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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州鸟类志'是‘贵州动物志'的组成部分．本卷专论鸟纲，分总

论和各论，全书计列18目54科4"17种和5l亚种．经过系统的综合研究，对每

种都记述其标本采集地，形态，生态，分布及居留期间等．并对分类问

题，在研究的基础上，进行了扼要的讨论．此外还列有各类检索。书中附

有插图91幅，图版13版．
‘

本书是对贵州鸟类调查研究至现阶段的系统总结，为动物学研究和有

关农，林等生产部门提供基本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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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MMARY

Thls book is the m。st c。mprehensive work yet publlshed in。ne v。1ume。n

AVifauna。f Guizhou．There are 417 species plus 51 subspecies。f blrds bel。nging

t。54
families，18。rders。ccurring in Guizh。u Province，and the full detalls are

glven of each
8Peci88，lacallty，morphology，ecology，and range and distribution．

The 13 c。1。ur plates and 91 black-and-whlte pages。f i11ustrati。ns were

8pecially painted and show clearly and accurately the f。rm and plumage。f each

Over ten years intensiVe research and field study have pr。duced this b。。k

Trhich will be invaluable t。eVery pr。fessi。nal and amateur。rnith。1 ogi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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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州动物志》序

自然环境和资源是国家经济建设的物质基础，一个省的情况也是如此。只有从本省

的实际出发，按照自然的和经济的规律制订发展规划，才能有的放矢，具有可靠的科学

基础。动物是可更新的资源，也是维持生态平衡的重要环节，必须加以保护和合理利

用，才能用之不尽，取之不竭，以保持人们赖以生存的优良环境。

贵州处于中亚热带湿润地区，隆起在四川盆地和广西丘陵盆地之间，西接云南高

原，东临湖南丘陵山地．境内山峦起伏，河流密布，大娄山、苗岭纵横全省，地形复

杂，植物繁茂，乌江、盘江分流南北，河谷深切，滩险水急。全省气候温和，雨量充

沛，冬无严寒，夏无酷暑。凡此种种自然条件，均有利于动物的生存和繁衍，其种类之

众多，资源之丰富，可以想见。但过去有关动物的调查，或限于时日，或拘于地区，零

星者居多，缺乏全面系统的探讨。如何查清这些资源，使之为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服务，

实为当务之急。

1974年春，在贵州省科学技术委员会及有关领导同志的支持下，由遵义医学院

伍律教授组织我省有关专业人员，前往云雾山区进行了综合考察。同年秋，成立《贵州

动物志》编委会，由伍律教授任主编，金大雄教授和郭振中教授任副主编，并拟订计

划，分工如下：遵义医学院负责两栖类、爬行类的撰写工作，并主持鱼类的调查及撰写

工作；贵州省博物馆负责鸟类的撰写工作，贵阳医学院负责蚤目、吸虱目、蜱螨亚纲、

蚊科、食虫目、翼手目、啮齿目的撰写工作；贵阳师范学院负责灵长目、鳞甲目、兔形

目、食肉目、偶蹄目的撰写工作；贵州农学院负责主持农林昆虫的调查及撰写工作，贵

州省兽医研究所负责家畜蠕虫的撰写工作。调查工作进行七年多，其范围包括30多个

县、市，采集各类标本数万号，共计2455种(包括亚种)。撰写工作历时三年有余。脊椎

动物部分由伍律教授审改定稿；医学动物及农林昆虫部分由金大雄教授和郭振中教授

分别审改定稿。

在调查工作中，得到了贵州省林业厅、贵州省农业厅、贵州省外贸局、贵阳市黔灵

公园、各地(州)、市、县有关部门以及国内有关研究所、大专院校的大力协助和支持。

书稿撰写过程中，贵州人民出版社有关同志提供了不少宝贵意见。贵州省科学技术委员

会朱煜如、黄威廉、刘屹夫、达昭、安迪伟、徐用武、胡培荣等负责同志经常给予指

导，并帮助克服工作中的团难。杨仙楹、李德俊同志做了大量工作。 《贵州动物志》能

够问世，是和以上单位的支持以及有关同志的辛勤劳动分不开的，谨此一并致谢．

由于经验不足，水平有限，缺点错漏在所难免，欢迎读者批评指正。

《贵州动物志》编委会

1984年3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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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州鸟类的调查研究，先后有Swlnhoe(1870)，Styan(1899)，OgHvle-Grant

。，(1900)，Riley(1925)、Yen(1933，1934)、Delgnan(1952)，HalI(1954)，郑作新等

(1965)，周宇垣等(1965)、彭蒜章等(1965)、Traylor(1967)、胡鸿兴等(1978)，吴至康

等(1979)、谭耀匡和吴至康(1981)等人做过一些报道，或新种和新亚种的记述，这些资

料是进行贵州鸟类区系研究和编写本志的基础．

1964年，贵州省博物馆协同有关单位组织调查采集队，开展了对贵州鸟类较全面的

考察工作。贵州省科学技术委会员鉴于这项调查工作的重大意义，在1974年成立了贵州

动物资源考察队，并组建了贵州动物志编辑委员会，对贵州动物资源的科学考察和贵州
’

动物志的编写，进行了全面的规划，近些年来，均在积极付诸实施．

为编写贵州鸟类志，于1974--1982年问，在全省选择了具有代表性生境的22个县，

进行了行程一万六千余公里，历时884天的野外考察工作．现将考察地点及时间等，列示

子圈版一．

在整个考察和本态的编写过程中，承蒙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郑作新教授，中山大

学生物系周宇垣教授多方指导，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昆明动物研究所、北京自然博

物馆，武汉大学生物系、中山大学生物系和贵阳师范学院生物系惠于提供收藏的贵州鸟

类标本和资科．初稿写成后，又承贵州科学院副院长伍律教授详为审阅，复由四川农学

院李桂垣副教授、北京师范大学郑光美副教授、北京自然博物馆许维枢副研究员以及中

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谭耀匡，冼耀华先生审订，并提出宝贵意见，在此，一并表示衷心

的感谢。

此项工作得到各级党委的关怀和督促，各级政府领导同志的大力支持和协助，并承

参加野外工作的同志辛勤劳动，使这项持续十余年之久的工作，终得完稿问世，由于调

查和研究水平有限，错误和遣漏难免，望各地专家和同志们提出批评意见．

编 者

19鹋年7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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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著者分工 ，，，

吴至康 总论，各日，科，神检索，各科特征；鹊鹛目；鹈形日，鹳形目，鸡形

目，鹤形日，铸形目部分，鸥形日，鸽形目部分，鹃形日，鹗形日，夜鹰日，雨燕日，‘

雀形目的阔嘴鸟科、百灵科，燕科、‘山椒鸟科，和平鸟科、太平鸟科、伯劳科部分，黄

鹂科，椋鸟科，河乌科，鹪鹩科、籍科的画眉亚科、莺亚科，山雀科，鹃科的部分、旋

木雀科、攀雀科、太阳乌科、文鸟科、雀科及补造。共计224种。 r．。

林齐维隼形日，鹃形日，翌形茸，雀形目的鹎科、伯劳科、卷尾科，鹪科的鹪亚

科、鸭科、啄花鸟科，绣琨鸟科。共计93种。 ．

杨炯蠡 雁形日，鹆形日，鸽形日，佛法僧目，雀形目的鸦科，鹅科的鸫亚科．共
r。‘

计89种． ‘

刘积琛鹩钨科．计11种． ；

1’

伍律贵州鸟类研究史略． 。、‘

绘图 吴守恩，筒家奎、黄守堡、陈宁康。摄影 吴仕忠





图版一

1978年I责阳(六冲关)I．13一17，榕江(新华，的牛)V．13一17、Ⅵ．3—22，从江(城关，西山)V．21—3l，雷山(方弹．槽头)Ⅵ．27一Ⅶ．3，绥阳(宽

旃承，青杠塘，雅泉)X．29一Ⅶ．13。 ￡

1977年·册亨(岩槊)I．28一Ⅳ．1．Ⅳ．11—16，蔓藻(蔗香．大观，城关)Ⅳ．8～10，Ⅳ．22～丫．5，责定(岩’《)Ⅺ．10～29，霄山(方样．格头)Ⅱ．2

—4，惠东(祥摆)Ⅱ．6--17。 }
，1978年·扛口(凯马．铜矿广，茴香坪，德旺)I．12一Ⅳ．26，贵阳(六冲关、小关，圈云美)Ⅶ．13—26，息烽(力安)睫．1一ll，毫水(定里)丘．2--lO，

t宁(草海，观风海)Ⅺ．29一Ⅱ．23。 l

1979年·戚宁(城关，草海)I．‘--17，毫义(娄山关，商雄)Ⅳ．28一Ⅶ．13，绥羽(宽闼水)Ⅶ．14—29，威宁(峰禾坎，城关，保家，现风海)X．22一I．22．

1980年·罗甸(羊里)I．3--17，戚宁(I叠木坎，草海)Ⅳ．8一Ⅵ．16、Ⅶ．9—20、(富乐)疆．25—1981．1．12。f

1981年。龙里(小谷龙)Ⅳ．25一v．9，绥阳(宽用水)v．13一Ⅵ．16。 l

1982年·盘县(老厂，西冲，火铺)I．16一I．14，水城(杨悔)I．7--15，赫章(璩市，韭菜坪)I．9-26，荔t(茂兰．城关，甲良)I．1l一24．

先后参加野外采集调查工作的除笔者外，还有陈云．昊守恩，曹庆呜，胡迸，狄欣贻，一泽田，焦水富．唐文元、t周镶海．顾新民，王彩风．黄桂彬，杜羽．

周先敷，李雄，林黔正，钟树德，肖乾坤，吴地，局桂萍，周运新，杨福音，王鸟莲，盖苏等，中山大学的周字垣、唐瑞斌，武汉大学的唐瑁置．胡鸿兴，北京皇

懿博钧馆的许维枢，唐璀玉，常忠华，房利样，上海自然博物靖的周海忠，张年算。膏州农学院的邓伯荣等同瘩． 叁

} ．

1～p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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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贵州鸟类研究史略 ：。 ，

‘ ’

在贵州地方志中，有关鸟类的记载远较脊椎动物其他各纲为多。早在明朝永乐十六

年(1418)的《普安州志》中，除鸡、鸭，鹅，鸽等家禽外，已记有燕(即今之家燕)J．、

雉(雉鸡)、白鹇、鹊(喜鹊)、黄褐侯(即青鹪，见《本草纲目》：藏器日“黄褐侯状如鸠

而绿褐色，声如小儿吹竽霄。又据《动物学大辞典》，青鹪学名为Treron sieboldii，即

红翅绿鸠)，练雀(寿带鸟)，鹧鸪，寒鸦及鹰类。嘉靖十五年(1536)，钟添纂修《思南府

志》八卷，已将脊椎动物分为鳞属、禽属及毛属三类，在禽属中有前志未曾记载的竹鸡

(灰胸竹鸡)、鸳鸯、偷仓儿(自腰文鸟)、画眉、杜宇(小杜鹃)、布谷(大杜鹃)、鹌鹑，

鸬鹚、伯劳(棕背伯劳)、青莺(可能为青脚鹬)、山斑鸠、百舌(乌鸫)、野鸭类、莺类，

雁类及鹞类。嘉靖三十四年(1555)，<贵州通志》印行，其中新记载的鸟有青菜子(绿

鹦嘴鹎)、鹤(灰鹤)、黄鹂(黑枕黄鹂)，鹭鸶(苍鹭)、鸲鹤(八哥)，白头翁(黑鹎)、黑头

翁(黄臀鹎)、蜡嘴(又名黄蜡嘴，即今之黑尾蜡嘴雀)、鹤鸽类，麻雀类、鸥类及啄木鸟

类．以上，明代记录的鸟类共有28种，再加九类． ．

． 此后，过了一百多年，直到清康熙二十一年(1682)，王复宗纂<天柱县志》，才新记

载了锦鸡(红腹锦鸡)及翠鸟(普通翠鸟)各一种。再过了四十年，在<思州府志'

(1722)中，叉新记录了鹈鹕(此鸟在我国仅有两种，主要分布于东南沿海，可能系误

录)、山咤(红嘴蓝鹊)、岩鹰(鸢)、鸺鹆(斑头鸺鸱)及鹘(红隼)。1739年，在《贵州纪

略》中仅记有鹳(白鹳)一种．乾隆六年(1741)，张广泗及靖道谟重纂《贵州通志>，在

风土志中新记载了鸦(。似乌差大，项上白节，当系自颈鸦)、山和尚即青鹊(灰树鹊)、秧

鸡，吐绶鸟(亦名避株鸟，即今之红腹角雉)、点灯捉蝽蚤(八声杜鹃)、山胡(可能是褐

胸噪鹘)、鹪鹩、鹚鹊(池鹭)、铁翎甲(黑卷尾)、断肠鸟及发科鸟(。其鸣后于布谷，立麦

后乃鸣骨)，后两种不知是什么鸟．另外，还记有山鹧鸪、乌及太阳鸟等三类．1750年，

‘平远州志》有箐鸡的记载，可能是白鹇鸡．1757年，《玉屏县志》记载有鹗，可能系

误录。次年，《普安直隶厅志》新记载了翟(自冠长尾鸡)及钨(天鹅，可能系误录)．

1765年， 《石阡府志》记载了山麻雀和鹗类．鹗在其它县志中称为九头鸟、九条虫或鬼

车。1791年， 《镇远府志》新记载了四喜(鹊鸲)及青岗鸡(不知是那种鸡)各一种。

1841年《遵义府志》新记载了护花鸟(四声杜鹃)一种。1875年‘荔波县志》有信天翁

的记载，但信天翁为典型的海鸟，

·括弧内为现在的鸟名，以后同此．

我国有两种，均不见于内陆，

。一|J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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恐系观察记录之误．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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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水城厅采访册》中新记载有鸟一类。再过了十三年， ‘铜仁府志》新记录了鸿漓

一种，此鸟即《本草纲目》中之潜鹫，形小如鸭而大予鸳鸯，羽有五彩而多紫色，亦好

并游，故又名紫鸳鸯，头有缨羽，羽上矗如船舵， 《异物志15,称之为溪鸭，当系鸭科鸟

。类，但不知是什么种。1899年， ．：湄潭县志》新记载鹬一类。以上清代新记录的鸟共有

25种又五类。

民国以来到1949年为止，在贵州所纂修的地方志中，有鸟类记载的有二十九部，仅

增加新记录五种，即戴胜、够我或名狗饿(噪鹃)，叫天子(小云雀)、么凤亦名倒挂(普

通鸸)及斑文鸟．连同明清两代所记载的共计58种又十四类。另外，仅有地方名而未能

确定现在名称的有断肠鸟、发科鸟，青岗鸡，游满、岩鸡(见《松桃直隶厅志',i836)、

元鸟(见《黎平府志'，1845)，提壶，夜鸦(见《平远州志'，1849)，青雀(见《安顺府

．志'，1851)、水鸦(可能为河乌)、寒雀(见《威宁县志》，1924)、青天起矫脚，蛇鸟(见

<普安县志’，1926)、伏鸭(见《绥阳县志>，1928)及自颈鸟(见《息烽县志》，1940)．

除种类记载外，在地方志中，对于鸟类的形态及生活习性亦间有提及。早在1741年

的《贵州通志》中，对鹩鹊(池鹭)的外形即有“水鸟，大如凫，高脚长喙，头有红毛

冠，翠鬣青胫，甚有文彩"的描述．其后，有关这方面的叙述还有以下几种：

1．山和尚，青鹊都是现在的灰树鹊．<广顺府志》(1830)谓山和尚搿大如鹊，深

灰色，翅尾皆黑，略闪以白，能从众鸟鸣，亦能效人言疗。《贵阳府志》(1850)谓青鹊

“状如喜鹊而小，尾稍短，青灰色而有斑，在树下飞翔不远，声似喜鹊而轻清修。

2．带雀、山凤凰均今之寿带鸟。《贵阳府志》谓带雀搿有灰白两种，尾长如带靠。

《铜仁府志》谓山凤凰。大如雀，色自长尾，飞必双，白为雄，红为雌，多栖竹间，鸣

声最幽。簟

3．山胡(可能为褐胸噪鹛)_形如画眉，灰褐色，颊黑而白耳，鸣声一至五字，脆

婉可听斗．见《黎平府志’，1892．

，4．雪鸟(黄臀稿)“似鹳鹆而小，头有长尾如冠绥状，喜食女贞子，冬大雪，百十

成群，成飞集焉"．见<黎平府志》，1892．

5．铁翎甲(黑卷尾)o大如画眉，尾岐如鱼尾，嘴距如铁，身黑色，短小精悍，力

能扑鹰，．见《桐梓县志’，1929．

6．桐花凤(太阳鸟)，‘桐梓府志>(1929)谓崔有鸟如指，五色毕具，有冠似凤，

食桐花故名修．
‘

7．翠雀(普通翠鸟)亦称为。坞天狗，江东呼为水狗，大如燕，喙尖而长，足红而

短，背毛翠色带碧，翅毛黑色扬青一．见《桐梓县志'，1929。

3．竹鸡“其鸣日泥滑滑，居竹林，状如小鸡，毛似鹧鸪，褐色多斑，见其俦必斗，

捕者以媒诱斗，因而网之。古谚云，家有竹鸡啼，白蚁化为泥，盖好食蚁，养之辟蚁，

亦辟壁虱纾．见<贵_!}II通志'，19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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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国外发表的贵州鸟类记录，最早为1870年斯瓦霍(Swinhoe)的黄喉娉Emberiza

elegantula新种，但其所依据的模式标本产地应为湖北西部，不在贵州境内。1899年，斯蒂

恩(Styan)根据采自绥阳的标本，发表褐胁雀鹛Schoenip口r埘variegatus一新种，实为褐

胁雀鹏西南亚种Alcippe dubia genestieri Oustalet的同物异名。1900年奥盖尔维一格兰

特(Ogilvie—Gr8nt)依据普安的标本发表棕腹柳莺Phylloscopus subaffinis一新种．

1925年拉勒(Riley)根据黄草坝(今兴义县城关)的标本发表乌鸫Turdus wulsini一新

种，其实为乌鸫普通亚种Turdu心merula mandarinus Bonaparte的异名。1933年任国

荣依据采自斗篷山(贵定、都匀、麻江三县交界处)及云雾山(贵定)的标本发表褐河

乌新亚种Cinclus pallasii,ini，应为褐河乌指名亚种C．户．pallasii的异名．1934年，

他又把1931年采自都匀、贵阳，贵定(包括云雾山)及斗篷山的鸟类标本，作了较为系

统的分类记述，共计有135种，包括一新亚种，即棕头鸦雀贵州亚种尸aradoxornis

webbianus stresemanni。但由于朱雀有两个亚种Carpodacus erythrinus roseatus及C．F．

murati为同物异名，所以实际上只有134种(包括亚种)． ，，

一

1952年，迪内(Deignan，H．G．，)对白颊嗦鹛的地理变异进行了研究，认为贵州

的白颊噪鹗应属于四川亚种Garrulax sannio oblectans。， ’，

1954年黑尔(Hall，B．P．)指出贵州的棕颈钩嘴鹛标本(黔南和黔北的)在形态

上介于东南亚种Pomatorhinus ruficoIlis striduIus及长江亚种P．r．styani之间。

1963年6—11月彭燕章，王婉瑜在贵州的兴义、安龙、榕江，雷山、江口，松桃、

金沙、罗甸、习水，大方及威宁等十一县采获鸟类标本共1156号，经鉴定计有232种，。

但其中小嘴乌鸦的两个亚种Corvus coro啊e orientali,及C．f．yunnanensi$实际上是

同一个普通亚种，所以只有231种和亚种，分属15目39科119属。 ‘．

同年8—9月，周宇垣等在黔南兴仁县三道沟一带采得鸟类标本344号，经鉴定有64

种和亚种，隶属于6目、22科，．18属．
’

1965年，郑作新、谭耀匡等在《我国西南鸟类新纪录>一文中，发表采自罗甸、遵

义，绥阳、惠水、习水、印江等地的鸟类新纪录6_种。 ，．
．．

．．

1967年，特雷洛(Traylor，M．A．)发表1931年采自习水县温水及兴隆坝的鸟类

共39种． 。

1978年，胡鸿兴，唐瑞昌等发表1964年在罗甸，印江，遵义及贵阳所采的1180号鸟

类标本，共计188种．

1979年，吴至康、陈云等根据1974—1978年在贵州采到的5647号鸟类标本，报道了

省新纪录81种。⋯ ．

以上各家所发表的贵州鸟类，有同物异名或同名异物的，也有互相重录的，均按郑

作新著‘中国鸟类分布名录》(第二版)予以订正。

总计到本志编写为止，贵州已有纪录的鸟类共有453种和亚种。
譬， ．

，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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