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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寒草甸 5种雀形目留鸟体重的季节变化

张 晓爱  邓合 黎
(中 国科学院西北高原生物研究所)

体重与鸟类生物学的许多分支有关。它概括地反映了基础代谢、呼吸、循环、体温及

其它与飞翔有关的生理学特性。甚至某些生态学特征如领域性的大小、行为特征等都可

以用重量一 特征关系式 (y一 口
')作

种间和种内差异的分析比较 (CaldCr,1974)。

体重不仅有年间和季节的变化,而且还有日周期的变化。因此对体重的研究来说不

仅需要不同性别和年龄的较大样本 ,而且在取材时间上要尽可能一致。国外对许多候鸟

的迁徙及越冬前后体重的变化作了不少研究 (Darc,1977;King等 ,1981)。 然而对小

型雀形目留鸟体重的季节变化研究的不多。本文研究的是终年生活在海拔 3干米以上的

高寒草甸常见的 5种小型雀形目鸟类 (体重 100克 以下),它们是角百灵 (E″″。P川 c

dp“″订、小云雀 (刀‘,‘‘‘r。 g、

`g刀

口)、 长嘴百灵 (areI:″。r。 r夕 p加 ″or‘ ″口)、揭背拟地鸦

(P‘口‘‘
'。

Po洳″‘加″″行)及黄嘴朱顶雀 “ ″″此打 JJ口″ir口‘″打)。

一、材料 和方法

本项研究从 1983年 4月一1986年 5月在海北高寒草甸生态系统定位站进行。 标本

来源是在每月中旬 ,每天上午用猎枪捕杀,选用不同性别的成体 10只 以上.捕杀后立即

秤重或装人塑料袋中,密封存放于冰箱中冷冻,数日化冻后秤重 ,作为成体重(以下简称体

量)。 化冻后的重量损失一般不超过2%(Clark,1979)。 秤重用扭力天平,精确到 0.01

克。

二、结果 与讨论

1.平均体重的月变化                          ^^客 势

5种留鸟体重逐月变化的年周期曲线用图 1表示。 从每月体重波动的总趋势来看,

一般是夏季低,冬季高。但是每个种的变化出现高低峰的时间并不相同。角百灵和长嘴

百灵的最低体重分别出现在 7月和 9月 ,高峰期分别在 2月和元月,体 重增长分别为

6.2%和 6.3%。 小云雀从最低的 7月份到最高的 12月 份增高 14%。 褐背拟地鸦体重的

高峰出现在 3月份,比最低时期的 8月份增高 10%。 黄嘴朱顶雀的体重从 11月份的最

本文 1986年 II月 11日 收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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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5种 留鸟体重的月变化
F· ig. 1  Month1y variatio【 l in 、veigh.t of ● species 。f resident passcrines
M· m· 长嘴百灵 ; A.g.小云雀 ; E.a,角 百灵; P.h.褐 背拟地鸦; A,f.黄嘴

朱顶雀。图中横线代表平均值 ,矩 形代表标准差 SD;垂线代表范围 ;数字代表样本数。
1-lorizontal lines fepresentlileans,reGta n g.les iepresen.t stan.(iard,deviatio】 ls

of thc lnean, vertical lines feprescilt tlte range. Nult】 bers arc sainple siz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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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值到元月份的最高值增长 19.7%,在 5个种中增长率是最高的。

影响鸟类体重呈现这种变化的因素有下面几点。首先,鸟类体重的增加或减少主要

是受体内脂肪贮备水平的影响 (Dare.1977)。 鸟类在一年内的重要生命活动如繁殖、换

羽、迁徙、越冬都要比平常维持生命活动消耗更多的能量,从而直接影响了脂肪的贮备和

消耗 ,因此是体重变化的重要原因。

King等 (1981)指 出,在 候鸟中,春天迁徙前的脂肪贮备大于越冬前的脂肪积累;而
留鸟中,冬天的脂肪贮备是最高的。使得许多北温带的小型种类减少了严酯气候下饿死

的可能性。 同时他们还证实了这样一个假设:冬天体重的增加与环境温度密切相关 ,而

温度、雪覆盖、日照长短、夜间的长短等自然因素又与纬度有关 ,因而随着纬度的南移 ,

气候压力也随之从北向南改善,因而冬季体重的增加幅度逐渐减少 ,恰好说明了热带留鸟

体重没有季节变化的结论 (Ward,1969)。 本文研究的 5种鸟类地处温带 ,冬季体重增

大的情况也支持了这个假设。

Wilson(1975)认为出现在隆冬时期的最高脂肪贮备是对可预测事件的压力(而不是

长期的一般条件)的进化性反应 ,而这种贮备只能是在不平常的,但还不是生死关头所必

须的。许多实验已经证明日照长度的年变化对迁徙前或越冬增肥的开始和进行及有关事

件如性腺生长 ,婚 配前的换羽、迁徙活动等来说是一种主要的刺激或瞬间信号 (tempora1

cuc)。 光周期理论认为光周期阈(能对日照长度引起反应的临界值)及 日照长度变化的速

率与性腺的生长成正比 (King等 ,1981)。 某些从野外捕来或一直饲养在稳定实验室条

件下的种类进行 1年或更长时间的体重季节变化的观察发现 ,即使在及时的环境刺激不

存在的情况下 ,影 响体重季节变化的内部节律还是存在的 (King.1968)。 至于内部调节

体重变化的神经内分泌控制机理目前还了解甚少。 Mcter和 Burns(1976)用 白喉带鸦

(z@″ o″ic″口口J历 rofJ打 )所作的实验得出,肾上腺皮质激素释放分泌物的定时变化是控

制脂肪贮备季节性变化的主要因素。

另外,体重的季节变化也与食物供应有关。例如褐背拟地鸦终年以昆虫和土壤动物、

尸体为生 ,所 以冬季对它来说是食物来源相对缺乏时期,因而体重高峰出现在 3月份。3

种百灵科的鸟类冬天都以植物种籽为食 ,而小云雀 12月 份体重与 7月 份相比增加 14%,

远远超过角百灵和长嘴百灵。初步认为是小云雀冬季沿公路、田间取食谷物种子,而后两

种冬季取食草籽及少量谷物种子,因此食物质量的不同可能是造成体重增长程度不同的

一个原因。 全年食草籽的黄嘴朱顶雀元月份的重量比最低的 11月 份增高 19.7%,如 此

大的增长率可能因为它的平均体重只有 12克左右 ,相同的能量在小个体中发挥的效益不

如大个体大 ,单位体重能量的消耗也比大个体多的缘故 (Calder,1974)。

5种鸟的换羽期都在 8-10月 份,因此在繁殖期后的恢复期 ,体重稍增后又下降与换

羽的能量消耗有关。

2· 体重的性别二型性

大多数鸟类中,雄性大于雌性 (Amadon,1977),但 在有些种类中性别差异小 ,特别

是当雌鸟在卵形成阶段常超过雄性体重。

将 5种鸟的性别差异用 t测验检验(表 1)看出,黄嘴朱顶雀属于两性同型的类型 (t=

0,571,P)0,05),只 有在春季出现显著差异 (t-2·15490.01<P<0.05)。  其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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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 不同△节田佳仆I0异 的丑击性曰走
Table I  Differentia1 sigilificance coiipariBOn of seXual body

wtight in cacll season of 0 species.

种类
species项 目

IteIn

时间 Time

角百灵
Erc1叨.op乃 |J'

'fp6‘
/`‘

小云雀

':'″`og``Jgt‘ J'

72

2.424

o.Ol<<P·<0.05

lOo

lO.192

P‘(o.OI

64

3.237

P<0.Ol

57

1.478

P>· 0,05

282

5.335

P(0,Ol

长唠百灵
饣
`'″

()ror,9`,乃
褐背拟地鸦

P‘召‘
``opo`or召

‘
乃‘″氵

`“

黄嘴朱顶雀

'c夕

″彦乃订

`Jo″

j'。‘
`':‘

春季
spring

夏季
summcr

秋季
Autumn

120

5.840

p.<0.Ol

11o

4.447

P(0.01

114

6.855

P·<0,Ol

lOl

6.045

P(0.Ol

448

lO.530

P·<0.o】

51

4.412

P(0,01

58

3.992

P<0.Ol

50

5.842

P‘<0.0!

62

5.715

P‘<0.Ol

220

7.835

P<0.Ol

40

3,79o

P<0.Ol

44

5.099

P<0.Ol

41

3.525

P“<0.Ol

42

2.485

0.0〗 <P‘(0.05

97

4.55!

P(0,Ol

42

2,154

0.Ol<tP<(0· 05

58

1,240

P)>0.05

60

o.209

P>0.0,

62

o.546

P>0.05

223

o.571

Pˉ>0.05

I)

冬季
Wintcr

全年
Year

n· :样本数 sample number; t午:t值 t value; p· ′:棚率 probabi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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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个种都属于性别二型性者。

Johnston等 (1981)在研究家麻雀 (P“″
``口

″彻‘c彡
`‘

)的性二型与越冬死亡率的

关系时指出,鸟体大小性二型的长期维持除了主要由遗传因子决定外,还受生物能学的压

力,捕食者的压力,一雄多雌制的婚配系统,不同生态龛的利用等因素或这些因素的不同

结合的影响。

⒊不同性别体重的季节变化

现将雌雄两性在不同季节的平均体重、标准差、范围和样本数列于表 2,并曲季节变

¤ 2 不曰住助体I的季节变化
Table 2 season81 variation ill body l″·eigb~t ot botIt sexes.

种  名
species

佳 别
sex

夏  季
sumn】 ef

冬  季
飞V.i nter

♀♀

护 护

护 护

'.J'```'g“ `:f‘

:' ♀♀

0^护

35.05± 1.812●

(32· 5-4I· 0)

68

35,81± 2,335

(32· 8-40· 0)

71

36,69△ 2.117

(32· 6-41· 5)

57

32· 91生 1.916

(28· 6-37· 6)

43

32.54± 2.152

(29· 0-38· 0)

37

90.28± 6.623

(`0· 0-99· 9)

29

36.65± 2.783

(31· 5-43· 3)

18

12.72士 0.830

(II· 0-14· 5)

35

12.72± i.022

(9· 2-14· 8)

25

91.08± 6.370

(77· 0-1° 0· 9)

20

34.00± 2.342

(29· 9-38· 7)

46

33,38± 3.683

(2⒏ 5-42· 0)

23

BO.50± 6.751

(66· I-96· ‘)

33

39.51± 2.762

(34· 3-46· 0)

17

37,4,± 2.554

(32· 4-43· 4)

25

13.55± 0.964

(11· 8-15· I)

36

13.68± 0.891

(l1· 2-】 5· 1)

27

36,I6± 2.403

(32· 0-41· 7)

75

33.45± 2013
(29· 5-38· 5)

47

31.21± 2,972

(23· 2-34· 5)

17

8⒐ 09± 4.58I

(79· 0-lO0· 0)

37

81.76± 7.】 53

(73· 4-lO0· 0)

21

40.21± 2.220

(36· 1-44· 5)

27

37.`5± 1.⒐ 54

(34· 5-41· 7)

17

13.32±0.88z

(II· 6-1,· 1)

17

雀一不
"
.

33.36± 3.24】

(29,8-40.0)

45

32.64± 2.470

(28· 0-40· 0)

63

34.73± 2.153

(29· 9-40· 4)

34

32.78± 2,114

(27· 5-36· 5)

34

30.52± 2.471

(2,· 5-36· 7)

37

87.07± 6.02】

(70.0-99.0

30

30.86± 1.⒐ 03

(27· 5-34· 0)

27

长嘴百灵

”rc:‘:″°c。 r,′ p乃
` `″ '/′

″召 79.68± 5.523

(70· 0-94· 3)

2!

37.63± 2,302

(34· 4-41· 5)

25

♀♀

护 护

♀♀

护 护

♀♀

39.22土 1.884

(35· 2-42· 8)

23祸背拟地鸦

P‘●:‘

`op口 `or●

‘ 乃rm,‘!‘‘

黄嘴朱顶雀

'r`″ `乃

;‘

``'v″

o‘

`r‘

‘

35.58士 1.836

(32· 0-39· 7)

19

12.75土 0.851

(l1· 5-14· 2)

34

13.07± 1,II4

(lO· 3-15· 0)

24

12.65± 1,063

(9· 5-I4· 5)

25

衤Mean+sD平 均值十s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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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  季
spring

角 百 灵

Erc``° p历‘J'':pcj``‘ ‘

秋  季
Autumn

80.54± 6,162

(69· 0-94· 6)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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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

·rable 3
表 3 不同佳尉体●幸节变化的显扌佳曰定

significance test 。E seaso:lal Variation ill scxual body weight.

性别
sex

种  类
specles

F值
F

角 百 灵

E`●
`″

°p乃 JIg oIpc‘
``“

小 云 雀

':日

“
`'留

“J‘昭′0

长唠百灵

″d`″ cco`,p历
`″ `,:`,B‘

福背拟地鸦

P‘饣″
`。

po`o‘‘·‘乃“″:,ff

黄喏朱顶雀

'‘
`″ `乃

△

`:口

‘″
`os●

″‘

1.440尔 △

1,285扌

7.301t● ↑

5,474中年平

2.482+△

o.15】 卡

5.660平△扌

6.230尔△礻

7.140衤 衤+

l1.800+++

中 P>0.05;十 中0.OI(P<0.05;Iti P(0· 01。

化显著性的 F测验(表 3)看出,小云雀、褐背拟地鸦和黄嘴朱顶雀雌雄体重的季节变化

都有非常明显的差异。角百灵和长嘴百灵雄性体重的季节变化有显著差异 (F=3.440,
0.01<P<0,05和 F-2.428,0.01(P(0.05);而 雌性的差异却不显著 (F=1,285,
P)0.05和 F-0.151,P)0.05)。  雌雄季节变化规律在 5个种中也不完全相同 (图

2)。 褐背拟地鸦雌雄变化的曲线几乎是平行的 ,变化规律一致。长嘴百灵雄性冬天最重 ,

雌性春天最重。角百灵在冬天雌雄都最重 ,而雄性在夏天最轻,雌性在秋天最轻。小云雀
雄性夏秋体重相近 ,而推性夏天比秋天轻。黄嘴朱顶雀雌性春天最轻,夏天最重。前面 4

个种的雌性在春季体重都比夏天高,这是因为它们的产卵高潮期都在春末夏初。黄嘴朱
顶雀的繁殖高潮期在仲夏(张晓爱,1982),所以雌性夏天体重比春天高。可见 ,产 卵对雌
性体重变化有较大影响。

小   结

1.5种小型雀形目留鸟的体重有明显的季节变化。一般是夏季低、冬季高。 只有褐
背拟地鸦的体重是冬季低 ,春季高,是与它们冬天吃单一的动物性食物有关。

2· 角百灵、小云雀、长嘴百灵、褐背拟地鸦 4个种的体重都表现出明显的雄大 ,雌小的
性别二型性。黄嘴朱顶雀两性之间无明显差异。

3.5种 留鸟,雌雄体重的季节变化表现出不同的季节变化规律。一般说来,雄性夏季
重量最轻 ,冬季最高;雌性较易受产卵、孵化、育雏等活动的影响,一般春季体重较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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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AsONAL VARIAT10N IN BODY WEIGHT OF FlVE
sPEC1Es OF REsIDENT SMALL PAssERINEs 1N

ALPINE MEADOW

AIl investigatioIl on se3sonal variatioil in adult body weights of fivc parsserines species

(HornCd Lark, Er召 仞op乃JJ口 口

`p“

″订

`sma11 skvlark,'`σ
″

'cg“
Jg‘

``口`Long b111cd calandra
Lark,arcr口 ″口c。 ryp乃c狃口″f私口丿 Hume’ s Cround Jay,P‘ 饣″zo`口

`″
cF乃″″JJ订 and Twitc,'cˉ

口″
`脑

rJ口″″os湘)was carred out from Api1 1983 to May 1986 at the s沉 on of Alpinc Mcad-

ow Ec()system.

Firstly,we measurcd tllontbly changcs in mean wcights of the fivc spcci6. All of thcm

showed markcd seasonal changcs from the lowcst lCVCl in summcr mont`to the highest in

wiIlter’ s, but in I△ uI11c’ sC·round Jay w.bich is thc lowest in l″
·
lnter tn.():lth.s and thc h1ghcst irl

spring’ s.  
·
rhcse variation p3ttcrils Were due mainly to fat delposition aIld thC lcvels dcpcnded

on feedillg co:ldition iil winter in.ollt△ s.

sccOIldly, an attcmpts o Illadc to tcst significaIlce of thc scxual sizc diin.orphlsm.of  all

spccies in cach seasOIl by t-test,Thc malcs arc bigger than fcmales,and thcre arc significant

differcnce bctween】卫ales and femalcs in four specics,but thc malcs and fcmalcs in Twitc

arc sirnilcr in tbree seasons eXcCpt in spriilg.

Fina11y,thc contrasting pattcrns of wcight changc scasona11y wcrc examined. Thc wc-

ight variation.is thc influilced.by brec· dillg,Inoult aild wiilteriIl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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