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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省发现长尾鸭

长尾鸭 (C langula hy emalis)属于雁形目鸭科海鸭亚科 (M erg inae)。分布于北半球的广大区域, 繁殖地位于北

极、阿拉斯加、加拿大北部、欧亚大陆北部地区, 主要生境是苔原地带的池沼,也见于海边和山区的湖泊,在水边的

陆地营巢。沿北美的东西海岸、欧亚大陆北部的海岸迁徙和越冬。在东亚地区的迁徙路线上种群数量稀少, 我国

沿海关于其迁徙和越冬的报道较少,在辽宁、河北、福建等地有分布记录。

2009年 2月 28日,在江苏省连云港市前三岛的车牛山岛附近海域 ( 35∀04#N, 119∀21#E ),乘船进行鸟类考察时

发现长尾鸭 2只,并拍摄了照片 (图 1)。所拍摄的个体体背及翅褐色;头顶黑色, 颈侧具有黑斑,其余白色; 腹白色,

前胸与颈部相连处环绕黑斑。根据∃中国鸟类野外手册%等相关资料描述,判断为雌性非繁殖羽。

长尾鸭距离车牛山岛的一个小岛约 40~ 50 m处海面上游荡, 船靠近后惊飞。根据发现的时间和羽毛的特征,

初步判断长尾鸭为连云港附近海域的冬候鸟,为江苏省鸟类新纪录种。

图 1� 长尾鸭 ( C langula hyemali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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