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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动物志·鸟纲》分14卷，本卷为第七卷，包括下列5个目。其中有一新亚

种——棕颈犀鸟云南亚种。现将这5目在我国的科、属、种和亚种数列出下表。

从地理分布方面，对这5目的种类在古北界和东洋界的分布情况进行分析，列出

下表。

由上表可知本卷的5个目主要分布于东洋界，尤其是咬鹃目，完全在东洋界。而仅

分布于古北界的，只有1种。

本卷基本上是按照下述标题进行编写的。

1．总论各目均有总论，综述其形态解剖学特征、生物学特征、分类系统、地理

分布及其他令人关注的问题和性状概况。

2．各论简述各科、属的形态特征、地理分布及下一阶元的检索。属下论述所属

各种。每种的记述，包括下列各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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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名称：中文名、拉丁学名、别名(古名、地方名等)及英文名。

(2)地理分布：以中国境内的主要分布地点为主，附记国外的分布范围。

(3)鉴别特征：提出显而易见的特征，供野外识别及鉴定时参考。

(4)形态：描述羽色(主要为雌雄成鸟的繁殖羽)、裸露部分的颜色以及雌雄两性

的量衡度(量度以mm、衡度以g为单位)。

(5)分类讨论：包括拉丁名订正、分类地位、亲缘关系及在分类学上有争议的各种

问题。

(6)亚种分化：这与上述密切相关，直接可视为分类讨论中的一个重要部分。所有

的亚种，先列出检索表，而后阐明每一亚种与近似亚种的区别特征和分布范围。凡是有

亚种分化的种，大都附有分布图。

(7)生态1包括栖息地、数量、活动、食物、繁殖习性及其他。

(8)经济意义：包括直接用途及对农林牧等的益害关系。对主要的有用种类，还提

出饲养管理的方法；对有益和有害的种类，提出保护或应对的意见。

属、种、亚种等的有关学名和异名文献，均列于各项之后，各属还列有分类著作参

考文献。

中国地名根据地图出版社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分省地图集》 (1987年10月第3

版)；外国地名采用《世界地图集》(1987年5月第2版)。

由于我们对国内这些目鸟类的调查研究还不够充分，内容难免有疏漏和不完善之

处，尚望读者提出意见和建议，批评指正，共同促进本学科的发展。

本卷是在业师郑作新院士指导下进行；张一芳同志绘图；尹祚华同志代查部分文

献，杨岚和文贤继同志提供资料及书的原稿，还有徐延恭等一些曾帮助过我们的同志，

在此一并致谢!

谭耀匡

1995年6月于北京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鸟体的外观形态与量度

一、鸟体的外观形态 可分部说明如下(参看图1)。

图1鸟体外观形态及各部位名称

1．头部

上面(由前开始)：前头(即额)，头顶，及后头(即枕)；

侧面：眼先，眼圈，颊及耳羽；

下面：颏，或还包括颐(即上喉)的前部。

2．颈部

上面：后颈，或更分为上颈(即项)及下颈。

3．躯干

上面：背(更可分为上背即肩间部及下背)，两肩及腰等。上背，两肩及两翼的内

侧覆羽等，可统称为翕(音妇，吸)；

侧面：胸侧，腹侧及两胁；

下面：胸(包括前胸即上胸，及后胸即下胸)，腹(可分为上腹和下腹)，肛周(即

围肛羽)。

上列头、颈及躯干等的上面，统称为上体；其下面为下体。

4．翅或翼翼上的羽毛可分为下列几种。

飞羽：初级飞羽，次级飞羽及三级飞羽(即最内侧的次级飞羽)；

覆羽：初级覆羽，次级覆羽(更分为大覆羽、中覆羽、小覆羽等)；



中国动物志鸟纲第七卷

小翼羽：位于翼角处。

此外，还有腋羽，位于翼基部的下面。

5．尾尾羽(包括中央尾羽，外侧尾羽等)，尾上覆羽及尾下覆羽。

6．嘴上嘴(包括嘴峰，蜡膜及鼻孔等)，下嘴。

7．后肢(脚) 腿，胫，跗踱，趾及距。

二、鸟体的量度 通常在分类上所征引的，计有下列各项(图2)。

1．全长

2．嘴峰

3．翅长

4．尾长

5．跗踱

长度。

?"／[-33气·4
厂、

2

图2鸟体的量度

1．全长；2．翅长；3．尾长；4．嘴峰长；5．跗踉长。

自嘴的先端量至尾羽末端。

自嘴基额羽着生处至上嘴先端的直线长度。

自翼角(即腕关节)至最长飞羽先端的直线长度。

自中央尾羽根部着生处至最长尾羽末端的直线长度。

自胫骨与跗踱关节处，至跗踱与中趾关节处最下方整片鳞下缘的直线



本卷分布图说明

1．繁殖区以粗线为界；界线尚未证实的，改用虚线。

2．矢号(J，)表示迁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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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种类则将其号码加以圆圈，如①，②，③等。

5．图中用o，●，o，◇⋯⋯等符号，表示不同亚种，所标位置表示标本采得
(录得)的地点。

6．“矿表示迷鸟，或偶见的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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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蓝翡翠Ha&yon p／／mta(Boddaert)，1783⋯⋯⋯⋯⋯⋯⋯⋯⋯⋯⋯⋯⋯⋯⋯⋯(80)

11．白领翡翠Halcyon chdoris(B0dldaert)，1783⋯⋯⋯⋯⋯⋯⋯⋯⋯⋯⋯⋯⋯⋯⋯(82)

(二)蜂虎科Meropidae ⋯⋯⋯⋯⋯⋯⋯⋯⋯⋯⋯⋯⋯⋯⋯⋯⋯⋯⋯⋯⋯⋯⋯⋯⋯⋯(83)

A．蜂虎属Memps Linnaeus，1758⋯⋯⋯⋯⋯⋯⋯⋯⋯⋯⋯⋯⋯⋯⋯⋯⋯⋯⋯⋯⋯(84)

1．栗头蜂虎Merops leschenaulti Vieillot，1817⋯⋯⋯⋯⋯⋯⋯⋯⋯⋯⋯⋯⋯⋯⋯(84)

2．黄喉蜂虎Merops apia$tgg Linmeus，1758⋯⋯⋯⋯⋯⋯⋯⋯⋯⋯⋯⋯⋯⋯⋯⋯(86)

3．栗喉蜂虎Merops philippinus Linnaeus，1766⋯⋯⋯⋯⋯⋯⋯⋯⋯⋯⋯⋯⋯⋯(87)

4．绿喉蜂虎Merops orientalis Latham，1801⋯⋯⋯⋯⋯⋯⋯⋯⋯⋯⋯⋯⋯⋯⋯⋯(89)

5．蓝喉蜂虎M舢加viridis Linnaeus，1758 ⋯⋯⋯⋯⋯⋯⋯⋯⋯⋯⋯⋯⋯⋯⋯⋯(91)

B．夜蜂虎属Ny：tyorn／s Jardine el Selby，1830⋯⋯⋯⋯⋯⋯⋯⋯⋯⋯⋯⋯⋯⋯⋯⋯(93)

6．夜蜂虎Nyctyornis athertoni(Jardine et selby)，1830 ⋯⋯⋯⋯⋯⋯⋯⋯⋯⋯⋯(93)

(三)佛法僧科Coraciidae⋯⋯⋯⋯⋯⋯⋯⋯⋯⋯⋯⋯⋯⋯⋯⋯⋯⋯⋯⋯⋯⋯⋯⋯⋯⋯(95)

A．佛法僧属Coradas Linnaeus，1758⋯⋯⋯⋯⋯⋯⋯⋯⋯⋯⋯⋯⋯⋯⋯⋯⋯⋯⋯⋯(96)

1．蓝胸佛法僧Coracias garrulus Linnaeus，1758⋯⋯⋯⋯⋯⋯⋯⋯⋯⋯⋯⋯⋯⋯(96)

2．棕胸佛法僧Coradas抛馏】Il口切础(Linnaeus)，1758⋯⋯⋯⋯⋯⋯⋯⋯⋯⋯⋯⋯(97)

B．三宝鸟属Eurystomus Vieillot，1816 ⋯⋯⋯⋯⋯⋯⋯⋯⋯⋯⋯⋯⋯⋯⋯⋯⋯⋯⋯(100)

3．三宝鸟Eur3a物mus orientalis(Linnaeus)，1766⋯⋯⋯⋯⋯⋯⋯⋯⋯⋯⋯⋯⋯⋯(100)

(四)戴胜科Upupiche⋯⋯⋯⋯⋯⋯⋯⋯⋯⋯⋯⋯⋯⋯⋯⋯⋯⋯⋯⋯⋯⋯⋯⋯⋯⋯⋯(104)

A．戴胜属Upupa Linnaeus，1758⋯“⋯⋯⋯⋯⋯⋯⋯⋯⋯⋯⋯⋯⋯⋯⋯⋯⋯⋯⋯‘(104)

1．戴胜Upupa epops Linnaeus，1758⋯⋯⋯⋯⋯⋯⋯⋯⋯⋯⋯⋯⋯⋯⋯⋯⋯⋯⋯(104)

(五)犀鸟科Bucerotidae⋯⋯⋯⋯⋯⋯⋯⋯⋯⋯⋯⋯⋯⋯⋯⋯⋯⋯⋯⋯⋯⋯⋯⋯⋯⋯(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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