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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小华 ” 
_ 。 _ - _ 。 _ _ _ 一  

(广西科学院生物研究所，南宁 

摘 耍 本研究于 1984 —— 1991年问在广西的贺县，南宁．隆林等地进行．作 

者对扛耳苒在金钟山北坡四种林蛋中的分布数量作了调查．夏季在桂西金种山北坡 

的四种林基中，扛耳鹎的分布数量以河答农田稀坩灌丛林最高，密度为 1．13％ha． 

繁殖期为2— 8月．雌鸟筑巢．窝卵数在 2— 4枚，以 3枚屠多．卵均置 2．8 

0_4—3咄 平均大小为：15．7(15．2～喊跏锄 x21．900．6～ 刁咖 ．倥雌鸟孵卵-孵 

化期约 l0— 1i天．卵孵化率为 甑 ．巢中育肇期 ～ l2天．双紊共同育笙． 

对其食性作了分析．檀钶性食物占64．8％，动物性食物占27．8％． 

关鼍词 扛耳鹎 分布数量 繁殖 广西 

红耳鹎 (Py~onotus jocosus joeos~ 为华南常见的经济鸟类之一．1984年 2～ 6月． 

1985年 l～ 7月，1987年 2～ 6月、1988年 1．5月，1990～ 1991年 8月间笔者先后在桂 

东的贺县、桂南的南宁市．桂西的隆林县对其的生态学作了初步的观察．现报道如下： 

1 自然概况 

贺县位于东尽 lll。l2 ll2。03 北纬 23*49 24。48 调查区在该县黄田乡的 

狗耳山南麓．其主峰海拔高 1545米．中山地貌；中亚热带气候，主要植被为常绿阔叶林．历 

年平均气温 19．9℃。一月平均气温 9_4℃ ，七月平均气温 28．7℃ ．年平均降雨量 1600mm。 

南宁市位于东尽 108。22 108。25 北纬 22。27 22。48 地处北回归线以南 (刘小 

华等，199o]低丘台地地貌；南亚热带气候．调查在该市的大岭村一带进行。最高丘的海拔 

为 97米，自然景观主要为村宅和农田，仅有小片的柠糠桉．术麻黄林．历年年平均气温 21．6 

℃ ．一月平均气温 13．2℃，七月平均气温 28。7℃ 。年降雨量 1300mm．隆林县金种山位于 

东经 104*46 105 北纬 24。36 ～ 24。45 ，属云贵高原边缘。主峰海拔高 1837米． 

河谷最低处海拔约720米．中山地貌．南亚热带北部亚地带季雨林气候．植被主要为针阔程 

交林和常绿阔叶林，植物区系合有大量的云贵成份。有不少热带的科属 (刘小华等，19895 

历年年平均气温 l9．1℃ ，一月平均气温 10℃．七月平均气温 25．5℃ ；年平均降雨量 

llOOmm，干湿季明显．该地2～ 5月份是广西最为干燥的地区之一。 

2 分布数量与习性 

，黎萍、t指南同志善加在贺县的有关鬟殖习性观察．植物标本承广西林业曲 设计院高级工程 莫新礼、钟业聪 

先生鉴定．谨此致谢． 

：作者理在工作单位挂林地区行署耳摄局监翻站． 

1991年 9月 4目收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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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巨鹎常3～ 15只成小群活动于河谷、低丘、 

境。冬季在河爸灌丛曾见 5O～ 70只集大群活动． 

鸟、黄颊山雀等鸟类混群游荡。 

村寨的次生林丛、灌丛果园夏农田等生 

或于淘谷次生林丛与红臀鹎、赤红山椒 

1987年夏与 1988年 1月笔者在隆林县金种山北坡海拔750～ 1300 rl'i的四种林型中作了 

红耳鹎的相对数置调查 ．采用路线统计法。四种林型简介如下： 

2．1 河谷农田稀树灌丛林 海拔730～ 800 122．在乌冲河西侧．本调查区内的山脚、田边路 

边 及溪 旁散生有 术 棉 (
—

Gossam
—

pinus m
—

alab
—

a6ca),台 湾相 思 树 (A
—

ca
—

cia c
—

onf
—

usa~ 睦木 

(Lompetalum chinensel翅夹香槐 (Cladrastis platyearpa),细叶云南松 (Pinus yunnanensis) 

等乔本，另还有番石榴、八角枫 狮子球、水杨柳 金发草等植物。 

2．2 经济茬丛林 海拔 750～ 850m。建群树种为野油茶 (C
—

am
—

ellia s上j已人工裁培二十多 

年，栋高： 3 m。林下野生植物有豆梨 (Pyms calk am 杂首子 (Phyllanthus emblica), 

飞机草 (
—

Er
—

ige
—

roa brev
—

es1盘发草 (
—

Pogona
—

them m
—

panic
—

eum)及香合欢、铺地蜈蚣等。 

2．3 针阔混交袜 海拔 850～ 1050 rn。建群树为细叶云南松 (
—

P[n
—

us y~nnanensisl 楹 树 

( c—hine—nsis),高山拷 (C—asta—nea生 l白栎 (
—

Q'aer
—

cus鱼堕l拴皮栎 (
—

Qu~
—

cus 

vadab~)等， 主要 的 灌木 有 假 吊 钟 (Cr,dbiodendron stellatum)． 野 牡 丹 (Melastoma 

candidum)．粗糠柴、盐肤术等。主要的草本及蕨类有蔓生莠竹、肾蕨、太叶仙茅、黄茅草 

等． 

2．4 针叶林 海拔 1200～ 1300 rl'i。建群树种为人工种植的杉树 (cllnn ham lanceolata~ 

树高 10～ 13m 左右．树胸径约 13～ 15 cm。 地被植物 主要有五节芒 (Miscanthus 

floridulusI 铁 芒箕 (Dicranopteris血∞risl 隆栋风 尾蕨 (Pteris lan~mnsisl 大 叶仙 茅 

(Curculigo capimlam) 山稗子 (Carex baccansl野牡丹及铺地蜈蚣等。 

红耳鹎在备林型中的数量统计结果见表 】。 

表1 红耳鹎在金钟山北坡四种林型中不同季节的j}布数量 

统骨 夏季 (1987．5～ 6) 冬季 (1988_】】 

琳 垂 面积 羲计次教 觅到总只教 平均密度 羲计次数 见劲且只煎 平均密度 

∞ 1 (次) ) (只脾 ) (放) 识 ) l恤J 

河备农田稀树漕丛林 j工 4 55 j．13 3 28 76 

轻济鸟类 4 36 4 10 n 57 3 0 0 

针闭涅交# 王甜 4 4 吐 ∞ 3 4 26 

针叶林 2 2a 4 2 n 22 3 0 0 

在贺县狗耳山，红耳鹎常活动于海拔300～ 650m的灌丛、次生林丛、农田边等处，在 

贵州红耳鹎多见于海拔 1(300m以下 (吴至康等，1986)；与黔相邻的隆林金钟山北坡海拔 1250 

m的山坡刺灌丛仍可见红耳鹎筑巢．并与绿鹦嘴鹎、黄臀鹎等鸟类混群活动．中同一生境争 

占巢区．但以海拔 800132以下的灌丛．村宅旁等处最常见，尤以南盘江河谷及乌坤河两岸数 

量较多。从表 1可看出．红耳鹎的分布数量夏季以低海拔的河谷农田稀树灌丛林的分布密度 

最高．经济灌丛林居次，而海拔较高的针阔混交林和人工针叶林中，无论其林型结构是复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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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简单，红耳鹎的分布密度均不高 冬季未见红耳鹎在针叶林和经济灌丛林活动，约是由于 

此两种林型的林分结构简单、食物贫乏及非繁殖季节等原因，针阔混交林的林分复杂 食物 

较多．红耳鹎的密度比夏季略增；河谷农田稀树灌丛林红耳鹎的分布密度仍然居冠。冬季红 

耳鹎种群分布的海拔上限比夏季约下降 300～ 400 m 。 

红耳鹎种群的性比，据在 10月～ 1月份的非繁殖季节随机采获的 l9只标本分析，多为 

雄鸟，其中仅有 3只雌鸟．种群的雄雌性比初定为5．3：I．这尚需进一步研究。 

3 繁殖习性 

红耳鹎的繁殖期为 2～ 8月份。 

3．1 鸣啭与筑巢 红耳鹎在南宁4～ 5月可闻鸣啭。5月 9日一只红耳鹎在宅旁的枝头上连 

续呜叫三天后转入筑巢；在贺县狗耳山 5月 21日见其筑巢：而在隆重林县金钟山北坡．红耳 

鹎的鸣啭期来得特别早 2月底即闻鸣啭，并见成对活动．3月初见其筑巢，3月中旬解剖一 

只红耳鹎雄鸟 其生殖腺已达llmm×6Flll"D．大小 筑巢择在路边与山坡灌丛、次生疏幼林、村 

宅旁小乔木等生境。偶尔亦筑于荒坡、路边的高乔木上。筑巢由雌鸟担任：而雄鸟则伴暗雌 

鸟不停的往返，或栖立一旁呜叫及警戒、驱逐外来者 筑巢颤序通常是先筑巢的四周，搭一 

粗疏的园形框架，并不断的加厚 接着是填筑巢底，最后将巢内壁 理光滑并用细软的巢材 

内垫．巢多位于架巢树的主茎与侧枝的分叉处．筑巢约需 6～ 9天。 

在赘县曾见红耳鹎巢与红嘴相思鸟巢相距仅十余米，红嘴相思鸟多用黑色发状物 (气生 

根)缠绕固定鸟巢 (刘小华等．1986)或用羊毛缠绕固定鸟巢 (B Zper等．1977)但红耳鹎则 

常用蛛丝将巢固定于架巢树上．可见此两种鸟即便在同一生境筑巢，但在选择固定鸟巢的材 

料方面尚无竞争． 

3．2 巢 红耳鹎巢的大小，据 12个巢的统计平均为外径 92x l】4、内径 67× 73、巢深 

54、巢高 82(mm)距地2．6m；巢干重 12．4g(5个巢)。巢呈小碗状．巢材有：芒草花枝梗、杉树 

皮、细根、木枝、细根竹叶、树叶、草叶等，内垫为黑毛发 检叶、气生艰 与同属的鸟相 

比．白头鹎巢基本无内垫 (刘小华等，1986),见表2。 

3j 产卵与卵的太小 红耳鹎产 日常在早晨 6：3O～ 7：30间，雄鸟则栖子距巢五远处的 

枝头．待雌鸟产卵后便成对离去 一般是巢筑毕的翌 日即产 日。通常日产一枚。卵的大小， 

据6个巢 l6枚卵平均为：l 5．7(1 5．2～16．0)Tmn×21．9(20．6～24．7)mm。卵重平均 2．8(2．4～ 3 

4 卵椭园形，光滑；卵表面底色为洼肉自、并具紫红或紫褐色斑点，且常在钝端形成帽 

状．首 _斑多色深．每窝产卵 2～ 4枚，以产 3牧居多．窝卵数一般少于白头鹎 (刘小华 

等．1986)．在金钟山有五个红耳鹎巢．3月份就见有 日。产卵最早的 3个巢在 3月 18～ I9 

日． 

Klomp(1970)提出．相当多的雀形目鸟类的窝 日数有随季节的推移而殖少的现象。HusselI 

(1972)在北极圈的考察、吴至康等 (1984)对乌鸫的研究中均有类似发现；而张晓爱 (1982) 

在西北 高寒草甸对雀形 目鸟类的观察中发现了同上述作者截然相反的结果；但作者主要 

在金钟山北坡观察到红耳鹎的窝 日数随着季节的推移却依然较稳定，与灰眶雀鹛 (周放． 

1989、此习性近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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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红耳鹎鸟巢 白勺记录 

巢号 地点 翼外径 翼内径 巢深 巢高 巢臣地 海拔 架巢错 备 注 

(m,m) (∞ j (mm) (mⅡ (m) (m) 

3．4 孵 卵 孵卵由雌鸟担任．对 1号巢第 6天的孵9F扶 6：20～ 19：25(1984年，北京时 

间)作了连续观察。全天共坐巢 550分钟，离巢 36次计235分钟。坐巢孵卵时间占全日活动 

时间的70 1％。一次孵卵最长时间达58分钟 (16：45～ 17：43卜一次离巢最长时间为 23分 

钟 (7：10～ 7：33)孵卵的亲鸟在 lO：oo～ 1】：O0 13：O0～ l6：oo的时间里离巢频 

繁 雌鸟在巢中时而变换坐巢方向，时而低头卵．该日孵卵情况详见图l。 

o—o—o示孵 辩 

x—x—x 示育翼 
时阿 (6：20～ 19：25，北京时闻，l984．6．3) 

嗣1 红耳鹎一号巢孵卵情况 

斟糖舜 碍 

6  5  j  2  

如 

【J吗I采一厦它 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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孵化期为 l0～ ll天 (6个巢) 红耳鹎的孵化率通常轻高．仅在受到人为或天敌侵扰的 

影喻下才导致出壳率受到影响。孵化率为 86，9‰娌个巢)。详见表3。 

衰3 红耳皋粤卵的孵化率 

3．5 育雏 育雏由双亲担任，育雏翔 lO一一l：天 (6个奠) 4月初在金钟山见 6号艇的雏 

鸟达7日龄时，亲鸟仍进巢过夜暖雏，当B的 均气温约 19．5℃ ；雏至9 B龄，亲鸟夜间不 

再入巢．雏刚出壳至 3 E；龄期间见亲鸟多叼幼虫饲喂， 7～ 8日龄可见亲鸟衔红色浆果回 

巢 4月 12曰剖捡一只 l1日龄的雏鸟，其胃容物为浆果 昆虫(成虫)和一个 8iTiiTi X 5mm大 

小的贝壳。作者对 1号巢 (3雏在 2日龄和9曰龄的育雏情况分别作了连续观察，详见图2． 

一  

亩{ 

鼎 
叠  

苗 
{ 
球 

一 · 一  

2日．}育箍曲线 

一

-一 9目 育雏曲蛙 

固2 红耳鹎一号巢不同日龄育雏情况 

(】9g4，5．9 和 1984．6，16．北京时J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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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图2可知．2日龄时全天喂食 63次．每雏平均日获食 21次．一 日中出现两个喂食高 

峰；雏 9日龄时食量猛增，全天喂食 ll3次．平均每雏日获食约 37．6次．一 日中有三个喂食 

高峰． 

雏2日龄时除 l4：～ 17：O0未见亲鸟进巢暖雏外，其余每小对亲鸟进巢暖雏 l～ 3 

次；上午 7：O0～ 8：O0亲鸟进巢暖雏两次．共达 49分钟，这约与雏鸟体温尚未恒定及早 

晨气温低有关． 

3．6 雏的生长发育 刚出壳的雏鸟体重 2．4g，体长约 27 rnm．翅长 6mm ，嘴峰长 5m 

m ， 跗廉长 6 nⅡn；卵齿可觅，呈白色沾淡揭；通体肉红色无毛，眼未睁，耳孔未启．雏鸟 

l～ 2天出壳毕。作者对五个巢 14只雏的生长发育做了连续观察记录，红耳鹎雏鸟的体重及 

体外各器官的生长发育情况觅图3- 

喜 

蚩 
盏 
事 

日龄 
圈3 红耳辩璧鸟体重及雄外器官增长曲线 

一  

鲁 

基 

从图3可看出，雏鸟体重在4日龄前增长迅速，2日龄雏比 1日龄的体重增加 100％，4日 

龄雏比2日龄的体重增加 105％；雏离巢前的体重比 l0日龄雏下降，约为 l9．5 g，只及成鸟 

体重的 58 9％。翅长在2日龄后增长较快，离巢时已达成鸟翅长的 64％。尾生长缓慢，在离 

巢时只及成鸟的 13％。嘴峰长度离巢时则达成鸟的78．5％．跗 昱8i在 2～ 6日龄闻增长较 

快，6日龄雏跗踩长度已达成鸟的 87_8％，雏离巢时的跗趟已几与成鸟的等长。雏的跗渡、嘴 

峰、翅长的迅速生长．作者认为这是与雏鸟离巢后首先须在飞翔、栖立、啄方面具有较强的 

功能密切相关。是对生存需求的适应。 

离巢的幼鸟常随亲鸟成小家族游荡。8月初曾在南宁市近郊大岭采获一只睦群的幼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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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体形太小已与群中的成鸟相似，远看不易分辨，经测量幼鸟的翅长为 86毫米，跗踱达 22 

mm ，耳羽已为红色，但尾下复羽仍为{戋棕黄色，而非成鸟尾下复羽的赤色。 

4 食性及换羽 

对42只红耳鹌的冒进行了解刹，其胃容物中各类食物出现的总频次为 54次，其中植物 

性食物出现的频次占64．8％；动物性食物出现的频次占27．8％：余为碎石粒等。 

在其植物性食物中，浆果出现最多，为22颧次，占食物总频次的 柏．7％(占植物性食物 

的62．8％I其它植物种子占食物总额次的 18．5％：草籽占5．6％，出现频次最低。动物性食物有 

金龟于，野峰、黄守瓜，鳞翅目等，4月份曾在一只成鸟胃内剖出一只完整的l~u-n×9nm太 

小的金龟于。动、植物食物结构的比例与郑宝赍 (1985)的分析较一致。见图4。 

固 4 红耳鸭胃中各类食物出现额攻韵百分率 

红耳鹎的换羽，在广西巴马县 1985年 lO月 6～ 7日获两只标本，其初级飞羽的 l，2， 

3 4枚正由内侧向外依次更换，次级飞羽第 l枚及尾羽亦正换；1o月 l2日又获一只，见其 

初级飞羽第 8．9、1o枚由内侧向外开始换羽，其余初级飞羽仍为1日羽：1o月 l3日再获一 

只，其初级飞霹第 4、5枚、次级飞羽第 l、2，6枚正换羽．尾羽第 3～ 6枚由中央向两铡正 

换羽 (更换顺序左右两侧基本相同)。 

5 小结与讨论 

5．1 红耳鹎在挂西金钟山北坡的四种林型中夏季的分布数量，以河谷农田稀树灌丛林的分布 

密度最高，每公顷达 1．13只。 

5．2 红E鹎在金钟山北坡2月份即可见占区 配对，繁殖期的起始早于以往的报道 (郑作新 

等，1963；郑宝赉等，l98 金钟山考察区的纬度和海拔均高于南宁市与贺县，但红耳鹎在金 

钟山的繁殖期却早于此两地，作者认为这与金钟山北坡特殊的地理位置和南盘 江河爸冬末春 

初气傧明显干热的因素有较密切 的关系。红耳鹎的窝卵数在 2～ 4枚，通常以 3R居多 

卵孵化期 lO～ l】天。育雏期 1O～ l2天。 

5．3 笔者在广西南部的宁明县，红永河畔的东兰县于 1O～ l】月份，分别解剖观察到雄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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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殖腺大小为mm 9×4、6×5大小，说明红耳鹎的繁殖期在桂南等地有可能延至 8月份以 

后 ，尚待研究． 

s．4 红耳鹎在广西 4～ l1月份常觅食都份昆虫；其育雏初期主要以幼虫为食，故于农林业 

较有益．该鸟并具一定的观赏价值 理应加强资源保护和合理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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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Preliminary Study on the Ecology of 

Red一Ⅵ，lliskered Bulbul 

’  

“ Xiaohua 

Onstitut~of Biology，Guangxi Academy of Sciences) 

Abs(raet This paper is a prdJminary report oil the ecologi~ study of red—whiskem] 

bulbul(Pycnonotus jooosus jooosus)The ecology study was carried out in hexian，Nanning and 

Long~ of Guaug xi in 1984- 1991．Authors investigat~ the number and the distribution of 

I。d—whiskem：l bubul amoung four type standing foreStS in the north slope of Jin —Zhong 

mountain in the west ofGunagxi in surli er,the red—whiskem] bulbul is highest dismbuted in 

spa~e bush in the valley farmland．The density is about l_13／halt is breeding period is from the 

b~inning of february to august．Nest—building accomplished by femal birdsA zlut~h is about 

2—4 eggs，mostly is three．Th e average t of egg is abo ut 2．8(2 4—3．4)gms．I 5．7 

(15 2～16．0)mrex21．9f20．6～24 71mm in s Incubation of the eggs is carried out by female 

alone．Thr inzubation period is about 10～ 1 1 clays．Th e ratio of the egg incubation making up 

86 9％ ofthe tota1． 

Th e youn gs am 捌 in the nest for abo ut 10～ 12clays．Both male and female share in 

fe~ding the youn g．In the food of Red —whiskem]Bulbu1．the plant food made up 64．8％ ofthe 

tota1．animal food made up 27．8％． 

Key words Red—whiskeaed Bulbul，Distribution and number， Breedin8。Guang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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