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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藏墨脱地区的鸟类区系

王 祖 祥
(中国科学院西北高原生物研究所)

西藏墨脱地区的鸟类区系,较西藏任何地区无可比拟地要丰富的多,过去虽然有些外

国学者曾多次进人西藏南部、东南部进行鸟类学考察 【Balcy(1911,1913)、 Ludilow和

shcrriff(1936,1938,1946)1;但 是因墨脱地区交通极端不便,加之所经几个山口气候条

件的影响,即使他们到了该区的周围:察隅、派区、匹马阔村、金东等地,也未能进人腹地,

因此墨脱一直是鸟类学的空白地区。

1958年 中国科学院青藏高原综合科学考察队及中国珠穆朗玛峰登山队科学考察队

虽对西藏进行了多次较大规模的考察,但对墨脱地区的鸟类也无力顾及,直至 1973年 7

月中国科学院西北高原生物研究所动、植物考察队,克服了重重困难,才进人该地区进行

了考察,1977年 7-8月 又进行了补点考察,对本地区的鸟类区系组成、分布,有 了一个较

概括的了解,本文是对该地区鸟类区系组成的报道。所经地区及工作点见图 1:

工作日程如下:(附各地海拔高度)

1973年

7月 17-23日  马尼翁(海拔 1,100米 ),

7月 25-28日  背崩(海拔 900米 )。

1977年

7月 22-24日 马尼翁(海拔 l,lO0米 ),

7月 25日 一 8月 13日 背崩(海拔 900米〉,

8月 12-20日  墨脱县(海拔 l,300米 ),

8月 15-26日  汉米(海拔 2,200米 )。

自 然 环 境

墨脱位于喜马拉雅山南坡的最东端,南 迦巴瓦峰(7,756米 )的 东南部,雅鲁藏布江大拐

弯后从北向南流向贯穿全境,介于北纬 28° 45′-29° 35′ ,东经 95°-96° 之间。境内群山层

层叠叠,加上雅鲁鼓布江及其他河流的强烈切割作用,形成罕见的高山深谷地貌,一方面

有海拔六、七干米的高山雪峰 ,另一方面又有切割成海拔一干米以下的深谷。由于印度洋

的季风被高大的山体所隔,受暖湿气流的影响,雨量充沛、年降水量在 2,500毫米以上,有

些地方可达 5,000毫米以上,是西藏多雨的中心。年平均气温 15-20℃ 。这里植被茂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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枝叶遮天蔽日,藤蔓缠绕交织,呈现出一派热带季雨林和亚热带常绿阔叶林的景观。

区 系 特 征

两次调查,所获标本计有 76种 ,隶属 11目 、24科 ;38种为西藏鸟类新纪录,这些新

纪录在名录上均标以书号(其中 16种 已另文发表,在名录上标以(*)号 )。 lO种为国内亚

种新纪录(均已另文发表,在名录上标以(⋯ ))。 凡是我们采到或观察到的鸟类,在采集地

点栏内分别用
“
+°和

“×”
号表示,邻近地区分布有相同种类的亦用

“
+’表示,并附有采集

地的海拔高度(表 1)。

西藏墨脱地区在全国动物地理区划中,属于东洋界、中印亚界、西南区、喜马拉雅亚区
(张荣祖,1978)。

从考察地区所得 76种鸟类区系组成来看 (表 2),东 洋界成分就有 67种之多,占墨

脱鸟类总数的 88.2%、 古北种占3.9%、 特有种、广布种、区系划分不明的各占 2.6%。 显然

墨脱地区东洋界的成分占绝对优势,亦富于热带区系成分。如:红喉山山鹧鸪、楔尾绿

鸠、小杜鹃、翠金鹃、鸟鹃、红头咬鹃、棕颈【无盔1犀鸟、金喉拟啄木鸟、棕啄木鸟、暗灰鹃

鸸、赤红山椒鸟、红耳鹎、橙腹叶鹎、古铜色卷尾、蓝绿鹊、红嘴钩嘴鹛、白冠噪鹛、银耳相思

鸟、火尾缝叶莺、纯蓝鹤、白喉扇尾鹤、纯色啄花鸟、黑胸太阳鸟、纹背捕蛛鸟、斑文鸟等等,

这些鸟在本区成为鸟类区系的主要成分。

本区自然条件的复杂,致使生境多样化,使动物的群落结构也较复杂,在不同的生境

中均有一定鸟种栖息,它们大多数羽色鲜艳,体型较小,活动在林间、树冠,如赤红山椒鸟、

暗灰鹃鹏、发冠卷尾、红耳鹎等。有的栖息在灌丛深处,如 白冠嗓鹛、银耳相思鸟、蓝绿鹊、

楔尾绿鸠、金喉拟啄木鸟、犀鸟则以植物的果实为食。 纹背捕蛛鸟,它的活动范围与芭蕉

科植物的分布相联系,它专以香蕉、芭蕉的花粉、花朵中的昆虫为食。 啄花鸟和黑胸太阳

鸟则多栖息于多花的灌木、草丛中,取食花蜜及花朵中的昆虫。 再者本区的鸟类种类繁

多,而相对地每一种的数量,则远比藏北高原鸟类种群数量少,这是因为本区气侯恒定,食

物充足,有良好的掩蔽条件。这些现象反映了环境对动物的影响,也反映了动物对环境的

适应。

墨脱地区与相邻的四川、云南;印度;缅甸的鸟类作以比较(表 3),印度与墨脱相同的

种数达 70种之多,占墨脱鸟类总数的 92%,其次是云南、四川;缅甸。说明昼脱地区的自

然生态因子与相邻地区一致的程度,可见墨脱地区的鸟类,除了具有丰富的印度;缅甸的

成分外,与云南,特别是与云南南部西双版纳的鸟类极近似,人们称墨脱为
“
西藏的西双版

纳
”
是有一定的根据。

把珠峰南坡地区的鸟类 (钱燕文等,1974;王祖祥,1980)与 墨脱地区的鸟类相比,

(表 4)只有 16个亚种相同,占墨脱鸟类总数的 18%,相 近亚种有 4种 (表内以·号表示),

占墨脱鸟类总数的 5%,说明差别明显。两地虽然都在喜马拉雅山南坡,而且珠啐地区的

纬度较墨脱地区更偏南,然而墨脱地区东洋界的色彩比珠烽南坡地区更浓,种类也更多。

雀形目的种类更为突出。这是由于喜马拉雅山南坡复杂的地形、自然环境、多变的气候及

植被的差异给生物的生命活动带来的影响,因而受到人们极大的注意。

·12,·



表 1 i口△△0地区的岛女名尕

△
·
able 1  Birds in Mcdog rcgion, ·

ribet.

种 类

specics

动
物
地
理
区
域

∽c
o
一

∞
°
〓
 一"
υ

〓
舀
●
“
△
∞
o
°

∞
ハ
0
d

ll

东 ,o

9

东,0

特,R

东,0

广,w

东,o

东,o
东,0

东,0

东,°

国 内

country

国外
in ad|iace分   布

distribution

马
尼
翁

 
∞g

,
唱

“
Σ

海拔高度
(米 )

altitudc

(in)

lo

+

拉

 
格

 
Φu
舀

汉

 
米

 
〓臼

●
“
’

+

+

+

十

智
〓
 
由
朋
 
∞
〓
Φ
j
 
〓
Φ
臼

+
 
 
+

+ +

+

+

+

+

+ +

十 +

+ +

+ +

瑟

 
脱

∞
ハ
弓
Σ

十

 
 

十

十

 
 
+

十

 
 
+

+
 
 
 

十

冫

+
 
+

+
 
+

十

 
十

宓脱地区
Mcdog rcgion

邻近地区
adjacent rcgion

l,300

1,300

90()-2,2

900

900

卯 0-l,3

+ 900

+

→

缅

 
 

甸

+ 1,300

+ l,300

+ 1,300

d
一

τ
e
〓

度

900

1,300

:东一东滟 ,0——Oriental;古— 古北区,P-Palcarc0c;特 — 特有种,E-Endemic;广一 广布

种,W一 Widesprcad.

`

I· 成形目 (Fakoniformes)

(l)皮科 (Accipitridac)

1· 蛇鹃 (sp″。
`″
订 r乃‘·

'`夕
)

·(s· c· 多“
`”

,。

``c‘
‘‘)

II· 鸡形目 (Camif。 r:ncs)

(2)雉科 (Pha“ anidae)

2· 红喉山鹧鸪 ('`多orop乃″口
`″

`ogf‘

砀“)
(·n)('· 「·r“/og“′

'`“
)

3· 黑田 (E。 夕̀
;“
″ ′饣“co″ c杨″

`)
(‘·J.:夕

`乃 `勿
j)

III· 鹌形目 (Charadriiformes)

(3)鹤科 (charadrodae)

4· 全(斑〕豳 (p`“″
`':jf`°

″;″j印 )
(P· z· /`‘:v夕 )

(4)鸹科 (scoIopacidae)

5,针尾沙锥 (C'p羽
'J″

″“″)

lV· 鸽形目 (Columblformcs)

(5)鸠鹄科 (ColuIi bidae)

6.按尾绿鸠 (Trc`on fp`,'″ “助)
(· )(T·

J· y“,″夕
`,r″

f:‘ )

7· 山斑鸠 (s,″ P`口″
`j。

o`t″
`di)

(⒌ o· 口
`″

″
`'Ji)

V.鹃形目 (Cucullfo rmes)

(6)社鹃科 (cuculidae)

8.小杜鹃 (C“‘“
`″

r poJ:orrp乃
`J`‘

了)
(· )(c· p.poJ`o″ p乃刃“‘)

9· 翠全鹃 △(C切 hk‘ ″
'‘
“场,‘‘‘)

lO,乌鹃 (s“
`″

`‘

“
`″

‘::‘度汕
`订)

·(s.7.刃″“
`耐`6)

VI· 鹗形目 (strigiformes)

(7)鸱鹗科 (st0gidae)

11.斑头鸺鹄 (C切r|刃
`‘ `,,rr‘

‘:`o″“)
(“ )(c·

c· au虻 cru m)

v!I· 雨燕目 (Apodiformes)

(8)雨燕科 (Apodidae)

12· 短啶全丝燕 (Co″°‘o`该 多
`‘

吻
`。
‘/``‘ )

(c.多 .多 r‘ :″ froF`″ ‘)

+

+
 
 

十

十

 
十

+
 
 
 

十



续表 l

分   布

distr1butlon

海拔高度
(米 )

altitude

(nl)

动
物
地
理
区
娘

∞c
o
〓

”
o
△

 
一
“
ハ
〓‘
一
日
△
∞
0
0
∞

0
0
日

日

日

种   类

species

vm· 咬鹃目 (Trogoniformes)

(9)皎鹃科 (Tr。gonIdae)

13.红头咬鹃 (Fr夕 rp`r,F‘ r`y助
`orrp乃

″“‘)
△
 (″ . c. cr,`‘ 乃

`orrp乃`J″
r)

1Xˉ 佛法僧目 (Corac“￡ormes)

(lO)犀鸟科 (Buceroudac)

14· 棕:颈〔无盔〕犀鸟●('‘
'roF″

|p夕:'”|f)

X· 夕形目 (Piciformes)

(11)须夕科 (Capitonidac)

15· 全喉拟啄木鸟 (M留夕′
`|″'/r`硪

″,,:|)

“)(^r·

`·

/″″RJ′″′′)
(12)啄木鸟科 (Picidae)

16· 姬啄木鸟 (P;‘‘‘″″“fi″″0″ |″″“)
(△中)(P.j·

J″″o″ ^″夕
`“

f)

17· 棕啄木鸟 (s“饣 o‘乃
`〃

“)
(料 )(s· 0· oc乃

`'r“ )

18.栗 啄木鸟 (Mirrop`rr″ “f厉
'‘

乃y″
`“

)
“’(″·多·p乃夕|o(;cp‘ )

19.黑沈绿啄木鸟(″“f‘″“f)
“·)(P· ‘·8`:′ c″f‘orpc:)

20· 大黄冠绿啄木鸟 (P`‘“r`:白〃
`″

“汕o)

(Pˉ /·

`J‘

〃
`″

“‘乃口)
X】·雀形目 (RasseriF。 rmes)

(13)山 椒鸟科 (campephagidae)

21.暗灰鹃灿 (Co/“功‘,,,`J‘,fc乃订
`of)()(c·

`9,.白
″″‘“)

22.长尾山椒鸟 (Pr~c`°‘°砌fr访 oJog“ )

(P· c· r‘ac‘ :‘ f)

23,赤红山椒鸟 (PF`j‘
`口
‘0:“‘/杨

`9``9·

c″s)

“)(P·
/· ckg`″‘)

24.褐背鹄灿 (rr',,,|p〃 jp`句‘“)
(△)(Ffˉ

P· “p″′订)
(14)鹎科 (Pycnon。 tidae)

25.红耳鸫 (Py‘″o”。
`:‘

‘
`ococ′

‘‘)
·(p.`· ″°″

``‘

0:夕 )

26· 黄臀鹎 (Pyr″。″。砌‘钩 ,:,乃 orr乃。〃‘)

(P· r· r、″J乃 orr乃。“‘)
27.绿翅短脚鹎 〈Ⅱyp‘

``,饣

fr‘

`,,cck,`乙
″
`″

)
“十)(H.`″ ·勿‘r:'″夕″

``j)

10 11

东,0
l,300

!,300 东,o

东,o
900-1,300

900-1,500

900

900-1,

I,300

l,300

900-1,300

东 ,o

东,0

东,0

.
 
 

〓 
 
 
 
 
 
 

一
t
i
r
l
·

`

蛔
 
 蛔

∞
 
 
∞

卿0-1,l

育;,0

东,0

东,o

东,o

东,0

东,o

东,0

东,0

东,0

邻近地区
adiacent region

帅
”

 
”
伫

 
°
∞

“
日

汉

 
米

〓日

日d
●

马
尼
翁

●g
︱

〓写
Σ

+

昼脱地区
1`Icdog regio△

+

+

十 +

×

墨

 
脱

∞
ハ~
υ

Σ

+
 
 
 

十
 
 
 

十 十

 
 

十
 
 
+

十

+
+
+

十
 
 
 
+
 
 
 
+

adiacent

四

6

+ + +

+ +

+ + +

+

+

++ +

+

+ +

+

+

背

 
崩

∞
曰
垡

石
臼

+
+
+
1
+

十
 
 
 
+
 
 
 

十

+
 
 
 

十

十
 
 
 
+
 
 
 
+

+
 
 
 
+

访 川

“
冖
●

0
0
田

细

国内

Cou】ltry

`·

`
国外

|



续表 1

分   布

distributioil

动
物
地
理
区
域

∞
空
。
〓
∞
。
“
 
一
“
。
〓
‘
●
“
〓
。
。
Φ
〓
。
o
d

种 类

specles

28.栗背短脚的 (″

'P￡

,P″Ff′口″0:o)
年(Fr·

`·

/:夕跖J夕)

29.黑 〔短脚〕鹎‘Ⅱ,Pf:″″‘仞夕′“B。 f“
`″

’’‘订

(H· ″·P‘夕
`访

′“)

(15)和平鸟科 (Irenidae)

30.揎腹叶鹎 (C″orop0f杨
``切

cRc`

△ C.乃 .乃‘‘
`'“`;‘

人F;)

(16)卷昆科 (DicruFidae)

31.黑卷尾 (z’ |″“
`,‘

f″“r0″rc“)

(十)(D.勿·r夕助。r“‘‘)
32.古锔色卷尾 (z9`cr“ r“‘。c″

'“
‘)

←)(D· 白·‘
'力
‘“‘)

33.发冠卷尾 (DJ‘
`‘

‘″f乃 0`‘纟″功
``“

f)

△(I9.乃 ,多″”
`o‘``“

)

(17)鸦科 (corvidac)

34· 蓝绿鹄 (C“。‘″″F″‘)打
(C.r.r乃 J刀矽″‘订)

35· 黄啸蓝鸪 (C““彻″r。矽“)

(cˉ

`·

/J`仍
`o‘ ``;‘

)

36.黑额树鸽 (C`'p‘″杨
``ro″

″′订)

〈礻)(c·
 y, `、 o`,,召

`‘

‘)
37,灰树鹄 (C`'p。″″

`/。 '勿
”″)

礻(C./.乃 |勿
':'yd″

￡:s)

(18)鹁科 (Muscicapidae)

I)鸫亚科 (Turdinae)

38· 红尾水鸲 (R乃 ,夕ror″jf/″

`昭

;″ o‘

`‘

F)

(R·

`·

/“ J|g`″°““)
39· 紫啸鸫 (M,Jop乃 o″“‘″C`‘‘rc`‘s)

(Mˉ r·

`咨
`9j`,,;″

饮方)

2)画周亚科 (Timatiinae)

40.红嘴钩嘴鹛 (Po`9,夕力
`动

″f‘‘/c″“gf” o‘“‘
(女 )(P././‘″″g|″ o“‘)

41. 舀渣头滑g目乌 (s`夕 r乃 ,```￡ ‘乃
`,`f夕

c夕)

中
 (s·  c·  c乃 ry‘〃

'口
)

42.黑头穗鹛 (s切 r幻
`订

刀昭″“pF)

(中衤) (s. ,:·  cori)

43· 大草鹤 (B汕夕r″〃洳″;)

(3· ″·″夕222:Ji)

44· 自冠噪鹧 (C″
`“

:″ △“corop乃 “‘)

ll

东,0

东,o

东,o

东,0

东,o

东,o

东,0

东,o

东,o

东,o

匹
0
当

一唁
一

广,w

东,o

东,0

东,。

东,0

特,E

东,0

■
〓
■

邻近地区国
adJaccnt region

垦脱堋区
Medog region

缅
 
 

甸

d
F
●

●
田

+

×

十

一 
 
 

一

一5
一43

+

+

+

+

+

十

× +

+

+

十
 
 
 
+

+
 
 
 
+

+
 
 
 
+

+
 
 
 
+
 
 
 
+

马
尼
翁

〓g
●

〓冒
Σ

拉

 
格

ハ△
“
0

墨

 
脱

∞
ハ
自
ハ
Σ

汉

 
米

〓日

●d
口

甘
冖 

 
H
朋

 凶
‘
ハ
‘
 〓Φ
臼

四

+ +

+

+

+

+

+

+ +

+

云

 
 

南

+
 
 
 
+
 
 
 
+

十
 
 
 

十

印

|△

+

十
 
 
 
+

+
 
 
 
+

+
十

+
+

+
 
 
+

+
十

+
十

国内

country

国外

adiacCnt

+

+

+

+

+
 
 
 
+
 
 
 

十

海拔高度
(米 )

altitude

(m)

mO~1,

200-3,200

,000-4,

900-I,

900-1,3

1,000-3,

lo

l,300

l,300

l,

900

900

·128 ·

·′

`~`
`\



续表 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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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stribu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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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1

种   类

speCles

(19)山 雀科 (Paridae)

65.绿背山雀 (P″“f勿。″
`‘

‘or“ J)

(P· 勿̄ ″·o″
`j‘

o′‘‘‘)

66· 黄颊山雀 (P″“ 却″加o″ヵ,`9)

(Pˉ ,i· sp″o″。,″‘)
(20)啄花鸟科 (DicaCidac)

67· 纯色啄花鸟 (DJ‘″“″ co″ rDJo`)

·(D· ‘·口了
`″

'cr“ `,`)

(21)太阳鸟科 (Ncctariniidae)

68.黑胸太阳鸟 ('r访 op,g夕 ‘″“″助)

(·〉(彳·j·

'‘

‘
`,`C″

0f)

69.蓝喉太阳鸟 (在 9” opyge f° ″
```‘

‘r)

('· g· goz‘

`2杨

‘)

70.纹背捕蛛鸟 ('″‘乃″°助
'`饣

·,,‘ g`,`‘ )

(· )('·
`9,·

″
`g″

刀)
(22)绣眼鸟科 (zoster。 pidac)

71,灰腹绣眼鸟 (z°‘
`cr。

P,p乙′
'多`o助

)

+ (z·
 p· p夕 JPr乃

`(,‘

ヵ)
(23)文鸟科 (P1oceidae)

72.山麻雀 (助“cr r“访:`″‘)
“)(P· r.扌″,'”ior)

73.斑纹鸟 (Lo″‘乃“″ p“″r`″JO助 )
(·备) (L·

 p. f:‘ 多“″
`〃

:夕

`‘

‘)
(24)雀科 (F“ ngilIidac)

74.血雀 (H‘‘召
`9″

。‘p`韶 ‘
`p汕

i)

′5· 自翘拟措嘴雀 (Myc‘:r汕‘‘‘)r'/″ `p^)
(^r· r· c″″|pd)

76,凤头瑰 (″夕口p拓‘‘:″乃。”″)

(M· J· J‘ ,乃夕″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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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  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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缅   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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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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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曰脱地区与珠廿南坡地区鸟类亚种比较裘

Table 0  Coinparison subspecies bet、 vcen `‘ c(1° g region and thc southern s1opes oF Himala)as.

墨 脱 地 区

卜.iedog region
珠烽南坡地区

The southerrl slopes of Himalayas

黑    鹇 (L,″ 乃″
`pJ″

‘c`″″ J″力口 ′
'访

〃″
`)

楔 尾绿鸠 (r0。 ″‘珈 ″″
`Fy`‘

”滋″r″“)

山 斑 鸠 (sJ`rp`° p`。 pc″
'o``r”

k`i‘ o'|r″叨订)

黑洗绿啄木鸟 (P访“fr'″“‘g'z`r″oor'江)

长尾山椒鸟 (Pr″‘
`。
‘°‘“‘

':′
,o`og“‘J″

`″

‘)

黑 卷 尾 (P`r、“
`多

‘‘
`,″

rro″
'‘
“ r0`乃 o““f)

黄嘴 蓝鹤 (C订昭 /切j'o“
``‘

`J″

9`。f9`|j)

红尾水 鸲 (R′1,`″°
`″
订/“

`ig切

of“ f/刃兔J″“‘‘‘)

紫 啸 鸫·(M`。 p`,o″矽
`‘

‘r'″“Jr“‘
`'″

,冫,`″“″)

条 纹噪 鹛 (C″
`″

￠”
```'‘

‘⋯ ″动印以o
黑顶 噪 鹛 (c'″“″ 乙/加 ′̈ 〃J9,`‘ )

红 嘴 相 恩 鸟 (L|o彡

`9`扫

了I助 夕 ″ ,;pyg夕)

小 仙 鸽·(`Ⅳ“助〃
`,,j″

g`igo`昭 r`ヵ
`rg`to'`‘

·‘)

铜 蓝 鹤 (llr“‘r|“ P夕
`乃

饣切ss|″ 夕
`励

“j|″c)

方 昆 鸽 (C“

`icj‘
`pr″灿 ″

'″
‘
`‘

‘泣∝乃”
`)

白喉扇尾鹄 (尺拓p″“/`'”|ro″订
`J历

ro″订)

绿 背 山雀 (P″“‘朗°
`9`:∞

切f`”″″励“o
蓝喉太阳鸟 (在‘

`,。
夕
'g夕

go〃 I'|`‘ go“

```″
)

山  麻  雀 (P西‘rr、 :‘ 9″

`“
ff力 9d″‘杨 厂)

白翅拟婿嘴雀 (^r`″
`o`,夕

‘c```:pc‘ r″″|pd)

尔(L·  J· I'`‘ro`″ cr饣″
`)

(T· ‘·,`:‘
`’

″。″r″‘i)

(s.0~o尸 |r″

`oJ`‘
)

(P·  r· g,`J'召 ′’‘Jo7P'i)

(P.c.J‘ r`“‘)
(P· 沏·r夕

`乃

odr″‘)
(c·

/· /′彡″
`o“

厂:‘)
(R,/.`″

`留

″°‘“)

(M· c·

`'`,:″

Jヵ‘及jj)

衤(c· ‘·v|多rr)

(c· 召·夕

`/氵

″
`‘
)

卡(L. I. ,`j‘
`’

″夕’:'″‘i9)

(N· 99j· 勿口rg`:go`‘
`r)

(M.,.`乃夕J夕‘0″夕)
(c· r· r‘

`。

r”

',c夕

)

(K,o.夕 r3|c。 Ir订)

(P.`″ ·,9,o印

`froJ“
‘)

('.g.go`‘ J`|夕 c)

华(P.r.ri″″。″o`,,'“ 9)

(″ .c.c夕
`刀

ipr‘)

昼  脱
Mcdog

云  南
Yunnan

印  度
India

69

四  丿ll

sichuan

92

垂 直 分 布

墨脱地区多为南北走向的谷地 ,河谷深切,谷坡陡峭,相对高差达数干米 ,整个自然景

观具有明显的垂直变化。而鸟类的垂直分布,与植被的垂直分带是密切相关的,依墨脱地

区的气候、植被和鸟类的区系组成 ,可大体分为 3个带,即山地热带季雨林带、山地亚热带

常绿阔叶林带、山地针阔混交林、针叶林带。 .

1.山地热带季雨林带

包括马尼翁、背崩、墨脱 ,海拔 1100米以下的各地区。

本带为典型的热带季雨林,气候温暖而湿润 ,雨量充沛 ,年雨量可达 4000-5000毫

·1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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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年均温在 20℃ 左右,植被
·)主要有龙脑香科的婆罗双树 (s”o/四 r口沏“

')、
干果榄仁

树 (rFr″ J″滋舀″

`″

or″p′ )、 哈甫木 (〃″P留″9'r″

`″
`o,洳

‘)、 大榕树 (F‘‘〃‘FP.)、 阿丁枫

(/``‘ 77g,'″泗%)、 马蛋果 (c夕
`’

o″/`,'o`o,幽 )、 小果 紫薇 (L留“″o`历'″,rror'/``)

鸡血藤 (Mi``″
`,召

‘P,)等。这里鸟类种类繁多,有 些种数量也很丰富。

本带鸟类有: 红喉山鹧鸪、小杜鹃、楔尾绿鸠、棕颈[无盔l犀鸟、金喉拟啄木鸟、棕啄

木鸟、暗灰鹃鸱、赤红山椒鸟、褐背鹊鸸、红耳鹎、责臂鹎、古铜色卷尾、蓝绿鹊、黑额树鹊、

灰树鹊、白冠噪鹛、栗颈噪鹛、银耳相思鸟、红头鸦雀、火尾缝叶莺、暗冕鹪莺、墨喉山鹪莺、

小仙鹤、方尾鹤、纯色啄花鸟、黑胸太阳鸟、纹背捕蛛鸟、灰腹锈眼鸟、斑文鸟、凤头鹧等等。

这一带鸟类强烈显示出东洋界的色彩,除具有丰富的印度;缅甸成分以外,与云南西双版

纳的鸟类极近似 ,它们多数成对或结小群,活动在不同的景观内,如 赤红山椒鸟、古铜色卷

尾多飞翔于树冠之间,而 白冠噪鹛结 6-10几只小群活动在灌丛深处,纯色啄花鸟、黑胸

太阳鸟则活动于灌丛、草丛之间,边飞边吸食花蜜,斑文鸟则结百十只大群飞翔于高大乔

木之间。

2.山地亚热带常绿阔叶林带

包括墨脱、马尼鹤、汉米、海拔 1100-2600米 ,气候较为暖和,年雨量达 2000-

2,500毫米左右,植被以栲 (C″
`″

op·话)、 柯 (L‘
`乃

oc″

`“

‘)和栎 (p″、‘″‘)为主,还有

泡花树 (M纟

`姻
`99'叨 )、 大叶木兰 (M'g″ o切 啷勿″)、 山龙眼 (Ff夕

`r,口
c″″

`rc)、
野芭蕉

(M“
`‘

P.)、 乔状杜鹃 (R加
`oz夕

″
`/。

″‘

`,)等
。此外本带藤本植物及林下耐阴草本种类

相当茂盛 ,这里分布有栖息于海拔较高的一些东洋界的种类。

本带鸟类有: 蛇鹛、黑鹇、翠金鹃、红头咬鹃、黑枕绿啄木鸟、长尾山椒鸟、黑卷尾、黑

【短脚]鹎、橙腹叶鹎、黄嘴蓝鹊、紫啸鸫、红嘴钩嘴鹛、条纹噪鹛、红嘴相思鸟、鸟嘴柳莺、小

[斑 l姬鹤、铜蓝鸽、绿背山雀、蓝喉太阳鸟、血雀等。 本带鸟类几乎均为东洋界种类,种类

繁多,但数量较少,具有一些典型的亚热带种类,如 :长尾山椒鸟、黑【短脚 ]鹎、红嘴相思

鸟、蓝喉太阳鸟、铜蓝鹤、条纹噪鹛等。 黑鹇常出没在林间灌丛地带或农田周围,村庄附

近。长尾山椒鸟多结小群,飞翔于树冠之间。紫啸鸫多栖息于岩石、水边。红嘴钩嘴鹛、

条纹噪鹛多活动于灌丛之间。 血雀常成对穿梭于树林、灌丛之间。 由于海拔、植被、地貌

的差异 ,鸟 类的种群数量也有所不同。

3.山地针阔混交林、针叶林带

包括汉米、拉格、格当等地 ,海拔 2600-4000米 ,气候寒冷而又潮湿,一年除 7、 8、 9

月外 ,地面均有冰雪覆盖 ,7、 8、 9三个月中,3000米左右的阴坡、山沟仍有几米厚的冰雪

覆盖。

植被以黄果冷杉 ('助‘″″“
`,,Rchd,var.砌

切‘″″“)、 落叶松 (切r″ ‘
`饰

o仰 )、 高
山松 (P,″″‘洳

`:‘

″四)、 乔松 (P,g″
/f,`″″)、 杜鹃 (R乃 o`o`F″涉o″ ‘P,)等组成。 还有高

山柳 (s`助 ‘P)、 报春 (Pr`″″
`刃

眵 )、 水嵩草 (Κ o沙/的口r。

`′

印″
')等。

由于本带气候条件特殊,无条件设点进行采集,我们只在行进途中采到的鸟有黑顶噪
鹛、黄嘴蓝鹊、红尾水鸲,观察到的乌有白翅拟蜡嘴雀,这些鸟中东洋界的种类有2种 ,古

1)植物名由杜庆同志提供。

·132·



北界的种类 1种。从区系组成看,本带应为东洋界与古北界的过渡地带。

本带鸟类调查还作得很不够,有 待今后加以补充。

4000米 以上地区几乎终年积雪,种 类极为贫乏,只见到高山岭雀、粉红胸鹨和红尾鸲。

以上所述垂直带谱,其界线并非绝对,如长尾山椒鸟、黑[短脚 ]鹎等多分布于海拔

1300米 以上的地区,但有时在海拔 1100米以下的地区也能见到。楔尾绿鸠、红耳鹎、银

耳相思鸟,大都分布于 1100米以下地区,但有时在 1,100米 以上的地方可能见到。海拔

4000米 左右古北界的种类多是由喜马拉雅山北坡侵人的。

小   结

(l)墨脱位于喜马拉雅山南坡的最东端,由 于河流的强烈切割作用,境内多为高山深

谷地貌,受印度洋暖湿气流的影响,气候温暖、湿润,植被繁茂,与青藏高原迥然不同的热

带季雨林和亚热带常绿阔叶林的自然景观。

(2)本 区鸟类区系组成的特点是东洋界的成分为墨脱鸟类总数的 88.2%,占绝对优

势,亦富于热带季雨林及亚热带的区系成分。这些鸟类在本区构成鸟类区系的主要成分。

(3)墨脱地区除具有丰富的印度、缅甸的成分以外 ,还与云南、四川;缅甸的鸟类极相

近似 ;与 印度相同的种数,占 墨脱鸟类总数的 92%;与云南相同的种数,占墨脱鸟类总数

的 69%;与缅甸相同的种数占墨脱鸟类总数的 51%;与 四川相同的种数占墨脱鸟类总数

的 28%。 反映了墨脱的自然条件与相邻地区一致的程度,这些特征对进一步研究鸟类区

系的特点及起源具有一定的意义。

(4)墨脱地区鸟类区系与纬度更低的珠峰南坡地区的鸟类区系相比较,珠峰地区与

墨脱地区相同的鸟类只占 18%,相 近种或亚种只占5%,可见两地同在喜马拉雅山南坡 ,

但区系成分差异较大。 说明了喜马拉雅山南坡自然条件的复杂性,也更加显示出墨脱地

区东洋界色彩较珠峰地区更为浓重。

(5)依墨脱地区的气候、植被及鸟类的区系组成,墨脱鸟类的垂直分布可分 3个带

谱。 海拔 1,100米 以下的地区为热带季雨林带,大部分热带种类出现于本带,种类繁多 ,

数量也较丰富。 海拔 1100-2600米为亚热带常绿阔叶林带,本区分布有栖息于海拔较

高的东洋界的种类,一些典型的亚热带鸟类 即分 布于 此。 海拔 2600-4000米 为 山地

针阔混交林、针叶林带 ,这里栖息的鸟类有东洋界的种类,亦有些古北界的种类,海拔

4,000米 以上均为古北界的种类,这些古北界的种类多是由喜马拉雅山北坡侵人的。本带

应为东洋界与古北界的过渡地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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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VIFAUNA OF MEDOG REGION,XIzANG

Wang zuxiarlg

(加
·ot″I↓邵r Pzα 扌匆.u rmsti切‘

`e oF Bio7′
9夕v,zcc(lemid sl,tt‘ c)

Tw·o avifaunal surveys were Carried out i1】 1973a卫 d1977 in Medog region,X∶izallg,

A.ltogether 76 sipeCies of birds were colleCted, belonging to 2‘ 1 falllilies al∶ ld 11 orders,

Among them,38 spOOies are new reOords for Xizang(oF w△ich 16 speCies were reported

in other papers by the author),10 st】 bspecies are 11ew record.s for Cllina.

0.f the 76 species collected there are 67 0riental species, occupying 899b of thO

total nunlber of species in 1red。 g.  ′rhe iPalearctic species are only three in ntllllber,

飞氵hile the endelnic,widely distributed and the avifaunally ullcertain species are only 2

ill number respectively. 21pparently, the C)riental conlpo11ents are domi∶ rlant.

△Iedog region has an a、 nfauna similar to that of`runnan,sicbuan,|Burn1a and India,

70 speCies occurri△ lg in Medog are als.o ￡ound in India,about 929b of the total species

of lIedog.

Coluparing the|lvifauna 。flˇIedog with that of southern slopes of Qolnolanglna,

o】lly 18%species of tbe forliller are Found in the latter region, ′
rllis sh。ws that△Ⅰedog

has more of七 he Oriental colnponents.

In accordance·w·ith the diFfererlces in clilllate  and vegetation,  the avifauna of

Mcdog may be divided lllto three zones: 1)zone of tropical rmn fores诋 (below 1,100m)”

nlost tropical species are ￡ound to bccur here.  2)  zone of subtropical broad-leaved
evergreen forests (1,100-2,600), in、 vbich sollle tvpical subtropical species are distri~

buted. 3)  z· one o￡ n△ontan~e coniferous, brOad-leavcd.and  con.iferous Inixed~ forests
(2,600——4,000 In),with both oriental and P.alearctic species,regarded~as the transitianal

zon.e of tbe C)rielltal reallll and the]Palearctic real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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