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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西省鸟类新纪录 � � � 栗背岩鹨

� � 2007年 1月 21 日,在秦岭南坡陕西佛坪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三官庙地区进行野外巡护监测时,于海拔 2 000 m 庙

梁子附近的落叶阔叶林观察并拍摄到未知名的鸟一只。经查阅资料, 确认为栗背岩鹨( Prunella immaculata)成体, 为

陕西省新纪录。

该鸟体型较小。头顶暗灰,额部染白; 背羽紫栗色,腰至尾上覆羽橄榄灰色, 尾羽暗灰染褐。眼先黑色,耳羽较

头顶色淡。肩羽以及内侧飞羽栗色, 其余翼羽暗褐具淡缘。颏、喉、胸均为灰色, 腹棕白, 尾下覆羽栗色。虹膜白

色,嘴角质色, 脚暗橘黄色。观察到该鸟在林下灌木丛中活动,取食灌木种子及草籽等。

栗背岩鹨分布于喜马拉雅山脉东部、缅甸北部、中国北部及中部和青藏高原南部。繁殖于西藏东南部、青海南

部、甘肃南部、四川北部及西部,越冬在云南北部及西部。种群数量稀少。在陕西秦岭南坡佛坪三关庙地区发现的

栗背岩鹨为陕西第一次记录,且在陕西秦岭最为寒冷的 1 月份被发现。因此, 该鸟在陕西秦岭南坡是否为留鸟有

待进一步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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