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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1996年乌鸫开始栖息于新乡地区,成为当地留鸟,但其繁殖状况并不清楚.为了弄清该地区乌鸫的繁

殖生态,2017年3~7月,采用定位观察法,对新乡黄河湿地鸟类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乌鸫的繁殖生态及巢址选择进行

了详细研究,结果表明:新乡乌鸫3月初进入发情期,3月中旬可见到乌鸫配对,具有明显的占区行为.3月下旬开始

营巢,营巢任务由雌鸟承担,营巢需时4~10d.最早产卵是3月28日,最晚产卵是5月16日,窝卵数为(5.09±0.70)
(n=11)枚,产卵期为一周.卵长径(31.16±2.06)mm,卵短径(23.11±0.68)mm,卵质量(6.73±0.85)g.孵化期为13~
14d,由雌鸟承担,孵化率为85.71%.育雏期为13~15d,成活率为54.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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乌鸫Turdusmerula 隶属于雀形目鸫科、鸫属,其分布区横跨欧亚大陆,适应各种栖息地,在中国常见

于林地、公园及园林,是农林益鸟.全世界共有16亚种,中国分布有4个亚种[1].在河南省分布的乌鸫属于普

通亚种T.m.mandarinus,该物种原分布于淮河以南地区,1996年前后扩散到黄河以北,目前,在新乡黄河湿

地鸟类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是常见的留鸟.吴至康在贵州[2]、晏安厚在苏北[3]、Kentish在澳大利亚[4]、Lu在西

藏[5]、周立志在安徽[6]、罗骏在四川[7]、徐玉梅在重庆[8]、黄族豪在江西[9-10]分别对当地乌鸫的繁殖生态进

行了研究.但乌鸫在新乡市的繁殖状况尚不清楚,2017年3~7月,对河南省新乡黄河湿地鸟类国家级自然保

护区乌鸫的繁殖生态、巢址选择进行了详细的观察和研究,并与相关研究进行了比较.

1 研究区域

研究地点位于河南新乡市东部封丘县和长垣县境内的新乡黄河湿地鸟类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N34°53'
13″~N35°06'21″,E114°13'53″~E114°52'30″),保护区东西长约70km,平均宽度约3.5km,总面积为

227.8km2.地处中国暖温带向亚热带的过渡区,具有暖温带大陆性季风气候,年均气温14.1℃,1月平均气

温-1℃,最低气温-16.6℃,7月平均气温27.8℃,最高气温42.6℃.年均降雨量604mm,无霜期235d.地
貌特征为黄河滩涂和背河洼地,保护区的植被为暖温带落叶阔叶林,目前区内仅在沙丘、河滩和一些背河洼

地保存了少量的自然植被,其他大部分土地种植了农作物和人工林[11-12].

2 研究方法

在乌鸫的繁殖期内,借助双筒(8×30)望远镜,在新乡黄河湿地鸟类保护区寻找乌鸫的巢,并根据发现的

时间顺序将巢编号.采用定位观察法,记录乌鸫的占区、交配、营巢、产卵、孵化、育雏等习性.记录巢位特征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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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巢和卵的量度,营巢树种、巢树高度、巢树胸径、巢位高度、巢下树枝分叉数,巢距干扰源的最近距离(干扰

源是指:道路、农田、村庄等人为干扰的地方),巢的上方郁闭度,雏鸟的体质量及量衡度等.

3 结 果

3.1 占区与求偶

乌鸫3月初进入发情期,其求偶炫耀行为是雄鸟站在树冠顶部鸣叫,鸣声婉转多变,叫声比平时更为响

亮,尾羽上下摆动、抬头、伸颈、两翼下垂并不断地颤抖.3月中旬可见到乌鸫配对,此时,雌、雄鸟常相互嬉戏

追逐,随后交配.具有明显的占区行为,当灰椋鸟、喜鹊、乌鸦等进入巢区时,反应强烈,雌、雄乌鸫奋力将入侵

者驱逐出巢区.
3.2 营巢及巢址选择

3月下旬开始营巢,营巢任务由雌鸟承担,营巢需时4~10d.共记录10对乌鸫参与繁殖,其中1对全年

营巢2窝,其余均营巢1窝.巢树包括:毛泡桐Paulowniatomentosa(n=5)、刺槐Robiniapseudoacacia(n
=2)、小叶杨Populussimonii(n=2)和旱柳Salixmatsudana(n=2).巢呈碗状,底部由混有稀泥的苔藓、
细树枝构成,巢的外壁由草本植物的根、茎、叶及细树枝等编织而成,内壁由茅草、毛发和根须组成,巢内垫有

少量的羽毛、兽毛、细草、植物纤维等.乌鸫巢的测量数据见表1.
表1 乌鸫巢的特征(n=11)

特征量 巢内径/cm 巢外径/cm 巢高/cm 巢深/cm

最小值 10.4 16.4 8.5 6.2

最大值 13.8 17.5 15.8 8.8

平均值±标准差 11.95±1.12 16.85±0.40 11.61±2.28 7.41±0.83

  通过对乌鸫巢穴的生态因子进行主成分分析,得到7个因子的特征值 (表2),结果显示,前4个主成分

的累积贡献率达93.04%,说明这4个主成分基本包含了巢址参数所具有的绝大部分信息,其特征值均大于

1,可以解释乌鸫对巢址的选择性.因此提取这4个主成分并计算它们与原始变量的因子载荷 (表3).
由表2、表3可知,第一个主成分的贡献率最高,达
到40.310%,在第一主成分中的巢树高度、巢位高度

和营巢树胸径的因子载荷值较高,说明巢树因子是

乌鸫巢址选择的主要因素 (表4).第二个主成分的

贡献率为20.235%,因子载荷绝对值较高的是巢距

干扰源的最近距离及营巢树种(营巢树种为1、小叶

杨,2、毛泡桐,3、刺槐,4、旱柳),反映了人为活动对

乌鸫选巢的影响,定义为人为影响因子.第三个主成

分的贡献率为17.272%,其中巢下树枝分叉数的因

子载荷值高于其他变量,表明巢位因子也在巢址选

表2 乌鸫巢址选择的特征值(n=11)

成分表示 特征值 贡献率/% 累计贡献率/%

1 2.822 40.310 40.310

2 1.416 20.235 60.545

3 1.209 17.272 77.817

4 1.066 15.222 93.04

5 0.368 5.252 98.292

6 0.083 1.192 99.484

7 0.036 0.516 100

择中占有重要的地位.第四个主成分的贡献率为15.222%,其中郁闭度的因子载荷值最高,表明隐蔽性对乌

鸫巢址选择的作用.
3.3 交配、产卵及孵卵

乌鸫配对后就观察到有交配行为.交配的时间多在早上7:00以及下午的2:00左右.筑巢完成后就开始

产卵,多数在上午产卵,大多每天产卵1枚,少数隔日产1枚.共观察到10对乌鸫繁殖,产11窝卵,其中1对

当年产2窝卵,其余9对产1窝卵.不同个体产卵日期变化甚大,最早产卵是3月28日,最晚产卵是5月16
日.窝卵数为(5.09±0.70)枚(4~6枚之间,n=11),产卵期为一周.卵为卵圆形,浅蓝绿色,遍布褐绿色斑点;
卵的长径(31.16±2.06)mm,短径(23.11±0.68)mm,卵质量(6.73±0.85)g(n=56).孵卵全由雌鸟承担,产
下满窝卵后就开始孵卵,孵化期为13~14d,全天坐巢时间为(21.05±0.65)h.11巢共计56枚卵,出雏48
只,孵化率为85.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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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 乌鸫巢址选择参数特征向量的转置矩阵(n=11)

变量
主成分

1 2 3 4

巢树高度/m 0.977 0.124 0.046 0.001

巢位高度/m 0.914 0.161 0.187 -0.084

营巢树胸径/cm 0.838 0.063 -0.380 -0.003

巢距干扰源的最近距离/m 0.139 0.899 -0.276 -0.214

营巢树种 -0.168 -0.837 -0.338 -0.327

巢下树枝分叉数 -0.010 -0.013 0.949 -0.036

郁闭度/% -0.057 0.011 -0.038 0.990

3.4 育雏及雏鸟生长

育雏前期,雌鸟在巢中暖雏,雄鸟将带

回的食物交给雌鸟,由雌鸟喂雏.中后期则

由双亲轮流暖巢,共同喂食.但雄鸟时间较

短,雌雄携带食物返巢时,有明显的警戒观

察行为,常在巢附近停留一段时间,待没有

危险时再进入巢中.随着雏鸟日龄的增长,
亲鸟喂食次数明显增多.雏鸟体羽丰满后,
双亲不再暖巢.阴雨天雏鸟会在亲鸟翅下

避雨.食物主要为蚯蚓、蝼蛄、鳞翅目昆虫

等无脊椎动物.

表4 乌鸫巢址选择的主成分分类与命名

主成分 参数 平均值 命名

巢树高度/m 13.09±3.86

1 巢位高度/m 7.41±3.27 巢树因子

营巢树胸径/cm 43.91±10.55

2
巢距干扰源的最近距离/m 210±55.32

营巢树种数 2.09±1.22
人为影响因子

3 巢枝分叉数 3.55±0.52 巢位因子

4 郁闭度/% 0.68±0.07 隐蔽性因子

  育雏期为13~15d,
成活率为54.17%.同一

窝内雏鸟最早离巢与最

晚离巢时间相差1~2d.
雏鸟出飞后,由亲鸟带领

在巢区林中学习觅食和

飞翔,此时,亲鸟还会继

续喂食.
取4号巢雏鸟生长

期测得相关数据,生长曲

线如图1.雏鸟的体质量、
翼长和体长增长较快,喙
和跗跖在增长一段时间

后停止增长,而尾羽在雏

鸟出壳6d后开始长出.

4 讨 论

鸟类的居留型变化

与全球气候变暖有关[13],1996年以前,乌鸫在河南省分布于淮河以南地区,此后扩散到黄河以北[14],目前,
在新乡地区是常见的留鸟.这可能是对本地区气候变暖的响应.河南省从1951年到2015年的65年间,年均

温呈显著变暖趋势,变暖速率为(0.18±0.06)℃/(10a),且1990年以后,气温急剧升高[15].
新乡黄河湿地的乌鸫3月初进入发情期,3月中旬配对,3月下旬开始营巢,营巢期4~10d.新乡乌鸫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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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早繁殖时间早于四川南充[7],晚于江西吉安[9-10]和重庆江口[8],各地的繁殖时间存在差异,这或许与当地

气候及研究年限不同有关.
巢址选择对于鸟类的生存和繁殖具有重要意义.新乡乌鸫在巢址选择时,巢树因子的巢树高度、巢位高

度和营巢树胸径对乌鸫巢址选择影响最大,其次是人为影响因子、巢位因子及隐蔽性因子,原因可能是新乡

黄河湿地属于国家级自然保护区,通过长期的爱鸟宣传教育,区内居民具有良好的鸟类保护意识,使得乌鸫

对人类的警惕性有所降低.

参 考 文 献

[1] 赵正阶.中国鸟类志[M].长春:吉林科学技术出版社,2001.
[2] 吴至康,李筑眉.乌鸫繁殖习性的初步研究[J].动物学研究,1984,5(3):283-288.
[3] 晏安厚.乌鸫繁殖习性的初步观察[J].四川动物,1984,3(4):20-21.
[4] KentishBJ,DannP,LoweKW.BreedingbiologyofthecommonblackbirdTurdusmerulainAustralia[J].EmuOfficialOrganoftheAus-

tralasianOrnithologistsUnion,1995,95(4):233-244.
[5] LUX.Reproductiveecologyofblackbirds(Turdusmerulamaximus)inahigh-altitudelocation,Tibet[J].JournalofOrnithology,2005,

146(1):72-78.
[6] 周立志,宋榆钧,马勇.乌鸫繁殖生态的研究[J].生态学杂志,2001,20(4):32-34.
[7] 罗 骏,李艳红,胡杰.四川南充农田区乌鸫的巢址选择[J].四川动物,2008,27(4):575-578.
[8] 徐玉梅.乌鸫繁殖习性及食性的初步研究[J].生物学通报,2009,44(3):31-33.
[9] 黄族豪,程亚林,梅文枫,等.江西吉安乌鸫的繁殖生态研究[J].四川动物,2011,30(3):439-442.
[10] 程亚林,黄族豪.乌鸫的繁殖行为与坐巢行为初步观察[J].动物学杂志,2012,47(4):41-47.
[11] 牛红星,卜艳珍,路纪琪,等.豫北黄河故道湿地鸟类自然保护区鸟类区系调查[J].生物多样性,2001,9(3):260-264.
[12] 徐文茜,汤 茜,丁圣彦,等.河南新乡黄河湿地鸟类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景观格局动态分析[J].湿地科学,2016,14(2):235-241.
[13] 杜寅,周放,舒晓莲,等.全球气候变暖对中国鸟类区系的影响[J].动物分类学报(英文版),2009,34(3):664-674.
[14] 张凤瑞,邹祺,李保国,等.白头鹎、八哥、乌鸫生态位拓宽研究[J].信阳师范学院学报(自然科学版),2008,21(3):409-411.
[15] 闫军辉,张向敏,周红升,等.1951-2015年河南省温度变化研究[J].干旱区资源与环境,2017,31(7):102-107.

BreedingEcologyofTurdusmerulainXinxiangYellowRiverWetland

NiuHongxing1,LiJunlou1,GuoYuming2,FengShenglin2,QinYuanzhao2,BanYongtian2,BuYanzhen1

(1.CollegeofLifeScience,HenanNormalUniversity,Xinxiang,453007,China;

2.AdministrationBureauofXinxiangNationalNatureReserve,Xinxiang,453000,China)

  Abstract:TurdusmerulabegantoinhabitinXinxiangandbecametheresidentbirdin1996.Butitsreproductionstatus
isnotyetknown.Inordertoclarifythebreedingecologyinthisregion,themethodoflocalizationobservationwereadoptedto
researchbreedingecologyandnest-siteselectionofT.merulaintheWetlandBirdsNationalNatureReserveofYellowRiverin
Xinxiangfrom MarchtoJuly,2017.TheresultsrevealedthatT.merulaenteredestrusperiodinearlyMarchandpairedinmid-
March,withobviouslyoccupiedareabehavior.ThetaskofnestingwasundertakenbythefemalesinlateMarch,whichlasted
for4-10days.TheearliestspawningbehavioroccurredinMarch28,andthelatestoccurredinMay16.Thespawningperiod
sustainedforoneweek,withtheclutchsizeof(5.09±0.70)(n=11).Theegglength,eggwidthandeggweightwere(31.16±
2.06)mm,(23.11±0.68)mm,and(6.73±0.85)grespectively.Furthermore,theincubatingdutywasassumedbyfemaleswith
aperiodof13-14days,whilethehatchingratewas85.71%.Thebroodingperiodwasusually13-15days,andthesurvival
ratereached54.17%.

Keywords:Turdusmerula;breeding;nest-siteselection;XinxiangYellowRiverWetl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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