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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 颈鹤 (Cr″ ;`;grfro″订)是唯一的高原鹤种,属国家一级保护动物。近 10年来 ,

我国鸟类学工作者对其开展了深人广泛的研究。但是 ,对于黑颈鹤的筑巢习性、卵及其雏
·
鸟的生物学观察 ,至今国内外尚未见专门报告。笔者等 1986年和 1987年在四川省的若尔

盖、青海省的龙宝滩和青海湖泉湾 ,对 9窝繁殖黑颈鹤进行了研究,以对该鹤繁殖地评价

和预测提供依据。

一、巢的类型与巢材

黑颈鹤在地面营巢 ,繁殖区限于青藏高原的湖泊沼泽湿地 ,篥建于其间。置巢环境要

求不太苛刻。

(1)利用孤岛作巢。借助于开阔水域中的孤岛或呈星落状分布的群岛,多 以自然草地

卧伏形成。这些建巢的岛地 ,有着良好的植被和宽广的栖息活动场地 ,干燥不积水 ,土层

坚固 ,岛面距水面高 ,不会被水流或洪水冲刷切割 ,人畜野兽不能进人,是最佳的营巢地。

个在青海、四川工作期间,承蒙美国佛罗里达大学 Mary Anne Bbishop博 士,中国科学院西北高原生物所朱

申武和贵州生物所江亚猛同志协助工作,谨表谢意。

本文 1989年 10月 5日 收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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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州科学院生物研究所)

摘   要

黑颈鹤筑巢行为分精心、简单和不筑巢 3种 形式 ,似乎与巢位选择,周围能否获得巢材状

况有关,其 因果先后顺序关系尚未明了。按巢位归纳 ,可分岛地巢、泥堆巢、草墩巢、草丛巢和

临时巢等。

黑颈鹤卵色多样 ,有灰绿、橄榄灰、淡青、灰黄褐色及浅棕褐色 ,且随孵化时间的推移变深 ,

加重红色成分。在四川西北、青海繁殖区,5月 中下旬是产卵高峰期,6月 中下旬是出雏高峰

期。

自然条件下生长的雏鸟要比人工饲养条件下生长速度快得多。判断卵孵化是否正常 ,可

根据 15天后 ,卵是否以每天 2克左右速度失重来测定。



1987年 6月 ,笔者在龙宝滩见到的 2巢 ,就是这种环境 ;

1号巢没有实质性的巢 ,只 能称作巢位。它位于四面环水的不规则苔草孤岛上 ,岛面

离水面高处约 0.8米 ,岛长 13.5米 ,最宽处 8米 ,最 窄处 2,1米 ;宽 的一边为临湖开阔明水

面 ,狭的一边离湖岸约 10米。 在岛上繁殖孵化的鹤伏卧于紧靠明水面 1.1米处略凹的地

方(经鹤长期孵化卧压自然形成的)。 没有任何外来巢材铺垫 ,也没有任何营造痕迹 ,卵直

接产于草地上 ,仅 由于被鹤卧压使部分草生长不好而发黄,才使人能觉查到有巢的轮廓
(60× 50厘米

2),呈
弧型的底最深处为 4厘米。

2号巢是在一群被水沟分割呈星落分布群岛中最大的一个岛上 ,岛呈半圆球状 ,岛最

低处离水面 0.7米 ,宽约 4.66× 4.54米 2,面
积约 1⒍ 61米2,巢

位于岛中央 ,利用自然植被

直接卧压形成的。与 1号巢不同之处是窝里铺垫着 13根车前叶垂头菊枯茎,故微具营巢

迹象。巢径为 65× 70.1厘 米
2,底

巢深 3,9厘米。

这 2窝繁殖鹤共同特点是基本不营巢。因黑颈鹤产卵是在 4月 底和 5月 中旬,此时

海拔 4050-4200米 的龙宝滩气候依然是冬季景象,处于解冻化冰时期的植物还没出土返

青 ,鹳将卵直接产在坚硬光秃的岛地上进行卧巢孵化的。
(2)明水面处营巢。这类巢置于宽阔明水面中 ,是一种借助由淤泥与沉积的水生植物

混合堆积形成的巢。其营巢工作量大,并需要不断修补卧压。但这类巢是最安全和最少

干扰的。

作为巢材的淤泥 ,潮湿不坚固;孤立水中 ,没有供鹤活动的场地 ,容易被水流或洪水冲

刷切割变形。远观似
“
半漂浮的岛状物

”
,是一种最不稳定容易毁坏的巢。

显然 ,这一类型巢的鹤 ,产 卵前有营巢期 ,至少要达到泥堆高出水面 ,尔后产卵 ,并需

不断修补。当泥堆受到水流和瀑雨冲刷切割或水位上涨威胁时 ,雄 、雌鹤都要全力以赴进

行巢的添补工作。经观察雄鹤负责在巢周围水中,将沉积在水里的植物根茎、泥块用嘴

频繁地挖扯出来放置巢边 ,雌鹤再将其巢材加固平整堆高 ,并负责卵的移动,这种巢需经

常修补 ,不易见到卧压的痕迹 ,所 以取不到量度。1987年 6月在龙宝滩调查的 3号和 4号

巢即属此类。

6月 9日 观察的 3号巢 ,泥堆形状呈圆形平台 ,大小为 1,7× 1.7米 2,面
积约 2,26

米
2,台

面高出水面 0.26米 ,经鹤卧压成的椭圆形巢 ,与泥堆面齐平无深浅可量 ,其巢径
71× 60厘米

2。

经一次暴雨洪水冲刷,水位上涨之后,繁殖鹤明显将其进行了修补。 6

月 14日 查看 ,泥堆巢由圆形变成不规则椭圆形 ,巢面变斜坡状;高 端离水面 0,21米 ,低端

离水面 0.09米 ;面 积缩小 ,大小变为 1,5× 1.0米 2;鹤
卧压形成的痕迹消失 ,无法量度。该

窝经多次查看 ,作为巢材的铺垫物 ,均是从水域挖掘的泥块和带泥的水葱植物须根与杉叶

藻的根茎。

6月 9日 查看 4号巢 ,巢面为不规则的椭圆形平台,大小为 1,3× 0.9米 2,巢
面离水

面高 0.28米 ,经鹤卧压磨出的巢痕近似圆形 ,无窝凹,其巢径为 44× 49厘米
2,经

暴雨洪

水冲刷之后 ,鹤进行了修补。 6月 14日 查看,巢面大小为 1.24× 0.85米2,巢
增高 ,离水

面 0.42米 。卧压痕迹消失。泥堆面由于新堆放了淤泥块和杉叶藻根,显得凹凸不平,卵
也移了位。该窝的铺垫物 ,除了淤泥块和杉叶藻根茎外 ,更多的是从水中挖来的干枯丝麇

草。

(3)利用草墩作巢。草墩间为深沟,常年积水 ,草墩形态各异 ,地面植物覆盖较差 ,土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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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水侵蚀 ,原生长的植物根须裸露 ,草墩星罗棋布 ,散布在呈网状的水域中。由于草墩巢四

周环水 ,人畜野兽难以进人 ,活动余地大 ,巢 的根基较泥堆巢稳定 ,但是 ,草墩 由于地处草

甸低洼湿地 ,也会受到暴雨洪水淹没的危害 ,需随着水位上涨 ,加 高巢休 ,从而经常挖掘邻

近墩子上的泥块根团将巢修补垫高加固。 1987年 6月 15日 ,在龙宝滩见到的 5号巢即

属于此类型。该草墩近似三角形 ,高 出水面 0,17米 ,巢直径 2× 1.31米 2,呈
椭圆形 ,高 3

厘米 ,巢内径 50× 60厘米
2,深 2.5厘 米。巢材是从邻近草墩裸露部分啄来的带泥箭叶苔

草根团和少量鲜苔草叶”经啄碎平铺在革墩面上。这类巢在若尔盖嫩洼也有存在。
(4)利 用挺水植物作巢。这是一种以水中挺水植物为依托 ,卧 压自然草丛并另收集些

就近材料筑就的 ,其特点是巢材特别丰富 ,巢体也比较大。结构厚实紧密 ,不 要修补 ,有稳

定的形状 ,具各巢的基本量度。与吕宗宝(1986)报道的
“
碟型

”
巢属同一类型。

1986年 8月 和 1987年 6月 ,笔者等在青海湖泉湾和青海龙宝滩、四川若尔盖的嫩

洼、墨溪和黑河牧场见到的 4窝黑颈鹤的繁殖巢为草丛巢。

6号巢是营造在龙宝滩湖心水退落后形成的滩涂上。滩涂有多年沉积的枯丝蔗草大

面积的堆积。巢是经鹤用嘴和爪衔刨周围的枯丝廉草收拢卧压而成 ,呈椭圆平台状 ,高约
13.5厘 米 ,深约 7.2厘米 ,内 径约 48× 57.5厘 米

2,外
径约 95× 110厘米

2。

整个巢都 由丝

麋草堆积造成。

7号巢在泉湾发现 ,在一片平坦广阔的水草湿地中。水深仅 5-20厘米 ,人 畜和兽易

进出 ,不具备任何天然保护条件。巢型呈不规则的圆平台状 ,基部 由团块淤泥草根组成 ,

面垫铺着厚实的华扁穗草、圆囊苔草和杉叶藻一类枯萎巢材。 巢高 7厘米 ,巢径 90×

80.5厘米
2。

8号巢在黑河牧场地域 ,是架在一个被高原丘陵环抱的水泡子中生长的挺水植物灯

心草丛上。巢材是利用周围的植物盘架形成的。巢约 70× 60厘米
2,内

径 45× 45厘米
2,

巢高出水而 15厘米 ,巢 深 5厘米 ,几成圆型。

9号巢在墨溪地域 ,是在沼泽中 一̄块稍高出水面的地块上 ,长 120厘米 ,宽 lO0厘米 ,

鹤利用现存的干枯木里苔草丛 ,适 当添草修理垫补卧压而成的。该巢呈
“
蝶型

”
,结构紧密

厚实。巢高 5厘米 ,深 4厘米 ,外径 97× 110厘米
2,内

径 49× 58厘米
z。

是 9个巢中最

成型的。

(5)临 时巢。这是一̄种不作为产卵孵化而临时栖身的巢。在四川黑河牧场和青海湖泉

湾繁殖的 2对黑颈鹤 ,有过临时巢现象。

泉湾发现的临时巢,是守护安全的雄鹤在离孵化巢约 1米远的一族新圆囊苔草丛卧

压形成的。导致临时巢出现的原因,可能是干扰和外部环境出现异物引起。当时笔者在

孵化巢的边缘连续 1个星期大量撒放玉米、蕨麻和青稞 ,进 行人工投食性试验。

在黑河牧场发现临时巢 ,据分析可能也是与干扰有关。因为在巢里放置温度计后出

现的。雄鹤首先发生出走。不同的是临时巢离原巢在 100米 以外。筑巢时 ,雌、雄鹤都共

同参加 ,而且雄鹤还带 1只幼雏离开孵化巢过夜 ;另 1只与雌鹤依然留原巢栖身 ;1天后 ,

雄鹤带幼雏回原巢。筑临时巢的习性从未有过报道。其生物学意义尚不清楚。

综上所述 ,黑颈鹤具有精心营巢 ,简单营巢或不营巢等多种行为。这些不同的行为与

筑巢环境有关 ,也可能与个体本身有关。对于需要营巢的鹤 ,巢材的性质和来源 ,与巢位

周围条件有关 ,无特殊要求 ,但不用动物的毛羽和人类的生活用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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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四川若尔盖黑颈鹤繁殖区,常见作为黑颈鹤繁殖巢材的植物有灯心草 (J″侈御‘

sp.)、 木里苔草 (C″″ ″″
`j勿

‘:。 〉、华扁穗草 (B`”〃″J‘ J″ oco″ Pre“”)、 藏嵩草 (Ko-

3`“Jo,j拓
`ic口

)和杉叶藻 (Frip`留 ”s″刃驷
'订
)等。

在青海黑颈鹤繁殖区,常见作为其繁殖巢材的植物有剑叶苔草 (C″e.幽 s,∫。Jic)、 沙

生苔草 (C‘:''r″。。cro″″)、 圆囊苔草 (Cc″F口汤Jc氵‘
`口

'`s)、
华扁穗草、杉叶藻、荸荠

(E`Jor切 /打 sp.)、 丝 廉 草 (sc″

`笏

s了P.)和 车 前 叶 垂 头 菊 (C″仞⒄
`加'砌

私

``口

m●“ 氵-

″砌″)等。

卵的形态与色彩

黑颈鹤卵的量度,迄今国内外报道了 51枚卵的资料。姚建初等(1984)报道的 10窝

17枚卵,平均重量为 214.44克 ,最小的重 185克 ,最大的重 245克 ;卵径大的为 115×

64.5和 106× 66毫米 ,小的为 99× 62和 99.5× 60.5毫 米。吕宗宝(1986)报道的 22枚

卵,平均重量为 217~7± 3,24克 ,卵径的长度为 105.2± 0.98毫米,宽度为 62.89± 0.35毫

米。Ali(1969)报道的 12枚卵,卵径的平均大小为 10L2× 64毫米。

笔者等 1986年和 1987年在若尔盖、龙宝滩和青海湖泉湾收集见到的 16枚卵,重量

平均 19⒐5克 ,最重的 215克 ,最轻的 175克 ;卵径大的为 111× 58毫米和 1075× 6⒍ 6

毫米 ,小的为 95× 59毫米和 95× 61毫米(表 1)。

获 】 黑颈钳外的△度

△
·
able 1 The m.casureIt eilts of cgg of B18ck-necked Craile

号 数 长度(毫米)
Lcngth(iilill)

宽度(扈米)
wide(mm)

形态
Form卜;o

1

2

3

4

5

6

7

8

9

】o

11

12

13

14

15

16

lOo

lO3

95

97

99

lll

lO3

lO2

lO5

lO6

lO4,9

lO`,5

99

102.16

89

92

卵形 Egg form

卵形

卵形

卵形

卵形

卵形·Long egg form

形 Egg￡ o r iil

形

形

萝卩形.Long egg form

形 Egg foFm

形

形

形

形

卵形 Long egg form

9卩

罗卩

罗卩

长

甥,

9卩

勇卩

9卩

罗卩

在 自然界 ,黑颈鹤的卵:重量一般在 175-245克 ,卵径的长度在 95-115毫米 ,宽度

在 58-67.5毫 米。 用几何椭圆作图法将 16枚卵的轨迹画出来进行比较 ,其形态有卵形

和长卵形 2种基本形态 ,且卵形多于长卵形。

黑颈鹤卵的颜色,经作者对 16枚卵观察,可归为淡青色(4枚〉,灰黄褐色(6枚 )和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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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量(克 )
Wcight(g)

61

61

59

62

61

58

62

59

62

58

67.8

66.6

62.3

60.2

50

48



棕褐色(6枚)3类 ,并散布着不规则深浅不一的红褐色斑点 ,钝端较锐端密集明显。
经连续观察,还发现在自然界 ,黑颈鹤孵化的卵,卵壳的颜色与斑点随着孵化时间的

推移 ,会逐渐变化加重红色成份。呈淡青色和灰黄褐色的卵向淡棕褐色变化 ,呈淡棕褐色
的卵颜色会渐变得更深。同时卵壳上的红褐色斑点也会加深转褐 ,钝端的斑点趋向联接 ,

并由模糊变清晰。这种在孵化过程中卵壳颜色的变化,吕宗宝(1986)曾观察到。由此看
来 ,黑颈鹤的卵在自然界和人工孵化中,卵 壳的颜色都会随着孵化时间的增加发生变化。

在观察卵壳颜色变化的同时,我们还将黑颈鹤每窝卵的色彩与窝内的巢材及其周围
环境色调进行了比较 ,发现卵壳的颜色与所处的环境色调相似,具迷彩作用。

在黑颈鹤的巢中,作为巢材的许多植物 ,尤其是地被绿色植物,经鹤长时间孵化卧压
后会受热发酵,导 致植物变黄变棕变褐 ,这些变了色的植物相互混杂一团,远看恰好与卵
壳上色调和深浅不一的红褐色斑点近似,起到鱼目混珠的作用。另者 ,产于以绿色植物为
巢材之窝中的卵,颜色则呈淡青色;以 枯黄植物为材窝中的卵 ,呈灰黄褐色;以棕黄色植物
为主窝中的卵 ,呈淡棕褐色。所以,虽 然黑颈鹤在繁殖孵化时 ,经常将卵暴露在旷野之中 ,

由于具迷彩作用,卵亦是比较安全的。

三、雏鸟的孵化出壳与生长情况

黑颈鹤的受精卵经亲鸟孵化 31-33天,雏鸟即发育成熟出壳。经观查试验 ,可采用
4种方法判断正在孵化的卵是否受精 ,发育是否正常或坏死。

(1)在幼雏行将破壳前的 24-48小时内 ,将卵贴耳细听,能 听见卵壳中幼雏发出
“
o-

ji” 的微弱鸣叫;将卵倒置 ,能感觉到卵中幼雏与卵膜已分离脱落。
(2)孵化半个月前后的受精卵,卵壳的颜色与斑点会变深 ,红 色成分加重 ,钝端的斑点

会增大连成大块状。
(3)受精成活的卵,放置静水中,能见到卵在水里上下左右晃动,而不下沉。
(4)孵化发育正常的卵 ,会逐 日失重 ,每天递减 2克左右。在泉湾笔者将同窝 2枚卵做`

了失重观察。第 1枚卵初重 210克 ,孵化 9天后为 198克 ,下降 12克 ,在雏鹤临近破壳的
28小时前称重为 195克 ,共下降了 15克。第 2枚卵由于没有受精而坏死,初称重为 205

克,2次称重为 204克 ,3次称重为 201克 ,仅下降 4克。姚建初等(1984)报道;对同窝
2枚卵进行称重,第 1枚卵初重 200克 ,孵化 18天后称重为 180克 ,下降 20克 ;第 2枚卵
初重 200克 ,孵化 14天后称重为 182克 ,下 降 18克。

幼雏的破壳位置 ,观察到的情况与文献报道相符,孔多开在靠钝端卵的三分之一处。
1987年 6月 30日 10时 20分 ,在青海湖泉湾查看的卵,开始孔径约 2毫米,当 天 6时复
查时 ,孔扩大约 9毫米 ,能窥视壳中幼雏头部与嘴动,7月 1日 16时 31分再次查看 ,幼雏
完全破壳而出。此时 ,幼雏浑身被湿润绒羽 ,无力站立 ,闭目躺在窝中;卵壳被亲鸟压碎 ,

卵膜潮湿,帝鲜血丝;巢中遗留有黄褐色透明浆糊状粘液和灰黄色的半液体状雏鹤排泄
物。根据该窝呈现的情况推断,幼雏从开孔到完全出壳,约需 30小时。同窝 2枚卵出雏
的相隔时间约 24-72小时。

黑颈鹤的产卵和出雏时间范围,据作者在四川省和青海省 2年调查得知:每年的 4

月底至 6月中旬为产卵期,5月 中下旬是产卵高峰期;出雏的时间为 6月初至 7月 中旬 ,

· 1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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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ys

3日 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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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日 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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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日 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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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龄

Age

跗镰
(毫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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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量(只

Numb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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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8

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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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l‘ 620 285

嘴 峰
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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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8
21-24

6月 中下旬是出壳的高峰期。

黑颈鹤幼、雏不同 日龄段的生长量度(表 2):

表 2 果颈鹤幼雏不同年龄段△度

rable 2 The measurelnCnts of chicken of different age

生长条件
Crowing
condition

自然生长
Natura1
gfowlng

测量者
Gagger

瘳炎发
iao Yanfa

廖炎发
Liao Yanfa

作者

`s.uthor

廖炎发
LiaO Yanfa

作者

^,utho△

曰

人工饲养下

CrOwing
uFlder thc
artificial
feeding

■
Ⅱ
口

168日 齿令
168 days

16

316日 龄 17
316days

18

自然生长

Natural grOwing

180· 日龄
】80days

(1)1日龄雏鹤的量衡度。体重 105-142克 ,平均重约 130.6克 ;体长 170— 249毫

 ̄12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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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21

l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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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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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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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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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l 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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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l       l
l  1 900   1          1

l           l           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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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日 龄
|50 days

15

l15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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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 ,平 均约 19⒍ 6毫米 ;嘴峰 21-24毫米 ,平均 21毫米 ;翅长 27-38毫米 ,平均约 32毫

米 ;跗趿 43-48毫米 ,平均约 4⒍ 33毫米。
(2)在 自然界生长 1月 龄的幼鹤量衡度。体重 2300-2 5oo克 ,平均重约 2400克 ;体

长 570-640毫米 ,平均约 605毫米 ;嘴峰 58-65毫米 ,平均约 61.5毫米 ;翅长 190-240

毫米,平均约 215毫米;跗踱 180-190毫米,平均约 185毫米。 其体重平均每天增长
73.19克。

(3)在人工饲养下 1月 龄幼鹤的量衡度。体重 1000-1400克 ,平均重约 1200克 ;嘴

峰 40-47毫米 ,平均约 43.5毫 米 ;跗蹂 70-100毫米 ,平 均约 85毫米。其体重平均每天

生长 34.48克。

(4)在自然界 6月 龄幼鹤的量衡度。体重 5000-5250克 ,平均重 5125克 ;体长 1130

-1180毫米 ,平 均约 1155毫米 ;嘴峰 115-116毫米 ,平均约 115.5毫 米 ;翅 650毫米 ;跗

脓277-285毫 米 ,平均约 281毫米。 1月 龄至 6月龄内的体重 ,平均每天生长 18.16克 。
(5)在人工饲养下 6月龄幼鹳的量衡度。体重 4700克 ,嘴峰 110毫米 ,跗踱 240毫米。

1月 龄至 6月 龄内的体重 ,平 均每天生长约 18.12克。

由表 2看到,1月 龄黑颈鹤幼雏身体各部在自然界生长发育十分迅速 ,是人工饲养的
1月 龄幼雏的 2倍。 1-6月 龄间的幼鹤,身体各部发育生长减慢 ,在自然界成长的和人
工饲养的两者生长速度相似。

黑颈鹤的幼雏 ,刚 出壳时全身披湿润绒羽,嘴峰肉红或肉黄色,上嘴端约 3毫米处突

起一白色破壳刺;眼灰黑色,跗映和趾发亮呈肉红或紫灰色;体羽棕色或棕黄色,眼眶、耳

区、颏区、喉、腹及翼端的颜色稍淡。 1月龄左右 ,背、尾、腹、腿绒羽和跗嫌转灰褐 ;翼羽亦

转灰褐色,但混杂灰白色绒羽 ,并开始放缨,生长羽轴;头顶和颈淡棕黄色 ,耳羽突出。 2

-J弓 龄后 ,嘴峰转红色,头顶部转棕黄色,顶部下三分之一处为灰白色;背部灰黄色,颈和胸

部渐趋黑 ,混杂灰白和黄褐色羽毛 ;翼和尾上覆羽缓黑褐色。 8月龄前后,头顶部出现红

色,虹膜为黄褐色,颈部为灰黑色,背部灰色并残留着少量黄褐色羽毛 ,翼部灰白色并呈杂

浅褐色柳叶状斑。 1龄后形态似成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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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 OBSERVATION ON THE NEsT,THE EGG AND THE
CHICKEN OF BLACK-NECKED CR,AN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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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his is a spccial rcport about thc nest, thc cgg and chickcn of Black-ncckcd C)ranes. 

·
I·he

rcsults arc as follo、 š;

In accordancc 、vith spccific conditions of thc ground of ncst building about Black-ncckcd

Crancs,five sits of situation arc given hcrc: (1)somc ncsts arc madc w止 h thC hclp of island

ground in lakc, (2) somc nCsts arc rough inadc On thc hcap of nlud in lakc Or bubblc, (3)

somc ncsts arc rough rnadc On thc inound °f grass in watcr arca, (4) somc ncsts arc pain-

stakingly madc On thc hcap of grass in bubblc Or marsh,(5)somC ncsts arc made on thc 1cvcl

·;rollnd for tcnnporary living.
About the bchavior of ncst building oF Black-ncckcd Crancs, thcre arc thrcc reflcctions;

painstaking to Ⅱlakc, rough to 111akc and not to n)akC.

Dllring fron△ thc cnd of April to nliddlc of Junc evcry year, it is thc tilmc For fllc cgg-

laying of brooding Black-ncckcd (Cranc.  
·
Thc high tidc tirnc of cgg-1aying is in thc n)iddlc

of May and cach wcight of 67 cggs is 175-245g, and sizc is 95-115><58-67,5 rn~n1,   △
··
hc

c。 I。ir 。f cgg shcll is not only ashyis-grcen and o1ivaccOuishgrcy, but also slaty, bro、 vnish-isabel-

la and palcr rufous-brosvn; thc ColouI of cggs n】 ay change into dark and gct rcd Co111position

aftcr a long tilnc brooding.  'I· his Ilas thc rolc of camouflagc.

During fronl thc beginning of Junc to thc nliddlc of July cvcry ycar, it is thc birth tirnc

of chickcns. 
·
I· hc high tide tinlc of birth is fronl thc iniddlc to thc cnd of Junc. 

·
rhc 1】 )casurc-

nlcnts of chickcns arc as follo、 ·.s: thC body 掀 ight is 105-142g, body 1Cngtl1  170-249 inn】 ,

culn】 cn 21-24m1△ 1, 、ving 27—38 nin1, farsus 43-48 nli△ 1.

Whcn thc chickcns grow up for one。 △1onth in thc Ilaturc, tllc 1ncasurcⅡ lcnts of rhickens

arc as foll⒅ s: 
·
I·hc body 、vcight 1s 2,300-2,500g, body lcngth 570-640 Inrn, cuhcn  58-65

mm,wing 190-240n)m,tarsus 180-190m叽 and thc growth spccd of thcln is two亻 old of

the artificial brood.ing and rcarillg.

I【ey Words:  Ncst; Nest building; Egg; Ncstl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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