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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喉歌鸲雄鸟 

张浩辉，云南鸟类学习群；李剑，南涧凤凰山环志站 

 

黑喉歌鸲曾经在中国多年没有记录，云南鸟类志记载 1921年 5 月 La Touche 在云南蒙自采到 1只

雌鸟，马敬能记载在甘肃东南部及陕西南部的秦岭有分布，但在大约十年前才有鸟友在四川拍到

照片。 

 

黑喉歌鸲是个谜，世界上照片和记录都很少，人们对它所知不多，百度百科记载历史上曾认为黑

喉歌鸲只不外是金胸歌鸲的不同色型而已，Birds of the World记载雄鸟可能有不同的非繁殖羽，这

点跟金胸歌鸲一样，这也说明人们对非繁殖羽的情况不清楚，Birds of the World 也记载幼鸟似乎没

有资料，而未成年雄鸟跟雌鸟差不多，只比较灰色。 

 

云南近年至少有三个黑喉歌鸲雄鸟记载，都是在大理州南涧凤凰山环志站抓到并拍到照片，都不

是典型的黑喉歌鸲雄鸟繁殖羽，本文讲一下黑喉歌鸲雄鸟从繁殖羽变换到非繁殖羽的情况，其中

很多都是我们的推测，不一定全对，但希望能引发更多研究。 

 

1.  黑喉歌鸲 Calliope obscura（无亚种分化） 

 

1.黑喉歌鸲雄鸟繁殖羽 

a.  喉部和胸部： 黑色； 

b.  腹部：  脏白色，胸腹有鲜明分界； 

c.  翼下覆羽：  大概是蓝灰色，没任何记载，只有非繁殖羽照片； 

d.  尾下覆羽：  白色，看图 1； 

 

在检查照片的时候，我们发现有些成鸟尾下覆羽有深色斑块，看图 2，这些成鸟脸上的黑色也比

较少，尤其是眼睛附近最明显，我们猜测这可能是比较年轻的成鸟，大概会是第二年鸟，以下在

讨论非繁殖羽时会再次提到这个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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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黑喉歌鸲  雄鸟繁殖羽，陕西长青保护区 2012‐6‐23，唐军拍摄 

 

 

图 2.  黑喉歌鸲  雄鸟繁殖羽，四川成都 2011‐5‐2，treker拍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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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黑喉歌鸲雄鸟2021‐10‐30 

这天在南涧凤凰山环志站一共是抓到两只，一只在早上还未天亮时，另一只在晚上，看图 5‐6，转

换非繁殖羽的主要改变是在下半身： 

 

a.  喉部和胸部： 颜色变浅，而且沾上泥黄色； 

b.  腹部：  也是沾上泥黄色，胸腹之间没有分界线； 

c.  翼下覆羽：  蓝灰色沾上浓烈的泥黄色； 

d.  尾下覆羽：  浓烈泥黄色，没有深色斑块； 

 

我们猜测这两只黑喉歌鸲雄鸟已大致上完成转换非繁殖羽，毕竟日期已是 10 月底，我们找到一些

照片，看到有些雄鸟在繁殖期初期（5 月初）胸腹是有沾泥黄色的，应该就是非繁殖羽留下还没

完全换掉，但到了 6‐‐7月，胸腹泥黄色就变得更淡、几乎看不到，看图 1‐2；图 3‐4 这两只鸟尾下

覆羽没有深色斑块，相信它们是比较年长的成鸟，大概是第三年鸟或更年长； 

 

 
图 3.  黑喉歌鸲  雄鸟，左：大理州南涧凤凰山环志站 2021‐10‐30 早上，鲁晓江拍摄；右：同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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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黑喉歌鸲  雄鸟，左：大理州南涧凤凰山环志站 2021‐10‐30 晚上，李剑拍摄；右：同左 

 

3.黑喉歌鸲雄鸟2017‐9‐28 

 

图 5.  黑喉歌鸲  雄鸟，大理州南涧凤凰山环志站 2017‐9‐28，张浩辉拍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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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7 这只黑喉歌鸲雄鸟，比图 3‐4 的两只早了大约一个月，转换非繁殖羽的主要改变还是在下

半身： 

 

a.  喉部和胸部： 从夏天的黑色变成蓝灰色，而且杂有脏灰白色，胸部仍隐约有宽阔的深色带； 

b.  腹部：  改变不大，但胸腹的鲜明分界变得模糊； 

 

另外要注意以下两个特征： 

 

c.  翼下覆羽：  蓝灰色，大概还是繁殖羽的颜色； 

d.  尾下覆羽：  有深色斑块； 

 

跟图 3‐4 的两只相比，翼下覆羽和尾下覆羽都没有泥黄色，而尾下覆羽更多了些有深色斑块，因

为时间早了大约一个月，所以有可能翼下覆羽和尾下覆羽的泥黄色还未长出来，这点目前无法得

知，只能猜测，尾下覆羽的深色斑块跟一些成鸟一样，上面我们已提到这可能是第二年鸟雄鸟的

特征，其中一个支持这猜测的证据是我们看到幼鸟和第一冬雄鸟的尾下覆羽是有深色斑块的，看

图 8； 

 

 

图 6.  黑喉歌鸲  雄鸟，同图 5，大理州南涧凤凰山环志站 2017‐9‐28，张浩辉拍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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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  黑喉歌鸲  雄鸟，左：同图 5，大理州南涧凤凰山环志站 2017‐9‐28，张浩辉拍摄；右：同左 

 

4.黑喉歌鸲第一冬雄鸟 

 

 

图 8.  黑喉歌鸲  雄鸟，四川 2013‐10‐2，Xu Yi‐Xin 拍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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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9.  黑喉歌鸲  雄鸟，同图 8，四川 2013‐10‐2，Xu Yi‐Xin 拍摄 

 

图 8‐9 这只上半身蓝色不多，明显跟前面的雄成鸟不同，应该就是第一冬雄鸟，反过来也证明前

面的都是成鸟，注意尾下覆羽有深色斑块，所以我猜测前面尾下覆羽有深色斑块的可能都是年轻

成鸟。 

 

前面已提到 Birds of the World 记载幼鸟似乎没有资料，所以幼鸟及第一冬雄鸟跟金胸歌鸲的区分

是没有确实搞清楚的，图 8‐9 这只鸟我们认为是黑喉歌鸲第一冬雄鸟，也是一个猜测，关于黑喉

歌鸲与金胸歌鸲雌鸟、幼鸟及第一冬雄鸟的区分，我们留待另一篇文章再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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瑞丽惊现黑腹蛇鹈 

尹显伦、徐向东（勐果占碧） 

瑞丽生态摄影爱好者 

 

作者一（尹显伦）报告 

2021年10月21日上午，我像往常一样带上摄影设备前往瑞丽市弄莫湖公园拍摄鸟类。弄莫湖公园

总面积1050亩，水地面积525亩。我是瑞丽市生态摄影爱好者，拍摄鸟类是我退休生活的最大爱好

之一，我常游走内地拍摄鸟类，更加关注当地鸟类情况。上午9：52分我在拍摄湖中小岛鸟类时， 

突然发现弄莫湖公园上空有两只大鸟由高向低盘旋着飞行，最后落到小岛的树上，它们既像留鸟

普通鸬鹚，又像往年迁徙来的钳嘴鹳，我一时无法确认。我回到家将图片下载到电脑里，由于距

离较远，拍的图片不是十分清楚，在无法判断的情况下，我就把拍到的图片发到瑞丽市生态摄影

小队群里，请其他老师看看是否能辨认出是什么鸟类。 

 

我们21日看到2只，22日更看到3只，之后很多天还在。 

 

作者二（徐向东）报告 

当天中午，我在瑞丽市生态摄影群里浏览时，看到尹老师上传的图片，觉得很奇怪，这只鸟之前

没有见过。就及时下载到手机里，通过手机里的《懂鸟小程序》上传识别，小程序识别为黑腹蛇

鹈。通过阅读介绍和查看图片已有百分之八十的把握确定是黑腹蛇鹈。但是在鸟类分布图上瑞丽

市并不是它们的分布范围，这让我心里没有底气，这时忽然想到云南鸟类学习群，学习群里有许

多鸟类学专家，请他们帮忙就能确认鸟名，就把图片上传到云南鸟类学习群。学习群里的“土皮”

老师最先回复“蛇鹈，国内拍的吗？”接着是：七、半夏生、周哲、暴走天下、草羊、ptarmigan等

几位老师的确认和询问。这让我很高兴并及时地回复老师们：“是，在瑞丽弄莫湖的小岛上。谢谢！

今天才发现的。”接下来学习群上老师们的激烈讨论让我准备午休也睡不着了，就给瑞丽的鸟人呼

晓宏（瑞丽哥）打电话，通报弄莫湖发现新鸟的事。瑞丽自然生态爱鸟护鸟群上也有老师在询问

情况，我们也及时做了回复。 

 

发现新的鸟类品种对于鸟类摄影爱好者来说那是一件十分高兴的大事，我就及时赶往弄莫湖，到

达公园时正下着瓢泼大雨，无法下车，只能在车里等，约半个小时后雨小了带上设备直奔湖边，

这时瑞丽哥也到了。他说接了我的电话后，电话就不断，无法休息，带上设备就赶过来了。后来

又有瑞丽生态摄影爱好者贾磊、赵茂辉、张海钰、邵元武、杨明焕和尹显伦等加入队伍。拍了一

会又是大雨来临，尽管打了雨伞大家还是被大雨淋得浑身湿透，可谁也没有想着撤退走人，依然

坚持在等雨过天晴，大概是大家的坚持感动了上天，雨过天晴了。大家一直守着拍到了天黑才依

依不舍地离开，并邀约明天继续守护拍摄。 

 

黑腹蛇鹈惊现瑞丽，经过媒体报道在瑞丽引起大众极大的关注，铜壁关保护区管护局也及时跟进

了解。黑腹蛇鹈的到来给了大家诸多惊喜，希望它们能给疫情阴霾笼罩下的瑞丽带来吉祥和安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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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黑腹蛇鹈，德宏州瑞丽弄莫湖2021‐10‐21，尹显伦拍摄，“刚来时在天空盘旋时拍到的”，这

是中国第一张照片 

 

 

图2.  黑腹蛇鹈，德宏州瑞丽弄莫湖2021‐10‐21，尹显伦拍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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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黑腹蛇鹈，德宏州瑞丽弄莫湖2021‐10‐22，尹显伦拍摄 

 

 

图4.  黑腹蛇鹈，德宏州瑞丽弄莫湖2021‐10‐22，徐向东拍摄 

 

撰稿人：瑞丽生态摄影爱好者尹显伦、徐向东（勐果占碧） 

2021年11月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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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杨晓君 2009 文章记载马敬能等(2000)记述 1931 年在云南南部的 Longtian  附近记录过黑

腹蛇鹈 Anhinga melanogaster；Longtian 的具体位置不清楚，大概是红河州的，但也可能不是云南

的，之后完全没有记录。最近杨晓君老师和张琦重新追查 1931 年黑腹蛇鹈的记录，发现原始记录

来自《South China Bird》(Caldwell & Caldwell, 1931)，里面记载：“作者听说过有一只标本，是他们

多年前在海边 Longtian 附近一个淡水湖采到的一只雌鸟，这只可能是黑腹蛇鹈，但不幸的是这标

本已被昆虫破坏…”，文章说明这记录不能完全确认，而地点也不是在云南，除此之外，中国未有

其他黑腹蛇鹈的报告，所以这次德宏州瑞丽发现的黑腹蛇鹈，是中国鸟类首次记录，恭喜两位发

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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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理南涧的东方苇莺 

张浩辉，云南鸟类学习群 

 

2021‐10‐10工作人员在大理州南涧凤凰山环志站环志了一只东方苇莺，看图 1； 

 

 

图 1.  东方苇莺，左：大理州南涧凤凰山 2021‐10‐10，李剑拍摄；右：同左   

 

由于这鸟的初级飞羽露出部分（翼 pp，primary projection）颇长，所以曾怀疑这鸟可能是大苇莺，

本文讲一下这鸟如何确认为东方苇莺； 

 

1.  东方苇莺 Acrocephalus orientalis（无亚种分化） 

2.  大苇莺 Acrocephalus arundinaceus zarudnyi 

 

之前曾在云南鸟类评论 2020 年 6 月写个一篇“大型苇莺的分种方法”  ，其中区分大苇莺的方法主

要为以下两个特征： 

 

a. 翼长：大苇莺初级飞羽露出部分明显比东方苇莺更长，看图 2； 

b. 尾下覆羽长度：也是明显比东方苇莺更长，看图 3； 

 

13 



云南鸟类评论  2021‐11         

 

图 2. 初级飞羽露出部分比较，左：大苇莺，梁勇新疆北山羊拍摄，中：东方苇莺，lexusjohn 拍

摄，右：噪苇莺，马林拍摄 

 

 
图 3. 尾下覆羽长度比较，左：大苇莺，子韬拍摄，中：东方苇莺，oLDcaR 拍摄，右：噪苇莺，

张炜拍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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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llins Bird Guide 和 Kennerley and Pearson (2010)有记载这两种苇莺初级飞羽露出部分和可见三级

飞羽的长度比，大苇莺为 1:1（=1.0），东方苇莺为 3:4（=0.75），但就很多照片中所见，有些大苇

莺可以低至 0.75，而图 1的东方苇莺则超过 0.75，大约为 1.0，这样就有需要综合其他区分特征才

能准确判断。 

 

图 1 的东方苇莺，一开始判断时没找到尾下覆羽的照片，所以要用其他方法来判断，想来环志书

大概会有些资料，但我手上没有环志书，幸得群里陈熙尔老师提供以下资料： 

 

a.  翼方程式（飞羽式）1：大苇莺 p2=p3‐4，东方苇莺 p2=p4‐5，看图 4； 

 

 
图 4. 翼方程式 1，左：大苇莺，右：东方苇莺，图画来 Kennerley and Pearson (2010) 

 

图 4 左显示大苇莺第 2 根初级飞羽（从外面开始算）长度在 p3 与 p4 之间，而图 4 左显示东方苇

莺 p2 比较短，长度>p4，很接近 p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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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翼方程式（飞羽式）2：大苇莺 p3 末端外侧有收窄（emarginated）；东方苇莺 p3‐4 有收窄，看

图 5； 

 

 
图 5. 翼方程式 2，左：大苇莺，右：东方苇莺，图画来 Kennerley and Pearson (2010) 

 

图 5 左显示大苇莺只第 3 根初级飞羽近末端位置外侧有收窄，而图 4 右显示东方苇莺第 3 与第 4

根初级飞羽有收窄，第 3 根初级飞羽的收窄颇长； 

 

图 6 是把图 1 左放大，仔细观察初级飞羽，可发现 p2>p4、≈p5，而飞外侧收窄情况，p3 有颇长

的收窄，p4‐5 也有收窄，看图 6 黄色标记，这明显比较符合图 5 右东方苇莺的描述，基于以上两

点，可以排除大苇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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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  东方苇莺，图 1 右放大，大理州南涧凤凰山 2021‐10‐10，李剑拍摄 

 

其实 p1 的长度也可以用来区分这两种，不过上面照片没有清楚看到 p1。 

 

之后我们找到一张这东方苇莺尾下覆羽的照片，看图 7，可看到尾下覆羽不是很长，只去到大约

尾的一半，比较图 3 后更加确认这是东方苇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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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  东方苇莺，大理州南涧凤凰山 2021‐10‐10，鲁晓江拍摄 

 

另外在讨论时有专家提到东方苇莺的前额比较扁平，我们查了一下照片，发现这两种苇莺都喜欢

把头冠羽毛竖立，使前额看来很高，看图 8 左，在头冠羽毛不竖立的情况下，东方苇莺的前额的

确比较扁平，看图 8 右，但差别不是很大。 

 

 
图 8.  大苇莺，左：新疆，黄玉石拍摄；右：新疆昌吉市六工镇 2020‐05‐09，张星敏拍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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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ennerley and Pearson (2010)记载东方苇莺尾端有比较明显的浅色，这个特征也在图 1‐2 充份显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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钝翅苇莺 

张浩辉，云南鸟类学习群 

 

2021‐10‐3 和 4 日，工作人员在大理州南涧凤凰山环志站连续两晚环志到钝翅苇莺，看图 1； 

 

 

图 1.  钝翅苇莺，大理南涧凤凰山环志站 2021‐10‐4，张浩辉拍摄 

 

本文讲一下这种苇莺的区分方法，主要区分对象为稻田苇莺与布氏苇莺； 

 

1.  钝翅苇莺 Acrocephalus concinens concinens 

2.  稻田苇莺 Acrocephalus agricola Agricola 

3.  布氏苇莺 Acrocephalus dumetorum 

 

1.钝翅苇莺主要特征 

a.  尾长：  钝翅苇莺尾特别长，在小型苇莺中是尾最长的，尾与翼之长度比大约为 1.0； 

b.  眉纹及侧冠纹：  钝翅苇莺眉纹比较短，主要在眼前方，眼后方眉纹短而弱，眉纹上方没有近

黑色的侧冠纹，看图 2； 

c.  嘴部：  钝翅苇莺嘴不厚，下嘴只嘴尖轻微沾灰色、没有明显黑色，看图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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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钝翅苇莺，大理南涧凤凰山环志站 2021‐10‐4，张浩辉拍摄 

 

 

图 3.  钝翅苇莺，大理南涧凤凰山环志站 2021‐10‐4，张浩辉拍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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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这只钝翅苇莺尾下覆羽颜色特别泥黄色，查看了照片，钝翅苇莺尾下覆羽平均颜色比较泥黄，

但其他两种苇莺也有比较泥黄色的个体，不知道是否跟年龄有关。 

 

2.与稻田苇莺比较 

a.  眉纹及侧冠纹：  稻田苇莺眉纹比较长，眉纹上方有轻微的黑色侧冠纹，看图 4； 

b.  嘴部：  稻田苇莺下嘴嘴尖明显黑色； 

c.  尾长：  稻田苇莺尾稍微比较短，从下方看尾下覆羽比较接近尾端，看图 3‐5； 

 

 

图 4.  稻田苇莺，左：新疆 2013‐6‐30，麦茬拍摄；右：新疆 2010‐7‐25，天涯游侠拍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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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稻田苇莺，新疆阿尔泰 2017‐5‐13，鸟林细语拍摄 

明显短，尾与翼之长度比大约为 0.8； 

冠纹：  ，眉纹上方没有近黑色的

c.  嘴部：  细而长，嘴平均比钝翅苇莺更长，看图 8，但也有很多个体嘴不明

d.  尾下覆羽： 

莺腰

 

 

3.与布氏苇莺比较 

a.  尾长：  布氏苇莺尾

b.  眉纹及侧 布氏苇莺眉纹比较窄和短，即使在眼前方也不很宽

侧冠纹； 

布氏苇莺嘴

显长的，下嘴嘴尖沾灰色，平均比钝翅苇莺深色，但比稻田苇莺浅色； 

相比前面两种苇莺，从下方看布氏苇莺尾下覆羽很接近尾端，看图 8； 

e.  尾上覆羽：  相比前面两种苇莺，布氏苇莺腰部不怎么偏棕色，看图 6‐7，另外两种苇

部偏棕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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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  布氏苇莺，香港 2014‐2 月初，江敏儿、黄理沛拍摄 

 

 

 

图 7.  布氏苇莺，香港 2014‐1‐19，李锦昌拍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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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  布氏苇莺，香港 2009‐2‐8，Martin Hale 拍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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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背姬鹟 

张浩辉，云南鸟类学习群 

 

杨晓君老师 2021‐10 月底在大理观鸟中心微信群提到云南有绿背姬鹟记录："高建云 2012 年 1 月

26 日在凤庆县雪山镇安和村采集到 1 只绿背姬鹟  Ficedula elisae，吴飞 2014 年 9 月在永德亦拍摄

到该种。" 

 

本文讲一下绿背姬鹟的区分方法，主要区分对象为黄眉姬鹟与白眉姬鹟，琉球姬鹟极不可能在云

南出现，所以不在本文讨论； 

 

1.  绿背姬鹟 Ficedula elisae 

2.  黄眉姬鹟 Ficedula narcissina 

3.  白眉姬鹟 Ficedula zanthopygia 

 

1.雄鸟与黄眉姬鹟比较 

绿背姬鹟是黄眉姬鹟的分种，与黄眉姬鹟相似，雄鸟主要分别是： 

a.  头部和背部： 绿背姬鹟绿色，黄眉姬鹟黑色； 

b.  眉纹：  绿背姬鹟眉纹短，尤其是在眼后方，眉纹也不大明显，黄眉姬鹟眉纹长、十分明

显； 

c.  喉胸颜色：  绿背姬鹟金黄色，黄眉姬鹟橙红色； 

d.  下腹颜色：  绿背姬鹟黄色，黄眉姬鹟白色； 

 

 

图 1.  左：绿背姬鹟  雄鸟，广西南宁 2015‐4‐20，阿宵弟弟拍摄；右：黄眉姬鹟  雄鸟，广东广州

2011‐4‐17，天涯游侠拍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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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左：绿背姬鹟  雄鸟，广西南宁 2013‐4‐16，高山短翅莺拍摄；右：黄眉姬鹟  亚成雄鸟，广

西南宁 2013‐4‐14，高山短翅莺拍摄 

 

2.雌鸟与黄眉姬鹟比较 

 

 
图 3.  左：绿背姬鹟  雌鸟，广东广州 2014‐10‐1，鸟林细语拍摄；右：黄眉姬鹟  雌鸟，广东广州

2005‐4‐19，廖晓东（birdman）拍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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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头部和背部：  绿背姬鹟绿色，黄眉姬鹟灰褐色、沾绿色； 

b.  喉胸腹颜色：  绿背姬鹟黄色，黄眉姬鹟脏白色； 

c.  翼斑：  绿背姬鹟一般有两条，黄眉姬鹟没有； 

d.  三级飞羽白边：  绿背姬鹟有，黄眉姬鹟没有； 

 

 

图 4.  左：绿背姬鹟  未成年雌鸟，广西河池天鹅 2016‐11‐10，高山短翅莺拍摄；右：黄眉姬鹟  雌

鸟，同图 3右，广东广州 2005‐4‐19，廖晓东（birdman）拍摄 

 

图 4 左这只绿背姬鹟胸部白色有灰色鳞斑，是未成年雌鸟（第一冬鸟）；图 3‐4 右这只黄眉姬鹟雌

鸟颜色比较偏绿，比较少见，一般会更偏灰色。 

 

3.第一冬鸟与黄眉姬鹟比较 

a.  头部和背部：  绿背姬鹟绿色，黄眉姬鹟灰褐色，这跟雌鸟一样； 

b.  胸腹颜色：  这两种都有鳞状斑，绿背姬鹟胸腹很快会转换成黄色，看图 4 左，黄眉姬鹟

雌成鸟仍保留鳞状斑； 

c.  翼斑：  黄眉姬鹟第一冬鸟也有翼斑，为泥黄色，看图 5； 

d.  三级飞羽白边：  黄眉姬鹟第一冬鸟三级飞羽也有白边，但比较窄，看图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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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左：黄眉姬鹟  第一冬鸟，香港 2015‐12‐13，劳俊晖拍摄；右：同左 

 

4.第一冬鸟与白眉姬鹟雌鸟比较 

 

 

图 6.  左：白眉姬鹟雌鸟，安徽宣城 2014‐6‐2，鸟林细语拍摄；右：白眉姬鹟雌鸟，浙江杭州 2004‐5‐5，

zxzz拍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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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背姬鹟第一冬鸟常有与白眉姬鹟雌鸟或第一冬鸟混乱，以下是比较： 

a.  腰部：  绿背姬鹟没有黄色，白眉姬鹟有； 

b.  翼斑：  绿背姬鹟窄，白眉姬鹟翼斑很宽，大覆羽有白色边； 

c.  三级飞羽白边：  绿背姬鹟窄，白眉姬鹟最长一根三级飞羽有很宽白边，看图 6； 

d.  眉纹：  绿背姬鹟没有，白眉姬鹟在眼前方有宽阔白色眉纹，看图 6； 

e.  头部和背部：  绿背姬鹟绿色，白眉姬鹟灰色沾绿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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