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冬季圈养灰雁行为初步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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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灰雁
/%3+$ &%3+$

是雁形目
=76>?+@*?A>6

鸭科
=7BC+)B>

雁属
/%3+$

的珍稀鸟类% 为深入了解人工饲养灰雁冬季

的行为节律! 以东洞庭湖救助的灰雁为研究对象! 利用目标动物取样法对灰雁冬季行为进行观察% 研究将灰雁的

行为分为取食& 运动& 警戒& 静止& 清理& 社会共
"

类! 包含
DE

种具体行为! 并对每一种行为进行了描述! 建立

了灰雁行为谱% 记录灰雁每一种行为持续的时间% 研究发现$ 灰雁不同行为最长持续时间差异较大! 灰雁休憩行

为最长可持续
D. A+7

左右! 但通信的最长时间仅为
!" 6

% 灰雁不同行为的最短持续时间则差异不大! 为
2F0E 6

%

白天行为节律的研究表明$ 取食& 静止& 运动& 清理是灰雁冬季所占时间比例较高的行为! 但各行为所占时间比

例在
0 )

中存在波动% 静止是灰雁行为所占比例最大的行为种类! 主要发生在上午和傍晚! 取食行为在
0 )

中存在

D

个高峰! 但受喂食时间的影响% 警戒主要伴随摄食而发生! 且摄食时会伴随较多其他行为% 冬季人工饲养灰雁白

天行为节律的研究对于灰雁的成功救助和人工繁殖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图
D

表
D

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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灰雁
!"#$% &"#$%

属雁形目
B.5(2*912@(5

鸭科
B.-&*8-(

雁属
'"#(%

鸟类# 列入$国家保护的有益的或

者有重要经济% 科学研究价值的陆生野生动物名录&

!

#

"

' 灰雁的笼养历史较早# 一般认为是西方家鹅的

祖先( 中国灰雁主要在黑龙江% 内蒙古% 宁夏% 甘肃% 青海% 新疆等地繁殖# 而在长江以南越冬!

!

"

( 当

前# 随着对鸟类保护意识的不断增强# 关于灰雁的研究日趋增多# 但相关研究主要集中在形态% 生理%

数量% 迁徙% 地理分布以及遗传等领域!

C"$

"

# 关于灰雁行为的研究则相对较少( 鸟类的行为一方面取决

于种类固有的特性# 另一方面则是对生存环境的反应( 马鸣等!

!

"对繁殖期野外灰雁行为进行了描述# 高

志瑾等!

D

"对繁殖期笼养灰雁行为日节律做了研究# 但国内尚未见冬季圈养灰雁行为节律的相关报道( 为

了深入了解灰雁的行为节律特点# 提高灰雁救助的成功率# 为灰雁的野外保护和人工饲养提供依据# 本

研究初步建立了灰雁行为谱# 并对冬季灰雁行为节律进行了初步研究(

#

研究地与研究材料

*+*

研究地点

研究地点位于东洞庭湖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丁字堤管理站鸟类救护中心)

!E#!$$C#3#$%F

#

==!&

G$$G!3=!%H

*( 洞庭湖地区地处亚热带季风湿润气候区# 受湖泊效应的影响# 光热充足# 雨量丰富+ 年平

均气温为
=$3"I=D3" '

#

=

月平均气温
C3JIK3D '

#

D

月平均气温
!E3" '

# 年平均降水量为
= !G"3"I

= KG"3" @@

# 无霜期为
!GJ3"I!DG3" 8

!

J

"

( 东洞庭湖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是国际重要湿地# 更是鸟类重要的

栖息地( 东洞庭湖共有鸟类
!ED

种# 隶属
=D

目
G!

科
=G"

属# 其中灰雁是优势种!

E

"

( 丁字堤救护中心主

要承担东洞庭湖国家级自然保护区鸟类日常监控与救护工作( 由于对鸟类救助知识了解不足# 在过去的

灰雁救助过程中# 偶尔会出现对救助鸟类饲养失败的案例(

*+,

研究对象

研究对象为东洞庭湖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丁字堤管理站鸟类救护中心
=!

只灰雁( 性别为
$

雌

$

雄# 体质量为
!3JIK3= L+

( 这些灰雁分别救助于
!"==

年
==

月和
!"=C

年
!

月# 主要受伤原因为被农药

毒饵毒害和被渔网缠住# 当前均十分健康(

=!

只灰雁被饲养于
=

个
G @ ( G @

的饲养栏内# 四周被铁丝

网围住# 顶上部被尼龙网覆盖# 内有
=

个
=3G @ ( =3G @

的水池# 联通自来水( 饲养过程中主要喂食季

节性蔬菜和稻谷# 散投# 无采食槽# 上午和下午各投食
=

次( 观测期间喂食的主要食物为包菜叶与稻谷(

*+-

行为观测方法

观测时间为
!"=C

年
==

月至
!"=K

年
=

月( 参考水鸟行为手册# 通过长期对灰雁的行为观察# 确定

灰雁各种行为# 并对各行为进行定义和描述( 实验开始前进行了几天的预观察# 确定典型的个体行为#

并进行拍照( 实验开始后#

!

人
=

组隐藏在角落观察# 记录灰雁行为( 在鸟类行为节律研究中# 由于视

觉疲劳容易影响观察结果# 同时野外的目标物种随时存在飞离的可能# 因此# 常用目标动物取样法进行

室内饲养物种的行为学研究!

="

"

( 目标动物取样法即用望远镜连续跟踪观察
C

只灰雁# 记录灰雁行为的发

生过程, 持续时间等内容( 研究的观测时间分别为
!"=C

年
==

月
!E

日至
=!

月
==

日#

=!

月
=E

日至
=!

月
!G

日#

!"=K

年
=

月
E

日至
=

月
!K

日( 每天观测时间为上午)

J

-

"""="

-

""

*# 中午)

==

-

"""=C

-

""

*# 下午)

=K

-

"""=$

-

""

*# 傍晚)

=D

-

"""=J

-

C"

*

K

个时间段)由于人为干扰# 瞬时扫描法的
=G

-

""

未获得有效数据*( 观测完成后分别对灰雁不同行为的频次% 持续时间等进行统计(

!

结果与分析

,+*

灰雁行为谱

将灰雁的行为分为取食% 运动% 警戒% 静止% 清理% 社会行为共
$

类# 具体包括觅食% 摄食% 饮

水% 跑等共
!"

种具体行为# 并对各种行为进行了描述)表
=

*( 取食包括觅食% 摄食和饮水
C

种行为#

由于离开了自然生存环境# 圈养灰雁不同于野外灰雁完全依靠自己觅食# 主要取食人工喂养的谷物% 蔬

JD"



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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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期

菜等! 灰雁的运动行为主要包括跑" 走" 游泳" 飞翔等! 在人工饲养环境中# 飞翔动作出现较少! 警戒

行为常伴随取食" 运动和静止行为# 由外界的干扰触发! 灰雁静止行为主要包括站" 休憩" 呵欠
!

种行

为! 呵欠行为可能发生在游泳" 站立等行为过程中! 清理主要指灰雁清理羽毛修饰等一系列行为# 主要

包括抖翅" 理羽等
#

种行为! 圈养灰雁观察的主要社会行为则包括通信" 打斗" 避让
!

种行为! 由于该

段时间为灰雁的越冬期# 故未观察到灰雁求偶" 育幼等繁殖行为!

表
!

灰雁行为及描述

$%&'( ) *(+,-./0.12 31- 04( &(4%5.1-+ 13 6-(7'%6 611+(

分类 行为谱 描述

取食 觅食 低头寻觅食物# 发现后啄取# 并用喙扒甩食物# 伴随有咬" 咀嚼动作# 最后仰脖抬头吞咽食物!

摄食 取食人工投放的食物# 双腿站立# 头伸入食槽内# 啄食其中的谷物等食物# 期间伴随有甩嘴动作!

饮水 喙伸入水中# 将水吸入口中# 头抬起# 向后缩颈将水吞入!

运动 跑 成直线状的快速向前运动# 身体不再左右摇晃!

走 双腿慢速交替移动# 头颈微缩# 身体摇晃缓步向前移动! 包括平头行走# 边走边东张西望!

游泳 二蹼足交替或单蹼足划水!

飞翔 绕笼内上方飞翔# 较少出现!

警戒 警觉
当意识到有危险临近或受外界干扰而中止其他行为

8

伸长颈部
8

头颈转动
8

四处张望# 常伴随在取食# 运动和

静止行为中!

静止 站
分单腿站立和双腿站立! 单腿站立靠一条腿支撑# 另一条腿置于腹部体羽内# 头凝视前方或埋于翅羽内! 双

腿站立则是双腿支撑身体# 头颈向上# 双眼睁开!

休憩 单腿站立或双腿并拢# 胸腹着地# 颈弯曲# 颈自然的收缩入羽毛内!

呵欠 非自觉地张开嘴
8

上下领相距较宽地张开
8

并在此基础上继续伸张!

清理 抖翅
包括打蓬# 振翅# 站立时身体强烈震动# 羽毛蓬松# 同时伴有双翅打开! 单侧翅膀自后向左右极力伸展# 同

侧腿后伸# 颈微缩保持平衡!

挺胸拍翅 头" 颈" 胸抬起
8

翅膀前后大幅度剧烈拍打!

理羽 双脚站立# 用喙整理身上不齐整的羽毛! 包括用爪挠颈和用喙啄!

嘴拌水 嘴伸入水中来回搅动!

抖头 头向前伸的同时左右晃动!

头颈蘸水 头颈伸入水中# 在快速抬起# 使水沿翅羽流下!

社会 通信 主要有惊叫声# 召唤声和群叫声! 惊叫声为高亢而响亮的咕咕声$ 召唤声是低沉且嘶哑的嘎嘎声!

打斗 头颈平伸# 几乎与身体平行# 追赶或用喙啄# 直至对方退让!

避让 颈伸直# 做顺从状# 快速跑开!

"#"

圈养灰雁行为的持续时间

通过对灰雁行为的连续追踪观测# 统计灰雁不同行为单次持续的最长时间和最短时间! 灰雁的休憩

行为最长可达
9: ;.2

左右# 远远长于其他行为# 而通信的最长持续时间为
)# +

# 较其他行为短! 在其

他行为中# 除觅食" 摄食" 走" 站" 理羽的最长持续时间在
<:: +

左右外# 其他行为主要集中在
):: +

左右! 各个行为的最短时间则类似# 除跑" 游泳" 头颈蘸水" 飞翔" 通信" 避让等行为的最短时间超过

): +

外# 其他行为的最短持续时间均只有
! +

左右%表
9

&! 在观察中我们发现不同行为的时间分配既与

该行为动作本身相关# 也与周围环境有关! 如灰雁的警戒行为# 当外界存在明显持续的干扰时# 该行为

的最长持续时间可达
9 ;.2

左右# 直至确认该干扰不存在危险# 才会结束该行为# 而当不存在明显的外

界干扰时# 警戒行为只存在于不同的行为间隙# 仅仅几秒钟的时间!

"#$

圈养灰雁白天行为节律

计算目标动物取样法
)9

只圈养灰雁不同时间段的行为种类总数! 圈养灰雁上午
=

'

::

%

=

'

:)!):

'

::

时# 后续表述同义&的行为种类数最多# 达
)<

种# 而
))

'

::

的行为类数最少# 仅有
=

种# 其他各时

间段的行为种类数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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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左右%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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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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笼养灰雁行为的持续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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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短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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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泳
9: !:

理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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避让
$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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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

嘴拌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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止类行为所占时间比例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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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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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时间段$ 取食类行为所占

时间比例均最高$ 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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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取食类行为所占时间比例高达
$7=9:?

% 取食& 运动& 警戒& 静止& 清

理& 社会等
$

类行为的时间比例最高的时间段分别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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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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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灰雁
$

类行为中$ 静止& 取食& 清理

等
8

类行为在不同时间段所占时间比例波动较大% 以静止为例$ 在
<

"

%%

该类行为所占时间比例高达

$9=<>?

$ 但在
>:

"

%%

的时间比例仅为
<=>;?

% 运动& 警戒& 社会
8

类行为的时间比例为稳定$ 且在各

时段所占比例均较低$ 最高不超过
>$=<!?

$ 警戒和社会行为在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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甚至很少发生'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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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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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目标动物取样法的冬季圈养灰雁白天行为节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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讨论与结论

鸟类行为节律是遗传与环境综合作用的结果$ 既反映了鸟类本身的生活习性$ 也反映了环境改变对

鸟类的影响% 对野外鸟类行为节律的研究$ 不仅是鸟类生态学的基础内容$ 也是鸟类保护的重要基础%

了解鸟类行为节律$ 对于防止野外毒鸟等违法行为具有重要意义% 而对饲养鸟类行为节律的关注$ 避免

干扰鸟类本身的行为节律$ 是鸟类饲养成功的重要方面$ 对于鸟类行为资源的开发也具有重要的参考价

值% 正是基于此$ 近年关于野外鸟类及饲养鸟类行为节律的研究较多% 赵匠等)

##

*通过对野外大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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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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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目标动物取样法的圈养灰雁白天行为种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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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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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第
"

期

!"#$%

的连续观测! 获得了大鸨繁殖期的活动时间预算和节律" 戴年华等#

#$

$利用瞬间扫描法隔
" %&'

对鄱

阳湖小天鹅
&'()*+ ,-.*/01%)*+

的行为进行了观测! 易国栋等#

#!

$隔
( %&'

对中华秋沙鸭
234(*+ +5*%/%!*+

越冬期的行为分配和日节律进行了研究" 此外! 有关学者对东方白鹳
&1,-)1% 0-',1%)%

! 丹顶鹤
64*+

7%8-)3)+1+

! 白枕鹤
64*+ 9181-

#

#)

$

! 白眼潜鸭
*+,-+. '+/01.

#

#"

$等珍稀鸟类行为节律均有研究" 高志瑾等#

2

$

对繁殖期人工饲养灰雁的行为进行观察! 认为取食多发生在上午和下午的中间时段! 中午的大部分时间

处于休息状态! 同时休息% 游泳% 孵化所占比例占
"34

以上" 本研究中灰雁的取食多发生在上午
5

&

33

到
63

&

33

和下午的
6)

&

33

到
6"

&

33

! 与上述研究一致" 饲养灰雁的取食行为高峰期一方面与其本身

的行为节律有关! 另一方面与喂食时间有关" 与上述研究结果不同! 本研究中灰雁休憩高峰分布于早晚

时间段! 这可能与灰雁所处时期有关"

*7*8

#

69

$对越冬期野外灰雁行为节律的研究表明! 越冬期野外灰

雁的取食高峰在早上和下午! 而在中午休息的时间有所增加" 这与本研究的结果不一致! 可能是由于长

期人工饲养改变了灰雁的行为节律" 该研究也认为灰雁会随着生境% 食物等外界条件的改变! 行为节律

发生改变! 灰雁的行为节律具有季节动态"

通过目标动物取样法对冬季圈养灰雁的行为节律进行研究! 共记录到灰雁
(3

种行为! 并将这些行

为归为
9

类" 对灰雁行为节律的研究表明& 取食% 静止% 运动% 清理是圈养灰雁的主要
)

类行为! 警戒

主要发生在摄食的过程中" 对冬季圈养灰雁行为节律的研究对于了解灰雁的行为特征! 进行灰雁野外保

护和人工饲养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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