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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 辑 的 话

这是一套美丽而有趣的书籍，它将把你带入五彩缤纷的动物世界，书中

介绍的动物都是地球上存量已经很少的珍稀动物， 其中有憨态可掬的大熊

猫、光彩夺目的棕尾虹雉、舞姿翩翩的白枕鹤、威武雄壮的老虎等等。

近百年来，人类滥伐森林、污染环境，使地球上生物绝种的速度越来越

快，生态环境也越来越恶化。 如果任其发展下去，最终，受害的将是人类自己。

这本书最想告诉同学们的是， 人类和动物都应该在同一个蓝天下共同

生活，和谐相处，这样的一个生物大家庭才能使我们人类的前景充满生机和

希望，才能使我们的天更蓝，树更绿，水更清，世界更美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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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濒危的飞鸟———朱

朱 是涉禽中较小的鸟，体重不过 2千克，它体羽洁白，翅膀粉红，优美
俏丽，因此它有不少别名———美人鸟、仙女鸟、桃花鸟等。

朱 过去广泛分布在我国西部和东北部，以陕西、山西、黑龙江及长江流
域数量最多，日本、朝鲜、前苏联数量也很可观。 它们在长江以北繁殖，在长江
下游或太平洋沿岸较温暖的地方越冬。 主要食物是小鱼、小虾、昆虫及甲壳类

动物，还取食一些水生植物的嫩根嫩芽。 它们喜欢群集，但到春天繁殖
时，会成双成对选择人口稀少、环境幽静、食物丰富的农舍附近

高大的树上筑巢繁育后代。朱 对环境要求十分严格，
因此它对污染敏感， 在食物范围小的地方很

难生存。
在生态环境不断被人类侵占的情况

下，朱 数量迅速下降，据 1980年资料统
计，全世界只剩下 6只。 1981年，在陕西省
洋县境内发现２窝共７只，朱 成为鸟

类中最稀少的种类。 国际鸟类组织已把朱
列入濒临灭绝的鸟类名录，在我国则被列为国
家一级重点保护动物。 由于采取了一系列保护
措施，目前朱 已繁殖到几百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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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征着爱情的鸳鸯鸟

鸳鸯属较小型游禽，雄鸟羽色鲜艳华丽，头上有羽冠，眼有白色眉纹，翅
膀上有一对栗黄色扇状直立羽很像船帆。 雌鸟羽色既不华丽又无扇状羽帆，
雌雄区别截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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鸳鸯繁殖地在我国东北、内蒙古和贵州等省的水域地区。 鸳鸯生活在山
区的河谷、溪流，也常见于混交林中的沼泽和湖泊以及被水浸没的草原等处。
秋天它们觅食草籽、玉米、稻谷及水中植物；繁殖季节鸳鸯成双成对栖息在一
起，白天相伴游弋于碧波之中，觅食小蛙、小鱼及昆虫，也吃各种树叶和植物
种子。 鸳鸯在繁殖期一雄一雌成对活动，把巢筑在离水域不远的高大树洞中。
每窝七八枚卵，雌鸟负责孵化，30天左右幼鸟出壳，不久就能浮水活动。 我国
人民几千年来就喜爱鸳鸯，不仅因为它的外貌美，更因为雌雄之间情意绵绵，
双栖双飞不离不舍，是夫妻恩爱、柔情似水的象征。

鸳鸯是国家二级重点保护动物。

我国特有的珍禽———褐马鸡

褐马鸡脸颊绯红，尾部羽毛披散下垂，形似马尾，因体羽暗褐色，故称褐
马鸡。 它的体态矫健端庄，独具风姿。 雌雄外观很难区别，体长 80厘米～107
厘米，是较大型的鸟类之一。

世界上只有中国分布褐马鸡，是十分稀罕的鸟类。 褐马鸡生活在太行山
区的松、杉和橡树林中，三四月份择偶配对。 除繁殖期外，褐马鸡喜欢结群活
动，觅食植物叶芽、嫩枝和种子，春、夏两季昆虫增多时，常啄食一些甲虫、毛
虫或其他昆虫的幼虫。 配对以后，做巢于林间隐蔽的地面上，产卵一般十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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枚，孵卵要 27天～28天。小鸡出壳后，生长速度很快，大约 3个月就与父母的
个头一样大小了。 由于褐马鸡数量稀少，十分珍贵，近年来建立起褐马鸡自然
保护区，使得数量逐步增加。

褐马鸡是国家一级保护动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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似锦似绣的红腹锦鸡

红腹锦鸡又名金鸡，是我国的特产珍禽，体形比家鸡小，雌雄差别很大。
雄鸡背上部浓绿，背下部金黄，腹部深红，全身羽毛颜色丰富，闪烁着金属光
泽，非常艳丽，尾长是身长的 2倍左右。 雌鸡则体小尾短，羽色为单调褐色，也
有斑点。

红腹锦鸡分布于青海、甘肃、陕西、贵州等地的山谷树林间，不善于飞翔，
但善于奔走，奔走时昂首阔步十分机警。 一般生活在 400米～1700米的多岩
密林中。 秋冬季节它们组成小群，夜间栖息在高树的低枝上，早晨和傍晚于林
中或林的边缘找食草籽、蕨类、竹和灌木嫩芽及植物杂果。 繁殖期则常常觅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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昆虫之类，以增加营养补给。
每年 4月初，红腹锦鸡开始配对。 配对之后，雌鸡开始产卵，每窝 10枚～

15枚，雌鸡独自护窝，25天左右出小雏。 如果遇天敌或人为破坏，雌鸡会弃巢
而走，如果在繁殖早期它们会重新筑巢产卵。 由于雄鸡漂亮而显眼，人见人
爱，所以已成为世界著名的观赏动物。

红腹锦鸡是国家二级重点保护动物。

尾羽最美的绿孔雀

绿孔雀的美丽闻名于世，雄孔雀的每根尾羽上都有五色金翠的椭圆斑依
次排列，羽轴两边也披有金绿色丝状的小羽枝，反射出紫铜色金属光泽，头顶
有一簇直立的羽冠，显得神气诱人。 雌孔雀无漂亮的尾羽，但背部的浓褐色羽
毛也闪耀着绿色的光。

绿孔雀分布在云南南部，生活在海拔 2000米高的稀树草地、灌丛、竹林、
针阔叶树的开阔地带，尤其喜欢活动在小河和溪流附近。 它们在空旷的林中
觅食，夜宿在枝叶繁茂的树上。虽然不善飞翔，但善于奔走。它们喜啄食野果、
野花、草籽以及小蜥蜴、昆虫等小动物，有时也吃山区农田中的稻谷、花生及
其他植物种子。

从 2月开始，雄孔雀的羽毛一天天华丽起来，光彩夺目。 它翩翩起舞，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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紧追随在雌孔雀的身旁，炫耀自己漂亮的尾屏，并发出沙沙沙的响声，这就是
人们常说的孔雀开屏。 雄孔雀用这金光灿烂的彩色羽衣和美丽的开屏吸引配
偶。 绿孔雀繁殖时，往往在林间地面扒一浅坑，内垫枯草和羽毛即完成筑巢。
产卵一般五六枚，孵化 27天～30天即破壳出雏。

由于绿孔雀生存环境不断被人类破坏，它的数量已经很少，而且分布
区域狭小。 对于这样美丽稀少的鸟类，如何保证它们的存在，实在是当务之
急啊！

绿孔雀是国家一级重点保护动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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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角的鸡———黄腹角雉

黄腹角雉体形和家鸡相似， 是我国特有的一种野生鸡类， 体长约 60厘
米。 雄鸟头上羽冠和头前部为黑色，头后部为红色，身上栗红色并布满了黄色
圆斑，头两侧各有一个棒样肉角，所以有角鸡之称。 又因腹部黄色，这就是黄
腹角雉名字的由来。 雌鸟不但没有肉质角，而且全身羽毛棕褐色，腹部黄色，
“土”气十足。

黄腹角雉分布在福建、 广东和湖南的局部地区， 生活在海拔 700米～
1600米的常绿阔叶林区及针叶和阔叶混交林区。它比较迟钝，不善飞行。当遇
天敌时，只知奔跑，无路可逃时，就把头钻入灌丛或草丛中，常常把后半身露
在外面，因此有人叫它们为“呆鸡”。 3月初开始繁殖。 母鸡从不轻易离开巢中
卵，甚至人类走近时，也不愿逃离，还可能奋起反抗———用嘴啄击来犯者呢！

黄腹角雉所吃食物不但品种繁多，
而且不同季节相差很大。开春，它采食蕨
类或其他植物的嫩茎和嫩叶；春夏食花，
有山茶、映山红、野海棠花等；夏秋，它们
多觅食核果、浆果，如山樱桃、草莓等。

黄腹角雉为国家一级重点保护动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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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彩夺目的棕尾虹雉

从“虹雉”这个名词，大家可能就会
想到： 这种鸟一定有彩虹般美丽的羽
毛。 的确是这样：在阳光照射下棕尾
虹雉的羽毛闪耀着金属般的光泽，连
鸟类学家都赞叹这“无与伦比”
的美。

棕尾虹雉身长约 70 厘米。
雄鸟羽色艳丽，相对而言，雌鸟

色泽就要“土”得多了。它们的体羽以
棕褐色为主，但是这种朴实无华的颜色，对它们

孵育雏鸟、不被敌手发现是大有好处的。
棕尾虹雉在我国仅分布于西藏南部及四川局部地区， 栖息

于海拔 2500米～4600米的山坡上，在那广袤的阔叶林、针叶林、灌木丛、草甸
及裸岩地带活动。 终年成双成对，从不结成群体。 它们的生活颇为隐蔽，常筑
巢于灌木丛中、岩石下或大树洞中。 食物主要是植物的根、茎，常常用强大有
力的喙啄食块茎。 它们在一个觅食地点往往要流连半个小时以上。 一旦受惊
就会跳起来大声鸣叫，并仓促逃逸。

棕尾虹雉分布区域狭窄，数量极为稀少，是国家一级重点保护动物。

9



山林中的“隐士 ” ———红腹角雉

红腹角雉体形较小，身长 44厘米 ~64厘米。 雄鸟十分华丽，体羽及两翅
主要为深栗红色，布满了具有黑缘的灰色眼状斑并向下体逐渐扩大，且颜色
变浅。 雌鸟相对而言就谈不上华丽了，一般上体灰褐色，下体淡黄色。

红腹角雉在我国主要分布于西藏、云南、四川、陕西、湖北等省，栖息于海
拔 1600米～3000米之间的冷杉、铁杉、赤桦等林地中。喜欢在稠密的杜鹃树、
箭竹丛间隐匿，夜间在乔木横枝上过夜。 善于奔跑而不善飞行，有时情况紧
急，不得不振翅高飞，但距离却十分有限。

还有一点也很有趣， 红腹角雉的脖颈下面
有个水囊，是专门用来盛水的。因为高山上很难
找到水源，当它们喝完水后，还要把水囊装满，
以应对急需。

每年 4月～6月是红腹角雉的繁殖期。 一
般每窝产卵 3枚～10枚， 经 26天～30天孵化
后即出壳成为雏鸟。

红腹角雉是国家二级重点保护动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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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长长尾羽的白冠长尾雉

白冠长尾雉是长尾雉属中尾羽最长的一种，体形大小似鸡，尾长为体
长的三分之二，一般都在 1米以上，最长的在 1.4米以上。 修长的尾羽自古
以来就赢得人们的喜爱， 我国古装戏武将头上佩戴的长而弯曲的羽毛，就
取材于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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