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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 年 % 月 ’"#$+ 年 % 月!作者在湖南壶瓶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进行鸟类多样性调查和种群监

测的过程中!拍摄到 , 种雀形目鸟类!经鉴定为长尾山椒鸟 "1%*#6*(6(4)&%4"(,(/)&#’灰蓝姬鹟 "R#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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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壶瓶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以下简
称壶瓶山自然保护区 # !地处武陵山脉东北
端!位于湖南省石门县境内!与湖北鄂西山地
毗连!地理坐标为 "&m-#n’+#m#&n(!$$#m"&n’
$$#m-&n.!总 面 积 ,, -,J ;0" "张 国 珍 等
"##%# & 为了掌握壶瓶山自然保护区鸟类多
样性状况和种群动态!"#$$ 年 % 月 ’"#$+ 年
% 月!作者对该保护区鸟类多样性依固定样线
每月进行一次实地调查和种群监测& 调查期
间!发现了 , 种雀形目鸟类!经查阅文献 "郑
作新 $&-J!郑作新等 $&,$!邓学建 $&&+!邓学

建等 $&&-!约 翰(马 敬 能 等 "###! 赵 正 阶
"##$!康祖杰等 "#$$!郑光美 "#$$!康祖杰等
"#$"#确认为湖南省新纪录种&



$ 期 康祖杰等$湖南省雀形目鸟类新纪录 , 种 ($$A!!(

>?长尾山椒鸟"1%*#6*(6(4)&%4"(,(/)&#

长尾山椒鸟隶属雀形目"‘1::=E2T)E0=:#山
椒鸟科"C10D=D;182>1=# "郑光美 "#$$#& "#$$
年 - 月 + 日!在壶瓶山自然保护区江坪分局门
坎岩"$$#m+"n#&H"|.!+#m#+n%#H,|(!海拔 $ J%&
0#!发现 " 只山椒鸟科的鸟类在落叶阔叶林树
冠上活动!并拍摄到照片"图 $#& 经仔细观察!
该山椒鸟尾较长!其中 $ 只山椒鸟头’背和喉亮
黑色!翅黑色!朱红色翼斑成双叉形!胸’腹及尾
覆羽红色!尾黑色!尾羽外缘为红色!符合长尾
山椒鸟雄鸟识别特征%另 $ 只山椒鸟头顶和颈
灰褐色!额基和眼前上方淡黄色!颏黄白色!颊
和耳羽灰色!背沾黄色!胸和腹黄色!翅黑色!具
黄色翼斑!符合长尾山椒鸟雌鸟识别特征 "郑
宝赉等 $&J-!约翰(马敬能等 "####& "#$$ 年 -
月 J 日和 ", 日’"#$" 年 % 月 "- 日’, 月 "J 日!
分别在壶瓶山自然保护区联防 "$$#m+Jn$&H,|
.!+#m#+n+&H$|(!海拔 $ A,# 0#’大黄连坪
"$$#m%&n#JH#|.!+#m#An$,H+|(!海拔 $ %,+ 0#’
吴家池 " $$#m+,n-JHJ|.!"&m-%n$#H"|(!海拔
$ "J& 0#等地多次观察并拍摄到长尾山椒鸟&
根据文献记载!该鸟在国内主要分布于四川’云
南’贵州’广西’西藏南部等西南地区!向北延伸
至陕西’山西’河南’河北等地"郑宝赉 $&J-!约
翰(马敬能等 "###!郑光美 "#$$#& 本记录为
!!

湖南省首次记录& 该鸟在湖南壶瓶山具有一定
的种群数量!且在鸟类繁殖期连续 + 年观察到!
可认定为繁殖鸟&

A?灰蓝姬鹟"R#6%?),+ 4*#6(,(*#

灰蓝姬鹟隶属雀形目"‘1::=E2T)E0=:#鹟科
"Q<:?2?1D2>1=# "郑光美 "#$$#& "#$" 年 % 月
"& 日!在壶瓶山自然保护区江坪分局顶坪
"$$#m+$n""H,|.!+#m#"n-AH,|(!海拔 $ J+" 0#!
听到 $ 只鹟科鸟类在落叶阔叶林中鸣叫!并录
制到其鸣叫声& "#$" 年 J 月 "+ 日!在顶坪同
一区域!再次听到这种鹟科鸟类鸣叫声!经仔细
观察发现!该鸟嘴黑色!头和背橄榄褐色!眼先
周围暗黄色!尾上覆羽和飞羽外缘沾棕!腰部暗
黄褐色!胸和两胁沾淡黄褐色!下体近白!符合
灰蓝姬鹟雌性的识别特征 "约翰(马敬能等
"###!郑作新等 "#$# #& "#$+ 年 % 月 $, 日’%
月 ", 日!分别在壶瓶山"$$#m%An+&H,|.!+#m#An
#%H&|(!海拔 $ J%J 0#和新场"$$#m+Jn$&H-|.!
+#m#+n+&H"|(!海拔 $ A,$ 0#录制到其鸣叫声&
"#$+ 年 % 月 "A 日!在壶瓶山自然保护区顶坪
网捕到 $ 只灰蓝姬鹟雄鸟!拍照后放生& 该鸟
上体青石板蓝色!眼先及耳羽黑色!喉白色!腹
部近白色!胸侧和两胁暗灰褐色!翅和尾黑色!
尾羽具有白色基部"图 "#& 灰蓝姬鹟在中国主
要分布于西藏东南部’甘肃南部’陕西南部’
!!

图 >?长尾山椒鸟"左$雄!右$雌#

F/:G>?\)0:N,-/9#6&/0/I#,B(#$)#*)*-",(-5*’*+","V=T6$+ !\28;6$ ,#
照片由康祖杰 "#$" 年 , 月 "J 日拍摄于大黄连坪&

‘;)6)8E1D;=> F@_M(Oi</d2=)7 d<7*"J! "#$"! 16X1;<1783217D27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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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宁夏南部’云南’四川’重庆’贵州 "约翰(马敬
能等 "###!郑作新等 "#$#!郑光美 "#$$#& 本
记录为湖南省首次记录& 该鸟在湖南壶瓶山鸟
类繁殖期多次记录到!初步认定为繁殖鸟&

图 A?灰蓝姬鹟"雄#

F/:GA?29-,5N’9%#*954-,4"#(F$)(0"’& -#$)*’*#"+ #
照片由康祖杰 "#$+ 年 % 月 "A 日拍摄于顶坪&

‘;)6)8E1D;=> F@_M(Oi</d2=)7 MDE*"A! "#$+! 16X278D278*

B?光背地鸫".((4"%*+ G(,,#&&#G+#

光背地鸫隶属雀形目"‘1::=E2T)E0=:#鸫科
"R<E>2>1=#"郑光美 "#$$#& "#$" 年 $# 月 $% 日!
在壶瓶山自然保护区泥沙分局剩头林场相恋河
河谷山坡上"$$#m%%n%$H+|.!"&m-"n#%H"|(!海拔
%AJ 0#!发现 $ 只鸫科鸟类在常绿阔叶林林下觅
食!并拍摄到照片"图 +#& 经仔细观察!此鸟头’
!!

图 B?光背地鸫
F/:GB?T9-/0N’-4S#6,"(%1"G**-5(#& 1*’’$,,$1&

照片由康祖杰 "#$" 年 $# 月 $% 日拍摄于剩头&

‘;)6)8E1D;=> F@_M(Oi</d2=)7 Z?6*$%! "#$"! 16W;=786)<*

背及尾上羽暗红褐色!胸具鳞状斑纹!浅色眼圈
明显!嘴黑褐色!脚肉红色!符合光背地鸫的识
别特征"约翰(马敬能等 "####& "#$" 年 $# 月
"$ 日!在壶瓶山自然保护区南坪分局袁家岭
"$$#m--n#$H,|.!+#m#+n#-H$|(!海拔 ,+& 0#常
绿阔叶林林下再次发现该种鸟& 根据相关文献
记载!光背地鸫在中国主要分布在四川西南部
和中部’云南西北部及西藏南部!广东北部和陕
西南部有记录"约翰(马敬能等 "####& 本记录
为湖南省首次记录& 该鸟在壶瓶山两次记录均
为冬季!其居留型有待进一步确定&

C?淡绿贝鸟鹛"14%*)4"#)&=+$4"(6",(*)&#

淡绿贝鸟鹛隶属雀形目"‘1::=E2T)E0=:#画眉
科"R201322>1=#"郑光美 "#$$#& "#$$ 年 - 月 A
日!在壶瓶山自然保护区南坪分局野猫岔
"$$#m%An%&H#|.!+#m#+n%+H"|(!海拔 $ ++" 0#!
观察到 $ 只体型较小的鸟在针阔混交林中鸣
叫!并拍摄到照片"图 %#& 该鸟体型小!头部和
颈部均为灰色!具有明显的白色眼圈!上嘴端呈
下勾状!上体橄榄绿色!两胁到腹部橄榄黄色!
喉及上胸灰褐色!腹部灰色!符合淡绿贝鸟鹛的特
征 "郑作新等 $&JA!约翰(马敬能等 "### #&
"#$" 年 J 月 $+ 日’"#$+ 年 " 月 "" 日!分别在
壶瓶山自然保护区小溪"$$#m+"n#&H"|.!+#m#"n
#"H+|(!海拔 $ -+% 0#’剩头"$$#m%+n-&H-|.!
!!!

图 C?淡绿贝鸟鹛
F/:GC?M(##01"(/S#’-’’9#(B-(#"-5$",H&%-5*)5’*#",
照片由康祖杰 "#$$ 年 - 月 A 日拍摄于野猫岔&

‘;)6)8E1D;=> F@_M(Oi</d2=)7 Q1@*A! "#$$! 16P=01)?;1*



$ 期 康祖杰等$湖南省雀形目鸟类新纪录 , 种 ($$&!!(

"&m-"n##HA|(!海拔 A%# 0#等地观察到该鸟并
录制到其鸣叫声& 根据有关文献!该鸟在中国
分布于西藏东南部’陕西南部’甘肃东南部’云
南西部’四川’重庆’浙江’江西和福建等地"郑
作新等 $&JA!约翰(马敬能等 "###!郑光美
"#$$#& 本记录为湖南省首次记录& 该鸟在湖
南壶瓶山四季均可见!可认定为留鸟&

D?点胸鸦雀"1+*+?(=(*$#&/)44+4#6(,,#&#

点胸鸦雀隶属雀形目"‘1::=E2T)E0=:#鸦雀
科"‘1E1>)h)E726;2>1=#"郑光美 "#$$#& "#$# 年
$$ 月 "% 日!在壶瓶山自然保护区南坪分局的
狗头井 " $$#m-An#"HJ|.!+#m#+n%-H$|(!海拔
$ "$J 0#!发现 - 只鸦雀科鸟类在灌丛中觅食!
并拍摄到照片"图 -#& 经仔细观察!该鸟嘴橘
黄色!头顶和颈背栗棕色!上体余部及尾暗褐
色!耳羽为白色且后有明显黑色块斑!喉和上胸
具深色的倒.[/字形细纹!下体灰白色!叫声大
而响!体型相对较大& 根据照片对比!符合点胸
鸦雀的鉴别特征"郑作新等 $&JA!约翰(马敬能
等 "####& "#$" 年 $" 月 $% 日!在壶瓶山自然
保护区中岭分局吴家池"$$#m+,n%$H-|.!"&m-%n
#%H&|(!海拔 $ "$& 0#灌草丛中再次观察到
, 只点胸鸦雀& 据文献记载!此鸟在国内分布
于陕西南部’云南西部和西北部’四川西部’福
建和广东北部"郑作新等 $&JA!约翰(马敬能等
!!!

图D?点胸鸦雀
F/:GD?23),N’(#-1,#63-((),’/99B&#&0*H*#%$,+"--&-$)*’’$,
照片由康祖杰 "#$# 年 $$ 月 "% 日拍摄于狗头井&

‘;)6)8E1D;=> F@_M(Oi</d2=)7 ()S*"%! "#$#! 16O)<6)<k278*

"###!郑光美 "#$$#& 本记录为湖南省首次记
录& 该鸟在壶瓶山两次记录均为冬季!其居留
型有待进一步确定&

P?高山短翅莺"F*+?0>4%*)&G+$?%,,##

高山短翅莺隶属雀形目"‘1::=E2T)E0=:#莺
科" W@3S22>1=# "郑光美 "#$$ #& "#$$ 年 - 月
J 日’"#$+ 年 % 月 "- 日!在壶瓶山自然保护区
南坪分局壶瓶山哨所屋后灌草丛中 "$$#m%An
$%HA|.!+#m#,n-+H"|(!海拔 $ -,J 0#!先后两
次观察到 $ 种深褐色的莺!并拍摄到照片 "图
,#& 此鸟性胆怯!活动非常隐蔽!具较长的凸
形尾!上体橄榄褐沾棕色!喉白色且有少许暗色
条状斑纹!胸灰褐色!皮黄色的眉纹不太明显!
胸侧沾橄榄褐& 繁殖期常在灌草丛中发出一种
机械性重复的摩擦声& 根据照片对比!符合高
山短翅莺的鉴别特征"约翰(马敬能等 "###!郑
作新等 "#$##& "#$$ 年 - 月至 "#$+ 年 % 月!在
壶瓶山自然保护区顶坪"$$#m+$n""H,|.!+#m#"n
-AH,|(!海拔 $ J+" 0#’吴家池 "$$#m+,n%$H-|
.!"&m-%n#%H&|(!海拔 $ "$& 0#等地多次观察
到该鸟& 据文献记载!高山短翅莺在中国分布
于福建’四川南部’云南东北部’贵州’陕西南
部’江西’浙江’广东’香港和台湾 "约翰(马敬
能等 "###!郑作新等 "#$#!郑光美 "#$$#& 本
记录为湖南省首次记录& 该鸟在壶瓶山具有一
!!!

图 P?高山短翅莺
F/:GP?Y%11#,’%1"=-(’9#(A#&02/-(#",1&%0(’’$

照片由康祖杰 "#$+ 年 % 月 "- 日拍摄于壶瓶山&

‘;)6)8E1D;=> F@_M(Oi</d2=)7 MDE*"-! "#$+! 16Y<D278:;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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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的种群数量!初步认定为夏候鸟&
致谢!在鸟类多样性调查过程中得到湖南壶瓶
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覃歇民局长’易文
龙副局长’于桂清’廖庆义等同志及部分巡护员
的大力支持!在部分鸟类图片和鸣叫声鉴定过
程中得到中国林业科学院马强 和法国的
d)716;17 Q1E627=U等老师的大力帮助!谨此一并
致谢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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