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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林雕鸮Bubo
 

nipalensis是栖息于海拔3
 

000
 

m以下常绿阔叶林和热带季雨林的罕见留鸟,目前在中国

的已知记录稀少。本研究报道了该种在西藏自治区墨脱县的首次记录。此外,本文对林雕鸮在国内的已知记

录也进行了梳理汇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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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藏自治区墨脱县地处东喜马拉雅山南麓,雅鲁

藏布江自北向南贯穿其全境。墨脱县地势北高南低,
以高山深谷地貌为主,喜马拉雅山、岗日嘎布山等高

大山脉阻隔了南下的寒流,印度洋暖湿气流顺着雅鲁

藏布江河谷北上,带来了充沛而优越的水热条件,使
得该县低海拔区域具有热带、亚热带湿润气候特点,
而且气候垂直变化极为明显。墨脱县拥有从热带季

雨林到高山冰缘植被的完整山地垂直植被带谱,为野

生生物的生存繁衍提供了丰富的栖息地类型[15]。墨

脱县属于全球36个生物多样性热点地区之一的喜马

拉雅山地,境内的雅鲁藏布大峡谷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被列为中国大陆的第148号重点鸟区,区域内鸟类多

样性丰富,鸟种垂直分布明显[3,4,69]。
  尽管区域内有着丰富而独特的鸟类多样性,墨脱

县的鸟类调查研究基础却较为薄弱,仅在20世纪70
年代至90年代末先后开展的中国科学院青藏高原综

合科学考察、南迦巴瓦峰登山综合科学考察及雅鲁藏

布大峡谷科学探险考察过程中,有中国鸟类研究人员

到墨脱县进行过鸟类标本采集及野外观察[1,3,1014]。
2013年10月31日扎墨公路全线建成通车为进入墨

脱县开展相关研究提供了便利条件。2014年至今,
在墨脱县境内已发现并报道了超过20种西藏自治区

鸟 类 新 记 录,丰 富 了 对 该 区 域 鸟 类 多 样 性 的

认识[1525]。
  据《中国鸟类分类与分布名录》[26],西藏自治区

已知分布有鸮形目Strigiformes鸱鸮科Strigidae鸟

类11种,目前对墨脱县境内分布的鸮类尚缺乏专门

研究。《西藏鸟类志》等记载了斑头鸺鹠Glaucidiu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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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uculoides在背崩乡的采集记录[3,12]。郭光普[27]推

测墨脱县内还分布有红角鸮Otus
 

sunia、雕鸮Bubo
 

bubo、灰林鸮Strix
 

aluco、纵纹腹小鸮Athene
 

noctua
和短耳鸮Asio

 

flammeus。刘锋等[28]报道了草鸮科

Tytonidae仓鸮Tyto
 

alba 在该县达木珞巴民族乡的

救护记录。2021年年末,笔者在墨脱县进行鸟类考

察的过程中观察记录到了林雕鸮Bubo
 

nipalensis,
现报道如下。

1 墨脱背崩乡的林雕鸮

  2021年12月28日晚21时许,笔者在墨脱县城

至 背 崩 乡 公 路 一 侧 的 低 海 拔 热 带 季 雨 林

(29°16'10.41″
 

N,95°13'43.23″
 

E,海拔763
 

m)中发

现一只林雕鸮,随即使用佳能5D4单反相机搭配佳

能EF二代
 

100-400变焦镜头拍下该个体的照片

(图1)。该鸟体长约60
 

cm,具有非常长而明显的耳

羽簇,眼深色,喙蜡黄色,且有着明显的面盘,胸腹部

浅灰色,有大小不一的心形深色鳞状纹,特征鲜明,易
于辨识。

图1 林雕鸮(马喆
 

摄)

Fig.1 Bubo
 

nipalensis
 

(photoed
 

by
 

Ma
 

Zhe)

  林雕鸮分类上隶属鸮形目Strigiformes鸱鸮科

Strigidae,见于喜马拉雅山区的印度北部、尼泊尔、不
丹以及中南半岛的缅甸、泰国、老挝、柬埔寨、越南,印
度中部、南部和斯里兰卡也有分布[29]。该种在中国

的记录稀少,已知仅见于云南南部、贵州东部、重庆南

部、四川南部、广西南部和海南[3036],在中国藏南地区

西部也有过记录[37]。经查阅相关文献资料[3,26,37,38],
确认此次记录为西藏自治区墨脱县的首次记录。

  此次发现林雕鸮地点的森林类型为山地热带季

雨林,为树冠交错的复层林(图2)。据徐凤翔[5]记

述:墨脱境内海拔500-1
 

100
 

m为山地热带雨林、季
雨林分布带,其林分郁闭度0.8-0.9,第Ⅰ林层树高

35
 

m以上,有的甚至达60余米,林木胸径多为60-
80

 

cm。林内下木层发达,总盖度为70%-80%,高
多为3-4

 

m或6-8
 

m。其下有发达的草本层,总盖

度为50%-60%。林间还有多种大型藤本植物攀缘

树干,多种兰科Orchidaceae、天南星科Araceae植物

附生,与高大乔木,林内多层下木、草本共同组成垂直

郁闭的热带雨林景观。

图2 林雕鸮的生境(朱磊
 

摄)

  Fig.2 Habitat
 

of
 

the
 

Bubo
 

nipalensis
  

(photoed
 

by
 

Zhu
 

Lei)

2 讨论

  林雕鸮在中国已知的首次记录为1954年4月6
日采集自云南河口县坝洒的1号标本[30],其后直至

1998年才在云南思茅市(现普洱市思茅区)再次有了

确切记录[31]。在此期间,该种于四川境内的记录存

在争议。李桂垣等[39,40]报道在四川雅安宝兴采集到

该种标本,也成为其后著者引述的四川林雕鸮分布记

录的原始出处[41,42]。尽管后来在《四川鸟类原色图

鉴》中李桂垣曾明确指出雅安的林雕鸮记录系标本鉴

定错误应当删除[43],但是之后仍有部分著者将四川

划入了该种的分布范围[4446]。阙品甲等[35]报道2017
年9月25日在四川泸州市古蔺县有该种的确切记

录,至此林雕鸮才被正式收录进四川鸟类名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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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20多年来,红外相机技术在我国生物多样性

监测与野生动物研究当中得到了越来越广泛的应用,
也产生了大量的鸟类物种与分布记录[47]。林雕鸮在

广西壮族自治区的首次记录,即由安放在广西弄岗国

家级自然保护区内的红外相机所拍摄[33]。然而,红
外相机获取的林雕鸮图片,跟前述四川历史标本记录

情况类似,同样存在错误鉴定的情况。刘邦友等[48]

报道了贵州赤水桫椤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及周边区域

的鸟兽多样性红外相机监测状况,而根据其论文所附

图片判断,作者误将林雕鸮认作长耳鸮Asiootus。依

据该研究,可知在与四川泸州市接壤的贵州北部的赤

水市也有林雕鸮分布。

  林雕鸮在其整个分布区内都被视为留鸟,栖息于

海拔3
 

000
 

m以下的茂密常绿阔叶林和热带季雨林,
多在 夜 间 活 动,但 偶 尔 也 有 白 天 捕 食 猎 物 的 记

录[29,49]。该种已知有两个亚种,指名亚种B.n.ni-
palensis见于亚洲大陆,体型较小、胸腹部斑纹较稀

疏的B.n.blighi 亚种则仅分布于斯里兰卡[29,37]。
据此,本次在墨脱县记录到的个体当属指名亚种,居
留型则应为当地留鸟。

  根据已有文献报道和笔者的野外观察,墨脱县已

知有确凿记录的鸮形目鸟类包括仓鸮[28]、领鸺鹠

Taenioptynx
 

brodiei、斑头鸺鹠[3,12]、黄嘴角鸮Otus
 

spilocephalus、长 耳 鸮、短 耳 鸮、林 雕 鸮 和 褐 林 鸮

Strix
 

leptogrammica。

  综上所述,林雕鸮在国内的已知分布西起喜马拉

雅山南麓的西藏自治区山南市错那县、林芝市墨脱

县,向东南至云南西部的德宏州(盈江县)、南部的普

洱市思茅区和红河州(河口县),以及四川南部的泸州

市(古蔺县);北起重庆南川区(金佛山),向南至贵州

北部(赤水市)和东部(施秉县),以及广西南部(弄
岗);最南至海南岛(尖峰岭)。在上述地区邻近省份

的低海拔常绿阔叶林和热带季雨林生境,将来有可能

还会发现林雕鸮的新分布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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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e
 

Spotbellied
 

Eagle
 

Owl
 

Bubo
 

nipalensis
 

is
 

a
 

rare
 

resident
 

bird
 

that
 

inhabits
 

in
 

evergreen
 

broad
leaved

 

forest
 

and
 

tropical
 

monsoon
 

rainforests
 

below
 

3
 

000
 

m
 

above
 

sea
 

level,and
 

there
 

are
 

few
 

known
 

re-
cords

 

in
 

China.This
 

study
 

reported
 

the
 

first
 

record
 

of
 

this
 

species
 

in
 

Medog
 

County,Tibet
 

Autonomous
 

Re-
gion.In

 

addition,a
 

short
 

review
 

of
 

its
 

known
 

distribution
 

in
 

China
 

also
 

presented.
Ke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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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ipalensis;Strigiformes;Medog;Tibet
 

Autonomous
 

Region;bird
 

record

责任编辑:陆媛峰

8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