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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斑头大翠鸟（1,2%3( "%*2),%&）在我国的分布以往仅知见于西藏东南部、云南南部和海南岛的局部地

区，自 !" 世纪 ’" 年代后期以来，于广东北部（车八岭）和江西西南部（九连山）相继出现采集记录和连

续的目击记录，本世纪初又有报道该种见于广西东北部（花坪）、中南部（十万大山）和西南部的中越边

境地带，并于近期发现其分布远及福建西北部的邵武。据此，可以认为斑头大翠鸟在我国南方相当一

些地区也应有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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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记载，斑头大翠鸟（1,2%3( "%*2),%&）的分

布范围沿喜马拉雅山脉南麓的尼泊尔（东部）、

不丹、印度东北部（阿萨姆邦）至中印半岛的缅

甸、老挝和越南北部，并在泰国北部和孟加拉国

有零星分布记录［% ( )］；该种以往在我国的分布

记录 仅 见 于 西 藏 东 南 部、云 南 南 部 和 海 南

岛［$ ( #］。

斑头大翠鸟栖息于热带-亚热带常绿阔叶林

中宽阔溪流的两岸，其分布海拔高度为 !"" (
% !"" P，多见于海拔 $"" ( % """ P［Z，’］。由于斑

头大翠鸟在各地分布的种群数量均不多，在一些

地方甚至是罕见鸟种，故一度曾被视为易危物种

（VAE21D8NE1，V[；,%N，,!N，L%，L!8）［%］，近期降为

近危物种（618D M>D18C121K，6M；L%，L!8）［!，)］，

在我国新近出版的《中国物种红色名录》中亦将

其视为近危物种［*］。

有关斑头大翠鸟在海南岛的分布记录，寿

振黄、许维枢等人对海南岛鸟类的调查报告中

并未提及［%"］

!!!!!!!!!!!!!!!!!!!!!!!!!!!!!!!!!!!!!!!!!!!!!!!!!!!!!!!!!!

，而在《海南岛的鸟兽》一书中对该



种的论述系引自郑作新 !"#$ 年的记述［!!，%］，其

原始记录可能出自蜂须贺正（&’()*+,-’）［!.］，已

相对久远。另据霸王岭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工

作人员讲述，高育仁先生于 ./ 世纪 "/ 年代初

期曾在海南岛中西部霸王岭的南岔河见过斑头

大翠鸟，而香港嘉道理农场华南生物多样性工

作队自 "/ 年代末期起在霸王岭国家级自然保

护区工作数年却一直未能再有发现［!0］，但该工

作队的研究人员于 .//1 年 1 月 .. 2 .% 日在海

南岛中部鹦哥岭见到 . 只斑头大翠鸟，观察其

行为应为一对亲鸟正在育幼［!%］。这一近期的

观察结果是数十年来验证斑头大翠鸟在海南岛

仍有分布的正式记录。

斑头大翠鸟在云南的记录，多年来只有过

两次标本采集，分别为 !"1# 年 1 月 0 日于思茅

的麻栗坪［!1］（标本现藏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

所）和 !"$/ 年 % 月 0 日于西双版纳景洪的小勐

养（标本现藏中国科学院昆明动物研究所）［!$］。

较近期目击记录为韩联宪 !"3" 年于西双版纳

的勐养自然保护区见到该种［0］。以上三处地点

构成该种在云南南部的局域性分布。本文作者

于 .//% 年 1 月、.//1 年 0 月和 1 月曾数次在思

茅地区做野外鸟类调查，但未能见到斑头大翠

鸟。

斑头大翠鸟在我国西藏东南部的记录为观

鸟者之偶见，而出现于该地区则在情理之中。

另一方面，近十几年来在我国南方一些地

点相继出现有关斑头大翠鸟分布新记录的报

道，端始于广东省北部（始兴县）车八岭国家

级自然保护区对该种的采集记录［!#］，香港观鸟

会的观鸟者自 !""1 年底起在车八岭不断有对

斑头大翠鸟的目击记录，见于正式记载的早期

记录有 4567)6’*75 !""$ 年的观察［!3］，近期野外

记录为 .//0 年 ! 月和 .//% 年 # 月底至 3 月

初!"。

本世纪初，江西省西南部（龙南县）九连

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工作人员首次在该保护区

内记录到斑头大翠鸟［!"］。本文作者于 .//0 年

% 月中旬和 .//1 年 $ 月又曾多次在同一区域范

围内（海拔 1// 8 上下）见到斑头大翠鸟的活

动。观鸟者于 .//% 年 1 月在九连山也有野外

目击记录"。

九连山与车八岭同属南岭山系，且又相距

不远，可以认为，在该区域内目前尚存有斑头大

翠鸟的一个或多个相对稳定的种群。

香港嘉道理农场华南生物多样性工作队的

研究人员曾于 !""3 年 3 月中旬在广西东北部

龙胜、临桂两县交界处的花坪国家级自然保护

区发现斑头大翠鸟的踪迹，为该种在广西的首

次记录［./］。随后周放报道了斑头大翠鸟在广西

中南部的十万大山有分布［.!］，新近又报道见于

广西西南部中越边境地区#。近年来对于斑头

大翠鸟在广西数个地区分布记录的报道，使得

该种以往只知在云南南部和海南岛之间两点孤

悬的分布有了连接成片的可能。

香港嘉道理农场华南生物多样性工作队的

研究人员又曾于 .//. 年 1 月 % 日在（香港）红

&火车站内发现了一只活体斑头大翠鸟，是就

地遭捕捉或是贩运而来，尚不得而知。

.//1 年 !/ 月初，厦门观鸟会赴福建西北部

邵武市作鸟类调查，在龙湖采育场（海拔高度

约 1// 8，地理坐标大致为 .#900:;，!!#903<）附

近一棵横跨溪流的大树垂枝上，首次见到斑头

大翠鸟。随后于次日在同一溪流中又见到一对

以上的个体（封面图片），并观察到斑头大翠鸟

有不时地做弹尾动作的习性，其行为似鱼狗

（!"#$%" +==>）。

综上所述，如果说斑头大翠鸟在南岭东段

（由江西九连山至广东车八岭）的分布记录尚

可视为是已知分布区的边缘分布地点的话，福

建邵武的记录则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改变了对该

种分布格局的认识，且不论在南岭与邵武两地

间、还是在更大的区域范围内该种的分布是否

连续。由此看来，斑头大翠鸟在我国华南和江

·"1·. 期 何芬奇等：斑头大翠鸟在我国的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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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广大地区的其他地点也可能还会有分布。

根据以往记录，斑头大翠鸟在各地均为留

鸟，未见有迁徙报道［!，"#，"$ % "&］。另外，斑头大

翠鸟在形态上颇似普通翠鸟（ !"#$%& ’(()*+），但

体形显著偏大，顶部羽毛上白色点斑明显，这是

野外观察时应当注意的。

斑头大翠鸟在福建邵武的记录至少预示了

这样两种可能性：其一，该种在邵武乃至整个武

夷山区一直有一个地方种群，只是由于数量稀

少而以往未被发现，例如郑作新先生早年曾带

领学生在邵武做过广泛采集，历时 ! 年，共录得

鸟类近 "$’ 种，分属 "( 目 )! 科，但未见有斑头

大翠鸟的记录［##］；其二，斑头大翠鸟是近些年

来由于气候的变暖或是其他原因而逐渐扩散至

邵武和武夷山区的。

无论如何，这都是值得研究的。若是考虑

到中国鸟类分布上的“武夷山现象”，即一些其

主要分布区为青藏高原及边缘地带的鸟种，另

在武夷山也有一孤立种群，一些种类由此而产

生 亚 种 分 化，如 栗 臀 （ ,*((’ -’.’$-+*+
/&-(*0/ ）、 黄 眉 林 雀 （ ,1"2*3’40+ /&%$+(0+
/&%$+(0+）、淡 绿’鹛（ 5($40()*0+ 6’-()&#)"&40+
&7+#040+）等等，则斑头大翠鸟新近在邵武的发

现当予以更多关注。（封面照片：斑头大翠鸟，

江航东 #’’$ 年 "’ 月 ! 日摄于福建邵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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