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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给出了雏鸟生长阶段的划分方法,并且将雏鸟生长过程划分器官形成、器官生长和

离巢前的准备三个阶段。

关键词 :雀形目雏鸟;瞬时生长率 ;生长阶段

雏鸟的生长是鸟类生活史对策研究的重要内容。迄今为止 ,对鸟类生长发育模式的

研究国内外已有大量报道(Ricklefs,1967,1968,1976,1984;O’ Connor,1977,1978;Casc,

1978;Werscllkul,1979;Drent,1980;Lma△ 983;Lilia等 ,1985;van Noordwijk等 ,1988;

Krebs,1999;Konarzewski,1988;夏 武平和贾相刚,1965;郑生武,1984;张 晓爱和邓合黎 ,

1985;张晓爱,1995;周 立 ,1988a,b)。 雀形目雏鸟生长曲线都是
“
s” 形 ,最初增长缓慢 ,接

着是一段迅速生长 ,此后又出现一段缓慢增长期 ,最后接近成体体重。整个生长过程是连

续的、变化的过程 ,但又是一种异速发展的过程。因此 ,生长阶段的划分对认识雏鸟生长

的本质和对环境的适应有重要意义。这类研究虽然已有大量的报道 ,但划分方法存在着

差异。如 ,夏武平和贾相刚(1965)将麻雀雏鸟的生长过程按形态和行为特征划分为 3个

阶段。Ricklefs(1976)把 雏鸟生长过程按雏期长度平均分为 4个阶段。由于这些划分方

法都未能确切反映雏鸟体重的实际生长变化。因此 ,作者在划分阶段的方法上作了一定

改进 ,现报道如下。

划 分 方 法

雏鸟的生长过程是一个
“
慢一快一慢

”
过程 ,其生长曲线呈

“
s” 形。对这一过程常用

L ogistic生 长模型、Go111perts生 长模型和 Von Bertdanffy生长模型来描述 ,其中,Logistic

生长模型最常见(张晓爱和邓合黎 ,1985)。 故本文采用 Logistic生 长模型探讨雀形目雏

鸟生长阶段。假定某生长指标(如 ,体重、体长、翅长等)i的 Logisuc方程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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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W(Ⅲ)=雏鸟的第 讠个生长指标在第 r日 龄大小 ;矽 =日 龄;叱 =第 犭个生长指

标的最大量 ;A” 么是常数。

1.瞬时生长率

雏鸟生长率的大小反映其生长过程和特性 ,所以它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生长参数(邓合

黎和张晓爱 1990,1994〉 。张晓爱 (1991)用 I ogistlc生 长模型模拟出常数 尼(一般用体重

这个生长指标的七)作为生长率 ,此时 尼表示的是相对生长率。虽然用此参数可以比较不

同种的雏鸟生长 ,但是它不能反映雏鸟整个生长过程中生长率的变化。因为在整个雏鸟

生长过程不是一个匀速过程 ,而是一个异速过程。另外 ,生长率曲线是正态曲线 ,但幼鸟

的生长率因受鸟体体型大小、发育类型、气候带、可利用食物资源、窝雏数及孵化方式的影

响(张晓爱和邓合黎,1985)还有左、右偏态两种情况发生。因此 ,本文用瞬时生长率(GR)

来描述这一变化过程c瞬时生长率是指某 t时刻某 i生长指标的变化量 ,等于 t时刻 i生

长指标生长函数 W(i,t)的一阶导数 ,所以对 Logis厉c方程(1)式求一阶导数 ,得到生长指标
i的瞬时生长率(GR(i,0)方程(2)式和瞬时生长率曲线(图 1)。

^^    Wi A`曲 g^即              '^、tIK z.)=(1+瓦F孑     kZ丿
由图 1表明,雏鸟生长指标 i的瞬时生长率先是变加速变化 ,至达到最大瞬时生长速

率后 ,变减速变化 ,逐渐接近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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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雏鸟生长率曲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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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各生长指标的生长期

多年的研究已在多种动物得到了证明,生长是连续附、异速的 ,并且是间断进行的 ,因

· 130 ·



而动物的生长必然具有阶段性。一般认为一个阶段转人下一阶段要发生质的变化 ,也就

是说 ,由 一种状态向另一种状态的飞跃。这种飞跃体现在生长曲线上是,即曲线某些性质

的改变 ,如增减性等。因此 ,我们依据曲线的突变点对雏鸟的生长阶段做一划分。

对 蜘彡访c方程(1)式求三阶导数 ,得到生长指标 i的生长曲线的两个突变点 A(ti,1)

和 B(ti,2)(图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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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囡I,2发现,焦 ti,l乏前,生长带标10绍田u,口时生长率较每,且J0加绥△|在 tl

和△,2乏冈,生长谐标增长橄饮,”时生长率变化锼大,开始加站助大,到拐点后加法法

小,并且瞬时生长率由于红“乏前和 J“2乏后的△时生长率。在红.2之后,瞬时生长率婿缭

下降并鼓u趋向曰,生长揩标趋于I大心。因比,A、 B两点是生长抬猛发生变化郁一时

菊,为进人下一个发有骱屡的特质春。

根揖上面的分析把嬖鸟笫 i生长指标的生长过程划分为好J0朗【薪生每一‘,“ ].怏

珀翔[ji.】
~,iz】和渐坤朗[△,z~i朵 l三个翔。

s.生长而展划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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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大值).根据雏鸟各生长推标的三个生长搠湖 喀岛的△个生长处翟划分为

[o~Tn,[T1-T21和 rT2一商再:三个生长阶段。各生长阶展生长拍标变化如交 1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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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不问阶段的生长指标的变化特性

Table l The cha·lge spocific of gmwdl mdex for tlle dlffcrent phases

生长阶段 (Growth phascs)

[0~T1] [rt~7· 2]

特  性

sp∝inc

各生长指标增长缓侵 ,变 化

不大 ,甚至有的生长指标没

有变化

各生长指标迅速增长,变 化明

显 ,逐渐逼近最大值。有些指标

在该阶段结束童 ,已 定形.

[T2-离巢]

各生长指标接近最大值,变化不

明显。有的生长指标停止生长 ,

甚至有些生长指标开始下降。

由表 1可知,在 [0~Tl]这 个阶段雏的各生长指标变化不明显 ,即 ,各器官变化不明

显 ,称这个阶段为器官形成阶段 ;在 [T1~T2]阶段各生长指标增长迅速 ,并且变化明显 ,

部分生长指标在该阶段结束时已经成形 ,称该阶段为器官迅速生长阶段 ;在 [T2~离巢 ]

阶段各生长指标接近最大值 ,并且有的生长指标停止生长,有的生长指标开始下降 ,逐渐
接近成体 ,称该阶段为离巢前准备阶段。

实  例

本文用夏武平和贾相刚(1965)报道的麻雀雏鸟的生长数据 ,运用上述方法对其生长
阶段作一检验。其结果示于表 2。

表 2 麻t缓鸟备生长阶段的工本特征

Table 2 The basls specific of the dlfferent pha∝ s of tr∝ spar⒑ w

项 目

Itent

生长阶段 (Gr。wtb pha【s)

【0~1.8] [6.4~离巢]
[1,8-6.4]

基本特征

hsIs

specilc

未睁眼、有卵齿、耳部由不显到

开始凹陷、前△与腕掌部近圆

状.第 1与 3指端同向。羽毛

未出生 ,羽区不显。体重增长级

慢。

由表 2看出,在 [0-1.8]阶段 ,是麻雀雏鸟器官形成阶段 ,进人[1,8~6.4]阶段时,各

个生长指标发生了很大变化,各个器官发育迅速 ,基本定形。进人[6,4~离巢]时 ,形态
基本没有变化。这与夏武平利贾相刚(1965)的划分阶段基本一致。区别在于划分时间
(就是指从一阶段进人下一阶段的时间)选取。本文通过生长曲线方程得到了划分时间
点 ,分别为 1.8天和 6,4天。而夏武平和贾相刚(1965)通过人为的分析而得到划分时间
点 ,分别为 3,5天和 8.5天。我们得到的划分时间比夏武平和贾相刚(1965)的划分时间
提前 1~2天 。这可能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方面,我们在划分生长阶段只选定体重这一个
生长指标 ;另 一方面,与夏武平和贾相刚(1965)人为的划分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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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雏都睁眼,视力达到最强 ,卵 齿全 全身羽毛发育丰满 ,体

部脱掉。耳部明显。前臂与腕掌部成 重、跗跛和中趾随着日

扁平状 ,皮肤开始攒向成皱,行行平行, 龄增缓慢逐近最大值。

发育成形。第 3指体向宽发育 ,1、 3指

蚶渐不同,发育成形。全身羽毛形成 ,

羽销生出。体重增长迅速。跗班,中趾

随宏日龄迅速增长。



小  结

(1)雏鸟在整个生长过程中瞬时生长率变化是先加速变化 ,至达到最大瞬时生长率

后 ,变化减速变化 ,逐渐逼近于零。

(2)通过各生长指标的变化过程 ,将雏鸟生长过程器官形成阶段[0~T1]、 器官迅速

生长阶段[T1~T2]和离巢前的准备阶段[T2~离巢]三个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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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ANALYsIs OF GRo)§ 〃III PHAsEs IN PAssERINES NEsrLING

z·h.a° Liang
(Nonllwest phteau Instltute of Blobgy,the Chul馊 Acadmy of se1.are,X血 吧 ,81(XX)1)

Abstract

Ths paper pmpooed a plottlr名 methnd of gowth phases in passenncs nesdIng,and dl访 ded the臼°wth
pnx∞s of n够 tling into three phnses:σ田n forInation,o吧 an g∞w山 ,and prepanng pluse for l∞访ng the

nest.

Key words:Passenn6 nestling;Instantan∞ Ⅱ gmwth rate;Gmwth pha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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