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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199 1 年 6 ~ 7 月
,

对新疆北部阿尔 泰地 区的 鸟类进行了广泛调查
,

共记录到 12 0 种鸟

(包括猛禽 2 2 种 )
,

其中 4 0 种为当地首次记录
,

蜂鹰 (P e
rn is a p iv o r u s L in n a e u s )和黑翅燕鹃 (G la re o -

la no rd m an ni N or dm an n) 两种为中国首次的正式记录
。

考察还收集到有关阿尔泰华〔F
a lc o a lt ai cu

:

(Men zb ie r )〕栖息环境的有关资料
,

并在文中对其分类地位和中国两种新记录鸟种进行了讨论
。

关键词 鸟类
、

阿尔泰卑
、

阿尔泰地区
、

新疆北部

新疆地处中国西北地区
,

地域辽阔
,

资源丰富
,

气候干旱少雨
,

复杂的地形长期以来阻碍人

们对其 自然环境和资源的了解
。

1 9 58 一 1 9 60 年间曾有钱燕文
、

郑宝贵等[l] 组织过对南疆鸟兽

的调查
,

发现 2 41 种鸟
;
从 1 9 7 6 年开始

,

新疆动物工作者进行 了一次较全 面的新疆鸟类调查
,

并对以往的工作进行总结
,

查明新疆鸟类共计 42 5 种
,

1 34 亚种
,

分属于 17 目 52 科
,

其中猛禽

36 种 (43 亚种 )
,

鹊形 目 12 种 (2 o 亚种 )”
。

此次调查是应我国林业部和美国内政部《中美野生

动物 自然保护合作议定书》的要求 (于 1 9 90 年 4 月在政府工作会议上签定
,

合作为期 3 ~ 4 a)

进行 的
。

调查 目的是对世界两种珍稀
,

甚至是分类疑难 鸟种
,

阿尔泰集「F al co (r us t ico l“: ) or

(‘人err u g ) a lra ic u :
〕和拟游集 [F

a lc o (p e re g r i, : u s ) o r (p ele g r i, : o id e s ) b a
妙lo n ic u s

〕进行包括生

态学和生理生化的研究
,

以期获得可靠的分类依据
。

1 9 9。年 6 月曾对阿尔泰地区的猛禽进行

过前期调查
,

记录到猛禽 13 种 [z]
。

本次调查中的美方合作人员由美内政部帕塔克森渔类及野

生动物局组织
。

1 自然环境及 工作方法

工作地位于新疆北部包括阿尔泰山泰加林山地
,

准葛尔盆地周缘的戈壁地带
,

乌伦古河和

额尔齐斯河沿岸的广大地区 (4 4
“

一 4 8
0

1 0
‘

N ; 8 5
“

一 9 0
0

10 ‘
E )

,

自上而下依次可分为五带
:
(l )高

山裸岩带
,

海拔 2 8 00 m 以上
,

光秃岩石附生地衣等植物
; (2) 高山草甸带

,

海拔 2 3 00 一 2 8 00

m
,

生长大量委陵菜 (P o te n tilla s p
.

) ; (3 )山地森林草原带
,

海拔 1 1 0 0 一 2 3 0 0 m
,

主要树种有新

疆落 叶松 (L a r ix : ib ir ic a L e d e b
.

)
、

新疆云杉 (P ie e a ‘bo v a ta L e d eb
.

)等为主
; (4 )低山灌木草原

带
,

海拔 1 0 0 0 一 2 7 0 0 m
,

灌木以金丝桃叶绣线菊 (S p ira e a hyP
e rc ifo lia L in n a e u s )为主 ; (5 )荒

漠戈壁带
,

海拔 5 0 0 一 1 o o o m
,

植物 以膜果麻黄 (Ep h e d re p
r z :

w a ls k ii S t a p f)为主 ; (6 )平原绿

1 9 9 4一 0 5一 0 4 收稿
。

邓 杰
,

张孚允
,

杨若莉 (中国林业 科学院全国 鸟类环志中心 北 京 10 c o 9 1 ) ;郑荣光 (新疆维吾尔族自治区阿尔泰地 区

林业 局自然保护 区办公室 ) , M a r k R
.

F u lle r (美国内政部渔类及野生动物管理 局 ) ;w illia : n s 5
.

Cla r k (美国 C a p e M ay 猛禽保

护 区 )
。

二 该文为全国鸟类环志中心与美国渔类及野生生物管理局合作进行
“

中国西部地区猛禽生态生物学研究
”

项 目的部分

内容
。

此项 工作得 到新疆自治区林业厅自然保护 区办公室李宏
、

塔里甫同志的支持配合
,

新疆阿尔泰地区林业局常卫利等多

位同志的热心协助
,

谨此表示感谢
。

1) 谷景和等
.

新疆科学院生物土壤沙漠研究所
.

新疆鸟类资源调查和 利用
.

1 9 8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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洲带
,

海拔 4 0 0一 8 0 o m
,

河岸多生长天然杨树 (P Op
u lu : s p p

.

)林
。

考察地区气侯寒冷
,

南部干旱
,

北部较为湿润
。

北部和东部 1 月平均气温一 20 一 一 25 ℃
,

7

月平均气温 1 7
.

5一 2 0
.

5 ℃
,

年降水量 1 5 0 ~ 4 0 0 m m ;
南部 1 月均温 一 1 7

.

5 ~ 一 2 2
.

5 ,C
,

年均

降水量 50 ~ 1 50 m m
。

考察采用汽车沿线观察
,

使用望远镜
、

相机及野外识鸟手册等工具
。

考察

路线全程 1 5 0 0 0 k m
。

2 调查结果

调查期间共记录到鸟类 1 20 种
。

向礼陕[3j 曾对新疆北部阿尔泰山鸟类进行过研究
,

记载了

鸟类 1 70 种
。

将两者综合共 21 9 种
,

18 目 47 科 1 17 属
。

本次调查得到新疆北部阿尔泰山新记

录鸟种 40 种
,

分属 9 目 19 科 (见表 1 )
。

鸟类栖息环境很广泛
,

能生活在各种不同的生境中
,

呈

垂直地带性分布规律
:
(l )高山裸岩地带有 15 种

,

占全部鸟种的 6 % ; (2 )高山草甸地带 20 种
,

表 1 新疆北部阿尔泰地区鸟类新记录
( 1 9 9 1一 0 6一 2 0 ~ 0 7一 0 3 )

种种 名 生 境
}⋯⋯⋯

种 名 生 境境

:::

萝
‘

⋯⋯⋯⋯夕夕
注

:

生境划分见文中
,

下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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占 9 % ; (3 )森林地带 8 6 种
,

占 4 0 % ; (4 )低山灌丛地带 5 3 种
,

占 2 5 % ; (5 )荒漠地带 5 1 种
,

占

24 % ; (6) 河谷绿洲地带 84 种
,

占 40 %
。

新疆北部从自然地理上讲包括东北 区阿尔泰山地亚 区

和蒙新区的天山山地亚区
,

95 % 以上的鸟类都是典型的古北界种 [s]
。

此次调查工作的重点是对新疆北部
,

主要是阿尔泰山的猛禽进行全面考察
。

共记录到猛禽

22 种 (见表 2 )
,

其中 15 种是本地的首次记录 (见表 1 )
,

均为野外直接观察记录
。

猛禽分布区广

阔
,

从平原绿洲
、

荒漠到高 山裸岩带都有分布
。

表 2 新孤北部阿尔泰地区猛禽调查
(1 9 91一 0 6一2 0 ~ 0 7一 0 5 )

生 境 丰富度 群或单 生 境 丰富度
、夕、、了、、 .尹、11d且�b亡」

了‘r1
1、了‘、

种 名

华形目 鹰科

1 蜂鹰

2 黑莺

3 雀鹰

4 棕尾鹜

5 大鹜

6 普通鹜

7 白肩雕

8 金雕

9 草原 雕

1 0 小 (靴 )雕

1 1 秃鹭

( 3 ) 餐

( l ) ~ ( 6 )
, , 铃

( 3 ) 补

( 2 )
.

( 1 ) ( 2 ) ( 5 )
赞 铃

( 3 ) ( 6 ) , 任 任

( 2 ) ( 3 )
赞

( l ) ( 2 ) ( 3 )
赞 -

( 2 )
份

( 3 )
-

( 1 )
-

1 2

1 3

1 4

l 5

华科

l 6

l 7

1 8

1 9

2 O

2 1

2 2

种 名

高山兀鹭

乌灰鹤

白头鹤

短趾 雕

群或单

5
.

G

S

S

S

猎举

游华

燕单

灰背单

红脚华

黄爪牵

红举

( 2 ) ( 5 )

( 5 )

( 4 ) ( 6 )

( 3 )

( 5 )

( 2 ) ~ ( 6 )

( 1 ) ~ ( 6 )

餐
5

.

N

任
S

赞
S

怪 S

登 S

荟 势
5

.

G

份 .
S

.

G
.

N

注
:

丰富度
: . ‘ ,

—
常见

,

50 只以上 ; , ,

—
较常 见

,

5 只以上 . ,

—
偶 见

, 5 只以下
,

多为一次遇见
。

群或

单
:
S

—
单 ; G

—
群 ; N

—巢
.

燕华 尸a zc o , 赵品 u to o L in n a e u s ; 灰背华 F a lc o e ol u 二加
: ; u s L in n a e u s

。

大部分猛禽巢域分散
,

少数在取食时 (主要是蝗虫 )有集群现象
。

体型大的秃鹜和高山兀鹭

及 活动范围广大的黑莺 (械I v u : 乏o rs c 入u m ( e e m lin )和红华 ( F a le o t i ; : n u m e u lu s L i n n a e u s ) 出现

在高山草甸及裸岩地带
,

前两者常可见于高空盘旋觅食
,

于天山的天池也记录到高山兀鹭
。

鹜

鹰类大型猛禽的高空翱翔有其特点
,

从其较长的指状飞羽可进行辨认
。

雕类 ( A“iPi ter )常出现

在森林上限地带
,

集类 ( F a lc o) 出现在稍低地域
,

而鹤类 ( Ct’rc “: )多在绿洲附近猎食
。

莺是此次

调查中记录数量最多
、

分布最广的猛禽之一
,

几乎出现在所有调查过的生境里
,

在居 民区
、

村镇

附近也常见其盘旋低空
。

据当地人讲莺有偷猎家禽
、

幼兽的情况
。

红华和黄爪华 ( F al ‘。
na

u -

m an ni Fi e

isc h e r )的数量也较多
。

两种华分布区重叠
,

外形相似难于区分
,

但红华个体较大
,

雄

鸟背部飞毛及翼覆羽有栗色斑
,

黄爪华中覆羽有瓦灰色
,

可将两种区别开
。

猛禽筑巢分散
,

常在地形险要的峭壁上建筑
,

而且筑巢方式各有特点
,

有的用树枝搭成
,

有

的直接取用峭壁缝隙
,

有的甚至利用废弃旧巢
。

调查中多次直接观察到猛禽巢
。

6 月 21 日在阿

尔泰前山丘陵地段看到一被牧羊人发现的瑟巢
,

巢位于峭壁之上人无法接近的地方
。

在巢下的

岩脚拾到一只已腐坏的幼瑟
。

6 月 23 日在哈熊沟大桥以上不远 的地方发现一大瑟巢
、

两只亲

鸟及 3 只幼鸟
。

巢建于大松树上
,

用树枝搭成
,

旁边树上还有两个被遗弃的旧巢
。

6 月 29 日途

经卡拉通 充铜矿时再次对去年发现的乌雕 ( A q uf’la ‘la , g a Pa lla s )巢
「2〕进行了检查

,

巢 已被遗

弃
。

离巢不远的公路已经基本修成
,

山坡下的平原上有大量车辙痕迹
。

6 月 30 日在乌伦古河岸

边的绿洲地带的石质山凹陷处观察了一个被牧羊人发现的废巢
,

巢用干树枝搭成
。

一对红华出

没在废巢旁
,

并见其站在巢 口
。

同一天在乌伦古河岸在望远镜中观察到河对岸的一个红集巢
,

巢直接在岩缝中作成
,

仅有少许干草
,

巢中有 3 只幼华
,

亲鸟频繁返回喂食幼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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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讨 论

3
.

1 阿尔泰华的分类

阿尔泰华的分类地位长期存在争议
,

意见分歧是阿尔泰华是独立的种
,

还是猎华或是矛单

(F al co ru stl’co lu : Li nn ae u s )的亚种分化
。

主要原因是该鸟生活在中
、

苏
、

蒙三国交界的阿尔泰

山
,

生活区域狭窄
。

由于交通 的阻碍
,

长期缺乏对其全面调查
,

获得的标本资料非常稀少
,

仅苏

联在 1 9 31 年于阿尔泰山收集到几只标本
。

我国在最近出版的《中国鸟类区系纲要 )[. 〕才将其独

立 为 一 种
,

1 9 6 5 年 的版 本 中 还 将 其 作 为 矛 华 的 一 个 亚 种 (Fal co gy
护

介Ico a lt al’cu :

(M e n z
b ie r ) [ 5 ]

。

除此之外
,

再没有 国内的其他鸟类 学家对它进行过讨论
。

A
.

S e ha g d a r s u r e n

等闭也认为阿尔泰华是猎华的一中亚地区的深色型
,

将其划分到猎华的亚种地位
。

另一种意见

认为阿 尔泰华是矛华亚种川
。

但 目前有关阿尔泰集的大部分资料都将其作为一独立种[’,
‘〕

。

M a r y Lo ul s。

Gr
o ss m a

rm 川在《世界的猛禽 》一书中描述到
“
(阿尔泰华 )背部石板灰到红褐色

,

腹下具有与矛华相似的深浅不一的斑纹
,

但略带蒲色而与矛集区分
。

头和腹或多或少的褐色斑

纹可同猎华 区别开⋯⋯
” 。

c ha rl e s v a 盯ie [8] 描述其分布区为苏联阿尔泰山中部和东南部
,

蒙古

的西北部地 区
。

适宜生境为
“

森林线上限以上到高山地带
,

海拔 1 5 00 m ~ 2 5 00 m 之间
,

尤其

是开阔裸露的高山岩石地 区
” 。

原计划对中国一侧的阿尔泰山进行全面调查
,

以期获得阿尔泰华存在的直接证据
。

搜寻工

作从 1 0 00 m 左右的森林地带开始
,

除了 6 月 23 日在哈熊沟大桥发现的一对猎华外没有发现

阿 尔泰华 的迹象
。

6 月 25 日在高山裸岩地带记录到红集
、

高 山兀鹜
、

大瑟和岩雷 鸟 (La g oP us

m u t u : L in n a e u s )(见表 一)
。

分组寻找了 Z d
,

确信已经达到 T C ha r le s V a u r ie 描述的最适生境
,

但未能见阿尔泰华
。

阿尔泰华生活在这样人迹罕至的高山之上
,

人为的影响因素较小
。

长期以来也有过鸟类学

家进入到苏蒙一侧的阿尔泰山
,

但所获记录和标本都不多
,

说明其种群很小
。

苏美联合于 1 9 9 0

年在阿尔泰山北面 (苏联境内 )调查亦未发现该种
。

是因为阿尔泰华确实只是猎华或矛华的偶

然变型
,

还是人类仍未达到其最适生境
,

抑或是还有其他未知因素造成这样一个稀有物种维持

在这样一个低水平
,

只有通过进一步的更艰苦的工作
,

得到足够的证据来证实
。

3
.

2 关于两种中国鸟类新记录

6 月 2 8 日在贾登峪附近林场发现两只盘旋的蜂鹰
,

颈较长
,

喉部白色中间具纵纹
,

背瓦灰

色
,

其翼下覆羽有明显的黑斑与凤头蜂鹰 (p er , i: Pt ilo ry nc hu
: T e m m inc k) 显然不同 [l 。〕

。

7 月 2

日在离乌鲁木齐大 约 1 00 k m 的地方看到一只黑翅燕鹃
,

短嘴叉尾
,

喉部黄色周围黑圈
,

背部

灰色
,

其翼下黑色与其它几种燕鹃截然不 同 [l ”
。

w ill ia m s 先生 (北美著名野外鸟类
,

特别是猛

禽识别专家 )肯定说
,

该两种为欧洲地区分布鸟类
,

和中国东部地区的相似种不同
。

经查阅大量

资料得 知
,

该两种均未曾记录在郑作新先 生的《纲要户 〕中
,

D es
o hau

e ns e e [l ’〕的塔中国的鸟类》

一 书也没有记录
,

也未曾见于国内的其它正式文献中
。

《纲要》中记录了蜂鹰的相近种凤头蜂

鹰
,

有人曾将两种作为同物异名种[ls 〕
,

而多数意见将它们分开 [;. “
·
’5〕

。

其分布区一直延伸到前

苏联西伯利亚
,

阿尔泰山以北的托姆斯克河等地 [8]
。

黑翅燕鹃的分布区在《古北界鸟类》中记

载
,

苏联阿尔泰山西部山脚的斋桑盆地及伊犁河下游地带 [a]
。

不难理解一种鸟在一条河流的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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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生活
,

也能在同一河流的上游被发现
。

因此可以肯定地说
,

这次中美联合考察所观察到该鸟

的特征
,

可说是首次在 中国的野外直接记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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