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收稿日期：２０１３－０２－０５

修回日期：２０１３－０３－２０

作者简介：赵 东 东（１９８６－），男，硕 士 研 究 生，主 要 从 事 动 物 资 源 保 护

研究。

＊广 西 自 然 科 学 基 金 北 部 湾 重 大 专 项 项 目（２０１０ＧＸＮＳＦＥ０１３００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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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西鸟类新记录：高山兀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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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２０１３年１月２日于广西北海市冠头岭观察并拍摄到一种鸟类，经 鉴 定 为 高 山 兀 鹫（Ｇｙｐｓ　ｈｉｍａｌａｙｅｎｓｉｓ），

为广西鸟类分布新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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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０１３年１月２日，作者在广西北海 市 冠 头 岭 海

边（Ｅ：１０９°４′４０″，Ｎ：２１°２６′１９″）的１棵柳叶榕（Ｆｉｃｕｓ
ｂｅｎｊａｍｉｎａ）上拍摄 到 一 种 大 型 隼 形 目 猛 禽，根 据 观

察及所 拍 摄 照 片（图１），确 认 为 高 山 兀 鹫（Ｇｙｐｓ
ｈｉｍａｌａｙｅｎｓｉｓ）。查阅 以 往 有 关 物 种 文 献 资 料［１～４］，
确定该鸟为广西鸟类分布新记录，现报道如下。

　　高山兀鹫属于隼形目（Ｆａｌｃｏｎｉｆｏｒｍｅｓ）鹰科（Ａｃ－
ｃｉｐｉｔｒｉｄａｅ）［２］。这是 一 种 大 型 猛 禽，体 长 通 常 为１２０
～１５０ｃｍ。头和颈裸露，稀疏地被有少数黄色或白色

像头发一样的绒羽，颈基部长的羽簇呈披针形，淡皮

黄色或黄褐色［４］。根据文献资料以及我们本次观察，
该个体上体和翅上覆羽淡黄褐色，飞羽黑色。下体淡

白色或淡皮黄褐色，飞翔时淡色的下体和黑色的翅形

成鲜明对照，飞行显得甚缓慢。翼尖而长，略向上扬。

　　高山兀鹫在中国主要分布于西部和西南部，在甘

肃西北部的武威和西部的岷山，青海祁连山、宁夏、四
川北部松潘和理塘、西藏南部和喜马拉雅山地区、云

南西双版纳和新疆天山等地有分布记录。国外分布

于阿富汗、中亚的塔吉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和印度

北部［４～６］。该物种无亚种分化。

图１　高山兀鹫

Ｆｉｇ．１　Ｇｙｐｓ　ｈｉｍａｌａｙｅｎｓｉｓ
Ａ：静栖状态；Ｂ：飞翔状态

Ａ：Ｒｅｓｔｉｎｇ　ｓｔａｔｅ；Ｂ：Ｆｌｙｉｎｇ　ｓｔａｔｅ．
　　高山兀鹫通常于高空翱翔，有时结小群活动，或

停栖于多岩峭壁。栖息于高山和高原地区，常在高山

森林上部苔原森林地带或高原草地、荒漠和岩石地带

活动，或是在高空翱翔，或是成群栖息于地上或岩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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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３，４］。高山兀鹫主要以腐肉和尸体为食，一般不攻

击活动物。在食物贫乏和极其饥饿的情况下，有时也

吃蛙、蜥蜴、鸟类、小型兽类以及大型甲虫和蝗虫。

　　高山兀鹫数量稀少，已列入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

物名录，属国家二级保护动物。

　　北海地 处 北 部 湾 北 部，高 山 兀 鹫 冬 季 出 现 在 这

里，通常会被推测为可能是由于冷空气流动导致其迷

失方向而作为迷鸟飞来。考虑到２０１１年１２月，我们

曾在离北部湾很近的广西宁明县桐棉乡观察到高山

兀鹫（但是当时未能拍下照片），时隔一年，又在北海

发现此鸟，这一情况表明高山兀鹫出现在北部湾一带

可能不一定是迷鸟，这可能与全球气候变化以及鸟类

的响应有关，值得今后进一步监测。

　　高山兀鹫在广西的新发现，扩展了该鸟在中国的

已知分布区，可以为今后研究鸟类区系变化、全球气

候变化对鸟类分布的影响等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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