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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中国的噪鹛种类丰富，共计有 40 种之多，其中噪鹛属 28 种，彩翼噪鹛属 12 种。本文综述了我

国噪鹛类分布、分类现状和已报道的噪鹛类生态学研究结果，主要包括繁殖生态、身体大小性二态、

配偶选择、体温调节和适应性产热、鸣唱等方面的研究。以期为后续深入研究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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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China is rich in the resources of laughingthrushes, with 40 species, 28 in Garrulax and 12 in 

Trochalopteron. In this paper, we summarized their distribution (Fig. 1), as well as studies on ecology, such as 

breeding ecology, sexual dimorphism, mating pattern, thermoregulation, adaptive thermogenesis and sing 

behaviours, in order to provide reference for the further research in the fu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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噪鹛（Laughingthrush）是隶属于雀形目

（Passeriformes）噪鹛科（Leiothrichidae）噪鹛

属（Garrulax）和彩翼噪鹛属（Trochalopteron）

的 66种鸟类，主要分布在我国西南和东南亚，

为典型的东洋界物种（图 1）（Gill et al. 2017）。

中国分布有 40 种噪鹛，占全部噪鹛种数的

60.6%（郑作新 1982，Gill et al. 2017），其中中

国特有种 15种，分别为画眉（G. canorus）、台

湾画眉 （ G. taewanus ）、 黑额山噪鹛（ G.  

sukatschewi）、褐胸噪鹛（G. maesi）、斑背噪鹛

（G. lunulatus）、白点噪鹛（G. bieti）、大噪鹛

（G. maximus）、台湾白喉噪鹛（G. ruficeps）、

靛冠噪鹛（G. courtoisi）、山噪鹛（G. davidi）、

台湾棕噪鹛（G. poecilorhynchus）、棕噪鹛（G. 

berthemyi）、橙翅噪鹛（T. elliotii）、灰腹噪鹛

（T. henrici）、玉山噪鹛（T. morrisonianum）（雷

富民等 2006，Gill et al. 2017）。 



2 期 柳鹏飞等：中国的噪鹛及其研究现状 ·293· 

1  噪鹛类的分类及系统演化 

关于噪鹛的分类，一直是学者们关注的焦

点，目前仍然存在争议（Cibois 2003，Luo et al. 

2009，张强等 2010）。对于种的界定和亚种分

化、噪鹛类的演化、起源与分布，学者们观点

也不尽相同（郑作新等 1963，李桂垣等 1979，

郑宝赉等 1980，郑作新等 1982，1987，杨岚 

2002，Dickinson et al. 2014，雷富民等 2006，

Li et al. 2006，张强等 2010，郑光美 2011）。

郑作新（1982）基于噪鹛类的分布、形态特征

与亚种分化，提出中国噪鹛类的起源中心在横

断山地区，由于不断进化和竞争排斥，形成了

当前的分布格局。Luo 等（2009）基于核基因

和线粒体基因测序结果，并结合不同种的行为

和繁殖特征的研究结果认为，横断山地区可能

并不是噪鹛类的起源中心，噪鹛类可能是多点

起源，并系发生。这项研究的结果同时建议，

恢复彩翼噪鹛属（ Trochalopteron），暂定

Ianthocincla 为 Garrulax 的一个亚属，含白点

噪鹛、斑背噪鹛、眼纹噪鹛（G. ocellatus）、大

噪鹛等（Luo et al. 2009，刘阳等 2011）。按照

这一结果，山噪鹛、画眉、白颊噪鹛（G. sannio）、

黑喉噪鹛（G. chinnensis）、棕噪鹛等羽色相对

单调且鸣唱行为复杂的种亲缘关系较近，隶属

于噪鹛属 Garrulax；橙翅噪鹛、黑顶噪鹛（T. 

affine）、蓝翅噪鹛（T. squamatum）等羽色多样

者 ， 为 另 一 枝 系 —— 彩 翼 噪 鹛 属

Trochalopteron；灰翅噪鹛（G. cineraceus）的

亲缘关系与白点噪鹛、眼纹噪鹛、斑背噪鹛、

大噪鹛等更加接近，其形态特征也与这些种相

似，同样具有灰色的翅羽和白色的尾端，更倾

向于归入 Ianthocincla亚属（Luo et al. 2009）。

这一研究还结合形态及已报道之噪鹛生活史特

征进行讨论：噪鹛属 Garrulax所产卵为蓝色无

斑点卵；彩翼噪鹛属 Trochalopteron 属所产卵

为蓝绿色，且在钝端有黑色、棕色或者锈红色

斑点，这也说明噪鹛类生活史特征产生分化

（Luo et al. 2009）；这一研究对所涉及之 23种

噪鹛的亚种分化也给出了新的思考（Luo et al. 

2009）。对喜马拉雅和东南亚森林鸟类系统地理

学的相关研究也证明，噪鹛属和彩翼噪鹛属是

独立发生的（Päckert et al. 2012）。草鹛属

（Babax）由于与噪鹛属相似的生态和生活史特

征，加之分子遗传学提供的证据（Luo et al. 

2009），草鹛属与噪鹛属，特别是山噪鹛亲缘关

系较近，近年来建议将草鹛属并入噪鹛属

（Alström et al. 2013）。我国现有草鹛属鸟类 3

种，分别为矛纹草鹛（B. lanceolatus）、大草鹛

（B. waddelli）、棕草鹛（B. koslowi），关于这

几种鸟类的研究相对欠缺（李德浩等 1979，左

红卫等 1995，Lu 2004，Lu et al. 2007，徐霄等 

2012，Alström et al. 2013），应该加强草鹛属生

态学的研究，为讨论噪鹛科鸟类的系统发生和

分类补充参考资料。 

关于噪鹛类的分布格局，郑作新（1982）

提出中国噪鹛类的起源中心在横断山地区，由

于不断进化和竞争排斥，形成了当前的分布格

局。Luo 等（2009）认为横断山地区可能并不

是噪鹛类的起源中心。台湾分布的几种噪鹛以

前认为是大陆种类的亚种（刘如笋等 2000），

现已确定为独立种（Gill et al. 2017）。叶江霞等 

（2013）基于 GIS技术对我国噪鹛科鸟类分布

状况的分析，认为中国噪鹛科鸟类水平分布具

有不均性，西南山地分布最多，其次是滇南山

地；横断山地和滇南山地是两个分布中心。我

们根据噪鹛类在国内各省区的分布记录（郑光

美 2011），绘制了噪鹛在中国各省区的分布图

（图 1），不难看出，我国噪鹛类主要分布在中

国的西南山地，在这一地区分布种类最多，尤

其是横断山和青藏高原东缘。北方分布的噪鹛

主要是山噪鹛、黑脸噪鹛（G. perspicillatus）和

橙翅噪鹛。 

目前，噪鹛类已从画眉科（Timaliidae）分

出，独立为噪鹛科，包括噪鹛属、彩翼噪鹛属

等 13个属（Gill et al. 2017）。 

2  噪鹛类生态生物学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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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噪鹛在中国各省的分布

 

Fig. 1  The Laughingthrush species and its distribution range in China 

本图主要参考《中国鸟类分类与分布名录》（郑光美 2011）和 IOC World Bird List（Gill et al. 2017）绘制，其中每个点代表每种噪鹛的分

布点。 

This figure been draw in accordance with the distribution record of A Checklist on the Classification and Distribution of the Birds of China (Zheng 

Guang-Mei 2011) and IOC World Bird List (Gill et al. 2017), each speck instead the recorded distribution site of each Laughingthrush species. 
 

目前国内对噪鹛的生态生物学研究主要涉

及噪鹛属 13个种和彩翼噪鹛属 4个种，包括繁

殖生态（蒋迎昕等 2007b，c，Lu et al. 2008，

Wang et al. 2011，Fu et al. 2011）、身体大小性

二态（Liu et al. 2016，2017）、配偶选择（Liu et 

al. 2016，2017）、鸣唱（刘如笋等 1997a，b）、

系统发育（Luo et al. 2009）和体温调节及适应

性产热（Xia et al. 2013，Wu et al. 2015）等方

面。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对任何一种噪鹛做过

系统全面的研究。 

2.1  
繁殖生态

 

繁殖期是鸟类生活史的重要阶段，繁殖期

的行为、能量分配是理解鸟类进化与适应的关

键。生活于不同环境的鸟类，采取不同的繁殖

对策，其繁殖时间、窝卵数和孵化期等存在差

异。很多雀形目鸟类的高海拔种群相对于低海

拔种群，其窝卵数较小、卵较大、孵化期相对

较长、出飞雏鸟数较少（Blackburn 1991，

Badyaev 1997，Badyaev et al. 2001a）。噪鹛类

分布广泛，从热带到温带、低海拔到高海拔均

有分布。窝卵数差异较大，最小为 2枚，最大

为7枚，热带和亚热带种类窝卵数相对较多（Ali 

et al. 2002，Lu et al. 2008）。我国噪鹛类的窝卵

数在 3 ~ 6枚不等（王淑珍等 1983，郑作新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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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7，李桂垣等 1993，赵正阶 2001，蒋迎昕

等 2005，关猛猛 2012），噪鹛属鸟类窝卵数多

为 3 ~ 5枚，彩翼噪鹛属窝卵数多 3 ~ 4枚；有

相当一部分种类的繁殖资料缺失（郑作新等 

1987），以后应关注这些基础生物学的研究。噪

鹛科另一种鸟类灰胸薮鹛（Liocichla omeiensis）

的繁殖期在 4 ~ 8月，平均窝卵数（2.9 ± 0.2）

枚（Fu et al. 2011）。 

在甘肃莲花山海拔 3 600 m生境中，大噪

鹛窝卵数 2 ~ 3枚，出飞雏鸟数 1只（Wang et al. 

2010）。与其同一生境生活的黑额山噪鹛，窝卵

数 2 ~ 5枚，出飞雏鸟数 2 ~ 3只（Wang et al. 

2011）。生活于西藏高原的灰腹噪鹛，窝卵数 2 

~ 3枚，出飞雏鸟数 1 ~ 3只，孵卵期为 16 d（Lu 

et al. 2008）。在甘肃莲花山保护区海拔 2 100 m

的农田灌丛生境中，山噪鹛的平均窝卵数 3.21

枚，孵卵期 14 d；橙翅噪鹛平均窝卵数 3.39枚，

孵卵期 13 d。繁殖成功时，这两种噪鹛的出飞

雏鸟数与所产窝卵数相同（柳鹏飞 2016）。这

些结果显示，噪鹛类窝卵数和出飞雏鸟数，随

其生活海拔的升高而减少（表 1）；高海拔种类，

由于恶略的生存环境，将更多的能量投入到更

少的后代，以提高雏鸟质量和存活率（Lu et al. 

2008）。这种适应模式与其他雀形目鸟类的研究

报道一致（Blackburn 1991，Badyaev 1997，

Badyaev et al. 2001a）。 

关于鸟类卵色的进化，现在主要的解释有：

保护色以降低捕食风险（Wallace 1889，Lack 

1958）、增加卵的热调节能力和卵壳硬度

（Solomon 1997，Gosler et al. 2005）、与性选择

和系统发生相关（Moreno et al. 2003，Chen et al. 

2016）。噪鹛类卵色大多为蓝色（郑作新等 

1987，Ali et al. 2002，Wang et al. 2010，2011），

噪鹛属多无斑点，彩翼噪鹛属多有斑点，这可

能与其系统发育相关。此外，这种卵色还可能

与反巢寄生行为有关。山噪鹛的巢寄生者可能

为大杜鹃（Cuculus canorus）、中杜鹃（C. 

saturatus），橙翅噪鹛的巢寄生者为鹰鹃

（ Hierococcyx sparverioides ）（ 胡 运 彪 等 

2013），鹰鹃还可在白颊噪鹛（蒋迎昕等 2007a）

以及喜鹊（Pica pica）巢中寄生繁殖（郑作新

等 1991）。 

噪鹛类的繁殖时间大多集中于 4 ~ 7月（罗

时有等 1989，蒋迎昕等 2007b，c，Lu et al. 

2008，Wang et al. 2010，2011，郑光美 2016），

噪鹛类的巢址选择表现出种间差异（张可银等 

2003，蒋迎昕等 2007b，c，Lu et al. 2008，朱

峰等 2010，Wang et al. 2010，2011），营巢树

的选择主要是其生境中的优势种，表现出较高

的适应性；巢距地面高度多在 1.5 m左右。对

不同噪鹛繁殖生态的研究，可以为讨论和理解

其系统进化提供一定依据（Luo et al. 2009）。 

2.2  
噪鹛类性二态研究

 

身体大小性二态（sexual size dimorphism，

SSD）是动物界较为普遍的规律，是自然选择

和性选择共同作用的结果（Darwin 1871，

Andersson 1994）；鸟类的身体大小在一定程度

上决定其适合度（Andersson 1994，Szekely et al. 
 

表
1  
不同海拔生境中噪鹛的基础繁殖数据

 

Table 1  The basic breeding data of Laughingthrush species in different altitude 

鸟种 Species 
海拔（m） 

Altitude 

平均窝卵数（枚） 

Clutch size 

出飞雏鸟数（只） 

Chicks fledged (ind) 

孵卵期（d） 

Incubation period 

灰腹噪鹛 Trochalopteron henrici 4 500 2.60 1 ~ 3 16 

大噪鹛 Garrulax maximus 3 600 2.20 1 
— 

黑额山噪鹛 T. sukatschewi 3 600 3.50 2 ~ 3 
— 

山噪鹛 G. dividi 2 100 3.21 3.21 14 

橙翅噪鹛 T. elliotii 2 100 3.39 3.39 14 

“—”表示无研究记录。— No research repo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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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橙翅噪鹛和山噪鹛都表现出雄性偏向的

性二态，性选择在这两种噪鹛性二态进化与维

持中可能起主要作用（Liu et al. 2016，2017）。

对噪鹛科另一种鸟类黄痣薮鹛（L. steerii）的研

究也发现雄性偏向的性二态，并认为性选择促

进了其进化（Mays et al. 2006），雄性偏向的性

二态在噪鹛科鸟类可能普遍存在。 

很多鸟类被认为雌雄羽色属于性单态

（sexual monomorphic）。近年来越来越多的研

究表明，即使在人类眼中雌雄同色的种类，其

羽色性二态在雀形目鸟类中广泛存在（Badyaev 

et al. 2003，Eaton 2005，Dale et al. 2015，Dunn 

et al. 2015）。羽色性二态是自然选择和性选择

共同作用的结果（Darwin 1871，Dale et al. 

2015，Dunn et al. 2015），是衡量性选择压力的

重要指标，同时羽色的两性差异可以表明性选

择作用的表型特征（Badyaev et al. 2003，Mays 

et al. 2006）。噪鹛类雌雄鸟羽色相似，没有明

显的性二态。噪鹛属种类羽色多单调，比如画

眉、山噪鹛；彩翼噪鹛属种类则羽色多样，异

常艳丽，比如橙翅噪鹛、红尾噪鹛（T. milnei）、

红翅噪鹛（T. formosum）等。橙翅噪鹛雌雄鸟

羽色在紫外光波长范围内，有明显性二态；山

噪鹛雌雄鸟羽色在可见光范围内存在性二态

（柳鹏飞 2016）。对黄痣薮鹛的研究结果与橙

翅噪鹛相似（Mays et al. 2006）。这些研究提示

我们，噪鹛类羽色性二态可能普遍存在。噪鹛

属羽色雌雄差异可能在可见光范围；彩翼噪鹛

属羽色性二态可能更多地表现在紫外光范围。 

2.3  
婚配制度与配偶选择

 

关于噪鹛类婚配制度的研究报道非常少。

已报道的黑脸噪鹛、靛冠噪鹛为合作繁殖（柯

坫华等 2011，刘道强等 2016），其他噪鹛如灰

腹噪鹛、大噪鹛、黑额山噪鹛等都属于社会性

单配制（Lu et al. 2008，Wang et al. 2010，2011）。

对鸟类合作繁殖的系统分析研究表明，噪鹛科

鸟类可能比其他类群更多地倾向于合作繁殖

（Cockburn 2006）。 

对于配对方式的研究，可以更好地理解性

选择和物种形成。橙翅噪鹛基于身体大小（嘴

峰长和跗跖长）选型配对（Liu et al. 2016）；山

噪鹛基于嘴峰长选型配对。值得注意的是，山

噪鹛配对个体之间体温呈显著正相关（Liu et 

al. 2017）。根据生态代谢理论（metabolic theory 

of ecology，MTE；Brown et al. 2004），这种相

互配偶选择又可能与生理状态相关，雌雄鸟都

倾向于选择与自身生理节奏同步的个体配对。

噪鹛类领域行为复杂；求偶炫耀行为目前知之

甚少（付义强等 2011，柴璐艳等 2014）。山噪

鹛在全年的大部分时间，配对雌雄鸟一起活动，

当领域内出现入侵者时，配对雌雄鸟同时靠近

入侵者，并由雄鸟先发起攻击，表现出很强的

联合领域保护行为。这与很多有二重唱行为的

热带鸟类行为特点相似，比如黄痣薮鹛（Weng 

et al. 2012）。这表明，雌雄鸟联合领域保护在

噪鹛科鸟类可能是普遍的行为。 

2.4  
鸣唱行为

 

噪鹛类雄鸟具有复杂的鸣唱行为和出色的

效鸣能力，例如画眉、山噪鹛、黑喉噪鹛等（雷

富民等 2006）。鸣唱的功能有：占区、驱赶、

雌雄应答、求偶等；鸣叫的功能主要有：召唤、

示警、集群觅食、共同防御等（俞清等 1996，

刘如笋等 1997a，b，李明等 2009）。棕噪鹛鸣

声复杂多变，可分为单声鸣叫、双声鸣叫、鸣

唱和效鸣（邬小红等 2007）。画眉的鸣唱则语

句复杂、效鸣能力突出，是噪鹛中最善于鸣唱

的种类（雷富民等 2006）。噪鹛属鸟类雄鸟的

鸣唱行为复杂，具有效鸣能力；彩翼噪鹛属鸟

类雄鸟鸣唱相对简单，没有效鸣能力。 

噪鹛类雌鸟也可鸣唱，相对雄鸟单调，可

与雄鸟形成二重唱，例如斑背噪鹛（俞清等 

1996）、白冠噪鹛（G. leucolophus）（Vencl et al. 

1976）。雄鸟鸣唱的主要功能是标记领域和吸引

配偶。性选择促进和维持了雄鸟鸣唱行为的进

化。雌鸟鸣唱行为主要存在于热带鸟类中，并

且是比较古老的性状，温带鸟类雌鸟鸣唱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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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反复的迁徙过程中丢失（Price et al. 2009，

Odom et al. 2014，Price 2015）。鸟类二重唱的

主要功能是形成配对、维持配偶关系、配偶相

互保护和防止婚外配（Odom et al. 2014）。山噪

鹛雄鸟有很强的效鸣能力，鸣唱行为复杂。雌

鸟鸣唱相对单调，没有效鸣能力；雌鸟鸣唱的

主要作用是吸引配偶、与雄鸟保持联系、宣告

繁殖状态、与雄鸟形成二重唱（柳鹏飞 2016）。

这与对很多热带雀形目鸟类的研究结果是一致

的（Odom et al. 2014）。 

2.5  
生理生态

 

噪鹛类分布广泛，是比较生理生态学研究

的理想物种。画眉具有相对较高的体温和热传

导、相对较低的基础代谢率（basal metabolic 

rate，BMR）、相对较窄的热中性区（thermal 

neutral zone，TNZ）、相对较高的蒸发失水

（evaporative water loss，EWL），这与其生存

环境温暖潮湿的气候特点相适应，生境中代谢

产热和水经济利用的选择压力较低（Xia et al. 

2013）；在冬季环境温度降低时，适应性地提高

产热能力以维持体温恒定（Wu et al. 2015）；冬

季的摄入能和同化能显著高于夏季，在冬季通

过增加能量摄入和消化道重量来适应高能量需

求（吴梦斯等 2015）。 

生理生态学研究结果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

理解动物对环境的适应，例如季节变化、不同

环境中水分的经济利用、对环境中可利用食物

量的生理响应等。在不同环境中的生理变化体

现了表型可塑性，这对于理解生态物种形成非

常重要。比如山噪鹛对于北方冬季低温的适应

产生的适应性进化（张俊范等 1989）。通过生

理生态学的研究，可以更好地理解噪鹛对于环

境的适应。噪鹛系统发生的研究结果揭示，由

于气候环境变化，橙翅噪鹛由高海拔地区扩散

到海拔较低的区域，通过对不同海拔梯度的适

应分化为 3个不同的生态群（Qu et al. 2011），

这可能是通过其生理适应实现的。 

3  噪鹛类的保护 

我国噪鹛类虽然丰富，但其中一些物种数

量稀少。由于栖息地的丧失，有些噪鹛在野外

已很难见到。何芬奇等 （2016）认为：赤尾噪

鹛指名亚种（T. milnei milnei）当前的受威胁程

度在极危与野外功能性灭绝之间。斑背噪鹛、

斑胸噪鹛（G. merulinus）、画眉、黑喉噪鹛、

红翅噪鹛和红尾噪鹛列入《中国物种红色名录》

的近危种，黑额山噪鹛、白点噪鹛列为易危种

（汪松等 2004）。褐胸噪鹛被列为濒危鸟类的

近危物种（Bird Life International 2001）。何芬

奇等（2006）建议将靛冠噪鹛、黑额山噪鹛、

斑背噪鹛、白点噪鹛、斑胸噪鹛提升为濒危种。

黑额山噪鹛和白点噪鹛已被列入《亚洲鸟类红

皮书》（BirdLife International 2001）的易危种。

其中，靛冠噪鹛在动物园的保护养殖和江西婺

源保护区的建立，为这些濒危噪鹛类的保护提

供了很好的参考（刘道强等 2016）。鉴于条纹

噪鹛（G. striatus）、栗颈噪鹛（G. ruficollis）、

白颈噪鹛（G. strepitans）、杂色噪鹛（ T. 

variegatum）、蓝翅噪鹛、纯色噪鹛（ T. 

subunicolor）在我国数量稀少，应注意保护。

画眉、山噪鹛、黑喉噪鹛、棕噪鹛等善于鸣唱，

常被捕为笼鸟，每年交易数量巨大，应注意保

护。特别是画眉，由于其善鸣好斗，每年都有

不同年龄段的画眉被大量捕为笼养鸟，这对其

野外种群的长期生存非常不利。 

噪鹛为中国鸟类资源最为丰富的类群之

一，关于其生物学、生态学的基础研究工作相

对缺乏、滞后，这限制了对噪鹛类分类、分布、

起源与演化的理解。特别是噪鹛类共存机制的

研究，只有零星报道（郭远杰等 2015）。根据

噪鹛类的分布特点，我国西南山地（特别是横

断山地区）是研究噪鹛类共存机制的理想地区。

噪鹛类的分类一直备受关注和争议，不能从单

一角度分析，应该综合形态、生理、行为等生

物及生态学研究和分子研究的结果来讨论。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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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噪鹛类也是研究合作繁殖、社会行为等生

态学理论的理想类群。噪鹛属鸣唱行为复杂，

是研究二重唱进化机制的理想物种。彩翼噪鹛

属羽色艳丽多样，雌雄差异不明显，可作为研

究雌雄第二性征趋同进化的物种。因此，应加

强噪鹛类的研究，充分利用我国这一宝贵的自

然资源，使我国鸟类生态学和行为学研究取得

更为鼓舞人心的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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