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野化放飞朱!出现集群营巢现象

ABBD 年 > = D 月，我们在陕西省洋县华阳镇对野化放飞朱!（0%))/*%’ *%))/*）个体进行监测的过程中，发现 > 对

朱!在同一棵树上集群营巢（J+((F,*N 30##-’,6），并繁殖成功。这是自 :;<: 年野生朱!种群重新发现以来，首次记

录到朱!集群营巢的现象。

> 对朱!营巢的地点位于洋县华阳镇中学附近，经纬度为 :BDPC?QAB? I，>>PC;QEDB O，海拔 : ::> (。营巢树种为

油松，树高 AC (，胸径 <A J(，据当地村民说已有近百年树龄。> 巢的详细信息见表 :。

表 ! 朱!集群繁殖信息

巢编号
亲鸟环号

雄鸟" 雌鸟#

巢高

（(）

产卵数

（枚）

出壳数

（只）

出飞数

（只）

: 红色 B; 红色 :B :E A A A
A 红色 BE 无环 :? A A A
> 白色 ;A 红色 :: :A > > A

其中，红色 BE、B;、:B、:: 和白色 ;A 号均为 ABB? 及 ABBC 年我们在当地野化放飞的个体，无环朱!为野生个体。

: 号巢的配对个体 ABBE 年首次在这颗油松上繁殖，产卵 > 枚，出壳 > 只，出飞幼鸟 A 只，今年是沿用旧巢；> 号巢的

配对个体去年在 > R( 外的一颗马尾松上营巢，产卵 > 枚，出壳 A 只，后来不明原因弃巢，繁殖失败后亲鸟经常到油

松上栖息夜宿；A 号巢的个体为首次配对繁殖。> 巢间的距离分别为：: 与 A 号巢 A (，: 与 > 号巢 C (，A 与 > 号巢 >
(。

朱!历史上曾经有集群繁殖的记录（S0J"’3*N- T H #& ’( 4，:;D;；U’0-V’K# W,&#0,*&’+,*N，ABB:）。但自 :;<: 年重新

发现野生种群后，朱!在 AB 世纪 ;B 年代以前单独营巢且表现出较强的领域性，通常是一对朱!占领一条山沟，通

过鸣叫和飞行来追逐、驱赶进入巢区的其他成鸟（史东仇等，:;<;）；ABBB 年以后，朱!的营巢逐渐密集，不同巢的亲

鸟繁殖期活动区重叠很大（刘冬平等，ABB>）。以花园繁殖区为例，其营巢数 :;;: 年为 : 巢，ABBB 年 :: 巢，ABB: 年 A>
巢，其中有 ? 巢集中在 AA?4A (A 的区域内，最近的两巢相距不到 :B (（刘冬平等，ABB>）。如今，集群营巢的发现，可

能与朱!种群数量的增加有关。但是，由于 > 巢中有 C 只亲鸟是野化放飞的个体，也不排除这次集群繁殖是一个偶

然现象。这一发现的内涵如何，以及它对朱!种群保护和当地环境容纳量的启示，有待于进一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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