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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发现凤头鹰和黑翅鸢

　 　 在 ２０１３ 年春季北京西郊迁徙猛禽监测中，记录到未见于历史文献（蔡其侃 １９８７，高武等 １９９１，
赵欣如 １９９９，自然之友 ２００１）和已发表的北京鸟类新分布记录报道（张正旺等 ２００３， 刘阳等 ２００５，
朱雷等 ２０１１，闻丞等 ２０１２）的两种猛禽：凤头鹰（Ａｃｃｉｐｉｔｅｒ ｔｒｉｖｉｒｇａｔｕｓ）和黑翅鸢（Ｅｌａｎｕｓ ｃａｅｒｕｌｅｕｓ）。

１　 凤头鹰（Ａｃｃｉｐｉｔｅｒ ｔｒｉｖｉｒｇａｔｕｓ）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１ 日上午 ９：４５ 时，于北京百望山森林公园猛禽迁徙监测点（Ｎ３９°５９′３６ ５５″，Ｅ１１６°
１０′０ ３１″）拍摄到 １ 只沿西南⁃东北方向低空飞过的体型较大的鹰类。 其身形粗壮而体型甚大，区别

于雀鹰（Ａ． ｎｉｓｕｓ）、日本松雀鹰（Ａ． ｇｕｌａｒｉｓ）、赤腹鹰（Ａ． ｓｏｌｏｅｎｓｉｓ），以及在同一地点曾有过记录的松

雀鹰（Ａ． ｖｉｒｇａｔｕｓ）；其喉部有粗黑的中线，胸腹色浅，前胸仅有数条粗长的纵纹而两胁有褐色鳞状粗

纹，区别于苍鹰（Ａ． ｇｅｎｔｉｌｉｓ）；其翅形短圆，区别于灰脸狂
鸟鹰（Ｂｕｔａｓｔｕｒ ｉｎｄｉｃｕｓ）。 以上所述符合凤头

鹰的野外鉴别特征。 凤头鹰在中国已知主要分布于西南、华中、东南（包括台湾）和华南（约翰·马

敬能等 ２０００，郑光美 ２０１１），近年也有记录于陕西（阎晓东 ２０１０）、安徽（王剑 ２０１０）、江苏和上海

（费宜玲等 ２０１０），并有繁殖记录于河南（马强等 ２００８）。

２　 黑翅鸢（Ｅｌａｎｕｓ ｃａｅｒｕｌｅｕｓ）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１６ 日上午 １０：５２ 时，于上述相同地点拍摄到 １ 只沿西南⁃东北方向低空飞过的中

小型猛禽。 其上体为纯净的浅灰色，脸颊至胸腹及尾羽近白色，翼上覆羽黑，初级飞羽腹面黑；头较

大，眼周黑色；翅狭长。 上述特征不同于任何其他猛禽，符合黑翅鸢的野外鉴别特征。 黑翅鸢在中

国已知主要分布于云南至华南，以及福建、江西、上海，偶见于河北、天津（唐兆和等 １９９３，史海涛

１９９８，高育仁等 ２００２，何芬奇等 ２００３，林青贤等 ２０１１，郑光美 ２０１１）。 近年又有稳定记录于黄河三

角洲地区（单凯等 ２００５）。
上述两种猛禽是北京新纪录鸟种，其居留类型尚难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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