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续表）

全市 重庆 涪陵 万县 黔江

特
殊
种

国家珍稀保护种Ⅰ 3 2 2
　　　　　　　Ⅱ 33 27 12 20 16
我国特产或主产种 21 15 13 20 9

　　　　　　　　注：（　）中的数字为亚种数�Ⅰ国家一级保护种�Ⅱ国家二级保护种。

有16目39种�涪陵、黔江分别为15目37种和13目
35种。而水域鸟类又以重庆最多�有56种�占全市该
类的80％�万县为次38种�其余两地更少。但画眉亚
科鸟类�涪陵超过其它三地、市�有33种与亚种�为全
市该鸟种数的76∙7％�万县、重庆依次为28种与亚种
和21种与亚种。表明万县、涪陵的森林和草灌植被优
于重庆、黔江�而重庆的湿地环境又要优于其它三地、
市。
3　区系成份

依据360种与亚种鸟类在重庆市范围内的居留状
况分析�其中留鸟152种�夏候鸟102种。分别占鸟类
种数的42∙2％和28∙3％�其余106种与亚种分别为冬
候鸟53种和旅鸟53种�均为种总数的14∙7％�可见繁
殖鸟类（留鸟和夏候鸟）占绝对优势。留鸟中从翁鸟科中的

鸫亚科、画眉亚科和雀科鸟类居多；夏候鸟以莺亚科和翁鸟亚科鸟
类居多�而冬候鸟则以雁形目种类为多。

在繁殖鸟类中�属东洋界的种类156种�占繁殖鸟类种数的
61∙4％�属古北界的种有65种�占25∙7％�广布于两界的广布种
计有33种�占12∙9％�可见重庆市鸟类以东洋界成份为主�也存
在一定数量的古北种和广布种�其比例约为3∶2∶1。这与重庆市
地处东洋界华中区�南邻华南区�而北接古北界的华北区有关�
故在区系组成上呈现一定的南北混杂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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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岛发现黑翅鸢

史海涛
海南师范学院生物系　海口571158

　　黑翅鸢（ Elanus caer uleus） �在国内仅广西、云南、
浙江和河北有分布记录。笔者1997年5月获得一只
采自儋州市的黑翅鸢幼鸟�饲养至今。同年9月又获
得一只采自海口市丁村的成鸟�其量度衡如下（单位：
g、mm） ：

采集地 年龄 体重 全长 嘴峰 翅长 尾长 跗

儋州市 亚成体 215 308 17∙8 24∙0 12∙0 37∙2
海口市 成体 220 315 17∙0 27∙6 13∙6 35∙9

　　形态：前额灰白�眼上具一狭窄的黑色眉纹；头顶、

后颈、背部、尾上覆羽、初级覆羽、大覆羽和次级飞羽均
为烟灰色；初级飞羽背面也呈烟灰色�腹面为灰黑色；
小覆羽和中覆羽黑色�形成明显的翅上黑斑；颊、颏、
喉、胸和腹部、翅下覆羽、覆腿羽和尾下覆羽均白色；中
央尾羽浅灰色�外侧尾羽内甲羽白色�外甲羽灰白�最外侧
尾羽几为全白。亚成体初级、次级和三级飞羽及大覆
羽羽端有白缘�头、颈、背及胸部杂有一些茶褐色正羽。

虹膜朱红色（幼鸟橙黄色） ；嘴黑�蜡膜和嘴角黄
色；跗 和趾深黄�爪黑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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