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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观察和研究重庆大学城白颊噪鹛(Garrulaxsannio)的白昼行为节律及时间分配特征。【方法】采用随机取样

和跟踪观察法观察和记录白颊噪鹛觅食、静息、运动、警戒、其他等5种主要白昼行为。【结果】白昼行为中,觅食、静息、警
戒无明显的节律性变化,运动和其他行为有明显的节律性变化(p<0.05)。觅食行为活动高峰出现在7:00~10:00和

16:00~18:00两个时间段。警戒行为在7:00~8:00,12:00~13:00和14:00~15:00发生频率相对较高。静息行为在

11:00~12:00和13:00~15:00有峰值。白颊噪鹛行为节律以觅食和运动行为为主,分别占日活动行为时间分配的比例

为44.48%,21.13%。【结论】白颊噪鹛的白昼行为节律及时间分配是对周围环境条件的一种适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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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物的行为时间分配与动物的能量和代谢有关,且因生态条件改变而发生相应的变化[1],是动物对不同环

境的一种适应,也是影响动物活动的全部因素在动物行为上的综合体现[2-3]。动物在长期的自然选择下,会选择

不同的行为时间分配和行为节律来应对不同的生存环境[4-5]。对动物行为节律和时间分配的研究,有益于分析

动物在不同环境中的适应对策和了解动物的生存状况[6]。目前,动物的活动节律已成为行为生态学研究的重要

内容之一。
白颊噪鹛(Garrulaxsannio)隶属雀形目(Passeriformes)画眉科(OldWorldbabbler)噪鹛属(Garrulax),在

国内广泛分布于甘肃、陕西南部至长江以南的华南及西南各省,主要栖息于海拔高度低于2000m的低山丘陵、
平原等地的竹丛和灌丛之中[7]。白颊噪鹛的相关研究主要集中在形态特征、分布、食性、繁殖、消化系统、声行为

等方面[8-12],而对该鸟的白昼行为节律调查研究罕有报道[13]。本研究以重庆大学城的白颊噪鹛为研究对象,于

2015年3月对该鸟的白昼行为节律和时间分配进行了调查研究。通过观察所获数据,旨在分析白颊噪鹛在不同

环境中的适应对策和行为特点,了解它的生存状况,以期丰富该鸟的行为学资料,并为白颊噪鹛的保护提供理论

依据。

1研究地概况

研究地重庆大学城位于重庆市沙坪坝区,地理坐标为东经106°18′10.5″,北纬29°36′46.2″。该地地貌归属

于川东平行岭谷低山丘陵区的一部分,气候属于中亚热带季风性湿润气候区,四季分明、雨量充沛,年平均气温

18.3℃,具有冬暖夏热和春秋多变的特点,年降水量1082.9mm[14]。重庆大学、重庆师范大学、重庆科技学院、
重庆医科大学等10余所大学坐落在重庆大学城,占地面积达3300hm2,各个学校植被覆盖率较高,植物物种较

丰富,生态环境良好。经过观察,研究区域内主要的植物有香樟(Cinnamonumcampora)、棕榈(Trachycarpus
fortune)、悬铃木(Platanusacerifolia)、银杏(Ginkgobiloba)、榕树(Ficusmicrocarpa)、女贞(Ligustrumluci-
dam)等;常见鸟类有珠颈斑鸠(Streptopeliachinensis)、白鹡鸰(Motacillaalba)、白头鹎(Pycnonotussinens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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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头长尾山雀(Aegithalosconcinnus)、白颊噪鹛(Garrulaxsannio)、鹊鸲(Copsychussaularis)、树麻雀(Passer
montanus)、乌鸫(Turdusmerula)、棕背伯劳(Laniusschach)等,其中又以珠颈斑鸠、白头鹎、白颊噪鹛、乌鸫等

为优势种。本研究的主要观测地设置为重庆师范大学大学城校区及附近区域。

2研究方法

2.1行为的定义和观察

正式观察前对重庆大学城白颊噪鹛的白昼行为节律先进行预观察,熟悉和掌握该鸟的行为及活动规律,并
对该鸟的日间行为进行分类。根据相关行为特点,将行为划分为:1)觅食:包括挖食、啄食、吞食和饮水;2)运

动:包括在树间的跳蹿和飞行及在地上游走;3)静息:包括站立不动及梳理羽毛;4)警戒:专注、警戒性直立姿

势;5)其他:包括群体间的互鸣、嬉戏、打斗及一些较为少见的行为。
观察时间为2015年3月3日~3月25日,在观察期间,每日7:00~18:00选取8h持续跟踪观察重庆大学

城的白颊噪鹛群体。研究对象采用随机取样法,即在确定的观察区域内,随机选取白颊噪鹛群体作为观察对象,
每隔2min对每一取样群体进行一次行为扫描取样,并记录白颊噪鹛的行为,记录时间以观察到白颊噪鹛个体起

至其在视野中消失为止。将所记录的数据按时间段合并,即每小时归为1组。由于野外观察的不确定性,每日

观察过程中有些时间段并未找到白颊噪鹛,此次观察共记录白颊噪鹛184h。

2.2数据处理方法

对观察所获得的各种行为及数据采用Excel2013和SPSS17.0软件进行分析和处理。将行为时间分配和

行为节律分别用各行为发生的频次占总行为频次的百分比和各时间段各行为发生的频次的“平均值±标准差”
来表示。另外还以时间为因素,使用单因素方差分析来检验每天各时间段所有个体的行为频次,从而分析行为

节律性变化;其中当p<0.05时,分析结果被视为具有统计学意义。

3结果

3.1行为时间分配

图1 白颊噪鹛白昼行为时间分配

Fig.1 BehaviortimebudgetofG.sannio

在本研究中共记录重庆大学城白颊

噪鹛各类行为发生总频次为4478次。其

中觅食行为1992次,警戒行为442次,静
息行为573次,运动行为946次,其他行为

525次。觅食行为的时间分配比例最高

(44.48%),然后依次是运动(21.13%)、静
息(12.80%)、其他(11.72%)、警戒(9.87%)
等行为(图1)。

3.2行为节律

本研究结果表明,白颊噪鹛全天觅食

  图2 白颊噪鹛白昼行为节律

  Fig.2 DailybehavioralrhythmofG.sannio

行为的 频 率 较 高,有 两 个 高 峰,分 别 是

7:00~10:00和16:00~18:00;在11:00~
12:00时和13:00~15:00时有两个静息

行为 高 峰;警 戒 行 为 在 7:00~8:00,

12:00~13:00,14:00~15:00的发生频率

明显高于其余时间段;在7:00~10:00和

16:00~18:00其他行为有两个高峰(图
2)。单因素方差分析结果显示,在白颊噪

鹛白昼行为中,觅食、静息、警戒等行为无

统计学意义上的节律性变化,运动和其他

行为有统计学意义上的节律性变化(p<
0.05)(表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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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白颊噪鹛白昼行为节律的单因素方差分析

Tab.1 One-wayANOVAofactivitybehavioraldailyrhythmwithG.sannio

时间段
不同行为的发生平均频次

觅食 警戒 静息 运动 其他

7:00~8:00 10.50±2.57 2.78±0.81 2.72±0.89 4.28±1.13 2.78±1.22

8:00~9:00 12.11±2.64 2.47±1.07 3.26±0.93 5.47±1.54 3.05±1.17

9:00~10:00 11.50±2.16 2.50±0.82 3.25±1.29 5.56±1.09 2.13±0.81

10:00~11:00 11.50±2.01 2.56±0.98 3.28±1.07 4.83±0.92 3.39±1.15

11:00~12:00 11.18±1.59 2.35±0.93 3.76±1.30 5.24±1.09 2.88±0.78

12:00~13:00 10.69±1.74 3.19±0.83 2.94±0.85 5.75±0.86 2.81±0.75

13:00~14:00 10.81±1.60 2.25±0.78 3.81±0.91 6.44±1.41 2.75±0.78

14:00~15:00 10.88±1.50 2.69±0.95 3.50±0.82 5.00±1.21 3.87±1.20

15:00~16:00 11.00±1.55 2.06±0.85 3.06±1.06 5.69±1.19 3.25±0.93

16:00~17:00 12.75±1.00 2.44±0.96 3.13±0.96 5.25±1.18 3.06±0.85

17:00~18:00 12.13±1.41 2.38±0.96 3.31±1.01 5.25±0.93 2.88±1.03

p 0.21 0.08 0.06 0.001 0.01

4讨论

在自然选择中,具有最适的时间分配和行为节律的个体会处于有利的地位,清楚鸟类对各种行为类型的时

间分配对于理解鸟类个体对于时间的最佳利用是很有帮助的[15]。白颊噪鹛在白昼行为时间分配上,以觅食行为

所用时间最多,接近总体时间的一半,这与柴璐艳等人[13]的研究结果相似。觅食是鸟类维持生命、繁衍物种、野
外生存的必要条件,白颊噪鹛要进行其他行为活动,都需在生存得以保证的前提下进行[16]。重庆大学城有多所

大学,校园内植物种类多样,为鸟类提供了丰富的食物,利于觅食行为的发生。白颊噪鹛的觅食行为在7:00~
10:00和16:00~18:00出现高峰。这是因为清晨白颊噪鹛需要通过觅食补充能量以恢复晚上所消耗的体力;而
傍晚时白颊噪鹛因白昼所进行的觅食、运动、警戒等行为会消耗大量的体力,因而需要对消耗的能量进行及时补

充,并通过加大觅食频率为夜间休息做好能量储存准备[17]。在12:00~15:00之间觅食行为出现低谷,这是由于

上午一直有觅食行为的发生,在这一时间段白颊噪鹛的能量已经处于相对充足的状态,故该行为发生的频率有

所下降。
白颊噪鹛的运动行为所用时间占白昼行为活动总频次的21.13%,白颊噪鹛在觅食的过程中和回避危险的

情景下都会伴随游走行为的发生,故运动行为占据比例相对较高。运动行为在12:00~14:00之间达到最大值,
原因可能是正午时分,太阳直射,外界温度较高;因此白颊噪鹛的能量散失较少,故有充足的能量用于运动行为。
运动行为在16:00~18:00之间呈下降趋势,该时段白颊噪鹛正处于高强度觅食状态,非觅食性行为相对减少;
另外运动行为会消耗大量的能量,而这个时间段白颊噪鹛要为夜栖做好能量储备,故需减少能量的消耗。

白颊噪鹛在运动时会消耗大量的能量和体力,静栖则是体力恢复的重要途径。静息行为也有利于能量的储

存。另外在雨天,白颊噪鹛静息行为有所增加,主要表现为该鸟会提高对羽毛梳理的频率。该鸟静息行为频率

在11:00~12:00时和13:00~15:00时有峰值。这可能与温度等外界环境因子有关[18],另外,白颊噪鹛上午进

行的各行为活动也消耗了一定体力,因此这两个时段静息行为频率增加也是该鸟缓解疲劳和保存体力的体现。
白颊噪鹛的警戒行为在所有行为中所占时间比例相对较低,仅占9.8%,这可能是因为观察地点集中在校

园,而校园内的人群主要为师生,他们的环保意识和爱护动物意识较强;故白颊噪鹛能与人类和谐共处,安全警

戒距离缩短,从而降低了警戒行为发生的频率。另外在观察中发现白颊噪鹛单独个体警戒行为发生的频次高于

群体警戒行为发生的频次。白颊噪鹛具有明显的集群特点,由于集群的多眼效应和警戒的分工[19],群体中个体

警戒行为的发生频率会有所降低,使白颊噪鹛从集群中其他成员的警戒行为中获益[20]。7:00~8:00,12:00~
13:00,14:00~15:00等3个时间段为白颊噪鹛警戒频次发生的高峰期,这几个时段正是学生上下课时间,学校

人流量流动相对较大,而人类活动的干扰为促使了白颊噪鹛警戒行为的发生。由此可见白颊噪鹛可通过提高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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戒频次来适应增强的外界干扰,这与柴璐艳等人[13]对白颊噪鹛的观察结果是相一致的。白颊噪鹛警戒行为始终

贯穿于整个白昼行为中,说明白颊噪鹛会时刻保持一定的警戒性来适应干扰强度较高的城市栖息地。
本研究中白颊噪鹛的其他行为占白昼行为活动总频次的11.72%,主要为社会行为。例如,白颊噪鹛会聚集

在一起进行种群内或种群间的相互鸣叫以及同伴间的嬉戏及相互理羽。观察期间笔者还发现,白颊噪鹛有照顾

受伤同伴的行为。社会行为能帮助白颊噪鹛维持自身社群结构,且从集群能降低警戒行为发生的频次可以看出

白颊噪鹛能通过集群获得益处。白颊噪鹛等城市鸟类,由于长期生活在这种高干扰、无害化的城市环境中,逐渐

通过集群、保持对干扰的警戒性以及加强集群内部联系等一系列方式产生了对人为干扰的行为适应[2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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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imalSciences

StudyofDailyBehavioralRhythmofWhite-browedLaughingthrush
(Garrulaxsannio)inChongqingUniversityCity

HUANGJie1,KUANGJing2,YANYongfeng1,YANGBo3,YANGChengzhong2

(1.CollegeofLifeScience,ShangqiuNormalUniversity,ShangqiuHenan,476000;

2.CollegeofLifeScience,ChongqingNormalUniversity,Chongqing401331;

3.ChinaResearchandConservationCentrefortheGiantPanda,WenchuanSichuan,623006,China)

Abstract:[Purposes]Thepaperaimstostudythedailybehavioralrhythmandtimebudgetofwhite-browedlaughingthrush(Garru-
laxsannio)groupinChongqingUniversityCity.[Methods]Fivemainbehaviorsincludingforaging,moving,guarding,restingand
otherbehaviorswereobservedandrecordedbyrandomsamplingandtrackobservationmethod.[Findings]Amongthosebehaviors,

foraging,restingandguardinghadnosignificantlyrhythmchangeswhilethebehaviorsofmovingandotherbehaviorshadsignifi-
cantlyrhythmchanges(p<0.05).Peaksofforagingbehaviortookplaceat7:00~10:00and16:00~18:00.Peaksofguardingbe-
haviortookplaceat7:00~8:00,12:00~13:00and14:00~15:00.Restinginonedayappearedtwicepeaksat11:00~12:00and
13:00~15:00.Peaksofotherbehaviorstookplaceat10:00~11:00and14:00~16:00.Inthedaytime,white-browedlaughing
thrushspentmosttimeonforaging(44.48%),andfollowedbymoving(21.13%).[Conclusions]Thepresentresultsrevealedthat
behavioralrhythmandtimebudgetofG.sannioweretheadaptiontothesurroundingenvironment.
Keywords:ChongqingUniversityCity;Garrulaxsannio;dailybehavioralrhythm;timebudg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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