所在墙或电线杆等最顶端的距离，用卷尺测量；（５）巢向（°）：以正南方向为 ０°，依逆时针方向用带刻度的

指南针进行测量；（６）巢距路的距离（ｍ）：用卷尺测量；（７）巢距院门（房门）距离：用卷尺测量，从住户院门到

巢的距离，若巢位于废弃房屋则测量离巢最近住户院门到巢的距离；（８）巢口最大高度（ｍ）：用卷尺测量；（９）
巢口最大宽度（ｍ）：用卷尺测量；（１０）巢口面积（ｍ２）：利用画有 １ｃｍ２ 方格的透明纸板测量；（１１）从巢口到巢

中心的直线距离（ｍ）：用卷尺测量；（１２）巢可见度：观察者距巢 ３ｍ 从巢外辨认出巢的难易程度，分为难、中、
易 ３ 个等级［１７］；（１３）巢上方盖度（％）：巢上方遮挡程度，目测估算；（１４）日照时长（ｈ）：每天阳光直射时间，根
据巢可接受日照的角度计算。
１．３　 数据处理

利用统计软件 ＳＰＳＳ（ｖｅｒｓｉｏｎ １９． ０） 对所得数据进行统计与分析。 首先对各连续变量进行 Ｚ 标准化处理，
利用单个样本 Ｋｏｌｍｏｇｏｒｏｖ⁃Ｓｍｉｒｎｏｖ Ｔ 检验数据是否呈正态分布。 对巢址的 １４ 个生态因子进行主成分分析，获

１７　 １ 期 　 　 　 张雷　 等：东北地区北红尾鸲巢址选择及繁殖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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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主成分和主要影响因子。 再对繁殖成功巢与繁殖失败巢数据进行二元逻辑斯蒂回归分析（Ｂｉｎａｒｙ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
Ｒｅｇｒｅｓｓｉｏｎ），找到成功巢与失败巢巢址因素上的差异。 根据测得的窝卵数、出飞雏鸟数算得繁殖成功率。 最

后采用多元线性回归分析（Ｍｕｌｔｉｐｌｅ ｌｉｎｅａｒ ｒｅｇｒｅｓｓｉｏｎ），找到影响北红尾鸲繁殖成功率的主要因素。

２　 研究结果

２．１　 巢址类型

本研究共发现北红尾鸲自然巢 ４４ 个，巢址类型共有 ３ 种，分别是石墙巢 ２８ 巢（６３．６％）、空心砖墙巢 １２
巢（２７．３％）和电表箱巢 ４ 巢（９．１％）。
２．２　 巢址选择的主成分分析

对 ４４ 个巢址测得的所有 １４ 个巢址特征进行主成分分析，特征值大于 １ 的共有 ６ 个，累计贡献率达到

７４．９７１％（表 １），能够解释 １４ 个巢址参数的全部信息，提取 ６ 个因子成分作为北红尾鸲巢址选择的主成分进

行分析（表 ２）。

表 １　 北红尾鸲巢址选择的主成分分类与命名

Ｔａｂｌｅ １　 Ａ ｄｅｓｃｒｉｐｔｉｏｎ ｏｆ ｎｅｓｔ⁃ｓｉｔｅ ｆｅａｔｕｒｅｓ ｆｏｒ Ｄａｕｒｉａｎ ｒｅｄｓｔａｒｔｓ

主成分
Ｃｏｍｐｏｎｅｎｔ

参数
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

特征值
Ｅｉｇｅｎｖａｌｕｅｓ

命名
Ｎａｍｅ ｏｆ ｆａｃｔｏｒ

贡献率 ／ ％
Ｒａｔｉｏ ｏｆ

ｃｏｎ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累计贡献率 ／ ％
Ａｃｃｕｍｕｌａｔｉｖｅ

ｒａｔｉｏ ｏｆ ｃｏｎ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１ 巢口最大高度 Ｍａｘｉｍｕｍ ｎｅｓｔ ｅｎｔｒａｎｃｅ ｈｅｉｇｈｔ ／ ｃｍ ３．０４３ 巢口因子 ２１．７３８ ２１．７３８
巢口最大宽度 Ｍａｘｉｍｕｍ ｎｅｓｔ ｅｎｔｒａｎｃｅ ｗｉｄｔｈ ／ ｃｍ
巢口面积 Ａｒｅａ ｏｆ ｅｎｔｒａｎｃｅ ／ ｃｍ２

２ 巢址类型 Ｔｙｐｅ ｏｆ ｎｅｓｔ⁃ｓｉｔｅ １．９８７ 巢空间位置因子 １４．１９５ ３５．９３３
巢距顶距离 Ｄｉｓｔａｎｃｅ ｔｏ ｒｏｏｆ ／ ｍ

３ 巢向 Ｄｉｒｅ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ｎｅｓｔ ／ （°） １．７００ 光照因子 １２．１４５ ４８．０７８
光照时长 Ｓｕｎｓｈｉｎｅ ｄｕｒａｔｉｏｎ ／ ｈ

４ 距门距离 Ｄｉｓｔａｎｃｅ ｔｏ ｇａｔｅ ／ ｍ １．４６２ 人为干扰因子 １０．４４０ ５８．５１８
距路距离 Ｄｉｓｔａｎｃｅ ｔｏ ｐａｔｈ ／ ｍ

５ 巢口距巢中心的距离
Ｄｉｓｔａｎｃｅ ｆｒｏｍ ｅｎｔｒａｎｃｅ ｔｏ ｎｅｓｔ ｃｅｎｔｅｒ ／ ｃｍ １．２９７ 安全因子 ９．２６６ ６７．７８４

６ 巢可见度 Ｎｅｓｔ ｖｉｓｉｂｉｌｉｔｙ ｂｙ ｏｂｓｅｒｖｅｒ １．００６ 隐蔽因子 ７．１８７ ７４．９７１

巢上方盖度 Ｃｏｖｅｒａｇｅ ｏｆ ｎｅｓｔ ／ ％

第一个主成分贡献率为 ２７．７３８％，其中巢口面积、巢口最大高度、巢口最大宽度 ３ 项指标相关系数较高，
这三项反映了巢口的因素对北红尾鸲巢址选择的影响，因此将其命名为巢口因子；第二个主成分的贡献率为

１４．１９５％，其中巢址类型、距顶距离这两项指标的相关系数较高，反映了北红尾鸲对巢的空间位置的选择，将
其定义为巢空间位置因子；第三个主成分的贡献率为 １２．１４５％，其中较高相关系数为两项，分别为巢向和光照

时长，反映了北红尾鸲巢址选择对光照的需求，将其定义为光照因子；第四个主成分的贡献率为 １０．４４０％，其
中距门距离、距路距离两项指标相关系数较高，这两项指标反映了人为干扰对北红尾鸲巢址选择的影响，因此

定义为人为干扰因子；第五个主成分贡献率为 ９．２６６％，巢口距巢中心点的距离相关系数较高，反映了人类及

其他捕食者能接近巢中心的难易程度，代表了北红尾鸲巢的安全性，因此定义为安全因子；第六个主成分贡献

率为 ７．１８７％，其中巢上方盖度、巢可见度两项指标相关系数较高，巢上方盖度和巢可见度体现了北红尾鸲巢

对周围隐蔽条件的要求，因此将其定义为隐蔽因子。
２．３　 影响北红尾鸲繁殖成功与否的巢址因素

所调查的 ４４ 巢中，２９ 巢繁殖成功（至少一只雏鸟成功出飞）， １５ 巢繁殖失败。 繁殖参数如表 ３。 对繁殖

成功巢与繁殖失败巢巢址参数使用二元逻辑斯蒂回归（Ｂｉｎａｒｙ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 Ｒｅｇｒｅｓｓｉｏｎ）进行分析，结果见表 ４。 有 ３
个参数进入最终模型，模型总预测率为 ６９．０％。 其中巢距顶的距离和巢口最大高度达到显著水平，巢向虽进

２７ 　 生　 态　 学　 报　 　 　 ４０ 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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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模型，但没有达到显著水平。 繁殖成功巢的距顶的距离显著小于失败巢（（０．９１００±０．３６４１） ｍ ｖｓ （１．４８４５±
０．３１９９） ｍ；Ｐ＝ ０．０４７）；巢口最大高度小于失败巢（（０．０５３０±０．００６７） ｍ ｖｓ （０．０５５６±０．００８０） ｍ；Ｐ＝ ０．０４３）。

表 ２　 北红尾鸲巢址选择旋转后因子成分矩阵

Ｔａｂｌｅ ２　 Ｒｏｔａｔｅｄ ｃｏｍｐｏｎｅｎｔ ｍａｔｒｉｘ ｆｏｒ ｎｅｓｔ⁃ｓｉｔｅ ｓｅｌｅｃｔｉｏｎ ｆａｃｔｏｒ

变量 Ｖａｒｉａｂｌｅ
特征向量 Ｅｉｇｅｎｖｅｃｔｏｒ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巢址类型 Ｔｙｐｅ ｏｆ ｎｅｓｔ⁃ｓｉｔｅ ０．０８３ ０．９１６ ０．１４２ ０．０２７ －０．１１８ ０．０８１
巢址高 Ｎｅｓｔ ｈｅｉｇｈｔ ｔｏ ｇｒｏｕｎｄ ０．２３３ ０．１１ －０．３３４ ０．２３３ －０．４６３ －０．２３２
巢开阔度 Ｎｅｓｔ ｏｐｅｎｎｅｓｓ ／ ％ ０．２８９ ０．４７８ ０．４３６ －０．２９２ －０．０９８ ０．３６０
巢上方盖度 Ｃｏｖｅｒａｇｅ ｏｆ ｎｅｓｔ ／ ％ ０．２４８ ０．０６３ －０．１０３ ０．０９４ ０．０６４ ０．７７８
巢可见度 Ｎｅｓｔ ｖｉｓｉｂｉｌｉｔｙ ｂｙ ｏｂｓｅｒｖｅｒ ０．４８２ －０．２１８ ０．１２７ －０．１１８ －０．０５８ －０．６３６
日照时长 Ｓｕｎｓｈｉｎｅ ｄｕｒａｔｉｏｎ ／ ｈ －０．０７５ ０．１４２ ０．７７５ ０．１５４ ０．００２ －０．０７５
巢口距巢中心的距离
Ｄｉｓｔａｎｃｅ ｆｒｏｍ ｅｎｔｒａｎｃｅ ｔｏ ｎｅｓｔ ｃｅｎｔｅｒ ／ ｃｍ ０．１１４ ０．０２２ －０．０３９ ０．１２８ ０．８６６ ０．０２１

巢口面积 Ａｒｅａ ｏｆ ｅｎｔｒａｎｃｅ ／ ｃｍ２ ０．９０９ ０．１４８ －０．０９９ －０．０５９ －０．１１５ ０．０４３
巢口最大宽度 Ｍａｘｉｍｕｍ ｎｅｓｔ ｅｎｔｒａｎｃｅ ｗｉｄｔｈ ／ ｃｍ ０．５９８ ０．４４７ －０．２０４ ０．０３７ －０．１３９ ０．１１０
巢口最大高度 Ｍａｘｉｍｕｍ ｎｅｓｔ ｅｎｔｒａｎｃｅ ｈｅｉｇｈｔ ／ ｃｍ ０．８４６ －０．０１６ －０．０４ ０．０６４ ０．２７４ ０．０３９
距门距离 Ｄｉｓｔａｎｃｅ ｔｏ ｇａｔｅ ／ ｍ －０．０１２ ０．０８８ ０．０６４ ０．８８８ ０．２６ －０．００８
巢距顶距离 Ｄｉｓｔａｎｃｅ ｔｏ ｒｏｏｆ ／ ｍ ０．０６４ ０．９１１ －０．１２６ －０．０２６ ０．１６ ０．０５２
距路距离 Ｄｉｓｔａｎｃｅ ｔｏ ｐａｔｈ ／ ｍ ０．０２２ －０．１９４ ０．０１３ ０．７０９ －０．３８ ０．３０７
巢向 Ｄｉｒｅ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ｎｅｓｔ ／ （°） －０．１０７ －０．１３７ ０．８０９ －０．０５３ ０．０４１ －０．１１１

表 ３　 北红尾鸲繁殖参数

Ｔａｂｌｅ ３　 Ｂｒｅｅｄｉｎｇ 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ｓ ｏｆ Ｐｈｏｅｎｉｃｕｒｕｓ ａｕｒｏｒｅｕｓ

繁殖参数
Ｂｒｅｅｄ 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

样本量
Ｎｏ．

最大值
Ｍａｘ

最小值
Ｍｉｎ

平均值
Ｍｅａｎ

标准差
ＳＤ

窝卵数 Ｃｌｕｔｃｈ ｓｉｚｅ ４４ ８ ３ ６ ０．９６
出雏数 Ｎｕｍｂｅｒ ｏｆ ｎｅｓｔｌｉｎｇ ４４ ７ ０ ３ ２．２８
出飞雏鸟数 Ｎｕｍｂｅｒ ｏｆ ｆｌｅｄｇｌｉｎｇｓ ４４ ７ ０ ３ ２．５２
孵化成功率 Ｈａｔｃｈｉｎｇ ｓｕｃｃｅｓｓ ４４ １ ０ ０．５５ ０．３６
繁殖成功率 Ｂｒｅｅｄｉｎｇ ｓｕｃｃｅｓｓ ２９ １ ０ ０．７２ ０．２４

表 ４　 使用二元逻辑斯蒂回归分析影响北红尾鸲繁殖成功与否的巢址因素

Ｔａｂｌｅ ４　 Ｆａｃｔｏｒｓ ａｆｆｅｃｔｉｎｇ ｂｒｅｅｄｉｎｇ ｓｕｃｃｅｓｓ ｏｆ Ｐｈｏｅｎｉｃｕｒｕｓ ａｕｒｏｒｅｕｓ， ａｎａｌｙｚｅｄ ｗｉｔｈ Ｂｉｎａｒｙ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 Ｒｅｇｒｅｓｓｉｏｎ

参数 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ｓ 第几步被移除
Ｓｔｅｐｓ ｏｆ ｒｅｍｏｖｅｄ Ｂ Ｓ．Ｅ． Ｗａｌｄ 值 ｄｆ Ｓｉｇ．

巢上方盖度 Ｃｏｖｅｒａｇｅ ｏｆ ｎｅｓｔ ／ ％ １ １．３５６ １．７２４ ０．００１ １ ０．９９９
巢开阔度 Ｎｅｓｔ ｏｐｅｎｎｅｓｓ ／ ％ ２ －０．０２２ １．５６８ ０．００１ １ ０．９８９
巢可见度 Ｎｅｓｔ ｖｉｓｉｂｉｌｉｔｙ ｂｙ ｏｂｓｅｒｖｅｒ ３ ０．１１２ １．６１９ ０．００５ １ ０．９４５
巢口面积 Ａｒｅａ ｏｆ ｅｎｔｒａｎｃｅ ／ ｃｍ２ ４ －０．７６７ ２．５０３ ０．０９４ １ ０．７５９
距门距离 Ｄｉｓｔａｎｃｅ ｔｏ ｇａｔｅ ／ ｍ ５ ０．４２６ ０．７３７ ０．３３４ １ ０．５６３
日照时长 Ｓｕｎｓｈｉｎｅ ｄｕｒａｔｉｏｎ ／ ｈ ６ －０．９３６ １．３１７ ０．５０５ １ ０．４７７
巢址高 Ｎｅｓｔ ｈｅｉｇｈｔ ｔｏ ｇｒｏｕｎｄ ７ －２．０５９ ２．２８３ ０．８１３ １ ０．３６７
距路距离 Ｄｉｓｔａｎｃｅ ｔｏ ｐａｔｈ ／ ｍ ８ －２．２７４ ２．２９８ ０．９７９ １ ０．３２２
巢口距巢中心的距离
Ｄｉｓｔａｎｃｅ ｆｒｏｍ ｅｎｔｒａｎｃｅ ｔｏ ｎｅｓｔ ｃｅｎｔｅｒ ／ ｃｍ ９ ２．４３１ ２．０１０ １．４６２ １ ０．２２７

巢址类型 Ｔｙｐｅ ｏｆ ｎｅｓｔ⁃ｓｉｔｅ １０ －３．４４５ ３．７８０ ０．８３１ １ ０．３６２
巢口最大宽度
Ｍａｘｉｍｕｍ ｎｅｓｔ ｅｎｔｒａｎｃｅ ｗｉｄｔｈ ／ ｃｍ １１ ５．５６０ ５．５７２ ０．９９６ １ ０．３１８

巢距顶的距离 Ｄｉｓｔａｎｃｅ ｔｏ ｒｏｏｆ ／ ｍ １．４４５ ０．７２７ ３．９５０ １ ０．０４７∗

巢向 Ｄｉｒｅ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ｎｅｓｔ ／ （°） １．０９４ ０．６２４ ３．０７７ １ ０．０７９
巢口最大高度
Ｍａｘｉｍｕｍ ｎｅｓｔ ｅｎｔｒａｎｃｅ ｈｅｉｇｈｔ ／ ｃｍ １．４９３ ０．７３９ ４．０８４ １ ０．０４３∗

常量 Ｃｏｎｓｔａｎｔ －１．００２ ０．５３６ ３．４９２ １ ０．０６２
　 　 Ｂ：回归系数；Ｓ．Ｅ．：标准误 Ｓｔａｎｄａｒｄ ｅｒｒｏｒ；ｄｆ：自由度 Ｄｅｇｒｅｅ ｆｒｅｅｄｏｍ；Ｓｉｇ．：显著性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ｃｅ；∗： Ｐ＜０．０５，差异显著

３７　 １ 期 　 　 　 张雷　 等：东北地区北红尾鸲巢址选择及繁殖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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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４　 巢址特征对北红尾鸲繁殖成功率的影响

对 ２９ 巢繁殖成功巢的各个巢址特征与繁殖成功率进行多元线性回归分析（Ｍｕｌｔｉｐｌｅ ｌｉｎｅａｒ ｒｅｇｒｅｓｓｉｏｎ），由
表 ５ 可以看出：巢上方盖度进入模型并达到极显著水平（Ｆ２９ ＝ ８．３１１， Ｐ ＝ ０．００９），繁殖成功率与其呈极显著正

相关；其他巢址因子对繁殖成功率没有显著影响。

表 ５　 使用多元线性回归模型分析影响北红尾鸲繁殖成功率的巢址因素

Ｔａｂｌｅ ５　 Ｆａｃｔｏｒｓ ａｆｆｅｃｔｉｎｇ ｏｎ ｒｅ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ｖｅ ｓｕｃｃｅｓｓ ｏｆ Ｐｈｏｅｎｉｃｕｒｕｓ ａｕｒｏｒｅｕｓ ａｎａｌｙｓｅｄ ｗｉｔｈ Ｍｕｌｔｉｐｌｅ ｌｉｎｅａｒ ｒｅｇｒｅｓｓｉｏｎ

参数 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ｓ Ｂ Ｓ．Ｅ． Ｔ 检验 Ｔ⁃Ｔｅｓｔ 显著性 Ｓｉｇ．

巢址类型 Ｔｙｐｅ ｏｆ ｎｅｓｔ⁃ｓｉｔｅ －０．１２８ ０．０３２ －０．６６９ ０．５１１

巢址高 Ｎｅｓｔ ｈｅｉｇｈｔ ｔｏ ｇｒｏｕｎｄ ／ ｍ －０．１５８ ０．１４８ －０．８２６ ０．４１９

巢开阔度 Ｎｅｓｔ ｏｐｅｎｎｅｓｓ ／ ％ －０．１２８ ０．０４２ －０．６６８ ０．５１２

巢距顶的距离 Ｄｉｓｔａｎｃｅ ｔｏ ｒｏｏｆ ／ ｍ ０．３０８ ０．０５３ １．６３６ ０．１１８

巢向 Ｄｉｒｅ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ｎｅｓｔ ／ （°） －０．１１２ ０．０５８ －０．５７８ ０．５７

巢距路的距离 Ｄｉｓｔａｎｃｅ ｔｏ ｐａｔｈ ／ ｍ －０．０４１ ０．０７４ －０．２１４ ０．８３３

距门的距离 Ｄｉｓｔａｎｃｅ ｔｏ ｇａｔｅ ／ ｍ ０．０８３ ０．０５４ ０．４３３ ０．６７０

巢口最大高度 Ｍａｘｉｍｕｍ ｎｅｓｔ ｅｎｔｒａｎｃｅ ｈｅｉｇｈｔ ／ ｃｍ ０．０６２ ０．０６４ ０．３１３ ０．７５７

巢口最大宽度 Ｍａｘｉｍｕｍ ｎｅｓｔ ｅｎｔｒａｎｃｅ ｗｉｄｔｈ ／ ｃｍ ０．０４８ ０．１１１ ０．２４９ ０．８０６

巢口面积 Ａｒｅａ ｏｆ ｅｎｔｒａｎｃｅ ／ ｃｍ２ ０．１８７ ０．０６１ ０．９７８ ０．３４０

巢口距巢中心点的距离
Ｄｉｓｔａｎｃｅ ｆｒｏｍ ｅｎｔｒａｎｃｅ ｔｏ ｎｅｓｔ ｃｅｎｔｅｒ ／ ｃｍ ０．０５３ ０．１９３ ０．２７５ ０．７８６

巢可见度 Ｎｅｓｔ ｖｉｓｉｂｉｌｉｔｙ ｂｙ ｏｂｓｅｒｖｅｒ ０．０３８ ０．０５２ ０．１９７ ０．８４６

日照时长 Ｓｕｎｓｈｉｎｅ ｄｕｒａｔｉｏｎ ／ ｈ ０．０１９ ０．０７７ －０．０９９ ０．９２２

巢上方盖度 Ｃｏｖｅｒａｇｅ ｏｆ ｎｅｓｔ ／ ％ ０．０１７ ０．０３７ ２．８８３ ０．００９∗∗

常量 Ｃｏｎｓｔａｎｔ ０．０２２ ０．３８９ ０．０５７ ０．９５６

　 　 巢上方盖度 Ｃｏｖｅｒａｇｅ ｏｆ ｎｅｓｔ（％）进入模型；∗∗： Ｐ＜０．０１

３　 讨论

３．１　 北红尾鸲巢址类型

自然条件下北红尾鸲多选择岩石石缝或树洞、树根下营巢［１６，１８］，而在伴人条件下多营巢于以人类建筑为

基础的缝隙、洞穴或柴草垛等地［１５］。 研究地村庄房屋多以石块或空心砖为基础材料，孔洞较多，为北红尾鸲

提供了丰富的潜在巢址资源；而在研究地特有的电表箱结构筑巢为本研究首次发现，这也是北红尾鸲对人类

活动进一步适应的结果。
３．２　 巢址选择的影响因素

主成分分析结果显示，巢口特征、巢空间位置、光照、人为干扰及巢的隐蔽性与安全性是影响北红尾鸲巢

址选择主要因子。 其中巢口的特征对北红尾鸲巢址选择影响最大，因为适合大小的巢口既能限制巢捕食者的

进入［１９］，也有助于维持巢内的温度恒定，利于孵卵和育雏［２０］。 此外，巢空间位置因子也是影响北红尾鸲巢址

选择的重要因子，适当的空间位置可以降低与天敌的接触，进而减少子代被捕食机会［２１］。 筑巢太高或太低对

北红尾鸲都是不利的，太高易被鸟类天敌发现，而太低又容易被兽类天敌捕食［２２］。 影响北红尾鸲巢址选择的

因子还有光照因子，巢向和光照时长影响巢中光照的质量与时间，充足的光照有助于保持巢中的温度和湿度，
对卵和雏鸟的发育至关重要［２３］。 人为干扰因子在很多鸟类巢址选择中占重要地位，适应人类活动的鸟类例

如红尾伯劳［２４］、树麻雀［２５］会根据环境的人为干扰强度调整筑巢位点，北红尾鸲筑巢于建筑物，距人常活动的

门及路距离较大，巢可见度低等特点都是适应人类活动的具体表现形式。 巢址的隐蔽性与安全性也影响了北

红尾鸲巢址选择，繁殖巢是容纳卵与雏鸟的场所，巢口距巢中心的距离是卵和雏鸟与外部的安全距离［２６］，而
巢的隐蔽性也在鸟类躲避风险并最终繁殖成功起到很关键的作用［２７］。

４７ 　 生　 态　 学　 报　 　 　 ４０ 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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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３　 影响繁殖成功与失败的巢址因素

研究发现，繁殖成功巢的巢口更小，巢距顶距离更近。 本研究中繁殖巢失败原因多为巢捕食，而通过走访

调查并辅以痕迹分析后确定其主要捕食者为家猫和儿童，安文山等在研究后同样发现家猫和儿童是北红尾鸲

繁殖过程中的重要捕食者［２８］。 更小的巢口能更有效防止家猫的破坏，从而降低被捕食的风险。 而筑巢偏向

接近顶部，也能降低被儿童和家猫破坏的风险。 另外，研究地北红尾鸲繁殖期集中在 ４、５ 月份，此时气温仍较

低，且昼夜温差大，因此较小的巢口更有利于巢内部环境温度稳定，从而保证胚胎和雏鸟的生长发育［２９］。
３．４　 影响繁殖成功率的巢址因子

北红尾鸲繁殖成功率与巢上方盖度呈极显著正相关关系，即巢上方盖度越高繁殖成功率越高，这一结论

与灌丛鸟类的相关研究结果相符，鸟类会在灌丛较密的区域筑巢，通过增加巢的盖度增加巢的隐蔽性，从而提

高巢的安全性［３０］。 北红尾鸲多筑巢于建筑物的缝隙中，巢中环境比较稳定，而高盖度的巢不仅有更高的隐蔽

性，另外还能更好的降低降雨带来的危害，使得繁殖成功率提高。
综上所述，北红尾鸲偏爱筑巢于村庄建筑物中的缝隙，巢距离人类活动地点较近，隐蔽性较好，四周及上

方皆有遮挡，巢向偏南且巢口较小。 此外开口的高度较小，巢距顶距离较近且盖度较高的巢更易繁殖成功。

致谢：感谢辽宁仙人洞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对野外工作的支持和协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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