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换羽、换毛

每到冬季，生活在温带、寒带的鸟类和哺乳动物常常会换羽、
换毛。

雷鸟是典型的换羽鸟类。当冬日来临时，雄鸟和雌鸟会换上
一身洁白的、厚厚的羽毛。春天冰雪融化后，雷鸟的头、颈和胸部
又换成了有栗棕色横斑的春羽。雷鸟换羽既是为了防寒也是为
了隐蔽。

分布于北极地区的北极狐，夏季上部的毛色为灰黑色。冬季
北极狐全身换上白色毛，针毛下具有厚密的绒毛，即使在零下
50℃的冰原上，也能保持一定的体温。

冬眠

动物对付寒冷低温为人们所熟知的手段之一就是休眠。在
寒带和温带，变温动物以及所有的两栖动物和爬行动物都冬眠。

当冬天来临时，生活在河边、塘边和田边的中华大蟾蜍会钻
到淤泥中或石头下过冬，有时也会钻到草堆或树根下的湿泥中过
冬；而蛇类与蜥蜴类动物会钻到土层下或天然洞中冬眠过冬。

一些鸟类其实也会冬眠。雨燕与弱夜鹰会钻到岩洞里休眠
越冬。西藏昌都地区和林芝地区南部有绯胸鹦鹉，到了冬季，当
地的绯胸鹦鹉会钻到大树的树洞里，一只踏在另一只的背上，这
些绯胸鹦鹉紧缩羽毛，一动不动，不吃不喝，靠休眠来度过冬季。

许多生活在温带和寒带的哺乳动物，如黄鼠、刺猬、旱獭和熊
类都有冬眠的习性。当冬天来临时，这些恒温动物会钻到地下洞
道、岩洞或树洞冬眠。黄鼠、刺猬和旱獭冬眠时的睡眠程度较深，
这些动物一旦进入冬眠，不易被唤醒。熊类的冬眠相对较浅，它
们冬眠的时候比较容易被唤醒。

与之相应的是，冬眠时动物的心跳、呼吸会减缓。黑熊冬眠
时，心跳会从每分钟40次下降到每分钟10次。与此同时，冬眠动
物的能量代谢率可能会下降到极低的水平。据报道，蝮蛇冬眠时
的能量代谢率仅为其夏季能量代谢率的 50%。黑熊冬眠时代谢
率也只为夏季的一半。鸟类休眠的能量代谢率可以降到夏天的
2%。而黄鼠、刺猬、旱獭冬眠时，其能量代谢率分别下降到非冬眠
期的1.48%、2.21%、3.09%。

由于能量消耗低，冬眠动物靠秋季体内蓄积的脂肪组织就可
以过冬。这期间，由于冬眠动物不能活动，逃避天敌伤害的能力
会变得很差。一些珍稀濒危野生动物如绯胸鹦鹉、黑熊、棕熊，在
冬眠期极易被捕捉或猎杀。因此，在冬季，保护冬眠的野生动物
是野生动物保护工作的一项重要内容。

贮食

为了度过食物缺乏的严冬，寒带和温带的动物想出了“贮存
食物”这招。上百种鸟类、哺乳类有贮藏食物的习性。在环境季
节性变化较大的高纬度地区，具有贮存食物习性的野生动物种类
比低纬度地区的要多得多。

野生动物贮存的食物种类很多，植物籽实是常见的被贮存的
对象。晾干的浆果、蘑菇、晒干或冻干的肉类等，也能被贮存相当
长的一段时间。高山地区的鼠兔在越冬前，会在洞道中堆积贮藏
干草。

红松鼠是领域性动物（很多动物都有属于自己的领域，那里神
圣不可侵犯），在寒带针叶林中，以杉果、松果为食物，其领域的半径
从50米到150米不等，视松树的密度而定。在靠近北极圈的北方针
叶林中，红松鼠靠贮藏的松果度过漫长的冬季，一旦失去领域和贮
藏的松果，红松鼠将会在严冬里冻死。在落叶阔叶林中，红松鼠则
以橡籽、胡桃、槲果等为食，也喜欢采食贮藏各种蘑菇。

对于大多数贮存食物的动物而言，贮存的食物对于贮存者的
生存是至关紧要的。如果贮存的食物丢失，其后果对贮存者而言
将是致命的。

为了便于冬季寻回贮存的食物，高纬度地区的动物在选择贮
存地时往往挑选冬季能到达的地点，以恰当的方式来贮存。夏末
和秋初，河狸会咬断树枝和树干，构建食物堆。当冬季来临后，它

就能在冰层下吃到枝条和树
皮了。

具有贮藏食物习性的野生动物多是《国家保护的有益
的或者有重要经济、科学研究价值的陆生野生动物名录》中的野
生动物种类。对于这些野生动物的保护，我们应当注意保护这些
野生动物的食物资源和栖息地。我国许多林区都有在秋季采集
松子的习惯，这无疑是与食松子的野生动物在“争食”。

迁徙

迁徙是动物的习性之一。自然界除了鸟类在冬季迁飞外，许
多动物具有冬季迁徙的习性。

当冬季水温下降时，一些喜温性鱼类会迁游到水温适宜的水
域中越冬。黄花鱼在渤海湾产卵后，每年的11月份会洄游到黄海
过冬。

灰黥生活在浅海中。太平洋的灰黥种群在夏季聚集在白令
海和西伯利亚海中度过夏天。当气温下降，冬季来临时，灰黥会
迁游到南部的墨西哥海域过冬。等来年天气转暖，灰黥又会回到
白令海和西伯利亚海。灰黥的迁移距离达16000~18000千米。

海狗是一种水生哺乳动物，也具有长途迁移越冬的习性。海
狗在东西伯利亚和阿拉斯加之间的岛屿上繁殖，在加利福尼亚海
域越冬。海狗每年10月开始越冬迁游，经过两个月后才到达越冬
地点。

生活在高山上的野生动物，也具有季节性垂直迁徙越冬的习
性。当冬季来临，高山顶部开始积雪时，生活在高山的盘羊、岩羊
和马鹿会向海拔较低、气温较高、积雪较少的低山地带转移。

大熊猫生活在海拔 2000米以上的竹林中，当冬季来临时，大
熊猫会向海拔低的地区迁移。但是，由于人口增加，海拔较低的
山坡被开垦为农田，大熊猫的许多冬季栖息地不复存在。退耕还
林，是大熊猫保护的当务之急。

靠季节性迁徙越冬的野生动物中，种类最多的是鸟类。鸟类
的迁徙，指鸟类会有规律地沿许多固定路线在繁殖地与越冬地之
间移居的行为。具有这种移居行为的鸟类为候鸟。候鸟的迁徙
行为具有明显的季节性节律。

冬候鸟在南方越冬，春天飞往北方繁殖，如黑雁、花脸鸭和太
平鸟等。据估计，全世界的鸟类中约 1/3是候鸟，其中，北半球的
候鸟常常飞越赤道到非洲或南美去过冬。

候鸟开始迁飞前，会在体内储存大量的脂肪。在迁徙期间，
候鸟完全靠消耗体内储存的脂肪供应能量。迁徙距离越长，候鸟
的脂肪消耗越大。尽管候鸟迁飞的距离长，但是大多数候鸟个体
会到达目的地。

据研究报道，金鸻越冬时，飞行距离约为1034千米，当金鸻到
达越冬地时，其体重较越冬迁徙出发时减轻了14%。黑尾塍鹬的
越冬飞行距离约为2021千米，越冬迁徙的体重消耗达28%。那些
飞越大沙漠和大洋的候鸟，因在迁飞途中无法获得食物，于是，这
些候鸟在越冬迁徙前，会在体内储存更多的脂肪。

人工繁殖的濒危候鸟，如果在圈养中经过几个世代，其后代往
往会失去迁徙能力。如美洲鹤，由于极度濒危，人们不得不开展人
工繁殖。人工繁殖成功后，美洲鹤丧失了随季节迁飞的习性。

中国有 565种候鸟，其中有 136种属于濒危动植物物种国际
贸易公约的保护鸟类，225种候鸟是中国一级或二级保护动物。
这些候鸟中有鸨、丹顶鹤、黑颈鹤等濒危鸟类，它们都是中国野生
动物的“重点保护对象”。

越冬候鸟常常集中在一个越冬地，如白鹤几乎都集中在我国
江西省的鄱阳湖越冬。越冬候鸟如果遭到无情猎杀，损失将非常
惨重。因此，冬季是野生动物，尤其是候鸟保护的关键时期之一。

寒冬来临，动物们为过好冬，各显神通。不论怎么说，冬季
对许多动物而言，都是一个严峻的生存考验期。因此，在冬季，
我们更应该注意保护好野生动物，使它们能够迎接新一年的春
暖花开。 据《知识就是力量》杂志、科普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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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寒冬腊月”，人们常常被冻得瑟瑟发抖，好在有各种取暖神器，那么野生动物在冬季怎么办？它们在

冬季面临的首要问题是如何在低温环境中生存，其次还有如何获得充足的食物。

在自然界，多数野生动物在冬季会换上冬毛或冬羽，加厚体表隔热层，减少体热散发。哺

乳动物会停止生长，降低基础代谢量，同时减少活动，以减少对食物能量

的需求。有些动物则靠冬眠、贮食和迁徙等方式

度过严冬。

11月9日，三门峡迎来越冬天鹅。 新华社记者 吴刚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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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12日，山东黄河三角洲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迎来大

批越冬候鸟。

新华社记者 徐速绘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