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繁殖心得体会 繁殖实验心得体
会(通用8篇)

心得体会对个人的成长和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可以帮助个人
更好地理解和领悟所经历的事物，发现自身的不足和问题，
提高实践能力和解决问题的能力，促进与他人的交流和分享。
通过记录心得体会，我们可以更好地认识自己，借鉴他人的
经验，规划自己的未来，为社会的进步做出贡献。下面是小
编帮大家整理的心得体会范文大全，供大家参考借鉴，希望
可以帮助到有需要的朋友。

繁殖心得体会篇一

自古以来，繁殖就是生命的终极目的之一。随着科技的不断
进步，人们已经可以通过各种实验手段进行生命繁殖的研究，
从而更深入地了解生命的奥秘。本文便是基于实验繁殖所得
的心得体会，探讨繁殖科学的意义和价值。

第二段：实验背景

进行繁殖实验需要选定适当的实验对象和实验条件。本文实
验选择了小鼠，采用了自然繁殖、人工控制繁殖等方法，观
察了怀孕期、分娩过程、哺乳过程等重要环节。实验过程中，
我们不仅要观察小鼠的生理变化，还需要注意对小鼠的营养、
环境和卫生条件的控制，以确保实验的可靠性和成功率。

第三段：实验结果

通过实验，我们发现小鼠的繁殖过程具有很高的复杂性和灵
活性。尤其是在控制繁殖的实验中，不同小鼠的繁殖能力和
适应能力差别很大，需要根据实际情况进行有针对性的调整
和改进。在观察小鼠繁殖的同时，我们也注意到了许多有趣
的现象，比如小鼠的天生母性和育儿本能，哺乳期的奶量和



营养成分的变化，以及不同胎龄小鼠的特点等。

第四段：结论与启示

通过这次实验，我们深入认识到了繁殖科学的重要性和应用
价值。生命繁殖是维持生物个体和物种生存的必要条件，通
过探究繁殖过程的规律和机理，我们才能更好地了解和应对
生命变化和适应环境的挑战。同时，繁殖科学也为人类创造
了巨大的生产价值和医疗应用价值，比如克隆技术、基因编
辑等，这些技术也在一定程度上挑战了人类的伦理和道德底
线，需要引起我们的高度关注和警惕。

第五段：结语

总之，繁殖科学是一门值得深入研究和探讨的科学，也是人
类生命科学领域的重要分支之一。通过实验繁殖，我们可以
更好地了解生命的奥秘和生命的本质，更好地服务于人类社
会和人类的可持续发展。我们应该以科学的态度和方法去探
寻生命的神秘，同时也要对生命和生态系统进行尊重和保护。

繁殖心得体会篇二

双色茉莉开花的时候花朵是两种颜色的，非常的魅力，那么
它一般是怎么进行繁殖的呢？下面小编整理了双色茉莉的繁
殖方法有哪些，希望对你有所帮助！

播种繁殖

播种繁殖是双色茉莉在繁殖是很常用的方式。首先要挑选合
适的种子，消毒催芽之后，播种到土壤里面，覆盖上大约是
种子大小2倍的土壤，然后将土壤喷湿就好了。

之后需要慢慢的等待植株发芽长根，注意保持土壤湿润，冬



季的时候低温还需要保温，用塑料袋将花盆包起来就好。

扦插繁殖

双色茉莉在扦插的时候，一般是选择嫩枝扦插的方式，在春
末到早秋之间，选择植株生当年生的枝条作为插穗，硬枝扦
插一般是在早春的时候选择上一年的枝条做插穗。

在扦插的时候可以粗沙做基质，清洗干净后扦插双色茉莉即
可。

压条繁殖

压条也是双色茉莉常见的繁殖方式，在进行压条的时候选择
生长健壮的枝条，从枝条的顶梢往下大概30cm的地方，将外
皮剥掉，用环剥法进行。

在剥掉外皮之后，将伤口处用一块塑料膜包住，加上些湿润
的土壤。注意上下两端扎进，等其慢慢的生根就好，大约
要4——6周。

双色茉莉开花是比较有趣的，它的花期是在4月份——10月份，
一般单朵花开放的时间大概在5天左右。

开花机制

双色茉莉开花是比较奇特的，它的花朵在刚刚开放的时候是
蓝紫色的，随着开放，花朵先是变成蓝白色，最后会变成白
色。不过因为双色茉莉在开花的时候，花朵的开放是有先有
后的，所以在同一株双色茉莉上面，可以同时看到蓝紫色和
白色两种不一样的颜色的花朵。就像是在开出两种颜色的花
朵一样。并且双色茉莉还会散发出浓浓的香气。

土壤要求



双色茉莉一般在华东、华北地区栽培，适宜排水、透气性较
好的微酸性土壤。

光温要求

双色茉莉生长的适宜温度为20~30℃，在此温度下枝叶繁茂，
生长旺盛。温度降到12℃回暖进入休眠期，不耐寒，冬季注
意及时入室养护，避免冻伤。

双色茉莉喜欢阳光充足、湿润的环境，忌烈日暴晒，夏季需
要适当遮阴。暴晒过度，花朵和叶片容易卷缩。每天的光照
时间不能低于4小时，这样可以保证开花繁茂。

浇水方法

双色茉莉喜欢湿润，怕水涝，浇水要坚持见干见湿的原则。
夏季浇水需要注意，不仅要满足植株的生长需要，还要保持
空气湿润，每天向叶面喷洒2~3次清水。冬季保持盆土干燥，
防止冻伤。

施肥方法

生长期要及时浇灌矾肥水，既防止土壤碱化，避免叶片发黄，
有增加了土壤的肥力，促进植株的生长。

双色茉莉花朵凋谢之后，施一次稀薄的饼肥水，10天之后在
施一次以磷钾肥为主的液肥，并结合浇水向叶面喷洒磷酸二
氢钾溶液，促进花芽的分化。

修剪

平时养护中，及时将发黄、枯萎的叶片剪掉，避免影响整体
的观赏性。

花谢之后，及时将残花剪掉，并将枝条剪掉1/3~1/2。秋季末



将弱枝、内向枝、病虫枝剪掉，保证来年双色茉莉长势旺盛。

养殖注意事项：

防冻

双色茉莉的耐寒力很差，冬季必须在室内养护，一般在11月
左右入室，保持室温在0℃以上，控制浇水，保持盆土干燥，
让其安全越冬。

防积水

双色茉莉怕水涝，在雨季要减少浇水，室外养护的'盆栽要及
排水，避免烂根。

开花之后对开花的枝条进行短截，并将一些较长的枝条剪
掉1/3，促进萌发新枝。另外花谢之后及时将残花剪掉，避免
枯叶停留枝头过久，影响美观。总之花后修剪的原则就是，
保证株型紧凑、美观，修剪得当可以促进下个半月开花。

在入冬之前要进行重剪，每个枝条保留2~3个小芽，其余部分
全部剪掉，并将瘦弱枝、病虫害剪掉，只要不是变成秃子，
大家可以放心的修剪。修剪过后，透光性增强，有利于来年
春季长势旺，枝头双色花绽放。

将植株移出时要令它带土坨，以保护根部和减少水分的流失。
要用黏性的培养土作为新的盆土，换盆时要去掉部分旧盆土，
因为时间久了，土壤内的营养成分已经被植物体消耗掉了，
壤土自身的肥力也会降低，不利于后期植物的生长发育。土
壤具体的成分可以选择用腐叶土、园土、煤渣灰等量混合，
要使土壤保持酸性，不可用碱性土壤。换好盆后要浇一次透
水，再保持一段时间不要浇水，因为此时根部还没有固定，
无法完全吸收水分，过多浇水会积涝。



1、对量的要求

双色茉莉原产地在美洲高温多雨的地区，所以总体来说对水
量的要求比较大。但是，它却又怕涝灾。所以，要根据不同
时间进行调节，所以要根据现实的情况再决定。

2、按季节浇水

春季正处于双色茉莉旺盛的生长发育时期，所以要保持充足
水分供应。夏天很热，蒸发也旺，所以补水是必要的，一到
两日要浇一次，而且要浇得多而且透。如果是雨季，小雨时
可以直接把它放在室外让它接受自然的甘露，但是大雨或暴
雨就不行了。进入秋季就该适当控制了。到了冬天，就更不
能多浇水，一般十天或是两星期一次就可以。不用担心土壤
过干，最好大部分时间都让它保持偏干的状态。如果浇水太
多，你可能会发现，植物的根有腐烂的趋势或是叶片有开始
掉落的倾向。

3、浇水的时机

最适合的时间是早上太阳刚露脸的时候和傍晚太阳没落的时
候，正午温较高且光太强，则不适合。

虽然说从自然的角度来说植物的繁殖方式的多样化是为了满
足消费者的需求，而从现实来看，人们种植植物其实更多的
已经不再是植物能够为我们提供什么，反而是人们照顾植物
的要更多一些，这就是人与自然的一种和谐，同时也是物质
丰富之后，审美情操的提高。

繁殖心得体会篇三

播种繁殖是植物栽培的重要环节，它决定着后续的生长成败，
对于园艺爱好者来说，更是一个值得探索的领域。在实践中，



我积累了不少的心得体会，希望与大家分享，帮助大家更好
地进行播种繁殖。

第二段：选择适当的时间

播种时间对于植物的生长非常重要。一般来说，春季是最适
合进行播种的季节。我一般会根据不同植物的生长特点和需
要的生长条件，选择不同的时间进行播种。例如，有些植物
需要长时间的寒冷处理才能发芽，那么我会在冬季把种子放
在冰箱里进行寒露处理。

第三段：选择合适的介质

种植介质对于种子的发芽和生长也非常重要。一般来说，透
气、排水良好的介质是比较好的选择。种植介质常见的有腐
叶土、沙质土、珍珠岩、蛭石等。我在种植时会根据不同植
物的需求和生长环境来选择介质，例如，适合生长在沙漠环
境的植物我会选择沙质土作为播种介质。

第四段：注意湿度控制

种子发芽需要一定的湿度，但是太湿或太干对于种子生长都
会产生不利影响。我一般会在播种后覆盖一层保湿膜，帮助
保持湿度。随着种子的发芽，我会适当调整湿度，不断监测
并做出相应的调整。

第五段：良好的光照和通风

适当的光照和通风对于种子生长也非常重要。光照过强和通
风不畅都会影响到种子的正常生长。我会将种子放在适合的
位置晒太阳，同时，也会经常开窗通风，保持气流的流动。
这样可以帮助种子减轻压力，顺利发芽生长。

结语：



播种繁殖作为植物栽培的重要环节，需要我们认真对待。我
在实践中认识到适当的时间、适合的介质、湿度控制和良好
的光照和通风都对于植物的生长至关重要。希望我分享的心
得体会能够帮助到大家，带来更好的种植体验。

繁殖心得体会篇四

中国传统栽植墨兰多用其原产地林下的腐殖土，当地人称
为“兰花泥”。这种土腐殖质含量丰富、疏松而无粘着性，
常呈微酸性，是栽培墨兰的优良用土。在北方栽培墨兰，一
般都用腐叶土5份，沙泥一份混合而成。也有用腐殖土4份、
草炭土2份、炉渣2份和河沙2份等混合配制。

分盆

分盆时，首先用左手五指抓住兰苗的基部，将盆倒置过来，
并轻轻叩击盆的周围，使盆与盆土分离，再细心将土坨轻轻
拍打抖落泥土。小心清理兰根，剪去腐烂根、断根、枯叶及
干枯的假鳞茎，然后用清水冲洗干净，将兰根放入托布
津1000倍液或高锰酸钾800倍液中进行消毒。杀灭伤口附近的
病菌。

上盆

盆选好后，种植前先在盆底排水孔上面盖以大片的碎瓦片，
并铺以窗纱，接着铺上山泥粗粒，即可放入兰株(兰株根系的
分布要均匀、舒展，勿碰盆壁)，然后往盆内填加腐殖土埋至
假鳞茎的叶基处。并在泥表面再盖上一层白石子或翠云草，
既美观又可保持表土湿润。接着用盆底渗水法使土透湿后取
出，用喷壶冲净叶面泥土，放置蔽荫处缓苗，一周后转入正
常管理。

浇水



墨兰用水以雨水或雪水最好，如必须用自来水浇墨兰，须暴
晒一天之后才能应用。浇水用喷壶，不要将水喷入花蕾内，
以免引起腐烂。夏季切忌阵雨冲淋，必须用薄膜挡雨。夏秋
两季在日落前后，入夜前叶面干燥为宜。冬春两季，在日出
前后浇水最好，还要喷雾增加空气湿度，以利墨兰生长。生
长期需要有75﹪-80﹪的空气相对湿度，冬季需要有50﹪以上
的空气相对湿度。基质表面偏干，就需尽快浇水，切勿偏干
过久。

施肥

墨兰施肥“宜淡忌浓”，一般春末开始，秋末停止。施肥时
以气温18-25摄氏度为宜，阴雨天均不宜施肥。肥料种类，有
机肥或无机肥均可。生长季节每周施肥一次，秋冬季墨兰生
长缓慢，应少施肥，每20天施一次，施肥后喷少量清水，防
止肥液沾污叶片。施肥必须在晴天傍晚进行，阴天施肥有烂
根的危险。

墨兰的叶与假鳞茎均含有大量的磷，其老根也有极强的吸收
磷的能力，因此墨兰的需磷量较少;墨兰株粗叶阔，对氮的需
求较大。墨兰叶阔，需要较多的钾素营养，株叶的木质素与
纤维素才能有效地增多而增强株叶的支撑力，不至于软弱不
支。因此墨兰对肥料三要素的适合比例为氮35﹪：20﹪：45
﹪。

光照

墨兰林木茂密，有高大的树木为它们挡阳遮阴。所以栽种墨
兰也应人为地为其创造合适的光照条件。光照过强易使叶片
晒伤造成日灼病。过度遮光或长期放在室内又会影响兰花的
光合作用造成生长不良和不易开花。冬春用一层70%左右(固
定式)、夏秋晴天另加一层50%左右(活动式)的遮阳网最适合
寒兰生长(阴雨天可不遮)。总之，在保证不灼伤兰叶的前提
下，适当多见阳光，特别是上午9时前的晨光对兰花生长和开



花都十分有利。冬春晴天要有40%-50%的遮荫，夏秋晴天要
有80%-90%的遮荫。

温度

墨兰的细胞壁和角质层薄，因此喜冬季温暖夏季凉爽气候，
既怕炎热又怕寒冷，对低温特别敏感。在春分之前、秋分过
后，如遇气温急剧下降，又刮起寒风，应十分注意做好防寒
工作，否则易造成兰株黄叶死苗。墨兰的生长适宜温度
为18℃~28℃，夏天超过30℃，冬天平均温度低于10℃，则生
长缓慢或进入休眠期。气温高于35℃，兰株将出现叶片枯焦
或卷曲;低于5℃有可能遭受冻害，轻者叶片出现绛红色斑块，
重者叶片冻死甚至全株死亡。进入冬季，有条件地应将兰株
特别是珍稀品种，移于室内养护;必须在室外越冬的，需搭建
临时温棚或覆盖双层塑料薄膜，以免造成冷害和冻害。夏秋
要避免烈日暴晒，避免灼伤兰叶，影响观赏。

湿度

这里所说的湿度是指空气湿度。墨兰喜欢盆土稍干，空气湿
度大的生长环境。故栽种墨兰宜人为地创造白天55%-75%，夜
间不低于80%的相对湿度，可采用加湿机，自动喷雾、挂水帘、
地面洒水，设水池或水盆增湿等措施。空气湿度大，墨兰叶
面油亮翠绿，生长良好，易养出全封尖的上等苗。但湿度大
应切记经常保持通风。生长期空气湿度应保持在65%-85%之间，
冬季休眠期空气湿度应为50%-60%。

污染

墨兰叶片长薄，气孔多，与空气接触面大，故特别需要空气
清新，无污染的生长环境。墨兰园应力避附近有排浓烟废气
及产生大量灰尘的工厂、车间。家庭养植应尽量远离烟窗、
抽油烟机及空调机外风口等，同时应选用无污染、酸碱度适
中的清浇用水;空气清新、无烟雾、少灰尘、无异味、通风良



好的环境均适合养兰。凡是人可饮用的水均可用于浇兰。

繁殖心得体会篇五

近年来，在都市的生活中，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越来越多
的人开始喜欢养花。对于许多花卉爱好者来说，花卉分生繁
殖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技能，因为这是使花卉茁壮成长的关键。
下面，我就来分享一下自己的花卉分生繁殖心得体会。

第一段：花卉繁殖方式及其原理

花卉的繁殖主要分为有性繁殖和无性繁殖两种方式。有性繁
殖是指通过花粉与雌性生殖器官结合产生种子的方式，是花
卉天然繁衍的方式。无性繁殖则是指将植株的一部分分离出
去，通过高温、湿润和营养等条件下生长，使其形成独立的
小植株。

第二段：花卉分生繁殖的技巧及其应用

花卉分生繁殖也称为有机繁殖，是无性繁殖的一种。主要就
是通过植株的分离生长，形成新的花卉植株。常见的花卉分
生繁殖技巧主要有乘片繁殖、扦插繁殖和分株繁殖等。乘片
繁殖是指通过将植株去花后的幼嫩茎、肥厚叶片等乘片分离
插秧繁殖。扦插繁殖是指通过将植株的幼嫩茎或枝条，插在
沙土或营养土中使其发根而生根繁殖。分株繁殖则是指将植
株幼嫩的地下茎或根系切成若干份，让它们在湿润的土壤环
境中生长繁殖。这些技巧可以帮助花卉快速繁殖并得到足够
的营养，推广这些技巧对于花卉养殖有着非常广泛的应用。

第三段：花卉分生繁殖的步骤和注意事项

花卉分生繁殖的步骤主要有三个，第一步是挑选健康的母植。
母植应该有充足的养分，叶面清洁，没有病虫害的征兆。第
二步是挖掘母植。挖掘时应从根部挖开，尽量避免伤害母植



的根系和茎叶。第三步是分离并移植分株。将分株种植在新
的营养土中，需要注重浇水和防止腐烂。在移植的过程中要
注意防止伤害植株的根系和茎叶，避免感染病菌。这些步骤
中要充分考虑到花卉的生长习性和环境条件，才能做到更好
的繁殖效果。

第四段：花卉分生繁殖的优点和局限性

花卉分生繁殖经济实用，适合于中小型花卉场或家庭养花。
特别是一些草本类植物，采用分株繁殖效果非常显著，短时
间内就能够分出许多新的健康植株。但是花卉分生繁殖也有
局限性，由于它的复制方式是无性繁殖，因此它繁殖出来的
植株与母植完全一样，难以避免遗传缺陷或植株的单一性。

第五段：总结

花卉分生繁殖是一门需要认真学习和掌握的技能，不同的花
卉繁殖方法有着各自的特点和优缺点。以此为基础，在合适
的环境下，遵循正确的步骤，我们就可以轻松升级成为花卉
种植高手，种出更加美丽的花卉。同时，我们也应该重视花
卉的有性繁殖，使用交配花卉种子，养殖不同的新植株，通
过遗传的方式降低遗传缺陷和单一血统造成的问题，让花卉
成为环境中美丽的一部分。

繁殖心得体会篇六

蓝孔雀主要生活在丘陵的森林中，干燥的半沙漠化草地、灌
木和落叶林地区，尤其在水域附近。其分布于孟加拉国、不
丹、印度、尼泊尔、巴基斯坦和斯里兰卡，目前在世界多地
有饲养。是印度的国鸟，也是伊朗两种国鸟之一。

2.绿孔雀

绿孔雀雌鸟不及雄鸟艳丽，亦无尾屏，体羽主要为翠金属绿



色，背浓褐色，头顶亦具一簇直立羽冠，主要栖于沿河的低
山林地及灌丛。

3.刚果孔雀

刚果孔雀雄性通体呈紫蓝色，颈部裸露出鲜红色的皮肤，雌
性则呈红褐色，背部生有发出金属光泽的翡翠色羽毛。其栖
息于非洲刚果海拔1200米以下的热带雨林深处，一般在水源
附近活动。刚果孔雀仅生活在刚果民主共和国的中心地区，
分布范围异常狭小而且呈高分散型分布。

4.白孔雀

白孔雀一般指人工繁育下野生蓝孔雀的变异品种，数量稀少，
是极为珍贵的观赏鸟。

5.黑孔雀

黑孔雀是野生蓝孔雀的变异品种，数量极其稀少，是极为珍
贵的观赏鸟。其主要产于巴基斯坦、印度和斯里兰卡等地，
栖息于2000米以下的开阔稀疏草原或有灌木丛、竹丛的开阔
地带。

繁殖心得体会篇七

前些日子，我们在生物课上进行了一次关于分株繁殖的实验，
这次实验给了我很大的启发，让我更加深入地理解了生命的
伟大与自然的神奇。

实验的第一步是选择一个健康的母植株，并将其分成几个小
块。我们小组选择了一株盆栽中的仙人掌作为实验对象，因
为仙人掌在分株繁殖方面有着较高的成功率。在操作中，我
发现每一缕仙人掌都是如此脆弱，一不小心就会折断。然而，
经过耐心和细心的分离，我们最终成功地将母株分为了四个



子株，并在不同的盆子中重新种植它们。

接下来的几周里，我们每天都为这些仙人掌浇水、施肥和观
察它们的生长情况。我惊讶地发现，尽管我们给予它们的照
顾几乎相同，但每个子株的生长速度和外观却截然不同。其
中一个子株迅速长大，叶片也变得饱满翠绿，而另一个子株
却生长缓慢，叶片也变得黯淡无光。这给我带来了一个重要
的启示：尽管遗传因素在植物的生长中起着决定性的作用，
但环境因素同样重要。我开始更加重视给植物提供良好的生
长环境，以促进它们的茁壮成长。

在实验结束时，我们小组总结了每个子株的生长情况，并汇
总了数据。令人惊奇的是，尽管四个子株的生长差异很大，
但它们都成功地发展成独立的植株，这是仙人掌分株繁殖的
一项巨大成就。这让我认识到，生命的力量是无边的。即使
在恶劣的环境下，生命仍然能够顽强地生长和繁衍。这让我
深感生命的韧性和求生的决心，使我对自然界的伟大和奥秘
更加着迷。

通过这次实验，我还学到了一个重要的道理：在生命的旅途
中，我们必须勇于尝试，从错误中学习。当我们第一次尝试
分株繁殖时，我很担心自己会弄错操作步骤，导致母株受损。
然而，我明白了失败并不可怕，它是我们成长和进步的机会。
正是通过失败，我才能够更好地理解实验的原理，并在下次
操作中避免同样的错误。

最后，我想到了生命的延续和传承。分株繁殖是一种非常普
遍且重要的繁殖方式，无论是对于植物还是动物。它不仅使
生物种群得以延续，还保持了物种的多样性和适应能力。这
让我深思生命的伟大，它是如此奇妙地在世界上无止境地传
递和延续。

总的来说，这次分株繁殖实验给了我很多启发和思考。我学
到了环境对植物生长的重要性，了解了生命的韧性和力量，



明白了失败是成长的机会，还感叹了生命的延续和传承。这
次实验不仅让我对生物学有了更深入的理解，也让我敬畏自
然界的伟大和奥秘。我希望通过今后的学习和实践，能够更
好地探索生命的奥秘，为保护和传承生物多样性做出自己的
贡献。

繁殖心得体会篇八

鸟的繁殖行为，鸟类达到性成熟后，到了繁殖季节就会迁徙
到繁殖地进行一系列繁殖活动。多数鸟类是以雄鸟首先占领
一个区域，然后或通过展示美丽的羽毛或边鸣口lj边舞蹈向雌
鸟求偶炫耀，求爱成功后即行交配。大多数鸟类的配偶，维
持到繁殖期终了，幼鸟离巢为止。

寻找到满意的伴侣以后，鸟类便开始寻找合适的地点筑巢。
建造一个完整的鸟巢，在1 -2周内才能完成，大型鸟巢
需1～2个月才能建好。

鸟类进行筑巢，把卵产在巢中，这是鸟类的特征之一，也是
鸟类繁殖的一个特点。鸟类繁殖要通过产卵、孵化。卵要产
在巢中.也要在巢中进行孵化。所以，鸟巢是鸟类“生命的摇
篮”。

鸟类营巢的材料和方法是多种多样的。最常用的材料有树枝、
树叶、杂草、纤维、羽毛、泥土等，外面又常用苔藓、地衣
等隐蔽。根据巢的位置，鸟巢可以分成地面巢、水面巢、洞
穴巢、建筑物巢及编织巢(主要在树杈上)。

较常见巢形，主要有碗状巢、球状巢、杯状巢、瓶状巢、浅
巢、袋状巢、枝架巢、编织巢、缝口十巢、浮巢、泥巢、洞
巢、台巢等。其中，鸟巢中最高明的是那些别开生面的好似
吊篮的吊巢，吊巢远看又好像树上结的一个个硕果。

目前，笼养鸟的来源主要是从野外捕捉的，能够在笼养状态



下进行繁殖的只有10多种，如文鸟科的十姐妹、灰文鸟、五
彩文鸟、珍珠鸟(又称锦华鸟);雀科的芙蓉鸟(又称金丝雀)、
黑喉草雀(俗称牧师);鹦鹉科的虎皮鹦鹉(又称娇凤)、牡丹鹦
鹉、小五彩鹦鹉和绯胸鹦鹉等。

笼养没有隐蔽、安静孵卵和育雏环境。营巢交配之后，需要
进入产卵、孵化、育雏等安静环境阶段。这个时期对它的任
何干扰，都会引起弃巢离去，另选巢穴。要有绝对安静的环
境和适宜的巢、广阔的空间，否则繁殖绝不会成功。

饲料营养达不到在自然界野生时那样最佳状态，满足不了发
情期和繁殖期的需要。发情期和繁殖期食物组成的营养成分
复杂多样，取食方式等与笼养不同。在发情期虽有发情表
现(恋慕同类鸟)，但雌雄合笼后没有强烈的发情行为(雌雄亲
昵、接吻)，更不会达到像在自然界时那样进行交配。

随着人们对人工繁殖进一步研究，全面掌握了其内在繁殖条
件之后，采取适宜的措施，笼养人工繁殖鸟的目的是可以达
到的。

我国驯养百灵鸟、画眉乌，有着近4 000年的历史。人们饲养
不仅仅是为了聆听其美妙的歌喉，欣赏其优美的舞姿，一饱
耳福、眼福，而且要通过改良、杂交百灵鸟和画眉鸟的品种
后，使它们能更好地在大自然中发挥生态平衡的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