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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观察日记

窗外的斑鸠

鄞州新蓝青学校606班
童昕 (小记者证号2515276)
时间：2025年4月2日至2025年5月8日
地点：窗台斑鸠巢
气温：15℃~25℃

●斑鸠简介

斑鸠是我们常见的鸟类，因为外形像
鸽子，有些地方叫它“野鸽子”。动物学家
把它们分类为：鸽形目、鸠鸽科、斑鸠属。
它们体型较小，成年斑鸠体长约27～34
厘米，体重120～200克。斑鸠的羽毛颜色
丰富，背部有白色斑点，腹部为浅棕色，翅
膀边缘有黑色条纹，整体外观非常美丽。

●习性

斑鸠是一种非常温顺的鸟类，它们通
常在清晨和傍晚活动，喜欢在树上或灌木
丛中栖息。斑鸠的叫声清脆悦耳，常常在
求偶和领地宣示时发出。它们主要以植物
种子、果实和昆虫为食，是一种杂食性鸟
类。

●繁殖

斑鸠的繁殖季节通常在春季。雄鸟和
雌鸟会在巢穴附近进行求偶仪式，包括互
相追逐、鸣叫和展示羽毛。一旦配对成功，
雌鸟会在巢中产下2-3枚卵，孵化期约为
18-20天。孵化后，雏鸟需要大约20天才
能离巢。

●筑巢

斑鸠搭窝比较随性，常用细树枝、草
叶和羽毛等材料交叉叠成镂空的平台。它
们的巢穴通常建在树上或灌木丛中，有时
也会利用人类建筑的缝隙或阳台等地方。
斑鸠的巢穴不仅为它们提供了繁殖和育
雏的场所，也是它们休息和躲避天敌的重
要场所。

●观察记录

在这段时间里，我观察到窗台上的斑
鸠巢中，一对斑鸠正在忙碌地筑巢和孵化
卵。它们轮流孵化，确保卵的温度适宜。雏
鸟孵化后，父母会轮流外出觅食，喂养雏
鸟。雏鸟在巢中成长迅速，不久就能看到
它们在巢边探头探脑，准备离巢。

通过一段时间的观察，我对斑鸠的生
活习性有了更深入的了解。它们不仅是美
丽的鸟类，也是生态系统中的重要组成部
分。希望我们能更多地关注和保护这些可
爱的生物，让它们在我们的生活中继续繁
衍生息。

任芊涵和徐未末，是两名喜
欢亲近大自然和小动物的学生。

任芊涵养过白玉蜗牛和乌
龟，平时也很喜欢小动物。徐未
末喜欢鱼，周末有空就会带着他
心爱的鱼竿去钓鱼。台钓、路亚，
不同的钓鱼方式他都能上手。

巧的是，任芊涵的爸爸也是
个钓鱼爱好者，她也经常跟父亲
出门钓鱼。

“有一次我们在家聊天，说
起夜钓时灯光对鱼群的影响，同
时聊到喜欢阴暗环境的蜗牛，是
否也会受到光线的影响。”任芊
涵说，这个看似普通的问题，却
激发了他们的浓厚兴趣。两人携
手开启了一场蜗牛对不同光色
的趋性的探究。

他们发现，尽管蜗牛在生活
中很常见，但人们对它们的了解

却非常有限。尤其是在趋光性方
面，很少有人深入研究过。于是，
他们决定用自己的方式去寻找
答案。

实验第一步，是观察蜗牛在不
同光照强度下的反应。他们记录了
详细的数据，记录蜗牛在强光和弱
光环境中的行为。通过多次实验，
他们发现蜗牛确实更喜欢弱光环
境，在强光下会躲避甚至缩进壳
里。这一发现让他们兴奋不已，也
坚定了继续探索的信心。

科学探索的路上，家长的支
持是不可或缺的。任芊涵和徐未末
的爸爸妈妈不仅是他们的坚强后
盾，更是他们的科学伙伴。当孩子
们提出蜗牛趋光性的研究想法时，
家长们并没有觉得这是小孩子的

“异想天开”，而是鼓励他们大胆尝
试，并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

任芊涵的爸爸在钓鱼时常
用紫光，因为鱼类对紫光警惕性
较低。这一经验给了孩子们灵
感：那么反过来，蜗牛是否会被
特定颜色的光吸引？于是，他们
在实验中加入了不同颜色的光
源，包括红光、绿光、蓝光和紫
光。为了确保实验的严谨性，父
母还帮忙购买了测光仪，确保每
种颜色的光源亮度一致。

科学研究的魅力在于严谨
性和未知性，两位小朋友在实验
中展现了超乎年龄的耐心和细
致。他们设计了多组对照实验，
确保数据的可靠性。例如，在测
试蜗牛对不同颜色光的反应时，
连续几天记录数据，并计算平均
值。结果显示，蜗牛对紫光和绿
光有明显的趋光性，而对红光和
蓝光反应很弱。

蜗牛与光的奇妙邂逅
蜗牛是大家经常看到的小动物，它们喜欢背着小小的“房子”出没于花园、果园。蜗

牛常被认为是喜欢阴暗环境的动物，那它们是不是讨厌光线呢？奉化区溪口中心小学

任芊涵和徐未末两位同学对此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他们的“蜗牛趋光性”研究最终在浙

江省青少年科技创新大赛中荣获一等奖。 □现代金报 | 甬派 记者 张志龙

水蜜桃，是奉化的特色水
果。在水蜜桃种植过程中，不少
害虫会影响水蜜桃的生长，蜗牛
就是其中的害虫之一。既然找到
了蜗牛在微弱光线下的趋光性，
那能不能应用到桃园之中呢？

他们针对养殖人员做了一
次问卷调查，来确定生活中人们
对蜗牛趋光性的认识。问卷结果
显示，人们对这方面没有过多的
关注和认识。

在老师指导和父母帮助下，
孩子们设计了蜗牛诱捕器：用一
个五边形盒子，在盖子上加装紫
光和绿光LED灯，然后夜间放
在河边、花园，看看能抓到多少

蜗牛。
“我们惊喜地发现，蜗牛诱

捕器真的可以捕捉蜗牛。但灯
光吸引蜗牛，却无法杀灭。”徐
未末说，在老师指点下，他们在
盒子底部加了一点啤酒。“蜗牛
在灯光和啤酒的双重诱惑下，
掉入啤酒后可以醉死在盒子底
部。”

通过这次实验活动，同学们
不仅学到了书本上没有的知识，
还锻炼了观察力和思考力。最重
要的是激发了他们对科学的好
奇心和探索欲。“这本来是孩子
们的一个兴趣爱好，没想到最后
可以拿到一等奖。”溪口中心小

学科学老师汪璐珊说。
其实，这次获奖并不是终

点，而是新的起点。两位小朋友
开始思考下一步的研究方向。
例如，他们查阅资料发现蜗牛
喜欢红光，可是在实验中并未
体现，这一问题值得进一步探
索。此外，他们还计划改进诱捕
器的设计，使其在实际应用中
更加高效。

汪璐珊老师也对他们的表
现给予了高度评价：“孩子们的
科学探究精神令人感动。他们不
仅敢于提出问题，还能通过实验
去验证，这种能力在未来的学习
和生活中都非常重要。”

夜钓时灯光对鱼群的影响
他们开启了蜗牛趋光性的探究

蜗牛影响水蜜桃的生长
他们设计了蜗牛诱捕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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捕捉蜗牛。受访者供图

▲任芊涵（左）和徐未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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