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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寒草甸雀形目鸟类的窝卵数

及繁殖对策的初步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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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国科学院西北高原生物研究所)

摘   要

根据多年资料,通过对高寒草甸地区常见的 13种小型雀形目鸟类窝卵数、巢型、繁殖

期、生长率及繁殖效率等特性“综合分析,提 出逐步投资和一次性投资的两种繁殖对策。天

敌的威胁和育雏食物资源的持续时间是窝卵数和繁殖对策进化的选择动囚。

关键词:雀形日鸟类,窝卵数;繁殖对策;天敌。

窝卵数和繁殖对策是进化生态学研究的重要课题。自 Lack(1947, 1948)提出鸟

类窝卵数的变异问题以来,窝 卵数已成为分析繁殖投人 (reprodccivc cffort)及 繁殖

对策的主要变量 (RicklCfs,1980,Crowcll∶ 和 Rothsitein,1981)。

窝卵数是环境与基囚型在自然选择作用下形成的一种易变的表型特征。地理纬度、

海拔高度、栖息地质量 (包 括食物资源的丰富度和季节变化)、 捕食作用、种群密度、雌

体年龄等都是影响窝卵数变异的重要囚了。但是,何种因子是影响窝卵数进化的最古接

的囚了?则是目前争论的问题 (Finkc等 ,1987;Roycc和 PCrrins,1987)。

有关窝卵数进化的假说,大体可分为以下 3种,以 Lack(19好 ,1951),Cody(1966),

Ashmolc(1963),HogstCdt(19ε o)为代表的食物资源 限 制 学 说; Wynne-Edwards
(Goodman,1979)和 Wi11iams(1966)的种群密度限制学 说 , 以 及 skutch和 sn。w

(slagsv。1d,1982)的 天敌限制学说。

有机体的进化趋势为其一生中产生出能成活到繁殖年龄的最大数量的子代,即使其

适合度 (fitncss)达 到最大。不同种类试图达到达一目的所采取的对策各不相同。对雀

形目鸟类的繁殖已经提出减少窝雏数、调整窝卵数、资源贮备 (0′ Connor,1978)、 高

投资或低投资 (slagsv。 1d,1982)等对策。其中,减少窝雏数对策 已得 到 广 泛 i正 明

(IIol丙 `C, 1076, 1978)。

在高寒草甸地区由于海拔高、气候寒冷多变、风速大、对乌类繁殖有利的季节短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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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环境不稳定。但由于植被层次结构简单,捕食者和被捕食者的多样性都低,因而使物
种问竞争强度降低、食物资源相对革富,无疑是鸟类繁殖有利的囚素。在这种特定坏境
中,鸟类选择什么样的繁殖模式 (代价与效益之比)?及迫使种或种群作出相应选 择 的
动因 (agent)是 什么?这些是一个极其复杂的问题。本文试图从窝卵数和巢型的关系,

对高寒草甸地区的 10余种小型雀形目鸟类的繁殖对策进行初步分析。

研 究 方 法

文中所用窝卵数资料于1976-1988∶ 年在中国科学院海北高寒草甸生态系统定位站附近收集。13

种鸟的营巢方式可分为以下 4种类型:

I.地面开放巢  巢筑在地面上、草丛中或地势低凹处。杯状、开放、巢型小、结构简单易暴
露,以百灵科 (Alaudidae)的 巢最典型。

2.灌丛技开放巢  巢置于灌丛枝条间,杯状、开放。巢壁为多层结构,保暖、隐蔽,类似树
栖鸟类的舆,如朱鸦 (〃 rg叼 c加 o佩 %矽 p″ z刀。四 )、 黄嘴朱顶雀 〈

`oo诩
腕s fJo帆 tos饣 ”s)的巢。

3.半洞穴半开放巢  在墙洞或建筑物缝隙中筑巢。洞内光暗,不易被天敌破 坏,如 树麻 雀
(P口sser mon幻△切s)、 赭红尾鸲 (P无oe祝 c勿r。s oc加 zros)的 巢。

d.洞穴封闭巢  一般筑在鼠穴中,距洞口1-2m深处,笔直或弯曲、洞口黑暗、巢型盘状或
风雪帽状。体积大,巢材丰富,多由羽毛和兽毛构成,巢壁厚实保暖。如撩颈雪雀 (兹 om访 rri夕 ,9zo

r%f讠 coJJ氵 s)和褐背拟地鸦 (Psc″dop odoces而 um油 s)的巢。

体重增长用 l Logistic方
程拟合,按邓合黎和张晓爱 〈1989)描 述的方法进行。共氽爹效见张晓

爱 (1982)。

结    果

(一 )窝卵数与繁殖特性的比较

1.窝卵数与巢型  将高寒草甸常见的 13种雀形目小鸟的平均窝卵数按地 面开
放、灌丛一半洞穴-半封闭、涧穴封闭的顺序排列于表 1。 角百灵 (E″勿印

`,:`口

河p“″打)、

小 云 雀 (刀口″

`口

 g″ J弘
`召

)、 黄 头 鹊 鸽 (Mo`″ f`J。  cJ″ e洳 )、 长 嘴 百 灵 (M河口″口̄

roryp`,口 彻口历卿口)、 鸲岩鹨 (Pr'″ e``cr″加c9‘

`or'“
)属地面开放巢类型,平均窝卵数为

3.11枚。灰沙燕 (RJ`″ f口 /·

`″

杨)、 白腰雪雀 (″口″″r七 J″口
`口 'z口

″o纟‘‘尺方)、 棕颈雪

雀和褐背拟地鸦属洞穴封闭巢,平均窝卵数为 ⒋73枚。 灌丛和半洞大半封闭的种类如

朱鹚、树麻雀、黄嘴朱顶雀及赭红尾鸲 么种鸟的平均窝卵数为 4.13枚 。说明巢型对窝卵

数有一定的影响◇实际上,这种关系是天敌对巢的危害程度的反映。黄头鹊鸽与百灵科

某些种类虽同属地面开放巢,但巢的隐蔽程度有所不同。本结果与芬兰地区开放巢与洞

穴巢鸟类的禽卵数的差异一致 (slagsvold,1981,1082)。 说明捕食者压力是影响窝卵

数进化的主要动因,因而为 skutch-snow的 天敌限制假说提供了证据。

2,窝卵数的时间分布  从表 1看出,角百灵和褐背拟地鸦分别为最小窝卵数和最

大窝卵数的两个极端,黄嘴朱顶雀则为中间类型。达 3种窝卵数的时间分布列于 表 2。

角百灵在 5月 下旬和 7月 中句有 2次产卵高峰,黄嘴朱顶雀和褐背拟地鸦只有
.1个

产卵

高峰,前者窝卵数具有随季节变化的趋势,后者则无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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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小型钱形目鸟类日弗傲与营建类型
1· at)】 e t  (Jlutch si'e :“ ld.ncsti:lg type of snlatl l)asseri,le,

种
spe

巢数
No,of
nest

名营 巢 类 型
Nesting types

地面,开放
Gronil 1,0pen

ε
`σ

filop乃 ″o oJpesfris

nr召 :。

"。
c。 r″夕Ⅱo 1田 ox”叨。

'Ifuvdc gu`口
】‘
`cPrumeIIo r“ 0`c“ loides

a.r。 |ccfllc cffredo

塞 卵 数
Clutch size

平均值
!Vlean

标准差
s.D.

2.36

2.77

2.98

3.16

4,30

.F=3.11

3.66

3.83

4,50

4.52
:̄4.13

角 百 灵

长嘴百灵

小 云 雀

鸲 岩 鹨

黄头鹌鸽

2
7
9
泓

m
2
7

m
1
6

范围
Range

1-d
1-4

1-⒕

2一4

3-6

3-5
3-5
3ˉ一工G

3-6

灌从,半洞穴,半封闭
silfub.

seIni-ho1e,and
se:〖li-Closing

朱:  口呜  ″mcgc1`。 “ms 9vf`owi

树 麻 雀  Pcss″ mo耐 c7】 Is

黄嘴朱顶雀 'oc耐Ⅱjs`“耐ros“ :s

赭红尾鸲  Pno召耐C“r“ s oo】 rt‘ ros

白腰
·
雪雀

. n.ro"`Irroi``c‘
。。2Jmo四 s奸 ;

棕颈雪雀   nfo71firrigil`cr“ ricoIIis

灰 沙 燕  Pipc汀 0 ripcrio

褐背拟地鸦
`sc“

dopodoccs伪
"田

“is

3-5
3-6
么一6

4-8

X

4.08

难.ld

1.83

5.86

灭
ˉ
=d,73

0.816

0.752

0.889

0.81‘

0,793

0.833

0.753

0.794

洞穴,封闭
Ifo!e, c16si:1g

总平均 Total mean 3.92

Tablc 2

违 2 6种臼形目鸟窝,9级的时向分有
·
r· iIne distribution of cuItch size in  3  species of sⅡ lall passerine.

角 百 灵
F·remophilc oJpcsfris

黄嘴朱预雀

'ccm姊
is rfcvJr。 s``Is

褐背拟地鸦
Pseudopodocgs ht‘ ml氵 Jis

日 期
Date 窝  卵  数   Clutch size

(⒊

17

19

lo

】6

1

10

‘

'

2.09

2.32

2.25

2,26

2,63

2.43

2.88

2,57

2,50

5 6 ΣX 9'

6.00

5.88

|6.00

|⒌
:0

6,00

4 X

2
2
姐

的

3
1
约

2
3
2
6
3
3
1
0

3
一 M 奎 5 6 7 ×

⒌ 1 -5,10

⒍ 】1-5,2()

5.21-5.31

6.1 -6.lo

C.ll-6.20

6.21-6.30

7.1 -7,lo

7.11-7.2()

7.21-7.31

8.1 -8,10

8,11-8,20

1
4
热

3
6
1
9
9
9
1
3
⒖

5

5
″

2
9
4
3

3.60

4.63

4.66

4.25

‘.25

由于窝卵数少的种类有可能产第 2窝卵,或在第 1次繁殖失败后产第 2窝卵,因此

个体繁殖期虽短,却有较长的种群繁殖期,一般为 2-3月 。窝卵数多的种类虽然个体繁

殖期较长,但种群繁殖期较短,一般只有 1.5-2.5月 。

3· 营巢类型与繁殖持续时间  巢型与繁殖期之间的关系如表 8所示。窝卵数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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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12种小型隹形目鸟类痴痴期的时间顸箅

Table 3  TiIne b【 ,dget of brceding p.eriod in 12  species of snlall passefine.

种  名
species

角 百 灵
E|re府 op而 !`cc`pcsuris

长嘴百灵
lr:Icm。 c。 rvp`1。  7沼c∝ j?Ⅱ C

小 云 雀
'-licudc 口1,,9″

`o
鸲 岩 鹨

严’
`Ⅱ`PIIC ru0纟

c】 foidFs

黄头鹊鸽
arotcciJI。  ci``cdo

朱  凼
△「/ccvchrc昭 ns pv了 2o四 j

树 麻 雀
Posscr″ o`tC"“ s

黄嘴朱顶雀

'cu△
1`:fs∫ IcvJros″ is

赭红尾鸲

`2`o`们

】c〃 r〃 s oChr△
`os

白腰雪雀
Mo″ Jrrig“ Io抑 cz【∶’lo:” s缸 ;

棕颈雪雀
aromfirrigilJ。 r】∫fcoJjfs

褐背拟地鸦
尸s召 :‘doヵodoc召 s

灌丛,半洞 |
穴,半封闭

shrtlb,
senli-llole aIld

se】ni-closillg

32-37

31ˉ··̌10

扭一43

33一在5

灰:=|32,5一 姓2.0

巢 型
Nesting type

地面,开放
Gfound,open

25-28

30一扭

把-29

25-29

32-37

Xˉ 27,2-31,4

繁殖阶段 (大) Reproductive phase(days)

产 卵
Egg-laying

雏期
Nestlin

总 计
Total

2-3

2-3

2-3

3-7

4-5

2-3

2-3

2一在

3-d

众一6

10-⒒

13-1在

8-10

11-12

11-12

3-7

5-8

5-8

7-10

12-13

13-15

13-15

M-17

12-1G

1()-15

20-30

15-16

17-18

2`i-27

在2-50

`12-53

61-79

X=娴 .0-G1.o

3-5

3-5

3-6

3-6

洞穴,封闭
IˉI01e, closillg

地面开放巢种类,繁殖各阶段所需时间较短,从营巢到雏鸟离奠只需 1个月左右。而洞

穴封闭巢种类各阶段的活动时间较长,从营巢到出窝需要 2个月左右。灌丛和半洞穴种

类繁殖期持续时间居中,约需 1.5月 左右。

4,巢型与其它繁殖特性  将 11种鸟的生长率,年繁殖窝数,新生雏与出飞幼鸟

体重之比,卵重、出飞幼鸟重与成体重之比按巢型排于表 4。 从表 4的生长率 K值看 出,

5种地面营巢种类平均生长率为 0.胡 7,其余 3种的平均生长率为 0.375。 其中
·
小 云 雀

最高,为 0.530,褐背拟地鸦最低,为 0,293。 地面开放巢种类雏鸟生长快,离 巢 早 ,

新生雏与出飞幼鸟体重之比 大,在 0.1左右。其它种类低于 0.09。 出飞幼鸟与成 体 重

之比,地面营巢种类小,约为 0.70,其它种类则在 1左右。

(二 )繁殖对策的分析

在雀形目鸟类中,窝卵数的变化是一种重要的繁殖对策 (Burlcy,1980)。 从表 1列

举的 13种 鸟类的窝卵数与营巢类型的比较看出,高寒草甸鸟类窝卵数的变化与巢的隐蔽

程度有关,巢易暴露的种类窝卵数小,巢安全的种类窝卵数大。另外,从巢型与繁殖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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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3-6

1-8

孵 化
1ncubatillg

11

13

12 ,

10-13

13-14

12-13

12-13

m-14

营 巢
Nestiflg

12

10-12

13-1‘

9-12



表 4 11种鸟的痴殖特性和奥型
Table 4  Breeding feature and ilestiog type of ll species birds.

重景比 Weight ra0o
巢 型

Nesting type
种  名
species

生长率
Growth
rate K

年繁殖窝数
Broods
a year

新生雏/出
飞幼乌

Hatchling/
Fledgling

出飞幼鸟/
成体

Fledgli!lg/
Adult

().686

0.511

0,675

0.889

0.783

0,993

1.006

1.026

1.006

1~=024

0.935

鲜卵重/雌体
Fresh egg/
Fe1r alc

地面,开放
Ground, open

角 百 灵
￡
·
r纟研ophilc ufpesiris

长琚百灵
nreic"ocorup乃 ° ″·c∝ i氵

"o
小 云 雀

'“
cudo g:JI9“ Jo

鸲 岩 鹨
Pr叨 mellc rI‘ bcc:‘ Ioidcs

黄头鹤鸽
a.f。 fcc;JJo cifrCdo

1-2

1

1-2

1-2

1

0.098

0,066

o.114

0.099

0.087

灌丛,半洞
穴,半封闭

shrub,
se nli-hole,

semi-GIosing

洞穴,封闭
IIo1e,closing

树 麻 雀
P0ssg· momfomus

黄嘴朱顶雀
zco"功 js r′。耐r。 s氵 ris

赭红尾鸲
P乃 oemic叨ros oc`Ir〃 ros

自腰雪雀
Mom△ rrigij`o抑 c〃onows丙

棕颈雪雀
MowirfigijJ0`” ricoI】 s

褐背拟地鸦
F)sct‘ dopodocgs `III″ oJis

0.430

0.401

0.293

,C==o.375

0.112

0.095

0.122

0.089

0.1d2

0.097

的时间长度 (表 3),年 产卵高峰 (表 2),生长率、出飞幼鸟与成鸟体重之比等参数 (表 4)

来看,窝卵数最小的角百灵和窝卵数最大的褐背拟地鸦分别代表了两种繁殖对策。

角百灵为高寒草甸的优势种,留 乌、杂食,食物资源丰富、种群密度大 (2,72只
/

ha,张晓爱等,1986),但亲鸟在能量资源的分配上选择产卵投资低,即低繁殖率 的 对

策。而褐背拟地鸦是当地的普通种, 种群密度低 (0.26只 /ha), 终年以动物性食物为

食,食物资源受环境的季节变化的限制,但亲鸟用于产卵的能量投资高,选择高繁殖率

的对策。我们把这两种繁殖对策分别假设为逐步投资及一次性投资对策。下面分别叙述

这两种对策的特点。

1.逐步投资 (cumulative investment)对 策  据 8种鸟的卵、雏损失率和损 失

原因 (表 5)分析,以角百灵为代表的地面营巢种类,因受天敌侵袭而造成的卵、 雏损

失都较大,卵的损失在 50%以上,而其余种类均在 40%以下。可见,巢易暴露的种类

育成 1窝雏的冒险性很大。因此,为了逃避天敌的威胁,这些种类的巢结构简单 ,‘ 雏鸟

生长发育快,从而使个体繁殖期短暂,同时,亲鸟以减少窝卵数来降低一次产卵的能量

投资,以提高子代质量 (即增加成活到繁殖年龄的概率);把节约的能量和时间用于加强

对雏鸟的照顾、巢域保卫及增强本身机能以延长寿命,把一次繁殖投人的冒险降到最低。

也就是说,自 然选择偏向于尽快育成一窝雏的个体,因而逐步投资对策主要体现了繁殖

速率的进化。这种对策选择者在第 1次繁殖结束或失败后还可用剩余的时间和能量进行

0.111

0~100

0.117

0,105

0.097

0,085

0,081

0,093

0.086

0.077

0.070

|

|

0.477

0.415

0.530

0.d91

0.520

.9C=· o.在 8·

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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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卯、雏损失的敌Ⅱ和原因
·

1·able 5 A△ 81ysis on aⅡ !ount and causc of the lost in eggs and ncstli:lg.

种
· 名
species ΣX

~角 百 灵
z·rgmop乃 ;`口 olp召 s扌ris

.'-长 嘴百灵
!0f eic,‘ocorgpn.c m.(】 岁J,"0

小 云 雀

'￡

f(,】Idc 夕“lg,‘ I(l

鸲 岩 鹚
Pr羽 ,leIIo r,‘ 0cc1‘

`oidcs--黄头鹌鹤
i1.rˉ otcc|IIc (,firedc

黄曙朱预雀
彳c。

`功
is r1。 ”r。 s″Fs

赭红尾鸲
f’汤oe叨 :c:‘ r″s oCh`:‘ros

褐背拟地纟鸦
Psc“ dopodocs 乃“m.jffs

·
表内数字为窝卵数,括号内为百分比 (%)The ounbers in the table are clutch size,the。 “mbers
i11 tlle parentlleses are pefcentage.

··包括寄生虫侵袭 Die ot starvation and pafasitosis.

第 2次繁殖。 增加一生中的繁殖次数, 来使适合度达到最大。 角百灵的两个产卵高 峰
(表 3)就是证明。

2.一次性投资 (once-invcstment)对 策  这种对策是亲乌在一次繁殖活动 中把

产卵的能量投资增加到最大,当年不再进行
|第 2次繁殖的尝试。其优点在于无第 2次筑

巢和孵卵的能量和时间消耗,使一次繁殖的生产力达到最大。该对策位于 K-r选择谱的

中间,相当于两面下注 (betˉhcdging)的 对策 (stcarn,1976;slagsvold,1982), 
自

然选择偏向于产最大生产力的个体。

本研究区域由于气候严酷,适合鸟类繁殖的时间短暂,因而大多数雀形目种类不是

由于筑巢和育雏期需要时间长,就是可用于育雏的食物资源的持续时间短,而选择这种
对策。如褐背拟地鸦因有较长的个体繁殖期,而没有第 2次繁殖的时机 (表 3)。 黄头鹊
鹆虽是地面营巢种类,但却为候鸟,且以水生昆虫育雏,这种食物资源的持续期极为有
限,就不可能有再次繁殖的机会。黄嘴朱顶雀虽则为留鸟,但以植物鲜嫩的种子育雏 ,

它必须使其育雏高峰与种子灌浆期相吻合,所以,它的繁殖开始时间较晚 (表 2),因 而,

也只有选择具有较大窝卵数的一次性投资对策。由此可见,可利用食物资源持续时间,

是一次性投资对策的主要选择动因 (selectivc agent)。

3.两种对策繁殖效益 (reproductivc benefit)的 比较  繁殖效益包括孵化率、雏
鸟成活率 (新生雏数/离巢幼鸟数)、 繁殖成功率 (新生雏数 /观察卵数)、 营巢成功率 (有

效巢数/观察巢数)、 生产力 (一对亲鸟一次繁殖的离巢幼鸟数)。 角百灵等 8种鸟的繁殖
效益列于表 6。 位于表上部的种类各项比值低,位于表下部种类的各项比值高。说明 地
面营巢种类,如角百灵、长嘴百灵、小云雀等的繁殖效益低,而其它种类繁殖效益高,

其中,褐背拟地鸦最高,其生产力是角百灵的 3.2倍。而实际上,角百灵的种群密度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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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

7么

36

13

17

51

ll

20

141

95

84

1在

1

39

16

8

54
(67.6)

31
(41.9)

23
(63.9)

5
(38.4)

8
(在7.1)

28
(5压 .9)

6
(54.5)

么
(20.0)

13
(16.2)

12
(16.2)

9
(25,0)

4
(30.‘ )

5
(29.4)

10
(19,6)

5
(45,5)

12
(60.0)

】3
(16.2)

31
(在 1.9)

4
(11.1)

4
(30.8)

姓
(23,5)

13
(25.5)

卵的损失 Egg lost

nest

29

雏鸟死亡 Nesuing lost

天 敌
Predaˉ
tioIl

天 敌
PredatioIl

50
(52.7)

63

13
(92.9)

15
(38.5)

6

‘4
(50,0)

同窝雏竞争··

sibling
Conlpetitio!1

亲鸟弃巢
A bandon
ilest

(20.6)

1在

(14.7)

13
(15.5)

在
(20.0)

(9.5)

1
(7.1)

1

(2.5)

10
(62,5)

4
(5(〕 .0)

亲鸟弃巢 未孵出
AbaildoIl i No

(17.0)

31

ΣX

(37,5) |



表6 8朴雀形目鸟类的安瘤效益
'rable 6  R.eproductive be:lefit of 8 species of passerines.

种   类
species

孵化率
I!lcubated

rates

(%)

雏鸟成活率
Nestling
stlrViVa1
(%)

-生产力
Pfoductivity

1.dl
(301/214)

1.压3
(180/126)

1,0?

2.40
(6()/25)

3.68
( 81/ 22)

3.27
(2在2/ 74)

~2.82
( 诳8/ 17〉

姓.57
(160/ 35)

角 百 灵
JE.rc洒 ophJIo clp召 sf`js

长嘴百灵
nfeIct:。 c。 r″ p`:‘ ; |田 c臼 J,“C

小 云 雀
彳:。 ,‘ d。 ‘,‘ I。“Ic

鸲 岩 鹨
J’ r“

`Icffc r△
b召 c“loid召 s

黄头鹘鸽
△fof【】cf`fc cf`rcd0

黄嘴朱顶雀

'ccF拓
is rlc‘

`,r。
sJ`is

赭红尾鸲
P`:oc,‘ Jc“ r,‘s oC而 /"ros

褐背拟地鸦
尸s(;“ do1,odoccs h“ “fljs

7攻 .52
(381/522)分

72,78
(254/349)

72.73
(114/198)

83.91
( 73/ 87)

98.99
( 98/ 99)

88.25
(293/332)

8d.85
( 56/ 66)

88,67
(180/203)

79.00
(301/381)

70.87
(180/251)

68.d2
( 78/11d)

82.19
( 60/ 73)

82.65
( 81/ 98)

82.88
(2近 2/292)

85.71
( 48/ 56)

86.89
(160/180)

:括号内为统计数 The nuillbers in parentheses are ceilsus,

褐背拟地鸦高得多,其原因在于前者部分个体参加第 2次繁殖,有较大繁殖潜力,还有

高的幼鸟成活率 (成活到繁殖年龄的比例)。

为了概述起见,以角百灵和褐背拟地鸦作为两种繁殖对策的代表种,将其繁殖特性

列于表 7,以示两种对策的区别。

表7 两种辂殖对策特征的比较
Table 7 A Go∶ I9pafison of two reproductive strategies.

逐 步 投 资
Cum.】 18tive invest:neot

一 次 性 投 资
once i‘ vest∶ llent

3
9
ˉ

9
9
7
8
8
2
9
8
9
3
3

3
9
.
W
.
瞅

W
.
8
ˉ .

w
.
7
2
.
聊

58.姓 6
(114/195)

6⒋ 】9
(95′ 1姓8)

60.在7
( 26/ 43)

65.00
(13/20)

85.29
( 29/ 厶3)

80.56
( 58/ 72)

营集成功率
Nestillg

(%)

⒏
″

57.66
(301/522)

51.58
(180/3姓 9)

72.73
( 在8/ 66)

78.22
(160/203)

代  表  种
RepresentatiVe specles

角  百  灵
El`c":op乃 ;Jc cfp纟 sfris

褐 背 拟 地 鸦
Ps召“dopodoces 乃“

"1|Jjs

巢 型 Type of nesting

营巢时间 T血e of nesung

一年繁殖窝数 Brood nunber yeady

窝卵数 C1】tch size

离巢幼鸟重/成体重 FIedgung/Admlt

雏  期 I’criod ol nestling

营巢成功率(%)Rate of nesting success

生产力 P:oductivity·

生长率 K gr0平 th r时 e

选择压 selecuve presure

开放,体积小 0pen,sinall
2-3    (days)

1-2

2.d

LoW低 (0,69)

11天 (漉 ys)

58.46

1.41

0.48

Predatof

封闭,体积大 Close,Large
20-30  (days)

1

d.9

High高 (0.9d)

24-26;尺 | (days)

78,00

.1.57

0.29

Continuative period of food
resourve f(Dr ilestli:llg

根据以上分析,可以初步认为一种鸟的窝卵数应是多种选择动因相互协调的结果,

而起主导作用的动因只有 1-2种。自然界没有同一的或固定不变的生命模式。自然选择

不断地把随机的、偶然的变异纳人非随机的、必然的轨道,把各种生物与有机的和无机

的生存条件的关系加以改进,使生物形成一种逐渐的、积累的适应趋势,表现出定向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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繁殖成功率
Breeding

l

(%)

繁 殖 对 策
R~eprodttctive strategies

—————ˉˉ———————————————————————ˉ‘—————————ˉ~——ˉˉˉˉ¨ˉ——————————ˉˉ———————————————ˉ



化。选择动因又是随环境的变化而改变的。因而我们提出的两种对策之间无严格界线 ,

也有交替选择的可能性,二者的变化关系还需进一步定量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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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imARY ANALVsls OF CLUTC● I sizE AND BREEDING sTRATEGY

FOR PAssERINE BIRDs IN ALPINE MEADOW

zhang Xiao′ ai and Deng iHeli

(W·o`Intv·esI PIc|cc“

'”

‘
`;`“

fc or BioI。。u, rhg ch|″ ese彳￠odc"‘v or sc;纟
"ccs)

Primary analyscs of clutch size and.b.recding strategy for 13 species in.passe-

rine birds were uIldertakcn, and thc information of using analysis were gathered

at the IIaibei R.esearch station of Alpine Meadow Ecosystelu,the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from 1976-1988,

1·he passerinc species studies wcre dividcd into thrcc groups aooording to the

typcs of nesting-thcy are: open nesting on thc grourld (c.g. E'纟 ″9口 P方 fJ口 口rP。‘
`'j‘

,

lr。 J‘;、口。。
'夕

`历

口 ,BJrf″。口, '亻 J‘:″

'‘

: g9``f`‘ J‘:,P'″
`,'J′

口 `″沙口r。‘Joi'口‘, ifor‘ :‘:jJJc oj,r‘ ?Zo),

holeˉ nesters(e.g.M· o”
`ffrjgir`口 `召

r″ c″ o″攻打, M· o`:j/rigfJJ口
'″

ricoJJJ‘ , P‘ e'Jo`口 ˉ

`口

ce‘ 乃″
`”

|Jj‘, RJP‘:rj‘: `j`口 riC); sCini-hole— nesters (J.roryc△ /口″.叨 ‘ `γ Jg0拗亻, P‘ ,‘ ser

″o″ ‘口″″‘,P1oe`jorr″‘or加“
`oF,'r。

刃而 j‘
/:口历 r。“

'打
)·

In general, clutch size of 5 species nesting on the ground Bre s“ la11er (mean

3,11 of a clutch) than those of 4 species,  hole-ilesters  (4.78). of d species o￡

other typcs are tnediate (‘ ,13).The results supported“ ncst predation’  hypothesis,

According to the rcsults,wc proposed two brceding stratedies for passcrine birds

in alpine lneadow. First, it w.as cuIn013tivc investm.ent strategy t△ at w.as adopt-

ed by ground-nesters With fewcr eggs laid (e,g. Ere″ 9@`方 F`口  口JPe‘,rif). Lower

investmcnt leVel i!∶l the first atte1〖 lpt, in wllich repcated attempts to nest in a sinˉ

gle breeding season was nlade possible) ctxlphasized risk-avoidance in evolution of

rcproductive rate.

second) breeding strBtcgy was called oncc-invcsttn.ent, which 、″as adopted by

most of spccies studied. It can bc argucd that a high dcgree of parental invest-

naellt of tii△ .e and cnergy in thc initial clutch and brood in.ay rcduce thc capability

of the bird to raisc further young in latcr attempts to brccd in that scason. IIu-

IIlC′ s Cround Jay (P.‘ 口rdo`o'oc′ ‘ 历″
`”

jJi‘) was thC rcpresentatiVc specics.

Key 、vords: Passcrincs; Clutch sizc; Rcprodutivc stratcgy, Prcdat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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