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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兀鹫（左）用3个月长出最长的初级飞羽；而蓝点颏完成这一切的时间不到3周。  

（图片提供: Marek Szczepanek，Richard Bartz） 

飞鸟一般长不了太大。一旦达到一定的体重，它们在起飞时便无法控制肌肉的力量。然而根据一项

新的研究，另一个因素在大型鸟类飞行时也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研究人员发现，与小型鸟类相比，

前者往往要用更长的时间来更新它们的羽毛。 

 

飞鸟的体重最高可以达到约15公斤，一些天鹅、鹈鹕和其他一些鸟类能够长到这么大的体型。这些

大型鸟类生有更大的翅膀、更大的飞行羽毛，以及不同的换羽方式。由美国西雅图市华盛顿大学和圣路

易斯市密苏里大学的研究人员进行的一项观测表明，羽毛可能最终限制了鸟类的体型大小。 

 

当构成鸟类翅膀表面的长的初级飞羽正在生长时，它们并不能很好地飞行。因此，研究小组对记录

个体种羽毛生长速度测量结果的文献进行了分析，同时他们还测量了1774具博物馆鸟类标本的羽毛长

度。研究人员报告说，尽管大型鸟类的羽毛长得很快，但其生长速度的增加并没有超过鸟类体重的增长

速度。因此，大型鸟类的羽毛再生在时间的长短上是不成比例的。研究小组在6月16日出版的《科学公

共图书馆—生物学》上报告了这一研究成果。 

 

这意味着大型鸟类不得不进化出不同的换羽模式来处理那些发育迟缓的羽毛。大多数体重超过3公

斤的鸟类会让它们的飞羽待得更久一些——这些鸟类大约2到3年换羽一次；其中一些鸟类为了加速换羽

还会让每只翅膀不时褪掉几根羽毛。而一些大型的水鸟，例如鸭子和天鹅，会一次换掉所有的羽毛；它

们通过游水依然能够找到食物。研究人员推测，那些有史以来最大的飞鸟——600万年前生活在南美洲

的体重达70公斤的猛禽，可能会一次换掉全部的飞羽，而在重新长出飞羽之前，这些大型鸟类会依靠体

内储存的蛋白质来过活。 

 

在换羽期间，大型鸟类不得不凭借不完善的翅膀到处活动，这也就意味着它们在寻找食物或躲避天

敌的过程中会遇到更多的麻烦。研究人员认为，这或许能够解释为什么我们今天再也看不到那些体重达

70公斤的猛禽在天上飞来飞去。 

 

并未参与该项研究的瑞典Umea大学的进化生物学家Folmer Bokma指出，了解使用破旧的羽毛飞行—

—正如鸟类在换羽过程中所遭遇的一样——如何对健康造成影响是一件很有趣的事。 

 

美国密苏拉市蒙大纳大学的比较生物机械学家Bret Tobalske对这项研究所采用的方法表示赞赏。

Tobalske指出：“羽毛与鸟类体型大小也有关系，这确实是一个非常新的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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