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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西发现黑头鹀 

Black-headed Bunting (Emberiza melanocephala) Found in Guangxi 

2018 年 10 月 30 日清晨，在广西壮族自治区北海市银海区冠岭路旁的一片稻田（109°0407 N，21°2727 E）

间的灌丛中观察到 1 只小型雀形目鸟类，体长较麻雀（Passer montanus）略大，约 16 ~ 17 cm；嘴大而厚，呈褐

色；上体灰褐色，具暗色纵纹；头顶具有明显的深色纵纹，颊和耳羽灰褐色；喉部略沾棕黄色；飞羽和尾羽褐色，

翅上覆羽暗褐色并有污白色羽缘；胸腰和尾上覆羽棕黄色；下体污黄色，胸具深色纵纹；尾下覆羽明黄。 

经查阅相关文献和野外识别图鉴（约翰马敬能等 2000，赵正阶 2001，Svensson et al. 2010，Copete 2018），

确认该鸟为黑头鹀（Emberiza melanocephala）亚成体第一年冬羽或雌鸟（图 1）。其与褐头鹀（E. bruniceps）雌鸟

或第一年冬羽亚成体非常相似，但前额与头顶具明显的深色纵纹，腰棕黄色（赵正阶 2001，Svensson et al. 2010，

Copete 2018）。 

 

 
 

图 1  黑头鹀 

Fig.1  Emberiza melanocephala 



经查阅《中国鸟类分类与分布名录》（第三版）（郑光美 2017）、《中国鸟类志》（赵正阶 2001）、《广西陆生

脊椎动物分布名录》（周放 2011）、《中国鸟类野外手册》（约翰·马敬能等 2000）等相关学术著作及 eBird

（http://www.ebird.org）、中国观鸟记录中心（http://www.birdreport.cn）等网络数据库，广西壮族治自区尚未有黑

头鹀分布的报道，此次观察为该种在广西的首次分布记录。 

黑头鹀主要分布于地中海东部至中亚，越冬于印度，国内繁殖于新疆西部天山，迷鸟至福建及香港（约翰·马

敬能等 2000，赵正阶 2001），在东南亚、南亚也有少量记录（Dymond 1999，Tebb et al. 2004）。出现在马来西亚

沙巴的两次记录均为 10 月下旬（Dymond 1999）；在 eBird 上（http://www.ebird.org）检索到中国香港的记录均出

现在 10 月至次年 1 月，其中 11 月份记录最多，中国台湾记录也大多在冬季，少量在春季，朝鲜半岛的记录均为

春季；2018 年 11 和 12 月，广东中山记录到长时间停留 1 雄 1 雌（梁海容 个人通讯）。由此推测，黑头鹀在东亚

南部、东南亚有少量稳定越冬个体，具体的种群状况尚需进一步调查和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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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青州发现黑冠  

Malayan Night Heron (Gorsachius melanolophus) Found 
in Qingzhou, Shandong, China 

2018 年 4 月 20 日，于山东省青州市南阳湖景区内（118°26′53″E，36°40′35″N，海拔 115 m）观察到 1 只鹭

科鸟类，25 日再次观察到并用相机拍摄了照片（图 1a）。据观察，与白鹭（Egretta garzetta）相比，该个体体型略

小，通体深红褐色，头顶具有黑色冠羽，虹膜黄色，眼先及眼周有淡蓝色裸露皮肤，颏白并具由黑色纵纹而成的

中线，下体棕黄而具黑白色纵纹，该个体有取食蚯蚓行为（图 1b）。参考文献（约翰·马敬能等 2000，赵正阶 2001，

郑作新 2002）判定此鸟为黑冠 （Gorsachius melanolophus）。该个体发现于一条干涸小溪旁的竹林里，其羽毛完

整，未见明显破损，排除笼养逃逸的可能。另外，通过咨询附近动物园、民众及网络搜索，也未有放生、逃逸等

报道，故此认为该鸟为野生个体。据后续观察，4 月 26 日后，未再发现该黑冠 个体，推测其停留时间大约为一

周左右，居留型有待进一步研究。 

黑冠 隶属于鹈形目（Pelecaniformes）鹭科（Ardeidae）夜 属，有两个亚种分化，指名亚种 G. m. minor 分

布于尼科巴群岛；G. m. melanolophus 亚种分布于印度西南部的西高止山脉（南至尼吉里斯和南喀拉拉邦）、印度

东北部（阿萨姆邦），东至中国南部及琉球，南经东南亚至菲律宾，冬季见于斯里兰卡、马来半岛和大巽他群岛

（Martínez-Vilalta et al. 2018）。在我国主要分布于云南、广东、广西、香港、海南、台湾等南部地区（郑光美 2017）。

经查询《山东鸟类分布名录》（赛道建等 2013）和《山东鸟类志》（赛道建 2017），确定此次发现为该物种在山东

的首次记录，也是中国大陆分布最北的记录。目前对该物种的研究较少（Kazuto et al. 2011），本次记录对于研究

该物种的个体行为和地理分布具有一定参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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