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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地区黑鹳越冬期的取食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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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年 %! 月至 !""& 年 ) 月在北京十渡地区的二渡和涞水县野三坡两地采用目标取样法对越冬

期黑鹳（!#1($#+ $#/*+）的取食行为进行了观察。每星期观察一次，累计观察 !$# ;。黑鹳觅食处水深 & (
$" 9, 左右，以鱼类和螺类为食，其中鱼类占 <"=以上；平均每小时进食 !" 次左右，黑鹳在两个研究地点

取食的食物没有差别（2 > "8$)< ? "8"&）。黑鹳取食长度小于 $ 9, 的鱼类最多，占取食总次数的 #&8"=。

成体和亚成体对不同大小鱼类的取食比例无差异（小于 $ 9, 的鱼类，2 > "8&%) ? "8"&；& ( : 9,，2 >
"8<’< ? "8"&；!< 9,，2 > "8#&’ ? "8"&）。在成体与亚成体对不同体型鱼类的搜寻时间中，成体搜寻较小

食物的时间短于亚成体（2 > "8"": @ "8"&）。对食物的处理时间随着鱼类大小递增而延长，亚成体在处

理较小食物上花费的时间相对较长（小于 $ 9, 的鱼 2 > "8""! @ "8"&；& ( :9, 的鱼 2 > "8""% @ "8"&），表

明亚成体的取食经验不足。保护越冬期黑鹳的最佳对策是减少对其取食活动和取食地的人为干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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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鹳（!"#$%"& %"’(&）是世界性珍稀鸟类之

一，在我国被列为国家!级重点保护动物［!］。

黑鹳数量稀少，但分布较为广泛，欧亚大陆和非

洲均有分布。在我国的分布几乎遍及全国，黄

河流域以北的东北、华北及西北地区是其主要

繁殖地；长江流域及华南、西南地区是其越冬

地。以 往 对 黑 鹳 的 研 究 主 要 涉 及 繁 殖 生

态［" # $］，另有对夏季食性的初步研究［%］，而对于

黑鹳在北方的越冬生态少有报道，在我国也是

最近几年才出现北方越冬种群［&］。

黑鹳在北京地区的分布较广，但数量很少，

以往仅记录在门头沟永定河畔有繁殖巢［’］，在

其他水系（拒马河、汤河）有零星活动个体，观鸟

爱好者于夏季在官厅、白河、怀柔、密云水库附

近见到成体。"(($ 年在延庆的龙庆峡发现 !
巢。作者在开展北京地区野生动物多样性调查

时发现，从 "(() 年起在房山区十渡拒马河流域

出现了集群越冬的黑鹳，为此，本研究针对这一

越冬种群在其主要越冬觅食地十渡拒马河进行

了取食行为观察，以了解影响越冬期间黑鹳取

食活动的各种干扰因素及其存活状况，从而提

出有效的保护对策。

! 材料与方法

!"! 研究地概况 研究区拒马河流域位于北

京市西南房山区境内，位于东经 !!$*"&+ # !!$*
),+，北纬 ),*)$+ # ),*-(+。十渡区域属于拒马河

中游，河流上游位于河北省涞水县。该地区年

平均气温 !! # !".，最高温度 )$.，最低 / !&
# / !’.。年平均降水量 %’& 00，山地气候特

点突出。低山深谷地貌分布于拒马河两侧山

地，主河谷两岸为陡崖，山势陡峭，海拔多在

’(( 0 以下。拒马河水质优良，发源于地下山

泉，流水处冬季也不结冰，河内有较丰富的鱼类

资源［,］。

!"# 研究方法 自 "((- 年 !" 月至 "(($ 年 )
月，每周进行一次观察，共 !% 个全天和 !( 个半

天，选择经常发现黑鹳觅食的房山区二渡和涞

水县野三坡两个地点作为主要研究点。全天观

察时从清晨到傍晚（&：(( # !’：(( 时）、半天观察

时从中午到傍晚（!!：(( # !’：(( 时）直接用 ’ #
!$ 倍双筒和 "( # %( 倍单筒望远镜对在河中觅

食的黑鹳采用目标取样法进行觅食行为观察，

以观察方便而随机选取目标个体，由于亚成体

数量较少，每次观察时至少包括一只亚成体（鉴

别标准是亚成体的喙和腿均为黄白色［!(］）。由

多名观察者分别对成体与亚成体进行觅食行为

记录，包括搜寻时间、处理时间、食物大小及类

型、进食地点与其他行为等。

食物大小的估计以黑鹳的喙长为比例分成

1、2、3 三等，1 为不超过 - 40 长的鱼，即黑鹳

喙长 !,( 00［’］的 !5$ 及以下；2 为 $ # ’ 40 长的

鱼（!5$ 以上 !5" 以下）；3 为 , 40 长及以上的鱼

（!5" 及以上）。食物类型能从形状、颜色、大小

基本确定，一些鱼类结合察看现场捕捞种类可

以分辨到种，如鲫鱼体形短宽，显白色；泥鳅长

软腹部黄色；黄颡鱼鳍棘明显［,］。

数据统计使用两独立样本的非参数 67889
:;<=8>? @ 检 验 和 多 个 独 立 样 本 的 非 参 数

ABCDE7F9:7FF<D G 检验。

# 研究结果

#"! 种群数量与栖息地 黑鹳于 "((- 年 !(
月中旬开始集群出现于拒马河流域，在 !" 月及

"(($ 年 ! 月时数量最多，) 月中下旬散群迁飞，

可能有个体居留于当地繁殖。根据对成体与亚

成体组成及结群状况分析，得出北京十渡地区

"((- # "(($ 年越冬黑鹳种群数量为 ") 只以上，

包括至少 !’ 只成体和 $ 只亚成体。觅食地水

深至多没及腹部，为 $ # -( 40；休息地或在觅食

地的浅水区、河岸河滩、水中高地或裸石，或是

沿河的陡峭山崖；经常使用的夜宿地仅发现一

处，为面临河谷的陡崖山坡，黑鹳栖息在向阳背

阴的山顶下段；曾 " 次 观 察 到 天 黑 后（!,：((
时）在水中站立休息的个体。

#"# 食物构成 在观察中发现黑鹳主要以鱼类

为食，占进食次数的 ,%H&I，在浅滩也捡食螺类，

占 )H)I，未观察到其他食物，在 " 个觅食地的食

物类型一致（67889:;<=8>? @ 检验 ) J !H((( K
(H($）。成体与亚成体的食物构成无差异（678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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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检验 ! ) *+,-. / *+*0）（表 1）。

通过对鱼类的形状、颜色、大小观察，结合对

觅食地捕鱼人渔获种类的调查，得出黑鹳的取食

鱼种 主 要 有 鲫 鱼（ "#$#%%&’% #’$#(’%）、麦 穗 鱼

（!%)’*+$#%,+$# -#$.#）、泥鳅（/&%0’$1’% #10’&22&3#’2
*#(’%）和马口鱼（4-%#$&&35(56% ,&*)1%）等。

表 ! 黑鹳的食物构成

"#$%& ! "’& ())* +),-).&./0 )( 1%#+2 3/)42
#/ /’& 0/5*6&* #4&#0

二渡 3456 野三坡 7&89%:;

成体

<56=$
亚成体

>6?2956=$
成体

<56=$
亚成体

>6?2956=$
鱼类

@#8"（A）
.B+0（--*）.C+.（D0*）.D+,（1E*） .E+-（1E.）

螺类

F;==68G8（A）
1+0（0） -+1（B） E+C（1,） D+E（0）

括号内数字为黑鹳的取食次数。

H"& %6I?&4 #% ?49GJ&$8 94& $"& K&&5#%L $#I&8M

表 7 黑鹳的食物大小

"#$%& 7 "’& (60’ 068& (&* $9 1%#+2 3/)42
#/ /’& 0/5*6&* #4&#

年龄 <L&8
食物大小 @#8" 8#N&

< O P

成体 <56=$（A） CD+E（DB1） DB+B（1D.） B+0（-B）

亚成体 >6?2956=$（A） CB+1（D1B） D.+,（.,） D+0（B）

括号内数字为黑鹳的取食次数。

H"& %6I?&4 #% ?49GJ&$8 94& $"& K&&5#%L $#I&8M

< ) 8I9==&4 8#N& K#8"（! , GI）；O ) I&5#6I 8#N&（0 Q B GI）；P )

=94L&4 8#N&（". GI）M

在所有观察的取食活动中有 ,.. 次为 < 等

鱼，DD- 次为 O 等鱼，,C 次为 P 等鱼（表 D），说

明黑鹳对于小鱼（< 等）取食最多，而对大鱼（P
等）取食最少。成体与亚成体食物大小的构成

比例没有差异（F9%%2!"#$%&’ ( 检验 ! ) *+01-

/ *+*0），但成体取食 P 等鱼类、亚成体取食 <
等鱼类的比例稍多。

7:; 觅食行为 黑鹳在河中觅食走动时，嘴在

水中不停地移动，当鱼类受惊游动时，即刻迅速

地用上下喙捉紧食物而吞食，吃鱼时一般用上

下喙快速地开合甩嘴，以调整鱼在嘴里的位置，

方便鱼顺入口中（有时鱼会因此从嘴边脱落），

吃螺时则连同壳一起吞入。对黑鹳的取食频率

比较发现，在亚成体 D ,1D I#% 的觅食期间内，

获得食物次数为 B1* 次，成体为 1 *1D 次（觅食

时间：- -DD I#%），平均每小时获得食物 D*+10
次和 1B+DE 次，在取食成功率上成体与亚成体

接近。

黑鹳对 <、O、P - 种鱼类的搜寻时间以对

中等鱼类的用时最短，似乎具有主动选择食物

大小的行为（表 -），获得较大食物花费时间最

多（R468J9=2!9==#8 S 检验，成体：!
D ) 1B+1-D，

*7 ) D，! T *+*0；亚成体：!
D ) 1*+EB-，*7 ) D，

! T *+*0）；而对食物的处理时间随食物大小的

递增而延长，对于 P 等食物的处理时间明显更

长（R468J9=2!9==#8 S 检验，成体：!
D ) 1*0+.,B，

*7 ) D，! T *+*0；亚成体：!
D ) 1*C+-BE，*7 ) D，

! T *+*0）。

成体与亚成体对各类食物的搜寻时间仅在

< 类食物有差异，成体需要的时间较少（表 -）

（F9%%2!"#$%&’ ( 检验：< 类食物 ! ) *+**B T
*+*0；O 类食物 ! ) *+.E. / *+*0；P 类食物 ! )
*+C0E / *+*0）；处理时间除对 P 类食物无差异

外，均为亚成体花费的时间较长（F9%%2!"#$%&’
( 检验：< 类食物，! ) *+**D T *+*0；O 类食物，

! ) *+**1 T *+*0；P 类食物，! ) *+01C / *+*0），

表明成体获得食物的能力较强。

表 ; 黑鹳对三类食物的平均搜寻时间和处理时间

"#$%& ; "’& #<&4#=& 0&#4+’6.= #.* ’#.*%6.= /6,& ()4 (60’ )( *6((&4&./ 068&

成体 <56=$ 亚成体 >6?2956=$

<（D1*） O（BB） P（D0） <（1C1） O（B-） P（B）

平均搜寻时间 <U&49L& K#%5#%L $#I&（I#%） D+1, V 1+0.9& D+*D V 1+B,9 -+D, V D+..9 D+0C V 1+E.?& 1+.* V 1+-E? -+0C V D+..?

平均处理时间 <U&49L& "9%5=#%L $#I&（8） D+D- V 1+.0GK ,+B, V 0+11GL BD+DB V 0.+*-G D+,, V 1+005K C+1* V C+115L CB+BB V ,0+C05

观测值表示为平均数 V >W；配对字母表示差异显著，! T *+*0；括号内数字为观察次数。

H"& ;?8&4U&5 U9=6&8 94& #% I&9% V >WM :9#4&5 =&$$&48 #%5#G9$& 8#L%#K#G9%$ 5#KK&4&%G&8，! T *+*0+H"& %6I?&4 #% ?49GJ&$8 94& ;?8&4U9$#;% $#I&8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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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讨 论

本文首次报道黑鹳在北京越冬的觅食行

为，对于研究其越冬期的生存适应状况、制定相

应的保护措施具有重要意义。黑鹳以前在北京

地区记录为旅鸟和夏候鸟［!］，近年在北京的繁

殖巢仅见于延庆的龙庆峡，"##$ 年 % 巢出雏 &
只。在十渡地区以往的夏季调查发现有活动个

体，但未见有繁殖巢穴，依据越冬群体的分散时

间在 & 月底推测应该存在繁殖对。近几年在十

渡的越冬数量相对稳定，通过多年来的夏季数

量调查分析该集群来自本地繁殖个体的可能性

较小，但需要进一步以环志手段核查。最近两

年对长江中下游越冬水鸟的调查发现，黑鹳的

种群数量由 "##’ 年（% ( " 月）的 %#! 只下降为

"##$年（% ( " 月）的 )% 只［%%］。刘伯文与唐景

文［%"］研究了某些鸟类冬季在北方留居的原因，

认为充足的食物、较好的取食和栖息环境以及

适宜的温度是主要原因，而食物是决定性因素。

王晓卫和王健［*］报道在陕西渭南越冬的黑鹳栖

居在养鱼塘附近，以取食捕捞后剩余的小杂鱼

为主，对于黑鹳在北京地区越冬的原因，我们认

为与近年的暖冬有关，即所获食物能够满足冬

季生存的能量需求，因为可供黑鹳取食的鱼类

资源一直稳定存在，以前却没有越冬个体，可见

食物资源并不是限制因素。但是北京地区的冬

季有 " 个月的日均气温低于 #+，越冬个体是

如何适应这一温度的，还需从能量代谢的角度

深入研究。

越冬黑鹳喜结小群或家族群活动，在觅食

时更是如此，这有利于黑鹳少花时间审视觅食

场所而有更多时间取食，也较易发现猛禽类天

敌（当地冬季经常有普通(、金雕、白尾海雕活

动），但在集群个体之间有驱赶和抢食行为，这

可能意味着他们来自不同的家族，类似于越冬

黑颈鹤（!"#$ %&’"&()**&$）的行为［%&］，但对这些个

体是否具有亲缘关系还有待进一步环志研究予

以澄清。越冬期黑鹳的食物种类仅为鱼和螺

类，不同于夏季食物中还有蛙及其他种类［)］。

对不同体型食物资源的利用成体和亚成体没有

显著差别，仅亚成体取食小型食物的比例稍高，

而获得大个体鱼类的比例稍低（表 "），可能表

示亚成体获得大食物的能力要低一些。处理时

间随鱼类体长增加而延长，但发现中等体型的

鱼类用时最少，这应该与觅食地水深不超过 ’#
,- 有关，黑鹳能够清楚地看到受惊游动的鱼

类，进而做出选择，在处理时间与获得能量之间

进行权衡，但也不排除鱼类资源以中等大小者

居多的可能。亚成体在寻找和处理一般食物上

花费的时间相对较长，表明年幼个体获得食物

的能力较低，这可能是影响亚成体越冬成活的

关键。

本地区人类活动对黑鹳的越冬生存造成了

较大干扰，而且主要是对觅食的干扰。当地人

在河边放羊、挖沙、从事旅游建筑工地的活动经

常打断黑鹳的觅食过程，或使黑鹳不敢下河觅

食，当地人下河电鱼的行为不仅干扰了黑鹳的

活动，也使觅食地的食物资源大大减少，最终不

利于黑鹳的越冬存活，对其顺利迁往繁殖地也

会产生不利影响。在拒马河流域生态旅游开发

活动中，经常将河中浅水区拦坝变为深水区开

展划船项目，但这将直接减小黑鹳的适宜觅食

地。因此，将黑鹳主要取食地划定为严格受保

护的小区减少各种人为干扰，保证黑鹳的正常

觅食活动和充足的食物来源是其在北京地区顺

利越冬的首要条件。

致谢 感谢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张春光研究

员协助辨认鱼类物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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