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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年 ( 月 ’ !""$ 年 ) 月 在 四 川 省 南 充 市 区 的 校 园 和 公 园 内 对 红 头 长 尾 山 雀（ 1%/#2"+,(&
3($3#$$)&）的繁殖生态进行了研究。结果表明，红头长尾山雀在 ! 月上旬开始求偶、配对。! 月中旬开始

营巢，巢多筑于圆柏、凤尾竹等上，营巢期 %" ’ %% ,，影响巢址选择主要因素 # 种。( 月初产卵，窝卵数

（)-%* . "-$%）枚；轮流昼夜孵卵，孵卵期为 %$ ’ %) ,；育雏高峰期每日 &："" ’ %"：""、%#："" ’ %*："" 时，育雏

期为 %$ ,。从孵卵开始到育雏结束，其中 ( 个巢均有一个帮手，与生殖鸟轮流孵卵和育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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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头长尾山雀（1%/#2"+,(& 3($3#$$)&）是一种

常见并广布于东南亚的农林益鸟［% ’ (］。在我国

是遍布于中南部的留鸟［! ’ )］，世界共有 # 个亚

种［%，#］，我国国内分布有 ( 个亚种：指 名 亚 种

（1 W 3 W 3($3#$$)&）、云南亚种（ 1 W 3 W 2+,#-)%$&#&）、

西藏亚种（1 W 3 W #*%+,+%#）［( ’ #］。四川南充分布的

是指名亚种，留鸟［*］

""""""""""""""""""""""""""""""""""""""""""""""""""""""""""

。红头长尾山雀主要栖息



于山地森林和灌木林间，以及公园、校园等人类

居住地附近的小森林里，常十余只或数十只成

群活动，主要以鞘翅目和鳞翅目等昆虫为食，对

当地植物的保护有重要意义［! " #，$］。对其繁殖

生态学在少量文献中略有描述［! " #，%］。周立志

在安徽合肥紫蓬山区对其繁殖习性进行了系统

研究［&’］，但在城市环境下的研究还未见报道。

笔者于 !’’( 年 ! " # 月在四川省南充市区内的

公园和校园对其繁殖生态进行了研究，以期为

该食虫益鸟的保护提供基础生物学资料。

! 研究区域与方法

!"! 自然概况 研究区域选在四川南充的西

华师范大学、西南石油学院、北湖公园、玉屏公

园（下简称西师大、油院、北湖、玉屏）及市郊。

详细资料参见文献［&&，&(］。

!"# 研究方法 !’’) 年 ) 月 " !’’( 年 # 月采

用焦点取样法（*+,-. -/01-. 2-13.0/4）（观察记录

一个巢的红头长尾山雀在巢周及巢附近的某一

特定时间内所发生的行为）和完全记录法［&!，&)］

（-..5+,,6778/,8 78,+790/4）（在一个特定观察期内

记录红头长尾山雀的某一特征行为系列发生的

全过程）对红头长尾山雀繁殖生态进行系统研

究。从 ! 月起，每周用望远镜把样地调查一遍，

由于红头长尾山雀营巢较为隐蔽，且巢多筑在

较低的乔木上和灌丛中（! " : 1），每次调查样

地时，先用望远镜查看较高的树上是否有巢，然

后对较低的树或灌丛认真搜寻一遍。如果发现

巢，再用望远镜确认是否有红头长尾山雀出入。

此外，在样地调查期间，如果发现有衔小树枝、

草或细编织带的红头长尾山雀，则进行跟踪，尽

量找到其营巢点。对于发现的巢，则连续跟踪

观察，隔两天全天观察，每天的观察时间是;：’’
" &%：’’ 时。将巢内出现首卵定为该巢进入产

卵期，巢内孵出首雏定为进入育雏期，雏鸟飞出

巢区不再归巢定为育雏期结束［&(］。

巢生境选择以巢址为中心 # 1 < # 1 样方

调查。调查营巢树种、营巢树高、巢向、巢位高

度、巢上和巢下郁闭度、乔木数量、种类、平均高

度、人为活动、同种及异种个体巢数等可能影响

红头长尾山雀巢址选择的参数共 &% 个。其中，

人为活动分 ) 个等级：高（根据全天观察计算，

巢下白天平均每分钟 &’ 人以上活动）、中（# "
&’ 人）、低（ = # 人）；巢向指巢在营巢树上方

向［&(］。数据用 >?>> &&@’ 统计软件分析处理。

通过主成分分析（370/,03-. ,+13+/8/A -/-.B202）确

定红头长尾山雀对巢生境选择的主要因素。文

中数据用!! C "# 表示。

# 结果与讨论

#"! 巢生境选择和营巢行为 初春季节，红头

长尾山雀常十余只或数十只成群活动，性活泼，

不停在灌丛或乔木间跳跃或飞翔觅食，一边取

食一边鸣叫，叫声低弱。自 ! 月上旬集群变小，

开始出现求偶、配对和选巢行为，比紫蓬山区的

繁殖时间早［&’］，这可能是由于所研究的区域 !
月份温度较紫蓬山区高。主要选择在 & " # 1
高的小乔木或灌丛中上部营巢，此处郁闭度高、

隐蔽性好，与周立志的观察结果相似［&’］。巢址

选定后即开始筑巢，样地首见 ! 月 &( 日营巢。

据 ( 巢观察，营巢期为 &’ " && 9。雌雄共同衔

材筑巢，就地取材。筑巢时，红头长尾山雀一般

先就地捡一些废旧编织带（如破旧的化肥袋）、

细草等搭建巢的主体框架，后在外层附着苔藓，

最后 内 垫 大 量 羽 毛。衔 材 的 日 高 峰 在 上 午

$：’’ 时，日衔材次数 #:@!# C #&@’)（ $ D &!）（图

&）。在营巢后期双亲开始夜宿巢中。巢呈椭球

形，结构复杂、精细。巢材由外到内依次为苔

藓、棉球、编织带、细草、羽毛等。巢口一般侧

开，仅一个巢的口开于顶部。&& 个巢的数据测

量为外径（%@;’ C &@$:）,1 <（$@& C ’@$)）,1，内

径（#@# C ’@(’）,1 <（(@;) C ’@);）,1，高（&&@%:
C &@(’）,1，深（:@#) C &@’(）,1，巢口径（)@&;
C ’@&%）,1 <（!@($ C ’@#’）,1。巢材的组成与

紫蓬山区的类似，但巢比紫蓬山区的小［&’］。

共调查了 &$ 个巢址样方，其中西师大 &’
个，玉屏 ( 个，油院和北湖各 ! 个。对 &$ 个参

数（由于样方没有发现有同种鸟筑巢的情况，所

以在做主成分分析时剔除了此变量）的主成分

分析表明，前 ; 个主成分特征值均大于 &，累积

·’)· 动物学杂志 %&’$()( *+,-$./ +0 1++/+23 (& 卷



图 ! 红头长尾山雀筑巢衔材频次

"#$%! "&’()’*+, -. /01#*$ *’2/340/’&#05
6, ! % "#$"%$$&’

贡献率达!"#$$%，说明前$ 个主成分基本包含

了 "! 个参数的总信息量。提取前 $ 个主成分

并计算各变量特征向量（表 "）。

表 ! 红头长尾山雀巢址选择各主成分的特征值

7065’ ! 78’ #*#/#05 ’#$*905)’2 -. /8’ +-4:-*’*/ -. /8’
+8-#+’2 -. *’2/5#*$ 806#/0/ -. !()%*+,-#’ "#$"%$$&’

主成分

&’()’*+*,
特征值

-./+*0123+

贡献率（%）

41,.’ ’5
016.1*7+

累积贡献率（%）

8773(321,.0+ 61,.’
’5 7’*,6.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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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 @#@@; "@@#@@@
"! "#<?@-A"$ !#!!:-A"$ "@@#@@@

由表 ; 和 = 知。第一主成分中，营巢树高

与胸径、巢向和巢位高度，反映了红头长尾山雀

对巢光照的要求，定为光照因子。第二主成分

中，草本植物种类、距水源距离的相关系数明显

偏高，反映了水源距离和巢材条件，将其定为水

源和巢材因子。第三主成分中，相关系数较高

的是乔木的数量和种类，反映了上层的食物条

件，将其定为上层食物因子。第四主成分中，相

关系数较高的是巢上和巢下郁闭度、异种个体

巢数，反映了巢周的郁闭条件及与异种间的竞

争，定为郁闭度与种间竞争因子。第五主成分

中，灌木数量和多度的相关系数较高，反映了下

层食物条件，定为下层食物因子。第六主成分

中，盖度相关系数偏高，反映了红头长尾山雀对

营巢区盖度的选择，定为盖度因子。

表 = 中营巢树以圆柏（> 次）为主，其次为

凤尾竹（= 次）、棕竹（; 次）、罗汉松（; 次）、香

樟、小叶榕、桢楠和黄葛树各 " 次。人为活动高

为 : 次，中为 ! 次，低为 $ 次。巢向是指巢在树

冠的方位，以东（> 次）和上（< 次）为主，其次是

东南（; 次）、北（; 次），南、西北较少，仅为 " 次。

;<; 产卵和孵卵 红头长尾山雀巢营造完成

即开始产卵，每天产一枚卵，时间在早晨 ! 时左

右，样地内进入产卵期最早见于 = 月 < 日，比紫

蓬山区的早近一个月［"@］。卵为长圆球形，白

色，略带砂土红色，卵重（@#>@ B @#@<）/，大小为

（"=#$= B ?#;:）(( C（"@#=? B @#$?）((（ ! D >），

卵较紫蓬山区的小［"@］。窝卵数为（<#"> B @#:"）

（! D $），比紫蓬山区的少一枚左右，产卵期仍

见亲鸟有衔羽毛补巢材行为。

产满窝后开始孵卵，雌雄亲鸟昼夜轮流孵

卵。当一亲鸟飞回时，停在巢旁的树或电线上

鸣叫，巢内也鸣叫响应，等巢内亲鸟出巢之后，

巢外的亲鸟入巢，即完成交换。夜间亲鸟均要

归巢。孵卵期为 ": E "< F，比紫蓬山区的短［"@］。

;<= 育雏及雏鸟行为 雌雄鸟共同育雏，雏鸟

孵出后亲鸟即开始衔食育雏。育雏初期（" E <
日龄），至少有一只亲鸟巢内暖雏；< 日后亲鸟

共同外出觅食，归巢育雏。育雏从 $：@@ E "?：@@
时，日高峰在 ?：@@ E "@：@@、"$：@@ E ">：@@ 时（图

;），日育雏次数（"@@#;< B =$#?:）（! D !）（图 =），

每次育雏时巢内停留时间为（";#"< B <#@<）G
（! D :@!），两次育雏间的时间间隔（<;!#!" B
:@=#?"）G（! D "=?）。育雏期 ": F，比紫蓬山区

的短［"@］。

育雏期间，雏鸟排出的粪便由喂食后的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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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 红头长尾山雀巢址选择参数特征向量的转置矩阵

"#$%& ! "’& ()*#*&+ ,)-.)/&/* -#*(01 *’& ,’)0,&2 )3 /&2*%0/4 ’#$0*#* )3 !"#$%&’()* +),+$,,-*

变量

!"#$"%&’

第一特征向量

()*+

第二特征向量

()*,

第三特征向量

()*-

第四特征向量

()*.

第五特征向量

()*/

第 0 特征向量

()*0

营巢树种

(’12 2#’’ 13’4$’1
5 67+8- 5 6769+ 5 67--- 5 67:,- 67,/9 6769.

营巢树高（;）

<’$=>2 )? @’12 2#’’
67:9/ 676:. 67-/, 5 676/- 5 67668 67,.,

营巢树胸径（4;）

A$";’2’# )? @’12
678-9 5 67+0: 5 676,. 5 67,,- 5 67, 5 67,88

巢向

B#$’@2"2$)@ )? @’12
5 678.. 5 676.+ 6768/ 5 67-9+ 5 676:+ 5 6768:

巢位高度（;）

<’$=>2 )? @’12 $@ 2>’ 2#’’
67:0/ 5 67+-/ 67.,8 5 676,. 5 676:, 5 676+:

巢上郁闭度（C）

D"@)3E 4)F’# "%)F’ @’12
5 67.9+ 67,/, 67696 670// 5 67,+9 5 67,/-

巢下郁闭度（C）

D"@)3E 4)F’# G@H’# @’12
5 67609 67,9, 5 6768+ 67:/. 67++/ 5 676:9

乔木数量

(G;%’# )? "#%)#
67668 67-99 678++ 67+-8 5 67+.- 5 67+..

乔木种类

I3’4$’1 )? "#%)#
67,8, 67+6- 679+. 67++0 5 676/8 6768,

乔木平均高度（;）

JF’#"=’ >’$=>2 )? "#%)#
67+.6 5 67-/8 676:- 67,,+ 676.0 5 676,9

灌木数量

(G;%’# )? 1>#G%
5 6769. 6768- 5 67,:, 5 67+-: 678.9 67,/9

灌木多度（种）

I3’4$’1 )? 1>#G%
5 676+. 67-+8 676-/ 5 676+- 6789/ 5 676+/

灌木平均高度（;）

JF’#"=’ >’$=>2 )? 1>#G%
5 6769 67/-- 67,08 67+9. 67.-6 5 67/,/

草本植物种类

I3’4$’1 )? >’#%
5 67+88 678-. 5 67+6- 67+90 67+06 67+8:

盖度（C）

D)F’#"=’ )? G@H’#=#)K2>
5 67++ 67-6- 6766: 676,: 67-66 67:9+

人为活动程度

<G;"@ H$12G#%"@4’
676,. 67./: 6769- 67-99 67.., 67,86

距水源距离（;）

A$12"@4’ 2) K"2’# #’1)G#4’1
676,: 5 678:, 5 67+-. 67++- 5 67,// 5 676:-

异种个体巢数

(G;%’# )? )2>’# %$#H @’12
6760/ 67,/- 676:0 6709. 676.+ 67,--

鸟衔走。亲鸟入巢十分警惕，每次衔食回巢，先

停在巢旁的树或电线上，观望、鸣叫、往返飞入

巢。红头长尾山雀具有强烈的护雏行为。当人

接近巢时，亲鸟在附近惊叫，甚至招来附近的同

伴共同御敌，直到人离开后才停息，此与周立志

的观察结果相似［+6］。

在 +. 日龄，亲鸟引诱雏鸟出巢，时间在 +6：

66 时以前，由亲鸟带领在巢附近活动，常常挤

在一个树枝上，相互取暖，亲鸟继续喂食。, H
后远离巢区，结小群活动。

!56 帮手行为 在全天跟踪观察的 0 个巢中，

共发现有 - 个巢（, 号、. 号和 / 号）出现了 - 个

成鸟，并且 - 个鸟都参与孵卵、育雏、警戒等繁

殖行为，此现象说明了红头长尾山雀繁殖期内

帮手（>’&3’#）的存在。以往的研究并没有发现

红头长尾山雀的繁殖中存在帮手行为［+6］，而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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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 红头长尾山雀巢址选择的主成分分类与命名

"#$%& ! "’& (’#)#(*&)+ ,- *’& .#/,) (,.0,1&1*+ 2&*&).31314 1&+*5+3*& +&%&(*3,1 ,- !"#$%&’()* +),+$,,-*

主成分

!"#$"%&%’
参数

()*+),-&
平均值

./&*)0&
命名

1)#& "2 2)3’"*
贡献率（4）

5)’+" "2 3"%’*+,6’+"%

7

8

9

:

;

<

营巢树高（#）

=&+0>’ "2 %&?’ ’*&&
:@A<B C 7@D;8

营巢树胸径（3#）

E+)#&’&* "2 %&?’ ’*&&
F@AD< C <@7:A

光照因子

G+0>’ 2)3’"*
巢向

H*+&%’)’+"% "2 %&?’
I

巢位高度（#）

=&+0>’ "2 %&?’ +% ’>& ’*&&
9@B<B C 7@8:A

草本植物种类

J$&3+&? "2 >&*,
;@::: C 8@;8<

水源与巢材因子

K)3’"* "2 L)’&*
距水源距离（#）

E+?’)%3& ’" L)’&* *&?"6*3&?
A7@<<B C A9@F:B

*&?"6*3& )%M %&?’#)’&*+)-

乔木数量

16#,&* "2 )*,"*
7@A99 C 7@A89 上层食物因子

K)3’"* "2 2""M
乔木种类

J$&3+&? "2 )*,"*
D@A99 C D@<7A

营巢树种

1&?’ ’*&& ?$&3+&?
9@9AF C 8@BD:

巢上郁闭度（4）

!)%"$N 3"/&* ),"/& %&?’
;B@;DD C 8:@<AF

郁闭度与种间竞争因子

K)3’"* "2 3)%"$N 3"/&* )%M
巢下郁闭度（4）

!)%"$N 3"/&* 6%M&* %&?’
89@A99 C 7;@8B;

3"#$’+’+"% L+’> "’>&* ,*&&M+%0 ,+*M

异种个体巢数

16#,&* "2 "’>&* ,+*M %&?’
D@::: C D@BA:

灌木数量

16#,&* "2 ?>*6, ;@B88 C F@;<D 中层食物因子

K)3"’*N "2 2""M灌木多度（种）

J$&3+&? "2 ?>*6, D@AAF C 7@D89

盖度（4）

!"/&*)0& "2 6%M&*0*"L’> ;7@9AF C 9;@79F
盖度因子

!"/&*)0& 2)3’"*

89@<;B

88@DF;

7:@B:;

A@:A:

<@;:A

<@797

其亲缘种银喉长尾山雀（! O "#$%#&$’）的繁殖中

存在，并且研究较多［7; P 88］。红头长尾山雀孵卵

时，帮手主要与亲鸟交换，轮流孵卵。在育雏期

间，帮手衔食，帮助亲鸟参与喂食。帮手行为的

存在，保证了整个孵卵和育雏期巢内至少一只

亲鸟，这保障孵化和雏鸟发育过程中所需能量，

为其繁殖提供了充足的食物和安全保障，有利

于 提 高 繁 殖 成 功 率 和 整 个 种 群 的 适 合

度［7:，8D，88，89］。红头长尾山雀的帮手参与孵卵和

育雏，可能是与巢被毁掉，失去配偶，或没有生

殖能力，或未找到配偶，或是亚成年的个体有

关［7<，7F，88 P 8<］。帮手鸟通过为生殖鸟提供帮助能

够获得遗传上的某些好处，提高其繁殖成功率，

同时也获得生殖经验，增加存活机会［7;，7F，88 P 8<］。

这些方面尚需进一步深入的标记研究。

图 6 红头长尾山雀的日育雏高峰

73486 "’& 0&#9+ ,- )#3+314 ,-
! 8 +),+$,,-* 31 &#(’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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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 红头长尾山雀的育雏次数

"#$%! "&’()’*+, -. &/#0#*$ -. ! % "#$"%$$&’

123 人为干扰和巢址选择对红头长尾山雀繁

殖成功率的影响 在西华师范大学内连续全天

跟踪观察的 ! 个巢，只有!号巢繁殖成功，也仅

出巢 " 只幼鸟。该巢共产 ! 枚卵，幼鸟出巢后

仍然有一枚未孵化的卵，孵化率很低，可能与观

察者的长期观察有关；"号巢在筑巢完成后弃

巢，弃巢原因不清楚；#号巢在雏鸟 #$ 日龄时

连续下雨被冻死，次日亲鸟弃巢，这主要是由于

剪掉部分巢上树枝，郁闭度降低造成的，应为人

为干扰造成其繁殖不成功，因为观察者多次触

动干扰；$号巢因在孵卵期测量卵径不慎破损

一枚而导致其弃巢；%号巢在孵卵期间因测量

卵导致其弃巢；&号巢在筑巢期间弃巢，弃巢原

因不清楚。在玉屏公园见到 $ 个巢，但由于发

现时正处在育雏期，所以没有进行全天跟踪观

察，因而观察者的干扰就非常小，$ 个巢有 " 巢

繁殖成功，卵均全部孵化，雏鸟各 % 只全部出

巢。本研究中，红头长尾山雀的繁殖成功率较

紫蓬山区的低［#&］，这主要是人为干扰过高的原

因。

致谢 承蒙西华师范大学珍稀动植物研究所胡

锦矗教授、余志伟教授、李操副教授给与指导和

帮助，特此致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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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序号和编号用阿拉伯数字。

(‘ 阿拉伯数字多位数不能拆开移行。

# 数学公式

"‘ 重要公式、长式居中排，简单的、叙述性的式子串文排。

B‘ 数学公式中运算符号、缩写号、特殊函数符号用正体，字母表示的函数和一般函数用斜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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