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早起鸟”与“早起虫”之辨 

——来自一个没事胡思乱想的业余物理爱好者 

 

有人根据“早起的鸟儿有虫吃”得出结论“早起的虫子被鸟吃”，并为自己独到的视角

自鸣得意，但事实真的是这样的吗？下面我们先从逻辑上讨论一下这个问题中我们有的条件，

再用一个简单的模型来尝试说明一下： 

 

1. 第一个条件：“早起的鸟儿有虫吃”是一个有意义的论断。 

那么也就是说“晚起的鸟儿比早起的鸟儿有虫吃的可能性小”，或者说“晚起的鸟

儿的鸟均占虫数少”。 

2. 第二个条件：“早起的鸟儿有虫吃”是一个不随时间变化而变化的规律，即具

有时间平移不变性。 

那么也就是说，“鸟儿吃的虫子占总虫子数的一小部分，使得早起的鸟儿在第二天

仍有虫吃”。 

3. 第三个条件：每只鸟儿吃的虫子有上限。 

很容易理解，鸟儿吃饱了就不再吃了。 

4. 第四个条件：每只鸟儿在没吃饱时吃的虫子数约与鸟均占虫数成正比。 

没吃饱时，平均每只鸟遇到的虫子越多吃得越多。 

 

下面是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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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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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对于饱食度参数𝛽非常大时，第一项可以忽略，第二项约为饱食捕

虫量𝛾，为一常数，此时每只鸟捕食虫子数趋于一个只与鸟最大捕食能力有关的常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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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例系数为α，此时每只鸟捕食虫子数与饱食参数无关，约正比于鸟均占虫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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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容易得出虫子被捕食概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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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面根据条件一，近似地会有三种结果： 

1. “早起鸟”和“晚起鸟”的鸟均占虫数都不足以达到饱食度，那么虫子被捕食

的概率第一项贡献最大，即约为一个常数α。此时虫子不论早起晚起，“被鸟吃”的概率

相近，论述“早起的虫子被鸟吃”不准确，因为“晚起的虫子同样被鸟吃”。 

2. “早起鸟”的鸟均占虫数达到饱食度，“晚起鸟”的鸟均占虫数没有达到饱食

度，那么无法判断早起虫子被捕食的概率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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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晚起虫子被捕食的概率α的大小（因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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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𝛾在饱食条件下大小关系不能确定），此时论述“早起的虫子被鸟吃”无法

判断是否正确。 

3. “早起鸟”和“晚起鸟”的鸟均占虫数都达到饱食度，那么由于“早起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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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所以“早起虫”的被捕食概率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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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此时论述“早起的虫子被鸟吃”

完全不正确，应改为“晚起的虫子被鸟吃”。 

 

综上所述：如果“早起的鸟儿有虫吃”正确，那么“早起的虫子是否被鸟吃”要根据“早

起鸟”与“晚起鸟”的饱食情况而论。 

如果“早起鸟”和“晚起鸟”都能吃饱，那么虫子爱啥时候起啥时候起，被吃的概率一

样； 

如果“早起鸟”能吃饱“晚起鸟”不能吃饱，那么虫子也不知道什么时候起好，要根据

当天“早起鸟”的鸟均占虫数和饱食捕虫量的关系确定； 

如果“早起鸟”和“晚起鸟”都能吃饱，那么虫子最好早起，这样被吃的概率要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