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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一  年
,

浙北龙山林场松
、

栋混 交林 大山雀繁位种群的年平均密度 为每

公顷 又士
,

明显高于 纯 马尾松林的 对
, 。

年招引 区

的平均密度为每公项 对
,

分别比同期混 交林和纯林内的密度高
。

倍和 倍
。

通过分析 大山雀的繁殖生物学
,

雏鸟食物中松毛虫比率并结 合松毛 虫种 群 密 度 变

化
,
估计在松毛 虫种 群密度高的年份

,

大 山雀时越冬后 松毛虫幼 虫 的捐食作用 约 为
,

而在松毛虫种群密度低 的年份
,

才甫食作用 则增加 倍
,

招引 区 内捕 食

作用增加
。

倍
。

关健词 大山 雀 , 繁位季节 雏鸟食物 马尾松毛虫 , 鸟类捕食作用

大山雀 二时。
喜居巢箱
,

又是以食虫为主的森林鸟类
,

国外学者一直重视其对

森林害虫的捕食作用〔’。
一 ‘ , ’刁一 ’”, 。, ’〕, 国 内学者也注意到大山雀对林果害虫的捕食作 用

,

并

通过悬挂巢箱
,

增加大山雀的种群数量
‘, , 毛, “ 。

大山雀是浙北马尾松人工林中常见的鸟类
,

繁殖季节以部分松毛 虫育雏
’ , 日〕

。

因 此
,

了

解大山雀的捕食作川是综合治理松毛虫十分重要的问题
。

本文试以 一  年在浙江省安

吉县龙山休场的调查结果
,

分析大山雀繁殖季节的种群密度
、

繁殖季节持续时间与松毛 虫发

生世代间的关系及雏鸟食物中松毛虫比率
,

估计不同松毛 虫种群密度 下大山雀对越冬后松毛

虫幼虫的捕食作用
,

以便为合理利用大山雀积累资料
。

一
、

研 究 方 法

研究工作在浙江安吉龙山林场及
一

长兴泅安林场部分林地进 、
’ ’ , ‘ 。

岭

脚试验地 为松
、

栋 为上的混交林
,

长 山沟试验地 墓本为纯马尾松林
,

面积分别为

和
。

每个地块各设三个条带
,

条带宽度
,

长度分别为  和
。

连续

本文于  年 月 日收到
。

。

本项研究是 国家科委
“
以病原 微生物为主综合防治马尾松毛曳

,

研 究课 题 内容之一 承杨秀元先生鉴定雏玛食物 的 样

本
,

谨 致谢 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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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年
,

每 天 次定期统计鸟类的种类和数量
。

月底至 月上旬
,

每 天定期收集研究地

块内松毛 虫落粪
,

间接估计松毛虫种群密度 】。

鸟类数量统计地块不设巢箱
,

以鸣叫雄鸟平均数估计大山雀繁殖种群密度
。

按林班图并

结合实地考察
,

选择树种组成
、

树龄
、

混交比例
、

地形等条件相似的地块挂巢箱
,

计算巢箱

区 的面积
。

依据
‘〕的方法
,

根据产卵巢箱 去掉重复窝 的数量
,

估计繁殖种群

密度
。

巢箱用油毛毡制做
,

头年秋末悬挂
,

每年 月初清理
,

一 月
,

每 天定期检查
。

依

等
’ ,
的方法
,

确定每窝产卵开始 日期及判断重复窝
。

参考郑作新等〔 的描述
,

并结合

巢箱记录及雏鸟尾羽长度 量测判断 日龄
。

用扎颈法连续收集雏鸟食物
,

鉴定食物种类
,

分析

食物组成  
。

根据 年和 年同期食物组成
,

估计在不同松毛虫密度下大山雀的捕食作

用
。

二
、

结 果 与分 析

一 大山雀盛殖季节持续时间及松毛虫世代

繁 植季节特续时间  年观察 个巢箱
,

产卵窝多见于 月 日前
,

估计第 一 批

产卵窝的平均开始产卵 日期约为 月 日
,

雏鸟开始孵出 日期为 月 日〔
。

年观察 个巢箱
,

第一枚卵见于 月 日
,

截止 月底
,

共记录到产卵 窝 个
。

表 大山雀开始产卵及雏鸟开始孵出的时间分布

每 天时间阶段 窝 数 每 天时 间阶段 窝 数

开 始 产 卵 开 始 孵 出 开 始 产 卵 开 始 孵 出

日 月  ! 日 月
 !

一

一

一

一

一 万

一

一

一

一

一

万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下

一

一

“’

一

一

一

砚一 飞

一

一

一

一

一

砚一 粗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

括号 内数字为熏复窝的数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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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其时间分布 表
,

可 以看到产卵开始 日期及雏鸟开始孵出日期有三个明显阶段
。

月

日前
,

开始产卵 日期多在 月下旬
。

结合巢箱记录发现
,

月份有 窝卵直接产 在 青 苔 上

或巢内铺垫物很少
,

它们附近都有卵期弃巢的巢箱
,

这些应是重复窝〔‘ 」
。

去掉重 复 窝
,

月 日是第一批开始产卵的最后一窝
。

雌鸟第一窝繁殖成功后开始第二窝
,

一般不在原巢箱内产卵
。

判断第二窝的 最 可 靠 方

法是标记重捕或观察彩环
,

或通过观察窝卵数及卵的颜色
‘ , 。

标记法研究表明
,

第 二 窝卵

出现在第一窝雏鸟平均离巢日期 天 以后 〔’“, , 按此计算
,

在龙山林场应 为 月 日
,

与我们

月 日的结果相近似 表
。

因此
,

月 日至 月 日的集中开始产卵阶段 应 是 大 山

雀第二窝产卵阶段
。

表 浙江安吉龙山林场大山雀象殖季节持续时间

 !

第 一 窝 窝 第 三 窝 一合计 第 一 窝 第 二 窝 第 三 窝 合计一一第一
一一

有卵窝数

有雏窝数

开始产卵
平均日期
范围

飞
了 一 万 一 了 万一  尸 砚一 加和

扭砚
职

研连

开 始解出
平均 日期
范围

班 植 植

卜
‘。 矶一 砚 ’ 植一 值 万一 万  ! ∀ 一9/班)l(一2/ 粗一3一/姐)

开始产卵至
孵 出间隔(天)
(范围 )

平均集期 (天 )
}

(范围)

24
.2

(18一39 )

23 .5
(20一27)

17 .0

(15一20 )

21
.
4

(17一26)

18 .0

(15一23 )

17
.3

(16一19)

14
.
7

(13一18)

最后一雏
离集 日期

忿3 / V
0/ 砚 31/很 15/V 1/ n 15/1

繁殖季节
持续时问
(天 )

在欧洲
,

大山雀一年繁殖二窝
。

西欧和中欧地区 4 月开始产卵
,

东欧和北 欧 在 5 月
。

大山雀分布的北缘(65
“

N

,
2 5

“

3 0
’

E )
,
5 月 3 日最早开始产卵

,

平均为 S J] 19日I
‘吕} 。

龙山

林场地处亚热带北缘(30
0
50

‘
N
,
1 9

0

42

‘
E )
,

第一窝平均开始产卵日期较 欧 洲 提 早20 一39

天
, _

民由产卵到孵出的间隔时间较欧洲短 (表 2 )
。

作者认为
,

第二窝开始产卵 日期结束后约

1 个月又出现的集中产卵阶段
,

有可能是第三窝开始产卵
。

尽管缺少雌 鸟标记的证据
,

但至

少可以认为
,

龙山林场 19 87年大山雀产卵有明显 的三个阶段 (图 1 )
。

我们 以 3 月 1 日为起点 (3 月 1 日
二 1 )
,

计算各阶段开始产卵和雏鸟开始孵出的平均日

期
,

以及从开始产卵到雏鸟开始孵出的平均间隔时间
,

分别为21
.4天
,
1 8

.

0 天和 17
.3 天 (表

2 )
。

统计检验表明
,

后二批间隔时间差别不显著( t
= 0.586 , p > 0
.

0
5)

,

而后二批与第一

批间隔时序
;J差另l」显著 ( t

= 3 .76 8和3
.679 , p < 0
.

0 5 )

。

女「1以每天产 l 枚卵计算
,

结合平均窝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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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9 8 7 年 n = 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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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 4 月 5月

90 12 )
6 月 7 月

15 0 .印
8 月 9 月

日期

图 1 大 山雀萦殖季节每 5 天间隔时间开始产卵的窝数

数
,

可以看出
,

大山雀后二批产卵阶段的孵卵

时间明显缩短
。

本试验还计算了各繁殖阶段成功巢 窝 〔‘。J

的平均窝卵数
、

窝雏数和雏鸟孵出百分 率 (表

3 )
。

就窝卵数而言
,

只第一批 (6
.7个)与第三

批(5
.8个)之间差别显著( t = 2

。

0 3
,
P
<
0
.
0 5 )
,

窝雏数之间及雏鸟孵出百分率之间差别都不明

显
。

定期检查巢箱很难准确判断雏 鸟 离 巢 日

期
。

1 9 8 7 年对第一批10 窝雏鸟连续收集食物样

本及对另外12 窝雏鸟隔日称量体重
,

计算出平

均巢期为14
.7天 (13一18天)(表 2 )

。

综上所述
,
1 9 8 7 年龙山林场大山雀最早开

表 3 浙江安吉龙山林场大山钱的离卯数
、

窝雏数及雏鸟屏出百分率

竺Ill
第 一 窝 第 三 窝 第 一 窝 窝 } 第 三 窝 { 合 计

成功窝数
.

平均窝卵数
(范围 )

6
.7

(5一9)
6

。

3

( 6 一7)
6
.8

(5一 9 )
6
.
7

(5一8)
6 .3

( 5一8 )
5
.
8

(5一6 )

!
一l匕肠卜一

|

平均窝雏 数
(范围) …

…
(16

1

4。 7

( 1 一9)

二 窝
}

…
”二
…
{(5一6 ) 3

.
7

(4一6)
4 9

(1一9)
5
.
6

(3一8)
5
.
8

(4一7 )
4
.
7

(4一6)

雏鸟孵 出百分率
(范围 )

73 4 { 68 .8

(eZ
.
5一75

.
0)

57
.9

0一66 7一100 ){(50

84
.1 . 85

.
。 … 80.

·

”一1“0 )卜
““

·

7一10”)}
(“6

·

7 一

检查巢箱数

{
(5一8)

…
(3趾;,

…
(50.;上全。。〕

…
428

|州.一
|

* 据 se U (1968 )
,

窝内至少有一只 雏鸟离巢

始产卵于 3 月 17 日
,
7 月31 日最后一窝雏鸟孵出

,
8 月15 日离巢
,

繁殖季节约持续 152 天
。

1 9 8 6 年大山雀繁殖情况与1987年相似
,

但平均开始产卵日期约迟 1 周
,

最后一窝雏鸟 8 月31

日离巢
,

繁殖季节约持续 15 5天
。

由于第二
、

三批窝数较少
,

故没有分析比较
,

只将结果列于

表 2 供参考
。

2

。

松毛虫 发生世代及越冬后种群密度 表 4 为连续三年收 集 到 的 长 x 宽 ) 1
。

s
m m

x

。
.
6 m m
,

相当于 4 龄 以上幼虫的虫粪数
。

1 9 8 5 年松
、

栋混交林内世代分化比较明显
,
1 9 8 6 年

越冬后未收到虫粪
,

这可能是松毛虫种群密度很低
,

每株少于 1 头
,

而我们的取样点(36 个)

较少 的缘故
。

1 9 8 了年越冬后虫粪数少且拖延时间较长
。

总的世代分化趋势是
:
越冬后幼虫阶

段约在 5 月底结束
,
8 月 中旬前为第一代幼虫阶段

,
9 月以后为第二代幼虫及越冬前幼虫阶

段(图 2 )
。

第二代滞育幼虫及越冬前幼虫11月中旬前后钻入树皮越冬
。

结合大山雀繁殖情况可以看到
:
第一批雏鸟阶段正是越冬后老熟幼虫阶段

,

而第二
、

三

批雏鸟阶段分别处于第一代松毛虫刚孵化和老熟幼虫阶段 (图 2 )
。

雏鸟阶段是鸟类捕食昆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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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实验地块松毛虫落粪收集
.

‘仁/In 止
)

岭 脚 长 山 沟

旬/月

岭 平 长 山 沟

1 985 ! 19 86 1 987 { 1985 19 86 198 7

、
_
, ‘

八\
一

J

I

·‘
r口沪

rj
r
/

:

叶叶叶洋游4

、_
.
,

一、
‘

八

10卧与、州.护伽

嚣

习穿贾霄亏穿斋W W 邻W
上

日用

图 2 松 毛虫世代分化与大山雀策殖季 节的关系

注
.
图 中横线示策殖季节持续时间

,

罗马 字

母 示各繁班阶段雏鸟平均离巢 日期

的重要时期
,

了解大 山雀繁殖季节持续时间与

松毛虫发生世代的时间关 系
,

对于认识大山雀

在松毛虫综合管理 中的作用很重要
。

3 月 下 旬 :5 ‘ “
一

“ 1 0 。

4 月上 旬 40 0 6 连0 0 2

通月 中旬 2 43 1 0 1 4 1 221 0 6

4 月下旬 141 , 0 一 8 126 0 4

5 月上旬 198 1 0 1 2 194 0 0

5 月中旬 3 0 4 16 0 0

5 月 下句 0 0 5 0 0 1

6 月上旬 2 。
一
8 2 。 。

6 月 中旬 2 一 。
{

1 一 2 0 7

6 月 下旬 6
{

。
1

1 5 . 魂 0 2

7 月 上旬 ‘3 ’ ‘3

一
“丁

一
‘3 ‘2 “0

, 月 中旬 一“4 ’ 2 3

…
2。 { 了 5 5

7 月 下旬 一
。

1
2 3

1
“ ‘ 3

“月 上 旬 一
25
1

‘

一
‘ . 。 ‘

8 月中 。 一
8
一

‘

一
。 。

‘ 月下 旬
. 。

…
6 { ’ 。 ‘ .

“ 月 上旬 ‘ } ‘。

…
29 1 ’

9 月 中旬 6 一 16 1
·

1 4 4

”月下 旬 3 5
一

. 2 ‘

10 月上 旬 ‘ . 2

一
‘ 0 。

, 0月 ”
’
旬 ‘ ’ 2 2

… …
‘ “

‘”月 下 ,“ “
5
} …

‘ 。

1 ‘月 上句 . ‘
}

2
}

一 。

关 长 火 宽》 1
.
5 X 0

.
6 m m 的虫粪

作者曾报道过 19 85 年 越冬后松毛虫种群密度[
71。 1 9

87 年同期收到的最高虫粪数只有 8 粒
,

由于每年中同一世代同一 龄期 的幼虫排粪量较稳定且相近毛’! , 估计1987年越冬后老熟幼虫阶

段种群密度为每公顷6 0 32 条
,

即为 19 85 年 同期的 1/3 0
.4 。

( 二) 繁殖季节大山雀种群密度

两个试验地连续三年繁殖 大山雀的数量调查结果见表 5
。

从 , }
, ,
.J’见
,
1 9 8 5 年两个试验地

间的种群密度差另lJ显 著 (t 二 2
.
7 6
,

P < O

。

0 5 )

,

其它二年试验地Ib] 虽有差 别
,

尚 不 显 著
。

但

三年总合
,

岭脚试验地的种群密度高于长 山沟试验地
。

岭脚试验地马尾松与麻栋等其它树种

的混交比例较高
,

可能是大山邃密度较高的原因之一
,

因为大 山雀更喜爱落叶林或与针叶树

混交的落叶林 卜 ‘
;
。

至于影响龙山林场大 山 雀种群数量 的原因应进一步研亢
。

岭脚和长山沟两试验地没有挂巢箱
,

与同期招 引区相比较
,

繁殖大山雀 密 度 低
。

根 据

19 87年第一批繁殖阶段招引区内繁殖窝数估计的种群密度 见 表 6
。

V
a n

B al
c
n[

“’
] 认 为
,

如

果提供足够的巢箱
,

已知巢箱外繁殖的大山雀微不足道
。

本试验 的巢箱数是每公顷 14
.2个
,

约每亩 1 个
,

!犯箱内大山雀窝数可以代表该繁殖阶段的种群密度
。

招 引区内每公顷1
.4 8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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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 山 雀 呜 叫 雄 鸟 救 里
(3月 中旬一 4 月下旬
,

浙江安吉龙山林场 )

试 验

地 块
份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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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 山沟

长 山

岭 脚

长 山沟

下下各
丁

粉牛丁牛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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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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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7 7

!

。
.
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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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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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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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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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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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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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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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 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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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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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 污 } 0
.
J I {
, 。 。 尸 、

! {

} } } 1 } l
} 、 “ ’‘ J 沪

{ 一

:

.

::…:
.
::…:
.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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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一

…
>。一

岭 脚

‘

{ {
{

{

o

_

5 5
’

}

( 0
。

3
5 )

长 山沟

o 一

5 7
’ “

·

5
0

{

<
0

.

0
5

‘0
。

2
3 )

表 6 招引区大山雀繁殖种群密度
(1987年 3 一 4 月 )

招引 区 】面 积
} { {

密 度

1 }集 箱 数 { 繁殖窝 数 {
名 称 {

(h a )
}

}
!
(对/h a )

有容竺}
, ,

·

,

…
25‘
…
, 6

{

‘
·

5
‘

李竺呼{
“

·

z

…
“5

…
11

!
1·

7 ‘

水登边 i
返

·

3

…
53
…

‘

{

子 …
“7

·

7

…
”9 2

…
41

…x } { { { 1
·

4 8

分别是岭脚和长山沟试验地的 2
.
6 倍 和 3

.4

倍
。

( 三 ) 大山雀雏鸟食物组成及对越 冬 后

松毛虫幼虫的捕食作用

1。 雏鸟食物组成及食物 中松毛虫 比 率

57 5个雏鸟食块分析结果见表 7
。

可以看到
,

雏鸟阶段完全 以动物性食物为食
,

除少数蜘

蛛 (13
.
57 % )外
,

全为昆虫
。

幼虫占63
.
“ %

。

成虫及蛹只占 22
。

6 1
%

。

成虫
、

蛹和幼虫 食

块又都以鳞翅目为主
,

分别为各自食块总数的69 %
、

92 % 和95 %
。

鳞翅目幼 虫多为食叶性害虫
,

其中松毛虫比例最高
,

占鳞翅 目幼虫的39 %
。

表 8 列 出大山雀第一批雏鸟阶段雏鸟食物中松毛虫食块的比率及计算过 程
。

1 9 8 5 年 和

19 87年各对 10 窝雏鸟扎颈
,

根据每日每窝的扎颈次数及收到的食块数
,

计算出每次扎颈时间

( 1 小时)每雏得到的食块数
。

两年同期扎颈结果相同
,

都为每雏每小时1
.
17 个食块
,

但 其中

松毛虫比率不同
,
1 9 8 5 年和 19 87年分别占食块总数的30

。

3
% 和20

.8 %
,

即每雏每 小 时 得 到

。
.
32 个和0

.
25 个松毛虫食块

。

2

.

对越冬后松毛虫幼 虫的捕食作用 计算雏期每窝雏鸟的平均消费是
:

食块数/每雏每小时 X 窝雏数 x 每 日喂雏时间 x 雏期

估计扎颈取样期间93 % 的繁殖种群育雏〔‘8〕, 单位面积内的真实消费是
:

繁殖种群密度 x 93 % x 窝平均消费

1985年窝雏数为5
.9 , 每日喂雏时间和雏期分别以12 小时和 16 天计

,

结合当时松毛 虫种

群密度
,

估计大山雀第一批雏鸟阶段对松毛虫的捕食作用约为0
.
21 %
,

如果包 括亲鸟 在 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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裹 , 浙江安吉龙山林场大山省雏鸟t 物组成

… 食 块 数

食 物 种 英 (一
一

—
—一

—
一一

—
一

—
一一

-- 一一
1985

.
4
.
14一 4

.
28 1987

.
4
.
15一 5

.
15 合 计

昆虫成曳 直翅目 O rtho夕te ra

姆炜 科 G r夕IlI’d a e

A e r ‘d ‘d
a e

它科蝗其

箱翅目 C oleo户te ra

金龟 科 S cara 6ae‘d ae

步 甲科 C a ro6‘d a 亡

其 它

双 翅目 D
;尸 , e r a

食虫 蛇科 月s‘I‘d a e

食蚜 绳科 S , r p 人‘d o e

其 它

幼翅目 L e尸‘d o夕te r “

腆翅 目 H 夕邢
e ”o

P t
e r a

同翅 目 H
o m o p to ra

抹娜科 C ereo夕‘d a e

蛹 幼翅 目 L e夕‘d o p te ra

双翅 目 D ‘尸te r a

幼虫 鞘知 目 C o l心。尹te f。

天牛科 C era川b梦e ‘d a e

其 它

双翅 目 D i夕 , e r a

麟 翅目 L
e p ‘d o p t‘

r Q

旗峨科 P 夕r a l‘d a e

尺峨 科 G eo m err‘d a 。

枯叶峨科 L a:io eam 尸id o e

(马尾松毛虫K D
eod ro l‘二“ s p

“ ”c
t
a t“‘

)

天峨科 S 尸h ‘。夕‘d a 。

舟蛾 科 N
otod oorl’d a e

灯峨 科 A retl’I’d ae

夜峨科 N o ct“‘d u 亡

稀峨科 L g m aotri‘d o e

映探科 N , 爪p h a l‘d o e

束j峨科 L ‘川a eo d ‘d ae

蚕峨科 B o m b , c ‘d a e

其 它

12 1 2

24 57 81

11

26

35 1 00

10

26

3

3

1 35

2

6

2

1 2

4

,翻J,,‘

2
.1

蜘蛛

其它

2

124

66

1

2

2

2

148

78

1

合 计 122 453 575

(每 1 亲鸟消费视与 1雏鸟等同 )
,

捕食作用约为0
.
29 % 川

。

1 9 8 7 年第一批雏鸟阶段的窝雏数
,

繁殖种群密度 及松毛虫种群密度以及雏鸟 食 物 中 松

毛虫食块比率都 与1985年不同(见表 3 一 6
,
8 )
,

以同样方法估计非招引区大山雀雏鸟的真

实消费为好公顷142
.5个松毛虫
,

结合当时松毛虫种群密度
,

雏鸟的捕食作用约为2
.
36 %
,

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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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8 大山雀第一批维鸟阶段* 物中松毛虫比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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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亲鸟在内为3
.
21 %

。

招引区大山雀繁殖种群密度较高
,

估计真实消费为每公顷370 个 松

毛虫
,

捕食作用 为6
.
13 %
,

若包括亲鸟
,

应为8
。

32 %

。

1 9 8 7 年与1985年比较
,

尽管繁殖种群密度和窝雏数有所减少
,

雏鸟食物中松毛虫比率有

些降低
,

但由于松毛虫种群密度很低
,

捕食作用增长11
.
24 倍

。

招 引区由于提供足够的巢址
,

繁殖种群密度增加2
.6倍
,

捕食作用增长29
.
19 倍

。

说明松毛 虫种群密度低时
,

利用巢箱招引

大山雀可明显增加对松毛虫的捕食作用
。

.

二
、

Z 结

1.浙北龙 山林场大山雀 3 月中旬开始繁殖 , 8 月下旬结束 , 繁殖季节约持续152 天 。

2
.

大山雀繁殖季节明显地分为三个阶段
,

与马尾松毛虫世代周期相比较
,

大山雀 的三

个集中育雏阶段分别相当于越冬后幼虫期
,

第一代幼虫孵化初期和老熟幼虫期
。

3

.

松
、

栋混交林中
,

大山雀繁殖种群的年平均密度明显高于纯林
。

而招引区的平 均 密

度高于同期混交林和纯林内的繁殖种群密度
。

4
.

松毛虫种群密度低的年份
,

尽管大山雀的窝雏数
、

繁殖种群密度
、

雏鸟食 物中 松毛

虫比率等都比松毛虫种群密度高的年份有所降低
,
但捕食作用增长11

.
24 倍
,

招引区 的捕食

作用可增长29
.
19 倍

。



幸仁业 科 学 研 究 l 卷

今 考 文 献

〔1 〕刘益康等
,
1 9 6 3
,

利用益鸟防治落叶松林各虫 的研究
,

劝物学杂志
,
S ( 3 )
:
1 4 一17.

〔2 〕周世钾等
,
1 9 6 3
,

江苏茅 山林区食松毛虫鸟类初步润查
,

动物学杂 志
,
5 ( 3 )
:

11 5一11 7
。

〔3 」郑作新
、

钱燕文
,
1 9 5 9
,

昌黎果 区几种主耍吃虫鸟的萦 殖习性 1
.
大 山雀
,

动物 学报
,
1 1 ( 1 ). 1 01 一 106

。

仁‘〕郑作新等
,
1 9 6 。
,

湖南鸟类初步调查 1
.
非雀形 目
,

动物学报
,
1 2( 幻

:293 一3 19
。

〔5 〕范忠民
,
1 9 6 5
,

在落叶松人工林内用木板果箱招引食虫鸟类 的研究
,

林业科学
,
1 。( 2)

:
160 一166

。

t 6 〕楚国忠
、

郑光美
,
1 9 8 2
,

麻 雀获殖期食性研究
,

动物学研究
,
3 ( 4 )
:
3 7 1一3 83

。

〔7 〕 楚国忠
、

杨 秀元
,

19 87
a , 大山雀雏期对松毛虫 的摘食作用

,

动物学杂志
,

22 ( 3)

:

12 一140

〔8 〕楚国忠
,
1 9 8 7 b

,

浙北马尾松人工林的鸟类及对松毛虫幼虫浦食作用的研究
,

动物学研究
,
8 ( 3)

:
2 3 9一25。

。

〔9 〕 薛贤消等
,
1 9 8 6
,

利 用幼虫粪 较致推算高大树上虫口密度
,

南京林业 大学学报
,
月
:
83 一90.

[10〕B etts
,

M

.

M

. ,
1 , 5 4
,

E
x p
e r
i m
e n
t
s
w i t h
a n a r
t i f i
e
i
a
l
n e
st l i
n
g
,

B
r
.

B i
r
d
s , 今7

:2 2 9一25 1
.

仁11 〕B ett s
,

M

.

M

. ,
1 9 5 5 b

,

T h
e
f
o o
d
o
f t i t m i
c e
i
n o a
k w
o o
d l
a n d
,

J

.

A
n
i m

.

E
e o
l

. ,
2 名
:2 8 2一523

.

[一2 1 C
o p p e l
,

M

.
a n
d N

.

S l
o a n ,
2 9 7 1
,

I
n “

P
r o e

.

T
a
l l T i m b er

s
C

o n
f

.
o n

E
e o

l

.

A
n
i m

.

C
o n

t
r
.

b 了 H
a
b it
a t

M g m t
. ,
p

.

2 5 9
,

F
e
b

.
2 6 一25
,
1 0 7 0
,

T
a
l l
a
h
a
ss ee

,

F l
o r
i d
a
.

[ 1 3 〕 G ibb
,

J

. ,
1 9 5 0
,

T h
e
b
r e

ed
i
n
g b i
o
l
o
g 了 o f t h

e
G
r ea t a n d B l

u e
T itm i

e e ,
I b i
s ,
9 2
:
5 0 7一539

.

[i们 G ibb
,

J

. ,
1 0 5 5
,

F
o e
d i
n
g
r a
t es
o
f G
rea

t t i t
s ,

B
r
.

B i
r
d
s , ‘s :一, 一58

.

〔15〕 G ibo
,

J

. ,
1 0 5 7
,

F

o o
d r
e
q
u
i
r e
m
e n
t
s a n

d

o t h
e r o

b

s e

口
ation s o n caPti丫e t it

s ,
B i
r
d S t
u
d y
,
‘
:2 0 7一215

.

〔1 6〕G ibb
,

J

.
a n
d M

.

M

.

B
e
t t
s ,
1 0 6 3
,

F
o o
d
a n
d f
o o
d
s u
p p l y
o
f
n e s
t l i
n
g t i t
s
( P
a r
i d
a e
) i
n
B
r e c
k l
a n
d p i
n e ,

J

.

A
n
i m

.

E
e o
l

. ,
3 2
:
4 5 9 一533

.

〔1了] o j
a n en ,
M

.
e
t
a
l

. ,
1 9 了9
,

R
o
l
e o
f h
e r e
d i t y i
n e
g g
s
i
z e v a r
i
a
t i
o n
i
n
t h
e
g
r e a
t t i t
,

P
a r “ s 二a j

o r , a n
d

t h
e
p i
e
d f l y
e a
t
e
h
e r ,

F i
c e

山l
a h夕p o le o c a , O R N I S S C A N D , 1 0 ( 1 ) : 2 2 一Za

.

[15 1 o rell
,

M

.
e
t
a
l

.
,
1 9 5 3
,

B
r e e
d i
n
g
s u e e e s , a n
d p
o
p
u
l
a t i
o n
d 了n a m ies in a n o rt h

e ro g re at tit P
a ru s 价 a j

o r

p o p u l
a tio n
,

A N N Z O O L F E N N

,
2 。(2 )

:
7 了一。5

.

〔19〕S ell
,

D

.

C

. ,
i g 6 s b

,

C l
u
t
e
h

一 s
i
z e ,
i
n e u
b
a t i
o n a n
d h a t
e
h i
n
g
s u c e

翎 iu the house sparrow and tree

sparro, P a ss e r s p p . a t o x f o r d , I b i s , l 一。(s ) :2 7 。一282
.

仁20〕 T in bergen
,
L

. ,
1 0 6 0
,

T h
e n a
t
u r a
l
e o n t r o
l
o
f i
n s e e t s i
n
p i
n e , o o d 1
.
F a e to o in f l
u e n e in g t h e i n t e n s t i了

o
f p

red at io n b r
s o n g b i

r d s
,

A
r e
h
s
.
n e
er l 2
0 0
1

. ,
1 3
:
2 6 5 一345

.

〔21〕Va
n B alen
,

J

.

H

. ,
z 。了3
,
A
e o 田p a ra ti

丫e s
t o d y

o
f t h

e
b re

e
d i
。‘ “0109 了 o f 亡h e g r ea t tit P

a r u s 爪a j
o r

in d if fer
en t h a b i切ts
,

A
r
d
e a
,
6 1
:
1一9 3

.



期 楚国忠
:
浙北龙山林区大山雀繁殖季节持续时间… … 89

S T U D IE S O N T H E D U R A T IO N O F B R E E D IN G S E A S O N
,

N E S T L I N G F 0 0 D C O M P O S I T ! O N A N D
P R E D A T 1 0 N I N

N E S T L I N G P E R 1 0 D S O F G R E A T T I T P A R U S
M
月J O R

O N L A R V A E O 「 D E N D R O L IM U S 尸U N C T A T U S

A T L O N G S H A N F O R E S T F A R M
,

A N J I C O U N T Y

,

Z H E J I A N G P R O V I N C E

C h
u
G
tt o z h o n g

( T h e R
e s e a r e 儿 1 0 5*‘t二才e o

f F
o re s *r夕 C 通F )

A b str助t

T h e d u ration of b reed in g sea son
,
n
es
t li
n
g f
o o
d
e o
m P
o s
i t i
o n a n
d P
r

ed

a
t i
o n

o
f
n e s
t l i
n g P e r
i
o
d
s o
f 多e滋 tit o n th e fa rv a e o f D end rolf优u s p u n cta tu s w e r e

s tu d ie d in 1 9 8 5一 1 9 8 7 a t L
o n g s h a n F o r es t

Fa
r
m
,

A
n
j
i C
o u
nt
y
,

Z h ej
i
a n g
P
r o v
i
nc

e

( 3 0

0
5 0

夕
N
,
1 9
0
4 2

尹
E )

。

T h
e

b
r e e

d i
n

g
s e a s o n o

f
g r e a t t it b

e g a n
i
n

m i d- M

a r e
h

a n
d

e n
d
e
d i

n

lat

e
-

A
u

g
u s

t

.

T h
e

d
u r

at i
o n o

f b
r e e

d i
n

g
s e a

so
n

la st
e
d

a
b
o u t 1 5 2 d

a
y

s
i
n 1 9 8 7

。

T h
e r e

w
e r e t h

r e e n
ot i

e e a
b l

e
P

e r
i
o
d

s o
f l

a
y i

n g st
a
rt

a n
d h at

e
h i

n
g St

a r t i
n t h

e e
l Ut

e
h es

。

T h
e n e

st l i
n g P

e r
i
o
d

s
w

e r e c o n s

ist

e 此 w it h the P eriods
o f la rg e la rv ae a ft er

ov erw i址ering
,
s
m
a
l l
a n
d la
r
g
e
l
a r v a e o
f f i
r
st 罗nerat io n res Pec tively

。

T h
e

m
e a n

b
r e e

d in g d

ens

it y
o

f g
r e

at
t
it 二in 1955一1987 in 访ne

:oak m ix ed

st ands w as h ig her than those in pure P ine st ands
.
T he m ea n bree ding d

ens
it y

of g reat tit in 1987 in the st ands w it h n以bo
xes w ere 2.6 and 3

.4 time
sm ore

than those in Pin眨o ak m ix ed st and
s an d P u re P ine

stan d s at th e sa m
e P eriod

。

W
h i l

e
i
n t h

e
y

ea

r o
f l

a r v a e
d

e

ns i t y w
a s

h i g h
e r
,
a
b
o
Ut
1 8 3
,
2 5 0 l
a r v a e

p
e r
h
a
,
t h
e
p
r e
d at i
o n o
f
n e s
t l i
n
g p
e r
i
o
d
o
f g
r e a
t t it
o n
t h
e
l
a r v a e
w
a s o n
l y

0
.
2 1
%

。

T h
e

P
r e

d
a

t i
o n c a n

i
n e r

ea

s e
b y 1 1

.

2 4 a

nd

2 9

。

1 9 t i m es i
n

t h
e

st
a n

ds

o
f

n o n e
st b

o x
es

a n
d w it h

n

est

b
o x

es
w h

e 过the larvae dens
ity w as low er, a b o ut

6 0 3 2 l
a r v a e
P
e r
h
a
.

K e y w or
d s
:
g
r e a
t t it
;
b
r e e
d i
llg

s
ea so
n : n 以li

ng fo od: m ass on Pine

e鱿erP illa r ; b ir d P red at io 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