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动物学杂志 !"#$%&% ’()*$+, (- .((,(/0 !""#，$%（#）：%&# ’ %&(

广东海丰发现紫水鸡繁殖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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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紫水鸡（1(*2"0*#( 2(*2"0*#(）在中国分布范围极小，至今未有繁殖记录。!""# 年 ) 月，作者在广东省

海丰沿海地区记录到紫水鸡繁殖巢 & 个，分别营巢于水葱和芦苇中。这不仅是广东，也是国内紫水鸡繁

殖的首次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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紫水鸡（1(*2"0*#( 2(*2"0*#(）隶属于鹤形目

秧鸡科紫水鸡属，未被列入全球受胁物种［%］。

在国外广泛分布在旧大陆热带地区，见于亚洲

和欧洲南部的温暖地区以及非洲和澳大利亚。

亚洲主要分布在印度、巴基斯坦、斯里兰卡以及

印度尼西亚和泰国［!］。在我国，紫水鸡有 ! 个

亚种分布，1 N 2 N 2(,#(A%2"+,)& 亚种主要分布于

云南南部和西北部（留鸟）［&］，1 N 2 N =#*#7#& 分布

于福建、广东、广西、四川等少数地区［!］。在中

国未见有关紫水鸡数量的报道［!］，也未被列入

国家级保护动物名录。在有紫水鸡分布的省份

中，也只在广东被列入省级重点保护名录。紫

水鸡的保护在中国并未受到足够重视。

%(#( 年 BC:2E89 曾两次在广州和厦门附近

获得紫水鸡的华南亚种（1 N 2 N =#*#7#&）标本；<9AA

也报道在广州市场看到 ! 只活的紫水鸡，但以

后未有任何在野外采集和见到的报道。郑作

新［$］怀疑 BC:2E89（%(#(）描述的、在我国广州

和厦门附近获得的紫水鸡或许是笼鸟［)］；香港

在 %+((、%++"、%++%、%++& 和 %++$ 年都有单只的

记录，被认为是迷鸟或是逸鸟［# ’ (］，广东境内一

个多世纪以来都无法证实 BC:2E89 关于紫水鸡

存在的事实。直到 %++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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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高育仁等在广东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