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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藏高原画鹛亚科 (】mc拓me)鸟类的
区域性分布及其地理类缘关系的探讨

米

李 德 浩

青藏高原是一个独立的地理单元,很多领域历来为中外科学家所瞩目。 在鸟类学方
面、有关它们的区系、分布、生物学、进而在区系历史和类缘关系诸方面 ,都是人们热衷的
探讨对象。

但是 ,多年来,能亲临考察者的为数不多,已 有的研究报告也多着重古北界的鸟类。近
年来对西藏进行了大量的工作 ,区 系资料有很大补充 ,特别是发现了很多东洋界鸟种。为
此 ,本文选择了画鹛亚科作为探讨对象。

用属于古北界特点的高原环境探讨这个类群的分布特点和地理类缘关系,无疑是很
有意义的。本文拟从三方面论述。

一、画鹛亚科鸟类在高原周缘的分布

为了比较全面认识这个类群与大高原的关系,先了解一下它们在周围边缘地区的分
布是必要的。

青藏高原地域广大 ,约 200万平方公里1),除
一些河谷及柴达木盆地外 ,海拔高度均在

3000米 以上 ,绝大部分在 4000米 以上。 高原周缘地区海拔较低,自 然条件迥然不同于高
原腹地,画鹛亚科鸟类的分布也因此呈现相应的规律,即除沿一些河谷可伸至较内部 ,如

长江上游可达青海玉树、称多等县,沿澜沧江上游可达昂欠、杂多及西藏了青、类鸟齐等

县 ,除此,均 基本上沿整个高原体周围呈一近似环形的分布。而在东北部,北部 ,这些显然

并不适应画鹛亚科鸟类生存的地方,仍有少数种分布,但比较特化 ,分布区也有较大的间

断,范 围亦随生境的局限而异。在东北缘,仅于祁连山东段及河西走廊的天祝、武威、弱

水、张掖、肃北、肃南、阿克赛等县记载有橙翅噪鹛(C″″切″
````o`哆

)、 山噪鹛 (C.汤漉D、

白 领 凤 鹛 (Y磁加
'镉

洳移砌 )、 山 鹛 (R乃 o`o`肪
`钐

‘

`收

初″‘”)、 文 须 雀 (P刀″锣
`石

c沙
`″

历 砌‘)

等适应于干、寒的种分布。 在高原北部毗邻的南疆境内,间断更大,只发现在罗布泊、若

羌、且未、皮山、喀什等地分布有山鹛和文须雀两种。它们是一类嘴形特化为粗厚、体形纤
小、体色浅淡、专门生活在芦苇环境中,以 剥离苇茎上生存的一些小形昆虫为食的鸟类。

牛本文初稿承夏武平教授、印象初副教授提供宝贵意见,谨此致谢。
1)未包括超出青海、西藏行政区划的高原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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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高原西北角,vauric(1959)提及曾检视到一只采自喀什的杂色噪鹛 (C· 刃法

o弘柳)标本,如果是可靠的话。,则噪鹛属的辐射分布就更具特殊的地理学意义了 。反

之,则说明噪鹛鸟类对干、寒环境的适应性是有限的。环状分布在这里经过帕米尔高原一
片大间断、直到苏联塔吉克,帕米尔西部,分布区才得到较完整的联接,自 此向南及东南,

沿喜马拉雅山,到横断山脉地区,则成相当完整的分布环线 (图 1)。

图1 画鹛亚科鸟类在青藏高原外周的环状分布
Fi8. 1 Ail aniluiar distribution round thc Qinghaiˉ Xizang plateau (l sho、 ving dispersion)

所以,青藏高原、显然对这群起源于热带地区的东洋界鸟类、有明显的阻障作用。当

然这种阻障作用是由高度起主导,伴随而出现的地理、物理和生物诸因素共同作用下实现

的。从而限制了它们只能沿着高原周围边缘分布 ,难以进人严酷的高原内部。

柴达木盆地的德令哈 ,诺木洪、阿拉尔 ,鸟图美仁也分布有文须雀,这是一个例外,它
需要从历史动物地理学去阐明,这里不宜涉及。

以上现象说明了高原对画鹛亚科鸟类分布的影响是深刻的,但同时也证明了 Farner

(1971)提出的在南亚这些鸟类是一个有突出适应辐射的类群的观点是可以接受的。

画鹛亚科在高原本体内的分布

在西藏高原上,共记录到面鹛亚科鸟种 58种 和 12亚种,占全国种总数 44.6%,仅次

于云南和四川。根据自然地理条件的差异和区系结构的特点,我们把它们划分成三个分

布地区 ,各有其该亚科的类群(图 2),从而帮助认识地理类缘关系问题和青藏高原动物区

1)我们判断不大可能有这种画鹛分布,vaufie也 持同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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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的起源。分区如下。

图 2 西藏高原圃鹇亚科的三个分布区

Fig. 2 Thiee distfibut1。 【lal dittricts of r`″
`'`,`″ 'r i:l Xizaog

1.喜马拉雅山地南翼

范围:吉隆河以东,沿喜马拉雅山南缘的狭窄地带、东界和张荣祖、赵肯堂 (1978)所

划喜马拉雅动物地理亚区的东界相吻合,即雅鲁藏布江大拐弯东南分水睛一线。

这里有排走本区大部份降水的众多大小河流,主要有苏斑希里河、卡门河、丹梅河、多

尔萨河、阿龙河、孙科西河、吉隆河等。这些河流在西藏境内谷地狭短、谷坡陡峻、高度变

化迅速 ,相 应植被变化也快 ,垂直分布集中,往往在几公里之内的植物垂直分布兼有热带、

温带和高山寒带的植被类型。

由于雅鲁藏布江大拐弯以下地区 ,地理位置在喜马拉雅山南坡 ,画鹛亚科鸟种与属北

坡以上河段有较大差异 ,故也划人本范围。

特点:依植被类型分区,属东喜马拉雅南翼河谷、季雨林、雨林区。境内多高山深谷 ,

南部边缘,地势渐趋平缓,最低谷地在海拔 200米以下。本区气候主要受西南季风控制 ,

有复杂多样的生态条件 ,各垂直带的主要植被类型交错、热带、亚热带至温带种类结合,混

生现象均存在。但植被的垂直分布仍比较明显。画鹛分布以在 1800米以下地区较多、这

里的代表树种有多种龙脑香 (DJ`″ orc厂

`″

‘spp· )和 滇榄 (cc″ cr″仞 f`r:C`“″)、 婆 罗树
(s杨

'幻 '汕
”

`o)、
大羽笔筒树 (s″ c″op″“防〃″°″私″c)、野芭蕉 (M″‘G况

`3:·

,。″色)等。

西藏高原画鹛亚科鸟种主要分布在这一区域、共 46种和亚科,占西藏画鹛亚科鸟类

总数的 65.7%左右。它们是:·

红嘴钩嘴鹛 (Po″ o`o'历
`7彡

/‘ r./`″绍切o‘仍)

/」

`鹪
君粤      (Po刀

``,gc P·
 P叨‘″′c)

斑翅鹩鹛  (s脚砌·″‘
`rog`。

匆
`°

扌洳‘Jo“″o)

金头穗鹛  (s幻砀yri c.‘ 汤̀
,●

6四 )

黑头穗鹛  (s,″
`grrepF co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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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冠噪鹛  (c″彬
`弼 `.`r″

剜。
`乃

″f)

条纹噪鹘  (C,j``· Jo协 ″移“)

(c.J.r`· a″沙̀
oo和 )

杂色噪鹛  (C.〃 ,彡‘‘̀
″
g″″‘)

眼纹噪鹛  (c.o,o“
``c`”

)

灰胁噪鹛  (G.r.rc召
`·

″
`d````)

粟颈噪鹛  (C.r″切″订)

细纹噪鹛  (c.`,`丿″的
`″

F)

(c. J. J″ 3汀 ca`仍‘)

纯色噪鹛  (c.s.5汤″
`,|co`o/)

黑顶噪鹛  (c,o.6ff‘ ″“)

(c.a,侈拗召
`cc)

红 头 噪 鹛   (C.cr,`加 o″

`屁 `″

。 ″氵g”″ ″
`仍

仍 )

银耳相思鸟 (Ldo枷″ n`· g召
`,`“ `,,'″

朗9:)

粟额斑翅鹛 ('r`j″ o沏/Gc.留四。′’’)

斑喉希鹛  (M氵″
`g‘

·‘
`″

g″九)

白眉雀鹛  (刀c:pp`〃 ,历″
`“

船)

('.″ .汕″〃沙,`″ ,J,)

黑头奇鹛  (Ffc″op汤“|c‘ cp,,`r″ c`″ gr`印‘)
(H,c.3渺

`c,y)
白项凤鹛  (y渤 J`,‘ 3欲″i)

纹喉凤鹛  (y.g,g″″i)

棕肛凤鹛  (y.。 .o“
```′

四′9s)                      。
′红嘴鸦雀  (Co″ of`o″ c CF″ o′姒″)

褐 鸦 雀    (P″ c劫 却
'″

” 仍刀‘9CoJo`· )

橙背鸦雀  (P.″ jp油刀f‘。rroro″〃″)

(P,″ .po″o`订 )

以上是只分布在这一地区的,下面还有 14种和亚种,除分而在这里外,在藏东南谷地

也有分布,它们是 :

棕颈钩嘴鹛 (Po″″o厂切″”
``‘
/幼″o‘ g。

`历
历)

鳞 胸 鹪 鹛   (PD`9印 绍 oo,d历 勿
`rr)

红头穗鹛  (s幻沾y`,J`· .r″ /`‘ 印‘)
红嘴相思鹛 (Ec‘

`加
‘
``“

″c r3`,P':口 )

红 翅 赠 鹛   (P″ '″
脑 /`口″j· rc`” ″四′′′”·o“

`·

i丿

纹头斑翅鹛 ('″氵″D励 rα ″.″印o`c刀弱)

火尾希鹛  (M’″
`oj.氵

g″ off″砌)

栗 头 雀 鹛   (刀 ″

``纟

c,″ ″ F仍 句 咖 狃 印 了)

高山雀鹛  ('.‘
`r:α ``Co〃

i)

褐 头 雀 鹛   (',c,刀 F`rJC印‘ J仍

`Jo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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丽色奇鹛  (H″″o`拓‘纪

`刀

‘拓″o)

黄颈凤鹛  (y渤
``,o/./`￠

″
'o″

订)

黄额鸦雀  (Pα rc`or。
`·

″rr刀″|r/口” c杨 y“″″,`‘)

红头鸦雀  (P.r./‘‘/,c印‘)

这一地区列示以上鸟类,有一个很重要的现象在后面的讨论中还会提到,就是它们不
具西藏高原地区性特点,所有的种和亚种,除高山雀鹛外,都同样存在于南亚次大陆的山
地 (包括尼泊尔、锡金、不丹)、 就连高山雀鹛,Ali(1972)也 认为在印度东北省分可能有
分布。换句话说,在西藏喜马拉雅山南坡所分布的画鹛亚科鸟种,实际上是它们从南亚次
大陆向北延伸而进人高山的区系,同时说明它们分布范围内的环境与世居地无多大差异,

新环境不足以使这些扩布来的鸟种,发生适应性的地理变异,从 而分化出不同的种和亚
种。

因此 ,虽 然西藏高原是大家所公认的许多物种的起源中心,但我们认为以画鹛亚科而

论 ,比较确切的起源地方 ,估计是南亚次大陆接近西藏高原那些相对孤立成岛状山地 ,而

不是喜马拉雅南坡坡面。不过,我们同意 Ripley(1981)提出的
“
喜马拉雅山的坡面 (指

南坡)是较热地带进化的鸟种所栖息的地方
”
的看法。

2.串东南谷地

范围:这是北以念青唐古拉山,南以喜马拉雅山平行夹持的一个广阔谷地 ;上起于拉

孜 ,下至雅鲁藏布江大拐弯以上流域。

特点:按植被类型分两个区。

(I)东喜马拉雅北翼 ,云 、冷杉林,高 山松林区。

雅鲁藏布江自西向东流经本区,其著名的大支流泊龙藏布、易贡藏布、尼洋河均位于

本区。印度洋暧湿的西南气流可沿江北上 ,对本区气候影响极大,使这里气候温暖 ,湿
润。

在 2500米以下,分布有通麦栎 (o〃 /御‘
`″

″g勿ci印亦)、 竹子等组成的常绿阔叶林;

2500米 以上,4000米以下则为高山松 (PJ,,“‘
`c″

“
`J)和

乔松 (P.grir/勃订〉、喜马拉雅

冷杉 ('沙打 印‘·c`口历′打)林等。易贡、通麦一带局部河谷阶地 ,分布有喜马拉雅柏木 (C印
'-

C,C叨‘
'0切

“色)疏林、云、冷杉林破坏后的地段,常生长有山杨及粗皮桦 (&砌 Jo″石协)林。
(2)雅鲁藏布江中游及其支流— 拉萨河,年楚河、南木林河和惹喀藏布等河流的广

大流域。暖湿的西南季风气流已难到达。画鹛亚科生存条件很窄,仅在宽阔河谷滩中的

灌丛地方,主要为旱生的西藏狼牙刺 (so″ o'o″ oorCr0/腕 ″o)藏沙棘 (ri‘ppo″σc扬纟
`9cc)

等旱生灌丛。

属这一地区类群的种和亚种数不到第一个类群的一半,只有24种和亚种,占整个西藏

画鹛亚科鸟类的 34.3%,它 们是:

棕颈钩嘴鹛 (P。″c`o/″″″‘厂办汤″ig朗历″i)

鳞 胸 鹪 鹛   (Po″ 印 夕驷 口· 6历 〃F刀 比
`·

)

红头穗鹛  (s`or抑 rr r.7“rr印‘)

白喉噪鹛  (C″r″cr c,幽昭″cr‘‘〉

大噪鹛   (C.″口“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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灰腹噪鹛  (C.汤 .加″/:c:)

红 嘴 相 思 鸟  (L巴 o” 9切 J防砌 ra``Pygo)

火尾绿鹛  (M'″ o'″‘p”·/杨″幻)

红翅赠鹛  (P″
'″
”加 /拓俯mp“ ″a″

'-ro‘

″订)

淡 绿 鸭 鸦  ,(P.:.抑 刀
`扔

r乃

`or邡
)

纹头斑翅鹛 (加″″耐″c刀 .″pg‰砧)

斑喉希鹛  (M切
`o‘

.助昭″′o)

火尾希鹛  (ar.J,`g`,。
```,C`‘

;)

栗头雀鹛  ('历″纟r.c”幻″″p‘ )

高山雀鹛  ('.‘″Jc`扬

`JB‘

)

褐头雀鹛  ('.田″彻″p‘

`。`Jo`″

‘)

丽色奇鹛  (H幽 ro″u砌 幽 汤)

黄 颈 凤 鹛   α 磁 J柳 y.fJc泫。JJ,‘ )

黄 额 鸦 雀   (P″ 朗诎 or″订

`“

切,//。″‘c屁y″

`召

″‘,‘)

上例各种和亚种,也同时见于第一和第三分布区,故这一类群表现成份相当混杂,可

以说这一类群实质上是第一和第三区域共有成分组成的一个复合体。

在这里可以看出,虽然喜马拉雅山巨大阻障作用,似乎形成了一个相对孤立的谷地环

境 ,但画鹛亚科种类上并无相应的特色,这是很有意义的现象。目前 ,发现仅分布于此的 ,

只有 3.″ .`口仍o亚种,斑喉希鹛很特别,:M.‘ .″″″a`F″“ 亚种分布于四川、云南,在西

藏仅在易贡发现,估计它的分布还会出现在西藏东部和东南部,只是尚未采到。

3.t东高山快谷区

范围: 西起唐古拉山和念青唐古拉山间的索县一丁青一类乌齐、向南经然鸟接第一

个区域的东界,即雅鲁藏布江大拐弯东南分水嵴一线以东地区,相 当于笔者(1981)曾 提出

的西藏高原东缘。

特点:本区域即是青藏高原东南部的横断山脉地区,地势西北高 ,基准面约在4000-

4500米 ,东南低在 3000米左右。金沙江、澜沧江、怒江及其支流在南部并行 ,几呈南北走

向,北部河谷高 3600米 ,南部 1800米。

在植被类型上属高原东南部山地寒湿性针叶林区域。 由于地貌类型复杂,地型切割

强烈,不仅有温暖湿润的深切峡谷,而且有寒冷风大干旱的耸立高山。所以,这里的植被

既表现出明显的水平分布规律,又具有独特的垂直带分布特征。在河谷阶地、峡谷下部、

有分布普遍的白刺花 (so`乃 o,· O″
`‘ `9ro`,。

)灌丛,3000米 以上,主 要植被类型为寒温性阴暗

针叶林,即 冷杉林,云杉林及圆柏疏林。北纬 30° 以南的山坡上,还分布有川滇高山栎
(o″ F″ z‘ cc￠″和Jm磁·‘)林、黄背栎 (p.、。″″o‘c)林。高原边缘的山地下部及雅鲁藏布江

大拐弯以北,还发育有壳斗科为主的常绿阔叶林。林线以上均出现高山杜鹃灌丛和高山

草甸。

这里统计和采集到的画鹛亚科鸟种为 13种和亚种,种类数是三个区中最少的,只 占

整个西藏该亚科的 18.5%,但相对局限分布在这里的种,远比藏东南谷地多,有的还是青

藏高原和我国的特有种(注有来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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锈 脸 钩 嘴 鹛  (Po″ c`油″‘″”加ogc`眇

`FcgrJc`)矛纹草鹛+ 0油of`口
`,reoJ。 `″

‘,J`″dJo`,)

棕草鹛+  (B,t.和‘
`。

历)

(B.t.`″口“叼“F)

灰 翅 噪 鹛   (Cc″ ″J四 分″″m咧 ‘
`'c″

多的 )

白颊噪鹛  (C,fo″″om″△) .
灰腹噪鹛· (C.汤 .g'″

`c`,亦
)

橙 翅 噪 鹛
· (C.dJID`J杨 ″o汀Pero)

黑颏凤鹛  (y″乃‘
`,‘

″,g`,″
``咖

″ ,`:`●

`仞
″|c〉

同时在第二个区域分布的,有以下四种鸟。

棕颈钩嘴鹛 (Po″″m煸咖 ″
/‘
。oJJ‘ go`″切j)

大 噪 鹛    (C山 rr″J:or勿咖 仞 町 )

灰腹噪鹛  (C.乃 .拓″o)
高 山 雀 鹛   (刀 JPPF orrj彷 loJJ‘F)

从上列诸种可以看到一个重要的现象,即本区类群中和喜马拉雅山南翼类群不存在

共有种。                          i.

三、类缘关系及其动物地理学分析

通过以上对西藏画鹛亚科鸟类分布的分析,可 以看到它们的地理类缘关系,归纳为:

(1)喜马拉雅山地南翼,表现为南亚次大陆成分的延伸分布。 (2)藏 东南谷地 ,表现为南

亚次大陆成分和我国西南山地区系成分中一些种(亚种)的扩展,迁移(包括垂直迁移)而

组成的复合体(在夏季种类更丰富)。 (3)藏 东高山峡谷区是西南山地区系成分的延伸,但

不同于第一个类型,不完全是由原亚种从世居地单纯扩布而来,而替代以新分化出的亚

种,如棕颈钩嘴鹛、锈脸钩嘴鹛、矛纹草鹛、橙翅噪鹛等便是例证。

下面 ,我们再回头来讨论分析形成这样的区系的一般原因。很明显,三类群并非孤立

的,除 了它们在区系组成上的紧密联系外 ,在地理上也有着共同特点。这是由于它们都同

高原和伴随形成的山脉相联系。 因为我们知道,雀形目鸟类是从第三纪始新世才开始发

生和发展起来的。 所以它们的分布特点和进化过程是代表了白垩纪、第三纪上新世和更

新世时期持续至今的强烈造山运动和隆起过程的反映。

对第一个区域 ,大陆漂移学说认为:南亚次大陆在古时处于很远的南方、在白垩纪初

期,由非洲分出,即 岗瓦纳古陆,向东北漂移,大约在始新世(或后)才与亚洲相连 ,在连合

后,仍 继续北移 ,大陆地壳不能俯冲下去 ,受到挤压,造成了构造复杂,巍巍峨峨的喜马拉

雅山脉。徐仁 (1973)照此见解,所以喜马拉雅山地实际上是印度板块的组成部分。这亦

为徐仁(1973)在珠峰北 30余公里的沃鲁洛发现的几种舌羊齿植物(c`o“oP`仍“o勿″″
`9`F,

sP肪″。
`″

”c/乃″″g拓该,P″oP″ i sp·)得到证实,并推测这个区域可能代表已知岗瓦纳

大陆的最北边区,或许是接近岗瓦纳古陆的北缘。

因此,从上述地质历史的渊源来看,它的鸟类区系历史一定会受到这种关系的制约。

虽然其后还经历了漫长、复杂的发展历史、如第四纪冰川问题。总之 ,这个现象的出现,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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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上的毗邻是很易理解的原因。

另外 ,画鹛鸟类,普 遍具有垂直迁移的习性 ,海拔高度引起的生活环境的改变,只能影

响它们迁移的深度 ,而对它们并不构成持续地选择性压力,因此,这些鸟种进人西藏喜马

拉雅山地而无一不同亚种存在,就不难解释了。

藏东南谷地: 由于喜马拉雅山脉巨大屏障作用,给山脉北翼区域的影响是深刻的。

仅以降水量为例,处于南翼的墨脱(海拔 800米左右),降水量 935毫米,两地水平距离不

到 90公里,一山之隔降水量相差一倍以上 ,往西地区更明显 ,如拉萨只有 453毫米。植被

面貌更是两异,已 如前述。所以,在藏东南谷地具有一定独立性情况下 ,按理当有——些特

有的鸟种出现 ,但事实并非如此 ,亚属一级的特有成份一个也没有 ,只有两个种一级的,即

大草鹛和灰腹噪鹛。

然而 ,我们却看到了存在多种与南亚次大陆和西南山地共有的种类 ,对这种现象我们

的解释是: 由于雅鲁藏布江河谷给南亚次大陆鸟类迁移提供了通道作用 (包括季节性迁

移)。 如红头穗鹛、白喉噪鹛、条纹噪鹛、红头噪鹛、红嘴相思鸟等 16种之多能分布到紧邻

雅鲁藏布江大拐弯一带的通麦、东久、扎木、林芝、米林等地。 至于西南山地鸟种的进人 ,

自然是因为地理上的毗邻。

大草鹛是本区特有的 ,分布也很局限 ,并在此分为两个亚种,曲 水以上属 B,″ .`°″o

亚种,以下属 B.″ .`〃 c``″

``亚
种,从这点可以看出藏东南谷地东西两段环境上的差异

是比较明显的 ,(前面我们已分为两个植被类型讨论过了)。 不过 ,我们推测大草鹛的起源

地不一定是藏东南谷地 ,其理由是:考虑到整个草鹛属共三个种 (7个亚种)— 大草鹛、

棕草鹛、矛纹草鹛、都分布在横断山脉地区(除个别亚种离得远一些 ,如矛纹草鹛华南亚种

B.J,`″o″汕犭)。 按现在判定分布中心或起源中心比较流行的观点,大草鹛的起源历史应

该说是和横断山脉这一地理环境有关的。

藏东峡谷区:前已述及,藏东峡谷区是横断山脉的一部分、所以它的区系成分和西南

山地自然有密切的直接关系,但却是处于边缘地带了,如棕颈钩嘴鹛 ,世界上有 14个亚种

(Ho″″
`,1980)我

国分布 8种 (郑作新 1976),在 本区只有单一的 P,7.8o`历″J亚种 ,

分布最西的一个亚种,其它,象锈脸钩嘴鹛也有类似的情况。据郑作新 (1962)研 究推测,

它们的分布或起源中心是在横断山脉地区。无疑这里分布的棕颈钩嘴鹛(P.r.go`‘o,″ ,)。

亚种、锈脸钩嘴鹛 (P.F.洳钩″
`占

)亚种、矛纹草鹛 (B.`,况″幻
`o″

)亚种、橙翅噪鹛

(c.c,杨″or‘

`砌
)亚种,都可看作是从分布中心向西扩布的例子。

灰腹噪鹛 ,是西藏高原的另一个特有种 ,在以前,一直把它当作稀有种看待,但以后在

苏斑希里河和雅鲁藏布江谷地发现它们是很普遍的,成为突出的优势种。Ludlow(1944)

认为,这个种的真正的
“
家
》
是在西藏东南部。通过近几年来我们考察后也发现这个种不

仅分布广,而且数量也很大,经在然乌、札木、易贡、林芝、朗县等地观察统计,每小时遇

见率多达 25只以上。集成小群活动。但分布区的边缘地方、如丁青、类乌齐仍是稀少的。

另外,后来在聂拉木也发现了它(钱燕文 1974),这就纠正了 Ludl。w(1944)认为这种

鸟绝不出现在西藏西南部的认识。不过,这是否是在近些年迅急繁殖起来的一个种呢?

尚值得探讨。从目前看、该种现在尚未越出西藏高原。。

l)我们在‘西藏东南部地区的鸟类
’
一文中误sl灰腹嗓铟分布到印度阿萨姆德祖、萨底亚是不对的,顺便更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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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笔者等(1978)在桑昂曲的古琴发现灰腹噪鹛一个新亚种。它在生活习性和形态
特征等方面都极近似橙翅噪鹛 ,以致很容易被误认为是灰腹噪鹛和橙翅噪鹛的杂交类型 ,

但是,在桑昂,曲 并没有发现我们现在已作为指名亚种的灰腹噪鹛分布 ,所以杂交类型的可
能性是不存在的,应是灰腹噪鹛的另一个亚种。由此,引 起了我们产生这样一个推测,即
灰腹噪鹛与橙翅噪鹛起源于一个共同的祖种 ,其祖种起源于横断山脉,尔后向西,向海拔

稍低的雅鲁藏布江谷地扩散,历经演化发展,形成了现生的鸟种,并进一步分化成两个亚

种,两个亚种的繁盛情况并不一样 ,指名亚种远为繁盛。从灰腹噪鹛和橙翅噪鹛的分布区
来看,它们有重叠现象,但很窄,换句话说,虽 然它们是两个独立的种,但地理上还存在相
当的隔离现象 (图 3)。

囝

龟

图 3 示灰腹噪鹛和橙翅噪鹛分布的重叠情况

Fig. 3 .I· he overlap distribution oI C. 乃F″/犭r|and C. ````口 幻
`

1. C. 召
```。

`|`2. (J,乃
F勿 /`‘氵

我们推测 ,它们达到种一级的分化可能历史不长 ,因 为 ,一般说来 ,如果有一个较长时

间的话 ,这些独立种可以互相自由交流而形成较大的重叠区的。

关于藏东峡谷区的鸟类,Ripley(1981)认 为
“
它们都同印度鸟种有着亲缘关系⋯⋯

,

是从南亚动物区系变过来的⋯⋯,明 白属于印度支那亚区
”
。通过以上的分析,我们认为

藏东峡谷区鸟类区系的亲缘关系,似应判定与横断山脉更密切 ,即 由古老的横断山脉鸟类

区系变过来的。

还有几种鸟的动物地理学现象 ,是很有意义的,值得提及。

棕颈钩嘴鹛(Po″色
`o`拓

″″s″叨肪喈
`侈
`f go`历

`″
)雀鹛属的(刀 r``″ f`″″″″

`‘

′钌刀。″;)

纹头斑翅鹛 (/″扬@`″色″.″
`c`'″

‘
`s)亚种和黑顶噪鹛 (C‘ J`r钌九″a.。 /″例)黑 头奇鹛

(″出
`·

叨 洳o rGP订″“幻)仅见于尼泊尔、不丹和我国西藏紧邻的错那、聂拉木和吉隆地
方,那是属于喜马拉雅山区比较偏僻的地方,不见于印度。

'

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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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类 ,既不见于印度 ,亦未在我国西藏发现分布 ,如 sp晶∞r″氵‘r仍″冼勿‘和 Co″切 咖

‘
`″

@/C‘ ‘饮尺,″9〃

`9,“
局限分布于尼泊尔、锡金、不丹 r〃

'″
。氵拓f`,``@`绍了阝 仅分布于尼泊尔中

部和西部。

以上例子说明 ,在喜马拉雅山区也存在少数与印度区系不同的种类 ,但它们的特点是

局限在较高的山国— 尼泊尔、锡金、不丹。由此看出,不同高度和地理隔离的环境 ,也可

成为一些种演化发展的客观因素 ,但这种情况远不如喜马拉雅山东西方向明显 ,我们注意

到了大多数多型种是以这个山系的东西方向分化出现的 (图 4,5)。 这是值得注意的。

小    结

(1)本文以东洋界的代表鸟类之一,画鹛亚科 (r扬c汤″″)在西藏高原上的区系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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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进行了地理分布特征和地理类缘关系的分析。

(2)经对比研究,发现它们主要沿青藏高原周围成一个近似环形的分布。 东北缘和

北缘有较大间断。整个分布既反映了画鹛亚科鸟类是适应辐射相当强的一个鸟 类类群 ,

又说明了青藏高原内部严酷的自然条件仍使众多鸟种分布受到限制。高原的地理阻障作

用是明显的。

(3)经对各自然区鸟类区系成份分析 ,作者提出了三个分布区类型,并以此对三个区

鸟种地理类缘关系进行了阐述。 认为:0喜马拉雅山地南翼,表现为南亚次大陆成份的

延伸分布;②藏东南谷地,表现为南亚次大陆区系成份和我国西南山地区系成份中一些

种和亚种的扩展、迁移(包括垂直迁移)而组成的复和体;③藏东高山峡谷区,是西南山地

区系成份的延伸、扩布。但有亚种替代现象。

(4)三个分布区类群不是孤立的,在喜马拉雅山地南翼和藏东南谷地间、藏东南谷地

和藏东高山峡谷区之间,均 各有不同数量的共有种存在。这种联系,自 然是和地理上的毗

邻分不开的。而它们之间的差异 ,作者认为除了三个地区本身有不同的自然地理条件外 ,

还受画鹛亚科鸟种的起源中心或分布中心的地理位置影响。

(5)西藏高原被人们公认是许多动物种的起源中心,但以画鹛亚科鸟类今天的分布

模式而论 ,它们的起源中心最有可能的仍是高原边缘地区 ,即西南山地和南亚次大陆接近

喜马拉雅山南坡那些相对孤立成岛状山地的生态小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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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 ,文章还指出了这里一些鸟种的亚种分化情况、表现出沿喜马拉雅山东西方向多
型种特别丰富 ,这是一个很有意义的现象 ,如深人探讨 ,有助于认识鸟类区系形成和演化
历史。

另外 ,对几种基本局限分布在尼泊尔、不丹、锡金的鸟种 ,由 于不在我国西藏或印度出
现(或仅仅在紧邻地区),对此,作了简单的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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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THE zONAL DISTRIBUT【 oN AND GEOGRAPHIcAL
RELATIONSHIP OF TIMALI1D SPECIES FROlMi

X1zANG PLATEAU

Li Deha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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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llb￡ alnily ′I’ inlalii△lae is onc of the representative groups of the O· rielltal realin.

tplle study on the distributional patterlls o￡ this group ol∶l Xizang plateau conduces to the

llllderstanding of solue peculiar relatiolls bet、 veen tllis tropical original group a11d the

ellvironlllent o上 thO plateau, lvhich is quite interesting in expoun(ling the feature and

cvolutio11ary history o￡ the avifaulla of Qingllai~Xizang plateau.

T)le present study is irlcluding three parts;

1.  An allnular distribution.ex.isting round the plateau.

The distribution a】ld radiatioll of Timaliinae in Qingllai-Xizang plateau is closely

1·elatiVe to the plateau’s uplift,  -A.b° ut 80% oF the total species and subspecies oF the

group are dispersed over its rill∶ l regions,sho、·
illg an a∶ [lnular distribution, iⅡ |owever thi旬

`!nnular distribution is discolltil∶
luous at sozn.e plaOes in 111e Nˉ orth of N· ortheastern(ainghai-

Xizang p· lateaˉu.

2,  irhe distrlbution in the hinterland of iX∶ izallh plateau ulay be divided i.nto three

districts.

1st.southerll slope of the Himalayas.Here Fortyˉ nine species and subspeci∞ are

commoil to those of southern Asia,。 ccupying l⒒ ore than 90%.It is showing that these

bir(ls have been stretched fro∶匹l southern Asia.

21)d. Basin of tlle southeast∶ Xizang, ′rhe c。lnponellts oF aVifoulla in this district

a1· e very colllplicited,  1Ially speci(殉 |and subspecies tlre also found in the 1st or 3rd

distri(比 s,

3rd, .Alpine gorge zone of the East iXizang.

`rhe avi.Fauna conlpollents of Tin△ aliid ill the district are closely related to the Irengˉ

duall Inountain ranges of our country.

3.  For the geog· raphical relati。 n~ships of the 3 districts.  `Ve Considered that the

avifauna(Timaliinae)of Xizang have Come from two on婴 :rls,one from south Asia

tllat is t11e sout11 slope o￡ ∶Hlnlalayas, The other frolll soutll-western China, that is the

Alpine gorge district.IPhere are not any commoll species and subspeci喵 ln above two

areas.  
′
rbe avifaulla of the district of sotltheast iXiizang basin is a lrlixed° ne frOI11 tlle

tWo origins.

Bcsides,two distributional situations lnust be put forlvard;

Ilhe lst sho,氵 n that the ditlibution.of solm~e birds is only confinillg to Nepal,Butan,

sikkilll and llavi∶【lg Ⅱo occurenCe ill Xizang and India,for exal∶ 【lples,`sp召 :@e‘ )rm讠sc″仍‘Fc~

`″

s,(Jnr,·铋7仃rs. s氵 11o,`Ic,t、sfs, △
·
)t氵

,·do.jJcs勿 jp日 氵rmsfs alld so on. Tlle 2Ild Condition exhi~

bits tlleir distribution con11niug to 1(epal an(l ∶X∶izallg, not￡ oˉund in I1∶ldia, for examp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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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Irr仍比￠画.6r′拓js.

IIaving allalysed the above-luelltio【 led species alld subspecies and their features, w.e

Co∶【lsider that there lnay· be a relative17· independent evolutioll oF avifa·una in.this are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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