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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南充市区红头长尾山雀的巢址选择、 

繁殖习性与帮手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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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2003年 3月 ～2004年 5月 在 四 川 省 南 充 市 区 的 校 园 和 公 园 内对 红 头 长 尾 山 雀 (Aegithalos 

coneinnus)的繁殖 生态进行 了研究 。结果 表明 ，红头长尾 山雀在 2月上旬开 始求偶 、配对 。2月 中旬开始 

营巢 ，巢多筑 于圆柏 、风尾竹等上 ，营巢 期 10～11 d，影 响巢址 选择 主要 因素 6种 。3月初产 卵，窝卵数 

(5．17±0．41)枚 ；轮流昼夜孵卵 ，孵 卵期为 l4～15 d；育雏高峰期每 日9：00～10：00、16：00～17：00时 ，育雏 

期为 14 d。从孵卵开始到育雏结束 ，其中 3个巢均有一个帮手，与生殖鸟轮流孵卵和育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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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e nest—site selection，breeding ecology and helper behavior of Aegithalos co，lc nn were studied in 

northeastern Sichuan from March．2003 to May，2004．Th e results showed that A ．col'tcinnll~ began breeding in early 

March．Th e male and female nested together and the nest construction period was 10— 1 1 days
． Th ere were 6 factors 

that affected nest—site selection．111e clutch size was 5．17±0．4 1 eggs．Both female and male took part in incubation for 

14 to 15 days．Nestlings were fed by parental birds for 14 days and the peaks of brooding appe ar at 9：00—10：00 and 

16：00—17：00．During incubation and raising，there was a helper in three nest taking part in incubation and raising． 

Key words：Aegithalos coneinnu~；Nest—site selection；Breeding ecology ；Helpe r behavior 

红头长尾 山雀(Aegithalos cortcinnus)是一种 

常见并广布于东南亚 的农林益鸟 ]。在我 国 

是遍 布于中南部 的留鸟 ]，世界共有 6个亚 

种 ，我 国 国 内分 布有 3个 亚种 ：指 名 亚种 

(A．C．cortcinnus)、云南 亚种 (A．C．talifuensis)、 

西藏亚种(A．c．irealaei) 】。四川南充分布的 

是指名亚种 ，留鸟 。红 头长尾 山雀 主要栖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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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山地森林和灌木林间，以及公园、校园等人类 

居住地附近的小森林里，常十余只或数十只成 

群活动 ，主要 以鞘翅 目和鳞翅 目等昆虫为食 ，对 

当地植物 的保护有重要 意义 ]。对其繁殖 

生态学在 少量文献 中略有描述 。周立 志 

在安徽合肥紫蓬 山区对其繁殖习性进行了系统 

研究 ，但在城市环境下 的研 究还未见报道。 

笔者于 2004年 2～5月在 四川省南充市 区内的 

公园和校园对其繁殖 生态进行 了研究 ，以期 为 

该食虫益鸟的保护提供基础生物学资料。 

1 研究区域与方法 

1．1 自然概况 研究 区域选在 四川南充的西 

华师范大学 、西南石油学 院、北湖公 园、玉屏公 

园(下简称西师大 、油院、北湖 、玉屏 )及市郊 。 

详细资料参见文献  ̈“J。 

1．2 研究方法 2003年 3月 ～2004年 5月采 

用焦点取样法(focal animal sampling)(观察记录 
一 个巢 的红头长尾 山雀在巢周及巢附近的某一 

特定时间内所发生的行 为)和完全记录法  ̈·” 

(al1．occlllTence recording)(在一个 特定观察期 内 

记录红头长尾山雀的某一特征行为系列发生的 

全过程)对红头长尾山雀繁殖生态进行系统研 

究。从 2月起 ，每周用望远镜把样地调查一遍 ， 

由于红头长尾山雀营巢较为隐蔽，且巢多筑在 

较低 的乔木上和灌丛 中(2～7 m)，每次调查样 

地时 ，先用望远镜查看较高的树上是否有巢 ，然 

后对较低的树或灌丛认真搜寻一遍。如果发现 

巢 ，再用望远镜确认是否有红头长尾 山雀出入。 

此外 ，在样地调查期 间，如果发现有衔 小树枝 、 

草或细编织带的红头长尾山雀，则进行跟踪 ，尽 

量找到其营巢点。对于发现的巢，则连续跟踪 

观察，隔两天全天观察 ，每天的观察时间是6：O0 

～ 19：00时。将巢内出现首卵定为该巢进入产 

卵期 ，巢内孵出首雏定为进入育雏期 ，雏鸟飞出 

巢区不再归巢定为育雏期结束 。 

巢生境选择以巢址为 中心 5 m x 5 m样 方 

调查。调查营巢树种 、营巢树高 、巢 向、巢位高 

度 、巢上和巢下郁闭度 、乔木数量 、种类 、平均高 

度、人为活动、同种及异种个体巢数等可能影响 

红头长尾山雀巢址选择的参数共 19个 。其中， 

人为活动分 3个等级：高(根据全天观察计算， 

巢下白天平均每分钟 10人以上活动)、中(5～ 

10人)、低 (<5人 )；巢 向指巢 在营巢 树上 方 

向  ̈。数据用 SPSS 11．0统计软件分析处 理。 

通过主成分分析(principal component analysis)确 

定红头长尾山雀对巢生境选择的主要因素。文 

中数据用 X±SD表示 。 

2 结果与讨论 

2．1 巢生境选择和营巢行为 初春季节 ，红头 

长尾山雀常十余只或数十只成群活动 ，性活泼 ， 

不停在灌丛或乔木间跳跃 或飞翔觅食，一边取 

食一边呜叫，叫声低弱 。自2月上旬集群变小 ， 

开始出现求偶 、配对和选巢行为 ，比紫蓬山区的 

繁殖时间早 ，这可能是 由于所研究 的区域 2 

月份温度较紫蓬 山区高。主要选择在 1～5 m 

高的小乔木或灌丛中上部营巢 ，此处郁闭度高 、 

隐蔽性好 ，与周立志的观察结果相似 。巢址 

选定后即开始筑巢 ，样地首见 2月 14日营巢 。 

据 4巢观察 ，营巢期为 10～ll d。雌雄共同衔 

材筑巢，就地取材。筑巢时 ，红头长尾山雀一般 

先就地捡一些废旧编织带 (如破旧的化肥袋)、 

细草等搭建巢的主体框架 ，后在外层附着苔藓 ， 

最后 内垫 大 量 羽 毛。衔 材 的 日高 峰 在 上 午 

8：00时 ，日衔材次数 57．25±51．03(n=12)(图 

1)。在营巢后期双亲开始夜宿巢中。巢呈椭球 

形 ，结构复杂 、精细。巢材 由外 到 内依 次为苔 

藓、棉球、编织带、细草、羽毛等。巢口一般侧 

开 ，仅一个巢的 口开于顶部 。11个巢的数据测 

量为外径(9．60±1．87)cm X(8．1±0．83)cm，内 

径(5．5±0．40)cm x(4．63±0．36)cm，高(11．97 

±1．40)cm，深(7．53±1．o4)cm，巢 口径 (3．16 

±0．19)cm x(2．48±0．50)cm。巢材的组成与 

紫蓬 山区的类似 ，但巢 比紫蓬 山区的小  ̈。 

共调查了 18个巢址样方 ，其 中西 师大 10 

个 ，玉屏 4个 ，油院和北湖各 2个。对 18个参 

数(由于样方没有发现有同种鸟筑巢的情况 ，所 

以在做主成分分析时剔除了此变量)的主成分 

分析表明，前 6个主成分特征值均大于 1，累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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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红头长尾 山雀筑 巢衔 材频次 

Fig．1 Frequency of taking nest-material 

by A ．concinnus 

贡献率达81．66％，说明前6个主成分基本包含 

了 18个参数 的总信 息量。提取前 6个主成分 

并计算各变量特征向量(表 1)。 

表 1 红头长尾 山雀巢址选择各主成分的特征值 

Table 1 The initial eignvalues of  the component of the 

choices of  nesmng habitat of Aegithalos concinnus 

主成分 特征华 工献R
a

。率‘

tio o f A

累积

ccum

贡献

ulat 
c。 p0“ “t Eig “ al 

v arIce 。f c。n buti。n 

由表 2和 3知。第 一主成分 中，营巢树高 

与胸径、巢向和巢位高度，反映了红头长尾山雀 

对巢光照的要求 ，定为光照因子。第二主成分 

中，草本植物种类 、距水源距离的相关 系数明显 

偏高，反映了水源距离和巢材条件，将其定为水 

源和巢材因子。第三主成分中，相关系数较高 

的是乔木 的数量和种类 ，反映了上层的食物条 

件，将其定为上层食物因子。第四主成分中，相 

关系数较高的是巢上和巢下郁闭度、异种个体 

巢数 ，反映了巢周 的郁闭条件及与异种间的竞 

争 ，定为郁闭度与种 间竞争因子。第五主成分 

中 ，灌木数量和多度的相关系数较高，反映了下 

层食物条件 ，定为下层食物 因子。第六主成分 

中，盖度相关系数偏高，反映了红头长尾山雀对 

营巢区盖度的选择 ，定为盖度 因子。 

表 3中营巢树以圆柏(7次)为主，其次为 

凤尾竹 (3次)、棕竹 (2次)、罗汉松 (2次)、香 

樟 、小叶榕 、桢楠和黄葛树各 1次。人为活动高 

为 4次 ，中为 8次，低为 6次。巢 向是指巢在树 

冠的方位，以东(7次)和上(5次)为主，其次是 

东南(2次)、北(2次)，南 、西北较少 ，仅为 1次。 

2．2 产卵和孵卵 红头长尾山雀巢营造完成 

即开始产卵，每天产一枚卵，时间在早晨 8时左 

右，样地内进入产卵期最早见于 3月 5日，比紫 

蓬山 区的早 近一个 月 。卵 为长 圆球形 ，白 

色，略带砂土红色 ，卵重(0．70-1-0．05)g，大小为 

(13．63±9．24)mm x(10．39-1-0．69)mm(n=7)， 

卵较紫蓬山区的小  ̈。窝卵数为(5．17-1-0．41) 

(n=6)，比紫蓬山区 的少一枚左右 ，产卵期仍 

见亲鸟有衔羽毛补巢材行为。 

产满窝后开始孵 卵，雌雄 亲鸟昼夜轮流孵 

卵。当一亲鸟飞 回时，停在巢旁的树或 电线上 

呜叫，巢 内也呜 叫响应 ，等巢内亲鸟 出巢之后 ， 

巢外的亲鸟人巢 ，即完成交换 。夜间亲鸟均要 

归巢。孵卵期为 14～15 d，比紫蓬 山区的短 引̈。 

2．3 育雏及雏鸟行为 雌雄鸟共同育雏 ，雏鸟 

孵出后亲鸟即开始衔食育雏。育雏初期 (1～5 

日龄)，至少有一 只亲鸟巢 内暖雏 ；5日后亲鸟 

共同外出觅食 ，归巢育雏。育雏从 6：00～19：00 

时，日高峰在 9：00～10：00、16：00～17：00时(图 

2)，日育雏次数(100．25-i-36．94)(n=8)(图 3)， 

每次育雏 时巢 内停 留时 间为 (12．15 4-5．05)s 

(n=408)，两次 育雏 间 的时 间间 隔 (528．81± 

403．91)S(n=139)。育雏期 14 d，比紫蓬山区 

的短 。 

育雏期间，雏鸟排出的粪便由喂食后的亲 

4  2  O  8  6  4  2  O  

c0jF0芑 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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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巢树 种 

Nest tree species 

营巢树高(m) 

Height of nesttree 

营巢树胸径(cm) 

Diameter of nest 

巢向 

Orientation of nest 

巢位高度(m) 

Height of nest in the tree 

巢上郁闭度(％) 

Canopy cover above nest 

巢下郁闭度(％) 

Can opy cover under nest 

乔木数量 

Number of arbor 

乔木种类 

Spe cies of arbor 

乔木平均高度(m) 

Average height of arbo r 

灌木数量 

Number of shrub 

灌木多度(种) 

Species of shrub 

灌木平均高度(m) 

Average height of shrub 

草本植物种类 

Spe cies of herb 

盖度 (％) 

Coverage of undergrowth 

人为活动程度 

Hun m disturbance 

距水源距离 (m) 

Distan ce to water resources 

异种个体巢数 

Number of other bird nest 

一

0．183 —0．091 —0．333 —0．723 0．259 0．094 

0．795 0．074 0．352 —0．053 —0．008 0．242 

0．839 —0．167 —0．024 —0．223 —0．2 —0．288 

— 0．844 —0．041 0．085 —0．391 —0．071 —0．087 

0．765 —0．135 0．428 —0．024 —0 072 —0．017 

— 0．491 0．252 0．090 0．655 —0．219 —0．253 

— 0．069 0．292 —0．081 0．754 0．115 —0．079 

0．o08 0．399 0．8l1 0．138 —0．143 —0．144 

0．282 0．103 0．914 0．116 —0．058 0．082 

0．140 —0．358 0．073 0．221 0．046 —0．029 

— 0．094 0．083 —0．272 —0．137 0．849 0．259 

— 0．014 0．318 0．035 —0．013 0．895 —0．015 

— 0．09 0．533 0．268 0．194 0．430 —0．525 

— 0．188 0．834 —0．103 0．196 0 160 0．187 

— 0．11 0．303 0．007 0．027 0．300 0．791 

0．024 0．457 0．O93 0．399 0．442 0．280 

0．027 —0．872 —0．134 0．113 —0．255 —0 073 

0．065 0．253 0．076 0．694 0．04 1 0．233 

鸟衔走。亲鸟入巢十分警惕 ，每次衔食回巢 ，先 

停在巢旁的树或 电线上 ，观望 、呜叫 、往返飞入 

巢。红头长尾 山雀具有强烈的护雏行为。当人 

接近巢时，亲鸟在附近惊叫，甚至招来附近的同 

伴共同御敌 ，直到人离开后才停息 ，此与周立志 

的观察结果相似 ⋯。 

在 14 Et龄，亲鸟引诱雏鸟出巢，时间在 l0： 

00时以前 ，由亲鸟带领 在巢附近活动 ，常常挤 

在一个树枝上 ，相互取 暖，亲鸟继续喂食。2 d 

后远离巢区，结小群活动。 

2．4 帮手行为 在全天跟踪观察的 6个巢 中， 

共发现有 3个巢(2号 、4号和 5号 )出现了 3个 

成鸟，并且 3个鸟都参与孵卵 、育雏 、警戒 等繁 

殖行为 ，此现象说 明了红头长尾山雀繁殖期 内 

帮手(helper)的存在。以往 的研究并没有发现 

红头长尾 山雀的繁殖中存在帮手行为“ ，而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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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红头长尾 山雀巢址选择的主成分分类与命名 

Table 3 The characters of the major components determining nest-site selection of Aegithalos concinnus 

其亲缘种银喉长尾 山雀(A．caudatus)的繁殖 中 

存在 ，并且研究较多“ 。红头长尾山雀孵卵 

时 ，帮手主要与亲鸟交换 ，轮流孵卵。在育雏期 

间 ，帮手衔食，帮助亲鸟参与喂食。帮手行为的 

存在 ，保证 了整个孵卵和育雏期巢内至少一 只 

亲鸟，这保障孵化和雏鸟发育过程中所需能量 ， 

为其繁殖提供 了充足的食物和安全保障，有利 

于 提 高 繁 殖 成 功 率 和 整 个 种 群 的 适 合 

度 。如 。红头长尾 山雀的帮手参与孵 卵和 

育雏 ，可能是与巢 被毁掉 ，失去配偶 ，或没有生 

殖能力 ，或未找到配偶 ，或是亚成 年的个体 有 

关 ’ 。帮手鸟通过为生殖鸟提供帮助能 

够获得遗传上的某些好处 ，提高其繁殖成功率， 

同时也获得生殖经验，增加存活机会  ̈· 。 

这些方面尚需进一步深入的标记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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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红头长尾山雀的 日育雏高峰 

Fig．2 The peaks of raising of 

A ．concinnus in each d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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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红头长尾 山雀的育雏次数 

Fig．3 Frequency of raising of A ．concinnus 

2．5 人为干扰和巢址选择对红头长尾 山雀繁 

殖成功率的影响 在西华师范大学内连续全天 

跟踪观察的6个巢，只有④号巢繁殖成功，也仅 

出巢 2只幼 鸟。该巢共 产 6枚卵 ，幼 鸟出巢后 

仍然有一枚未孵化的卵，孵化率很低 ，可能与观 

察者的长期观察有关 ；①号巢在筑巢完成后弃 

巢 ，弃巢原因不清楚 ；②号巢在雏鸟 13日龄时 

连续下雨被冻死 ，次 日亲鸟弃巢 ，这主要是 由于 

剪掉部分巢上树枝，郁闭度降低造成的，应为人 

为干扰造成其繁殖不成功 ，因为观察者多次触 

动干扰 ；③号巢因在孵卵期测量卵径不慎破损 

一 枚而导致其弃巢；⑤号巢在孵卵期 间因测量 

卵导致其弃巢 ；⑥号巢在筑巢期间弃巢 ，弃巢原 

因不清楚。在玉屏公园见到 3个巢 ，但 由于发 

现时正处在育雏期 ，所 以没有进行全天跟踪观 

察 ，因而观察者的干扰就非常小 ，3个巢有 2巢 

繁殖成功，卵均全部孵 化，雏 鸟各 5只全部 出 

巢。本研究中，红头长尾 山雀的繁殖成功率较 

紫蓬山区的低 ，这主要是人为干扰过高的原 

因。 

致谢 承蒙西华师范大学珍稀动植物研究所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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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量 (U)，赫兹(Hz)，千伏 (kV)，国际单 位(Iu)。 

常见废弃单位符号：道尔顿(D)，克分子浓度(M)，当量浓度(N)，旋转速度(rpm)。 

②数 字用法 

a．世纪 、年代 、年 、月 、日、时刻使用 阿拉伯数字表示 ，年份要写全 。 

b．凡处在计量单位和计 数单 位前 的数字 ，包括 9以下的个位数字 ，使用 阿拉 伯数 字。 

c．序号和编号用阿拉伯数字 。 

d．阿拉伯数字多位数不能拆 开移行。 

③ 数学公式 

a．重要公式、长式居中排 ，简单的、叙述性的式子串文排。 

b．数学公式中运算符号、缩写号、特殊函数符号用正体，字母表示的函数和一般函数用斜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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