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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迄今为止在婺源先后共记录到鸟类 )#" 种! 分属 *) 科! 其中非雀形目鸟类 )" 科 $%) 种)雀形目

鸟类 )$ 科 $’& 种( 同时! 婺源保存有某些特殊鸟种的独立群体! 如靛冠噪鹛"N+**),+E3()4(#&##! "#$$

("#$) 年繁殖季节的统计结果其总数量超过 "’# 只’ 白腿小隼"C#3*("#%*+E6%,+$(,%)3(&#在婺源有近 ’#

处的繁殖点! 分布遍及婺源全境! 其有效种群数量至少在 %# 个繁殖对以上! 总数量在 $"# 只个体上下’

小太平鸟"I(6803#,,+ O+2($#3+#在婺源有一个小的居留群! 繁殖季节分成 " 个小群! "#$) 年 $ 月 "B 日曾

见到 B# 余只’ 作为留鸟的鸳鸯"?#E/+,%*#3),+4+#! 在婺源有繁殖点近百个! 数量达上千只( 婺源还记录

有濒危鸟种栗夜"N(*&+3"#)&/(#&+/##和虎斑夜"N5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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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世纪 &# 年代初期! 婺源在全县范围内
尝试进行+自然保护小区,规划与建设的开创
性实践! 与此同时! 我们力图在婺源重新找寻
靛冠噪鹛"N+**),+E3()4(#&#! 以往称其为黄喉噪
鹛#野外群体的调查工作也开始进行( 经过 "#
年努力! 我们对婺源鸟类的概况和组成有了大
致理解( 在此期间! 靛冠噪鹛野外群体的重新
发现使得众多海外和国内观鸟者造访婺源! 给
予我们的工作以很大的帮助和支持( 自 "#$#
年起! 婺源启动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规划与申
报工作! 并为此再次开展对包括野生动植物资
源在内的综合性普查(

迄今为止! 在婺源县境内先后共记录到鸟
类 )#" 种! 分属 *) 科! 其中非雀形目鸟类 )"
科 $%) 种)雀形目鸟类 )$ 科 $’& 种"附录#( 现
尝试对这一结果解析如下(

>?婺源自然环境状况

婺源位于江西东北部! 毗连安徽)浙江两
省! 地理坐标为 "&c#$h("&c)’hJ! $$Bc""h(
$$Ac$$h+! 面积 " &%B\’$ ]-"! 人口 )* 万(

婺源处中国亚热带东南季风区! 气候温暖
湿润! 年 均 气 温 $B\Bo! 极 端 最 高 气 温
%$\#o)极端最低气温 g$$\#o! 年均降水量
$ &*"\) --) 全年蒸发量 $ ))#\) --! 相对湿
度 A)v! 无霜期 "’" =! 年日照时数 $ B$’\$ 8(

婺源境内地貌以山地)丘陵为主! 地势由
东北向西南倾斜! 东北部山脉以黄山支脉鄣公
山 "又 称 大 鄣 山 # 为 主! 海 拔 多 在 A## (
$ *## -! 溪流纵横! 植被茂密’ 丘陵地貌广泛
分布在中部)南部和西部! 山峰标高 "## (
’## -! 多见坡积物覆盖! 植被茂盛’ 另有一定
面积的低丘垄岗和山涧河谷地形(

婺源天然水系发育! 计有长江一级支流饶
河)二级支流溪西河)清华水)西坑水)高砂水)
中云水)车溪水)赋春水)星江"乐安河#等(

复杂多样的地形地貌和优越的水,热条件!
孕育了婺源丰富的植物资源! 婺源森林覆盖率
高达 A"\*v! 并具 $# 余种以婺源命名的植物
如婺源安息香 " :40*+EF)0)+$%$&#&#)婺源槭
"?3%*F)0)+$%*4&%#等! 并保有数量众多的百龄
以 上 古 树! 种 类 包 括 樟 树 " !#$$+6(6)6
3+62"(*+#)枫香" 7#S)#>+68+*-(*6(&+$+#)枫杨
" @4%*#3+*0+ &4%$(24%*+ #) 苦 槠 " !+&4+$(2&#&
3+*,%&###)南方红豆杉 "D+E)&F+,,#3"#+$+ [.@;
6+#*%##)小叶栎 "A)%*3)&3"%$###等( 婺源全县
境内 "## 余处自然保护小区的划定和建设几乎
涵盖了婺源的全部古树(

A?婺源鸟类特点分析

婺源地处两大动物地理界"古北界和东洋
界#的交汇地带! 又处在东亚鸟类迁徙通道上!
同时拥有南北两方的鸟种)乃至一些跨界鸟种
都是顺理成章的事! 更何况一些原本被认为是
南方的鸟种! 如白头鹎"@03$($(4)&&#$%$&#&#)乌
鸫"D)*>)&6%*),+#)丝光椋鸟" :4)*$)&&%*#3%)&#
等种类! 现已扩散到 %#cJ以上地带(

若是沿中国从东北到西南非雀形目种类与
雀形目种类的发生比例上看! 黑龙江为 "#)w
$%# "马建章 $&&"#! 辽宁为 "$Bw$%A "黄沐朋
$&A&#! 广西为 )$#w)BB "周放 "#$$#! 贵州为
$’"w"*’ "吴至康 $&A*#! 云南为 )%# .)$* a
"%/w’#A "杨岚 $&&%! 杨岚等 "##%#! 而我们
在婺源境内所记录到的 )#" 种中! 该比例为
$%)w$’&! 二者间差异不大! 客观反映出婺源
地处南北交汇过渡地带其内陆型鸟种结构上的
特点( 另外! 尽管随着时间的推移! 上述各地
区都不断地会出现一些关于当地鸟种新记录的
报道! 但对总体格局无大影响(

如果以婺源鸟类作为一个整体群落来分
析! 这一群落具有如下特点(
A@>?对某些特殊鸟种群体的保有?在婺源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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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丰富的鸟类资源中! 对某些特殊鸟种群体的
保有是一大特色! 主要包括如下种类(

靛冠噪鹛"4’++/-’5 &#/+,#*)*#?靛冠噪鹛
无疑是婺源鸟类中的最大亮点! 在它被重新分
立为独立鸟种后尤为如是"H900.@"##*! 何芬奇
等 "##*.! 何芬奇 "##B#( 事实上! 在中国的
全部特有鸟种)乃至在中国所有陆生鸟种中!
靛冠噪鹛是为国际鸟类学界列为极危物种
"HZ#的唯一一例( 根据我们 "#$$ ("#$) 年繁
殖季节对靛冠噪鹛的数量统计结果! 总数量超
过 "’# 只个体! 对其极危状态的认定! 也并非
基于其数量而是基于其繁殖生境面积的狭小度
和特异性( 有关婺源靛冠噪鹛状况! 作者已有
文论述"何芬奇等 "##"! 洪元华等 "##"! 刘志
勇等 "##"! P945<3.0;"##)! N/0]/4794 <3.0;
"##%! 洪元华等 "##*! P<<3.0;"##*! 廖为明
等 "##B! N/0]/4794 <3.0;"#$#.! Y! 何芬奇
"#$"! P<"#$)#! 这里不作赘述(

白腿小隼 "1*&+#%*"+’5 2"-’(#-"/&#)#?
白腿小隼在中国曾一度见于华东)华南和西南
的诸多省份"郑作新 $&B*! $&AB#! 其最北分布
可达河南南部与湖北交界的桐柏山"李延娟等
$&A*#至鸡公山"宋朝枢 $&&%#一线! 并南部地
区"李湘涛 "##%#! 但近期对整个大别山系的
鸟类调查"包括河南南部)湖北东北部延至安
徽西部’ Q/: <3.0;"##A#以及近十年来对董寨
保护区持续不断的鸟类观察均未发现有白腿
小隼(

近十年来! 我们在婺源先后共记录到近 ’#
处白腿小隼的繁殖点! 分布几遍及婺源全境!
据此估算婺源白腿小隼的有效种群数量至少在
%# 个繁殖对以上! 其婺源群体的总数量在 $"#
只个体上下( 而于婺源周边地带 "如德兴)景
德镇)浮梁等地#偶尔所见的白腿小隼零星个
体! 由于未发现有繁殖记录! 似均系由婺源群
体扩散所至(

于是! 在中国白腿小隼的以往分布区内!
近十几年来对该种的野外记录除婺源外仅为由
广西南部"周放 "#$$#延至云南南部 "西双版
纳#一狭长地带! 其中包括作者等人于 "##B 年

’ 月初在云南广南的那次单只目击记录( 可以
这样说! 婺源白腿小隼应当是目前中国内地所
保存b残存的该种唯一一个健康而甚有活力的
繁殖群体! 既反映出迄今所知该种国内种群
"所可能达到#的最高密度)又有相对丰富的繁
殖个体(

小太平鸟"6#207&*--’ 8’$#(*&’#?小太平
鸟为东北亚特有鸟种! 但作为留鸟在婺源存有
一个小的居留群! 这个居群至少包括两个小群
体! 一个在婺源东北部! 另一个就生活在婺源
县城紫阳镇的周边地带! 但多年来一直未能发
现其繁殖地所在"何芬奇等 "##B.#(

近期对婺源小太平鸟的观察数据为 "#$"
年 $ 月 A 日见 $# 余只活动于婺源县城花鸟市
场附近的高树上! "#$) 年 $ 月 "B 日婺源鸟友
程洁淮见 B# 余只于石门村的河洲树林中(

夜"4#+)’&%*/)2**U#?婺源曾先后记
录到两种夜111虎斑夜"N56+/$#-#3)&#为
洪元华于 "##$ 年 A 月在婺源中北部靠近甲路
镇附近一个村庄旁所见! 当时那只虎斑夜正
在一处排干了水的小鱼塘内觅食’ 栗夜"N5
/(#&+/##由何芬奇)林剑声于 "##* 年 % 月 "’ 日
和 "B 日在同一地点两次见到 "何芬奇等
"##BY#(

虎斑夜在婺源有分布本是意料之中的
事! 不足为奇! 但有幸能够在婺源寻找到栗夜

的踪迹则实是幸事( 自 A# 多年前 H.0=1<007
"$&)$#报道栗夜于 ) (’ 月份在江西有见之
后! 这应当是江西这些年来的唯一一笔记录!
也是国内近几十年来为数极少的几笔记录
之一(

虎斑夜和栗夜同为濒危物种 "+J#!
但这两个种在中国大陆的状况却大相径庭( 虎
斑夜的分布现已无任何神秘性可言 "P<<3
.0;"#$$#! 事实上! 如果将虎斑夜视作是中
国特有种"该种仅在越南极北部地区有边缘分
布#! 那么! 在中国那些受胁的特有鸟种中! 以
虎斑夜分布范围为最大(

而对于栗夜! 直至 "# 世纪早期该种在
中国东南沿海地区并不罕见"Q.L9:>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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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近几十年不知出于何种原因几乎全
然销声匿迹( 以作者有限的资料! 栗夜仅是
上个世纪末期在江苏海盐有过一笔非正式
记录(

这样看来! 将此二种夜"依然#放置在同
一受胁等级上是件很值得商榷的事(

鸳鸯"9*5 :’-"+*&/-’,’#?鸳鸯是婺源拥有
独立自持种群的又一鸟种! 据不完全统计! 婺
源有近百处鸳鸯繁殖点! 常年在婺源境内居留
的鸳鸯数量至少在千只以上! 分布地点遍及婺
源全境( 于冬季! 婺源的鸳鸯数量可达 " ###
只以上(

中华秋沙鸭"1"+:/));/’2’,/)#?确定婺
源存在中华秋沙鸭越冬群体是 "##" 年 $" 月底
"林剑声等 "##)#! "##) 年 $" 月对婺源乐安河
由县城紫阳镇至婺源西南隅太白镇逾 %# ]-河
段作详细调查! 共计数到大小 & 群共 *# 只中
华秋沙鸭个体( 对于一个县份来讲! 这是一个
很高的数字! 它至少占中华秋沙鸭全球总量的
$\’v "P<<3.0;"##"! 何芬奇等 "##*Y#(

近年来由于坑口大坝的修筑使得乐安河冬
季水流量减少! 中华秋沙鸭的数量有所下降
"郑忠杰等 "##A#! 但目前仍能稳定维持在每
个冬季见有 "# ()# 只个体的水平(
A@A?不同类别鸟种在当地鸟类群落中的地位
?在婺源已记录到的 )#" 个鸟种中! 全年常见
且于婺源境内广泛分布的鸟种仅 )" 种! 占婺
源所记录鸟种的 $#\*v! 具体包括以下种类(

非雀 形 目 $$ 种! 小   "D+3"08+24)&
*)-#3(,,#&#)白鹭"K/*%44+ /+*G%44+#)鸳鸯)灰胸竹
鸡 "I+68)&#3(,+ 4"(*+3#3+ #) 雉 鸡 " @"+&#+$)&
3(,3"#$)&#)红脚苦恶鸟"?6+)*(6#&+L((,#)白胸
苦恶鸟 "?52"(%$#3)*)&#) 黑水鸡 "N+,,#$),+
3",(*(2)&#)珠颈斑鸠" :4*%24(2%,#+ 3"#$%$&#&#)灰
头 .绿 / 啄木鸟 "@#3)&3+$)&#)大斑啄木鸟
"T%$>*(3(2(&6+O(*#(

雀形目 "$ 种! 白鹡鸰"C(4+3#,,+ +,8+#)领
雀嘴鹎":2#G#E(&&%6#4(*S)%&#)白头鹎)棕背伯劳
"7+$#)&&3"+3"#)丝光椋鸟)黑领椋鸟 " :4)*$)&
$#/*#3(,,#&#)八哥"?3*#>(4"%*%&3*#&4+4%,,)&#)松鸦

"N+**),)&/,+$>+*#)&#) 红 嘴 蓝 鹊 " <*(3#&&+
%*04"*(*"0$3"+#)鹊鸲"!(2&03")&&+),+*#&#)红尾
水鸲 "M"0+3(6#&-),#/#$(&)&#)乌鸫)褐头鹪莺
" @*#$#+ #$(*$+4+ #) 黑 脸 噪 鹛 " N+**),+E
2%*&2#3#,,+4)&#)画眉"N53+$(*)&#)白颊噪鹛"N5
&+$$#(#)棕头鸦雀"@+*+>(E(6#&F%88#+$)&#)大
山雀 "@+*)&6+O(*#)红头长尾山雀 "?%/#4"+,(&
3($3#$$)&#)暗绿绣眼鸟".(&4%*(2&O+2($#3+&#)树
麻雀"@+&&%*6($4+$)&# "仅自 "##’ 年起#(

在这 )" 种全年常见鸟种中! 至少小)
白鹭)白鹡鸰等种类难以认定为留鸟! 而更可
能是在不同季节所出现的种内不同个体b群体
的替代(

与之相比! 在婺源已记录到的 )#" 个鸟种
中! 那些近 "# 年来总遇见率不超过 $# 次)乃
至仅有 $ 次的种类 "带下划线的种类#却至少
有 )’ 种之多! 占婺源所记录鸟种的 $$\’v以
上! 具体包括以下种类(

非雀 形 目 "A 种! 凤 头   " @(>#3%2&
3*#&4+4)&#) 草 鹭 " ?*>%+ 2)*2)*%+ #) 栗 夜 )
虎斑夜) 白琵鹭 " @,+4+,%+ ,%)3(*(>#+ #)
东方白鹳 "!#3($#+ 8(03#+$+#)小天鹅 "!0/$)&
3(,)68#+$)&#)豆雁"?$&%*-+8+,#&#)花脸鸭"?$+&
-(*6(&+ #) 白 秋 沙 鸭 " C%*/%,,)& +,8%,,)&#)
红胸秋沙鸭"C%*/)&&%**+4(*#)普通秋沙鸭"C5
6%*/+$&%*#) 鹗 " @+$>#($ "+,#+%4)&#) 鹰 雕
":2#G+%4)&$#2+,%$&#&#)金雕 "?S)#,+ 3"*0&+%4(&#)
乌 雕 " ?5 3,+$/+ #) 白 腹 隼 雕 " J#%*++%4)&
-+&3#+4)&#)中华鹧鸪"B*+$3(,#$)&2#$4+>%+$)&#)
黄 脚 三 趾 鹑 " D)*6#&4+$L##) 白鹤 " N*)&
,%)3(/%*+$)&#)蓝胸秧鸡"N+,,#*+,,)&&4*#+4)&#)鹤
鹬"D*#$/+ %*04"*(2)&#)遗鸥 " 7+*)&*%,#34)&#)灰
斑 鸠 " :4*%24(2#,#+ >%3+(34(#) 红 翅 凤 头 鹃
"!,+6+4(*3(*(6+$>)&#)草鸮"D04(3+2%$&#&#)雕
鸮"I)4(8)4(#)短耳鸮"?&#(-,+66%)&#(

雀形目 B 种! 仙八色鸫"@#44+ $062"+#)发
冠 卷 尾 " T#3*)*)& "(444%$4(44)&#) 大嘴乌鸦
"!(*=)&6+3*(*"0$3"(&#) 小 燕 尾 " K$#3)*)&
&3(),%*##)海南蓝仙鹟 "!0(*$#&"+#$+$)&#)斑背
大 尾 莺 " 7(3)&4%,,+ 2*0%*##) 黄胸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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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68%*#G+ +)*%(,+#(
在婺源那些极罕见的鸟种中! 非雀形目种

类占了相当高的比例! 这或许与非雀形目鸟类
更具漂泊性有关! 无论是在繁殖季节还是非繁
殖季节皆然(

在我们多年的野外观察中! 注意到一些留
鸟"主要为雀形目种类#在婺源是以相当低的
密度存在的! 或者是虽有一定数量! 但分布范
围极其狭窄! 我们将它们称为处于+低位运行,
的鸟种! 几种鹛类是典型代表! 如小黑领噪鹛
" N+**),+E 6($#,%/%*#) 灰 翅 噪 鹛 " N5
3#$%*+3%)&#)棕噪鹛 "N52(%3#,(*"0$3")&#! 它们
各自在婺源境内的密度恐均低于靛冠噪鹛( 其
他种类还有小燕尾 "K$#3)*)&&3(),%*##)叉尾太
阳鸟"?%4"(20/+ 3"*#&4#$+%#等(

另外! 如果视栗夜和虎斑夜为留鸟!
它们在婺源无疑处于极低位运行的状态( 同
时! 栗夜"的状况#又是迄今在婺源所记录到
的鸟种中的最大谜团(

于是! 尽管就群体数量而言! 婺源的那些
甚常见鸟种在群落中优势明显! 但主导婺源鸟
种多样性的却是那些夏候鸟和迁徙过境种类(
A@G?常见鸟种的缺失及复归后对当地鸟类群
落的影响?对于中国大多数中低海拔地区而
言! 鸦类 "!(*=)&7WW;#)喜鹊 "@#3+ 2#3+ # 和
.树/麻雀"@+&&%*6($4+$)&#都是相当常见的种
类! 而婺源则恰恰相反( 在婺源! 自 "# 世纪
A# 年代后期! 喜鹊和麻雀在婺源境内即已全
然消失不见! 鸦类由于多是季节性漂鸟! 其不
见踪迹的时间已无可考(

"##) 年初秋! 我们在婺源县西端的赋春镇
见到几只在婺源久违了的麻雀! "##% 年 % 月初
见于中云镇和文公山! 至 * 月份已见于县城紫
阳镇 "何芬奇等 "##% #( 细算下来! 麻雀自
"##) 年 A (& 月由景德镇方向+入侵,婺源起!
用了不到 "# 个月的时间重新+占领,了婺源的
每一个村镇( 而且! 我们很清楚地知道今天在
婺源所见到的麻雀! 全部是由一个方向扩散而
至的(

这是一次极为成功的+入侵,过程! 很难设

想会有其他任何一种留鸟"至少是在婺源#! 能
够在如此之短的时间内完成对近 ) ### ]-" 面
积的全方位占领! 而这种占领又几乎完全是靠
着少量个体通过其自身的繁衍和扩散而实
现的(

这更是一次强而有力的+入侵,过程! 从我
们对靛冠噪鹛 A 个繁殖村落间的鸟种观察! 大
约是在麻雀出现的两年之后! 至少有 % 个村落
间的斑文鸟" 7($3")*+ 2)$34),+4+#和U或白腰文
鸟"75&4*#+4+#即已大部消失! 近几年只是在一
两个其面积较大的地点仍可见到两种文鸟少量
个体的出现(

这同时又是个很有趣的现象! 为研究群落
内部种的替代提供了可能(

G?讨?论

婺源无疑是中国东南地区鸟类状况最好的
县份之一! 直观上看! 婺源即使是在低海拔地
区的村落间! 鸟类也随处可见( 事实上! 无论
是靛冠噪鹛)白腿小隼! 还是小太平鸟和鸳鸯!
所选择的栖居b繁殖生境均是以村落为依托(
在婺源能够先后记录到鸟种达 )#" 种之多! 这
很值得欣慰! 我们据此推断在婺源出现的鸟类
应当在 )"# 种以上(

值得注意的是! 婺源那几个可圈可点的典
型小种群鸟种! 如靛冠噪鹛)白腿小隼)小太平
鸟! 据我们十几年来的野外观察! 它们在婺源
生活得有声有色! 并未显现出任何衰败迹象!
其原因何在0 非常值得去进一步研究(

论及白腿小隼在中国大陆的现状! 若依
RSHJ对受胁物种的评估标准"H@/3<@/.#! 即使
那个沿桐柏山,鸡公山的群体当今依然存在!
仍然够得上濒危等级"+J#! 但依其婺源群体
所表现出的活力! 让人很难去设想和相信在过
去几十年里它们会从中国江南上百万平方公里
的地域内几乎消失殆尽(

几年 前! 在 研 究 斑 头 大 翠 鸟 " ?,3%>(
"%*3),%&#在中国的分布态势时! 我们曾提出中
国鸟类分布上的+武夷山现象,! 即一些其主要
分布区为喜马拉雅山系,青藏高原及至外缘地



" 期 何芬奇等$婺源鸟类纪录解析 *$B’!!*

带甚或中印半岛北部地区的鸟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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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44+ $+/+%$&#&#) 黄 眉 林 雀
" :0,=#2+*)&6(>%&4)&#) 淡 绿  鹛 " @4%*)4"#)&
E+$4"(3",(*)&#等等"何芬奇等 "##*>#( 淡绿
鹛"近几年#在婺源并不罕见! 但栗臀和黄眉
林雀在婺源至今没有目击记录! 这是否反映出
种间适应性上的差异(

婺源鸟类群落的种类组成揭示了在中国江
南人口相对稠密的地区! 只要能够保有相对完
好的自然状态! 鸟类所可能达到的某种状况(
对于婺源来说! 这既是近千年来所因袭的那种
崇尚+风水林,的朴实自然观的传统遗风! 又是
近二十年来婺源自然保护小区与自然保护区建
设的实际结果(

以婺源的鸟类状况与同处江西上饶地区的
江西武夷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相比! 婺源的优
势相当明显111武夷山保护区迄今共记录到鸟
种 "*) 种! 分属 ’$ 科"程松林等 "#$$#! 婺源
的鸟种数")#" 种#超出武夷山近 $’v! 而在科
一级水平上 "*) 科#则超出武夷山 "#v以上(
尽管武夷山保护区的实际面积仅为婺源的
"约#$b$A "$*# ]-"w" &’# ]-" #! 但保护区内
的常住人口连同保护区工作人员在内尚不足
%## 人! 且仅在保护区的边缘地带有少量农耕
作业’ 而婺源不仅背负着当地 )# 余万居民的
生产生活! 更由于旅游业的发展使得每年有众
多游客到婺源参观游览( 目前! 婺源国家级自
然保护区的规划建设正是以保护小区为基础!
以此创立一种颇具婺源特色的自然保护体系(

两年前! 本文作者曾指出$ 根据我们多年
的野外工作实践! 在中国江南广大地区的任何
一个县份内! 如果能够进行较系统的野外研
究! 所记录到的鸟种大概都不会低于 "## 种!
而对于一些山区县份来说! 其鸟种数量当在
"’# 种左右( 这应当作为一个基数! 因为鸟类
往往会被作为环境状况评估中一个非常直观而
又重要的指标( 当然! 达到这个基数不是一次
两次或一年两年的野外调查所能够做到的! 至
少需要五年以上的时间! 并且! 恐怕有 $#v左

右的鸟种在五年)甚或十年的野外观察中! 其
遇见频次仅只是一次两次而已 "何芬奇等
"#$$#( 婺源即是很好一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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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科 ‘9=/>/W<=/=.<"" 种#

!!$# 小 D+3"08+24)&*)-#3(,,#&.繁殖鸟! 长年可见/

!!"# 凤头 @(>#3%2&3*#&4+4)&.罕见! 仅零星记录/

!" 鸬鹚科 ‘8.0.>@9>9@.>/=.<"$ 种#

!!$# 普通鸬鹚 @"+,+3*(3(*+E3+*8(.局部地区长年可见/

!) 鹭科 D@=</=.<"$’ 种#

!!$# 白鹭 K/*%44+ /+*G%44+ .繁殖鸟! 长年可见/

!!"# 苍鹭 ?*>%+ 3#$%*%+ .主见于迁徙季节和冬季/

!!)# 草鹭 ?*>%+ 2)*2)*%+ .罕见! 仅 "# 世纪 &# 年代中期和 "#$" 年 * 月各有 $ 次记录/

!!%# 大白鹭 !+&6%*(>#)&+,8)&.夏候鸟! 并偶见于冬季/

!!’# 中白鹭 C%&(2"(0E#$4%*6%>#+ .夏候鸟! 并偶见于冬季/

!!*# 牛背鹭 I)8),3)&#8#&.繁殖鸟! 并偶见于冬季/

!!B# 池鹭 ?*>%(,+ 8+33")&.繁殖鸟! 并偶见于冬季/

!!A# 绿鹭 I)4(*#>%&&4*#+4)&.繁殖鸟! 长年可见/

!!&# 夜鹭 1034#3(*+E$034#3(*+E.繁殖鸟! 长年可见/

!!$## 栗夜 N(*&+3"#)&/(#&+/#.罕见! 留鸟"0#! 仅 "##* 年 % 月下旬有过 " 次目击记录/

!!$$# 虎斑夜 N(*&+3"#)&6+/$#-#3)&.罕见! 留鸟"0#! 仅 "##$ 年夏季有过 $ 次目击记录/



" 期 何芬奇等$婺源鸟类纪录解析 *$BB!!*

!!$"# 黄苇 9E(*03")&&#$%$&#&.偶见繁殖鸟/

!!$)# 栗苇 9E(*03")&3#$$+6(6%)&.偶见/

!!$%# 黑 T)2%4(*-,+=#3(,,#&.夏候鸟/

!!$’# 大麻 I)4+)*)&&4%,,+*#&.迁徙季节及冬季偶见/

!% 鹮科 L8@<7]/9@4/38/=.<"$ 种#

!!$# 白琵鹭 @,+4+,%+ ,%)3(*(>#+ .罕见! 仅 "### 年 $" 月有过 $ 次目击记录/

!’ 鹳科 H/>94//=.<"$ 种#

!!$# 东方白鹳 !#3($#+ 8(03#+$+ .罕见! 仅有过 $ 次目击记录/

!* 鸭科 D4.=/.<"$% 种#

!!$# 小天鹅 !0/$)&3(,)68#+$)&.偶见! 仅有过数次目击记录/

!!"# 豆雁 ?$&%*-+8+,#&.罕见! 仅 "#$$ 年 $" 月有过 $ 次目击记录/

!!)# 绿翅鸭 ?$+&3*%33+ .迁徙季节及冬季局部地区有见/

!!%# 花脸鸭 ?$+&-(*6(&+ .罕见! 仅 "##A 年 $ 月有过 $ 次目击记录/

!!’# 罗纹鸭 ?$+&-+,3+4%.迁徙季节及冬季局部地区有见/

!!*# 绿头鸭 ?$+&2,+40*"0$3"(&.长年有见/

!!B# 斑嘴鸭 ?$+&2(%3#,(*"0$3"+ .长年有见/

!!A# 赤膀鸭 ?$+&&4*%2%*+ .迁徙季节及冬季局部地区有见/

!!&# 白眉鸭 ?$+&S)%*S)%>),+ .迁徙季节及冬季局部地区有见/

!!$## 鸳鸯 ?#E/+,%*#3),+4+ .留鸟 a冬候鸟! 长年有见于全县大部地区/

!!$$# 白秋沙鸭 C%*/%,,)&+,8%,,)&.罕见! 仅有过 " 次目击记录/

!!$"# 中华秋沙鸭 C%*/)&&S)+6+4)&.冬候鸟/

!!$)# 红胸秋沙鸭 C%*/)&&%**+4(*.罕见! 仅 "##* 年 $" 月有过 $ 次目击记录/

!!$%# 普通秋沙鸭 C%*/)&6%*/+$&%*.罕见! 仅有 " 次目击记录/

!B 鹗科 ‘.4=/94/=.<"$ 种#

!!$# 鹗 @+$>#($ "+,#+%4)&.罕见! 仅有过 $ 次目击记录/

!A 鹰科 D>>/W/3@/=.<"$& 种#

!!$# 黑翅鸢 K,+$)&3+%*),%)&.局部区域有见/

!!"# 黑冠鹃隼 ?=#3%>+ ,%)2"(4%&.夏候鸟! 繁殖鸟/

!!)# 凤头蜂鹰 @%*$#&24#,(*"0$3")&.偶见/

!!%# 黑耳鸢 C#,=)&,#$%+4)&.少量! 长年有见/

!!’# 苍鹰 ?33#2#4%*/%$4#,#&.偶见/

!!*# 赤腹鹰 ?33#2#4%*&(,(%$&#&.夏候鸟! 繁殖鸟/

!!B# 凤头鹰 ?33#2#4%*4*#=#*/+4)&.时有见! 多于繁殖季节/

!!A# 雀鹰 ?33#2#4%*$#&)&.偶见/

!!&# 松雀鹰 ?33#2#4%*=#*/+4)&.夏候鸟! 繁殖鸟/

!!$## 日本松雀鹰 ?33#2#4%*/),+*#&.夏候鸟/

!!$$# 普通 I)4%(8)4%(.多见于冬季/

!!$"# 鹰雕 :2#G+%4)&$#2+,%$&#&.罕见! 仅数次目击记录/

!!$)# 金雕 ?S)#,+ 3"*0&+%4(&.罕见! 仅 $ 次目击记录/

!!$%# 乌雕 ?S)#,+ 3,+$/+ .罕见! 仅数次目击记录/

!!$’# 白腹隼雕 J#%*++%4)&-+&3#+4)&.甚罕见/

!!$*# 林雕 934#$+%4)&6+,+0%$&#&.偶见! 但长年有见/

!!$B# 白尾鹞 !#*3)&30+$%)&.迁徙季节及冬季偶见/

!!$A# 鹊鹞 !#*3)&6%,+$(,%)3(&.迁徙季节及冬季偶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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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蛇雕 :2#,(6#&3"%%,+ .留鸟"0#! 长年有见/

!& 隼科 I.0>94/=.<"’ 种#

!!$# 白腿小隼 C#3*("#%*+E6%,+$(,%)3(&.留鸟! 长年有见/

!!"# 燕隼 B+,3(&)88)4%(.偶见于迁徙季节/

!!)# 灰背隼 B+,3(3(,)68+*#)&.偶见于迁徙季节/

!!%# 阿穆尔隼 B+,3(+6)*%$&#&.偶见于迁徙季节/

!!’# 红隼 B+,3(4#$$)$3),)&.长年有见/

!$# 雉科 ‘8.7/.4/=.<"B 种#

!!$# 中华鹧鸪 B*+$3(,#$)&2#$4+>%+$)&.局部区域甚罕见/

!!"# 日本鹌鹑 !(4)*$#EO+2($#3+ .偶见于迁徙季节/

!!)# 灰胸竹鸡 I+68)&#3(,+ 4"(*+3#3+ .留鸟! 长年有见/

!!"0# 黄腹角雉 D*+/(2+$ 3+8(4#.需进一步确认/

!!%# 白鹇 7(2")*+ $034"%6%*+ .留鸟! 长年有见/

!!’# 勺鸡 @)3*+&#+ 6+3*(2"(,+ .留鸟! 见于局部地区/

!!*# 雉鸡 @"+&#+$)&3(,3"#$)&.留鸟! 长年有见/

!!B# 白颈长尾雉 :0*6+4#3)&%,,#(4#.留鸟! 长年有见/

!$$ 三趾鹑科 L:-/>/=.<"$ 种#

!!$# 黄脚三趾鹑 D)*6#&4+$L#.罕见! 仅数次目击记录/

!$" 鹤科 M@:/=.<"$ 种#

!!$# 白鹤 N*)&,%)3(/%*+$)&.仅 "#$" 年冬季一笔记录! 前后共 A 只"含 " 只当年幼鹤#/

!$) 秧鸡科 Z.00/=.<"A 种#

!!$# 普通秧鸡 M+,,)&+S)+4#3)&.夏候鸟! 偶见/

!!"# 蓝胸秧鸡 N+,,#*+,,)&&4*#+4)&.罕见! 仅数次目击记录/

!!)# 红胸田鸡 @(*G+$+ -)&3+ .夏候鸟! 不常见/

!!%# 红脚苦恶鸟 ?6+)*(6#&+L((,.留鸟! 长年有见/

!!’# 白胸苦恶鸟 ?6+)*(6#&2"(%$#3)*)&.留鸟! 长年有见/

!!*# 董鸡 N+,,#3*%E3#$%*%+ .夏候鸟! 偶见/

!!B# 黑水鸡 N+,,#$),+ 3",(*(2)&.留鸟! 长年有见/

!!A# 骨顶鸡 B),#3+ +4*+ .冬候鸟! 偶见/

!$% 雉鸻科 .̂>.4/=.<"$ 种#

!!$# 水雉 J0>*(2"+&#+$)&3"#*)*/)&.数量有限之夏候鸟/

!$’ 彩鹬科 Z973@.3:0/=.<"$ 种#

!!$# 彩鹬 M(&4*+4),+ 8%$/"+,%$&#&.数量有限之夏候鸟! 繁殖鸟/

!$* 鸻科 H8.@.=@//=.<"* 种#

!!$# 凤头麦鸡 H+$%,,)&=+$%,,)&.迁徙季节和冬季偶见/

!!"# 灰头麦鸡 H+$%,,)&3#$%*%)&.繁殖鸟! 并长年有见/

!!)# 长嘴剑鸻 !"+*+>*#)&2,+3#>)&.繁殖鸟! 长年有见/

!!%# 金眶鸻 !"+*+>*#)&>)8#)&.偶见/

!!’# 环颈鸻 !"+*+>*#)&+,%E+$>*#$)&.偶见/

!!*# 东方鸻 !"+*+>*#)&=%*%>)&.偶见/

!$B 鹬科 G>909W.>/=.<"A 种#

!!$# 鹤鹬 D*#$/+ %*04"*(2)&.偶见! 仅数次目击记录/

!!"# 红脚鹬 D*#$/+ 4%4+$)&.偶见于迁徙季节/

!!)# 青脚鹬 D*#$/+ $%8),+*#+ .偶见于迁徙季节并冬候鸟/



" 期 何芬奇等$婺源鸟类纪录解析 *$B&!!*

!!%# 白腰草鹬 D*#$/+ (3"*(2)&.见于迁徙季节并冬候鸟/

!!’# 林鹬 D*#$/+ /,+*%(,+ .长年有见/

!!*# 矶鹬 ?34#4#&"02(,%)3(&.偶见于迁徙季节/

!!B# 扇尾沙锥 N+,,#$+/(/+,,#$+/(.偶见于迁徙季节/

!!A# 黑腹滨鹬 !+,#>*#&+,2#$%.偶见于迁徙季节/

!$A 反嘴鹬科 Z<>:@[/@973@/=<."" 种#

!!$# 黑翅长脚鹬 J#6+$4(2)&"#6+$4(2)&.不常见之夏候鸟/

!!"# 反嘴鹬 M%3)*=#*(&4*+ +=(&%44+ .偶见于迁徙季节/

!$& 鸥科 Q.@/=.<") 种#

!!$# 黑尾鸥 7+*)&3*+&&#*(&4*#&.冬季偶见/

!!"# 遗鸥 7+*)&*%,#34)&.仅 "##" 年秋季一次目击记录! 为 $ 只当年幼鸟/

!!)# 红嘴鸥 7+*)&*#>#8)$>)&.迁徙季节和冬季有见/

!"# 燕鸥科 G3<@4/=.<"’ 种#

!!$# 须浮鸥 !",#>($#+&"08*#>)&.夏候鸟! 少量繁殖记录/

!!"# 白翅浮鸥 !",#>($#+&,%)3(24%*)&.见于春季迁徙/

!!)# 鸥嘴噪鸥 N%,(3"%,#>($ $#,(4#3+ .见于春季迁徙/

!!%# 普通燕鸥 :4%*$+ "#*)$>(.见于迁徙季节/

!!’# 白额燕鸥 :4%*$+ +,8#-*($&.见于春季迁徙/

!"$ 鸠鸽科 H90:-Y/=.<"% 种#

!!$# 山斑鸠 :4*%24(2%,#+ (*#%$4+,#&.留鸟! 长年有见/

!!"# 灰斑鸠 :4*%24(2#,#+ >%3+(34(.罕见! 仅数次目击记录/

!!)# 珠颈斑鸠 :4*%24(2%,#+ 3"#$%$&#&.留鸟! 长年有见/

!!%# 火斑鸠 :4*%24(2#,#+ 4*+$S)%8+*#3+ .不定期有见/

!"" 杜鹃科 H:>:0/=.<"A 种#

!!$# 红翅凤头鹃 !,+6+4(*3(*(6+$>)&.罕见! 仅数次目击记录/

!!"# 鹰鹃 J#%*(3(330E&2+*=%*#(#>%&.夏候鸟/

!!)# 四声杜鹃 !)3),)&6#3*(24%*)&.迁徙过境鸟! 偶见夏候鸟/

!!%# 大杜鹃 !)3),)&3+$(*)&.迁徙过境鸟/

!!’# 小杜鹃 !)3),)&2(,#(3%2"+,)&.罕见夏侯鸟/

!!*# 噪鹃 K)>0$+60&&3(,(2+3%+ .偶见/

!!B# 褐翅鸦鹃 !%$4*(2)&&#$%$&#&.不常见! 全年有见/

!!A# 小鸦鹃 !%$4*(2)&8%$/+,%$&#&.不常见! 全年有见/

!") 草鸮科 L?394/=.<"$ 种#

!!$# 草鸮 D04(3+2%$&#&.留鸟"0#! 甚罕见/

!"% 鸱鸮科 G3@/5/=.<"$# 种#

!!$# 东方角鸮 ;4)&&)$#+ .留鸟! 不常见/

!!"# 领角鸮 ;4)&8+LL+6(%$+ .留鸟! 不常见/

!!)# 雕鸮 I)4(8)4(.留鸟"0#! 仅有数次目击记录/

!!%# 领鸺鹠 N,+)3#>#)68*(>#%#.留鸟! 不常见/

!!’# 斑头鸺鹠 N,+)3#>#)63)3),(#>%&.留鸟! 长年有见/

!!*# 鹰鸮 1#$(E&3)4),+4+ .夏候鸟! 繁殖鸟/

!!B# 褐林鸮 :4*#E,%24(/*+66#3+ .留鸟! 长年有见/

!!A# 灰林鸮 :4*#E+,)3(.罕见/

!!&# 长耳鸮 ?&#((4)&.冬季有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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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短耳鸮 ?&#(-,+66%)&.冬季偶见! 仅有数次目击记录/

!"’ 夜鹰科 H.W@/-:05/=.<"$ 种#

!!$# 普通夜鹰 !+2*#6),/)&#$>#3)&.不常见! 但长年有见/

!"* 雨燕科 DW9=/=.<") 种#

!!$# 白喉针尾雨燕 J#*)$>+2)&3+)>+3)4)&.迁徙过境鸟/

!!"# 白腰雨燕 ?2)&2+3#-#3)&.迁徙过境鸟/

!!)# 小白腰雨燕 ?2)&+--#$#&.夏候鸟/

!"B 翠鸟科 D0><=/4/.=<"’ 种#

!!$# 普通翠鸟 ?,3%>(+44"#&.长年有见/

!!"# 白胸翡翠 J+,30($ &606%$&#&.长年有见/

!!)# 蓝翡翠 J+,30($ 2#,%+4+ .夏候鸟/

!!%# 冠鱼狗 C%/+3%*0,%,)/)8*#&.长年有见/

!!’# 斑鱼狗 !%*0,%*)>#&.长年有见/

!"A 佛法僧科 H9@.>//=.<"$ 种#

!!$# 三宝鸟 K)*0&4(60&(*#%$4+,#&.夏候鸟! 繁殖鸟/

!"& 蜂虎科 K<@9W/=.<"$ 种#

!!$# 蓝喉蜂虎 C%*(2&=#*#>#&.夏候鸟! 繁殖鸟/

!)# 戴胜科 SW:W/=.<"$ 种#

!!$# 戴胜 <2)2+ %2(2&.留鸟! 长年有见/

!)$ 拟啄木鸟科 K<5.0./-/=.<"$ 种#

!!$# 大拟啄木鸟 C%/+,+#6+ =#*%$&.留鸟! 不常见/

!)" 啄木鸟科 ‘/>/=.<"’ 种#

!!$# 蚁 ’0$E4(*S)#,,+ .偶见! 状况不详/

!!"# 斑姬啄木鸟 @#3)6$)&#$$(6#$+4)&.留鸟! 长年有见/

!!)# 灰头.绿/啄木鸟 @#3)&3+$)&.留鸟! 长年有见/

!!%# 大斑啄木鸟 T%$>*(3(2(&6+O(*.留鸟! 长年有见/

!!’# 星头啄木鸟 T%$>*(3(2(&3+$#3+2#,,)&.留鸟! 长年有见/

"!雀形目.‘.77<@/V9@-<7/

!$ 八色鸫科 ‘/33/=.<"$ 种#

!!$# 仙八色鸫 @#44+ $062"+ .罕见! 仅有 $ 次目击记录/

!" 百灵科 D0.:=/=.<"$ 种#

!!$# 小云雀 ?,+)>+ /),/),+ .局部区域常见/

!) 燕科 P/@:4=/4/=.<"% 种#

!!$# 崖沙燕 M#2+*#+ *#2+*#+ .夏候鸟/

!!"# 家燕 J#*)$>(*)&4#3+ .夏候鸟/

!!)# 金腰燕 J#*)$>(>+)*#3+ .夏候鸟/

!!%# 烟腹毛脚燕 T%,#3"($ >+&02)&.夏候鸟/

!% 鹡鸰科 K93.>/00/=.<"$$ 种#

!!$# 山鹡鸰 T%$>*($+$4")&#$>#3)&.留鸟! 仅局部地域有见/

!!"# 黄鹡鸰 C(4+3#,,+ -,+=+ .仅迁徙季节有见/

!!)# 黄头鹡鸰 C(4+3#,,+ 3#4*%(,+ .仅迁徙季节有见/

!!%# 灰鹡鸰 C(4+3#,,+ 3#$%*%+ .长年有见/

!!’# 白鹡鸰 C(4+3#,,+ +,8+ .长年有见/



" 期 何芬奇等$婺源鸟类纪录解析 *$A$!!*

!!*# 理氏鹨 ?$4")&*#3"+*>#.多见于迁徙季节/

!!B# 树鹨 ?$4")&"(>/&($#.留鸟! 长年有见/

!!A# 水鹨 ?$4")&&2#$(,%44+ .不常见/

!!&# 黄腹鹨 ?$4")&*)8%&3%$&.见于迁徙季节/

!!$## 红喉鹨 ?$4")&3%*=#$)&.偶见! 状况不明/

!!$$# 山鹨 ?$4")&&0,=+$)&.留鸟! 局部地域有见/

!’ 山椒鸟科 H.-W<W8.5/=.<"* 种#

!!$# 大鹃 !(*+3#$+ 6+3%#.罕见! 仅 "##" 年有 $ 次目击记录/

!!"# 暗灰鹃 !(*+3#$+ 6%,+&3"#&4(&.夏候鸟/

!!)# 小灰山椒鸟 @%*#3*(3(4)&3+$4($%$&#&.夏候鸟! 甚常见/

!!%# 灰山椒鸟 @%*#3*(3(4)&>#=+*#3+4)&.夏候鸟/

!!’# 灰喉山椒鸟 @%*#3*(3(4)&&(,+*#&.留鸟! 长年有见/

!!*# 赤红山椒鸟 @%*#3*(3(4)&-,+66%)&.夏候鸟! 留鸟"0#/

!* 鹎科 ‘?>49493/=.<"* 种#

!!$# 领雀嘴鹎 :2#G#E(&&%6#4(*S)%&.留鸟! 甚常见/

!!"# 黄臀鹎 @03$($(4)&E+$4"(**"()&.留鸟/

!!)# 白头鹎 @03$($(4)&&#$%$&#&.留鸟! 甚常见/

!!%# 绿翅短脚鹎 J02&#2%4%&633,%,,+$>##.留鸟/

!!’# 栗背短脚鹎 J%6#E(&3+&4+$($(4)&.留鸟/

!!*# 黑短脚鹎 J02&#2%4%&,%)3(3%2"+,)&.留鸟/

!B 和平鸟科 R@<4/=.<"$ 种#

!!$# 橙腹叶鹎 !",(*(2&#&"+*>F#3L##.夏候鸟/

!A 太平鸟科 f9-Y?>/00/=.<"$ 种#

!!$# 小太平鸟 I(6803#,,+ O+2($#3+ .留鸟! 数量有限/

!& 伯劳科 Q.4//=.<"% 种#

!!$# 虎纹伯劳 7+$#)&4#/*#$)&.留鸟/

!!"# 牛头伯劳 7+$#)&8)3%2"+,)&.冬候鸟/

!!)# 红尾伯劳 7+$#)&3*#&4+4)&.主为夏候鸟/

!!%# 棕背伯劳 7+$#)&&3"+3" .留鸟! 甚常见/

!$# 黄鹂科 F@/90/=.<"$ 种#

!!$# 黑枕黄鹂 ;*#(,)&3"#$%$&#&.夏候鸟/

!$$ 卷尾科 U/>@:@/=.<") 种#

!!$# 黑卷尾 T#3*)*)&6+3*(3%*3)&.夏候鸟/

!!"# 灰卷尾 T#3*)*)&,%)3(2"+%)&.夏候鸟/

!!)# 发冠卷尾 T#3*)*)&"(444%$4(44)&.偶见之夏候鸟/

!$" 椋鸟科 G3:@4/=.<"% 种#

!!$# 丝光椋鸟 :4)*$)&&%*#3%)&.留鸟! 甚常见/

!!"# 灰椋鸟 :4)*$)&3#$%*+3%)&.留鸟/

!!)# 黑领椋鸟 :4)*$)&$#/*#3(,,#&.留鸟! 甚常见/

!!%# 八哥 ?3*#>(4"%*%&3*#&4+4%,,)&.留鸟! 甚常见/

!$) 鸦科 H9@[/=.<"A 种#

!!$# 松鸦 N+**),)&/,+$>+*#)&.留鸟! 常见/

!!"# 红嘴蓝鹊 <*(3#&&+ %*04"*(*"0$3"+ .留鸟! 甚常见/

!!)# 喜鹊 @#3+ 2#3+ .历史记录! 近 "# 年来仅 "#$" 年在婺源边缘地带有 $ 单只目击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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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灰树鹊 T%$>*(3#44+ -(*6(&+%.留鸟/

!!’# 达乌里寒鸦 !(*=)&>+))*#3)&.历史记录! 近年来在靠近婺源的地方偶有目击记录/

!!*# 大嘴乌鸦 !(*=)&6+3*(*"0$3"(&.历史记录! 近年来在靠近婺源的地方偶有目击记录/

!!B# 小嘴乌鸦 !(*=)&3(*($%.近年有 $ 次目击记录/

!!A# 白颈鸦 !(*=)&4(*S)+4)&.历史记录! 近 "# 年来无目击记录/

!$% 河乌科 H/4>0/=.<"$ 种#

!!$# 褐河乌 !#$3,)&3#$3,)&.留鸟/

!$’ 鸫科 L:@=/=.<"") 种#

!!$# 白喉短翅鸫 I*+3"024%*0E,%)3(2"*0&.留鸟/

!!"# 红尾歌鸲 7)&3#$#+ &#8#,+$&.迁徙季节有见/

!!)# 红喉歌鸲 7)&3#$#+ 3+,,#(2%.迁徙季节有见/

!!%# 蓝歌鸲 7)&3#$#+ 30+$%.迁徙季节有见/

!!’# 红胁蓝尾鸲 D+*&#/%*30+$)*)&.迁徙季节有见并冬候鸟/

!!*# 鹊鸲 !(2&03")&&+),+*#&.留鸟! 甚常见/

!!B# 北红尾鸲 @"(%$#3)*)&+)*(*%)&.迁徙季节有见并冬候鸟/

!!A# 红尾水鸲 M"0+3(6#&-),#/#$(&)&.留鸟/

!!&# 小燕尾 K$#3)*)&&3(),%*#.留鸟! 甚罕见/

!!$## 白冠燕尾 K$#3)*)&,%&3"%$+),4#.留鸟! 不常见/

!!$$# 黑喉石 :+E#3(,+ 4(*S)+4+ .留鸟/

!!$"# 灰林 :+E#3(,+ -%**%+ .留鸟/

!!$)# 白顶溪鸲 !"+#6+**(*$#&,%)3(3%2"+,)&.留鸟/

!!$%# 栗腹矶鸫 C($4#3(,+ *)-#=%$4*#&.留鸟"0#! 局部地域较常见/

!!$’# 蓝矶鸫 C($4#3(,+ &(,#4+*#)&.留鸟"0#! 不常见/

!!$*# 紫啸鸫 C0(2"($)&3+%*),%)&.留鸟! 不常见/

!!$B# 虎斑地鸫 .((4"%*+ >+)6+ .留鸟"0#! 不常见/

!!$A# 灰背鸫 D)*>)&"(*4),(*)6 .迁徙季节有见并冬候鸟/

!!$&# 乌灰鸫 D)*>)&3+*>#&.迁徙季节有见并冬候鸟/

!!"## 乌鸫 D)*>)&6%*),+ .留鸟! 甚常见/

!!"$# 白腹鸫 D)*>)&2+,,#>)&.迁徙季节有见并冬候鸟/

!!""# 白眉鸫 D)*>)&(8&3)*)&.迁徙季节有见并冬候鸟/

!!")# 斑鸫 D)*>)&$+)6+$$#.迁徙季节有见并常见之冬候鸟/

!$* 鹟科 K:7>/>.W/=.<"A 种#

!!$# 白喉林鹟 M"#$(60#+&8*)$$%+4+ .留鸟! 不常见/

!!"# 白眉姬鹟 B#3%>),+ G+$4"(20/#+ .繁殖鸟! 并迁徙季节有见/

!!)# 黄眉姬鹟 B#3%>),+ $+*3#&&#$+ .迁徙季节有见/

!!%# 白腹姬鹟 !0+$(24#,+ 30+$(6%,+$+ .迁徙季节有见/

!!’# 海南蓝仙鹟 !0(*$#&"+#$+$)&.仅 "#$$ 年 ’ 月在婺源边缘地带有 $ 次目击记录/

!!*# 乌鹟 C)&3#3+2+ &#8#*#3+ .迁徙季节有见/

!!B# 灰纹鹟 C)&3#3+2+ /*#&%#&4#34+ .迁徙季节有见/

!!A# 北灰鹟 C)&3#3+2+ >+))*#3+ .迁徙季节有见/

!$B 王鹟科 K94.@>8/4.<"$ 种#

!!$# 寿带 D%*2&#2"($%2+*+>#&%.夏候鸟! 繁殖鸟/

!$A 扇尾莺科 H/73/>90/=.<"’ 种#

!!$# 棕扇尾莺 !#&4#3(,+ O)$3#>#&.留鸟! 少见/



" 期 何芬奇等$婺源鸟类纪录解析 *$A)!!*

!!"# 金头扇尾莺 !#&4#3(,+ %E#,#&.留鸟! 少见/

!!)# 黄腹鹪莺 @*#$#+ -,+=#=%$4*#&.留鸟! 少见/

!!%# 山鹪莺 @*#$#+ 3*#$#/%*.留鸟! 少见/

!!’# 褐头鹪莺"纯色鹪莺# @*#$#+ #$(*$+4+ .留鸟! 常见/

!$& 莺科 G?0[//=.<"$B 种#

!!$# 日本树莺 !%44#+ >#2"($%.偶见之夏候鸟/

!!"# 远东树莺 !%44#+ 3+$4)*#+$&.夏候鸟/

!!)# 强脚树莺 !%44#+ -(*4#2%&.留鸟/

!!%# 黄腹树莺 !%44#+ +3+$4"#G(#>%&.夏候鸟/

!!’# 棕褐短翅莺 I*+>024%*)&,)4%(=%$4*#&.留鸟! 不常见/

!!*# 黑眉苇莺 ?3*(3%2"+,)&8#&4*#/#3%2&.夏候鸟/

!!B# 斑背大尾莺 7(3)&4%,,+ 2*0%*#.非繁殖季节零星有见/

!!A# 东方大苇莺 ?3*(3%2"+,)&(*#%$4+,#&.迁徙季节有见/

!!&# 棕腹柳莺 @"0,,(&3(2)&&)8+--#$#&.夏候鸟/

!!$## 黄眉柳莺 @"0,,(&3(2)&#$(*$+4)&.长年有见/

!!$$# 黄腰柳莺 @"0,,(&3(2)&2*(*%/),)&.夏候鸟! 过境鸟/

!!$"# 极北柳莺 @"0,,(&3(2)&8(*%+,#&.迁徙季节有见/

!!$)# 冕柳莺 @"0,,(&3(2)&3(*($+4)&.迁徙季节有见/

!!$%# 冠纹柳莺 @"0,,(&3(2)&*%/),(#>%&.夏候鸟/

!!$’# 黑眉柳莺 @"0,,(&3(2)&*#3L%44#.偶见/

!!$*# 栗头鹟莺 :%#3%*3)&3+&4+$#3%2&.留鸟/

!!$B# 棕脸鹟莺 ?8*(&3(2)&+,8(/),+*#&.留鸟/

!"# 鹛科 L/-.0//=.<"$& 种#

!!$# 斑胸钩嘴鹛 @(6+4(*"#$)&%*04"*(3$%6#&.留鸟/

!!"# 棕颈钩嘴鹛 @(6+4(*"#$)&*)-#3(,,#&.留鸟/

!!)# 小鳞胸鹪鹛 @$(%20/+ 2)&#,,+ .留鸟! 少见/

!!%# 丽星鹩鹛 :2%,+%(*$#&-(*6(&)&.留鸟/

!!’# 红头穗鹛 :4+3"0*#&*)-#3%2&.留鸟! 较常见/

!!*# 黑脸噪鹛 N+**),+E2%*&2#3#,,+4)&.留鸟! 甚常见/

!!B# 小黑领噪鹛 N+**),+E6($#,%/%*.偶见! 状况不详/

!!A# 黑领噪鹛 N+**),+E2%34(*+,#&.留鸟! 不常见/

!!&# 靛冠噪鹛 N+**),+E3()*4(#&#.留鸟/

!!$## 灰翅噪鹛 N+**),+E3#$%*+3%)&.留鸟! 仅局部地域有见/

!!$$# 棕噪鹛 N+**),+E2(%3#,(*"0$3")&.留鸟! 仅局部地域有见/

!!$"# 画眉 N+**),+E3+$(*)&.留鸟! 甚常见/

!!$)# 白颊噪鹛 N+**),+E&+$$#(.留鸟! 甚常见/

!!$%# 红嘴相思鸟 7%#(4"*#E,)4%+ .留鸟! 常见/

!!$’# 淡绿鹛 @4%*)4"#)&E+$4"(3",(*)&.留鸟! 较常见/

!!$*# 褐顶雀鹛 ?,3#22%8*)$$%+ .留鸟! 较常见/

!!$B# 灰眶雀鹛 ?,3#22%6(**#&($#+ .留鸟! 常见/

!!$A# 栗耳凤鹛 V)"#$+ 3+&4+$#3%2&.留鸟! 较常见/

!!$&# 白腹凤鹛 V)"#$+ G+$4"(,%)3+ .不常见! 状况不详/

!"$ 鸦雀科 ‘.@.=9_9@4/38/=.<"’ 种#

!!$# 棕头鸦雀 @+*+>(E(6#&F%88#+$)&.留鸟! 甚常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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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点胸鸦雀 @+*+>(E(6#&/)44+4#3(,,#&.局部地域偶见! 状况不详/

!!)# 金色鸦雀 @+*+>(E(6#&=%**%+)E#.留鸟! 局部地域较常见/

!!%# 短尾鸦雀 @+*+>(E(6#&>+=#>#+$)&.留鸟! 局部地域较常见/

!!’# 灰头鸦雀 @+*+>(E(6#&/),+*#&.留鸟! 局部地域较常见/

!"" 山雀科 ‘.@/=.<") 种#

!!$# 大山雀 @+*)&6+O(*.留鸟! 甚常见/

!!"# 黄颊山雀 @+*)&&2#,($(4)&.留鸟! 不常见/

!!)# 黄腹山雀 @+*)&=%$)&4),)&.留鸟! 较常见/

!") 长尾山雀科 D<5/38.0/=.<"$ 种#

!!$# 红头长尾山雀 ?%/#4"+,(&3($3#$$)&.留鸟! 甚常见/

!"% 科 G/33/=.<"$ 种#

!!$# 普通 :#44+ %)*(2+%+ .留鸟! 较常见/

!"’ 啄花鸟科 U/>.</=.<"$ 种#

!!$# 红胸啄花鸟 T(3+%)6#/$#2%34)&.留鸟! 局部区域有见/

!"* 太阳鸟科 J<>3.@/4/=.<"$ 种#

!!$# 叉尾太阳鸟 ?%4"(20/+ 3"*#&4#$+%.局部区域偶见之留鸟/

!"B 绣眼鸟科 O973<@9W/=.<"" 种#

!!$# 暗绿绣眼鸟 .(&4%*(2&O+2($#3+&.留鸟! 长年有见/

!!"# 红胁绣眼鸟 .(&4%*(2&%*04"*(2,%)*)&.迁徙季节有见/

!"A 雀科 ‘.77<@/=.<"" 种#

!!$# 树麻雀 @+&&%*6($4+$)&.曾消失近 "# 年! "##) 年复见! 现甚常见/

!!"# 山麻雀 @+&&%**)4#,+$&.留鸟! 局部地域较常见/

!"& 梅花雀科 +73@/0=/=.<"" 种#

!!$# 白腰文鸟 7($3")*+ &4*#+4+ .留鸟! 较常见/

!!"# 斑文鸟 7($3")*+ 2)$34),+4+ .留鸟! 较常见/

!)# 燕雀科 I@/45/00/=.<"’ 种#

!!$# 燕雀 B*#$/#,,+ 6($4#-*#$/#,,+ .不定期冬候鸟/

!!"# 金翅雀 !+*>)%,#&&#$#3+ .迁徙过路鸟! 冬候鸟! 并有少量繁殖记录/

!!)# 黄雀 !+*>)%,#&&2#$)&.偶见于迁徙季节! 不定期冬候鸟/

!!%# 黑头蜡嘴雀 K(2"($+ 2%*&($+4+ .不定期冬候鸟/

!!’# 黑尾蜡嘴雀 K(2"($+ 6#/*+4(*#+ .留鸟! 较常见/

!)$ 鹀科 +-Y<@/X/=.<"$$ 种#

!!$# 栗鹀 K68%*#G+ *)4#,+ .见于迁徙季节和冬季/

!!"# 黄胸鹀 K68%*#G+ +)*%(,+ .仅 "#$$ 年 ’ 月在婺源边缘地带有 $ 次目击记录/

!!)# 黄喉鹀 K68%*#G+ %,%/+$&.见于迁徙季节和冬季/

!!%# 灰头鹀 K68%*#G+ &2(>(3%2"+,+ .见于迁徙季节和冬季/

!!’# 三道眉草鹀 K68%*#G+ 3#(#>%&.长年有见/

!!*# 栗耳鹀 K68%*#G+ -)3+4+ .长年有见/

!!B# 田鹀 K68%*#G+ *)&4#3+ .冬候鸟/

!!A# 小鹀 K68%*#G+ 2)&#,,+ .冬候鸟/

!!&# 黄眉鹀 K68%*#G+ 3"*0&(2"*0&.冬候鸟/

!!$## 白眉鹀 K68%*#G+ 4*#&4*+6#.见于迁徙季节和冬季/

!!$$# 凤头鹀 C%,(2")&,+4"+6#.夏候鸟! 偶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