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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前　言

陕西省秦东地区地处关中渭河平原东部，素称陕西省的“东大门”，东濒黄

河与山西、河南毗邻，西与西安、咸阳相接，南倚秦岭与商洛为界，北靠桥山与延

安、铜川接壤，南北长１８２．３ｋｍ，东西宽１４９．７ｋｍ，总面积约１３１３４ｋｍ２，人口

５５６万。辖临渭区和大荔、富平、白水、澄城、合阳、蒲城、华县、潼关８个县以及

华阴、韩城２个县级市。属于暖温带半湿润大陆性季风气候，夏季高温多雨，冬

季寒冷少雨，春秋季较短，四季分明，雨热同季。年平均气温１１．８～１５．９℃，最

冷１月份平均气温－２．４～－０．５℃，最热７月份平均气温２４．４～２６．８℃。年降

水量为４９７．７～６０１．９ｍｍ。

渭南地势以渭河为轴线，形成南北两山、两塬和中部平川五大地貌类型区，

中部渭河冲积平原是八百里秦川最宽阔的地带。渭南市生态条件多样，生物资

源丰富，植被区为暖温带落叶阔叶林。林木区系成分主要为华北和西北的温性、

寒性树种。全市有野生维管植物１９０多科８００多属２５００种。农业昆虫１２目

１０９科１８００余种。渭南市是我国黄河、渭河、洛河的交汇区，野生动物资源具有

明显的湿地特征。其中，陕西黄河湿地自然保护区位于渭南东边，是我国水禽迁

徙过程中重要的停歇地，也是部分珍稀鸟类的重要越冬和繁殖地。

近年来编者在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陕西省科技厅农业科技创新与攻关

项目、陕西省自然科学基础研究计划项目、陕西省教育厅专项科研计划项目的资

助下，围绕秦东地区鸟类的生态生物学、生物多样性开展了研究。本书是近年来

有关秦东地区鸟类研究成果的总结，以便为陕西省鸟类学研究与保护起到基础

性的参考作用。简要介绍了动物地理区划、中国鸟类多样性与组成特点、鸟类分

类特征、观鸟基础知识以及秦东地区自然地理特征等。在此基础上记录了陕西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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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秦东地区鸟类５２科２２３种，其中３３种鸟类为国家级重点保护动物，包括黑

鹳、金雕、褐马鸡、大鸨、白琵鹭、大天鹅、鸳鸯、苍鹰、白尾鹞、红隼、燕隼、长耳

等，占到记录总数的１４．７９％。１５７种鸟类列入“国家保护的有益的或者有重要

经济、科学研究价值的陆生野生动物名录”，占总数的７０．４０％。本书对秦东地

区鸟类的学名、英文名、分类地位、形态特征、生态习性、保护级别进行了简要介

绍。书中图片参引了ＭａｃＫｉｎｎｏｎＪ．先生的《中国鸟类野外手册》，做到了图文并

茂，为大专院校师生、观鸟爱好者以及从事保护区管理人员查阅资料提供了

方便。

在本书的编撰过程中，得到了兰州大学刘?发教授、包新康副教授、廖继承

副教授，中科院新疆生态与地理研究所马鸣研究员、徐峰博士，北京林业大学郭

玉民教授、西北大学李保国教授、江西师范大学邵明勤副教授的支持与帮助，同

时还要感谢渭南师范学院的焦更生、李吉峰、高志勇、李亚琳、权美平、胡庆玲等

老师以及陕西黄河湿地省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处何冰、赵红茹等工程师在野外工

作中提供的帮助。此外，刘永飞、廉小平、刘方庆、王巧艳、陈笃伟、李琛、岳欢等

学生参与了文字录入与校对工作，一并表示感谢。

由于编写时间仓促，加之编者水平有限，书中遗漏和错误之处在所难免，恳

请读者给予批评指正。

吴逸群

２０１５年９月１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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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世界动物地理区划

世界上现存鸟类有９７００多种，其中９０％以上的种类生活在陆地和淡水区域。生活在
淡水的鸟类大多在秋冬或初春季节长途迁徙，受地域影响不大。而陆地鸟类受到自身结构

特征的影响，往往像植物一样，有自己特定的分布区。因而，在世界范围内，在不同地区的鸟

类呈现出不同的种群和数量。世界鸟类分布呈现以下特点：

（１）鸟种多少与地域面积相关性不显著。如北美洲的面积远比中国大，却只有６５０多种
鸟类，仅为我国种类的一半。

（２）丰富多样的植被支持多样鸟类的生存。如在南美洲有３００多种蜂鸟，而同纬度的非
洲未发现蜂鸟。

（３）不同地方距离的远近与鸟种是否相近关联不大。如：马达加斯加距离非洲大陆只有
４００ｋｍ，而英国与日本相距１１０００ｋｍ，但后两者的鸟类的相似性远比前两者高。

（４）受地质变迁和生物学特性的影响，表现出地域的特有性。如由于雉鸡的飞翔能力较
差、食性范围较窄、对生境要求苛刻等因素，当地质环境发生变迁后，便阻挡了它们的种群扩

散。因而，它们就只能在原产地繁衍，亚洲是它们的主要栖息地。

根据动植物集中、组成的情况，结合地形、地质、纬度、气候等因素，动物地理学家们将地

球表面的陆地分为６大动物地理区，分别为：澳洲界、新热带界、热带界、东洋界、古北界、新
北界，在每一地理区内都生活着独特的鸟类类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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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澳洲界
包括澳大利亚、新西兰、塔斯马尼亚以及附近的太平洋岛屿。

本界由干旱地带、潮湿地带和一些岛屿组成。在这个区系中生存着很多古老的鸟类，例

如鸭嘴兽。在９００多种繁殖鸟中就有５００余种为本界特有鸟类。鹤鸵、鸸鹋、几维、琴鸟、极
乐鸟、吸蜜鸟、园丁鸟是其中的代表性鸟类。

２．新热带界
包括整个中美、南美大陆、墨西哥南部以及西印度群岛。

本界拥有世界上最大的热带雨林，生活着３０００多种繁殖鸟，是鸟类资源最为丰富的地
区。美洲鸵鸟、麝雉、蜂鸟、割草鸟、灶鸟、食蚊鸟、巨嘴鸟、伞鸟、裸鼻雀等是代表性鸟类。

大美洲鸵（Ｒｈｅａａｍｅｒｉｃａｎａ）
３．热带界
包括阿拉伯半岛南部、撒哈拉沙漠以南的整个非洲大陆，马达加斯加及其附近岛屿。

本界多为干热地区，景观类型主要有沙漠和热带草原，有１５００多种鸟在此繁殖。非洲
鸵鸟、鼠鸟、扇尾莺、织雀、维达雀等是代表性鸟类。

４．东洋界
包括亚洲南部喜马拉雅山和秦岭以南的地区、印度半岛、斯里兰卡、中南半岛、马来半

岛、菲律宾群岛、苏门答腊、爪哇和加里曼丹等大小岛屿。

红腹角雉（Ｔｒａｇｏｐａｎｔｅｍｍｉｎｃｋｉ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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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界气候温暖而湿润，景观类型多样，植被茂盛，有近千种繁殖鸟。雉类、鸠鸽类、鹦鹉、

啄木鸟、犀鸟、和平鸟、阔嘴鸟、八色鸫、伯劳等是代表性鸟类。

５．古北界

包括欧洲大陆、北回归线以北的非洲、阿拉伯半岛以及喜马拉雅山－秦岭以北的亚洲。

本界的气候、地形和景观类型多种多样。有１０００多种繁殖鸟，特有种类较少。潜鸟、松

鸡、百灵、攀雀、文鸟、灰喜鹊等是代表性鸟类。

松鸡（Ｔｅｔｒａｏｕｒｏｇａｌｌｕｓ）
６．新北界

包括墨西哥以北的北美洲，气候、自然状况类似古北界，因此有人将古北界和新北界合

称为全北界。

本界的松鸡、海雀、吸汁、啄木鸟、嘲鸫、森莺是代表性鸟类。

二、中国动物地理区划

英国人华莱士于１８７６年将东洋界和古北界在中国的分界线划在了南岭，曾被学术界长

期依照这个原则划分。后来经我国鸟类学奠基人郑作新先生以及动物地理学家张荣祖先生

共同研究论证，确立了秦岭的分界地位。这与土壤、植被、气候的区划是吻合的，得到了学术

界的广泛认可。

依据地形、温度和湿度的差异，中国的陆地划分为３个大的自然地理区，即东部季风区、

西北干旱区和青藏高寒区。显示出自然地理环境和气候的复杂多样性。

综合到景观生态、动物区系等，中国动物地理分布又分为东北区、华北区、蒙新区、青藏

区、西南区、华中区和华南区等７个动物大区，前４大区属于古北界，后３大区属于东洋区。

７个动物大区又可以划分为１６个亚区。各区和亚区的气候、景观特征各异，为动物提供了多

种多样的栖息和繁衍场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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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东北区

本区包括大、小兴安岭，东部的张广才岭、老爷岭及长白山地，西部的松花江和辽河平

原。

细嘴松鸦、小太平鸟、丹顶鹤等为代表性种类。北方型中的若干代表成分，如柳雷鸟、攀

雀等，也分布在本区。

丹顶鹤（Ｇｒｕｓｊａｐｏｎｅｎｓｉｓ）
２．华北区

本区北临蒙新区与东北区，南抵秦岭、淮河，西起西倾山，东临黄海和渤海，包括西部的

黄土高原，北部的晋冀山地及东部的黄淮平原。

本区既是南、北动物，又是季风区及蒙新区动物相互混杂的地带。属本区特有或主要分

布于本区可称为华北型的种类很少，仅有山噪鹛等。常见的动物区系主要由东北型的广布

成分所组成。南、北方喜湿动物在季风区的相互渗透现象，在本区表现最为明显。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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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腿沙鸡（Ｓｙｒｒｈａｐｔｅｓｐａｒａｄｏｘｕｓ）
３．蒙新区

本区包括内蒙古和鄂尔多斯高原、阿拉善高原（包括河西走廊）、塔里木、柴达木、准噶尔

等盆地和天山山地等。

鸟类典型种类有大鸨、毛腿沙鸡、百灵等。

４．青藏区

本区包括青海、西藏和四川西部，东由横断山脉的北端，南由喜马拉雅山脉，北由昆仑、

阿尔金和祁连各山脉所围绕的青藏高原。

区系主要由高地型成分所组成，代表性鸟类有雪鸡、雪鸽、黑颈鹤和多种雪雀等。

５．西南区

本区包括四川西部，昌都地区东部，北起青海、甘肃南缘，南抵云南北部，即横断山脉部

分，向西包括喜马拉雅南坡针叶林带以下的山地。

动物区系的主要成分属于横断山脉 －喜马拉雅分布型的种类，如鸟类中的画眉亚科和
雉科。西南区大部分属于南北向的高山峡谷，峡谷部分有利于热带种类的北伸，如鹦鹉、太

阳鸟等可沿谷地伸入到横断山脉的中段或北段。

蓝喉太阳鸟（Ａｅｔｈｏｐｙｇａｇｏｕｌｄｉａｅ）
６．华中区

本区包括四川盆地以东的长江流域。境内地形复杂。西半部主要是山地和高原，东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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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主要是平原和丘陵地带。气候温和，雨量充沛，适于作物生长。目前本区原始森林保存已

很少，大多成为农耕地区。

　　华中区动物区系是华南区的贫乏化。所有分布于本区的各类热带 －亚热带成分，几乎

均与华南区所共有。本区与华北区共有的动物，大都为广布于中国东部的种类。属于本区

特有的种类很少，灰胸竹鸡为区内分布较广泛的种。

灰胸竹鸡（Ｂａｍｂｕｓｉｃｏｌａｔｈｏｒａｃｉｃａ）
７．华南区

本区包括云南与两广的南部，福建省东南沿海一带及台湾、海南岛和南海各群岛。本区

动物区系中各类热带－亚热带类型的成分，尤以西部最为集中。

全区内广布的热带种类如鸟类中的红头咬鹃、橙腹叶鹎等均属典型热带的科。此外尚

有一些在本区内分布较广的种类，如鹧鸪、白鹇、竹啄木鸟、牛背啄花鸟等。

竹啄木鸟（Ｇｅｃｉｎｕｌｕｓｇｒａｎｔｉ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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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中国鸟类的多样性

中国疆域辽阔、地形复杂、气候多样，从西部连绵不断的山地、高原到东部一望无垠的平

川，从北部的荒漠、草原和寒温带针叶林到南部热带雨林，处处表现出独特的自然景观。中

国地跨东洋界和古北界两大动物地理分界，且中国的幅员辽阔，因而我国鸟类资源是世界上

最为丰富的国家之一。

中国的鸟类种类到底有多少？对于中国鸟类物种数量的科学总结，最早可追溯到１８６３

年，英国人Ｓｗｉｎｈｏｅ首次发表的《中国鸟类名录》一文。之后１５０年的时间里，国内外学者对

我国鸟类区系的研究从来没有间断过：１９世纪末期至１９４９年，欧美、日本等国的博物学者多

次来华开展鸟类考察、采集活动，他们的考察结果丰富了我们对中国鸟类区系的认识，同时

他们还发现了一些新的种类，并发表了许多相关的论文。

自２０世纪３０年代开始，以常麟定、傅桐生、任国荣、寿振黄、郑作新等为代表的中国鸟

类学奠基者开始对中国鸟类区系组成进行长期研究。任国荣命名、发表了金额雀鹛（Ａｌｃｉｐｐｅ

ｖａｒｉｅｇａｔｉｃｅｐｓ），这是第一个由中国鸟类学者发表的鸟类新种。新中国成立后，我国鸟类的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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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分类和演化的研究经历了由发展到成熟的过程。１９８７年，郑作新主编的《中国鸟类区系

纲要》一书出版。该书系统地总结了当时我国每个鸟种的分类、分布。随着分子、鸣声、行为

等多种研究手段被广泛应用，当代的鸟类分类学不单单依赖于形态特征，已经发展到系统发

育分类的阶段。特别是ＤＮＡ测序技术被大量应用于鸟类系统分类学研究工作后，有关中国

鸟类系统分类、种属关系重建的研究也随之迅速增长。

中国鸟类名录种类的增长见证了中国鸟类分类和分布研究的发展历程：中国鸟类的种

数从新中国成立初的《中国鸟类系统检索》中的１１４０种，到 ２０００年《中国鸟类种和亚种分

类大全》中的１２４４种，及《中国鸟类野外手册》记载的１３２９种，直到 ２００５年《中国鸟类分

类与分布名录》的１３３２种。其中后两者均吸收了当代系统分类学的最新研究结果。中国

鸟类现有记录种数应在１３００种以上。

弄岗穗鹛（Ｓｔａｃｈｙｒｉｓｎｏｎｇｇａｎｇｅｎｓｉｓ）

近十年来，世界鸟类种数增长是普遍的趋势。相比于北美、欧洲的鸟类分类区系，亚洲

鸟类分类研究工作的历史相对较短，加之亚洲的一些地区具有极高的生物多样性，亚洲鸟类

的分类和系统发育研究工作仍具有很大的空间。在２００８年，我国学者就在广西发现了新种

弄岗穗鹛（Ｓｔａｃｈｙｒｉｓｎｏｎｇｇａｎｇｅｎｓｉｓ）。２００９年底，瑞典学者在越南北部新发现的灰岩柳莺

（Ｐｈｙｌｌｏｓｃｏｐｕｓｃａｌｃｉａｔｉｌｉｓ），后被证实亦分布于我国。不仅是新物种的发现，许多已知鸟类种属

之间的系统关系尚未厘清，甚至在科、目这样的高级阶元上亦存在重新界定的需要。比如形

态学分类将“褐背拟地鸦”（Ｐｓｅｕｄｏｐｏｄｏｃｅｓｈｕｍｉｌｉｓ）置于鸦科Ｃｏｒｖｉｄａｅ当中，但是解剖学、分子

系统发育证据均揭示该种实际是山雀科 Ｐａｒｉｄａｅ的种类。此外，我国新疆、西藏和云南由于

一些地区的调查工作还不够深入，最近几年成为鸟种新记录发现的热点地区。

二、中国鸟类的组成特点

中国鸟类不仅种类众多，组成也非常复杂。从鸟类分类来看，有不少特色类群，尤以鹤

类、雉类和画眉类最为著称：世界１５种鹤类中有９种分布于中国，其中黑颈鹤是仅分布于青

藏高原的特有种；世界５１种雉类中，有２７种在中国分布，其中的虹雉属、马鸡属、长尾雉属、

锦鸡属等为中国的特产属或主要分布区在中国；世界２８４种画眉中，有１３１种分布于我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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雉类和画眉类的大多数不具迁徙习性，因而中国素有雉鸡王国和画眉乐园的美称。

白马鸡（Ｃｒｏｓｓｏｐｔｉｌｏｎｃｒｏｓｓｏｐｔｉｌｏｎ）
中国除具有特色的陆地环境外，还拥有亚洲最大面积的湿地。我国东临太平洋，海岸线

长达２万公里，拥有数以千计的从寒温带到热带的岛屿。在海南、广东、广西、福建、台湾、香
港、澳门等地的沿海地区，尚有约１４０００公顷的红树林湿地。这些湿地为水鸟繁殖、停息和越冬
提供了优越的场所。

我国还拥有总面积约２０００多万公顷的淡水湿地，其中面积在１００公顷的湖泊有２３５０
个，１万公顷以上的自然湖泊有１３０个。这些处于不同气候带条件下的水域，吸引了大量水
鸟，成为它们繁殖或越冬，以及迁徙中途的重要停歇地。如鄱阳湖是白鹤、白头鹤、灰鹤等鸟

类的重要越冬地，其中的白鹤是世界上最大的越冬种群。

许多猛禽、鹤鹳类、雁鸭类、鸥类、
!

鹬类等，主要通过我国东部沿海地区迁飞到南洋群

鸟和澳洲越冬，来年春夏季再从南半球迁飞到俄罗斯、日本、朝鲜半岛等地繁殖。而我国内

陆纵横交错的河流以及南北走向的山脉与河谷，是东欧和中亚至印度次大陆、中东以至非洲

的迁徙鸟类向越冬地散布的驿站或通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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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青藏高原是我国特有的高寒带景观，形成了自己独特的鸟类群落。台湾及海南岛

与大陆的隔离，且岛屿面积较大，栖息着许多独具特色的鸟类，在中国６９种特有鸟类中，仅

分布于台湾或海南的就有１５种。这一切均使我国的鸟类区系和生物多样性进一步复杂化

和丰富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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