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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观鸟会中国环境保育基金项目结题报告 

 

老君山灰胸薮鹛生态学观察与保育研究项目结题报告 

 

一、项目负责人 

韩联宪  

地址：云南昆明盘龙区白龙寺西南林学院保护生物学学院  昆明 650224  

电话:0086-871-3863145(o);0086-871-3862628(h)  

E-mail: lianxian.han@gmail.com 

 

二、项目参加人员 

1 韩联宪（西南林学院保护生物学学院教师）。主持项目，参加野外和室内

研究。 

2 邓轶星（西南林学院野生动物保护与自然保护区管理专业本科生，西南林

学院观鸟会会员），参加野外和室内研究工作。 

3 陈文才（四川屏山老君山自然保护区二燕坪管理站巡护员），协助野外工

作。 

4 肖文华（四川屏山老君山自然保护区老君寨保护点巡护员），协助野外工

作。 

5 孙付萍（西南林学院观鸟会会员），参加前期踏查工作和文献资料收集工

作，后因去卧龙大熊猫保护中心供职，未参加老君山野外研究工作。 

6 付义强（宜宾师范学院教师，北京师范大学鸟类学博士生），在老君山做

同类型的研究，繁殖行为观察时为本项目研究合作伙伴。 

 

三、项目目标内容和进度 

1 项目目标： 

开展灰胸薮鹛繁殖生态学研究，填补该鸟种生态资料和种群数量资料极度缺

乏的空白。影响带动保护区职工和当地社区居民参加部分研究保护，提高对鸟类

保护的兴趣和热情。同时为保护区提供灰胸薮鹛的科学资料和保护建议。 

2 工作内容： 

不同生境分设统计样方或样线，记录灰胸薮鹛的鸣叫个体数和配对情况，分

析其对不同类型生境的利用强度。野外采用焦点动物法直接观察繁殖行为，对繁

殖鸟配对、筑巢、产卵、孵化、育雏进行详细观察，收集所需数据。对收集到的

资料进行分析整理，写出老君山灰胸薮鹛生态学观察和鸟类保护建议的调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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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 

3 时间表 

项目自 2008 年 9 月 1 日开始，2009 年 8 月 31 日结束，为期 1年。 

2008 年 9～12 月： 

前期文献资料收集，工作方案制定，研究团队培训，与保护区联系接洽研究

事宜。 

2009 年 4 月～6月： 

实施野外研究。 

2009 年 7～8 月： 

整理分析资料，撰写项目总结报告，调查报告和研究论文。 

 

四、项目实际进度和完成内容 

1 项目进度时间表 

 2008 年 9 月－12 月 

组织研究团队成员收集有关资料，讨论研究工作方案、准备野外工作器材，

脚环等标记材料，与保护区管理机构接洽联系野外研究事宜。 

2009 年 4 月 10 日－6月 7日   

在老君山开展灰胸薮鹛生态研究，进行数量统计、行为观察、网捕标记，生

境测量等工作。同时观察记录保护区内所见鸟类种类和数量。野外工作原计划 2

人开展 70 天工作。野外工作先后有邓轶星、韩联宪、付义强、陈文才、肖文华、

等人参加，野外工作天数合计为 126 天/人次。 

韩联宪带领邓轶星于 4月 10 日出发前往老君山，12 日抵达研究地，随即开

展研究。研究早期，韩联宪因学校工作返回，由邓轶星和陈文才继续观察，研究

后期韩联宪再度前往老君山，3人共同进行野外研究。研究区域覆盖整个位于北

坡的保护区范围以及主峰地区老君寨。 

2 野外工作完成内容。 

1、灰胸薮鹛数量。 

在二燕坪、老君寨共采用了 4种方法统计灰胸薮鹛数量，同时对红嘴相思鸟

的数量也进行统计。 

（1）不定宽样线调查法。，共布设 5条样线，样线总长 6.842km。样线 1长

度 516m，统计 6 次；样线 2 长度 360m，统计 6 次；样线 3 长度 374m，统计 6

次；样线 4 长度 2069m，统计 4 次；样线 5 长度 3523m，统计 3 次。样线生境类

型主要为栲类林和林下竹丛。样线 1 红嘴相思鸟密度是 519 只/km2,灰胸薮鹛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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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为 0；样线 2红嘴相思鸟密度是 362 只/km2,灰胸薮鹛为 0；样线 3红嘴相思鸟

密度是 287 只/km2,灰胸薮鹛密度是 25 只/km2；样线 4 红嘴相思鸟的密度是 77

只/km2,灰胸薮鹛的密度是 8只/km2；样线 5红嘴相思鸟的密度是 46 只/km2,灰胸

薮鹛的密度是 5只/km2。红嘴相思鸟平均密度是 258 只/km2,灰胸薮鹛平均密度是

8 只/km2。不定宽样线法调查得出的灰胸薮鹛密度不精确。样线调查方法采用遇

见鸟和听到鸟的鸣叫声来统计鸟数量，样线调查时未能观察到灰胸薮鹛，仅依据

鸣叫声统计其数量，导致结果不准确。 

（2）不定半径样方法。在二燕坪和老君寨各布设 1 个观测点，二燕坪观察

点统计 3次；老君寨观察点统计 2次。二燕坪灰胸薮鹛密度是 23 只/km2,老君寨

灰胸薮鹛的密度是 94 只/km2。灰胸薮鹛平均密度是 58 只/km2。该方法所获数据

也不够精确，调查过程中发现同一只灰胸薮鹛会在不同的地方鸣叫，导致重复统

计。 

（3）标图法。在选定区域建立听声站，听声记录灰胸薮鹛的鸣叫地点、距

听声站的距离，然后绘出灰胸薮鹛鸣叫点示意图，计算灰胸薮鹛的种群密度。标

图法通常需用大比例尺地形图来标记鸟类鸣叫位点，因未获得研究区域大比例尺

地形图，研究中用现场手绘图进行标标识。二燕坪研究区域有 5对灰胸薮鹛占区

鸣叫；女儿碑一带有 3 对占区鸣叫；老君寨有 4 对占区鸣叫。研究区域面积为

6.7km2，灰胸薮鹛密度为 2只/ km2。用标图法得到灰胸薮鹛的数量相对精确，因

为灰胸薮鹛在繁殖期间占区鸣叫地点相对固定的。 

（4）标记重捕法。遵循项目评审委员会采用标记重捕统计数量的建议，我

们准备了金属脚环，塑料彩环等标记材料，使用长 12 米，高 2.5 米，5 兜的鸟

网 1张，在二燕坪保护站周围灰胸薮鹛栖息活动的生境，先后选取 5个网场进行

网捕。共布网 349 小时，捕获红嘴相思鸟 11 只，  金色鸦雀 6 只，金眶鹟莺 5

只，绿背山雀 4只，绿翅短脚鹎 3只，棕颈钩嘴鹛 2只，蓝翅希鹛 2只，强脚树

莺 2只，白冠燕尾 1只，灰胸薮鹛 0只。后期考虑到很多鸟类进入育雏阶段，为

保证鸟类安全，将网撤除，因此标记重捕未能达到预期结果。 

5 月 20 日观察到灰胸薮鹛进入育雏期，为保证鸟类安全撤去鸟网，停止网

捕标记。 

2、灰胸薮鹛生态观察 

（1）灰胸薮鹛习性和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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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 1 号灰胸薮鹛进行焦点动物观察，记录习性和行为。如有特殊行为，用

SONY HDR-SR12E 硬盘便携式摄像机记录，用手机录下灰胸薮鹛的鸣叫声。记录

其活动生境和占区鸣叫的地点。灰胸薮鹛 4月中、下旬开始占区鸣叫，6月上旬

占区鸣叫逐渐减少，5月下旬到 6月上旬为灰胸薮鹛育雏期。据此推测灰胸薮鹛

繁殖期为 4月中旬到 6月上旬。观察发现灰胸薮鹛十分胆小害羞，活动极为隐蔽，

野外观察时直接目击个体的次数很少。该鸟大部分时间躲藏在较密的灌丛、竹丛

和小乔木中鸣叫。观察到灰胸薮鹛的时间通常只有几十秒。一旦发现观察者靠近

就停止鸣叫或立即飞走。 

5 月中旬灰胸薮鹛占区鸣叫只数明显增加，5 月中旬以前二燕坪只有 1 只灰

胸薮鹛鸣叫，5月中旬发现二燕坪周围有 5只在鸣叫。4月 25 号观察到 1号灰胸

薮鹛已配对，领域范围很大；5月 26 号观察其在树上鸣叫 20 分钟左右，然后下

降进入到灌丛觅食。研究期间记录到灰胸薮鹛占区鸣叫有 11 种不同组合，典型

的占区鸣叫由 3到 4个音节组成，为清脆的似笛音的颤音“嘀、吁－吁－吁－”。

警戒鸣叫不同组合 2种，一种较急促“吱吱吱－”，一种较缓和 “吱吱－吱吱”。  

（2）灰胸薮鹛繁殖行为 

在老君寨发现 1个灰胸薮鹛的巢，对其进行了 2天从 6：00～20：00 的全事

件取样观察。记录亲鸟的喂食、暖雏次数和其他行为。 

灰胸薮鹛巢非常隐蔽，筑在距山谷 5米的山坡上的一棵方竹上，巢为碗状，

编织巢，巢的外层巢材为竹叶，里层为一些乔木的气生根。巢距地面 85 厘米，

巢高 11.5 厘米，巢深 5 厘米，巢外径 11 厘米，巢内径 7 厘米。山坡坡向为西北

坡向，坡度为 60°。距山脊 20 米，距对面山脊 130 米。巢的周围为茂密的方竹

灌丛、藤本植物和小乔木，调查者通行十分困难。距巢 10 米有 4 棵大乔木。巢

旁边的山谷为东西走向，巢所在的山脊为东北走向。发现巢时，已有 2只幼鸟刚

孵化出来，还有 1枚卵未孵化。5月 30 号观察，有 3只幼鸟。此巢窝卵数 3枚，

孵化率 100％，据此推算 5月下旬灰胸薮鹛进入育雏期。5月 28 日幼鸟身上无绒

毛，光裸，眼泡黑色；31 日观察幼鸟头上有较多的绒毛，能抬头张嘴乞食；6

月 2日再次观察幼鸟体形略有增长，雏鸟股、胫、头部、腰侧、腹侧出现羽芽，

全身为黑色。幼鸟于 6月 11 日离巢出飞，这对灰胸薮鹛育雏期为 15 天。灰胸薮

鹛亲鸟共同喂雏，气温低时雄、雌鸟均会暖雏，但雄鸟暖雏次数和暖雏时间均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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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雌鸟。亲鸟喂雏过程中会清理巢，吃掉幼鸟粪便和幼鸟吃剩的食物残渣。喂幼

鸟的食物是虫子和天蛾。亲鸟的警戒距离约为 5米，观察者接近鸟巢小于 5米时，

亲鸟会一边发出示警声，一边向观察者的地方靠过来，在周围发出示警声，直到

观察者离去。通常雄鸟前面，雌鸟随后。在我们刚开始还没有发现巢的时候，亲

鸟一边发出示警声，一边往巢的反方向移动。 

该巢发现于 5 月 28 日，观察的日期为 5 月 31 日和 6 月 2 日，其中 5 月 31

日为阴雨天气，6月 2日为晴天。雄、雌鸟的区别主要在尾羽端部，雄鸟尾端红

色，雌鸟黄色，但该特征在茂密灌丛中很难观察，该对灰胸薮鹛雄雌鸟的另一区

别特征是喙的颜色，雄鸟喙较雌鸟的白，颜色更浅。 

雄鸟、雌鸟喂食次数大致相同，5月 31 日雄鸟喂食 37 次，雌鸟喂食 35 次；

6月 2日雄鸟喂食 59 次，雌鸟喂食 54 次。雄鸟暖雏次数比雌鸟少，5月 31 日雄

鸟暖雏 13 次，雌鸟暖雏 28 次；6 月 2 日雄鸟暖雏 5 次，雌鸟暖雏 13 次。5 月

31 日（阴雨天）比 6 月 2 日（晴天）喂食次数少，5 月 31 日（阴雨天）比 6 月

2 日（晴天）暖雏次数多。5 月 31 日雄鸟暖雏时间为 211 分钟，雌鸟暖雏的时间

为 324 分钟；6 月 2 日雄鸟暖雏时间为 47 分钟，雌鸟暖雏时间为 103 分钟。雄

鸟暖雏的时间比雌鸟暖雏的时间短，5月 31 日比 6月 2日总暖雏的时间多。 

4 保护宣教措施： 

研究期间未发现有人违法捕捉鸟类，保护区内也未有人从事大规模的采集和

改变生境等活动，总之保护现状较好。我们对陈文才、肖文华两位巡护员作了一

些培训，建议他们在巡护和接待游客时多做一些保护宣传工作。 

5 室内数据整理 

2009 年 7～8 月  

整理分析研究野外工作收集的数据，撰写老君山灰胸薮鹛生态研究和保育措

施的调查报告。原计划整理老君山鸟类多样性调查资料，到保护区工作后获悉已

由四川大学生命科学院对老君山鸟类多样性进行了系统调查，因此我们放弃了该

项工作。有关研究结果和保护措施建议，已经于 8 月 28 日提交给老君山保护区

管理部门。 

目前正在撰写修改“灰胸薮鹛的分布与数量评估”和“老君山灰胸薮鹛繁殖

期行为”两篇研究论文，预计 2010 年春季投交给相关的学术刊物。 

 

五、经费开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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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交通费 

400 元（昆明-屏山老君山火车、汽车往返）X2 人 X2 次＝1600.00 元 

2 野外工作食宿费 

共有 3 人先后参加野外工作，野外工作共计 126 天/人次 X60 元＝7560.00

元 

3 资料复印费和电话费 

40.00 元 

4 发表 1篇调查论文的审稿费和版面费 

800.00 元 

合计：10,000.00 元 

 

六、后续工作设想 

本次野外研究对灰胸薮鹛数量稀少，机警怕人，观察困难有了更多的认识，

灰胸薮鹛分布区内，红嘴相思鸟密度极高，推测灰胸薮鹛很可能受红嘴相思鸟竞

争排挤，但限于观察数据不多，繁殖巢仅找到 1个，尚不能得出结论。计划 2010

年在云南昭通市与四川老君山生境类似地区做一次快速分布调查，并在适当地地

点结合西南林学院观鸟会观鸟活动和本科生毕业论文实习，继续对其繁殖生态进

行研究，同时向有关部门申请研究经费，继续开展分布、数量和繁殖研究。 

图 3 老君寨灰胸薮鹛生境图 4 灰胸薮生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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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野外工作图片 

图 1 老君山森林景观                 图

薮鹛栖息生境            图 4 灰胸薮鹛营巢生境的        

                  图 6 灰胸薮鹛亲鸟 

     

 

 

 

2 二燕坪森林生境 

      图 3 老君寨灰胸

       图 5 灰胸薮鹛巢和幼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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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 刚孵出的幼鸟和卵（付义强摄）            图 8 张网捕鸟情况 

 

                                                                            

   图 9 观察育雏行为                     图 10  3 日龄幼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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