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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报道了高寒草甸地区 5种冬季聚群雀形目鸟类自天活动时问的分配。自天活动包括
觅食、炫耀、飞翔及警戒休息。研究结果表明,觅食活动占白天活动时间 〈约 10h)的 80%
以上,其它各项活动则小于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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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时问预算是动物行为学和能量生态学研究的重要课题。时间作为与能量摄人有

关的一种资源,阐明其分配方式对研究鸟类个体、种群和群落的能量预算,以及生活史

对策 (life history strategy)具有重要意义 (King,197‘ )。 高寒地区鸟类与温带、北极

鸟类一̄样,冬季面临白昼时间短暂和食物不足两种主要选择压力 (Walsbcrg,1986)的

作用,而 自然选择 (natural sclcction)偏 向最佳地分配摄食与其它活动的时问比例,

以有效地获得足够能量来保证夜问消耗的需要。

在野外条件下,鸟 类活动时间的定量测定相当困难。在类似的研究中一般采用大型

乌合或飞笼 (Bu“e mcr等 ,1986)、 个体标记 (Lcvcnson,1979)及 无线电跟踪 (Cr。 ll,

1986)等方法进行观察。将鸟限制在飞笼中,其活动时间与野外自由状态不可能一致。

跟踪观察标记个体的方法只适用于有固定巢域的繁殖季节。高寒草甸地区越冬鸟类大部
分栖居于放牧点的人房、圈窝周围常聚群活动,以提高觅食效率、逃避天敌侵袭并有利

于共同开掘食物资源和热调节,很少远距离飞迁。因而,为观察群体活动时间提供了方
便。本文主要报道角百灵 (E「‘勿o`历

`口

河p。“
',‘

)、 小云雀 ('`口″洳 召″
`弘 `口

)、 树麻
雀 (P口“er″ o″″侈″‘)、 黄嘴朱顶雀~('c口″

`历
f/`口″

`'。
‘″打)和高山岭雀 (L`,rco″ f~e

;、勿‘r`F)等 5种小型雀形目留鸟冬季活动时间预算。

·中嚣科学院海北高宗草甸生态系统定位站察全资助项目。
●饣现在蔓庆自然薄物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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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 料 和 方 法

本项研究于 1989年 1-2月在中国科学院海北高寒草甸生态系统定位站地区进行。观察时闸从早

晨鸟类辨别食物开始到傍晚觅食结束为止,平均约 10h(08:00-18830),与 当地冬季 (12月 至翌年 2

月)的平均日照时间相当。观测在晴天、无风的天气条件下进行,上午和下午各连续观察 5h,每两日

为一个观察日,每种类 4-5个观察日。用 30× 8倍望远镜定点或跟踪观察聚群 (大群 100只 以上,

小群10只以上)鸟类的觅食、飞翔、停歇 (警戒休息)、 炫耀 (理羽、磨喙、鸣唱)等活动所持续的时

间,以分为单位,并计算每小时备项活动所占的比例。聚群并非是单种种群,也可能是几个种的组合。

结 果 与分 析

将 5种留鸟觅食、飞翔、炫耀、休息等活动时间占全天时间的比例列于表 1。 觅食

活动是白天最主要的活动方式,花费时间最多, 为 76.7-86.7%。 其中, 树麻雀最少

(76,7%),小 云雀最多 (86.7%)。 这种差异与它们种群所处栖息地质量和食物资源的丰

富度有关。树麻雀在人房及圈窝周围栖息,食物丰富,易于觅食,因而,用于觅食活动

的时间较以野生草籽为食的其它种类少。

高寒草甸地区留乌冬季的活动主要为栖息地境内或在斑状栖息地之间的移动、逃避

天敌、嬉戏等短暂飞翔。小云雀冬天栖息在隐蔽条件较好的高草环境,受天敌惊扰较少,

飞翔所用时间最少 〈3.3%)。 树麻雀习性活泼,总是树上树下、墙头飞上飞下,,飞 翔时

间比其它种类多 (7.9%)。 其它种类飞翔时间大约为白天活动时间的 5-6%。

-表 1 5种曰鸟白天活动时间的分己 (mm)·

Table l Distribuoons ol vafious ac“ vi“ es in daytime(in nlin)for 5 species fesiden“ .

活 动 项 目  1teIns of ac0vity(in min)
种  类

species 飞 翔
Flight

歇 息
Alert Fest

炫 耀
Preenlng

16.0(2.7)

1G.0(2.7)

38.0(6,3)

19,0(3.2)

15,0(2.5)

寻 食
Foraging

小 云 雀
('In″ (如 Jv`g“k)

角 百 灵
(刀 rgmoヵ 加Ic c`pcsfris)

树 麻 雀
(Puss召 r mo"如″us)

黄嘴朱顶雀
('com`Ⅱ|s∫

`。

〃irosfrfs)

高 山 岭 雀
(Ic"cosfic``0r0md`i)

520.5(86,7)

^96,0(82.6)

在60.0(76,7)

512.0(85,3)

492,0(82.0)

19.5(3.3)

31.()(5.7)

在7.5(7.9)

32.0(5.3)

36.0(6.0)

4在 .0(7.3)

51.0(9,())

5d.5(9.1)

37.0(6.2)

57.0(9,5)

·括号为每天 10h计 ,每种活动所占百分比。Numbers in parenthesis aie var1ous aCtivity percentages fof

1() ltotlis eaCh day.

5种鸟用于休息的时间为 6.2-9.5%。 炫耀所用时间最少,为 2-3%。 树麻雀每

日中年有聚群呜唱行为。故用于炫耀的时间较长 (6.3%)。

根据 Marc。 tullio和 Gill(1985)报道, 鸟类觅食活动占其白天活动时问的变化范

围为 10-lO0%。 在热带雨林, 蜂鸟和食果实鸟类利用极少的时间即能获得是够能量的

丰富食物。而生活在北极或亚北极的小型陆栖鸟类,由 于冬季白天短暂,为度过漫长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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寒冷的冬夜贮备能量,其 自天的活动主要为连续地觅食。在高寒草甸地区,鸟类冬季将
白天活动时闸的 80-9o%用 于觅食,说明高寒草甸地区鸟类所用的食物贞源较北极地区
丰富。

图 1表示高寒草甸地区 5种鸟各项活动所消耗时间的日变化。 5种鸟各项活动随着
时问的变化表现出明显的节律性。树麻雀有两个明显的觅食低谷,黄嘴朱顶雀的觅食低谷
则不明显。而角百灵、小云雀及高山岭雀仅有一个明显的觅食低谷,大约在12:30-15:3o。

这种明显下降的觅食活动基本与飞翔的高峰期相对应。除树麻雀具有 3个取食高峰外,

共它种类都表现出早、晚觅食两个活动高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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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5种 留鸟各种活动节律

Fig.1 Activity rhythm~si:〖 5 species of birds.

种名缩写与表 1相 向。

species abbreviations are as the saFne as these iil the ·
rable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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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TIVITYˉ TIME BUDGET OF sEVERAL FLOCKING BIRDs

IN ALPINE MEADOVV IN WlNTER

zhang Xiao′ ai and Dcng Hcli

(Ⅳor功 ves`PI耐 cu“ rmsii`“ ic。r Biojogg· Thc Clim纟 s召

'ccd`饰
″or scf`mces)

△
··
hc study 玩̀ as carriCd out at IIaibci Rescarch station of Alpine Micadol″ ,Ecosˉ

ystem thc C11incsc A.cademy of scicnces,fron1 January io February 1989. 'rhis paper

rcports on pattcrns in allocation of tin1c in cach activity in flocking E'``刀 (,`乃氵J口

四

``“ `/打
,'`口 多

``口
 g″

`“
``口

,P口“″ 仞.o″′乃
`7``s, '亻

C口 ″
``7`‘

 ∫Jσ″iro‘ ″fs and Lc″ ros`访
`e

37@刀 ″
`J.

Thc lcnth of thc activity day of thc diunal is about tcn holirs(08:30-18:30),
·
I· he daily time d.cvotCd to each activity、 vas diVidcd into four categorics:foraging,

flying,alcrt rcsting and prcening.

Thc proportions of foraglng pcrformed wcrc 80-90% of thc total daytimc,

others wcrc lcss than 1o%. Thc avcragc number of minutes that the birds dcvoted

to Various activitics changCd considerably witl).tiitlc of daylig1·lt and dai1y varia-

tion in cach activity Cxhibitcd c1car pattcrns, P口 ‘ser `刀 o```口
``多`s has tllrcc pCaks of

foraging 、vhile othcrs havc t、 vo,

K.ey words: Passerine, F1。 cking, Ⅵ′intcr; Tim.c-budg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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