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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阜阳发现白头鹀

!!"#$" 年 $$ 月 $" 日!作者于安徽省阜阳市太和县旧县镇单场村路边的一棵女贞树" <#/)&4*)@
,)2#>)@#上 ")%%c$0d$$E’’z!1$$0c%Bd$"E$#}!海拔 %B 3# 发现一只雄性白头鹀 "P@N%*#S+
,%)2(2%3"+,(&#!此女贞树位于麦田附近!周围有白杨树林’溪流’蔬菜棚等&

作者对其观察并用数码相机 )O‘L),LLPjO-j0$# 拍摄到清晰图片& 此鸟识别特征主要为$
头顶正中央有一明显的白色块斑%颏’喉’颈侧栗红色%从嘴基处经过眼睛下方一直到耳羽处有一明
显的白斑%喉与上胸间有月牙形的一块白斑%背和肩红褐色并且具有黑褐色纵纹!腰和尾上覆羽栗
色并具土黄色羽缘& 胸和两胁栗红色!其余下体白色& 从形态特征和地理分布上看!应为指名亚种
"PD,D,%)2(2%3"+,+#&

根据)中国鸟类分类与分布名录* "郑光美 "#$$#!此为白头鹀在安徽省首次记录& 白头鹀在
河南省有大量分布!而阜阳市的西部与河南省周口市’驻马店市相邻!西南部与河南省信阳市接壤!
所以其在阜阳市的发现应为正常越冬分布区的延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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