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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眶!的繁殖习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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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年的*!$月，在山西省沁水县的张马十字河流域，对金眶"的繁殖进行了研究。该鸟

在本区为夏候鸟，*月"!)日迁来，居留#)’!#)"天，栖息生境主要在河岸、砂滩、卵石间，遇见率为

’+(!只／,-。(月营巢及产卵，窝卵数"!*枚，孵化期!!天。雏鸟为早成鸟，随亲鸟在巢外生活!#天

后，可独立生活。

关键词：金眶"；繁殖习性；山西

中图分类号：.$(% 文献标识码：/ 文章编号：’!(’&"!)"（!’’’）’(&*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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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34.567&859 3:34;596&<=> 8?@2=67&1A=67
（!"#$%&’&("#$)#*+,-.-(-,/- 0&$("+& ’*%!##，1"&$#）

6,.-%+7-：:6/BC5DE=FGBEG-HGC=I#$$)!#$$%，EAG9>EA=CJJE>K5GKEAGHCGGK567A9H5EJ=I
EAGL5EEDGM567GKND=OGC（1"#,#2,&+(2+3&+(）9D=67EAGFA5P5M5OGC56.56JA>5=IFA96Q5
NC=O56RG，SA569TUAGH5CK5J9J>--GCCGJ5KG6E=IEAG9CG9，>J>9DDV7GEE5679CC5OGK56G9CDV
/BC5D96KD5O56756EAG9CG9I=C9H=>E#)’!#)"K9VJT:E=IEG656A9H5EJEAGC5OGC&H96,，J96KV
W5EA7C9OGD，96K5JI=>6K569KG6J5EV=I’+(!H5CKBGC,-9D=67EAGC5OGCTUAGH5CKJE9CEJ5EJ
6GJE56796KD9V56756X9V96KW5EA"!*G77J9RD>ERA，EAG56R>H9E5=6BGC5=K5J!!K9VJT
SA5R,JR96D5OG56KGBG6KG6EDV9E9H=>E!#K9VJ=DKT
8#9:/%&.：L5EEDGM567GKND=OGC；YCGGK567A9H5EJ；FA96Q5

金眶"（1"#,#2,&+(2+3&+(）别名黑领"，

为山 西 省 重 点 保 护 野 生 动 物 之 一。王 海 昌

等［#］、杜爱英等［!］对该鸟的繁殖做过论述。我

们于#$$)!#$$%年*!$月在沁水县十字河上

游地区，对金眶"的繁殖，特别是出壳后随亲鸟

的生活进行了观察，现将有关资料报道如下。

; 工作区概况及研究方法

研究区位于山西沁水、翼城两县交界十字

河流域的上游地段，东经##!Z")[，北纬"(Z!0[，

海拔#’’’-。十字河为典型的山地河谷地带

的季节河，东西走向。河谷两侧煤矿、铁矿星罗

棋布，人为经济开发活动频繁。森林、植被等自

然概况见曹佳庭等［"］。

根据金眶"的地理分布和生物学特性，选

定中村!西阎%,-的地段，每年*月上旬和$
月中旬，观察该鸟最早迁来和最晚离去的日期，

以确定其在本区的居留期。每隔一日的(!$
时，在调查样区内通过观察或听其鸣声，确定其

栖息地、营巢位置和每公里遇见数，并采用定期

·0*·!’’’<=（(） 动物学杂志 SA56GJG;=>C69D=I1==D=7V



活捕法（每隔!天）捕获金眶"的雏鸟，测量不

同器官的生长发育状况。另外，我们通过采集

标本、剖胃鉴定与野外直接观察相结合的方法

对金眶"的食性进行了研究。

! 结果与分析

!"# 居留 金眶"在本区为夏候鸟。每年最

早迁来为"月#!$日，最晚迁走为%月&&!
&#日，居留期为&$’!&$#天（表&）。

表# 金眶!的居留期

年度 最早迁来 最晚迁走 居留天数

&%%$ "月"日 %月&#日 &$#
&%%( "月$日 %月&)日 &$’
&%%* "月#日 %月&&日 &$)
总计 "月#!$日 %月&&!&#日 &$’!&$#

!"! 栖息地选择 根据三年的观察记录，该鸟

的主要栖息地由营巢产卵地、觅食地、短暂停歇

地和夜间栖宿地所组成，各类型所占的比例分别

为&(+&",、)*+!(,、#&+"#,和))+*$,（表)）。

表! 金眶!的栖息地选择

栖息地类型
遇见只数

（只）

百分比

（,）

各类型所占

百分比（,）

营巢产

卵地

河滩卵石间

岩边粗砂地低凹处

"

)

&&+"#

!+(&
&(+&"

觅食地 水边沙土地 # *+!(
草 滩 # *+!( )*+!(
浅水区 " &&+"#

短暂停

歇地

水中巨石

河岸制高处

!

$

&"+)%

&(+&"
#&+"#

夜间栖

宿地
河滩卵石间 * ))+*$ ))+*$

合 计 #! &’’+’’ &’’+’’

!"$ 数量初查 每年的!月和*月，采用“常

规路线统计法”，在选定路线统计两次金眶"的

数量，作为本区该鸟的遇见率。初步统计结果

为：（’+!)-’+’*）只／./（表#）。

表$ 金眶!数量的初步调查

年份
! 月

调查公里数 遇见只数 只／./

* 月

调查公里数 遇见只数 只／./

总 计

调查公里数 遇见只数 只／./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合计 )" && &+#* )" &" &+($ "* )! &+!$
均值 * #+$( ’+"$ * "+$( ’+!* &$ *+## ’+!)

!"% 繁殖

!"%"# 繁殖前的活动 金眶"在"月初迁来

后，多在其栖息地单独或)!#只一起活动觅

食，它的体色与环境极相似，行走迅速并呈直

线，不易被人发现。当工作人员接近时，疾行#
!!/后飞于空中，离地高度约&!!)’/。发

出单调而重复的“012345，012345”声。

!"%"! 交配 &%%*年!月(日清晨$："!时和

!月&%日上午&’：)’时两次观察到金眶"于

沙滩地面交尾，与王海昌等［&］观察的空中交尾

现象有所不同。交配前雄鸟先低飞至一地方，

雌鸟也跟随飞去，之后雄鸟追逐雌鸟至约&’/
外的地方，雌鸟微微下蹲，雄鸟迅猛跃于雌鸟背

上，雌雄鸟泄殖腔相对，雄鸟连续展翅，雌鸟头

尾微微摇动，#!!秒钟完成交尾动作。之后两

只鸟的活动性显著降低，朝相反方向跑开，数秒

后又一起觅食。

!"%"$ 巢及巢材 !月中旬，成对的金眶"开

始占领巢区，确立巢位，接着便开始营巢。先在

沙滩上做一小坑，呈圆形或椭圆形，巢中除细砂

或小卵石外，无任何铺垫物。两个巢的测定结

果（长径6短径6巢深）分别为：&)+"7/6&&+’
7/6)+!7/；(+&7/6(+&7/6&+!7/。

!"%"% 卵及孵卵 金眶"筑巢完毕即产卵，!
月中、下旬为产卵高峰。窝卵数#!"枚，"枚

者多见，日产&枚，年产&窝。卵呈梨形，灰白

色，具淡褐色斑点，多集中于钝端。卵在巢中钝

端朝上，呈正方形或三角形排列。久孵的卵颜

色渐渐灰暗。&&枚卵的测定结果列于表"。

表% 金眶!卵的测量（!8&&）

项 目 量 度

卵 重（9） (+*（(+$!(+%）

长径（//） ##（#)!#"）

短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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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完最后一枚卵，进入孵卵期。孵化主要

由雌鸟担任。如天气正常，孵卵主要在 下 午

!：""至翌日清晨#：""时，其余时间靠自然温度

孵化（第$%""&窝孵化至第’(天中午’&：""时

测得地面温度)*+）。在此期间，亲鸟每隔’!
&小时回巢探望一次。回来时总是先小心翼翼

地落在距巢约*!’",远的地方，四处窥探，无

异常情况才疾跑至巢边张望片刻，又小跑离去，

有时亦见其进入巢区，落下后又低飞掠过巢位

察看动静。阴雨天多见雌鸟孵卵，雄鸟警卫巢

区，环绕巡护雌鸟及巢卵。

金眶"的卵孵化&&天后，雏鸟破壳而出，

对(窝（’’枚）卵的观察表明，该鸟在本区的孵

化率为$’-。

!"#"$ 雏及巢外育雏 金眶"的雏鸟刚出壳

全身即被有丰满的羽毛，色泽几乎与亲鸟一致，

头大颈细，双目微开，两腿较长，鸣声虽低但与

亲鸟极相似。

采用定期活捕法，对金眶"雏鸟（)只）的

生长发育情况进行观察，将不同时期雏鸟的形

态及行为列入表*。

表$ 金眶!雏鸟的量度及行为描述 （!.)）

日龄
体重

（/）

体长

（,,）

嘴峰

（,,）

跗$

（,,）

尾长

（,,）

翼长

（,,）
雏鸟形态及行为描述

’ %0) )& %0’ ’# *0& ’$ 羽毛风干后即可随亲鸟离巢。

& $0# %" #0$ && ’" &" 遇惊扰就地安卧不动，加上其良好的隐蔽色，很难被发现。

* ’(0& #& $0& &( ’! (% 羽毛更加丰满，能够扇动双翼，但能跑距离不远。

’& && ’"" $0* &* &* )* 体色发灰，跑步不亚于亲鸟，遇危险跑一段后钻入柴禾或草丛下。

’! &% ’&! ’" &! (’ %! 逐步扩大活动范围，但尚不具备飞翔能力。

&’ (" ’(" ’& &% )" $" 开始具备飞翔能力，脱离亲鸟，独立生活。

成鸟 )" ’%& ’( &# !( ’’# 表现出强烈的护雏性。

由表*可以看出，作为该鸟的奔走及觅食

器官，跗$及嘴峰较早地发育接近成体。而机

体及附属器官则在独立生活能力增强的过程中

进一步完成发育。对同期的各项指标雏鸟与成

体比较，*日龄的体重、体长、尾长、翼长分别为

成体的((-、)#-、&*-、(’-，而嘴峰，跗$已

达%"-和#&-；’&日龄，体重、体长、尾长、翼

长、嘴峰、跗$分别为**-、*#-、)"-、(#-、

%(-、#$-；&’日龄分别为%*-、%!-、!(-、

%!-、$&-、$!-。此时的金眶"已开始具备飞

翔能力，嘴峰、附$发育接近成体，开始离开双

亲独立生活，逐步扩大活动范围。

!"$ 食性 根据野外观察及室内剖胃法（&!
’"）测定，发现金眶"主要以昆虫（如直翅目蝗

虫）、蠕虫、小鱼、蝌蚪、蚂蚁、蜘蛛、泥鳅、甲壳类

及小型软体动物等为食。

!"% 天敌 金眶"在产卵和孵卵期的天敌主

要有虎斑游蛇（"#$%&’$&(%&!#）、黄鼬（)*+$,-#
+&.&%&/#）、艾虎（)*+$,-#0*$1%&*+）等；育雏期则

以虎斑游蛇、红隼（2#-/1$&!!*!/*-*+）、红脚隼

（2#-/13,+0,%$&!*+）、黄鼬、艾虎等为主要敌害。

蛇及黄鼬、艾虎的危害贯穿该鸟的产卵、孵卵以

及巢外育雏等各个不同的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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