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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杜鹃在白腹短翅鸲巢中寄生繁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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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2009 年 至 2012 年 期 间，在 甘 肃 莲 花 山 自 然 保 护 区 共 发 现 91 个 白 腹 短 翅 鸲 ( Hodgsonius
phaenicuroides) 巢，其中 15 巢被大杜鹃( Cuculus canorus) 寄生，寄生率为 16. 48%。根据对 13 枚寄生的大

杜鹃卵的观察，其中 12 枚卵色为浅蓝色，与白腹短翅鸲的深蓝绿色卵差异明显，仅 1 枚与白腹短翅鸲卵

色一致。大杜鹃与白腹短翅鸲的卵重( t = 11. 208，df = 38，P ＜ 0. 001 ) 和卵短径( t = 0. 970，df = 38，

P ＜ 0. 001) 差异极显著。白腹短翅鸲具有识别大杜鹃卵的能力，15 巢中只有 4 巢接受寄生卵并继续孵

化，7 巢成功识别，剩余 4 巢无法确定是否识别。白腹短翅鸲为雌鸟单独孵卵，推测识别大杜鹃卵可能只

与雌鸟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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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rood Parasitism on White-bellied Ｒedstart by Common Cucko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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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Fifteen nests of White-bellied Ｒedstart ( Hodgsonius phaenicuroides) been parasitized by Common
Cuckoo ( Cuculus canorus) were found during the breeding season from 2009 to 2012 at Lianhuashan Nature
Ｒeserve，Gansu province，with a parasitism rate of 16. 48% ． To the human eye，12 out of 13 eggs of Common
Cuckoo were slightly blue in color and were different from the dark bluish green eggs of White-bellied Ｒedstart，
except one matched very well． The mean weight of Common Cuckoo eggs was 3. 76 ± 0. 16 g，with an average
long axis of 22. 19 ± 0. 52 mm and an average short axis of 17. 62 ± 0. 47 mm ( n = 10 ) ，respectively． There
were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in weight of eggs ( t = 11. 208，df = 38，P ＜ 0. 001 ) and short axis of eggs ( t =
0. 970，df = 38，P ＜ 0. 001 ) between Common Cuckoo and White-bellied Ｒedstart． Our research showed
White-bellied Ｒedstart can recognize eggs of Common Cuckoo，7 nests were confirmed deserted after being
parasitized and 4 nests accepted while the remaining 4 were unknown．
Key words: Cuculus canorus; Brood Parasitism; Hodgsonius phaenicuroides; Egg recognition

大杜鹃( Cuculus canorus) 繁殖于欧亚大陆，

越冬于非洲及东南亚地区。繁殖期见于我国境

内的大多数地区。据报道，大杜鹃可寄生多达

125 种鸟类( Skjelseth et al． 2004) ，在我国境内

已报道的宿主有 24 种( Yang et al． 2012a) 。了

解大杜鹃在不同宿主中的寄生率有助于划分大

杜鹃的寄生族群，同时，大的样本量也有助于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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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大杜鹃和宿主之间的寄生与反寄生的协同进

化机制。
白腹短翅鸲( Hodgsonius phaenicuroides) 是

一种性二型的雀形目鸟类，主要分布于我国的

中西部地区、喜马拉雅山脉及印度、缅甸等地，

河北北部亦分布有独立种群，平时多栖息在浓

密的灌丛中，是典型的灌丛型栖息鸟类( 赵正

阶 2001) 。其雄鸟具有羽毛延迟成熟现象，需

要到第二个繁殖季才能完全换成成体雄鸟羽毛

( 贾陈喜等 2005 ) 。Yang 等( 2012a) 报道了两

例大杜鹃寄生白腹短翅鸲的案例，对大杜鹃的

卵进行了描述。2009 年至 2012 年期间，我们

在甘肃莲花山自然保护区共发现 15 个大杜鹃

在白腹短翅鸲中寄生的案例，本文对大杜鹃的

卵以及白腹短翅鸲对寄生卵的识别情况进行了

报道。

1 研究地点及方法

1. 1 研究地点 本研究工作主要在莲花山自

然保护区的八度保护站进行。八度保护站位于

保护区的实验区，海拔 2 200 ～ 2 400 m，生境主

要为农田间杂灌丛带，农田的农作物主要为油

菜、小麦和豆类作物; 灌丛带内的灌木主要是华

北珍 珠 梅 ( Sorbaria kirilowii ) 、小 檗 ( Berberis
spp． ) 和忍冬( Lonicera spp． ) ; 农田灌丛带以上

主要为 阔 叶 林，植 被 主 要 为 辽 东 栎 ( Quercus
wutaishanica) 和白桦( Betula platyphylla) 。
1. 2 研究方法

1. 2. 1 巢址搜寻 研究地区的灌丛生境被农

田分隔成许多独立的条带，白腹短翅鸲雄鸟的

领域意识很强，在斑块化的生境中，两只个体之

间的领域几乎无重叠。在繁殖早期根据白腹短

翅鸲雄鸟的领域鸣唱行为，确定每个个体的领

域。确定其领域后，采用在其领域内系统搜索

的方法来寻找巢。
1. 2. 2 杜鹃种类的确定 根据卵色差异及卵

的大小差异确定是否有寄生卵。研究地区内，

一共有 5 种杜鹃，除大杜鹃外，还有中杜鹃( C．
saturatus) 、四 声 杜 鹃 ( C． micropterus ) 、小 杜 鹃

( C． poliocephalus) 和鹰鹃( C． sparverioides) 。研

究地区内有关中杜鹃 ( 王众等 2004 ) 和鹰鹃

( 胡运彪等 2013) 寄生案例的情况已有报道，可

以排除这两种杜鹃。而四声杜鹃和小杜鹃在研

究区域内种群数量非常少，很少听到二者的叫

声。已有文献报道了大杜鹃寄生白腹短翅鸲的

案例( Yang et al． 2012a) ，结合寄生卵的大小和

大杜鹃幼鸟形态( Yang et al，2012b) ，我们最终

确定寄生者为大杜鹃。
1. 2. 3 白腹短翅鸲弃巢行为的鉴定 当发现

白腹短翅鸲巢后，在其筑巢和产卵期间，我们每

隔 2 ～ 3 d 查看一次; 在孵卵期间，每隔 5 d 查看

一次。在产卵过程中被寄生后，窝卵数没有变

化且持续观察数天后无孵卵迹象的即判定为白

腹短翅鸲主动弃巢; 在产卵完成后被寄生的，经

过持续观察未发现孵卵迹象的也判定为主动弃

巢。因人为活动( 灌木砍伐等) 导致的弃巢判

定为人为破坏弃巢。有的寄生巢发现时已经有

卵被捕食，无法确定是主动弃巢还是因巢捕食

弃巢，单列一类。
采用精度为 0. 02 mm 的力易得 E0511 型

游标卡尺和精度为 0. 1 g 的长协电子 CX-138
型电子秤对卵进行测量及称重，文中数据以平

均值 ± 标准差( Mean ± SD) 表示。

2 结 果

2. 1 基本 情 况 工 作 期 间 共 发 现 了 15 巢

白腹短翅鸲被大杜鹃寄生案例( 表 1 ) ，占研

究 地 区 内 白 腹 短 翅 鸲 总 巢 数 的 16. 48%
( 15 /91 ) 。在研究 地 区 内，白 腹 短 翅 鸲 的 繁

殖时间为 5 月底至 8 月上旬，发现的 15 个被

寄生的巢，有 14 巢 产 卵 于 白 腹 短 翅 鸲 的 繁

殖早期，即 5 月底至 6 月下旬，只有 1 巢产卵

于 7 月上旬。
2. 2 卵 白腹短翅鸲的卵色为深蓝绿色，根据

我们对 13 枚大杜鹃卵的观察，其中 12 枚为浅

蓝色，与白腹短翅鸲的卵色差异较大( 图 1A) ，

1 枚为深蓝绿色( 图 1B) ，非常接近白腹短翅鸲

的卵色。大杜鹃的卵比白腹短翅鸲的卵大且

重，10 枚大杜鹃卵平均卵重为( 3. 76 ± 0. 16) g，

卵 长 径 × 短 径 为 ( 22. 19 ± 0. 52 ) mm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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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大杜鹃对白腹短翅鸲的寄生概况

Table 1 Information of brood parasitism on White-bellied Ｒedstart by Common Cuckoo

年份

Year
白腹短翅鸲巢数

Nests of White-bellied Ｒedstarts
被寄生巢数

Nests been parasitized
寄生率( % )

Ｒatio of brood parasitism
2009 10 4 40. 00
2010 9 1 11. 11
2011 32 4 12. 50
2012 40 6 15. 00

总计 Total 91 15 16. 48

( 17. 62 ± 0. 47) mm ( n = 10 ) ，而白腹短翅鸲卵

的平均重为( 2. 87 ± 0. 23 ) g，卵长径 × 短径为

( 21. 66 ± 1. 03) mm × ( 15. 97 ± 0. 44 ) mm( n =
30) 。二者的卵重 ( t = 11. 208，df = 38，P ＜
0. 001) 和 卵 短 径 ( t = 0. 970，df = 38，P ＜
0. 001) 均差异极显著，但卵长径差异不显著。
2. 3 寄生成败 15 巢中有 4 巢的大杜鹃幼鸟

成功出壳，只有 3 巢成功出飞，寄生成功率为

20. 00%。弃巢中有 6 巢确定是在被寄生后的

两天内弃巢，3 巢未确定因捕食弃巢或主动弃

巢，1 巢因人为破坏导致弃巢，另有 1 巢大杜鹃

卵被白腹短翅鸲从巢中移出。

3 讨 论

白腹短翅鸲多在每年的 5 月上旬陆续迁至

研究区域，于 5 月下旬和 6 月上旬完成配对并

开始繁殖。大杜鹃的到达时间要稍晚一周左

右，在 5 月下旬和 6 月上旬经常观察到大杜鹃

的追逐求偶行为。由此可以推出，在本地区大

杜鹃已 经 较 好 地 适 应 了 白 腹 短 翅 鸲 的 繁 殖

时间。
研究证实，很多宿主都能够识别大杜鹃的卵

( Langmore et al． 2005，Moskát et al． 2007) ，而且

不同种类雌雄亲鸟的识别能力也不相同。如双

亲孵卵的棕头鸦雀( Paradoxornis webbianus) ，其

雌雄均能识别杜鹃卵( Lee et al． 2005) ，而雌鸟

单 独 孵 卵 的 种 类，如 大 苇 莺 ( Acrocephalus
arundinaceus) 只 有 雌 鸟 能 识 别 大 杜 鹃 卵

( Pogayová et al． 2009) 。宿主在被寄生后，主要

有以下几种行为: ( 1) 继续孵卵; ( 2) 将寄生卵移

出巢外; ( 3 ) 放弃孵化，重新 筑 巢 产 卵 ( Payne
1977) 。在莲花山，以上 3 种行为在白腹短翅鸲

图 1 大杜鹃两种色型的卵

Fig． 1 Two types of Common Cuckoo's eggs
图 A 中浅蓝色卵( 左下) 为最常见的色型，B 为深蓝绿色色型卵。

The slightly blue egg ( left down) in Fig． A is the most common type，B shows the other typ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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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都存在，且拒绝率明显高于接受率，说明白腹

短翅鸲能够较好地识别出大杜鹃的卵。研究地

区内，白腹短翅鸲主动弃巢的行为比较罕见，在

我们的研究中仅有 1 巢是在筑巢期间弃巢，其

余的弃巢行为都是捕食、人为干扰以及巢寄生

导致。这一点也能够间接表明白腹短翅鸲能够

识别大杜鹃的卵。另外，这 15 个寄生巢中，有

1 巢的雄鸟为亚成体，即第一次参与繁殖，其余

雄鸟均为成体，有过繁殖经验，所以我们推测雄

鸟的繁殖经验和卵识别之间并没有直接的关

系，白腹短翅鸲雌鸟可能承担了识别大杜鹃卵

的任务。
大杜鹃的宿主广泛，每种寄生族群都有其

专一的寄生对象，卵色一般都高度模拟宿主的

卵色，不同寄生族群之间差异很大 ( Brooke et
al． 1988) 。本研究绝大多数的大杜鹃产浅蓝

色卵，这种卵色与白腹短翅鸲的卵色差别较大，

只有 1 巢的大杜鹃卵色和白腹短翅鸲的卵一

致，而根据 Yang 等( 2012a) 的描述，在白腹短

翅鸲巢中寄生的大杜鹃所产的卵色与白腹短翅

鸲的卵较一致。由于 Yang 等( 2012a) 仅观察

到 2 巢的数据，样本量过小，不足以完全反映在

白腹短翅鸲中寄生的大杜鹃的卵色。结合我们

的研究结果和 Yang 等( 2012a) 的结果，我们推

测，寄生白腹短翅鸲的大杜鹃可能存在着族群

分化。在大杜鹃与宿主的寄生和反寄生的斗争

中，大杜鹃的卵色对宿主卵色的模拟程度会越

来越高( Antonov et al． 2012，Davies 2011，Yang
等 2010) 。研究地区内，绝大多数大杜鹃的卵

色与白腹短翅鸲的卵色在人眼可见的色彩中差

异明显，但鸟类的视觉系统不同于人类。本研

究证实，即使人类看起来颜色差异较大的大杜

鹃卵，反 射 的 紫 外 光 与 宿 主 的 卵 差 异 不 大

( Cherry et al． 2001，Avilés et al． 2006 ) 。本次

工作中未涉及卵壳紫外光反射等内容，还需要

继续研究才能确定大杜鹃对白腹短翅鸲卵色模

拟的具体程度。
除白腹短翅鸲外，研究地区内曾发现 1 巢

赭红尾鸲( Phoenicurus ochruros) 和 1 巢北红尾

鸲( P． auroreus) 被大杜鹃寄生的案例，但由于

各种原因，未能获得大杜鹃在这两种鸟类中所

产卵的信息。另外，根据报道，大杜鹃的宿主还

包括白鹡鸰( Motacilla alba) 、灰背伯劳( Lanius
excubitor) 和红尾水鸲( Ｒhyacornis fuliginosa) 等

( Yang et al． 2012a) ，这 3 种鸟类在本研究地区

均有分布，但我们尚未在本地区发现大杜鹃寄

生这 3 种鸟类的案例。由于这 6 种鸟类的卵色

差异较大，研究地区内的大杜鹃是否具有不同

的寄生族群，还需要进行进一步调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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