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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平原城区毛叶钝果寄生果实取食鸟类调查

马　瑞，缪　宁

（四川大学生命科学学院／教育部生物资源和生态环境重点实验室，四川 成都　６１００６５）

摘　要：为研究秋冬季取食桑寄生科（Ｌｏｒａｎｔｈａｃｅａｅ）植物毛叶钝果寄生（Ｔａｘｉｌｌｕｓｎｉｇｒａｎｓ）果实的鸟类种类及其取食
强度，于２０１３年１０月１０日至２０１３年１２月１９日在成都市四川大学望江校区调查了造访毛叶钝果寄生丛的鸟类
种类和频次，以及取食其果实的鸟类种类和频次。期间共有１９种鸟造访了毛叶钝果寄生丛，其中有１１种鸟取食
毛叶钝果寄生果实。观察到白头鹎（Ｐｙｃｎｏｎｏｔｕｓｓｉｎｅｎｓｉｓ）每天都取食毛叶钝果寄生的果实，取食日百分比为１００％，
红胸啄花鸟（Ｄｉｃａｅｕｍｉｇｎｉｐｅｃｔｕｓ）在１０月不取食该物种，在１１月～１２月取食。不同鸟类的取食强度存在差异，取食
强度最大的鸟类为红胸啄花鸟，其他依次为白头鹎、黑头蜡嘴雀（Ｅｏｐｈｏｎａｐｅｒｓｏｎａｔａ）、黑尾蜡嘴雀（Ｅｏｐｈｏｎａｍｉｇｒａｔｏ
ｒｉａ）、淡黄腰柳莺（Ｐｈｙｌｌｏｓｃｏｐｕｓｃｈｌｏｒｏｎｏｔｕｓ）、黄腹山雀（Ｐａｒｄａｌｉｐａｒｕｓｖｅｎｕｓｔｕｌｕｓ）、红胁绣眼鸟（Ｚｏｓｔｅｒｏｐｓｅｒｙｔｈｒｏｐｌｅｕ
ｒｕｓ）、红头长尾山雀（Ａｅｇｉｔｈａｌｏｓｃｏｎｃｉｎｎｕｓ）、白颊噪鹛（Ｇａｒｒｕｌａｘｓａｎｎｉｏ）和金翅雀（Ｃｈｌｏｒｉｓｓｉｎｉｃａ）。
关键词：鸟类；毛叶钝果寄生；取食强度；秋冬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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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桑寄生科（Ｌｏｒａｎｔｈａｃｅａｅ）植物是寄生或半寄生
的灌木，自身不能独立生长，必须依赖其他植物而存

在［１］。桑寄生科植物果实的果皮较坚硬，种子外有

粘稠的果肉包裹，其种子传播主要依靠鸟类，鸟类通



过取食、携带、消化、排泄而起到种子传播的作

用［２］。毛叶钝果寄生（Ｔａｘｉｌｌｕｓｎｉｇｒａｎｓ）属桑寄生科
钝果寄生属（Ｔａｘｉｌｌｕｓ）广泛分布于中国南方各省，多
种乔木和灌木上［３］。毛叶钝果寄生在城市人工林

以及行道树上广泛寄生，且传播迅速，可造成寄主部

分枝条或整个植株死亡，这种寄生植物对城市森林

的稳定性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目前对毛叶钝果寄生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其化学

成分提取［４～７］和遗传多样性的研究［８］，对于该物种

的基础生态学方面的研究尚鲜见。因此，我们通过

调查成都市四川大学望江校区内鸟类造访毛叶钝果

寄生和取食情况，以期回答：（１）取食毛叶钝果寄生
果实的鸟类有哪些？（２）不同鸟类取食毛叶钝果寄
生的强度有何差异？研究结果可为城市园林绿化以

及城市鸟类生态学研究提供基础数据和借鉴，也有

利于进一步研究城市人工林稳定性的维持机制。

１　研究方法

１．１　研究地点
研究地点位于成都市的四川大学望江校区，地

理坐标为东经１０４°４′５９５″～１０４°５′５４３″，北纬３０°
３７′６３２″～３０°３７′６６７″，海拔４８０ｍ。在四川大学望
江校区东区选取３个生长有毛叶钝果寄生的调查点
进行观察，３个调查点中的寄主树种为垂柳（Ｓａｌｉｘ
ｂａｂｙｌｏｎｉｃａ）、刺槐（Ｒｏｂｉｎｉａｐｓｅｕｄｏａｃａｃｉａ）、银木（Ｃｉｎ
ｎａｍｏｍｕｍｓｅｐｔｅｎｔｒｉｏｎａｌｅ）、荷花玉兰（Ｍａｇｎｏｌｉａｇｒａｎ
ｄｉｆｌｏｒａ）、黑壳楠（Ｌｉｎｄｅｒａｍｅｇａｐｈｙｌｌａ）和女贞（Ｌｉｇｕｓ
ｔｒｕｍｌｕｃｉｄｕｍ）等。
１．２　研究方法

在毛叶钝果寄生的结果盛期（２０１３年１０月１０
日至２０１３年１２月１９日），我们在每周星期四、五、
六、日中，任选１ｄ～３ｄ作为观察日，使用ＢＯＳＭＡ８
×４２倍望远镜进行观察。每个观察日又分上午、中
午和下午３个时段（各２５ｈ），共观察１１周，合计
３１ｄ。

调查造访毛叶钝果寄生丛和取食其果实的鸟类

种类，记录造访次数（鸟类在毛叶钝果寄生丛中活

动的次数）和取食次数（鸟类取食毛叶钝果寄生果

实的次数）。为了消除由于取食鸟类种群大小不同

而造成的造访频次的差异，用取食强度来表征不同

种鸟类的取食情况：

取食强度＝取食次数／造访次数
将取食强度分为３个等级：重度取食，指取食强

度大于１；中度取食，指取食强度介于０２～１；轻度
取食，指取食强度小于０２。

采用取食日百分比来表征鸟类取食的时间分

布：取食日百分比 ＝鸟类取食天数／总观察天数 ×
１００％。

２　结果与分析

２．１　鸟类物种统计
共观察到３目１３科１９种鸟类造访过毛叶钝果

寄生丛，除珠颈斑鸠（Ｓｐｉｌｏｐｅｌｉａｃｈｉｎｅｎｓｉｓ）和普通翠
鸟（Ａｌｃｅｄｏａｔｔｈｉｓ）外，其余全部为雀形目（Ｐａｓｓｅｒｉ
ｆｏｒｍｅｓ）鸟类。这１９种鸟中，共有１１种鸟取食毛叶
钝果寄生果实，分别为白头鹎（Ｐｙｃｎｏｎｏｔｕｓｓｉｎｅｎｓｉｓ）、
红胸啄花鸟（Ｄｉｃａｅｕｍｉｇｎｉｐｅｃｔｕｓ）、淡黄腰柳莺（Ｐｈｙｌ
ｌｏｓｃｏｐｕｓｃｈｌｏｒｏｎｏｔｕｓ）、红头长尾山雀（Ａｅｇｉｔｈａｌｏｓｃｏｎｃｉ
ｎｎｕｓ）、白颊噪鹛（Ｇａｒｒｕｌａｘｓａｎｎｉｏ）、红胁绣眼鸟
（Ｚｏｓｔｅｒｏｐｓｅｒｙｔｈｒｏｐｌｅｕｒｕｓ）、黄腹山雀（Ｐａｒｄａｌｉｐａｒｕｓｖｅ
ｎｕｓｔｕｌｕｓ）、黑头蜡嘴雀（Ｅｏｐｈｏｎａｐｅｒｓｏｎａｔａ）、黑尾蜡
嘴雀（Ｅｏｐｈｏｎａｍｉｇｒａｔｏｒｉａ）、金翅雀（Ｃｈｌｏｒｉｓｓｉｎｉｃａ）、
绿背山雀（Ｐａｒｕｓｍｏｎｔｉｃｏｌｕｓ）。只造访毛叶钝果寄生
丛但不取食其果实的鸟有 ８种，分别为树麻雀
（Ｐａｓｓｅｒｍｏｎｔａｎｕｓ）、珠颈斑鸠、乌鸫（Ｔｕｒｄｕｓｍｅｒｕｌａ）、
鹊鸲（Ｃｏｐｓｙｃｈｕｓｓａｕｌａｒｉｓ）、普通翠鸟、白腰文鸟（Ｌｏｎ
ｃｈｕｒａｓｔｒｉａｔａ）、大山雀（Ｐａｒｕｓｍａｊｏｒ）和红胁蓝尾鸲
（Ｔａｒｓｉｇｅｒｃｙａｎｕｒｕｓ）。共记录到鸟类造访次数总和
为２７８２次，取食次数总和为１０１９次（见表１）。

表１ 不同鸟类的造访次数和取食次数

Ｔａｂ．１　Ｖｉｓｉｔｉｎｇｔｉｍｅｓａｎｄｉｎｇｅｓｔｉｏｎｔｉｍｅｓｏｆ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ｂｉｒｄ
ｓｐｅｃｉｅｓ

序号 种类 造访次数 取食次数

１ 白头鹎（Ｐｙｃｎｏｎｏｔｕｓｓｉｎｅｎｓｉｓ） ９９７ ６８２
２ 红头长尾山雀（Ａｅｇｉｔｈａｌｏｓｃｏｎｃｉｎｎｕｓ） ４３３ ７１
３ 白颊噪鹛（Ｇａｒｒｕｌａｘｓａｎｎｉｏ） ２４６ ２６
４ 金翅雀（Ｃｈｌｏｒｉｓｓｉｎｉｃａ） ２２２ ２
５ 淡黄腰柳莺（Ｐｈｙｌｌｏｓｃｏｐｕｓｃｈｌｏｒｏｎｏｔｕｓ） ２０５ ５７
６ 树麻雀（Ｐａｓｓｅｒｍｏｎｔａｎｕｓ） １７９ －
７ 珠颈斑鸠（Ｓｐｉｌｏｐｅｌｉａｃｈｉｎｅｎｓｉｓ） １０４ －
８ 红胁绣眼鸟（Ｚｏｓｔｅｒｏｐｓｅｒｙｔｈｒｏｐｌｅｕｒｕｓ） ８９ １１
９ 红胸啄花鸟（Ｄｉｃａｅｕｍｉｇｎｉｐｅｃｔｕｓ） ８１ １３０
１０ 黄腹山雀（Ｐａｒｄａｌｉｐａｒｕｓｖｅｎｕｓｔｕｌｕｓ） ６８ １１
１１ 乌鸫（Ｔｕｒｄｕｓｍｅｒｕｌａ） ４６ －
１２ 黑头蜡嘴雀（Ｅｏｐｈｏｎａｐｅｒｓｏｎａｔａ） ３８ １６
１３ 黑尾蜡嘴雀（Ｅｏｐｈｏｎａｍｉｇｒａｔｏｒｉａ） ２２ １２
１４ 鹊鸲（Ｃｏｐｓｙｃｈｕｓｓａｕｌａｒｉｓ） １９ －
１５ 普通翠鸟（Ａｌｃｅｄｏａｔｔｈｉｓ） １５ －
１６ 白腰文鸟（Ｌｏｎｃｈｕｒａｓｔｒｉａｔａ） １１ －
１７ 大山雀（Ｐａｒｕｓｍａｊｏｒ） ５ －
１８ 红胁蓝尾鸲（Ｔａｒｓｉｇｅｒｃｙａｎｕｒｕｓ） １ －
１９ 绿背山雀（Ｐａｒｕｓｍｏｎｔｉｃｏｌｕｓ） １ １

合计 ２７８２ １０１９

０６ 　　 四　川　林　业　科　技 ３９卷



２．２　取食毛叶钝果寄生果实的鸟类
取食毛叶钝果寄生果实的鸟类体型较小，它们

有的（如：红胸啄花鸟）会以极快的速度在毛叶钝果

寄生丛中活动，寻找可食的果实；有的（如：白头鹎）

会先在寄主树上停留，待寻找到合适的果实时，即飞

往果实，用尖锐的喙插入果实，左右摇动，使果实从

果柄处掉落；有的（如：白颊噪鹛）会在寄生有毛叶

钝果寄生的乔木下方取食其掉落的果实。大多数鸟

类能够将毛叶钝果寄生果实的外果皮与种子分离，

因此在其寄生丛下方的地面上常发现有大量的外果

皮。

在观察的３１ｄ中，白头鹎每天都会取食调查点
中的毛叶钝果寄生果实，它的取食日百分比为

１００％；红胸啄花鸟、淡黄腰柳莺、红头长尾山雀和白
颊噪鹛的取食日百分比介于１０％ ～６０％，是经常取

食鸟；红胁绣眼鸟、黄腹山雀、黑头蜡嘴雀、黑尾蜡嘴

雀、金翅雀和绿背山雀的取食日百分比都小于

１０％，是偶尔取食鸟。红胸啄花鸟的取食日比率为
５８０６％，但是我们在１０月份的前９个观察日都未
观察到该鸟取食毛叶钝果寄生果实，取食日比率为

０；从１０月３１日起，至１２月１９日的２２个观察日
中，红胸啄花鸟的取食日比率达到了８３３６％ （见
表２）。

有研究表明清晨鸟类为了补充夜晚所消耗的能

量，会有进食的行为［９］。我们发现取食毛叶钝果寄

生果实的鸟类在取食时间上与这些研究是相符合

的。鸟类取食毛叶钝果寄生果实的时间多集中在上

午，不同时间取总食次数依次为：上午（６５７）＞下午
（３３５）＞中午（２７）（见表２）。

表２ 鸟类取食的时间分布

Ｔａｂ．２　 Ｉｎｇｅｓｔｉｏｎｔｉｍｅ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ｓｏｆｂｉｒｄｓｐｅｃｉｅｓ

序号 种类 上午 中午 下午 取食日比率（％）
１ 白头鹎（Ｐｙｃｎｏｎｏｔｕｓｓｉｎｅｎｓｉｓ） ３８７ １２ ２８３ １００．００
２ 红胸啄花鸟（Ｄｉｃａｅｕｍｉｇｎｉｐｅｃｔｕｓ） １００ １２ １８ ５８．０６
３ 红头长尾山雀（Ａｅｇｉｔｈａｌｏｓｃｏｎｃｉｎｎｕｓ） ５６ ３ １２ ２９．０３
４ 淡黄腰柳莺（Ｐｈｙｌｌｏｓｃｏｐｕｓｃｈｌｏｒｏｎｏｔｕｓ） ４８ ０ ９ ２９．０３
５ 白颊噪鹛（Ｇａｒｒｕｌａｘｓａｎｎｉｏ） １９ ０ ７ １６．１３
６ 红胁绣眼鸟（Ｚｏｓｔｅｒｏｐｓｅｒｙｔｈｒｏｐｌｅｕｒｕｓ） ７ ０ ４ ９．６８
７ 黄腹山雀（Ｐａｒｄａｌｉｐａｒｕｓｖｅｎｕｓｔｕｌｕｓ） １１ ０ ０ ９．６８
８ 黑头蜡嘴雀（Ｅｏｐｈｏｎａｐｅｒｓｏｎａｔａ） １６ ０ ０ ９．６８
９ 黑尾蜡嘴雀（Ｅｏｐｈｏｎａｍｉｇｒａｔｏｒｉａ） １０ ０ ２ ６．４５
１０ 金翅雀（Ｃｈｌｏｒｉｓｓｉｎｉｃａ） ２ ０ ０ ３．２３
１１ 绿背山雀（Ｐａｒｕｓｍｏｎｔｉｃｏｌｕｓ） １ ０ ０ ３．２３

合计 ６５７ ２７ ３３５ －

２．３　取食强度
绿背山雀的取食强度为１，在观察中我们只观

察到其造访毛叶钝果寄生丛１次，并且在这次造访
中取食了毛叶钝果寄生的果实。红胸啄花鸟的取食

强度最高（１６），为重度取食鸟。白头鹎、黑头蜡嘴
雀、黑尾蜡嘴雀和淡黄腰柳莺的取食强度介于０２
～０８之间，为中度取食鸟类。黄腹山雀、红胁绣眼
鸟、红头长尾山雀、白颊噪鹛和金翅雀的取食强度都

低于０２，为轻度取食鸟类（见图１）。

３　讨论

造访毛叶钝果寄生丛的鸟类共有１９种。白头
鹎、红头长尾山雀、白颊噪鹛、金翅雀、树麻雀、淡黄

腰柳莺和珠颈斑鸠是造访次数最高的７种鸟，它们
造访次数都高于１００次。这７种鸟在校园内较为常

图１　鸟类对毛叶钝果寄生果实的取食强度
Ｆｉｇ．１　ＩｎｇｅｓｔｉｏｎｉｎｔｅｎｓｉｔｙｏｆｂｉｒｄｓｐｅｃｉｅｓｏｎｆｒｕｉｔｓｏｆＴａｘｉｌｌｕｓ

ｎｉｇｒａｎｓ

见，其中又以白头鹎、白颊噪鹛、树麻雀和珠颈斑鸠

为优势种［１０］，种群数量较大可能是决定其造访次数

高的原因。

１６１期 马　瑞，等：成都平原城区毛叶钝果寄生果实取食鸟类调查 　　



取食毛叶钝果寄生果实的鸟类有１１种，分别为
红胸啄花鸟、白头鹎、黑头蜡嘴雀、黑尾蜡嘴雀、淡黄

腰柳莺、黄腹山雀、红胁绣眼鸟、红头长尾山雀、白颊

噪鹛和金翅雀。

不同鸟类的取食强度由其取食次数和造访次数

所决定。在取食毛叶钝果寄生果实的鸟类中，红胸

啄花鸟的取食强度最高（１．６），是调查中唯一取食
次数大于造访次数的鸟类。红胸啄花鸟主要取食植

物的浆果、花蜜以及昆虫［１１］；肖来云［２］等人指出，
红胸啄花鸟喜食桑寄生科植物果实，是桑寄生科植

物种子的主要传播者之一。红胸啄花鸟在秋季（１０
月），尚有昆虫和开花植物的时候，不取食毛叶钝果

寄生果实；在进入冬季（１１月）后，开花植物和昆虫
变少，红胸啄花鸟由不取食变为重度取食。说明红

胸啄花鸟在冬季主要取食毛叶钝果寄生果实。

白头鹎、黑尾蜡嘴雀、黑头蜡嘴雀和淡黄腰柳莺

为毛叶钝果寄生果实的中度取食鸟。白头鹎在四川

盆地广泛分布，种群数量较多［１２］，是调查中取食次

数（６８２次）和造访次数（９９７次）最高的鸟类，取食
强度是中度取食鸟类中最高的（０６８）。白头鹎主
要取食植物浆果和昆虫，在昆虫数量相对较少的秋

冬季节，白头鹎可能更倾向去取食秋冬季成熟的毛

叶钝果寄生果实。黑尾蜡嘴雀（０．５５）的取食强度
稍高于黑头蜡嘴雀（０４２），黑头蜡嘴雀（１６次）的
取食次数稍高于黑尾蜡嘴雀（１２次），说明这两种鸟
取食习性相近。蜡嘴雀属（Ｅｏｐｈｏｎａ）鸟类喜食植物
种子或昆虫［１３～１４］，取食次数较少可能是由于其在校

园内的分布较少。淡黄腰柳莺的造访次数为 ２０５
次，但是取食强度只有０２８。淡黄腰柳莺是集群生
活的鸟类，体型较小，多生活在灌丛中［１５］，食性以昆

虫为主，辅以植物果实，这可能是它成为中度取食鸟

类中取食强度最低的原因。

红头长尾山雀、黄腹山雀、红胁绣眼鸟、白颊噪

鹛和金翅雀为毛叶钝果寄生果实的轻度取食鸟。山

雀科（Ｐａｒｉｄａｅ）鸟类和红胁绣眼鸟主要取食昆
虫［１６～１７］，毛叶钝果寄生的花和果实可能会吸引昆

虫，同时冬季寄主植物叶片凋落，而常绿的毛叶钝果

寄生灌丛能够为这些小型鸟类提供掩蔽，因此这些

鸟类多在毛叶钝果寄生丛中活动，却很少取食该物

种的果实。金翅雀和白颊噪鹛喜食草籽［１８～１９］，多在

地面活动，而毛叶钝果寄生多寄生于高大乔木上，这

是它们取食强度低的可能原因。

树麻雀、珠颈斑鸠、乌鸫、白腰文鸟、红胁蓝尾

鸲、大山雀、鹊鸲和普通翠鸟造访了毛叶钝果寄生

丛，但是我们并未观察到取食其果实的现象，取食强

度为零。我们认为这８种鸟类不取食毛叶钝果寄生
果实的原因可能是因为食性：树麻雀、白腰文鸟和珠

颈斑鸠多取食谷类作物［２０］；乌鸫主要以昆虫为食，

偶尔取食植物果实［２１］，红胁蓝尾鸲、大山雀的食性

不以植物果实为主，这些鸟造访寄生丛的原因可能

也是在受昆虫所吸引。普通翠鸟的造访次数为１５
次，可能是因为调查中有一个调查点设置在四川大

学望江校区东区的荷花池，寄主树木为垂柳，普通翠

鸟把寄生丛作为捕食的出发点，并不是为了取食毛

叶钝果寄生果实，造访是一种偶然现象。

研究明确了取食毛叶钝果寄生的鸟类，以及不

同鸟类在取食该物种果实的强度的不同。但是目前

仅观察了鸟类取食毛叶钝果寄生果实的过程，对于

该物种种子扩散的过程并未深入研究。有报道指

出［２２］，鸟类不仅可以扩大植物种子的传播范围，还

可以通过消化作用去除果皮（肉）的包裹和抑制种

子萌发的物质，促进传播后种子的萌发及成苗，这个

过程是否同样对毛叶钝果寄生果实的萌发有所影响

还有待进一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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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 １６００ｍｍ～１８００ｍｍ、年日照时数 ２０００ｈ以上，
以及独山县年均温１５℃，年降雨量 １３４６ｍｍ，两者
与利州区的气候因子有明显差异，因此温度、降雨

量、日照时长等气候因子可对马尾松人工林数量成

熟龄造成一定影响。

（４）利用ｌｏｇｉｓｔｉｃ方程拟合马尾松人工林的平均
胸径、平均树高和平均单株材积与林龄的生长方程，

分别为ＹＨ＝１９１６９３６／（１＋ｅｘｐ（－００８７９４×（ｘ－
２４５４９４４））、ＹＤ＝３４８３１０４／（１＋ｅｘｐ（－００７９３６×
（ｘ －３３７７６９２））、ＹＶ ＝０６３６３６／（１ ＋ ｅｘｐ
（－０１４７３２×（ｘ－４００６１８３）），拟合精度均在０９８
以上，拟合效果显著。对拟合方程进行检验，预测值

与实测值偏差不大，预测值能够较好的反应林分生

长情况，拟合的生长预估模型较科学，有实用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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