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动物学杂志 !"#$%&% ’()*$+, (- .((,(/0 !""#，$%（#）：&! ’ (%

吉林莫莫格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鸟类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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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年 * 月 ’ !""# 年 + 月对吉林莫莫格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鸟类进行了调查，并结合历史文献，

确认保护区有鸟类 !(& 种，其中非雀形目鸟类 %*! 种，雀形目鸟类 %!# 种。该保护区的鸟类以旅鸟和夏

候鸟为主，占保护区鸟类总数的 &$,（旅鸟 +!,、夏候鸟 )!,、留鸟 %%,、冬候鸟 +,）。在 %!& 种繁殖鸟

类中，古北界种类占 *)-$$,，东洋界种类占 #-!+,，广布种占 !"-)%,，可见古北界种类占优势。在保护

区内记录到国家!、"级重点保护鸟类 +" 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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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 林 莫 莫 格 国 家 级 自 然 保 护 区 始 建 于

%(&% 年，%(($ 年被国家环保局列入我国第一批

重点保护湿地名录，被誉为“吉林西部之肾”。

该保护区是濒危鸟类白鹤（7*)& ,%)8(/%*+$)&）和

东方白鹳（!#8($#+ 9(08#+$+）的重要迁徙停歇地。

保护区的湿地鸟类丰富，是湿地生态系统中的

重要组成部分，对湿地环境评价具有重要价值。

为了更好地保护湿地和鸟类，同时为保护区的

保护管理提供科学依据，!"") 年 * 月 ’ !""# 年

+ 月对保护区的鸟类资源进行了调查。

= 研究区自然概况

莫莫格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位于吉林省白城

镇赉县的东南部，东与黑龙江省杜尔伯特、泰来

县隔嫩江相望；南以洮儿河为界，与吉林省大安

市相邻。地理坐标为北纬 $+[$!\!+] ’ $#[%&\"]，
东经 %!)[!*\"] ’ %!)[$\))-*]。全区总面积 %$-$
万 DK!，其中湿地面积占 &",。海拔高度 %$! ’
%#*-* K，地势平坦，相对高度差仅 ! ’ %" K。保

护区属温带大陆季风气候，春旱风大、夏季多

雨、秋季冷爽、冬季雪少。年均温度 $-!^，%
月均温 _ %*-+^，* 月均温 !)-+^。年均降雨

量 )(%-& KK，无霜期 %)* Q。该区地势平坦，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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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由湖泊、沼泽、沙丘、湿地、林地组成。农作物



主要有玉米、高粱、大豆等。

! 调查方法

在保护区内采用样线法进行鸟类资源调

查，根据保护区的地形、植被、鸟类分布特征及

人类干扰状况的不同，将该区划分为水域沼泽、

草甸草原、林地和农田居民点 ! 个生态类型，进

行机械分层抽样，抽样强度为 "#。共设调查

样线 $% 条，每条样线长 $ & ’ ()，记录样线两侧

’% ) 内全部鸟类，调查分 ! 个季节进行，用 * 倍

双筒望远镜和 $% 倍单筒望远镜观察。在样线

内记录观察到的鸟类的种类、数量和生境等内

容，并对国家重点保护鸟类进行 +,- 定位。同

时利用网捕法对鸟类种类进行辅助调查，并结

合社区访问调查，走访社区内的农民和牧民。

" 结 果

"#$ 物种及区系组成 通过 $ 年来对莫莫格

自然保护区鸟类资源调查，结合历史资料确认

保护区内有鸟类 ". 目 ’’ 科 /0* 种（表 "）。其

中调查观察到鸟类 "1. 种，文献记载 "$" 种。

在保护区鸟类中雀形目鸟类 "/1 种，占全区鸟

类的 !/2/*#，非雀形目 "./ 种，占全区鸟类的

’.2./#。有湿地水鸟 * 目 "* 科 "/! 种，占非雀

形目 鸟 类 的 ./2%0#。湿 地 水 鸟 占 有 主 导 地

位，充分体现了莫莫格自然保护区的湿地特征。

良好的湿地环境为雁鸭类、鹤鹳类等水鸟提供

了栖息繁衍场所。

从物种的 居 留 类 型 上 看，保 护 区 有 旅 鸟

"’! 种，占 ’/#；夏候鸟 0’ 种，占 $/#；留鸟 $$
种，占 ""#；冬候鸟 "1 种，占 ’#。迁徙鸟类共

有 /1’ 种，占该区鸟类种数的 **20$#。莫莫格

自然保护区地处我国鸟类东部迁徙区的北部，

主要以迁徙鸟类为主，同时也反映出保护区鸟

类季节性差异大。

保护区在我国动物地理区划上属于古北界

东北区松辽平原亚区。在 "/* 种繁殖鸟类中，

古北 种 多 达 0! 种，占 该 区 繁 殖 鸟 类 种 数 的

.$2!!#；广布种 /1 种，占 /%2$"#；较少的是东

洋界种类，只有 * 种，占 12/’#。可以明显地表

现出本地区典型的古北界区系特色。

"#! 国家重点保护物种 保护区内有!级重

点 保 护 鸟 类 0 种，即：东 方 白 鹳（ !"#$%"&
’$(#"&%& ）、黑 鹳（ ! 2 %")*& ）、白 鹤（ +*,-
./,#$)/*&%,-）、丹 顶 鹤（ + 2 0&1$%/%-"-）、白 头 鹤

（+ 2 2$%&#3&）、大鸨（45"- 5&*6&）、金雕（ 78,".&
#3*(-&/5$-）、白尾海雕（9&."&//5,- &.’"#"..&）、虎头

海雕（9 2 1/.&)"#,-）。"级保护鸟类有 !" 种，

即：角$%（ :$6"#/1- &,*"5,-）、赤 颈$%（ : 2
)*"-/)/%&）、黄嘴白鹭（ ;)*/55& /,.$13$5/-）、白&

（ <3*/-="$*%"- &/53"$1"#,- ）、白 琵 鹭（ :.&5&./&
./,#$*$6"&）、大 天 鹅（ !()%,- #()%,-）、白 额 雁

（7%-/* &.’">*$%-）、鸳 鸯（ 7"? )&./*"#,.&5&）、灰 鹤

（ + 2 )*,- ）、白 枕 鹤（ + 2 @"1"$ ）、蓑 羽 鹤

（7%53*$1$"6/- @"*)$）、小杓鹬（A,2/%",- 2"%,5,-）、

鸢（B".@,- =$*-#3,%）、雀鹰（ 7##"1"5/* %"-,-）、苍鹰

（7 2 )/%5"."-）、松雀鹰（ 7 2 @"*)&5,-）、灰脸’鹰

（C,5&-5,* "%6"#,-）、大’（C,5/$ 3/2".&-",-）、普通

’（ C 2 ’,5/$ ）、毛 脚’（ C 2 .&)$1,- ）、乌 雕

（ 78,".& #.&%)& ）、草 原 雕（ 7 2 *&1&? ）、秃 鹫

（7/)(1",- 2$%&#3,-）、白尾鹞（!"*#,- #(&%/,-）、鹊

鹞（! 2 2/.&%$./,#$-）、白头鹞（! 2 &/*,)"%$-,-）、

鹗（ :&%6"$% 3&."&/5,- ）、 红 脚 隼 （ D&.#$
&2,*/%-"-）、灰背隼（ D 2 #$.,2’&*",-）、红隼（ D 2
5"%%,%#,.,-）、猎 隼（ D 2 #3/**,)）、黄 爪 隼（ D 2
%&,2&%%"）、矛 隼（ D 2 *,-5"#$.,-）、纵 纹 腹 小(

（753/%/ %$#5,&）、短耳(（7-"$ >.&22/,-）、长耳(
（7 2 $5,-）、雕(（ C,’$ ’,’$）、红 角(（ 45,-
-#$1,-）、领 角(（ 4 2 ’&==&2$/%&）、长 尾 林(

（E5*"? ,*&./%-"-）、雪(（A(#5/& -#&%6"&#/）。

% 讨 论

莫莫格自然保护区由于所处的地理位置和

良好的湿地条件，在我国动物地理区划上处于

古北界东北区松辽平原亚区与蒙新区东部草原

毗邻地带，保护区的鸟类不仅具有古北界东北

区为主的特征，同时也具有蒙新区鸟类的特征。

此外，还有数量众多的广布于古北界的广布种

类及东洋界种类。表现出该区的鸟类历史上是

丰富多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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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 ! 年的调查，鹤鹳类等珍稀濒危鸟类

数量下降趋势明显。历史上在此繁殖的丹顶

鹤、白枕鹤、蓑羽鹤、大鸨等在夏季没有看到实

体和繁殖巢，东方白鹳虽观察到实体，也没有发

现营巢地。国家!级重点保护鸟类鹰、隼类和

(类等猛禽种类不多，数量也在减少。造成鸟

类资源种类数量变化的主要原因有：（"）湿地面

积显著减少。莫莫格保护区 "##$ 年之后降雨

稀少，洮儿河、二龙涛河部分河段干涸，无水补

给湿地，湿地生境明显恶化；（%）栖息地被破坏。

垦荒种地，围堤造田的行为时有发生，破坏了湿

地原生植被，湿地退化严重；（!）人为活动干扰。

过度放牧和油田开采活动都对保护区的环境造

成了一定的影响，使鸟类生境适应性类群发生

改变；（&）生境破碎化的影响。由于人为的活

动，大而连片的植被和水面被道路、村庄、农田

等割离成彼此分离的小面积的生境，致使不能

满足某些鸟类的生存需要。

建议保护区建立完整的湿地监测体系，对

其珍稀物种的停歇地和繁殖地进行重点保护，

对于有必要的区域可以采用人工引水恢复湿地

和湿地植被。加大宣传力度，提高社区人员的

保护意识。

表 ! 吉林莫莫格国家级自然保护区鸟类名录

序号 名 称 古北界 东洋界 广布种
居留

类型

保护

级别

调查

见到

来自

文献

" $%目 ’()*+*’,)*-(./,0
一 $%科 ’123435623276
" 小$% !"#$%&’( )*+$%",,$( 88 0 !
% 角$% ! 9 -*)$.*( : ’ ! !
! 黑颈$% ! 9 /$0)$%",,$( 8 0 !
& 凤头$% ! 9 %)$(.-.*( 88 0 !
; 赤颈$% ! 9 0)$(&0&/- 8 ’ ! !

! 鹈形目 ’,<,+=>*-(./,0
二 鸬鹚科 ’?7@74A141A743276
B 普通鸬鹚 !1-,-%)"%")-2 %-)3" 8 0 !
C 红脸鸬鹚 ! 9 *)$,& : ’ !

# 鹳形目 +*+(>**-(./,0
三 鹭科 =A263276
$ 苍鹭 4)#&- %$/&)&- 888 0 !
# 草鹭 4 9 ’*)’*)&- 8 0 !
"D 大白鹭 50)&..- -,3- 8 0 !
"" 中白鹭 5 9 $/.&)6&#$- : ’ !
"% 夜鹭 78%.$%")-2 /8%.$%")-2 88 0 !
"! 池鹭 4)-#&",- 3-%%1*( : 0 !
"& 黄嘴白鹭 5 9 &*,"’1".&( : 0 ! !
"; 黄斑苇) 92"3)8%1*( ($/&/($( 8 0 !
"B 紫背苇) 9 9 &*)18.16*( 8 0 !
"C 大麻) :".-*)*( (.&,,-)$( 8 0 !

四 鹳科 +341E33276
"$ 东方白鹳 ;$%"/$- 3"8%$-/- 8 0 " !
"# 黑鹳 ; 9 /$0)- : ’ " !

五 &科 F?A6GH31AE3I?3276
%D 白) <1)&(=$")/$( -&.1$"’$%*( : ’ ! !
%" 白琵鹭 !,-.-,&- ,&*%")"#$- 8 ’ ! !

$ 雁形目 =>0,.*-(./,0
六 鸭科 =E7I3276
%% 大天鹅 ;80/*( %80/*( 8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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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

序号 名 称 古北界 东洋界 广布种
居留

类型

保护

级别

调查

见到

来自

文献

"# 鸿雁 !"#$% &’(")*+$# $$ % !
"& 豆雁 ! ’ ,-.-/*# $$ ( !
") 白额雁 ! ’ -/.*,%)"# $ ( ! !
"* 小白额雁 ! ’ $%’01%)23# ( !
"+ 灰雁 ! ’ -"#$% $ % !
", 黑雁 4%-"0- .$%"*&/- - ( !
". 赤麻鸭 5-+)%"- ,$%%3(*"$- $ ( !
#/ 翘鼻麻鸭 5 ’ 0-+)%"- $ ( !
#! 绿翅鸭 !"-# &%$&&- $$ % !
#" 绿头鸭 ! ’ 2/-0’%1’"&1)# $$$ % !
## 赤颈鸭 ! ’ 2$"$/)2$ $$ ( !
#& 罗纹鸭 ! ’ ,-/&-0- $ % !
#) 赤膀鸭 ! ’ #0%$2$%- $$ % !
#* 斑嘴鸭 ! ’ 2)$&*/)%1’"&1- $$$ % !
#+ 针尾鸭 ! ’ -&30- $ ( !
#, 白眉鸭 ! ’ 63$%63$+3/- $ % !
#. 琵嘴鸭 ! ’ &/’2$-0- $ % !
&/ 红头潜鸭 !’01’- ,$%*"- $$ % !
&! 青头潜鸭 ! ’ .-$%* $ ( !
&" 凤头潜鸭 ! ’ ,3/*(3/- $ % !
&# 花脸鸭 !"-# ,)%7)#- $$ ( !
&& 斑背潜鸭 !’01’- 7-%*/- - ( !
&) 鸳鸯 !*8 (-/$%*&3/-0- - ( ! !
&* 鹊鸭 43&$21-/- &/-"(3/- $ ( !
&+ 斑脸海番鸭 9$/-"*00- ,3#&- $ ( !
&, 斑头秋沙鸭 9$%(3# -/.$//3# $ ( !
&. 普通秋沙鸭 9 ’ 7$%(-"#$% $ ( !

" 隼形目 012345604789%
七 鹰科 1::;<;=>;?@A
)/ 鸢 9*/:3# ;)%#&13" $ 7 ! !
)! 雀鹰 !&&*2*0$% "*#3# $ 7 ! !
)" 苍鹰 ! ’ ($"0*/*# $ 7 ! !
)# 松雀鹰 ! ’ :*%(-03# $ % ! !
)& 灰脸’鹰 430-#03% *"+*&3# - ( ! !
)) 大’ 430$) 1$7*/-#*3# $ B ! !
)* 普通’ 4 ’ .30$) $$ 7 ! !
)+ 毛脚’ 4 ’ /-()23# $$ B ! !
), 金雕 !63*/- &1%’#-$0)# - 7 # !
). 乌雕 ! ’ &/-"(- - ( ! !
*/ 草原雕 ! ’ %-2-8 $ ( ! !
*! 白尾海雕 <-/*-$$03# -/.*&*//- - B # !
*" 虎头海雕 < ’ 2$/-(*&3# - ( # !
*# 秃鹫 !$(’2*3# 7)"-&13# $ 7 ! !
*& 白尾鹞 =*%&3# &’-"$3# $ 7 ! !
*) 鹊鹞 = ’ 7$/-")/$3&)# $ % ! !
** 白头鹞 = ’ -$%3(*")#3# $ 7 ! !
*+ 鹗 >-"+*)" 1-/*-$03# $ ( ! !

八 隼科 0@C:DE;?@A
*, 红脚隼 ?-/&) -73%$"#*#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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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

序号 名 称 古北界 东洋界 广布种
居留

类型

保护

级别

调查

见到

来自

文献

"# 灰背隼 ! $ "#$%&’()*%+ % & ! !
’( 红隼 ! $ ,*--%-"%$%+ % ) ! !
’! 猎隼 ! $ "./))%0 * & ! !
’+ 黄爪隼 ! $ -(%&(--* % , ! !
’- 矛隼 ! $ )%+,*"#$%+ % . ! !

" 鸡形目 /011234)56,
九 雉科 &789:8;:<8=
’> 斑翅山鹑 1/)2*3 2(%%)*"(/ % ) !
’? 鹌鹑 4#,%)-*3 "#,%)-*3 % ) !
’" 环颈雉 1.(+*(-%+ "#$".*"%+ % ) !

# 鹤形目 /)@234)56,
十 三趾鹑科 ABC;:D:<8=
’’ 黄脚三趾鹑 5%)-*3 ,(-6* % , !

十一 鹤科 /CB:<8=
’E 灰鹤 7)%+ 0)%+ % & ! !
’# 白头鹤 7 $ &#-(".( * & $ !
E( 丹顶鹤 7 $ 8(9#-/-+*+ % , $ !
E! 白枕鹤 7 $ :*9*# % , ! !
E+ 白鹤 7 $ $/%"#0/)(-%+ % & $ !
E- 蓑羽鹤 ;-,.)#9#*2/+ :*)0# % , ! !

十二 秧鸡科 )8FF:<8=
E> 普通秧鸡 <($$%+ (=%(,*"%+ % , !
E? 小田鸡 1#)>(-( 9%+*$$( % , !
E" 黑水鸡 7($$*-%$( ".$#)#9%+ % , !
E’ 白骨顶 !%$*"( (,)( % , !
EE 白胸苦恶鸟 ;&(%)#)-*+ 9.#/-*"%)%+ * & !
E# 董鸡 7($$*")/3 "*-/)/( * , !

十三 鸨科 4G:<8=
#( 大鸨 ?,*+ ,()2( % ) $ !

% *形目 HI0)0J)2234)56,
十四 彩鹬科 )K9GC8GBF:<8=
#! 彩鹬 <#+,)(,%$( ’/-0.($/-+*+ * & !

十五 蛎鹬科 I8=L8GKMK<:<8=
#+ 蛎鹬 @(/&(,#9%+ #+,)($/0%+ %% , !

十六 *科 H78C8<C::<8=
#- 凤头麦鸡 A(-/$$%+ :(-/$$%+ %%% , !
#> 灰头麦鸡 A $ "*-/)/%+ %% , !
#? 金眶* 4.()(2)*%+ 2%’*%+ %% , !
#" 环颈* 4 $ ($/3(-2)*-%+ %% , !
#’ 剑* 4 $ 9$("*2%+ % & !
#E 金斑* 1$%:*($*+ B%$:( %% & !
## 灰斑* 1 $ +=%(,()#$( * & !
!(( 红胸* 4.()(2)*%+ (+*(,*"%+ * & !
!(! 蒙古沙* 4 $ &#-0#$%+ * & !

十七 鹬科 ,DKFKM8D:<8=
!(+ 小杓鹬 C%&/-*%+ &*-%,%+ * & ! !
!(- 中杓鹬 C $ 9.(/#9%+ % & !
!(> 白腰杓鹬 C $ ()=%(,( % , !
!(? 红腰杓鹬 C $ &(2(0(+"()*/-+*+ * & !

·"E· 动物学杂志 4.*-/+/ D#%)-($ #B E##$#0F >! 卷



续表 !

序号 名 称 古北界 东洋界 广布种
居留

类型

保护

级别

调查

见到

来自

文献

!"# 黑尾塍鹬 !"#$%& ’"#$%& $$ % !
!"& 斑尾塍鹬 ! ’ ’&(($)"*& ( ) !
!"* 鹤鹬 +,")-& .,/01,$(2% $$ % !
!"+ 红脚鹬 + ’ 0$0&)2% $$ % !
!!" 林鹬 + ’ -’&,.$’& $$ % !
!!! 白腰草鹬 + ’ $*1,$(2% $ % !
!!, 青脚鹬 + ’ ).32’&,"& $ ) !
!!- 泽鹬 + ’ %0&-)&0"’"% $ % !
!!. 矶鹬 + ’ 1/($’.2*$% $ % !
!!/ 灰鹬 + ’ ")*&)& ( ) !
!!# 翘嘴鹬 4.)2% *").,.2% ( ) !
!!& 翻石鹬 5,.)&,"& ")0.,(,.% $ ) !
!!* 半蹼鹬 !"#)$6,$#2% %.#"(&’#&02% $ % !
!!+ 尖尾滨鹬 7&’"6,"% &*2#")&0& $ ) !
!," 澳南沙锥 8&’’")&-$ 1&,69"*:"" ( ) !
!,! 大沙锥 8 ’ #.-&’& ( ) !
!,, 扇尾沙锥 8 ’ -&’’")&-$ $ % !
!,- 针尾沙锥 8 ’ %0.)2,& $ % !
!,. 青脚滨鹬 7&’"6,"% 0.##")*:"" $ ) !
!,/ 黑腹滨鹬 7 ’ &’(")& ( ) !
!,# 弯嘴滨鹬 7 ’ ;.,,2-").& $ ) !
!,& 红胸滨鹬 7 ’ *&)202% $ ) !
!,* 丘鹬 <*$’$(&= ,2%0"*$’& $ ) !
!,+ 三趾鹬 7 ’ &’3& ( ) !
!-" 流苏鹬 >1"’$#&*12% (2-)&= ( ) !

十八 反嘴鹬科 0123456478946:;1
!-! 反嘴鹬 ?.*2,@",$%0,& &@$%.00& $ % !
!-, 黑翅长脚鹬 A"#&)0$(2% 1"#&)0$(2% $$ % !

十九 瓣蹼鹬科 )<;=;47>7:6:;1
!-- 红颈瓣蹼鹬 >1&’&,$(2% ’$3&02% ( ) !

二十 燕*科 ?=;417=6:;1
!-. 普通燕* 8’&,.$’& #&’6"@&,2# $$ % !

! 鸥形目 @A0BCD0EF%
二十一 鸥科 @;46:;1
!-/ 海鸥 !&,2% *&)2% $ ) !
!-# 银鸥 ! ’ &,-.)0&02% $ ) !
!-& 红嘴鸥 ! ’ ,"6"32)62% $$ % !
!-* 黑嘴鸥 ! ’ %&2)6.,%" $ ) !
!-+ 须浮鸥 71’"6$)"&% 1/3,"6& $$ % !
!." 白翅浮鸥 7 ’ ’.2*$(0.,& $$ % !
!.! 普通燕鸥 <0.,)& 1",2)6$ $$ % !
!., 白额燕鸥 < ’ &’3";,$)% $$ % !
!.- 渔鸥 ! ’ "*101/&.02% ( ) !
!.. 鸥嘴噪鸥 8.’$*1.’"6$) )"’$0"*& ( ) !
!./ 灰背鸥 ! ’ %*1"%0"%&-2% ( ) !
!.# 黑尾鸥 ! ’ *,&%%",$%0,"% ( ) !

" 鸽形目 GD@HEIBCD0EF%
二十二 沙鸡科 )91472=6:6:;1
!.& 毛腿沙鸡 </,,1&(0.% (&,&6$=2% $$ % !

·&*·# 期 杨兵兵等：吉林莫莫格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鸟类资源



续表 !

序号 名 称 古北界 东洋界 广布种
居留

类型

保护

级别

调查

见到

来自

文献

二十三 鸠鸽科 "#$%&’()*+
!,- 山斑鸠 !"#$%"&%$’() &#($*")’(+ .. / !
!,0 灰斑鸠 ! 1 ,$-)&-"& 2 3 !

! 鹃形目 "4"45678/9:;
二十四 杜鹃科 "%<%$()*+
!=> 大杜鹃 ./-/’/+ -)*&#/+ .. ; !
!=! 四声杜鹃 . 1 0(-#&%"$#/+ . ; !
!=? 中杜鹃 . 1 +)"/#)"/+ 2 3 !

" (形目 ;@/6A678/9:;
二十五 鸱(科 ;BC(D()*+
!=E 纵纹腹小( 1"2$*$ *&-"/) .. / # !
!=, 短耳( 1+(& 3’)00$/+ .. / # !
!== 长耳( 1 1 &"/+ / # !
!=F 雕( 4/5& 5/5& . / # !
!=G 红角( 6"/+ +-&%/+ / # !
!=- 领角( 6 1 5)77)0&$*) 2 / # !
!=0 长尾林( !"#(8 /#)’$*+(+ 2 / # !
!F> 雪( 9:-"$) +-)*,()-$ 2 3 # !

$% 夜鹰目 "H3/6945A678/9:;
二十六 夜鹰科 "*IC(&%$D()*+
!F! 普通夜鹰 .)%#(0/’;/+ (*,(-/+ . ; !

$& 雨燕目 H38J678/9:;
二十七 雨燕科 HI#)()*+
!F? 白腰雨燕 1%/+ %)-(3(-/+ 2 3 !

$’ 佛法僧目 "8/H"6678/9:;
二十八 翠鸟科 H$<+)(K()*+
!FE 普通翠鸟 1’-$,& )""2(+ . ; !
!F, 蓝翡翠 <)’-:&* %(’$)") 2 3 !

二十九 戴胜科 4I%I()*+
!F= 戴胜 =%/%) $%&%+ .. ; !

$( +形目 36"678/9:;
三十 啄木鸟科 3(<()*+
!FF 蚁+ >:*8 "&#?/(’’) . 3 !
!FG 大斑啄木鸟 @(-&(,$+ 0)A&# . / !
!F- 小斑啄木鸟 @ 1 0(*&# . 3 !
!F0 小星头啄木鸟 @ 1 7(B/7( . 3 !
!G> 白背啄木鸟 @ 1 ’$/-&"&+ . 3 !
!G! 棕腹啄木鸟 @ 1 2:%$#:"2#/+ 2 3 !
!G? 黑枕绿啄木鸟 @(-/+ -)*/+ . 3 !

$) 雀形目 3H;;:/678/9:;
三十一 百灵科 H$*%)()*+
!GE 蒙古百灵 C$’)*&-&#:%2) 0&*;&’(-) . ; !
!G, 短趾沙百灵 .)’)*,#$’’) -(*$#$) 2 ; !
!G= 角百灵 D#$0&%2(’) )’%$+"#(+ . 3 !
!GF 小沙百灵 . 1 -2$’$$*+(+ . ; !
!GG 凤头百灵 E)’$#(,) -#(+")") . 3 !
!G- 云雀 1’)/,) )#F$*+(+ .. / !

三十二 燕科 L(C%K)(K()*+
!G0 金腰燕 <(#/*,& ,)/#(-) . ; !

·--· 动物学杂志 .2(*$+$ >&/#*)’ &3 G&&’&;: ,! 卷



续表 !

序号 名 称 古北界 东洋界 广布种
居留

类型

保护

级别

调查

见到

来自

文献

!"# 家燕 ! $ "#$%&’( % & !
!"! 灰沙燕 )&*("&( "&*("&( %% & !

三十三 ,-科 ’()*+,--,.*/
!"0 黄,- +,%(’&--( .-(/( %% & !
!"1 黄头,- + $ ’&%"0,-( 2 3 !
!"4 灰,- + $ ’&10"0( % & !
!"5 白,- + $ (-2( %% & !
!"6 山,- 3014",1(1%5#$ &14&’#$ % 3 !
!"7 红喉鹨 61%5#$ ’0"/&1#$ 2 3 !
!"" 田鹨 6 $ 1,/(0$00-(14&(0 % & !
!"8 树鹨 6 $ 5,47$,1& % & !
!8# 水鹨 6 $ $*&1,-0%%( % & !
!8! 平原鹨 6 $ ’(8*0$%"&$ 2 3 !
!80 北鹨 6 $ 7#$%(/& 2 3 !

三十四 山椒鸟科 9*:;/;<*=-.*/
!81 灰山椒鸟 90"&’",’,%#$ 4&/("&’(%#$ 2 3 !

三十五 太平鸟科 >(:?@+,--,.*/
!84 太平鸟 :,82;’&--( 7(""#-#$ % A !
!85 小太平鸟 : $ <(*,1&’( % A !

三十六 伯劳科 B*C,,.*/
!86 红尾伯劳 =(1&#$ ’"&$%(%#$ % & !
!87 灰伯劳 = $ 0>’#2&%," 2 A !
!8" 楔尾伯劳 = $ $*501,’0"’#$ %% D !
!88 虎纹伯劳 = $ %&7"&1#$ % 3 !
0## 牛头伯劳 = $ 2#’0*5(-#$ % 3 !

三十七 黄鹂科 EF,(-,.*/
0#! 黑枕黄鹂 ?"&,-#$ ’5&101$&$ % & !

三十八 卷尾科 G,+FHF,.*/
0#0 黑卷尾 3&’"#"#$ 8(’",’0"’#$ 2 3 !

三十九 椋鸟科 &)HFC,.*/
0#1 灰椋鸟 @%#"1#$ ’&10"(’0#$ %% & !
0#4 北椋鸟 @ $ $%#"1&1#$ % 3 !
0#5 紫翅椋鸟 @ $ /#-7("&$ 2 3 !

四十 鸦科 9(FI,.*/
0#6 松鸦 A(""#-#$ 7-(14("&#$ % D !
0#7 灰喜鹊 B;(1,*&’( ’;(1( %% & !
0#" 喜鹊 9&’( *&’( %%% D !
0#8 大嘴乌鸦 B,"/#$ 8(’","5;1’5,$ %% D !
0!# 小嘴乌鸦 B $ ’,",10 %% D !
0!! 秃鼻乌鸦 B $ ."#7&-07#$ %% D !
0!0 达乌尔寒鸦 B $ 8,104#-( % D !

四十一 鹪鹩科 JF(=-(.@),.*/
0!1 鹪鹩 C",7-,4;%0$ %",7-,4;%0$ % 3 !

四十二 岩鹩科 3FHC/--,.*/
0!4 棕眉山岩鹨 9"#10--( 8,1%(10--( % 3 !
0!5 领岩鹨 9 $ ’,--("&$ % 3 !
0!6 褐岩鹨 9 $ .#-/0$’01$ 2 3 !

四十三 鸫科 ’HK+,+*;,.*/
0!7 红尾歌鸲 =#$’&1&( $&2&-(1$ % 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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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

序号 名 称 古北界 东洋界 广布种
居留

类型

保护

级别

调查

见到

来自

文献

"#! 普通/ !"##$ %&’()$%$ $ % !
五十 旋木雀科 &’()*++,-’

"#" 旋木雀 *%’#+"$ ,$-"."$’"/ $ % !
五十一 攀雀科 .’/+0+,-’

"#1 攀雀 0%-"1 )%23&."2&/ $$ 2 !
五十二 绣眼鸟科 345)’(46+,-’

"#7 红胁绣眼 4(/#%’()/ %’5#+’().%&’$ $ % !
五十三 文鸟科 %849’+,-’

"#: 树麻雀 6$//%’ -(2#$2&/ $$$ . !
五十四 雀科 ;(+<=88+,-’

"## 燕雀 7’"28"..$ -(2#",’"28"..$ $ % !
"#> 苍头燕雀 7 ? 9(%.%:/ @ % !
"#A 黄雀 *$’3&%."/ /)"2&/ $ % !
"#B 普通朱雀 *$’)(3$9&/ %’5#+’"2&/ $ % !
">C 朱顶雀 * ? ,.$--%$ $ % !
">! 北朱雀 * ? ’(/%&/ $ % !
">" 红交嘴雀 ;(<"$ 9&’="’(/#’$ $ % !
">1 白翅交嘴雀 ; ? .%&9()#%’$ $ % !
">7 长尾雀 >’$8&/ /":"’"9&/ $ % !
">: 红腹灰雀 65’’+&.$ )5’’+&.$ $ D !
"># 灰腹灰雀 6 ? 8’"/%"=%2#’"/ $ D !
">> 黑头蜡嘴雀 ?()+(2$ )%’/(2$#$ $ % !
">A 黑尾蜡嘴雀 ? ? -"8’$#(’"$ $ 2 !
">B 锡嘴雀 *(99(#+’$&/#%/ 9(99(#+’$&/#%/ $ % !
"AC 松雀 6"2"9(.$ %2&9.%$#(’ @ D !
"A! 金翅 *$’3&%."/ /"2"9$ $ % !

五十五 0科 E/F’(+0+,-’
"A" 白头0 ?-:%’"1$ .%&9(9%)+$.$ @ % !
"A1 栗0 ? ? ’&#".$ $ % !
"A7 黄胸0 ? ? $&’%(.$ $ 2 !
"A: 黄喉0 ? ? %.%8$2/ $ 2 !
"A# 灰头0 ? ? /)(3(9%)+$.$ $ 2 !
"A> 小0 ? ? )&/"..$ $ % !
"AA 三道眉草0 ? ? 9"("3%/ $$ . !
"AB 白眉0 ? ? #’"/#’$-" $ % !
"BC 田0 ? ? ’&/#"9$ $ % !
"B! 栗斑腹0 ? ? @$2A(B/A"" @ 2 !
"B" 赤胸0 ? ? ,&9$#$ $ 2 !
"B1 黄眉0 ? ? 9+’5/()+’5/ $ % !
"B7 芦0 ? ? /9+(%2"9.&/ $ % !
"B: 苇0 ? ? )$..$/" $$ . !
"B# 红颈苇0 ? ? 5%//(%2/"/ $ % !
"B> 铁爪0 *$.9$’"&/ .$))(2"9&/ $$ D !
"BA 雪0 6.%9#’()+%2$< 2"=$."/ @ D !

% 代表旅鸟，D 代表冬候鸟，2 代表夏候鸟，. 代表留鸟；$$$ 代表优势种，$$ 代表常见种，$ 代表罕见种，@ 代表稀有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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