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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颈鹤 (C″‘″召″r。

`J‘

‘Przewalski〉 为我国特有珍稀鹤类。分布于西藏、青海、四

川、云南、贵州等省的局部地区,萦殖于青蔽高原的湖泊、沼泽草甸和沼泽芦苇地区。

对黑颈鹤的繁殖、越冬、分布和数量等都有专门的报道,但对其綮殖行为记述甚少。

为了加强对濒危种类的研究,我们于 1978-1979年夏季在青海省玉树县隆宝滩地区作了

絷殖行为的野外观察,同时于 1979年至 1981年在西宁动物园作了室内观察。现将观察

结果加以整理,报道如下:

一、发情交配行为

黑颈鹤是青藏高原上的夏候鸟,每年三月中旬从云贵高原分批飞回青藏高原的湖泊、

沼泽地区繁殖后代。 这时黑颈鹤结群活动于刚解冻的小溪流附近的沙滩中,到四月初开

始分群。亲鸟不断驱赶它们的亚成鸟,这种驱赶一般由雄鹤担承,有时雌雄鹤也共同驱

赶。被驱赶走的亚成鸟渐渐结集成群 ,到 四月中旬逐渐离开繁殖区,飞往更高更远的高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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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经王祖祥、李德浩二同志审阅指导,在此一并致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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沼泽地带度过炎热的夏天。

黑颈鹤雌雄两性的体形和羽色均甚相似 ,但雌鹤体短稍圆,体羽稍灰;雄鹤体形窄长 ,

体羽稍白。鸣叫时,雄鹤发出单音节的
“
ga-ga-”声:雌鹤发出复音节的

“
gago-gag念一’声。

因此,在野外观察雌雄交配时,较易区别。它们的交配期约一月左右,每对鹤每日交配一

次,一般均在清晨或上午进行 (阴天、下雨、下雪不交配)。 见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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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发情交配期间,它们首先选择好自己的巢区,朝夕相处,形影不离。尔后雌鹤先发
出低微的

“
gu-glI-g沪 的叫声。边走边叫,逐渐靠近。当雌鹤发情到高潮时,两脚微微弯

曲,两翅展开,微微抖动。此时雄鹤迅速跳到雌鹤背部,两鹤颈部相交又,雌鹤尾部翘起 ,

雄鹤尾部向下,数秒或十几秒钟后,完成交尾 (图 1-2)。 雄鹤从雌鹤背上向前方跳下,两
鹤相对扑展双翅 ,翩翩起舞 ,同时两鹤嘴颈直向上空,发出

“gu5-gu名访一gu-’ 的宏亮欢快
的鸣声。我们曾在室内对雌鹤肛门开裂度作了测量:发情前,耻骨开裂度为 27毫米,三
月下旬 54毫米,四 月上旬增加到 6⒏5毫米,五月初(产卵期)可达 81毫米。

二、营巢产卵期的行为

黑颈鹤不同于其它鸟类,在产卵前没有专门的营巢期。在交配后,雌鹤在它们自己的
巢区选择适合于它产卵的地方。这些地方 ,一般不易接近 ,在露出水面,地势较高的草墩
上。巢均利用草墩上的原有杂草,如苔草(C″″ sp.)、三棱草 (召o`3o‘汕o御″s彻 c`·历″泌)、沙
草 (Cy`″〃f)、 针蔺 (E切扬o”“ p.)、 丝薜草 (s枷 p``c sp.)和 其他干枯的水草筑成。 因
此,巢底结构比较简陋,亦不完整。当发现雌鹤卧巢时,即刻产下第一枚卵。两鹤在交换
孵化过程中,继续不断加固和完善巢底。孵卵开始前雌鹤用嘴衔巢区周围的杂草,填到巢
内,而另一只雄鹤在离巢 2米左右的地方,用 嘴衔住杂草,甩向巢边,而孵卵的雌鹤再用嘴
衔住杂草填进巢里。筑巢的过程一般需要 1-4天时间,但个别的可达 7天左右。我们从
1979年 5月 15日 在室内的观察中,发现黑颈鹤也是先产卵后营巢。 它先将一枚卵产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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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上 ,在数小时内,将一米以外的干草和小树枝筑成简单的巢,然后伸长脖子用喙把卵勾

进巢里。

黑颈鹤的巢形和巢的大小各不相同。一般有椭圆形、近似椭圆形和近似圆形的三种。

巢的外径最大可达 1240毫米 ,最小为 460毫米 ,内 径最大可达 600毫 米 ,最小者为 210毫

米 ;巢高可达 160毫米 ,最低几乎与地面相平;巢深可达 60毫米 ,最浅为 24毫米。见表

2。

根据隆宝滩的观察 ,黑颈鹤的巢距各不相等,最短距离在 300米左右,最长可达 2-3

公里。我们曾发现二巢相距 4米左右,但一巢仅留下 1枚卵,却没有见成鸟再去孵卵,成

为弃巢。同时还发现一只鹤飞进另一鹤的巢区,离窝约 100米左右,而 在 200米以外觅食

的一鹤 ,迅速奔跑到这入巢区鹤的附近 ,咀颈伸直,扑 向前去,不断追赶,直将此鹤驱赶走

后再回到窝边。据观察,巢区的领域有一定的范围,一 般直径在 500-600米左右。

三、孵 卵 期 行 为

黑颈鹤从产下第 1枚卵后,便开始孵化。在整个孵化期,温度为 5-19℃ ,水表面温

度为 8-15℃ 30′ ,卵 表面温度 16-25℃ (从黑颈鹤离巢至开始测温需 1小时左右,测温时

间一般为上午 10时至下午 1时 )。

黑颈鹤的孵化是雌雄轮换进行。当一只活动的鹤飞回巢边,另一鹤即站立出窝,两 鹤

在巢周围寻视片刻,飞回的那只鹤进入窝内,首先用嘴啄几下巢周围的干草,然后用嘴和

爪翻动巢内的卵,接 着两腿屈膝,前胸向下贴住卵,双脚弯下,腹部着巢。我们于 1978年

和 1979年对二窝黑颈鹤轮换坐巢作了观察,结果雌鹤的坐巢时间为总时数的 2/3,雄鹤

的坐巢时间为总时数的 1/3。 它们的交换没有规律性,每天多至 7次 ,少者 2-3次。 在

野外 ,夜间孵卵一般由雌鹤承担 ,雄鹤站立巢边。从室内观察 ,有时夜间 12点左右还交换

一次。

高原气候极为恶劣,变化无常 ,虽然晴天,骤然也会狂风暴雨、冰雹倾刻之间铺天盖地

而来。当气候将要变化时 ,在 200-300米处寻食的一鹤 ,即发出短促
“
gub-guo” 的宏亮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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声,然后慢慢地向巢的方向走动。如果在狂雪、冰雹下来时,它就连跑带飞田到窝边,迎着

风雪、冰雹的方向,将头夹于翅下单腿站立在孵卵一鹤的身旁。

二年来,我们观察了十个窝,其中三窝各为 1枚卵,在三窝中一窝为弃巢,其余均为 2

枚卵 (图 3),共计 17枚卵,卵重 (17)平均值为 214.44(185-245)克 ,卵的大小,最大为

115× 64,5和 106× 66毫米,最小为 99× 62和 99.5× 60.5毫 米。同时,对其中一窝 2

枚卵进行称重,第一枚卵为 200克 ,经孵化 18天后,孵化卵为 180克 ,下降 20克 ;第二枚

卵为 200克 ,经孵化 14天 ,卵为 182克 ,下降 18苋 。卵经 31-33天 ,始孵出。破壳后的

卵壳成二半,比较完整,有时被亲鸟抛出巢外,睬成碎片。 2枚卵孵出的间隔时间为 1-3

天,从卵壳钝端 1/3处发现小孔后,到幼鹤出壳需 24小时。

四、育雏期行 为

幼鹤出壳后,二天内自己不会寻食 ,这时亲鸟也不喂食,仅带幼鹤在巢周围活动,有时

幼鹤模仿亲鸟,作无目的啄食动作。当幼鹤跑到水边时,亲鸟很快跑到幼鹚前面,用 嘴叮

住地面 ,并发出
“
gu-gu’的叫声,慢慢将幼鹤领田巢内。当我们捕捉幼鹤进行测最时,亲鸟

在我们周围,颈部不断屈伸,眼睛直视 ,前后奔跑,并发出
“
gu。 -gu沪的防御叫声,直至将幼

鹤放走,才停止这种行动。我们还常发现草原鹃 (/口加Jo r卵″)在幼鹤上空盘旋,雌鹤

将幼鹤藏于两脚之间,头颈直向天空,监视草原鸱的动向,而雄鹤跃起搏斗,能持续半小时

之久,直至将草原鹧驱赶走,才放心进行寻食。亲鹤喂养幼鹤时 ,将食物放置于幼鹚前面,

幼鹤能迅速啄食。在室内,经常发现亲鸟捕捉苍蝇等昆虫,有时放在幼鹤头前,有时幼鹤

直接从亲鸟嘴里叼走。当亲鸟找到赃食物时 ,亲鸟先将食物在水中漂洗干净,然 后再喂给

幼鹤。同时 ,我们观察到二只出壳不久的幼鹤,不能放在一笼舍内饲养,因幼鹤之间的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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斗现象十分厉害 ,直 至将另一幼鹤斗死为止。在饲养过程中 ,还 发现亲鸟将一只体弱的幼

鹤 ,用 喙把它啄死 ,带领另一只幼鹤继续寻食。

幼鹤在出壳后 (图 4),体重逐渐增加,当 饲养到 180天 ,体重达 7000克 ,嘴峰达 100

毫米以上 ,附踱达 240毫米以上 (图 5)。 幼鹤长到八、九月时,就随亲鸟离开繁殖地,在其

他沼泽湖泊地区活动,并 为南迁作飞翔练习。从九月底开始,黑颈鹤成群结队,会集在沼

泽草甸或沼泽芦苇地区,多 至 30-50只 ,少至几只或十几只,陆续向东南方向迁徙。最迟

可到十月中旬。迁徙时先在空中盘旋,越飞越高,常排成
“
一

”
字或

“
八

”
字形队列,亲鸟有

时发出
“
gu。-guF的叫声,幼鹤发出

“
ji-ir的细弱叫声,频频鼓翼,向 东南方飞向越冬场所。

小

经过几年的室内外观察 ,黑颈鹤在繁殖过程中,各阶段都有不同的行为。亲鸟在交配

前把跟随亲鸟一起活动的幼鹤驱赶走。交配时,雌鹤先发出求偶叫声,然 后雄鹤作出相应

的反应。当雌鹤产下第一枚卵后,就开始营巢,需时 1-4天 ,个别可达 7天左右。巢区的

领域性很强,一般巢区领域范围直径约 500-6oo米 。雌雄轮换孵化 ,但无规律性。在育

雏期,雄鹤担负警戒 ,雌鹤带领幼鹤进行寻食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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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BSERVATION ON THE REPRODUCTIVE
HABITS OF BIACK-NECKED CRANE

Yao Jianch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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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is paper recorded reproductive habits of∶ E;lack-necked Crane (Grus lligricollis)

observed fr(、 ll1 1978 t° ,prmg 1979 in Yusbu eotlllty Qinghai province alld from 1979七 o
1981 i△ l Xining zoo.

Black-necked Cranes fly back the Qingllai-Xizang plateau ii batches fro1rl the Y· lln~

∶【lanˉ Gu.izh【 )u|plate.au in tlle luiddle ten days oF△rarch every year,and breea il∶ l the Inar~

shland. ′rhe nlating begins at the nliddle of tlte days。 f April alla the peri。 d of lnating

is about one month,

E;lack-necked C)ralles have no special pcriod f()r building llest,  ′
rhe nest is accotnˉ

plished usually in 1——
4· days a￡ter tbe￡irst egg Was laid.

The illcubatioll beg· 1ns at the tilne when first egg appears.  ′
Ilbe nlale a∶【ld fenlale

incubate in turll, and the incubati1∶ lg period △lceds 31-83 days.

The young cra△ les usually follow the mother Orane and look ￡or ￡oods, the Father

crttIl(· deFenas tbeill agaillst the e区 terl∶lal natural enelu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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