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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00--6000粒左右，卵径较小，动物极黑色，植 

物极深棕色，卵发育经 7天左右即穿出卵带 ，继 

而 发育为 黑色蝌蚪。 从产卵 到变成劫 蟾蜍 ，大 

约经 64天左右。据文献报道，中华大蟾蜍在浙 

江产卵期较长，2--6月份都见到卵带 ，迟至 9 

月份还见产卵。据我们观察 中华大蟾蜍在九龙 

山区域产卵期较集中，一般在立春前后的 15-- 

20天为产卵盛期。由于当时气温较为寒冷，人 

们又称它为“寒蛤 。在夏秋季节常见到中华大 

蟾蜍在林荫树下的枯枝落叶上或玉米，大豆地 

上缓慢的爬行，如果用手轻轻敲打其躯干部，它 

的腹部立即澎胀，象充满气体似的，因此当地群 

众又把中华大蟾蜍称之为“气蛤”。 

崇安髭螗、 日本林蛙指名亚种却在一年之 

尾的冬季产卵，这时大部分蛙类都进入冬眠，唯 

有这两种蛙不怕寒霜抱对产卵。立冬时节在海 

拔 8 O0米以上的溪坑边沿，雄髭蟾发出 “啊一 

啊⋯-一”的鸣声寻找雌蟾。经几年的观察髭蟾是 

属 于一次 性产卵类 型的两 栖动物 ，产出的卵 粘 

附于大石块腹面，卵团乳自色，外面包以透明的 

胶质膜，卵径约 {一{5毫米，植物极乳白色，动 

物极灰色。 1987年立冬时节在蒋拔 l 200米的 

白步源溪坑采集到三团卵群，分别为 337、379、 

348颗卵粒。平均为 354．5粒。产卵期后很难 

找到髭蟾成体的踪迹，也听不到鸣叫声 ，是否长 

时间夏眠值得探讨，有待于进一步调查研究。 

近年来两栖类动物中数量急剧减少，如太 

鲵、棘胸蛙等。其原因是滥捕滥杀和森林过量 

砍伐造成的。大鲵属国家保护动物，在七十年 

代初十几公斤重的个体经常被捕获，如今五公 

斤以上的已难以捕到。近年来由于 用电滥捕棘 

胸蛙的现象严重，有的溪坑其数量已残存廖廖 

无几，必须急待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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桂西北红水河中上游流域鸟类考察初报 

罔 放 刘小华 曹指南 黎 萍 潘国平 
(广 西科学院生物研究室) 

摘要 1985-- 1986年，对广西西北部红水河中上游流域的 鸟类作了初步考寮， 共 采集到 标本 竹5 

种和亚种，分隶于 13目 33科 ，其中有 1 7种和亚种为广西新纪录。 在动物地理区划上， 谓查区 归属 

于华中区，但据调查结果分析，其鸟类区系组成以华南区成份为主，结台谈地植被和气候情况，作者认 

为，华南区的北界在桂西段应北移至沿红水河和南盘江北岸划线较为台适 

关于广西西北部红水河中上游 流 域 的 鸟 

类，前人考察甚少，迄今未见有专门报道。l 985 

年 IO一 11 月 1986年 4—6月及 同年 l1月， 

我们前后三敬对该地 区的鸟类作了初步 调 查。 

现整理报告如下。 

一

、 自 然 概 况 

调 查区域 位于 东经 l 07。06 一 l07。36 ，北 

率文 由周教、刘小华同志执笔。参如野外工作的匝有黄 

成亮同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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纬 24。16 —25。D2 ，北与云贵 高原的 东南边缘 

相连，地 势高 亢。高原面经强烈帮皱和侵蚀而 

被 分割戚延绵的 山脉与深切的谷地，山地高程 

多在 50O一1400米，红永河流贯于 山地峰林谷 

惘。整个地 势从西北向东南缓缓倾斜。 

气候属南亚热带气候类型。年均温在 I 9-- 

20℃， 1月平均气 温 7 9-- iI．8℃，7月平均 气 

韫 24—28．5℃。年降雨量在 1200—1700毫米 ， 

雨 量多集中在 5—9月。 

植被复杂多样，海拔 700米以下的地 带以 

肖亚热带具热带成_份的季雨林和季风常 绿闻叶 

林为主，层次复杂，板根茎花、缠绕绞杀等现象 

甚为常见。700米以上地带则主要为常绿、落 

q琵交林。河谷 两岸 原生植被破 坏严 重 ，多数 

地 段已辟为农田耕地，或原生植被遭反复破坏 

后逆行演替为灌丛草坡 ，倪在少数交通不 匣的 

地 段和深山尚保存有较好的原生林或次生林。 

我们分别在以下地点作了重点采集：巴马 

县城 、京 屯；东 兰县城 、大同 、隘 祸；南丹 县城 、罗 

富、三匹虎、吾隘；天蛾县城、林朵、坡结等地 共 

十二个 点。 

二、调 查 结 果 
{ 

通过采集和考察，共获标本 595号，经整理 

鉴 定 分隶于 l3目 33科 $75种和亚种 ，约 占整 

个广西鸟类总数的 1／3强 ，属国家保护的珍稀 

鸟类有 11种，其中有 17种和亚种为广西新纪 

录(见表 1)。 

搜区域内的 130种繁殖鸟中，属东洋界的 

有 105种 ，占 8O．77％；属 古北界的仅 1 0种 ，占 

7 69％；广布的有 1 4种，占 1 0．77知。可以看出 

调查区内的东洋界区系占绝对优势。这些繁殖 

鸟中，华南区分布有 l 29种，占 99 2％；华中区 

分布有 I19种，占 91 5知；西南区分布有 18种， 

亵 1 桂 西北红木河中上游流域鸟粪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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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 (县) (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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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池 鹭 rdcola ·  ̂ 5、11 蘸 兰 、天 峨 260一 ÔO 

2．中 白鹭 F ，f“ inf洲 f ⋯  f㈨ f幽 5、10 巴马 、天 蛾 230—380 

3．灰 雁 ⋯ 删 ， 1D 东 兰 260—30D 

4．查 itv~s Clot  ̂ n 口f 5、10 束兰 、天蛾 23／1一一●q0 

5． A~cipite⋯  ~isosi jis 1l’ 南丹 50O 

．松省鹰 A~clp：ter virgatus ，， 打 5、1D、l1 东兰、南丹 、 峨 260—00D 

7． 鹛 SRil0，n¨  ̂eto r，f fⅢ 5、1 求兰 、天蛾 Z60— 4O0 

$．红隼 Fal~o fi⋯  lus d ，d 』 1l} 250 

，．鹧鸪 Franf。， piu eudf口 5、lD 巴马、东兰、南丹、天蛾 230--450 

l0．灰捣竹鸡 Bambv l 。 0 r口f f口拍Ⅲ  f口 5、1I 南丹 、天峨 400—500 

1．白鹋 Lophu y Cm ， ~'cth 5、l1 南丹 、天峨 500一 BOO 

1 z．堆鸡 P a~ian 口 icus~orqu口 “ 5、c1 南丹、天峨 4 0—500 

l3．红 腹锦 鸭 C  ̂ soloph~ pictus 5、U 南丹 、天 壤 

¨ ．萤脚三趾鹎 Turnix f ̂ i blanjerdli l0 巴马 2 2【} 

l ．蓝 昀秩 鸡 Raltus striatus gMaris 5 巴 马、天 峨 ?如 一 450 

l6．红 脚苦 怨 鸟 0 ⋯  0。f f。 eipes 5 域 }5u 

l7．白 晦苦 恶 鸟 ⋯  0 i P̂ 。 口icurus I is 4— 5 天峨 &50 

18．篪 头麦 鸡 ■ etlus r l1 东兰 26tl 

L9．日腰草 鹬 Tring 口ĉ ropus l0 巴马 23 

20．m Tri  ̂ 0j Ⅲ  5、I' 南 丹、天 峨 30u一 1̂0 

21．山斑 鸡 sj，~p~opet 口 。，jf lⅡ is orif ld1is l0一 l1 巴马 、泵 兰、南 丹 230—6【)0 

i2．珠 颈斑 鸠 StreRrop~lia chin#nsil ln~ sls 5、l0 巴马 、束 兰 、天 峨 23,0— 5O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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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衰 t 

种 名 采 集 
月份 

禾第地 
(县) 

毒捩 
(米 ) 

留情况 主要栖息环理 

23．鹰鹃 Cuf ， spa f oid 』 rvcrioidcs 

2}．八 声挂 鹃 c~~ulus m r 川  4⋯  r』 

2 ．翠 盎鹃 c 4̂ff“c 坼Ⅲ f0i_ 

26．乌鹃 $urnic~lus lugubris ditrurot 

27．噪鹃 dynd ys tcoloFacca chl⋯ Ⅲ 

28．揭翅鹎鹃 C _i，0p · n，“ ⋯̈ sis 

29．小鹏 鹃 Ccnsrapus soulou 6engalensis 

，0．草鹦 Tyro rapcn~s chinf ds 

31．领角骋 of 』6口̂ 口 Ⅲ  ry Forum P 

32．瓴鸺鸥 4Ⅳf m bro odi 

”．白腰雨燕 Apus patifff 4̂ oi 

34．小白雁雨燕 Apus ， ⋯  ，f _ 

35，普通翠鸟 AtcFd0 a~tfls 6 gal~~l『l 

36．白胸翡翠 H 口 y 删 』pc pulchr 

37．蓝翁车 Hutcyon pile~sa 

，8．三宝自 Eury f。Ⅲ ori e~rtali』calo yx 

39．犬拟啄木鸟 材dlalm t,irf⋯  口f。r 

}0．蚁 舞 ．1ynx torquilla f crisis 

}I．姬睬木鸟 Pi#um i棚 omin口fⅣj chl ends 

42．棕啄木鸟 s口 日o~hra “rI 

¨．棕腹啄木乌 D 卅 。 。· eryth⋯  Ⅳ6 r ，m  

¨ ．黑枕绿啄木鸟 Pif 』f⋯ 』㈣obrl  ̂

45．斑咏木鸟 D drocapos alor 

46．星头啄木鸟 口f drocopos f口nicapiflus 口 删 ichi 

47．黄墙噪啄木鸟 Blythlpicus pyr， otl-sl en~qs 

4B·长尾阔嘴鸟 Psarlsom_ dalh口 f daIho f 

}9．蓝甥，＼色鹤 P~SSa 6 r口uhyura m elll 

．灰沙燕 Riparia riparia 

1．家 H；rundo ⋯  f口 f 川 li』 

52．金腰燕 Hi r~ndo dau rica ponica 

d． nipa nsi』 

． 山鹤鹤 D r⋯ n#hu f 

5}．灰鹤 鲁 M口f ci， ~infr d ob 口 

5·白鹤鹎 Mot~~iIla口抽4 grcn 』 

M ．a．alboid 

jlf～ “ vopd~ 

jlf．a．oc~la ris 

56．田鸦 ．'lnth⋯ 口 ese~lcndi0 h 

⋯ richardi 

57．树 ．'lnthus ho 4 f yunm  

． h．hodgtoni 

8．暗灰鹛妫 Co r4cina m elasvMstos i ， f 口 

59．赤红山枫 鸟 riⅢ  。 ，lamm F。 ，。̂ 样fnsis 

6O．缎鹦嘴鹎 s Ⅻ 5 椰 torqu㈨ #椰 I。 日 f 

61．红耳鹧 ，⋯  口 口f口』 iocos~s 

l4‘ 峨 

I5 l天峨 

l天 

jp I天峨 

、 1l I天峨 

_10一ll I巴马、南丹 

l5、10一l1l巴马、南丹、天蛾 

I10—11 』巴马、东兰、南丹 

l11 1南丹 

J11 情 丹 

l5 『天 
I 5 l天 峨 

Il0一I L I巴马、春兰、南丹、天蛾 
一 5、1 0 f巴马、东兰、南丹、天峨 

J5 陕 峨 

l5 J汞峨 

J 、lI }南丹、天峨 
110--I1 悟 丹、天峨 

I5、l1 精丹、天罐 

j5、I1 1南丹、天峨 

I11 丹、汞峨 

f11 l南丹、天峨 

5、11 l南丹、天峨 

『10—1 1 j南丹、天峨 

，、10—1 II巴马 、南 丹 、天 峨 

、11 l南丹、天峨 

I11 情 丹 

l10 J东兰 

_巴马、柬兰、南丹、无蛾 

I10—1I f巴马、南丹 

10‘ l东兰 

5、11 I南丹、天峨 

5、10一l1l巴马 东兰、南丹、天峨 

10 l东兰、巴马 

5、t0一l1l东兰、天蛾、南丹 

10 『束兰、巴马 

lo l东兰 、巴马 

5、u 喃 丹、天蛾 

10 I巴马 

10一I1 J巴马、东兰、窿疗 

5 陕 蛾 

p I天 峨 

i、10--1II巴马、东兰、南丹、天峨 

；，l1 脯 丹、天峨 
I ．1 0

．1ll巴马、求兰，南丹、天峨 

林  

· 21 。 

∞ p  。_ ．。 

维普资讯 http://www.cqvip.com 

http://www.cqvip.com


雏衰 l 

居留情况 主要栖且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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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名 (县) (米) 月份 

南丹 天 峨 

巴马、东兰、天蛾 220—5O( 

巴马、南丹、天峨 

南 丹、天蛾 300一 }5【 

南丹、天峨 450—7O( 

南 丹 、天 峨 350— 7D( 

南丹、天峨 }513—70( 

南 丹、天蛾 450— 70【 

天 峨 

天 峨 

巴马、东兰、南丹、天壤 

南 丹、天峨 

巴 马、甫丹 、王 峨 230— 45 L 

天 峨 

巴 马、南 丹、天 峨 230—6OC 

巴马、东兰、南丹、王蛾 220—45( 

蠼 

巴马、东兰、南丹 、天蛾 230—450 

巴马 230 

南 丹、天 蛾 5̂0——700 

巴马、南丹、天蛾 22O一450 

南丹、天峨 450—70q 

南丹、天峨 }50—65c 

巴马、寐兰、南丹、天峨 22D一45C 

东兰 、甫丹 260— 450 

东兰、甫丹 25D一}50 

巴马 、甫丹 、天峨 

南丹 

巴马 、南丹 

巴马 、东兰、南丹、天峨 220—500 

东 兰 

南丹、天峨 550—750 

东 兰 

南丹 、天 蛾 500— 70O 

南丹 

南丹 

天峨 

马 、最 蛾 j0O一 500 

兰、南丹、天峨 250—650 

丹 

莉丹、玉蛾 }50—700 

62．黄臀鹎 Py⋯o 口f“ xanth㈣rrh d r 口ni 

；、ll

--

f 丹、天峨 5O——700 

63．白头鹎 Py o 口 si sis si⋯ si 

64．白喉 红臀 鹎 Py㈣ #o urigaster la 口“‘̂ ei 

65-白喉 冠鹧 c ri g r pallidus hf“riei 

66．绿 翅 短 脚鹎 ltyF~ipe rcs mcclellandii 口 

67．粟背短脚鹎 Hyp~pf r tlavala⋯nipe f 

6 8．黑【短脚]鹎 H， f盱 madagasca ri rnsis 

⋯  rph lus 

69．橙 腹 叶鹎 Chlo，opsis hat elli _ 

70．虎跛 怕 劳 Laniu~ gri f 

71．红 尾伯 劳 L4ni r 口 ㈣ lu ro f 疵 

72-棕背伯劳 La~ius~chaeh sehach 

73·黑枕黄鹂 Ori fnsis diHusus 

74． 卷 Dicru as Ⅲ f r 0~hocvus 

75．灰 卷 尾 Di~ru⋯  cop 日̂f Ieucogfhis 

76．发冠卷尾 Dicr ，” ho I 口rl j r eviro~ris 

77．扳椋鸟 ‘ Ⅳ 

78．八  *rldo~h ，∽ r ，口tel eri~aI~llus 

79．松 鸦 G口，r_ g da ri 川  5 

80．红嘴蓝鹤 Cis~a f rythTO，̂y  ̂ ， 0 yncha 

81-喜 鹊 P ㈣ vi㈨ rI‘f4 

82．灰树鹌 Crypsirf i口r删  f‘4 

． 龙 嘴鸟 鸦 Co F ⋯ 。，̂ ynthus f0louo枷  

84．蓝歇鸲 Luseini。 eyan y 

85．红褂蓝尾鸲 4， get yah 肼 ~ya 

86．鹊 鸲 Copsy _̂口 口 f4r P 0 n o~~tlus 

87．北 红尾 鸲 Phoeni⋯ ⋯ ⋯TOY 川 r0，f 

88．红 尾 水 鸲 Rhya 0，his i tigin0 ligi月0 j 

89．灰背燕尾 E~icu，⋯ ‘ ㈣  f 

9O．黑背燕尾 E ， ， f̂ 删  side．sis 

91．黑喉 石鹏 Sax~co ：o rqu j prz⋯ f啦“ 

92．灰林 鹃 5 xi ota， r rf 口̂ g~oni 

93．自 溪 鸲 Chaim4rrornis te㈣ o eph4lus 

，}．粟 胸矶 档 M o ota ，iF仲 rr 

95．蓝 矶鸫 M o “c0 soiitaria doo 

，6．紫 啸鸫 M ylphon ⋯ 4⋯ui derule 

97．虎 蹙地 档 Zoosh ⋯ da ㈣ ⋯  

98．黑胸 鸫 Turdus dissimi 

99．乌鹚 rd Ⅲ f da ri f 

100．锈胜钧嘴鹏 Po 4 0⋯hi 5 r，n r0g ôei 

101．棕丽钧嘴鹏 Po f0 hi．us tulleolk's hu ds 

102．小 鹤 鹏 Pnoep “lla pusilla 

t03．红头穗鹃 阳ĉ yⅢ ， f davidi 

104． 顶鹛 Timoli pig smi 

r05．茅纹草鹛 Ba f 0 f j j。 ehd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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缝衰 1 

居留情况 主要栖息环 

采集 采集地 海拔 
水 农 浦 针 混 

苴 叶 交 
坡 林 林 

一  

种 名 月份 (县) (米) 夏 冬 旅 

一 J —— 

0 — 一 

留 候 候 
鸟 岛 鸟 鸟 

一  【一  一  一  

l06．黑脸噪鹞 Garr j口 Pcrspiciltatus 10--11 巴马 、南丹 220一j50 

LO7．长 翅噪 Garrufax cinera‘ ⋯ lm ⋯  1l 南 丹 、天 峨 50O一7OC 

L0 B．面鹃 Garrul㈨ 口 orMg or j 11 彖兰、南丹 200—3 20 十 0 0 

l09．白颊噪 醇 Garrulo nnlo』4nnio ‘
．

5 10 11 巴马、东兰、南丹 、天峨 220—750 十 。 0 0 0 

l10．红嘴相思岛 Leiotkrix tutea gtungcrisis 5、11 南丹、天蛾 500—7O0 十 0 

11 1．红 翅鹦 鹛 Pteruthius flavirca J ricketti 11 南丹 、天峨 60O一7O0 十 

11 2．白葺匡斑翅鹛 etinodura rd yi yu fnsis }、5、11 南丹、天蛾 450—6O0 十 0 

I13．橱脐雀鹃 Alclpp dKbia g⋯  ncri 5、l】 南丹、天峨 + C 

l14．灰眶雀鹛 AlciPP 卅。r ris。ni sch 』』fri 、11 南丹、天峨 300一 50 + 0 0 

l1 5．鹊色奇鹃 Hceeropharia卅~Ionolcu d dcsgodi删 ll 南丹、天峨 十 0 

116．粟头凤鹃 Yuhl 口c~$gQniceps~orqu 口la 、5、11 南丹、天蛾 4蜘一500 + 0 

l17．白腹 凤鸥 Yuhi thai gris~ilo r 1l 南丹 700 + C 

tl8．酋嘴鸦雀 parado nls'“t,／ o‘州 g 4 col船 {、5、̈  南丹、天峨 {OO一5∞ 七 0 

l19．棕头鸦雀 Paradoxo rnis w~~bia f f：r ， ni 5、l1 南丹、天峨 50 0—7O0 十 0 

l 20．栗头地莺 I esi㈨ "川 ⋯ m 4f ripleyi 1I+ 南丹、天峨 + 

。 l21．短翅树莺 0cttia dipho conturians 5、11 南丹、天峨 2 B0—5O0 十 

0 122．山树莺 Cecti4]ortlp da dia 口 1l 束 兰 + 

I 23．黄 腹树 莺 Cettia ⋯ thlzoid i ⋯   ̂ oides 11 东 兰 + 

I 24．褐柳莺 Phyltoseopus f f l ，f l 5、10 巴马 、天蛾 十 。 0 l 

0 

0 

1 25．棕 眉梆莺 *Pkytlosc。p r卅 dii Pcrpl j 5 天峨 + 

。 

0 C 

， 26．黄眉柳莺 Phyllorepus i 啊 inor f ， lD--11 巴马、东兰、南丹、天蛾 220—6 0 T 

l 27-黄腰柳莺 Phyllor~。， prorcgutus fo egulus 1l 南丹 + 

128．睹绿柳莺Phyllotcopustrochiloides plumb r 10 巴马 220 + 0 

L29．冠续梆莺 P̂ y“0‘‘。P㈣ rcg f0Hes f0 5、U 南丹、天峨 4 0—700 + 0 

i 30．黄 胸挪 莺 P ŷllorcopus⋯  to r rict~etti l1 甫 丹 500 + lc 

131-粟头鹤莺 sf ⋯ caslaniceps si n．6r 11 甫丹 700 + 

132．盎眶鹑鸯 s f⋯  h r ff螂 5、11 南丹、夭峨 350—6OO + l。 

1"．盎头缝叶莺Orthotomus cucutlaeus 口r口̂4f 5 天峨 + ： 0 0 
0 t 

0 

【34-火尾缝叶莺 Orth。 tutor|蚶 Io gicaud 5、10—11 巴马、东 兰、南丹、天螭 220—5O0 + 

。 0 

0 

I35-灰 胸鹪 莺 Pr；nia ôdgsnii fo ， ，。 5 巴马 + 

l36．褐头鹤莺 Prini rubfla~a exten~eauda 10--[1 巴马、甫丹 + 

L37．灰头鹪莺 Prlni flaMventrir ton|tans 5、10 巴马、天峨 220—4 0 + 

l38．黑喉山鹤莺 Prinia atrogutaris superciliaris 5、1D—ll 巴马、南丹、天峨 220 50 + 0 C 

I 39．红唯姬鹤 edul~加 rF口albl~illa 5、10 巴马、天峨 Z20—45(I 山 C 

I40-橙啕短鹤 可 edula ttrop~iata strop,~iata 【l 南丹 

141-棕腹大仙鹅 Nil{州 daoidi I1 南丹 + 

l{2-山蓝鹅 Nileava ba  ̂“ 5 天峨 00 + 0 

143-乌鹊 M Jeiap~sibirica sibir f。 5 天域 + 0 0 

144．北藏 鹅 M ，cicapa liro$~ris 、1O 天峨 450—650 + 0 0 

I45-铜蓝鹞 4 ticapa thalassin4 thalassi,~ { 5、10 东兰、天蛾 250—500 + C 

1{6．方尾鹞 Cuticicapa ceylo fnsis dIochrysea 5、10 南丹、天蛾 500-一一750 下 0 

l47．黑 扰王 鹊 Hyp口“ymis r 4 s~yani 4 天峨 + 0 l 

I 8-寿 蒂[鸟]Tcrpsipho P4， disi in l 5 无蛾 十 0 j 0 

0 I 49．白喉扇尾藉  ̂idu⋯ Ibicollis atbicoIlix 5 1O--11 末兰、甫丹、天蛾 250—450 + 

c 0 c I50．7 山崔 Pa r io 。卅， l j 5、10-- [1 巴马 、东 兰 、南丹 、天 蛾 22O一 7 0 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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壤 寰 1 

居留情况 主要栖息琊 

i 【 

夏 喜 农 灌 针 混 
芟 

种 名 采集 地 
(米) 

鸟 惯 候 旅 域 耕 
城 林 林 

采 粜 
月份 (县) 

乌 带 岛 鸟 

一  一  — —  — —  一  一  — —  — —  — —  

l t一黄颊 山雀 Par dnthoge y川  ；、11 南丹 、天 峨 30D一600 十 0 

152．红头长尾山雀 eglth4 ⋯ oDei ⋯ 11~⋯ u s ； 天峨 十 C 

l53．扼 色 啄花 鸟 Dicaf 彻 color otlva 卅 4、5、11 南丹 、天 峨 400—600 十 0 

l54．黑聃 太 阳鸟 f“opyga fd， ，df ，etersi ；、11 南丹 、天 峨 350—45D 十 0 

l5；．纹背捕蛛鸟 ，df̂nothf agna magn a ；、11 南丹、天峨 450—70'0 十 

l56．暗绿绣眼鸟 Zost~，。ps，aponi~ simplf 10 巴马 十 0 0 

l57．灰瞧绣眼鸟 z erop~，4lP rosG邶 卅fnsi J t0 巴马、天峨 220一{50 + 0 

l5 B．擗麻 雀 Pa~er tlla ⋯ d，⋯  s 5． 0一 1 巴马 、柬 兰 、南丹 、天峨 + 0 

l59． 麻 雀 Passe ㈣util ⋯ til4tll" 10— 11 巴 马、南 丹 0 o _ 

l60一白腰 文鸟 L⋯ ch ，4 striat swinh0 5、10—11 巴 马、南 丹 、天峨 + 0 0 

l61．斑 L⋯ ⋯̂ ，⋯ ㈨la topela ；、10--11 巴马、东兰、南丹、天峨 220一{；0 十 0 

l62．黑头蜡嘴雀 Eoph⋯ P ，f⋯ ㈣ ⋯g ， ，fⅢ 11 南丹、天峨 600—750 十 

l63． 鸦 F 6 。 ru#ta 5 天峨 十 o o 

l64． 鸦 Emberiza⋯ col r 口la 5 天峨 十 0 

l6；．黄喉 鸡 Emberiz el 口 el g⋯  11 南丹 十 0 o 

l66一灰头鸥 Emi'eriza堆odo 叩  ̂la ， 如 ；、l1 南丹、天峨 30D一4 50 十 o o 

l67川、鸦 F f，捃 P j 11 南丹 十 0 0 

l68一蓝鸦 F m  si ㈣ ， I1● 南丹 、天 峨 600— 800 十 0 

t69．风头 鸥 M eloph~s lathami lat h mi 5、l0--11 巴马 、南 丹、天 峨 22O一4 50 ̂  0 0 - 

注：学名前有 车”者为广西新纪录。采集月份加 术”表示仅在一个年份中采得 

占 l3．8弼；以华南区居冠。 

三 、 讨 论 

I．据《中国自然地理 ·动物地理》(i 979)的 

区划，该调查区域归属于东洋界、华中区、西 

部高地 山原亚区。而我们在此采到的长尾阔嘴 

鸟、纹背捕蛛鸟、黑胸太阳鸟等都是典型的热带 

林栖鸟类，采集地点已大大超过了现在划定的 

华南区的北界。 据《贵州鸟类志》(昊至康等， 

1986)，在贵州，长尾阔嘴鸟仅见于望谟县 ，纹背 

捕蛛鸟仅见于兴义、册亨县，黑胸太阳乌只见于 

册亨 、望谟、罗甸县，这些县的位置都在黔西南， 

紧靠南盘江或红水河谷的北岸。由此可见，这 

三种热带鸟类很可能是沿上述河谷溯江向北扩 

散的。此外 ，一些通常仅分布于华南区或主要 

分布于华南区的种类如：橙腹叶鹎、小自腰雨 

燕 、黑胸鸫、红顶鹛、自眶斑翅鹛、粟头地莺(滇 

西亚种)、棕啄木鸟等，不仅在本调查区有分布， 

而且还跨越本调查区明显地 北伸，个别种远伸 

至贵定 ，但多数是沿着红水河 、南盘江、北盘1匝 

等河谷的谷地延伸至贵州西南部。 

通常认为华中区的 鸟类实际是华南区和西 

南区两区鸟类的贫乏化。据调查和分析的情况 

表明，在红水河中上游流域，这种贫乏化并不明 

显。 由于 红水河谷地 低洼(海拔 多在 1 l0— 30O 

米左右)，气温高，雨量亦较充沛，在南亚热带季 

风的影响下，河谷地带的植物种类也明显地表 

现出热带成份，因而这里的鸟类组成以华南区 

成份为主。据此，我们认为华南区的北界在桂 

西段应再北移，华南区和华中区的分界线以沿 

红水河和南盘江谷地的北岸划线较为合适。 

2．考察中发现红水河谷地 的鸟类几乎全为 

农耕带类型的乌类 ，山林种类倪见于谷地流域 

的纵深处 ，这 与谷地 两岸的生态环 境的严重破 

坏是啊台相关的。 山区的经济建设应注意加强 

综台治理，开发中应注意保护鸟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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