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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头噪鸦的鸣声分析及其繁殖行为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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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黑头噪鸦（1%*#&(*%)& #$2%*$#/*+$&）是我国青藏高原高山针叶林的特有鸟类，由于分布海拔高、数量稀

少，因此对于黑头噪鸦的研究非常少。本文对 !""" 年 % 月 & !""% 年 ) 月在甘肃和四川录制的黑头噪鸦

的 ( 种叫声进行了描述及声谱分析。结合野外观察，分析了黑头噪鸦的叫声及其行为联系。黑头噪鸦

的乞食叫声可能在整个繁殖生活史中具有重要意义。研究中未发现黑头噪鸦对录音回放产生回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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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头噪鸦（1%*#&(*%)& #$2%*$#/*+$&）是我国青藏

高原高山针叶林的特有鸟类，仅分布于甘肃南部、

青海东南部、四川西部及西藏江达一带海拔 ! +""
& % ("" E的针叶林区［’，!］。黑头噪鸦被国际保护

联盟（/5J0）红皮书列为易危种，是国际上非常

关注的中国特有鸟类。黑头噪鸦的鸣声一度被

认为是粗野单调的，其鸣声似“B8-8，B8-8”，第一

音节重，第二音节较轻，并被认为是相互联络的

叫声［%］；P8AB6 和 L3C: 认为黑头噪鸦的叫声和

北噪鸦（1 K #$-+)&2)&）多有相似之处，描述了一

个基本音节“T?=D”，以及由这个音节派生出的

几种发声组合，但未涉及行为学的探讨［$］。

= 研究地点与方法

本文黑头噪鸦的鸣声于 !""" 年 % 月 & !""%
年 ) 月采集于四川南坪林业局红崖林场（北纬

%%Y"%Z，东经 ’"%Y$%Z）和甘肃卓尼县洮河林业局

卡车林场（北纬 %$Y!WZ，东经 ’"%Y!)Z）。黑头噪

鸦具有一定的合作繁殖习性，野外常见超过两只

成鸟共同组成一个繁殖单位［#］。本研究鸣声主

要来自 %

""""""""""""""""""""""""""""""""""""""""""""""""""""""""""

个黑头噪鸦群体，在其繁殖期的成年个



体数量分别是 ! 只、" 只（甘肃）和 # 只（四川）。

所有个体都曾用彩色脚环进行标记。

研究中采用设置喂食点的方法，用带皮的

肥肉吸引黑头噪鸦，并在喂食点旁安装摄像机

自动拍摄，摄像机型号为 $%&’ ()*+!,-.，该摄

像机内建 ,/ 012 数码录音功能，声音随后以 ,3
012、##4, 567 采样频率录制成波形文件，并结合

录像带回放，分析其叫声和行为联系。在巢雏

鸟的叫声以及一些巢内活动的声音由安装在巢

旁的摄像机录制。其他部分录音是用手持指向

式麦克风跟踪录制。声音文件采集成 ,3 012，
采样频率 ##4, 567 的波形文件。所有波形文

件用声谱分析软件 082$9:;< !4,- 得到声谱图。

声谱图形经过处理，除去了大部分噪声背景。

黑头噪鸦的羽色及体征未见明显的性别差异，

在野外很难分辨，因此本研究中所录制的叫声，

若没有特别指出，均指成鸟，不分雌雄。

! 结 果

!"# 单声鸣叫（=1;>?@ A8??） 声音似“B:+”（图

,：C），似口哨，短而轻柔，持续时间 ,-- D= 左

右，主频范围 , E / 567，语图带有明显的降调，

谐波短。这是野外最常听到的一种叫声，多见

于群体觅食，没有明显的触发事件时。发出叫

声的个体通常神态平和，其他个体亦未见明显

的反应，这可能起到个体间相互联络作用。与此

相似的联络叫声还有图 , 0、F 所示的叫声，同样

是降调，但持续时间较长（!-G H !#）D=（!"，# I
3），并有固定重复，时间间隔 "-- E , "-- D= 不

等。

图 # 单声鸣叫声谱图

$%&’ # (%)&*+ ,-** ./ (%,01-) 2-3
C，0，F ! 种叫声均为常见的单声鸣叫，可能起到个体间相互联络的作用。

C，0，F =B9J@< 2BK@@ 2LM@= 9N =1;>?@ A8??，A9:?< O@ 2B@ A9;28A2 A8?? O@2J@@; 1;<1P1<:8?=Q

!"! 雏鸟叫声（;@=2?1;> A8??） 雏鸟 / 日龄时，

体表裸露，眼睛尚未睁开，但已经可以发出微弱

的叫声“=1”（图 /），其主频范围为 / E " 567，间

隔约为 "-- D=，语图呈拱型。随着日龄增长，这

种叫声逐渐被更强有力的乞食叫声所取代，见

/4" 节乞食叫声。 图 ! ! 4 雏鸟叫声声谱图

$%&’ ! ! 4 5+6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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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乞食叫声（!"##$%# &’((） 这种叫声有固定

的乞食动作搭配，在野外是一种绝对不会被混

淆的声行为。黑头噪鸦发出乞食叫声时，头压

低并尽量前伸，喙大张，翼尖快速振动。随着雏

鸟日龄增长，在巢雏鸟 )* 日龄时已经能够响亮

地发出乞食叫声，当亲鸟觅食归来并接近巢时，

幼鸟就会发出乞食的叫声和动作，刺激亲鸟饲

喂，这种行为可以持续到幼鸟出巢后 +, - 左

右。封面照片为一只刚出巢的幼鸟正向雌鸟乞

食，*,,+ 年 + 月拍摄于四川九寨沟，海拔 . /,,
0 的高山针叶林，图中的栖木为林中常见的杜

鹃属植物 !"#$#$%&$’#& 123。成鸟也会发出这

种乞食叫声，特别是繁殖前期和孵卵期的雌鸟。

图 4 是成年雌鸟发出的乞食叫声，似低哑的长

声“’ 5 5”，语图与嘶叫的区别在于开始部分有

明显的降调，叫声轻柔并且多谐波。

图 $ 成年雌鸟的乞食叫声声谱图

%&’( $ )*’’&+’ ,-.. /0 -+ -12.3 0*4-.*

在繁殖前期，当成年雌鸟发出乞食叫声和动

作时，雄鸟随即喂给她食物（&67891:$2 ;""-$%#），它

可能属于求婚行为中的一种。在孵卵期，雌鸟

很少离巢，雄鸟在此期间每天数次到巢喂给雌

鸟食物，雌鸟会向任何一个接近巢的家庭成员

乞食，但只有雄鸟会喂给她食物。有时雌鸟还

会跳出巢，在旁边的树枝上大声乞食。由于雄

鸟给雌鸟喂食的行为很明确，不会和其它行为

混淆，因此可以用来确定繁殖鸟的身份，喂食的

个体即被认为是雄鸟，接受喂食的个体为繁殖

雌鸟，群体内剩余的个体被认定为帮手。但在

繁殖后期亦记录到一例特殊的乞食叫声，*,,.
年 < 月，在四川一个由 + 只成年个体组成的繁

殖组合中，繁殖雌鸟在孵卵期将结束时弃巢，.
枚卵均未孵出。此后的一周内，多次听到其中

某个成员发出乞食的叫声，并通过望远镜确认

了其中的一次，发现是一只帮手个体（年龄大于

* 岁，性别未知）发出的叫声，但未见雄鸟喂食。

继续观察一周后，未再发现乞食叫声。

5 讨 论

许多鸟类在繁殖前期的叫声与领域行为相

联系，而本研究中未观察到黑头噪鸦鸣声的这

种联系。在确定有黑头噪鸦活动的地方，用扬

声器播放黑头噪鸦的各种叫声，密度为每种叫

声连续 . 0$%，每天 * :，连续 . - 未收到任何反

应。黑头噪鸦对录音回放不产生领域反应，可

能因为这些叫声都与领域行为无关，没有录到

领域相关的叫声，或者黑头噪鸦是一种领域性

不强的鸟类。黑头噪鸦的典型栖息地为以云冷

杉为主的高山针叶林，在所研究的地区，针叶林

一般分布于阴坡，而阳坡植被大多为耐旱的灌

丛和草甸；而近代森林的采伐等人为因素，造成

相邻的森林斑块之间通常存在大面积的间断。

这种斑块状的栖息地格局不仅造成黑头噪鸦总

体数量少，还起到了天然的领域屏障的作用，因

而黑头噪鸦发生领域冲突的客观机会很少。

在四川的研究中，有 * 只黑头噪鸦成年个

体连续 . 年在同一领域充当帮手，而未占用周

围一块明显的空闲林地，表明黑头噪鸦的扩散

行为可能受到限制，例如栖息地食物资源差异、

植被结构差异、配偶紧缺等因素。具体的限制

因素还需要进一步研究，但受到限制的扩散无

疑将导致领域冲突进一步减少。

我们认为黑头噪鸦成鸟的乞食行为应该是

幼鸟行为中残留下来的部分，并在整个繁殖生

活史中具有重要的意义。首先是繁殖前期未见

明显的求偶鸣唱，雌鸟的乞食和随之而来的雄

鸟喂食可能是黑头噪鸦的求偶行为。孵卵期的

乞食还有更直接的适应意义：在巢孵卵雌鸟的

能量消耗很大，雄鸟的喂食对雌鸟的能量补充

也许是保证黑头噪鸦繁殖成功的关键因素。

北美的灰噪鸦（( 3 )*&*$%&+,+）能够在早期

繁殖失败后重新筑巢进行第二次繁殖尝试［/］。

对于黑头噪鸦，由于数据较少，目前尚无其尝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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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次繁殖的记录，但这种行为仍有可能存在。

!""# 年 $ 月，曾记录到黑头噪鸦帮手的乞食鸣

叫行为，当时繁殖成鸟刚刚弃巢，如果将黑头噪

鸦帮手的乞食视为求偶信号，则表明帮手可能

试图与繁殖鸟进行竞争，争取第二次繁殖的机

会。从能量储备的角度看，帮手与繁殖鸟相比

更具竞争力，因为孵卵期雌鸟很少离巢，已经消

耗了大量能量，而帮手在孵卵期间完全自由觅

食，因而体内储备更多的能量。如果帮手接替

雌鸟进行二次繁殖的假设能够被证实，不仅对

黑头噪鸦的繁殖模式，而且对合作繁殖理论有

重大意义。

黑头噪鸦分布在我国西部高海拔的针叶林

中，数量稀少，有关的研究资料一直非常少［%］。

加之其生活习性隐秘，观鸟者对黑头噪鸦的印

象是很少鸣叫，静静在林间穿飞，鸣声粗野单

调［&］。实际上，黑头噪鸦的警惕性很高，遇到人

为干扰就悄悄飞走。本研究中表明黑头噪鸦的

鸣声实际上很复杂，大多数鸣叫都是发生在群

体活动时，单独活动时则很少鸣叫。目前，仍有

许多鸣声的功能和意义尚不清楚，需要更为深

入的野外观察和实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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