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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眉山鹧鸪在福建的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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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眉山鹧鸪（1*2(*(3"#,+ /#$/#4+），以往曾称为白额山鹧鸪［%，!］，属鸡形目（+,--./01234）雉科（56,4.,7.8,3），为我国南

方山地特有鹑族（5318.9.7.）鸟类，被视为全球易危物种（:;）［( & <］。

白眉山鹧鸪系由 +23-.7 于 %#’* 年定名，据郑作新考证其模式标本产地为福建［%］。由此，白眉山鹧鸪在福建的

记录已有 !"" 余年，但以往对该种在福建分布状况的论述较为笼统，仅称“于福建中部和西北部”［%，!］。在新近出版

的《中国鸟类特有种》一书中，虽对白眉山鹧鸪在福建的分布有了更多报道，称该种见于“武夷山保护区邵武、崇安

挂墩、梅花山保护区、万木林保护区建瓯、建阳、顺昌、德化戴云山保护区、永春牛姆林保护区”等地［)］，但从整体上

来看，仍显不足。

近年来我们在对福建鸟类进行野外观察和研究的过程中，时常有见白眉山鹧鸪，综合几年来的野外观察结果，

我们认为，白眉山鹧鸪在福建的分布可以说几乎是遍及全省各地。

福建东临东海和台湾海峡，其东北部界临浙江，西北部和西部接壤江西，南部连及广东。以这样两条线路可明

晰地勾勒出白眉山鹧鸪在福建的分布范围，其一，白眉山鹧鸪在福建沿海地区的分布由北部的福鼎、宁德至中部的

福州、福清、莆田并南延至厦门、诏安，仅在个别沿海县份如霞浦、长乐、石狮等地尚未发现有其分布；其二，白眉山

鹧鸪在福建与其他省份接壤的边界地带，其分布由北部和西北部的武夷山脉绵延至西部的泰宁、宁化、武平及至南

部的永定。

根据我们近几年于繁殖季节早期（( 月中旬至 < 月初）对白眉山鹧鸪雄鸟鸣叫声的野外记录和定位所得结果，

白眉山鹧鸪在福建北部黄冈山海拔 % $"" & % ’"" 2 的高度上密度为 ! & ( 对=>2!，在将乐龙栖山海拔 *"" & % !"" 2
的高度上密度可达 $ & < 对=>2! ，即使在厦门附近海拔 <"" 2 以下的高度上，局部地区其密度仍可达 ( 对=>2! 以上。

福建是个多山地的省份，其土地面积 ’"?以上是山地和丘陵。白眉山鹧鸪在福建的垂直分布范围低可至海拔

%<" 2 以下（在厦门和福清），最高则可达 % *"" 2（在武夷山主峰黄冈山附近），这一范围的海拔涵盖了福建省大陆

的绝大部分地区。

有关白眉山鹧鸪的垂直分布，《中国鸟类特有种》一书给出的范围是 #"" & % $"" 2［)］，《中国鸟类野外手册》称该

种“见于 <"" & % *"" 2 低山密林中”［#］，而据我们的野外观察，白眉山鹧鸪在福建可下到海拔 %"" 2 左右的山脚和浅

山丘陵地带，并可见于各种类型的原生和次生生境。

其实，以往文献中对白眉山鹧鸪分布范围的论述同样有所欠缺［% & ’］，例如，根据我们的野外观察，白眉山鹧鸪在

江西的分布最北可抵庐山。由此看来，对白眉山鹧鸪的总体分布态势做进一步研究很有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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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面照片：白眉山鹧鸪，施和平 OHHY 年 I 月摄于福建

厦门小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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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蒙古鸟类新纪录：中贼鸥

OHHY 年 FH 月 I 日 FG：HH 时，在内蒙古包头市南海子自然保护区南海子湖南面距岸约 FHH 8 湖面一艘底朝上的

船上发现 F 只中贼鸥，随后于 FH 月 FF 日、OQ 日又先后在同一地点同一船上发现并对其进行了观察和拍摄。经拍照

取证，查阅《中国动物志》鸟纲第五卷和《中国野鸟图鉴》等文献，鉴定为中贼鸥（%"!&’(&#&)*+ ,(-#&).*+）。

该鸟体型较大，长约 GHH 88，嘴强直具钩状，淡青铅色，尖端黑色，跗4、趾、蹼、爪均黑色，头顶黑色，颊及颈侧

略呈黄白色，上体黑褐色，翅长而尖，初级飞羽黑色，黑褐色的中央尾羽特延长，末端膨大，胸及胁部羽色略浅于上

体，具棕色横纹，腹部过渡为白色。应为淡色型。性别不明。单只栖息于湖面船上，时而行走，时而停卧。周围湖

面开阔，有成片芦苇群落散布湖中，当时湖中有红嘴鸥、渔鸥等活动。发现该鸟的生境为开阔湖面，湖周边由芦苇、

香蒲、柽柳沼泽地构成。

中贼鸥主要繁殖于古北区和新北区北部沿海陆地；在中美洲东西部海洋、非洲西部海岸、印度洋西北部海域、

东南亚海域和围澳大利亚海洋及沿岸地区越冬；在迁徙季节见于我国江苏（东海）、浙江（沿海普陀、舟山群岛、大陈

岛及东海）、广东沿海、台湾海峡、香港等沿海地区，在我国内陆仅见于甘肃（天祝）、山西（解县）、四川（诺尔盖湖）。

中贼鸥在我国的数量稀少，主要栖息于沿海陆地，稀见于淡水湖泊中，在内蒙古属于罕见旅鸟。在以往的文献中，

内蒙古未见其分布的报道，故为内蒙古的鸟类新纪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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