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刖 吾

《中国动物志鸟纲》按其分类系统排列共出版十四卷。本卷为第十二卷，是雀形

目鹆科Muscicapidae的第3分册(前2分册分别为：第十卷鸫亚科Turdinae，1995和第十

一卷画眉亚科Timaliinae，1987)，记述了在我国分布的莺亚科Sylviinae(18属95种另66

亚种)和鹆亚科Muscicapinae(8属40种另18亚种)共26属135种另84亚种鸟类。

自1978年《中国动物志鸟纲第四卷鸡形目》出版以来，已经过去了近20年。

近20年来，我先后主持编研出版了《中国动物志鸟纲》第四卷、第二卷、第十一卷、

第六卷、第十卷和第一卷。这第十二卷是由我负责主持编研的最后一卷，也是最难编研

的一卷。世界鸟类分类的权威著作Check-list ofBirds ofthe Worm，其莺类和鸫类(第11

卷)也是最后出版的一卷(E．Mayr and G．W．Cottrell，1986年)。莺类和鹅类之所以难写，

一是因为过去对其标本的收集重视得不够，二是由于以往对它们的研究也欠深入。尤其

是莺类，其种及亚种的分类依据往往就在那一眉纹、一翅斑上的差异，难免会被研究者

忽视，生态方面的研究就更不用说了。因此，每当野外考察队出发时，我都要嘱咐队员：

要重视对莺类和鸫类标本的采集，尽管它们很小、也不那么漂亮。动物志虽然是以往分

类研究工作的总结，但绝不是照抄前人的文献记录，掌握第一手的标本资料，提出自己

的观点和看法是非常重要的。

鸫科鸟类通常是中、小型的鸣禽，具有10枚初级飞羽，主要以虫类为食，分布大

都限于东半球。莺和鸫是两类重要的鸟类，它们体型小巧，鸣声婉转，深受人们的喜爱。

人们把“到处莺歌燕舞”当成是太平盛世的写照，画家把尾羽飘洒的“寿带”鸟看成是

长寿的象征。莺类和鸫类还是重要的消灭农、林害虫的益鸟。然而，在人类过度砍伐森

林时，却忘记了这正是在毁坏莺和鹆鸟类赖以生存的家园；当人类大量喷洒杀虫剂时，

却没有想到这会给莺和鹪鸟类带来多么大的毒害。在人类对某些莺和鸫鸟类的情况所知

甚少的时候，它们中的一些类群却正在悄悄地从地球上消失。

随着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无论在宏观上还是在微观上，都有许多新的技术手段运

用到分类学科的研究上。鸟类鸣声的研究使我国柳莺属的一些新种被发现；GPS的应用

使鸟类栖息地和迁徙路线的研究更为精确；分子生物学的发展和DNA检测的进步更促

进了系统学和遗传多样性研究的不断创新。许多过去遗留的问题得以解决，许多过去的

误差或偏差得到纠正。我们承认，在认识世界方面，特别是在对莺和鸫鸟类的认识上，

我们仍处于初级阶段。近来对鹅科又提出别的分类法，可是都不很稳定，在这种情况下，

本卷仍依以往分类系统。从某种意义上说，动物志的出版在起着“抛砖引玉”的作用。

每一卷动物志的面世，都会引起学术界对相关动物类群的浓厚兴趣，并促进人们对该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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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的更深入、更全面的研究。

本卷的编研工作在多年前已经启动。冼耀华先生曾承担了鸫亚科部分属种的编写工

作，并写出初稿，后因工作调动而未能继续完成。本卷仍由陈嘉坚统一绘制分布图并助

编索引和参考文献，郑汉彬绘画原色图版，在此一并致谢。

莺和鸫大多是我国的候鸟。我国还是其中许多种类的繁殖地或越冬地。在国际保护

鸟类的事业中，我国起着重要的作用，也同样承担着研究它们的重要责任。在近年对莺

和鸫鸟类的研究上，我看到了日益加强的国际交流与合作。我相信中国的鸟类学研究必

将在世界上占有更重要的地位，我们的研究成果也必将进一步推动世界鸟类学研究的发

展与进步，鸟类研究的新时代即将到来。

郑作新

1998．年3月于北京



使用说明

一、鸟体的外观形态与测量

l鸟体的外观形态、分部说明佃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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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1鸟体外形罔

(1)头部

卜面(自前而后)：额、头顶及后头即枕。

侧面：眼先、眼圈、颊及耳羽。

下面：颏(或还包括顾的前部)。

(2)颈部

卜面：后颈或更分为I颈(日U项)及F颈。

侧面：颈侧。

下面：喉，包括上喉(即颇)及下喉．颈部特长的称前颈。

(31躯干

r面：背(更月1分为J’背即肩间部及F背)、两肩及腰。

上背、两确及翅的内侧覆羽等，可统称为翕∞，音吸)。

侧面：胸侧、腹侧及胁。

下面：胸【包括前胸(即卜胸)和后胸】、腹、肛周(即围肛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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卜列头、颈及躯干等的r面，统称为上体，其F由为F体

(4)翅(或翼)

飞羽：初级飞羽、次级飞羽投_级飞羽(即最内侧的次缴飞羽)。

覆羽：初级覆羽、次级覆羽(更分为大覆羽、中覆羽、小覆荆)。

小翼羽：位近翼角处。

此外还有腋羽，位于翅膀基部的F阿。

(51尾

尾羽包括中央尾羽、外侧尾羽。

尾I一覆羽及尾下覆制。

(6)嘴

上嘴，包括嘴峰、蜡膜及鼻孔等。

下嘴。

(7)后肢(脚)

腿、胫、跗踱、趾及出!。

2鸟体的测量

通常在分类上所征引的，汁有下列各项(图2)：

念冷
啼髫

罔2 q悼测量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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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说明

(1)全长

自嘴的先端量至尾羽的末端。

(2)翅长

自翼角(即腕关节)量至最长飞羽先端的直线长度。

(3)尾长

自中央尾羽基部量至最长尾羽末端的直线长度。

(4)嘴峰长

自嘴基额羽着生处量至上嘴先端的直线长度。

(5)跗踱长

自胫骨与跗踱骨关节处，量至跗踱与中趾关节处最下方整片鳞之下缘的直线长度。

二、本卷分布图说明

(1)繁殖区以粗线为界；界线尚未证实的，改为虚线。

(2)矢号(J，)示迁徙路线。

(3)越冬区标以平行的细斜线。

(4)不同种类(种或亚种)的繁殖鸟或留鸟，注以1、2、3等不同号码；迁徙和越冬种

类，则将号码加以圆圈，如①②③等。

(5)图中所用的oo●等符号，表示标本采得的地点。

(6)手表示迷鸟或偶见的种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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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版I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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