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圈养条件下滇池地区越冬红嘴鸥的食物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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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食物对滇池地区越冬红嘴鸥( Larus ridibundus)的影响受到普遍关注。为 18 只红嘴鸥提供 2~ 6 种

食物连续圈养 4个周期共 28 d后放飞, 以探讨其食物选择特点。结果表明: ¹ 红嘴鸥偏爱新鲜的泥鳅、

小鱼、小虾等, 但也取食干鱼,以及面包、专用饲料、白菜等; º 红嘴鸥昼夜取食, 全天食物总消耗量随食

物类别增多而增加,为 1414~ 11816 gPd, 平均( 62167 ? 301 10) gPd,但受取食行为及食物可口性的影响; »

红嘴鸥有群体取食特点,少数个体的取食诱导, 导致某种食物或者某天的食物日消耗量增大; ¼改变食

物构成时,红嘴鸥要经过 1~ 2 d的取食试探才能正常取食, 短期饥饿弱化了这种试探过程; ½ 食物不

是影响越冬红嘴鸥体重的惟一因素,圈养提供了充足的食物但其体重减少,而同期野外红嘴鸥的体重则

从274 g增加到 369 g。作者认为 ,在滇池地区越冬红嘴鸥取食大量面包和专用饲料是对食物短缺胁迫

的适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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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food impact on the wintering Black-headed Gull ( Larus ridibundus ) in the region of Lake Dianchi,

Southwest China, became a serious issue. In order to find their food selection, 18 Black- headed Gulls were fed with

2- 6 kinds of food during the 4 experimental stages in 2 large cages for 28 days and returned to the wildness. The

results indicated that ¹ the Black-headed Gull preferred to feed on fresh loach, small fish and shrimp, but also took

dry fish, bread, special food and cabbage; º the food consumption, 62167? 30110 gPd averagely and changing from

1414 gPd to 11816 gPd, increased when more kinds of food supplied but influenced by the foraging behavior and food

edibility; » the colony forage behavior was usually induced by few individuals, resulting in the increase of some

kinds or total food consumption; ¼ the Black- headed Gull fed less food for 1 or 2 days before regularly forage when

food composition changed, which was weaken if they suffered from 24 hour hunger; ½ the body weight of caged

Black- headed Gull decreased while that of wild ones increased during the experiment period, which implied that food

supply was only one of factors influencing body weight growth. The authors argued that the wintering Black- headed

Gull in the region of Lake Dianchi was forced to take a large amount of bread and special food provided by human

beings to meet the lack of animal food in wildn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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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红嘴鸥( Larus ridibundus)是一种候鸟,在欧

亚大陆繁殖, 到非洲北部、印度、菲律宾和日本

一带越冬。在中国, 红嘴鸥的繁殖地在新疆天

山至东北齐齐哈尔和长白山一线以北,越冬地

广阔, 北起东北地区的南部, 西抵西藏南部, 东

至台湾,沿海各省常见
[ 1]
。

滇池地区是红嘴鸥在云南的主要越冬地之

一,从每年 10月中旬至次年 4月中旬滞留约半

年
[ 2,3]
。20世纪 80年代初,在滇池越冬的红嘴

鸥数量增加, 1985年部分红嘴鸥因食物不足而

飞入昆明城区寻找食物。自那以后, 红嘴鸥进

城区觅食引起广泛关注。1987 年开始进行了

红嘴鸥食性、人工驯养、配合饲料筛选等调查研

究工作,研制出适合红嘴鸥的专用饲料
[ 4]
。

在自然条件下,红嘴鸥主要以昆虫、小鱼、

虾以及软体动物为食
[ 1]

, 而在昆明城郊和城内

越冬红嘴鸥的食物则基本是专用饲料、面包和

馒头等植物性制品。在约半年的漫长时期内,

红嘴鸥取食植物性食物, 是喜爱还是被迫,尚无

科学证据。本研究通过圈养实验, 探讨红嘴鸥

在食物数量充足、类别多样条件下的食物选择

问题,为改进红嘴鸥越冬期食物组成提供科学

依据。

1  材料与方法

111  材料来源  昆明鸟类协会于 2007年 1~ 3

月期间,进行了红嘴鸥环志。在 1月份环志捕

捉的红嘴鸥中,选择无疾病无异常的红嘴鸥作

为实验材料, 5只幼鸟, 13只成鸟,共 18只。

112  实验场地  实验场地位于昆明动物园内,

为 2个笼舍。每个笼舍分内外两部分,内室为

长宽各 215 m、高 3 m的普通房屋,有出入门户,

供红嘴鸥休息和夜宿; 外室面对苗圃地,露天,

用透明塑料遮顶和铁丝网圈围, 长 215 m、宽

115 m、高 3 m, 空气流畅, 光线明亮, 与内室相

通。外室为红嘴鸥取食地, 设置固定的盛食物

浅盘 6个, 灰白色, 无光泽, 互不靠近, 也不靠

墙,以便取食,在墙角处设大水盆供洗澡、戏水,

设盛水容器供饮水。

113  实验设计和投食  18只红嘴鸥均分为 2

组,每组 9只, 分别圈养于 2个笼舍内,为组 A

和组 B,连续实验 4 个周期, 每个周期 7 d。在

周期Ñ开始的第一天给组A 提供食物, 而不给

组 B供食,饥饿 24 h后了解红嘴鸥遭饥饿后的

取食状况。为了避免实验用红嘴鸥遭受饥饿,

产生取食障碍, 一个实验周期结束, 则对换角

色,即给组 B 提供食物而不给组 A 供食, 并饥

饿 24 h。具体做法是: 当实验周期 Ñ结束进入

实验周期Ò时,对没有遭受 24 h饥饿的红嘴鸥

停止供食 24 h,对已经遭受 24 h饥饿的红嘴鸥

连续供食; 周期 Ó、周期Ô,依次对换。

所提供的食物种类按已有研究成果
[ 4]
搭

配,包括白菜、面包、专用饲料等植物性食物和

干鱼、鲜鱼、鲜虾、鲜泥鳅等动物性食物。根据

已有研究, 每只红嘴鸥的最大取食量为 105 gP
d

[ 4]
,本实验投放食物的总量设计为每只 150 gP

d。各实验周期提供的食物构成见表 1。

表 1  实验期间及其食物供给

Table 1 Food supplied during the experiment stages

周期

Stage

时间(月-日)

Date( Month-date)

白菜

Cabbage

面包

Bread

专用饲料

Special food

干鱼Dry

small fish

鲜鱼Fresh

small f ish

鲜虾

Fresh shrimp

鲜泥鳅

Fresh loach

Ñ 02-12~ 02-18 K K K

Ò 02-19~ 02-25 K K K

Ó 02-26~ 03-04 K K K K K K

Ô 03-05~ 03-10 K K

  K表示提供此类食物。K expresses the food supplied.

  每天投食实验分两个时段,即 9: 30~ 18: 00

时和 18: 00~ 9: 30时。每次投食时, 收回食物

盘中剩余及散落地上的食物,清除粪便后称重,

再投放已知重量的食物。投放食物后,面包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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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菜因水分蒸发而减轻重量, 在实验中进行校

正处理,即把白菜和面包放在外室一角落的小

笼子里,红嘴鸥不能取食,在相同时间内称量重

量变化,即面包和白菜因水分蒸发而减轻的重

量,以计算实际消耗的面包和白菜量。每次投

放和收回食物时, 更换供洗澡、戏水和饮用的

水,并打扫笼舍。

每个周期结束时, 给每只红嘴鸥称重。实

验结束后, 18只红嘴鸥全部环志放飞。

2  结  果

211  取食量随食物类别变化  实验期间,红嘴

鸥的食物日消耗量在 1414~ 11816 gPd之间, 平

均 ( 62167 ? 30110) gPd。这种变化与食物构成
和食物更替有关,更替食物构成的第一天,取食

量均较低(图 1)。在 4 个实验周期内, 食物日

均消耗量的递增顺序是: 周期Ô< 周期 Ñ< 周

期Ò< 周期 Ó,这与实验提供的食物类别多少

(表 1)呈明显的正相关,即在圈养条件下, 食物

类别多样化,特别是新鲜的动物性食物多样化,

红嘴鸥的食物消耗量增大。实验周期Ó提供了
6种食物,其食物消耗量是周期Ô( 2种食物)的

412倍(图 1)。

图 1 实验期间食物构成对红嘴鸥

食物日消耗量的影响

Fig. 1 Effect of food composing on the food

consumption of Black-headed Gull during

the experiment

周期Ñ至周期Ô见表 1。

See table 1 for stageÑ, Ò , Ó and Ô1
 

在实验周期 Ó,出现红嘴鸥因取食过量而

呕吐却继续取食的现象。2月 26日进入周期

Ó,发现争抢新增加类别食物的现象,并出现呕

吐。2月 28日至 3月 2日, 对红嘴鸥取食次数

进行连续观察,发现在 9: 30~ 12: 20时, 红嘴鸥

取食达 4~ 6次, 每次持续 15~ 30 min。由于取

食过多, 出现呕吐, 但它们仍然继续进食,直到

取食完新鲜鱼虾, 包括呕吐出来的新鲜鱼虾。

之后,取食活动减少,间隔时间达 60~ 90 min。

212 偏爱新鲜的动物性食物  从图 1可以看

出,周期Ñ、Ô没有动物性食物, 红嘴鸥的食物

平均日消耗量很低, 分别为( 4518 ? 519) gPd、
( 2419 ? 814) gPd, 周期 Ñ的食物日消耗量偏高,

与添加了白菜有关。在有白菜的条件下, 红嘴

鸥第一天就取食白菜 314 gPd, 但随后的取食量

减少,为( 212 ? 110) gPd。在昆明城区, 没有人

给红嘴鸥投喂白菜,圈养红嘴鸥取食白菜,可能

是其对新类别食物有新鲜感,之后,则选择取食

其喜爱的食物。

在实验周期 Ò,食物中增加了干鱼,红嘴鸥

的食物日消耗量增加到( 6515 ? 910)gPd,相当于

周期Ô的 216 倍; 在实验周期 Ó, 食物中增加

了鲜鱼、鲜虾、鲜泥鳅, 日消耗量增加到( 10317

? 1012) gPd, 相当于周期Ô的412倍。

从表 1和图 1可见, 提供干鱼增加了红嘴

鸥的食物消耗量,但在有新鲜鱼虾时,干鱼的消

耗量也很小。可能是因为干鱼质地硬,适口性

不佳,不易消化, 也可能是红嘴鸥取食行为影响

的结果。

可见, 圈养条件下, 红嘴鸥偏爱动物性食

物,特别是偏爱新鲜的动物性食物。

另外,从图2 可以看出,在新鲜动物性食物

存在的条件下, 红嘴鸥对植物性食物的取食量

有所下降,但并不明显减少。实验周期 Ñ、Ò、
Ó、Ô的面包和专用饲料消耗量分别是( 2118 ?

713) gPd、( 1719 ? 718) gPd、( 1213 ? 413) gPd、( 1515

? 515) gPd。不提供动物性食物(周期Ô)后,约

2 d就恢复到完全取食植物性食物(周期 Ñ )的

状态。

从图 2还可以看出, 红嘴鸥并不偏爱专用

饲料或普通面包。尽管在实验周期 Ñ ,面包消

耗量看似逐渐减少,而周期 Ò、Ó则是紊乱的,

#104#   动物学杂志 Chinese Journal of Zoology 43卷



  

图 2 4个实验周期食物的消耗量

Fig. 2  The food consumptions during the 4 experimental stages
 

在没有动物性食物的周期Ô, 面包和专用饲料

的消耗量均逐渐增加。也就是说, 红嘴鸥的食

物适应性强,在有喜爱的新鲜动物性食物时, 以

取食新鲜动物为主, 并且食量大增; 而在缺乏

新鲜动物时,则取食植物性食物,以满足生长发

育所需的营养和能量供应。

213  对食物变化与短期饥饿的适应  本实验

的4个周期是连续进行的, 当新的周期开始, 即

改变食物构成时,红嘴鸥无论喜欢或不喜欢新

提供的食物, 都要经过一个取食试探过程。例

如,周期 Ñ最后一天的食物消耗量为 4113 gPd,

周期Ò增加了干鱼,第一天食物消耗量为 5513

gPd, 第二天突增到 7813 gPd。周期 Ó提供的食

物最丰富,第一天的食物消耗量为 8711 gPd, 高

于周期Ò最后一天的消耗量( 6410 gPd) ,第二天

为9718 gPd,第三天为 10118 gPd。
短期饥饿弱化了这种取食试探性适应过

程。在每个周期的第一天不提供食物, 即饥饿

24 h,在第二天提供食物后就大量进食,而第三

天食量降低, 随后与不经受饥饿处理的有相似

的取食量(图 3)。显然, 饥饿时, 红嘴鸥会/ 饥
不择食0。

214  食物消耗量的昼夜差异  每天投食实验

图3  红嘴鸥对食物变化与短期饥饿的适应

Fig. 3 Adaptation of the Black-headed Gull

to food change and hunger

组A、组 B的处理见 113节。

See sect ion 113 for Group A and Group B.
 

分白天( 9: 30~ 18: 00时)和夜间( 18: 00~ 9: 30

时)。红嘴鸥全天性取食,但白天与夜间的取食

量有很大差异(图 4)。在整个实验期间, 白天

取食量为( 419 ? 317) gPh、夜间的为( 115 ? 015)

gPh。各实验阶段提供的食物组成不同, 新鲜动

物性食物投放后很快被取食完, 而专用饲料、面

包和干鱼却总有剩余。在整个实验过程中每天

都投放专用饲料和面包, 二者的消耗量也是白

天大于夜间, 平均值分别是 ( 119 ? 110) gPh 和
( 110 ? 014) gPh。在周期 Ó, 由于投放了大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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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鲜鱼虾, 红嘴鸥在白天大量取食新鲜动物性

食物,夜间取食较多的专用饲料和面包。

图 4 红嘴鸥昼夜食物消耗量( gPh)的比较

Fig. 4 Food consumption (gPh) of the Black-headed

Gull between day time and night time
 

215  取食行为影响食物消耗量  红嘴鸥的食

物消耗量与取食行为密切相关。投喂食物前,

红嘴鸥或休息或戏耍,一旦摆放好食物,都前来

取食。如果摆放的食物与剩余食物不同, 且很

喜爱, 就出现抢食现象。如果摆放的食物与剩

余食物相同, 它们少量取食后就分散开。在有

充足食物的条件下, 红嘴鸥的取食和休息、梳

理、洗澡、戏耍等行为交替进行。有1~ 2只红

嘴鸥取食某种食物时, 正在休息或梳理、洗澡、

  

戏耍的大部分红嘴鸥会跟随而来取食这种食

物,于是,这种食物当天的消耗量就增大。在一

天中,如果有嘴馋的红嘴鸥多次取食,也会引导

更多红嘴鸥多次取食,使得当天总的食物消耗

量增加。因此,在整个圈养期间,红嘴鸥的食物

日消耗量总是存在波动。

在圈养实验期间, 我们在翠湖及滇池草海

进行了观察,发现红嘴鸥是以群体方式取食的。

水面漂浮着食物,无鸟问津,一旦有红嘴鸥奔向

食物时,就会有 3~ 5只同伴前来争抢。或者,

成群的红嘴鸥在水面上休整,一旦有 2~ 3只飞

起,它们就大群地起飞,去取食投食者投喂的食

物。

看来,群体取食是红嘴鸥在野外形成的/固
有行为0,短期的圈养难以改变。

216  圈养不利于红嘴鸥的体重增加  在圈养

实验期间,红嘴鸥的体重由 298 g减少到 279 g,

而同期捕获环志的野外红嘴鸥的体重则明显增

加,从 274 g增加到 369 g(表 2)。由此可见,圈

养条件下,尽管提供了充裕的食物,红嘴鸥的体

重并不增加,说明食物不是影响越冬红嘴鸥体

重的惟一因素。

表 2  野外和圈养条件下红嘴鸥体重变化的比较

Table 2 Comparison of body weight of wild and caged Black-headed Gull

野外个体 Wild individual 圈养个体 Individual in captivity

01月- 01日 02月-13日 02月- 27日 03月-10日 02月-18日 02月- 26日 03月- 05日 03月-11日

数量 Number 105 122 101 25 18 18 18 15

平均体重 Average w eight ( g) 274 ? 11 324? 41 357 ? 44 369 ? 46 298 ? 56 290 ? 52 278? 51 279 ? 46

最大体重 Maximum weight ( g) 380 435 450 475 400 400 365 348

最小体重 Minimum weight ( g) 170 250 235 280 202 198 191 178

3  讨  论

在德国北海东南部的研究表明, 红嘴鸥分

布在海岸线 10 km以内的潮间带, 繁殖期红嘴

鸥粪便及呕吐物中的食物主要是双壳类、甲壳

类动物昆虫、软体动物、多毛纲环节动物、小鱼、

螃蟹、海星,以及少量杂草和谷物
[ 5]
。本实验研

究发现,红嘴鸥偏爱新鲜动物性食物,但同样取

食面包和专用饲料等植物性食物,说明滇池地

区越冬红嘴鸥是不偏食的杂食性野鸟, 主食动

物性食物。

在只有面包和专用饲料时,红嘴鸥的取食

总量( 2419 ? 814) gPd 仅是有新鲜动物性食物
时取食总量( 10317 ? 1012 ) gPd的 1P4,表明红嘴

鸥在滇池地区越冬期间取食面包和专用饲料等

植物性食物,是一种被迫行为,而且可能处于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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饿状态。这样, 就容易理解滇池地区越冬红嘴

鸥昼夜活动地点变化的现象了。黎明刚过, 它

们就直奔有人投喂食物的城区水域和滇池草

海,直至下午或傍晚才回滇池外海夜宿,原因就

在于滇池里天然食物缺乏而城区有人工投喂食

物。

那么,在滇池地区越冬的红嘴鸥取食是仅

仅依靠人工投喂度日还是取食天然动物性食物

呢? Musil等的研究表明, 1981~ 1991年期间,

捷克南部红嘴鸥的数量及其在水鸟中的比例

(分别是 4318%、4113%、4019%) 均呈减少趋

势
[ 6]
。与此同时, 滇池水域红嘴鸥的数量却呈

明显的突跃性增加
[ 3]

,红嘴鸥夜宿滇池水域, 约

70%的个体黎明后进入昆明城市中心区觅食约

215~ 815 h后返回滇池水域
[7]
。可以认为, 曾

经到过滇池水域的红嘴鸥/邀约0越来越多的同

类前来过冬。20 世纪 80 年代, 云南乃至更大

区域的湿地减少或被污染,迫使红嘴鸥寻找新

的觅食地。人工引进太湖新银鱼 ( Neosalax

taihuensis) (均重 0153~ 1136 g )等外来鱼种造

成滇池水域小型水产品种剧增
[8, 9]

,为正在寻找

觅食地的红嘴鸥提供了丰富食物
[10]

, 但尚未证

实滇池地区越冬红嘴鸥取食多少天然动物性食

物。滇池水域进一步污染及食物减少迫使红嘴

鸥进入城市中心区觅食。本研究结果提示, 滇

池地区红嘴鸥取食天然动物性食物的可能性很

大, 只是天然食物不足以供养前来越冬的所有

红嘴鸥。滇池地区湿地退化, 能否留住红嘴鸥,

关键就不仅仅是投喂食物问题, 更重要的是滇

池湿地的管理和恢复。

究竟多少食物才能满足红嘴鸥的越冬需

要? 这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正如本研究结果

显示,红嘴鸥取食量的大小受食物构成影响, 在

食物种类多,特别是新鲜食物种类多的条件下,

红嘴鸥取食总量明显增加。其次, 红嘴鸥的取

食总量与取食行为相关。Gorke 等在德国南部

的巴伐利亚北部,用无线电跟踪器研究了 5只

红嘴鸥成鸟,发现它们总是在相同的地方飞翔,

对觅食地有很强的记忆能力, 从而提高了觅食

效率并减少种内竞争
[ 11]
。本实验发现, 红嘴鸥

取食行为影响取食量。再次, 红嘴鸥取食量大

小与食物的可口性相关。在只有面包和专用饲

料时,红嘴鸥并不偏爱营养高的专用饲料,而在

有干鱼或新鲜鱼虾时, 红嘴鸥偏爱新鲜鱼虾,说

明食物可口性是红嘴鸥选择食物的重要判断依

据。

相关的研究表明, 红嘴鸥体重增加是有目

的性的。Cantos 等在西班牙的研究发现, 秋季

迁徙末期,红嘴鸥幼鸟的脂肪储存量要比成鸟

的大,而春季的成鸟较肥胖,认为脂肪储存量的

多少与繁殖活动有关
[ 12]
。Curtis 等在苏格兰

Clyde 河口的研究证明, 该地区全年有红嘴鸥居

住,但夏季红嘴鸥的数量( 1 350只Pkm
2
)是冬季

的 715倍,红嘴鸥全年捕食营养低的端足类甲

壳动物 ( amphipod) , 仅在夏季捕食营养高的毛

目环节动物, 是为迁徙做准备
[ 13]
。圈养状态

下,红嘴鸥/无事可做0, 也缺乏飞行锻炼,虽然

有充足的食物,但体重有所下降,说明食物不是

影响越冬红嘴鸥体重的惟一因素。

4  结  论

综上所述,滇池地区越冬红嘴鸥是主食动

物性食物的杂食性动物, 它们取食大量面包和

专用饲料是对天然动物性食物短缺胁迫的适

应,但是,不能排除它们取食滇池水域的天然动

物性食物。红嘴鸥的日取食总量与食物构成、

取食行为和食物可口性密切相关,但取食量的

增加并不一定使体重增加。促使红嘴鸥常来滇

池地区越冬是当前的一个热门话题, 为此,可能

的途径是: ¹ 恢复滇池流域湿地以增加食物
类别; º 改进专用饲料加工工艺以提高人工饲

料的可口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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