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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2003 年 5 月 11 日~8 月 4 日在南宁市动物园内跟踪观察 2 只正处于繁殖期的冠斑犀鸟 O 目标雄性冠斑

犀鸟个体发生的 或者与其他个体间发生的行为事件采用焦点动物取样法全程观察记录 O 目标雄性冠斑犀鸟

在巢洞口哺育的所有行为采用全事件取样法观察记录 O 观察得到的数据采用 SPSS10. 0 fOr windOws 计算机软

件进行分析 O 结果表明: 雌鸟封巢期 雄鸟的取食频次与喂食次数呈显著正相关 (Sig. <0. 01)  9: 00~ 11: 00
是取食活动高峰期 O 雌鸟封巢 6 周后 在早上( 6: 00~ 8: 30) 和傍晚( 17: 00~ 19: 00) 雄鸟的取食和哺育活动性

明显加强 O 封巢后的第 11~ 13 天出现第一个喂食高峰 从第 42~ 45 天开始又出现上升峰 之后是一个波动型

的上升过程 第 75 天即雌鸟出巢前的一天喂食达到最高峰 然后是较快的递减 直到雏鸟出巢 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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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wO birds Of An h7CC0C670S C070nC C were Observed frOm May 11th tO Aug. 4th in
Nanning ZOO sOuth Of China. The male individual activities were recOrded by the fOcus sampling
in whOle cOurse methOd. The feeding activities Of the male at the gate Of nest were recOrded by
whOle event sampling methOd. The feeding peak time was frOm nine O clOck tO eleven O clOck .
The feeding activities Of the male became mOre f reGuent at the sixth week af ter the female sealed
Of f the nest. The peak activities Of feeding appeared at the 11th tO the 13th day and the 42th tO
the 45th day. The last peak activities appeared at the 76th day. And then the feeding activities
drOpped Guickly until the baby bird cOmes Out.
Key Words: An h7CC0C670S C070nC C breeding periOd male feed nurture

冠斑犀鸟 (An h7CC0C670S C070nC C) 是属佛法僧

目犀鸟科的鸟类 在我国仅分布于云南西部以及南

部的西双版纳 广西西南部等地 已列为国家二级保

护动物 O 广西尽管是冠斑犀鸟的原产地 但数量已极

为稀少 2000 年广西陆生野 生 动 物 调 查 冠 斑 犀 鸟

仅存 142~ 184 只 且呈岛状分布 已有灭绝的危险 O

国内对冠斑犀鸟的研究较少 多集中在形态及生活

习 性 等 方 面 1~ 3  近 年 袁 剑 峰 对 人 工 饲 养 作 了 介

绍 4 5  但繁殖方面未见有相关文献发表 O 国外对犀

鸟的繁殖生态研究较为普遍 但重点也是体形较大

的犀鸟 6~ 9  对冠斑犀鸟的研究相对较少 O 南宁动物

园从 2002 年起开始繁殖冠斑犀鸟 雌雄共同营巢 
由雄鸟叼巢料 雌鸟负责封巢 直至洞口完全封好后

( 仅留一条喂食的缝隙) O 从这时起直到雌鸟出巢 整

个繁殖期由雄鸟给雌鸟和幼鸟喂食 O 为了解繁殖期

冠斑犀鸟取食和哺育的活动规律 我们于 2003 年 5
~ 8 月对南宁市动物园内正处于繁殖期的冠斑犀鸟

进行跟踪观察 现将结果报道如下 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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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对象和方法

研 究 地 点 在 广 西 南 宁 动 物 园 犀 鸟 生 态 园 内 进

行, 园区面积约 7000 m2, 柱高 25m 的梯形人工大型

鸟 园, 园 内 植 被 茂 盛, 乔 木 以 大 叶 榕 (Fzc~s
altzsszma) , 小 叶 榕 (Fzc~s mzcrocarpa) , 水 蒲 桃

(Syzygz~m jambos) , 樟 树 (Cznnamom~m
camphora) , 人面子(Dracontomelon c~perrean~m) 为

主, 灌 木 以 龙 船 花 ( Ixora chznenszs) , 九 里 香

(M~rraya panzc~lata) 为主,沿园边铁网种植大量的

鱼尾葵 (Caryota ochlanctra) , 园内具备人工溪流和

小池塘, 有假山, 小山坡, 竹林等, 为开放型鸟园, 游

客可直接进入笼内观赏游览,园内有双角犀鸟 ~ 马来

花冠犀鸟 ~ 冠斑犀鸟, 3 种 犀 鸟 共 120 多 只, 其 中 冠

斑犀鸟约 20 多只, 犀鸟饲料以蛋饭团 ~ 香蕉 ~ 苹果 ~
胡萝卜为主, 辅以生肉片, 黄粉虫等动物性饲料, 每

天 投 喂 3 次, 即 上 午 9: 00 和 11: 00, 下 午 3: 00 投

喂, 将饲料投放于采食架上让其自由采食,
目标雄性冠斑犀鸟 1 只, 上盔突缺损, 易识别,

是从野外自然栖息地内利用笼捕的方法捕到的, 经

过 5a 的饲养已适应了笼舍内的生活, 并于 2002 年

开始繁殖, 2003 年 5 月 11 日*8 月 4 日, 我们采用

焦点动物取样法 ( Focal animal Sampling) 对正处在

繁殖期的目标雄性冠斑犀鸟进行全程观察记录, 即

在每一取样时期内, 记录个体发生的, 或者该个体与

其他个体间发生的行为事件, 对雄性冠斑犀鸟在巢

洞 口 哺 育 的 所 有 行 为 采 用 全 事 件 取 样 法 ( all
OccurrenceS Sampling)进行记录,观察得到的数据采

用 SPSS10. 0 for windowS 计算机软件进行分析,

2 观察结果

2. 1 繁殖期雄性冠斑犀鸟的觅食和哺育行为

繁殖期雄性冠斑犀鸟的觅食和哺育行为往往是

一些连贯动作: ( 1)人工投料时的觅食行为: 观望 ~ 等

待 ~ 啄料 ~ 上抛食物 ~ 接食 ~ 吞咽 ~ 衔食; ( 2) 非投喂期

的 自 主 觅 食 行 为: 对 植 物 性 的 有 跳 跃 取 食 ~ 搜 索 取

食; 对动物性的有追捕取食和伏击取食; ( 3) 哺育行

为: 叼食飞行 ~ 攀爬 ~ 环视 ~ 喂食 ~ 吐食,
2. 2 繁殖期雄性冠斑犀鸟的日取食频次和时间

从 2003 年 5 月 11 日*8 月 4 日共 85d 的繁殖

期内, 雄性冠斑犀鸟共取食 6287 次和喂食 4338 次;
累计取食时间 3841. 53 min, 哺育时间 1365. 24min;
平 均 每 日 取 食 ( 73. 50i 7. 89) 次, 喂 食 ( 49. 30i
7. 60) 次; 平均日取食时间 ( 48. 90i7. 50) min, 占总

活 动时间的 8. 22% ; 哺育时间 ( 17. 40i3. 78) min,

占总活动时间的 2. 65% , 雄性冠斑犀鸟在繁殖期的

不同阶段, 取食和哺育的频次以及时间均呈现正相

关 (Szg. <0. 01) ; 取食的频次和时间之间存在一定

的线性回归关系 ( r = 0. 638) , 见图 1; 喂食频次与

时间也存在线性回归关系 ( r = 0. 970) , 见图 2,

图 1 取食频次和时间的关系

图 2 喂食频次和时间的关系

从图 3 可以看出, 喂食频次随取食频次增多而

增加, 封巢后至第 43 天是一个相对的平稳期, 雄鸟

运送食物的时间往往局限于人工喂料的时间, 这段

时间内除第 10*15 天动物性食物占有一定比例外,
其他时间的食物较为单调, 但是, 雄鸟每天都给雏鸟

送去一些干草黄泥等, 封巢后的第 11*13 天, 喂食

往返频次出现第一个高峰, 但维持的时间较短, 此后

有小幅的波动, 直到封巢后的第 43 天, 封巢后的第

43 天起直到第 76 天雌鸟的破巢, 雄鸟 喂 食 频 率 为

一个持续缓慢的增长峰, 到第 75 天喂食频率达到了

最高峰, 在这段时期内, 食物越来越多样化, 有时甚

至运送嫩叶, 喂食的时间也出现了均化, 不再局限于

人工喂食的次数, 第 76 天雌鸟出巢后, 幼鸟并未跟

随雌鸟飞出, 继续在巢箱内停留了 9d 才飞出巢箱,
此时的幼鸟消化机能已明显加强, 吞食了 3 只完整

的小老鼠, 幼鸟停留巢箱时雄鸟喂食频次仍然维持

在较高水平, 但呈现出一个递减峰,出巢后的雌鸟仅

仅是象征性的参与喂食, 主要的喂食任务仍由雄鸟

承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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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3 繁殖期雄性冠斑犀鸟的日取食规律

繁殖期雄性冠斑犀鸟的取食时间并不总是存在

一致性9早期取决于人工喂料的次数和时间9繁殖后

期取食自黎明时即开始9一直持续到傍晚9但午后一

般有 1\ 2 的休息时间 G 繁殖期的雄性冠斑犀鸟的

觅食成功率较高9这主要得益于其取食耐性和技巧

优于其它同种或异种的非繁殖期犀鸟 G 除此之外9傍
晚前的觅食也有明显增强的趋势9但取食的总量取

决于人工的喂料 G

图 3 取食 ~喂食关系

}}:喂食   ; :取食 G

图 4 繁殖期雄性冠斑犀鸟的日取食规律

A. 封巢早期 ; B. 封巢中期 ;  . 封巢后期 ; D. 哺育后期

2. 4 繁殖期雄性冠斑犀鸟的食物种类及变化

在雄性冠斑犀鸟的整个繁殖期中9除了人为提

供 的 7 种 饲 料 外9自 然 采 食 的 达 15 种 之 多 (见 表

1) 9其中动物性食物 6 种9占自然采食的 40% G 雄性

冠斑犀鸟采食动物性食物的时间相对集中在封巢后

的第 2 周 ~第 7 周以及破巢前后的 2 周;自然采食以

采食榕树果实的次数最 多9占 总 次 数 的 50. 6% 9时

间主要集中在上午 9: 00 以前及下午的 17: 00 以后;
采食人工饵 料 受 温 度 影 响9当 气 超 过 33C时9食 物

选择偏向水果类9选择系 数 是 水 果 类 0. 62609蛋 饭

0. 2506;当 气 温 达 到 32C后9对 苹 果 的 选 择 明 显 高

于香蕉9选择系数是苹果 0. 78749胡萝卜 0. 14099香
蕉 0. 0717G 雄性冠斑犀鸟选择人工投喂食物的系数

为 0. 47839天然食物的系数为 0. 5217G

表 1

=
===

冠斑犀鸟的食性分析

采食
种类

部位 采食频次
采食
种类

=
==

部位 采食频次

小叶榕

FlC/S ?lC70CC7pC
嫩树叶 ~

果 690 蝴蝶 全部

=
==

16

大叶榕

FlC/S Cl lSSl?C
果 474 青蛙 全部

=
==

6

水葡萄

S}2}gl/? jC?b0S
果 105 蚯蚓 全部

=
===

14

桂木

A7 0CC7p/S
llngnCnenSlS

果 67 蛋肉饭 全部

=
===

520

樟树

ClnnC?0?/?
CC?p 07C

果 212 香蕉 全部

=
===

95

番石榴

PSlcl/?
g/CjCtC

果 23 苹果 全部

=
===

1021

鱼尾葵

CC7}0 C
0C lCnc 7C

果 12
鸟 颗 粒
料

全部

=
===

169

无花果

FlC/S CC7lCC
果 9 胡萝卜 全部

==

183

老鼠 全部 7 猪肉 全部== 26
甲虫 全部 ==21
竹节虫 全部 4 面粉虫 全部 61

3 讨论

笼养雄性冠斑犀鸟繁殖期取食和哺育活动呈现

一定的规律性变化:哺育活动在雌鸟封巢后先是经

历一段相对平稳期后逐步增加9取食时间和数量及

运送食物次数也相应增加 G 从雄鸟喂食频率的高峰

出现次数和维持的时间及其封巢的特性可以推算雌

鸟的产卵期 ~孵化期及育雏期 G 当第 1 个峰值出现时

应是雌鸟产卵期9此时间段需要大量补充营养9观察

中此时期雄鸟也给雌鸟送去较多的动物性食物;第

1 峰值与第 2 峰值的时间段应是鸟卵的孵化期9因

为第 2 个峰值的连续增长曲线只有幼鸟的生长发育

需要大量的食物才能体现9直到破巢前的最高峰出

现 G Kannan-R[7]在大犀鸟的繁殖生物学中也阐述了

相似的观点9即小鸟出生后需要的食物比孵化期多

一些9之后食物的比例逐步增多9直到犀鸟破巢飞出

为高峰 G
本文对雄性冠斑犀鸟的观察结果与繁殖期间鸟

类通常会明显地改变时间分配[10\ 12]的观点与相符 G
南宁动物园的犀鸟是多品种的集群饲养9园内各种

鸟的种内竞争与种间竞争关系强烈9尤其是食物的

竞争强烈 G 由于园内天然食物有限9每种鸟的取食规

律都受食物丰富度影响9但繁殖期的雄性冠斑犀鸟

表现出比其它犀鸟更高明的觅食技巧9这主要得益

于其取食耐性和更高的积极性 G 人工投料的间断性

与幼鸟的饥饿时间差是不可调和的9迫使雄鸟花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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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量的时间进行自然觅食 上午 下午是投料空缺时

段 雄鸟在这 Z 个时段投入的觅食时间最多 尤其是

上午 由于冠斑犀鸟是单亲哺育 雄鸟觅食的负担非

常繁重 育雏期几乎每天天一亮雄鸟即开始觅食 日
时间分配随幼鸟的需要而改变 但雄鸟也有午后静

栖或打盹的习惯 此时的小犀鸟也是白天最安静的

时段 
南宁市动物园内的犀鸟园是一个仿生态园 园

内有多种可提供食物的树木 冠斑犀鸟有较多寻找

食物的机会 Kannan   6 在大犀鸟的繁殖中记录到

繁殖期雄性大犀鸟至少采食 1 种水果和 7 种脊椎

动物 在整个封巢期水果比例占优势 起初水果比例

大 育雏期动物性食物比例有明显的提高 本园冠斑

犀鸟繁殖期的取食也有类似现象 我们在观察中看

到雄性冠斑犀鸟采食纯自然的食物多达 15 种 加上

人工提供的 7 种 共有 Z Z 种食物 其中水果占绝对

优势 在产卵期及育雏后期 雄鸟更多地偏向采食动

物性饲料 尽管采食活动物性有非常大的难度 但雄

鸟每天都有成功的机会 榕树果是纯自然食物中采

食频率最高的种类 不仅仅是因为容易得到 也是其

野生条件下最爱吃的果类之一 Z  说明雄性冠斑犀

鸟并不是盲目采食 另外气温也影响雄性冠斑犀鸟

对人工饵料的选择 气温高时冠斑犀鸟明显偏爱苹

果 气温低时冠斑犀鸟对蛋饭及香蕉的选择性较高 
这可能是与食物所含的水分多少及所含的能量多少

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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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罗斯研究人员用自体干细胞治疗肝硬化获得成功

俄罗斯医学科学院新西伯利亚分院临床免疫学研究所的研究人员最近利用自体干细胞治疗肝硬化获得

成功 
肝硬化是肝脏因慢性病变引起纤维组织增生并导致质地变硬的病症 临床免疫学研究所所长科兹洛夫

说 目前还没有能有效促使肝细胞再生并代替纤维组织的肝硬化治疗方法 但干细胞能够阻止肝细胞发生硬

化的过程 这位专家介绍说 研究人员研发的肝硬化治疗方法的优势在于使用自体干细胞 不会引起肝脏细

胞的排异反应 这种肝硬化治疗技术并不复杂 从患者骨髓中取出干细胞 对其进行筛选并加以处理后就可

直接注射到患者的肝脏或血液中 抵达肝脏部位的骨髓干细胞会引起肝脏功能发生特定变化 阻止肝细胞继

续发生硬化 
俄研究人员利用这种治疗方法对 3 名肝硬化病人进行了临床治疗 结果表明 接受治疗之后 这些病人

的身体生化指数都恢复到了正常水平 肝硬化过程停止并有些病人的肝硬化区域已经缩小 
C据<科学时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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