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 8集

】988年 12月

高原生物 学集 刊

^CTA Bi0LOCICA PLATEAU SINIC^

No~8

】∶)ec., 】988

红耳鹎的一新亚种一 墨脱亚种
水

李 德 浩  王祖 祥
(中 国科学院西北高原生物研究所)

1973、 1977年先后2次在西藏进行鸟类考察期间,在喜马拉雅山南坡墨脱县采到红

耳鹎标本 10余号,系西藏鸟类新纪录,经与相邻地医亚种相对比,见有明显区别,在编写

西藏鸟类志时,因 文献不全,未作定论,仅指出了木同点,而仍按云南亚种 Pyc″。″o‘”

`@ˉCo‘″‘″0″ |Co`σ 写人志内,现经查阅有关文献后确认是1新亚种,特描记于后。

红耳鸨垦脱亚种 pycnon。“:Joco。口3m0f口 o‘nBJB,新亚种

正模标本 雄性成鸟(采集号:77283)1977年 7月 27日 采于西藏墨脱县背崩,海拔

900米。

副模标本  5只雄性成鸟(采集号:77264、 77310、 77315、 M434,M463),4只 雌性

成鸟(采集号:77274、 M426,M425,M427),分别采于 1973年 7月 20日 一28日 和 1977

年 7月 22日 一 8月 1日 ,采 自墨脱县背崩和马尼翁(海拔为 900、 1100米 )。

所有模式标本均收藏于中国科学院西北高原生物研究所鸟类标本室。

红耳鹎全世界共有 9个亚种 ,除 2个有争议的亚种 P.`,p绍″彻J‘ 和 P.`,加氵
`9口

″口̄

7);‘ 外 ,还有 7个亚种 ,主要分布在中国南部及南亚各国。我们提出的新亚种分布最邻近

的是云南亚种,在国内它主要分布于云南西部、南部西双版纳及东南部,广西西南部。国

外记录于不丹、印度阿萨姆东部及北方邦等海拔不高的浅丘地区及缅甸北部和掸 邦等。

因此,重点对比了与云南亚种的区别 ,发现它们有下列不同(雌雄相似)。

1.新亚种  上体(头顶除外)呈暗褐色,不沾栗红 ;云 南亚种呈栗褐色。

2.新亚种  下体几丝亮白色,不染淡棕色 ;云南亚种下体不呈丝亮白色,而呈乳黄

白色。

3.新亚种  领状斑深黑色;云南亚种领状斑暗褐色,斑下缘呈棕褐色。

4.最 为突出的是新亚种眼下方的羽簇小斑呈深红色,红斑亦稍小;云南亚种显著呈鲜

红色,斑块亦大些。

幼乌  所得幼鸟采于 1977年 7月 31日 ,背部羽色棕栗褐色,极似贵州、广东、广西

西南部分布的 P.`.″四9访。′口幼体,头部、颧纹和胸侧的领状斑不似成鸟均为深黑色,而

呈暗褐或浅黑;羽衣松散;无眼下方的红色羽簇小斑;尾下覆羽橘黄,不似成鸟呈绯红色,

本文 1986年 12月 8日 收射。
·承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黄州博物馆、广东昆虫所提供查对标本,仅此致谢。

· 73 :



其余部分和成体相似。

正模标本护

,护护

副摸标本 4??

I货度   (量 度单位为毫米、衡度为克 )

体重    全长    喈聋    翘    尾

34        187         16        89        91

33.2      191.4       14.7      88.5      9I.6

(30-36)  (178-200)  (14-16)  (84-91)  (85-98)

32.2        184       14.2      85.1      86.4

(30-36) (178-195) (13-15) (82-87) (81-91)

时班

22

23.6

(22-25)

21.5

(21-22)

2385

生态 Ali等 (1971)曾 记载 Pi.″。7B|corJ与黑喉红臀鹎 (P.co`″ )在米什米山

(Mishmi hills)成 混群活动,并集成 100只 以上的大群,是为当地的优势种,在墨脱的新

亚种未见有与其它鸟种混群活动现象,数量一般,多 3-5只或成对或单个活动,每小时遇

见频次为 1-2只。常见活动于比较开阔的地方,如路旁、农田、村合近旁的小片农灌环

境,房舍周围孤立的大树上,但似不进人稠密的森林中,7月下旬采的雄鸟生殖腺相当

发育,最大的为9× 6毫米,小的也有 6× 4毫米,而且多见成对活动;7月 31日 网捕 1

幼鸟,7月 28日 在稻田埂 1探树上见 1对亲鸟带 4只幼鸟一起活动:7月 26日 采得 1正

在喂幼鸟的亲鸟,但只见 1只 ,亲鸟孵卵斑明显,卵巢中之卵泡最大的只有 2× 2毫米,似

已开始萎缩,这里鸟类一般在 ;月开始萦殖,所以红耳鹎似有 1年綮殖 2次的可能。

分布 仅采于墨脱县背崩和马尼绩;海拔 1300米的墨脱县城附近未曾见到,属热带

季雨林区。本新亚种分布区的东南部与 P,F,″ @″;co`c亚种分布区相邻接。

空i标衤
(1)P.J.″。:″ @。″‘‘F subsp.nov.全 部正模标本和副模标本。
(2)P.f.pyrr乃。r|‘ 没有标本对比,但根据文献描述,该亚种与 P.f.加‘c:r:“

`四
‘‘‘

很相似,但中央尾羽无白斑氵上体较淡,分布于尼泊尔特拉伊 (Terai)、 邓斯 (Duns)和

巴巴尔 (Bh曲3r)及印度比哈尔 (Bihar), 与我们新亚种之间为 monticola相隔离着。
(3)P.f.f。c。“‘26J J、 20♀ ♀,分别采自广东省连平、阳山、连县、从化、和平、三

水、大埔、高要、陆丰、乐昌、南沃、潮安、紫金等县,广西柳州。

(4)P,F.″。9:‘Jcofo 33 J J,90♀ ,分别采自云南勐海、勐河、勐混、勐腊、屏边、河

口、思茅、景东、龙陵等县,广西邕宁、靖西、上思,贵州罗甸、兴仁、安龙等县。

新亚种无全年各月分标本,查看标本包括了全年各月份标本及雌雄成幼体。

讨论 眼眶下缘的红色羽簇这一羽色形态,Deigana(1948)在 研究红耳鹎种下分

类中注意到了,把红色羽色明显较短、红色暗、嘴较强等作为他提出一个新亚种 P.F.祝 f-

“′″f的鉴别特征,并认为利用这些特征,很容易与其他各亚种区别开来。但我们没有此

亚种标本供作对比,不过此亚种分布在盂加拉湾东南部,印度的安达曼 (Andaman)群岛

南部和中部,即中安德曼岛和南安德曼岛,这种鸟羽色比较别致、鲜丽,^歌声悦耳,可作

笼鸟,并作为出口商品。 因此该种从南安德曼布莱尔港 (Po“ Blair)引 进到了尼科巴

(Nicobars),现在,在特林卡特 (Tinkat)和 卡莫尔塔 (Camorta)也 已发现,系留鸟。根

据原始描述,它的红斑也明显比其他亚种暗,和新亚种相似,但上体富于红褐色,红斑羽毛

较短,嘴较强等,但这些特征都不为我们新亚种所具有。

1护(幼 ) 3! 190 】3 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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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分布于我国广西东南、广东、贵州等地的 P.f.`。 c口‘9‘f与新亚种区别更大,前者

上体棕栗褐色,下体的白色沾更浓的污黄色,两胁的棕烟色较浓着。眼下耳羽簇红斑和云

南亚种一致。P.`.切 j″ :″
``‘

‘△ 目前是一个有争议的亚种,国内也无标本对比,故未考

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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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NEW sUBSPECIEs OF RED~WHISKERED BULBU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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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 our ornithological cxpcditi。 ns t。 iXizang, spccirncns of Pyc`,o`zo`″‘ `@cos:‘ s  Collcctcd
from Motuo are found t。  diffcr fron△ thosc fron1 Yunnan, 〈;uizhou, Guangxi, Guangdong. II1
making comparisons with specimens of othcr subspccics of Pyc刀 口刀o`防‘ `ocos″‘ and Chccking
ovcr all thc relevant litcraturc,、

`c llavc found thesc M。 tuo spcciincns to bc a ne“
` subspccies,

环
`hich 

、;`e proposc to nan1c as:

Pyc″ o刀 @``‘

`口

r0￡劣s勿 口
`锣

(9纟 ″‘订,subsp.nov.

Hol()typc;1d(fiCld no,77283)from Bcibcng on July 27,1977.

Paratypcs:⒌

'd,4♀
♀(fiCld no.77264,77274,77310,77315,M425,M426,M427,M463)

fron1 Bcibcng and Mani、 veng orl July 22 to August 1, 1973 and 1977.

All typc spccirncns arc dcpositcd iil N· orthu`cst Platcau Institute of Biology, Acadcmia,
Xining.

RcInarks: The distribution arca of thc ncw subspccics is closc t° that of thc P. ∫.″口刀-

``co`口
, but it diffcrs distinctly from the lattcr subspccics in thc following aspccts:

(1)  Thc coIoration of thc uppcrparts (cxpCct croW· n) is dark-brow.n, w.hercas in p. `.

`9:‘

)″

``r‘``d thc uppcrparts are dark ghCstnut brown.
(2) thc underparts arc silky whitc,not creamy,as in P.`.7,,o″

`访
@场 .

(3)  thc collar is dark black, not dark brown, as in p. 
∫. `″ @`,`氵 C口

`口

.

(4)  thc tufts bchind thc cyc arc distinctly dark criⅡ 必。n,、vhcrcas in P,`.勿.口″氵co`c they
are bright rcd.

1〉ktribution:· up to thc prcscnt, the ncW subspccics is only found in B.eibeng and Mani~

wcng,Motuo,Xizang.

spccinlcns cxarnincd:

'.`oco‘

″‘26J.J,2o♀♀collccted frα n Cuangxi and Cuangdong.

`, 

勿。″9″口
`c3⒉`(`,9♀

♀ collcctcd from Yunnan,Cuizhou,Cuangxi

`,勿

@`9‘ oo″ j,f type specimcns,collectcd from Motuo,Xiza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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