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珠颈斑鸠繁殖期占据领域鸣声特征及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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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年 ( ) # 月，在四川省南充市通过野外观察、录音、室内计算机处理及声谱分析对珠颈斑鸠繁

殖期占据领域鸣声特征及行为做了研究。结果表明：珠颈斑鸠有一般占据和召唤配偶共同占据两类鸣声，两类

鸣声雌雄不同，但均由 $ 音节组成；其鸣唱具有应答性，且每次在各栖位点的鸣唱顺序大致相同；日鸣唱频次

变化大，具 $ 个高峰期；繁殖各时期鸣唱频次变化亦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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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鸟类学家经长期观察和研究证实鸟类确能

通过“鸟 语”相 互 交 流，彼 此 了 解 对 方 的 意 图

（R5> 1< 3B，!++/）。领域鸣唱是鸟类繁殖期的主要

声 行 为 之 一 （ S3<;2?6B1 T FB3<17， !++’； R5>，

!++/），J59D17A19（!+$+） 在 研 究 雪"（ 20(:%-)?
>4(#,@ #&8,1&$）时发现，领域鸣唱具有吸引配偶和

排斥同性的双重作用。此后的研究表明领域鸣唱复

杂多样（U71D8，!+%%；H539A 1< 3B，!++/；R15 1< 3B，
!+++，"&&$；V5@3L3P5 T W338，"&&$D）：与雄鸟的

体 质 及 年 龄 （ V5@3L3P5 T W338， "&&$3；

W3BB8;2BXA17，!+//）、领域的建立及保护（011;217
1< 3B， "&&&； U71D8 1< 3B， !+%/； E3A>5D 1< 3B，
"&&!；F5G?869， !+/’； F67Y6919 T V175BX， "&&&；

017<73G，!+%&）、种间及种内识别（03BB19<591 1< 3B，
"&&$；Z6><71B39< 1< 3B，"&&&；V37<198 T U188B17，
"&&&；V5@3L3P5 T W338，"&&"；[<<17 1< 3B，!++%；

W338，!+//）、配对及繁殖成功率（06BBG399 1< 3B，
!++%；\128<15917 1< 3B，!++/）有关；且可通过鸣声

回放探测其领域大小（H539A 1< 3B，!+++；R5 1< 3B，
!++!）。

! 收稿日期："&&$ . &/ . "%；接受日期："&&$ . !! . "/



珠颈斑鸠（ !"#$%"&%$’() *+(,$,-(-）是遍布于我

国 中 南 部 的 留 鸟， 是 重 要 的 猎 禽 之 一 （!"#$，

%&&’；!"()*，’+,,）。其 繁 殖 期 具 有 较 强 的 领 域

性，且 鸣 声 频 繁、 音 量 高 （ -#)*， ’+.&；/#)，

’++0）。本文拟通过对其繁殖期占据领域鸣唱行为

的研究，初步探索此行为的生物学意义，并为了解

占据领域鸣唱的声学特征提供基础资料。

! 研究区域和方法

! "! 研究区域

研究区域位于四川省东北、川中盆地腹心、嘉

陵江中游西岸的南充市（北纬 1&2’03 4 1&25’3，东

经 ’&,2 4 ’&6263）西华师范大学校园内。属中亚热

带湿润季风气候：四季分明，冬暖夏热，年均温度

’ 6 7 , 8；无霜期1&’ 9；雨量充 沛 ，年 均 降 水 量

’ &%& 7’ ::，多集中在夏秋季；多云雾，年均雾日

0& 9，湿度大；日照少，年日照时数 ’ 150 76 "，年

日照率 1’;；风力小（<()*，’++0）。校园植被以

人工 绿 化 植 物 为 主， 主 要 树 种 有 樟 树 （ .(,/
,)0&120 *)0%+&#)）、法国梧桐（3’)"),2- )’$#(4&’(/
)）、圆柏（ !)5(,) *+(,$,-(-）、细叶桉（62*)’7%"2-
"$#$"(*&#,(-）、珊瑚树（8(52#,20 &9&#)"(--(020）、棕

竹（:+)%(- $;*$*-)）、棕榈（<#)*+7*)#%2- 4&#"2,$(）、

蒲葵（=)-+(,>"&,() #&52-")）、慈竹（:+)%(- $;*$*/
-)）、黄葛树（?(*2- @(#$,-）、苏铁（.7*)- #$@&’2")）

和腊梅（.+(0&,),"+2- %#)$*&;）等。

! "# 方 法

%&&1 年 0 4 , 月，用焦点取样法（=$>#? #)@:#?
A#:B?@)*）和完全记录法（#??C$>>DEE()>( E(>$E9@)*）

观察繁殖期珠颈斑鸠占据领域鸣唱行为。观察自清

晨5：&& 开始，首先通过珠颈斑鸠的鸣声或跟踪其

配对繁殖鸟找到巢及其领域，然后用 F@G$) 望远镜

隔日全天观察每巢的营巢期、产卵期、孵卵期和育

雏期。除每日选占据领域鸣唱高峰期（早晨 5：&&
4 .：&&、中午 ’’：&& 4 ’0：&& 和下午 ’6：&& 4 %&：&&）

的 1 个时间段记录鸣声，还选 1 个巢隔日全天记录

鸣声，记录其占据领域鸣唱行为特征。通过观察求

偶、交配时的行为和听其鸣声确定雌雄。

用 HIF/ 公司的 JKLCMH5’5 数字录音机、H/C
1%% 强指向变焦电容式外接话筒和 M(:$EN HO@>G 录

音磁带记录野外鸣声。室内用计算机（单声道、’,
位和 00 7’ GPQ）对磁带记录鸣声采样，把数字化后

的鸣声资料以“ 7RST”格式文件贮存；再通过北

京阳宸公司的 TAC++ 语音工作站声谱分析软件（延

迟时间小于 & 7’ A）进行分析、归纳、比较，选出

较清晰的鸣声绘制声图。引用声学形状描述的基本

音（U#A@> A$D)9，VH）、主峰频率（:#@) B(#G =E(C
WD()>N，M-<）对其领域鸣唱声进行描述。VH 是指

鸣声的音节或声段中能量最高的且有一定带宽的基

本声；M-< 是一个包括很多不同频率组成的复信号

中最主要的频率。

# 结 果

# "! 占据领域鸣声的声学特征

按鸣唱意义和各音节持续时间不同，珠颈斑鸠

的占据领域鸣声可分为两类：!一般占据鸣声，为

繁殖期主要的鸣唱声；由 1 音节组成，第 1 音节长

于前两音节，全句持续时间较短；雌雄不同（图

’）。"召唤配偶共同占据鸣声，在配偶停止鸣唱时

发出；也由 1 音节组成，第 % 音节长于另两音节，

全句持续时间较长；雌雄也不相同（图 ’）。

雌雄 % 种鸣声的各音节持续时间、音节间时间

间隔、全句持续时间、VH 及 M-< 均不相同（表

’）。除第 1 音节持续时间和 VH 外，雌雄的召唤配

偶共同占据鸣声的各参数均大于一般占据领域鸣

声；除第 %、1 音节间的时间间隔和 VH 外，一般占

据鸣声各参数雄性均大于雌性；召唤配偶共同占据

鸣声的 M-<、第 ’ 和第 1 音节持续时间雄性大于雌

性，而各音节间时间间隔、第 % 音节和全句的持续

时间则雄性小于雌性。

# "# 雌雄鸣声的行为特征及应答性

繁殖初期每日清晨5：0& 左右，雄鸟首先在栖

位点发出低沉的“起床声”，由 % 音节组成，一般

持续鸣叫 5 4 6 次；然后转为较洪亮的一般占据领

域鸣唱，具 1 音节；雌鸟很快发出具 1 音节的“应

答声”，比雄鸟略尖厉；此后就转入一唱一答的轮

流鸣 唱（图 %）。一 般 轮 唱 的 时 间 间 隔 较 短，为

’ 7010 X & 7%+% A（, Y 1%）。偶见雄鸟发出 1 声鸣唱

后，配偶才回应。轮唱过程中，如一方鸣唱停止，

配偶会很快发出持续时间较长的召唤配偶共同占据

声，直到配偶应答后才双双转为一般占据鸣唱。雌

雄常在一个栖位点连续鸣唱数分钟后，再飞到下一

个栖位点继续鸣唱，且每次重复顺序大致相同。鸣

唱后，雌雄一起到地面觅食或饮水。偶见雌鸟入

巢，雄鸟在其他栖位点上继续鸣唱后才到地面觅食

或饮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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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 珠颈斑鸠的 " 种占据领域鸣声图

#$% &! ’()(%*+, (- ./( .0123 (- .42 (55610$)% .2**$.(*$+7 3()% (- !"#$%"&%$’() *+(,$,-(-
+：一般占据鸣声（82)2*+7 (55610$)% .2**$.(*$+7 3()%）；9：召唤配偶共同占据鸣声（’()% 90 /4$54 .420 925:()2; 4271<
,+.2 .( 3$)% .2**$.(*0 .(%2.42*）。

表 ! 珠颈斑鸠 " 种占据领域鸣唱声的声学特征

#$%&’ ! ()*+,-.) )/$0$)-’0 *1 -2* -34’, *1 -/’ *))+43.56 -’00.-*0.$& ,*56 *1 !"#$%"&%$’() *+(,$,-(-

一般占据领域鸣唱

82)2*+7 (55610$)% .2**$.(*$+7 3()%

召唤配偶共同占据领域鸣唱

’()% 90 /4$54 .420 925:()2;
4271,+.2 .( 3$)% .2**$.(*0 .(%2.42*

雄 =+72 雌 #2,+72 雄 =+72 雌 #2,+72

第 ! 音节持续时间 >6*+.$() (- .42 -$*3. 3077+972（,3） ?? @A !?B !BC

第 " 音节持续时间 >6*+.$() (- .42 325(); 3077+972（,3） !!D EA BAB F?"

第 A 音节持续时间 >6*+.$() (- .42 .4$*; 3077+972（,3） B@A BFC "?@ !""

第 !、" 音节间的时间间隔 G).2*H+7 92./22) .42 -$*3. +);
325(); 3077+972（,3）

!DA !F !C? "DA

第 "、A 音节间的时间间隔 G).2*H+7 92./22) .42 325();
+); .4$*; 3077+972（,3）

!"A !AE "A@ AFB

全句的持续时间 >6*+.$() (- /4(72 32).2)52（,3） ?E@ @@C ! A!D ! BD@

基本音 I+3$5 3(6);（JK） !C" &C L ! "DA &@ !AD &! L ! "AF &? !C@ &C L ! "C? &A !EF &! L ! !@D &@

主峰频率 =+$) 12+: -*2M62)50（JK） @FD CDD @?D C?D

图 " 珠颈斑鸠雌雄应答鸣唱声图

#$% &" ’()(%*+, (- .42 *231()3$H2 3()% (- ,+72 +); -2,+72 $) !"#$%"&%$’() *+(,$,-(-

" 78 日鸣唱频次及繁殖各时期变化

珠颈斑鸠繁殖期日领域鸣唱频次具 A 个高峰

期：清晨（F：DD L ?：DD）、中午（!!：DD L !B：DD）、

傍晚（!@：DD L "D：DD），尤以清晨最为剧烈（图 A）。

繁殖期的营巢、产卵期间，领域鸣唱频次较

高。而进入孵卵期后，频次明显减少，育雏晚期，

几乎听不到（图 B）。

FF!" 期 周友兵等：珠颈斑鸠繁殖期占据领域鸣声特征及行为



图 ! 珠颈斑鸠日领域鸣唱频次变化

"#$ %! &#’()*+ ,*(#*-#.) ./ -01 /(12’1)34 ./ -01 .33’54#)$
-1((#-.(#*+ 6.)$ ./ !"#$%"&%$’() *+(,$,-(-

图 7 珠颈斑鸠繁殖期内领域鸣唱频次变化

"#$ %7 "(12’1)34 ,*(#*-#.) ./ -01 .33’54#)$ -1((#-.(#*+ 6.)$
./ !"#$%"&%$’() *+(,$,-(- 8’(#)$ 9(118#)$ 51(#.8

! 讨 论

鸟类的领域鸣唱复杂多样，不同种类的鸣唱曲

目和鸣唱型不同，即使是同种内的同一个体也有多

种 鸣 唱 型 （ :1# 1- *+， ;<<<， =>>!；?#4*@*A# B
C**6，=>>!9）。雌雄珠颈斑鸠各有 = 种领域鸣唱

型 ，每 种 鸣 唱 型 均!音 节 组 成 ，与 黑 卷 尾（ .(*#/ 0

#/- 1)*#&*$#*/-）相似；各音节不规则重复，表现出

一定的序列性，为多音节序列不稳定变化型（:1#
1- *+，=>>!）。

鸟类的领域鸣唱具有吸引配偶和保卫领域的功

能（D(196，;<EE；D(196 1- *+，;<EF；G*$’#9 1- *+，
=>>;；H.(I.)1) B ?1(#+J，=>>>），是雄鸟之间竞争

和吸引配偶的手段之一（K11301( 1- *+，=>>>），也

是种内及种间个体识别的手段之一（K*++1)-#)1 1-
*+，=>>!；?*(-1)6 B D166+1(，=>>>；L*-305.+1 B
H+*-1(， ;<<M ）， 能 提 高 配 对 和 繁 殖 成 功 率

（N106-1#)1( 1- *+，;<<F）。珠颈斑鸠一旦领域确定，

雌雄即默契配合，共同发出应答式鸣唱，用以警戒

和保护领域不受干扰，防御同种和在资源利用上有

竞争的异种个体进入领域，从而保证整个繁殖期内

有足够的空间和食物资源，这对于提高繁殖成效具

有重要作用。因而进一步验证了前人的观点。

珠颈斑鸠日鸣唱变化，可能与取食、食物领域

防卫、能量和时间利用有关。早晨鸣唱次数最多，

一方面是早晨能量储备少，而鸣叫只需较少的能

量，用鸣声来保护领域比用体力直接驱赶入侵者更

省力（?.(-.)，;<FO）；另一方面是早晨天暗不宜觅

食，这个时期鸣唱能更有效的利用时间（D*31+)#A，

;<E<）。中午鸣唱次数也较多，可能是中午校园内

学生饭后丢掉的食物较多，此时间段鸣唱可保护食

物领域，以便下午取食；此外，经过一上午取食，

选择一天中最热的时间段鸣唱比再去觅食更能节省

能量。傍晚的鸣唱次数明显少于前两个高峰期，可

能是为了减少能量消耗，保证有足够的能量过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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