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笼养条件的改变对大鸨繁殖期行为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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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 !""$ 年 $ % ( 月，采用瞬时扫描法对哈尔滨动物园饲养的 ’( 只（#! ，’’"）大鸨（12#& 2+*3+）

的繁殖期行为进行了观察。利用非参数检验法讨论了笼舍面积、舍内设计及外界噪音对大鸨繁殖期的

行为分配、日节律、炫耀及一些特殊行为的影响。结果表明，环境因子对大鸨繁殖期行为存在显著影响，

当环境条件改变后，大鸨的警戒行为发生显著变化（4 * "+"’），其次为炫耀、游走行为（4 * "+"#）。另外，

环境因子的变化对雄性大鸨的炫耀路线及求偶方式亦存在影响，同时影响沙浴等特殊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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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鸨（12#& 2+*3+），隶属于鹤形目（9E54I?EJDC）
鸨科（AG4L7D），为国家一级重点保护动物，被列

入濒危野生动植物国际贸易公约附录#［’］。大

鸨是草原上濒危鸟类之一［!，)］，分为 ! 个亚种，

指名亚种（1 S 2 S 2+*3+）主要分布于欧洲和亚洲

西部，东方亚种（1 S 2 S 30=(>&?##）主要分布于东

亚。这两个亚种在我国均有分布，指名亚种主

要分布在新疆西部的喀什、天山和中部吐鲁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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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的中、西部地区［!］。

行为生态学已经成为目前动物生态学研究

中引人注目的领域之一［"］。近年来，由于生态

环境的恶化，大鸨的数量急剧下降，而大鸨的人

工繁殖有利于人工种群的建立，同时也对野外

种群的恢复起促进作用。本文旨在对笼养大鸨

的适宜繁殖环境进行比较研究，从而得出影响

其繁殖行为的环境因子，为大鸨的人工繁育以

及种群恢复奠定基础。

图 ! 笼养雄性大鸨繁殖期行为时间分配

"#$%! &#’( )*+$(, -. /01,#2( ’03( 45(0, 6*7,05+

! 研究地点与方法

!8! 研究地概况 于 "##" $ "##! 年 ! $ % 月大

鸨的繁殖期对哈尔滨动物园笼养的 &% 只大鸨

（’!，&&"）的繁殖期行为进行了观察。

哈尔滨动物园位于黑龙江省西南松嫩平原

东端，平均海拔 &’& (。属中温带大陆性季风气

候，年 平 均 气 温 !)* $ ’)’+，年 平 均 湿 度 在

%!, $ %-, 之 间，年 日 照 时 数 在 " .**)- $
" ’"* /［’，%］，平均降水量 ’.. ((，无霜期 &.’ 0。

!89 笼舍面积及舍内布局 "##" $ "##. 年笼

舍设计尽量接近大鸨生存的野外环境。笼舍为

尼龙网围成的封闭区域，大小为 &" ( 1 ! ( 1
" (。周围挡上彩条布，以减少外界干扰；笼舍

内栽种高约 & $ &)’ ( 的小灌木，供其避暑、休

息、隐蔽之用［-］，另外在舍内一侧还设置了 " (
1 &)’ ( 的沙浴池。在笼舍周围 &’ ( 内均设有

绿化带或天然障碍物，形成了一个缓冲保护屏

障。周围环境的平均噪音为 ’’ 02，另测得郊外

自然环境的分贝值为 .# 02。

"##! 年哈尔滨动物园动迁，大鸨的笼舍迁

至哈尔滨儿童公园临时饲养。环境发生了改

变，新的笼舍面积为 ’)! ( 1 ’)! ( 1 " (，相当

于原笼舍面积的 "3.；笼舍内未设置沙浴池，各

舍之间没有遮挡物。笼舍周围只有一个距离笼

舍宽 &)’ ( 的护栏。护栏外每天早上晨练的音

乐从 ’：.# 时开始并持续 " /，噪音平均为 -.
02，人为干扰（说话）噪音平均为 %* 02，间断的

汽笛声平均 *#)’ 02，距离 .# ( 以外四周的建

筑工地，噪音平均为 %&)" 02。从早晨 ’：.# 时

汽车鸣笛、建筑噪音一直持续到晚上。

!8: 研究方法 观察方法同田秀华［*］，进行预

备观察以熟悉和掌握繁殖期大鸨的行为及活动

规律，采取全日制瞬时扫描法，每隔 ’ (45 对 &%
只大鸨的行为进行记录，从早 %：## 时起至晚

&*：## 时止，每天记录 &" /，每小时 &" 次，统计

在某个时间单位内各行为所占比例；记录观察

期的环境温度、湿度、天气状况，并且对随时出

现的异常噪音进行监测并记录。最后，应用非

参数检验法比较各年份不同行为之间的差异

性，进而确定 "##! 年非正常环境因子对大鸨行

为产生的影响。

9 结 果

98! 行为时间分配 繁殖期内雄性大鸨的炫

耀行为具有代表性。由图 & 可知，在 "##" $
"##. 年 繁殖期内，雄性大鸨均是以炫耀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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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 主，其 次 是 休 息（"’#!’&，

$(#)!&）、取 食（(!#!(&，)#*$&）、游 走（’#$$&，

’#$"&）、警戒（%#"$&，!#(+&）及理羽（!#(+&，

"#*’&）行为。而在 "**! 年繁殖期内以休息行

为（$"#$+&）所 占 比 例 最 大，其 次 为 炫 耀

（"(#*)&）、警戒（"(#*%&）、游走（(%#!)&）、取

食（%#’+&）、理羽（"#("&）。炫耀行为明显减

少，而警戒和游走行为比例显著增加（图 (）。

采用非参数检验法（! 检验）对 "**" , "**!
年雄性大鸨繁殖期行为进行差异性分析（表

(），"**" 与 "**$ 年各行为比例的年间差异均不

显著（ " - *#*.），而 "**" 与 "**! 年，"**$ 与

"**! 年的炫耀、游走、警戒行为比例差异显著

（" / *#*.），"**" 与 "**! 年，"**$ 与 "**! 年的

警戒行为百分比差异极显著（" / *#*(）。

雌性大鸨 的 行 为 时 间 分 配 "**"、"**$ 与

"**! 年无显著差异，"**"、"**$ 年 休 息 !(&，

.*&、游 走 "’&，"+&、取 食 (*&，+&、理 羽

!&，$&、警戒 (+&，($&；"**! 年休息 $"&、游

走 !"&、取食 !&、理羽 $&、警戒 ()&。

表 ! "##" $ "##% 年大鸨繁殖期行为差异性分析

&’()* ! +,--*.*/0* ,/ (*1’2,3.4 3- 5’)*4 (*67**/ 8 (.**9,/: 4*’43/4 3- "##" ; "##%

行为类型

01234567

"**" 8 "**$ 年 "**" 8 "**! 年 "**$ 8 "**! 年

! 值

! 439:1
;5<

! 值

! 439:1
;5<

! 值

! 439:1
;5<

休息 =1>?5@< A *#!(’ *#%+% A (#*)’ *#"+" *#(.+ *#’+.
理羽 B711@5@< A (#%$$ *#(*" A *#*+’ *#)$+ A (#".% *#"*)
炫耀 ;C3@D5@< A *#(.! *#’+’ A "#((’ *#*$!! A (#+"% *#*’!
游走 E3@F175@< A *#.!$ *#.’+ A "#$.$ *#*()! A (#’’$ *#*%*
取食 G11F5@< A *#$*$ *#+%" A *#)!( *#$!+ A *#"$. *#’(!
警戒 E3?H25@< A (#"%. *#"*% A $#*.) *#**"!! A "#)’( *#**$!!

!" / *#*.；!!" / *#*(

图 " "##8 年笼养雄性大鸨行为日节律

<,:=" +’,)> (*1’2,3. .1>615 3- 0’?6,2* @.*’6 AB46’.9 ,/ "##8

"C" 日节律 "**" , "**$ 年大鸨行为日节律

（图 "）在全天行为分配中，炫耀行为一般集中

在早 %：** , +：** 时、晚 (.：** , (+：** 时，而警

戒、游走行为在全天分布较少。在 "**! 年笼舍

环境下（图 $），大鸨的行为发生变化，早、晚炫

耀行为明显减少，全天中都存在警戒行为。休

息主要集中在 (*：** , (!：** 时。

"C8 炫耀行为及路线 炫耀行为是繁殖期雄

性大鸨的典型行为，通常情况下，雄性大鸨围绕

圈舍不停地游走、炫耀；头部高昂，颈部伸直，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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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 "##$ 年笼养雄性大鸨行为日节律

%&’(! )*&+, -./*0&12 2/,3/4 15 6*73&0. 82.*3 9:;3*2< &= "##$

正常情况下粗 ! " # 倍，两侧带有天蓝色气囊的

半圆状颈部，颈部胡须明显竖起朝向前方；尾羽

上翻，并尽力折向背部，露出纯白色尾羽；两翼

呈反转状，呈白色，不停地扭曲、抖动。雌性个

体无明显的炫耀行为。

炫耀路线：$%%$ " $%%! 年正常人工饲养条

件下，雄性围绕笼舍不停的炫耀、游走，而雌性

则在圈舍内较小的范围游走，雄性和雌性在交

尾之前一直保持一定距离，直到两者准备交尾

时，雌性对于雄性的靠近不再躲避，并允许雄性

靠近。而在 $%%& 年，由于大鸨笼舍面积减小，

雄性仍旧围绕笼舍游走、炫耀，而雌性却没有足

够的空间躲避。雌雄彼此非常接近，没有比较

固定的游走路线。由于大鸨的婚配制度是一雄

多雌或混交［’］，因此在 $%%& 年繁殖期间，因追

逐和雄性个体互相争斗，致使一只雄性大鸨死

亡，一只雌性大鸨受伤。

">$ 沙浴行为 沙浴行为通常限于雌性大

鸨［(%］，是大鸨用沙子清洗和梳理羽毛的行为。

由于沙浴过程中羽毛和沙子充分摩擦，而且沙

浴以后，雌性大鸨都要进行很长时间的理羽，在

本研究中把沙浴归入理羽行为。沙浴行为不论

晴天或是阴天都有发生，主要集中在下午 )：!%
时左右，此时温度为 $$ " $#*左右，湿度约为

$%+ " !%+。在 $%%$ 和 $%%! 年的观察记录中，

沙浴行为时而发生，但在 $%%& 年缺少沙浴池的

异常环境中，整个繁殖期沙浴行为都没有出现。

! 讨 论

!>? 环境影响 大鸨是生态指示物种，对生态

环境要求很高，因此其种群状况可在一定程度

上反映环境的优劣。近年来，世界现存的大鸨

数量逐渐减少［((，($］。人工饲养大鸨成功与否，

直接影响到野生大鸨种群的恢复。本研究中大

鸨处于人工饲养条件下，其正常的规律性行为

（如炫耀）明显减少，而呈现出不规则的杂乱行

为，与野外生存个体存在差异。因此，对于大鸨

这类对环境变化敏感且易惊的物种，人工饲养

时要考虑各种潜在的影响因素。

在实验中，$%%& 年环境的改变对大鸨行为

影响很大，例如异常条件使得大鸨的警戒行为

明显增加，炫耀行为明显减少，相反游走行为增

加，表现出烦躁和不安，显示了大鸨对环境变化

的一种本能的应激反应。

$%%$ " $%%! 年，大鸨的休息行为主要集中

在每天的 (%：%% " (&：%% 时，这是一天中温度比

较高、阳 光 较 充 足 的 时 刻，适 合 休 息。但 在

$%%& 年，休息行为的比例在中午也有所减少，

可能是由于大鸨对环境改变的不适应，一直保

持警戒状态的缘故。

·,#· 动物学杂志 !"#$%&% ’()*$+, (- .((,(/0 &% 卷



!"# 笼舍面积 笼舍面积的减小极大地影响

了大鸨发情期的活动，其各行为时间分配和日

节律与往年呈现很大不同。在野生状态下，大鸨

喜集群，通常是雌性与雄性群体分开活动［!"］。在

繁殖期内，雄性没有固定的领域，但也会出现雄

性之间相互争斗的行为。所以在笼养环境下，

应将大鸨的笼舍之间用彩色布条分隔开来，以

减少个体间的相互干扰。在 #""$ 年，由于特殊

环境，使大鸨笼舍之间只是用尼龙网（防止受惊

撞击铁丝网而受伤）隔开，频繁出现了雄性之间

的争斗，隔着网相互撞击，造成一定伤亡和损

失。可见，大鸨在繁殖期内需要足够的空间，以

保证炫耀行为的完成，另外，也要保证雌性有足

够的空间躲避，避免撞伤。

另外由于 笼 舍 面 积 的 减 小，大 鸨 没 有 像

#""# 和 #""% 年一样依固定的路线游走、炫耀，

雌雄之间也不存在距离，严重影响了大鸨的繁

殖行为，甚至可能影响交配的受精率和自然繁

殖的成功率。#""# & #""% 年，在大鸨笼舍环境

内种有大麦等作物和一些矮灌丛，一是为了尽

量符合野外的生存环境；二是为了大鸨能自由

取食，同时使大鸨有足够的休息、遮荫的空间。

在 #""$ 年的笼舍内，并无任何灌木或草丛，且

没有沙浴池，导致大鸨行为出现异常。

!"! 噪音 噪音是影响大鸨行为的另一个重

要因子，在正常饲养环境下，大鸨笼舍周围非常

安静，外界环境平均为 ’’ ()。而在异常环境

下，各种干扰使大鸨的行为发生很大变化，亦影

响大鸨的正常繁殖行为。特别是在有刺耳的汽

笛声、建筑噪音等突然发生时，大鸨会立刻停止

正常活动，头朝向一个方向站立不动。这种警

戒行为有时会持续 !*’ & # +,-，最长时间持续

% +,-。充分说明，大鸨繁殖期对外界环境有更

高的要求。在 #""$ 年，外界环境噪音干扰很

大，大鸨的警戒行为明显增加，这可能是对外界

环境噪音干扰的一种本能反应。由于环境干

扰，使大鸨明显地增加了警惕性。同时由于外

界干扰，大鸨的游走行为相对增加。

另外，环境温度及天气的变化对大鸨行为

也存在显著影响。阴雨天，雌雄大鸨都呈静站

或趴卧状态，炫耀及理羽行为完全消失。大鸨

行为是自身生理状况和外部环境因子共同作用

的结果，本研究中 #""$ 年大鸨的行为是自然环

境和异常环境共同作用的结果，不同年份的自

然环境因子总体上无显著差异，可以确定异常

环境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大鸨的总体行为。

除上述因 素 之 外，大 鸨 行 为 还 受 群 体 大

小［!%］、生活类型［!$］等多种因素的影响［!’］。本

文只是初步讨论了在圈养环境下显著的环境因

子改变对大鸨行为的影响。对于其他影响因子

的作用，有待于进一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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