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鹦鹉三只，必有其师
研究证明这种鸟通过模仿学会“开箱”

 

 一只凤头鹦鹉打开了一个家庭垃圾桶的盖子。图片来源：Barbara Klump / 马普学会

“三人行，必有我师。”鹦鹉好像也是如此。

近日，一个由多国科学家组成的研究小组描述了鹦鹉如何适应城市环境文化：凤头鹦鹉能通过相互

学习获得一项独特的技能——掀起垃圾桶盖寻找食物。

研究人员认为，社会学习传播在凤头鹦鹉行为习得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它们的很多“壮举”并不是

遗传的结果。相关论文近日刊登于《科学》。

一种“奇特”行为

《中国科学报》从德国马普学会获悉，几年前，澳大利亚博物馆研究所高级首席研究科学家Richard

Major跟当时在英国牛津大学做研究的Lucy Aplin分享了一段视频，视频中一只葵花凤头鹦鹉打开了一个

封闭的垃圾桶。

其实过程并不复杂，它只是用喙和爪子提起沉重的垃圾箱盖子，然后“一脚踹开”盖子，最终获得

了丰富的食物。

但Aplin和她之后的同事、马普学会动物行为研究所的Barbara Klump被这段视频深深吸引住了。对

于一直鸟而言，做到这些并不容易。

“观察到如此巧妙和创新的获取食物资源的方式是如此令人兴奋，我们立即知道自己必须系统地研

究这种独特的觅食行为。”Klump告诉记者。

研究了澳大利亚鸟类物种20多年的Major，对吵闹的小型鸟类、朱鹭和凤头鹦鹉都有了解。“和许多

澳大利亚鸟类一样，葵花凤头鹦鹉非常聪明，出色地适应了与人类共同生活。”Major说。

澳大利亚塔朗加保护学会的John Martin曾与Major一起在许多城市鸟类项目工作过，“澳大利亚全

国的垃圾箱都有统一的设计，葵花凤头鹦鹉分布在该国整个东海岸地带。我们想知道的第一件事是，它

们是否会打开所有地点的垃圾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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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证明动物的一些觅食行为不是源于遗传，是一个挑战。”Klump说。

学习而得

于是，2018年，研究人员在澳大利亚的多个地区发起了一项在线调查，问题包括：你来自哪个地

区？你以前见过（凤头鹦鹉）这种行为吗？如果见过，是什么时候？

Martin说，“这项为期两年的调查帮助我们确定了这种行为是如何在凤头鹦鹉群体中传播的。”

截至2019年底，来自澳大利亚44个地区的居民报告称观察到凤头鹦鹉打开垃圾桶的行为，这表明其

已经迅速和广泛地传播了。对调查结果的进一步分析显示，这种行为到达邻近地区的速度要快于到距离

较远的地区，这表明这种新行为并不是在某一地区随机出现的。

“这些结果表明，它们确实是从附近的其他凤头鹦鹉那里学到了这种行为。”Klump说。

研究人员还在3个选定的热点地区用小油漆点标记了大约500只凤头鹦鹉，以便让研究人员观察哪些

鸟可以打开垃圾箱。结果表明，只有大约10%的鸟能做到这一点，其中大多数是雄性。其余的鸟要等到

“吃螃蟹”的鸟打开垃圾桶后才会自己动手。

然而，有一个例外。2018年底，悉尼北部的一只凤头鹦鹉重新“发明”了这种技术。邻近地区的鸟

类随后开始模仿该新行为。

总体而言，研究人员描述了鹦鹉的觅食文化创新传播到地理变异的完整路径，证明了鹦鹉文化复杂

性的存在。“我们观察到，这些鸟打开垃圾桶的方式并不同，而且在不同的郊区使用不同的‘开箱’技

术，这就证明这种行为是通过观察其他鸟类学会的。”Klump说。

聪明的鹦鹉

“通常，孩子善于借助社会学习。从很小的时候起，他们就从其他孩子和成年人那里学习技能。但

与人类相比，已知的动物相互学习的例子很少。”Klump说。

不过，鹦鹉的聪明伶俐是“众人皆知”的。

就像非洲灰鹦鹉亚历克斯，它能说话会数数。研究人员曾发现，除了会单词以外，亚历克斯还有另

一个“惊人”能力，能够正确推断出基数词和序数词之间的关系。科学家表示，除了人类以外，之前没

有发现任何一种物种拥有这种能力。

新西兰食肉鹦鹉则“能掐会算”。实验中，黑色标记总会有一个美味的食物球，而橙色标记则不会

有。科学家把两个装有一定数量的两种标记的透明罐子放在食肉鹦鹉旁边，并每次用手拿出一个标记。

结果表明，这些鸟更有可能会啄伸进装有更多黑色标记的罐子的手。即使这个罐子里黑色和橙色标记的

比例接近63比57。研究人员认为，这表明食肉鹦鹉具有真正的统计推断能力。

而且，这也不是第一种会社会学习的鹦鹉，戈芬氏凤头鹦鹉也可以。

一只名叫Figaro的戈芬氏凤头鹦鹉，能自发地利用鸟舍的木梁制造棍棒工具。为了弄清这种鸟能否

通过观察同伴的方法学会制造工具，科学家选择12只鹦鹉进行了试验。一组鹦鹉观看Figaro如何使用一

支小棍获取放置在盒子中的坚果。另一组则观看“幽灵示范者”转移食物—— 一块磁铁被置于桌子下

方，由研究人员对其进行控制。

结果，3只公鹦鹉和3只母鹦鹉组成的观看Figaro“表演”的一组也拾起小棍，并进行了其能够回想

起的动作。但只有公鹦鹉成为了工具使用能手，并成功获得坚果。而且观看“幽灵示范者”演示的一

组，无论公母都无法做到。有趣的是，这些聪明的观察者又发展出比Figaro更好的技术。因此，鹦鹉并

不是精确地复制行为，而是模仿这些行为，这种差别意味着一定程度的创造力。

“通过在当地居民的帮助下我们研究了凤头鹦鹉的学习行为，发现了这种鸟类独特而复杂的文化。

鹦鹉打开垃圾箱与人类提供的机会直接相关，突出了文化促进鹦鹉对人类变化行为反应的潜力。”Klump

说，社会学习是不同群体文化的基础，文化创新的出现、传播和建立可以促进动物对人类变化的适应性

反应。总得来说，一些动物，如灵长类动物和鸟类，似乎是具备社会学习能力的。

相关论文信息：https://doi.org/10.1126/science.abe7808

 

 

版权声明：凡本网注明“来源：中国科学报、科学网、科学新闻杂志”的所有作品，网站转载，请在

正文上方注明来源和作者，且不得对内容作实质性改动；微信公众号、头条号等新媒体平台，转载请

你的视野决定你的成就

2021年夏季青藏高原考察：吉普村变迁

博士后研究也有坑：谈谈我的实验室伴侣

搞科研，氛围很重要

与师生谈人工智能5：强人工智能

更多>>

 

http://blog.sciencenet.cn/blog-3444430-1297901.html
http://blog.sciencenet.cn/blog-536560-1297893.html
http://blog.sciencenet.cn/blog-87935-1297884.html
http://blog.sciencenet.cn/blog-692836-1297861.html
http://blog.sciencenet.cn/blog-687793-1297728.html
http://blog.sciencenet.cn/blog.php?mod=recommend


 打印  发E-mail给：   

联系授权。邮箱：shouquan@stimes.cn。

 
    

 
关于我们 | 网站声明 | 服务条款 | 联系方式 | 中国科学报社 京ICP备07017567号-12 京公网安备 11010802032783 

Copyright @ 2007-2021 中国科学报社 All Rights Reserved

地址：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南一条乙三号

电话：010-62580783

javascript:void(0);
http://www.sciencenet.cn/aboutus.aspx
http://www.sciencenet.cn/shengming.aspx
http://www.sciencenet.cn/tiaokuang.aspx
http://www.sciencenet.cn/contact.aspx
http://www.stimes.cas.cn/
http://www.beian.miit.gov.c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