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近年来，由于生态环境的恶化，大鸨的数量急剧

下降。本文通过研究大鸨越冬行为的时间分

配，对鸨类的活动规律及行为生态的时间和空

间结构做初步的研究和分析，为鸨类的驯养繁

殖、保护及种群的扩大提供可靠的科学依据。

! 材料与方法

!"! 研究地点及实验动物 本实验在哈尔滨

动物园（北纬 !"#$%& ’ !(#$%&，东经 )$(#)*& ’
)$*#+)&）进行，实验动物是 ),,* 年从内蒙古兴

安盟地区拾到鸟卵进行人工孵化并已成年的

$$ 只大鸨，分成 $ 组，每组 )) 只。第一组 ! 雄

* 雌，第二组 + 雄 - 雌。实验动物经过人工饲

养、驯化并与饲养人员接触，已经适应哈尔滨动

物园的饲养条件和环境条件。饲养实验动物的

笼舍长 )+ .，宽 " .，高 +/" .，面向东。笼舍为

钢筋铁网内衬有一层尼龙网（防止大鸨撞伤），

西面为夜晚栖息的舍间。舍间与游人隔离，以

防止惊扰；各舍间用席子遮挡，以防止个体间相

互干扰。舍间内为自然温度，只有避风功能，无

任何取暖设施，舍内外的平均温差为 "0。每

天上午 ,：+% 时和下午 )"：%% 时在舍内投食饲

喂大鸨。

!"# 研究方法 本研究在 $%%% 年 )$ 月 $, ’

+% 日；$%%) 年 ) 月 $, ’ +% 日，+ 月 )% ’ )) 日、$+
日；$%%$ 年 ) 月 )( 日，$ 月 )+ 日、$) 日，+ 月 )%
’ )) 日、)- 日，! 月 * 日进行。每天观察的时间

为 -：!" ’ )"：)% 时。另外 $%%$ 年 ) 月 - 日、)%
日、)$ 日、)" 日，$ 月 ! 日、( 日的观察时间为上

午 -：!" 时到下午 )(：!" 时，即到天黑为止，观

察持续的时间为 $% 1，共计 )+*/-+ 2。

在正式研究之前进行 " 1 预备观察，以初

步掌握大鸨的行为和活动规律［-，,］。采取全日

制瞬时扫描法，每隔 " .34 观察并记录实验动

物的行为，每小时观察记录 )$ 次，每天记录

(/!$ 2，统计在某个时间单位各行为所占比例。

越冬期笼养大鸨的行为类别及标准见表 )。

将大鸨越冬的过程平均分为 + 个时期，越

冬初期（)$ 月初 ’ ) 月中旬）、越冬中期（) 月中

旬 ’ $ 月末）和越冬末期（+ 月初 ’ ! 月中旬）。

观察期间，每隔 ) 2 记录一次当地的天气、气温

和风速。在进行数据分析时，将大鸨越冬期的

温度划分为高于和低于 5 )%0两部分，将天气

划分为晴天和阴雪（阴天和雪天）。

采用适于相关性样本的卡方检验法确定越

冬不同时期对大鸨行为时间分配是否产生显著

影响；用非参数 ! 检验方法分析温度和天气条

件对动物行为的影响。

表 ! 大鸨行为类别及其描述

$%&’( ! )(*%+,-. /%0(1-.2 -3 /%40,+( 5.(%0 )670%.8 ,9 :,90(.

行为类型 672893:; 描述 <7=>;3?@3:4=

游走 A8417;34B 平头行走、跑动、跳跃飞行、边走边东张西望。

取食 C77134B 低头行走寻找食物、准备啄取食物、用喙扒甩食物、摄食、吞咽食物及饮水。

理羽 D;77434B 用喙啄理羽毛、用爪搔头部及颈前部分、用喙啄跗跖及足、振翼、单侧踢腿、展翅。

趴卧 E;:F>234B 休息的一种，睡觉、打盹，颈较自然的收缩或头向后缩入羽内抗寒。

静站 G@84134B 大鸨缩头静立不动或站立，眼向四周看。

打蓬 G28H34B
一种强烈的抖羽行为，多为趴卧时身体强烈振动，羽毛抖开，可清洁体羽、美化自身、解痒，相

当于人类的伸懒腰，是一种调节行为。

啄草雪 D7>H34B 站立或走动时叨草、啄雪或在草内乱叨。

# 结 果

#"! 时间分配

#"!"! 大鸨越冬期行为时间分配 大鸨越冬

期休 息 行 为（趴 卧、静 站）所 占 比 例 最 大，为

*-/!%I（图 )），其次为游走行为（*/+"I）和取

食行为（(/)"I），而理羽行为（!/+"I）、啄草雪

行为（$/("I）、打蓬行为（)/)%I）所占比例甚

少。

#"!"# 越冬不同时期的时间分配 由于天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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寒冷，大鸨在越冬初期、中期和末期均以休息行

为为主，但各种行为的时间分配有所不同（表

!）。打蓬和取食行为差异不大（ ! " #$#%），其

它行为（理羽、趴卧、静站和游走）在不同时期呈

现明显差异（! & #$#%）。理羽行为在越冬初期

（!$’(）和 末 期（ ’$)(）的 强 度 大 于 中 期

（*$+(）。游走行为以中期和末期居多，啄雪草

行为末期最多。

图 ! 大鸨越冬期各行为时间分配

"#$% ! &’()*#+, -#.’ /01$’- +2 -(’ 3,’)- &04-),1 #5 6#5-’,

表 7 大鸨在冬季不同时期的时间分配

8)/9’ 7 8#.’ /01$’- +2 -(’ 3,’)- &04-),1 #5 1#22’,’5- 4-)$’4

观察时期

,-./01234 5674-

时间分配 829- :;14-6（(）

游走

<731-0234

取食

=--1234

理羽

>0--3234

趴卧

?0/;.@234

静站

56731234

打蓬

5@7A234

啄雪草

>-.A234

越冬初期 =/09-0 B674- *$C C$D !$’ !C$D %)$) #$! !$E
越冬中期 F211G- B674- !$’ C$* *$+ ’D$+ E+$C *$# !$C
越冬末期 H76-0 B674- !$% +$+ ’$) *D$) C’$! #$) !$)
卡方值 ?@2IBJ;70- K7G;- D$E’% ’$’CE )$E+D *!$### )$### E$*#% C$)#)
! 值 ! K7G;- #$#*% #$*DC #$##) #$##! #$#** #$*!D #$#’!

7:7 日活动节律 图 ! 为大鸨全天的日活动

节律。静站和游走行为在大鸨从笼舍中被放出

后的第一个小时呈现最高峰，以后呈接近直线

下降的趋势，至 *%：## 时降到最低；趴卧行为则

呈相反趋势，在 *!：## 时之后逐渐增加，接近于

*%：## 时趴卧达到最高峰；由于圈养条件下食

物丰富，大鸨的取食行为在全天内所占比例无

明显差异，只在 **：## L *!：## 时之间稍有一小

峰值。其 它 活 动 的 高 峰 期 分 别 为：啄 草 雪，

*!：## L *’：## 时之间；理羽，**：## L *!：## 时之

间；打蓬，)：## L *#：## 时之间。

7:; 温度对大鸨行为时间分配的影响 温度

对大鸨越冬行为有比较显著的影响。不同的温

度条件下，理羽、趴卧和静站行为差异极显著

（! & #$#*）。而且趴卧行为和其它两种行为互

补。啄草雪和取食行为受温度影响不显著（!
" #$#%），游走、取食、打蓬行为差异显著（ ! &
#$#%）。温度较高时大鸨行为多样性明显增加；

温度极低时，则很少活动，取而代之为长时间的

趴卧（表 ’）。当温度上升到 #M左右时，大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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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量最大，活动的时间也最长。

!"# 天气对大鸨行为时间分配的影响 大鸨

行为的时间分配在阴雪天（风速 ! " # 级、平均

气温 $ %&）和晴天（风速 ! " # 级、平均温度为

$ ’&时）存在有所不同（表 %）。! 检验表明，

趴卧行为呈现极显著差异（ " ( )*)!）。晴天

时，大鸨用于游走、理羽、打蓬、取食的时间明显

长于阴雪天（" ( )*)+）；阴雪天用于静站和趴

卧的时间则多于晴天；另外，不同天气下，啄草

雪和静站行为差异不显著（" , )*)+）。

图 ! 大鸨越冬期行为活动日节律

$%&’ ! ()*+,%-. /+%01 .*12*3 -4 2*) 5.)+2 (672+./ %8 9%82).

表 : 不同温度下各行为时间分配（-）

;+<0) : ()*+,%-. 2%3) <6/&)2 -4 2*) 5.)+2 (672+./ %8 /%44).)82 2)3=).+26.)7

温度（&）

./01/23452/

游走

6378/297:

取食

;//897:

理羽

<2//797:

趴卧

=2>5?@97:

静站

A437897:

打蓬

A@3B97:

啄草雪

</?B97:

( $ !) ’C% ’ C% # C+ +% C! #’ C’ ) C% D C’
, $ !) EC) F CF !D CD #+ C+ DE C! ) CG % C’
! # CG+# # C’!% % C’#F + CFD% % C#GD # CE#+ ! C#GF
A9:C ( )*)+ , )*)+ ( )*)! ( )*)! ( )*)! ( )*)+ , )*)+

表 # 不同天气条件下各行为时间分配（-）

;+<0) # ()*+,%-. 2%3) <6/&)2 -4 2*) 5.)+2 (672+./ 68/). /%44).)82 9)+2*).7

游走

6378/297:

理羽

<2//797:

趴卧

=2>5?@97:

静站

A437897:

打蓬

A@3B97:

取食

;//897:

啄草雪

</?B97:

晴 A577H !# C) !E C’ # CD +D CG ! C% F CE D C)
阴雪 =I>58H >2 J7>KH % CG + C# G C’ F+ C) ) C’ D CG # C)
! DC)#% # CE#’ % C+F! # C’!# # CEE! D C’#% ! C%+F
A9:C ( )*)+ ( )*)+ ( )*)!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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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讨 论

动物的行为节律受环境影响很大。除了温

度及天气等外界环境因子的影响外，还受生存环

境和自身健康状况等的影响，对处于越冬期的笼

养大鸨而言，趴卧（!"#$%）和静站（$!#&%）是主

要行为，接近 ’&%。其余的行为比重则较少。

从寒冷冬季的角度来讲，趴卧和静站行为是最

直接有效的抵御严寒的方法。大鸨在寒冷的天

气减少活动，可以防止体内能量和热量的丧失，

维持体温以确保安全越冬。但是，野生大鸨的

越冬行为时间分配应该和笼养大鸨有一定的差

别。在野外，大鸨对生存环境的要求很高，警戒

行为极强，需花费一定的时间和精力去关注天

敌等外来因素，用于休息的时间应该明显少于

笼养大鸨。

许多研究表明，食物丰富度是影响鸟类行

为时间分配的主要原因之一［’，(& ) ($］。取食时间

通常受食物的可获得性和密度的影响。在笼养

条件下，大鸨可以获得充足的食物，因此不仅用

于取食的时间较少，而且每天取食时间基本没

有差异。这与杨晓君等［("，(*］对白腹锦鸡和绿孔

雀的研究结果相同。尽管每天分别在上下午投

食 + 次，但是大鸨取食活动的高峰（((：&& ) (+：

&& 时）不受投食时间的影响。这种取食习性可

能是保留了它们在野外生活的模式。在气温很

低的清晨觅食，耗能比较大；在气温升高的中午

时分觅食可以减少能量的支出，有利于提高越

冬存活率。

大鸨行为时间分配在冬季不同时期呈现不

同模式，越冬中期（( 月中旬 ) + 月末），温度达

到一年中最低，大鸨不得不侧重维持体温和抵

御寒冷的行为以维持生存，趴卧行为在越冬中

期显著增加，超过其它所有行为的总和；活动性

行为，如：理羽、游走等则很少。在越冬初期和

末期，气温略有回升，尽管大鸨仍以趴卧和静站

行为为主，但行为多样性明显升高。

环境因子中温度［(&，(,］是笼养大鸨日活动量

的决定因素。温度很低时，大鸨的活动量减少，

以保存能量及热量；阳光充足，温度升高后，大

鸨的游走和理羽行为明显增加，伴随着趴卧行

为的显著减少。可见大鸨用于保存热量和维持

体温的能量投资已经由温暖的天气所补偿，从

而转向理羽、游走等活跃性行为。每天 ’："" )
-："" 时之间，温度较低，大鸨多静立少活动。

随着气温的升高，大鸨的活跃程度随之提高。

(&："" ) (!："" 时期间，阳光充足，温度达到最

高，是大鸨最活跃的时间段。整个时段内大鸨

用于游走、取食的时间比例最高。随后气温逐

渐降低，趴卧和静站行为又逐渐增加；在 ($：""
时后，大鸨完全处于静站和休息状态，没有进行

统计。

天气也是笼养大鸨越冬行为时间分配不可

忽略的影响因子。天气不好时大鸨的活动量很

少，趴卧和静站行为（’!#*%）最多，天气好则相

对活跃。

为了对笼养大鸨越冬行为时间分配做透彻

研究，本文进行了对比试验，即在 ("：(& 时后并

未按惯例让大鸨进舍内，而在露天笼舍内过夜，

观察大鸨在 ("：!& 时以后的行为，共进行了 *
次，经观察发现，大鸨在 ("：!& 时之后，只是长

时间的趴卧，而取食行为、游走、理羽、打蓬、啄

草雪等行为几乎不发生。

据几年来对哈尔滨动物园笼养大鸨的越冬

行为观察发现，大鸨可抵御寒冷，在北方安全越

冬［(,］。大鸨对严冬有一系列适应性行为，在时

间分配上有所调整，如趴卧行为的增多，觅食行

为的减少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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