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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省两种蝗莺属鸟种记录勘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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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通过对浙江省景宁县望东垟自然保护区上标林场进行鸟类调查，以及结合近年来观鸟爱好者在

浙江省的拍摄照片进行比较，可以确认浙江有高山短翅蝗莺（Locustella seebohmi）和棕褐短翅蝗莺（L. 

luteoventris）的分布，并对 2012 年发表的浙江鸟种名录中的“棕褐短翅莺（Bradypterus luteoventris）”

进行勘误，此记录实际为高山短翅蝗莺。2 种之间在形态上的相似及点状分布的特点可能是造成野外

不易发现、容易混淆的重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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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y doing a bird survey in Shangbiao Forest Farm of Wangdongyang Natural Reserve, Zhejiang 

Province in 2015, and combined with the photos taken by bird watchers in recent years, it could be confirmed 

that both Mountain Bush Warbler (Locustella seebohmi) (Fig. 1 & 2) and Brown Bush Warbler (L. 

luteoventris) (Fig. 3) are distributed in Zhejiang. However, the “Brown Bush Warbler (Bradypterus 

luteoventris)” in the bird list of Zhejiang which published in 2012 based on the photo from Wangdongyang in 

2008, was actually the Mountain Bush Warbler. The similarity in morphology between the 2 species and their 

point distribution should be the main reasons for the difficulty to distinguish them in the field, and we made a 

comparison of distribution, altitude, song, plumage of these two warblers in Zhejiang (Table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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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翅莺被认为是一类在草丛、灌丛中活动

的莺科的小鸟，在传统分类中，分布于亚洲的

几种短翅莺被归属为短翅莺属（Bradypterus）

（郑光美 2005，2011）。2010 年出版的《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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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物志 鸟纲 第十二卷》中记载中国有分布的

短翅莺属鸟类为斑胸短翅莺 [B. thoracicus 

(Blyth，1845)]、巨嘴短翅莺[B. major (Brooks，

1872)]、中华短翅莺[B. tacsanowskius (Swinhoe，

1871)]、棕褐短翅莺[B. luteoventris (Hodgson，

1845)] 、 高 山 短 翅 莺 [B. seebohmi 

(Ogilvie-Grant，1895)] 5 种（郑作新等 2010）。

后来又有学者将高山短翅莺 B. b. alishanensis

亚种独立为台湾短翅莺（Rasmussen et al. 

2000），将斑胸短翅莺 B. t. davidi 亚种独立为北

短翅莺 B. davidi（Alström et al. 2008），加上

2015 年发表的新种四川短翅莺（Locustella 

chengi）（Alström et al. 2015），中国有 8 种以

“短翅莺”命名的同属鸟类。 

有学者依据分子遗传学证据发现分布于亚

洲的短翅莺与非洲短翅莺属鸟类亲缘较远，而

与蝗莺科蝗莺属（Locustella）更接近（Drovetski 

et al. 2004）。近年来学界普遍认可将亚洲分布

的几种短翅莺归属蝗莺属（Alström et al. 2011，

2013），《中国鸟类分类与分布名录》第 3 版中

以上 8 种短翅莺均已更改属名为 Locustella，中

文学名由“某短翅莺”更改为“某短翅蝗莺”

（郑光美 2017）。由于本文引用的部分文献中

使用了原属名 Bradypterus，故在文中提及时沿

用原文学名。 

《浙江动物志·鸟类》（诸葛阳 1990）中

没有关于“短翅莺属 Bradypterus”的描述。

2000 年以后，随着观鸟活动在浙江各地陆续兴

起，浙江鸟类分布新记录被不断发现。《浙江鸟

类名录更新》（Chen et al. 2012）首次记载了棕

褐短翅莺（B. luteoventris）在浙江的分布，依

据的是 2008 年陈黎明在景宁望东垟拍摄的照

片。 

2015 年 4 月 22 日，在对景宁县望东垟自

然保护区上标林场进行鸟类调查时，在风水垟

景区内记录到 1 种莺类（图 1），通过其外形和

鸣声，初步判断为高山短翅蝗莺（L. seebohmi）。

2016 年 6 月，宋世和在望东垟地区拍摄到相对

清晰的照片（图 2a），进一步确认为高山短翅

蝗莺。这两次野外观察由于未携带录音设备、

并未留下鸣声资料，是通过网站 xeno-canto

（www.xeno-canto.org）查找两种短翅蝗莺的鸣

声并与现场听到的声音进行比较来辨别物种

的。在将这些高山短翅蝗莺的照片与 2008 年陈

黎明拍摄判定为“棕褐短翅莺”的照片（图

2b）进行比较时，发现 2008 年的“棕褐短翅

莺”为误认，应该也是高山短翅蝗莺。目前浙

江境内已知的所有高山短翅蝗莺照片记录都来

自望东垟保护区。另有观鸟爱好者声称 2010

年曾在浙江遂昌的白马山森林公园听到过高山

短翅蝗莺的鸣声，2017 年 7 月在凤阳山瓯江源

入口目击高山短翅莺，均未留下照片及鸣声录

音的佐证。 

原有棕褐短翅蝗莺的记录虽然被订正，但

随后其他人的照片记录提供了新的证据，证明

这一物种在浙江有确凿的分布。目前已知最早

的该物种照片记录为宋世和 2013 年拍摄于浙

江庆元百山祖顶峰（图 3a）。王思宇 2016 年 8

月在百山祖顶峰也拍摄到棕褐短翅蝗莺的清晰

照片（图 3b），与宋世和拍摄到的物种在外形

上一致，且现场听到的鸣声明显有别于高山短

翅蝗莺，可以确定这两次记录均为棕褐短翅蝗

莺。 

高山短翅蝗莺和棕褐短翅蝗莺在外形和习

性上的相似使得人们在野外观察中容易混淆，

但通过仔细比较，依然能够发现两者存在许多

差异（表 1）。其中，鸣声和喙的颜色有较大区

别，可以作为野外主要判断依据。在分布海拔

上，虽然在浙江境内两者目前均只有一个确切

分布地，数据不足，但从全国各地的短翅蝗莺

物种分布海拔来看，高山短翅蝗莺的分布海拔

一般在 1 500 m 左右及以下（张俊范等 1994，程

松林等 2011，廖承开等 2011），有低于 1 000 m

的记录（程松林 2011），而棕褐短翅蝗莺的分

布海拔一般在 1 500 m 以上（张俊范等 1994，

程松林等 2011）。两个物种虽在分布海拔上存

在重叠，但已有信息表明棕褐短翅蝗莺的平均

分布海拔要高于高山短翅蝗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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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高山短翅蝗莺在矮树上停栖（左，王思宇摄，2015）及其局部放大，中央为高山短翅蝗莺（右） 

Fig. 1  Mountain Bush Warbler in the bush (left, photographed by WANG Si-Yu, 2015) and partial enlarged photo 

with Mountain Bush Warbler in the middle (right) 
 

 

 

 

 

 

 

 

 

 

图 2  高山短翅蝗莺 2016 年照片（宋世和摄，a）与 2008 年照片（陈黎明摄，b） 

Fig. 2  Photos of Mountain Bush Warbler taken in 2016 (photographed by SONG Shi-He, a) and 2008 

(photographed by CHEN Li-Ming, b) 
 

 

 

 

 

 

 

 

 

 

图 3  棕褐短翅蝗莺 2013 年照片（宋世和摄，a）与 2016 年照片（王思宇摄，b） 

Fig. 3  Photos of Brown Bush Warbler taken in 2013 (photographed by SONG Shi-He, a) and 2016 (photographed 

by WANG Si-Yu,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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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浙江记录的高山短翅蝗莺和棕褐短翅蝗莺特征比较 

Table 1  Comparison of Mountain Bush Warbler and Brown Bush Warbler in Zhejiang 

 
高山短翅蝗莺 

Locustella seebohmi 

棕褐短翅蝗莺 

L. luteoventris 

浙江确切分布地 

Reliable distribution in Zhejiang 

景宁望东垟 

Jingning Wangdongyang 

庆元百山祖 

Qinyuan Baishanzu 

分布海拔 Altitude (m) ≈ 1 500 ≈ 1 800 

鸣声 Song 
有 2 个音节的连续鸣声“zee-ut” 

Constant song with 2 syllables like “zee-ut” 

约 4 次/s 的短促的单音节“tic-tic”声 

Single syllable, 4 beats per second like “tic-tic” 

体色 Plumage color 较深的褐色 Dark brown 较浅的棕色、棕黄色 Light brown 

喙 Bill 基本为深色 Mostly dark 下喙明显的黄色 Lower bill is yellow 

眉纹和过眼纹 

Supercilium and eyestripe 

有白色短眉纹 

Short white supercilium 

无明显眉纹，有细的黑色过眼纹 

No obvious supercilium but a very thin and dark 

eyestripe 

颌部至喉部 

Wattle to throat 

白色，与颊部的颜色区分明显 

White, different from cheek 

偏白，与颊部颜色之间有一个浅黄色的过渡 

A bit white, has a transition of yellow between wattle 

and cheek 

胸部和腹部 

Breast and belly 

胸部至腹部颜色斑驳，白色和褐色夹杂 

Mottled color of a bit white and brown from 

breast to belly 

胸腹部偏白，胁部浅棕色，无斑纹 

A bit white, flank is light brown, no markings 

 

高山短翅蝗莺和棕褐短翅蝗莺在浙江的几

个分布地应为留鸟，根据资料来看也非迁徙性

鸟种（约翰·马敬能等 2000，郑光美 2005）。

但是其分布海拔高并呈点状分布的特征，以及

外形特征上容易与莺科其他物种混淆，使得野

外难以发现和辨别它们，这可能是造成 2000

年以前浙江无确切记录的主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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