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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泰山发现白喉斑秧鸡和酒红朱雀 

Slaty-legged Crake (Rallina eurizonoides) and Vinaceous Rosefinch 

(Carpodacus vinaceus) Found in Taishan, Shandong Province 

2020 年 7 月 8 日 6:00 时，在山东省泰安市泰山西麓樱桃园山谷间的溪流边（117°03′01″ E，36°13′26″ N，海

拔 320 m），记录到 1 只秧鸡，立于灌丛中，看见有人便快速隐匿于溪流边草丛中，依据其体型中等，头颈及上胸

红褐色，颏部、喉部偏白色，背部、两翼、尾羽橄榄褐色，腹部、两胁、尾下覆羽具黑色白色横斑，虹膜鲜红色，

喙铅灰色，跗跖灰绿色等特征，参考《中国鸟类图鉴》（赵欣如 2018）鉴定为白喉斑秧鸡（Rallina eurizonoides）

雄鸟。当日 16:10 时，在同一地点再次记录到 1 只。7 月 20 日 17:39 时，在同一位置观察到与前述雄鸟形态及体

型类似，仅头颈及胸部为橄榄褐色的秧鸡，同时其带有 1 只黑色幼鸟觅食，并在溪流边停歇（图 1），根据上述资

料鉴定为白喉斑秧鸡雌鸟及幼鸟。参考《中国鸟类分布与名录》（郑光美 2017）、《山东鸟类志》（赛道建 2017）  
 

 
 

图 1  白喉斑秧鸡 

Fig. 1  The Slaty-legged Crake (Rallina eurizonoides) 

a. 白喉斑秧鸡雌鸟（王业崇摄）；b. 白喉斑秧鸡雄鸟（李文庆摄）；c. 白喉斑秧鸡雌鸟带幼鸟（王业崇摄）。 

a. The female Slaty-legged Crake (photo by WANG Ye-Chong); b. The male Slaty-legged Crake (photo by LI Wen-Qing); c. The female and chick 

Slaty-legged Crake (photo by WANG Ye-Cho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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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泰山鸟类图志》（申卫星等 2018）等资料，白喉斑秧鸡仅在河南、湖南、江苏、浙江（高维平等 2000）、云

南（黄石林等 2006）等地有记录，因此本次在山东泰山樱桃园记录到的白喉斑秧鸡为山东省鸟类分布新记录种，

且本次同时记录到白喉斑秧鸡成鸟及幼鸟，时间符合该鸟的繁殖期，推测白喉斑秧鸡在山东的居留状况为夏候鸟。 

2020 年 7 月 10 日 7:00 时，在泰山岱顶后石坞索道站附近的稀疏针阔叶混交林中（117°06′02″ E，36°15′32″ N，

海拔 1 500 m），记录到 1 只雀形目鸟类，其站立在树枝上（图 2），并与白腹短翅鸲（Hodgsonius phaenicuroides）、

云南柳莺（Phylloscopus yunnanensis）、北短翅莺（Bradypterus tacsanowskius）等集群活动。该鸟体长约 15 cm，

全身以棕色为主，无眉纹，上体具细而不甚明显的暗色纵纹，两翅和尾黑褐色，外翈羽缘淡棕色，三级飞羽具清

晰的白色端斑；喙灰色，下嘴基部较淡；虹膜暗褐色；跗跖粉褐色。经对比中国鸟类图鉴（赵欣如 2018），确定

为酒红朱雀（Carpodacus vinaceus）雌鸟。 
 

 
 

图 2  酒红朱雀雌鸟（马士胜拍摄） 

Fig. 2  The female Vinaceous Rosefinch (Carpodacus vinaceus) (photo by MA Shi-Sheng) 

 

经查阅相关文献资料（赛道建 2017，郑光美 2017，申卫星等 2018），确定在岱顶观测到的酒红朱雀为山东

省鸟类分布新记录种。此次发现的酒红朱雀羽毛未见磨损、状态良好，同时，根据 2016 至 2017 年朱雀会组织的

全国鸟市调查，在北方鸟市和山东鸟市的调查中均未见酒红朱雀，基本排除笼养逃逸的可能性。虽然此次记录酒

红朱雀的时间为繁殖季节（胡运彪等 2013），但酒红朱雀在中国动物地理区划的西南区、华中区、华南区以及泰

山所在的华北区的居留类型均为留鸟（郑光美 2017），因此推测此次在泰山记录的酒红朱雀为当地罕见留鸟，但

其实际居留类型仍有待进一步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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