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辽宁沈阳、锦州发现水雉繁殖 

First Breeding Record of Pheasant-Tailed Jacana Hydrophasianus  

chirurgus in Shenyang and Jinzhou, Liaoning, China 

水雉（Hydrophasianus chirurgus）隶属于鸻形目（Charadriiformes）水雉科（Jacanidae），在 2021 年新调整《国

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名录》中被提升为国家二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水雉在我国大陆为夏候鸟，分布最北线为河

北、北京和天津等区域（郑光美 2017），辽宁省尚无分布报道。 

2011 年 7 月 30 日，于辽宁省沈阳市辽中区德兴堡村西北侧（122°55′01″ E，41°44′18″ N）长满芡实（Eurysle 

ferox）的水面上发现 1 只水雉，后经 30 余天的陆续观察，发现 1 个繁殖对在此繁殖，并于 2011 年 9 月 4 日观察

到 3 只亚成鸟（图 1）。次年在邻近区域再次观测到 1 只具繁殖羽水雉，但因活动区域距岸较远，未能观察到繁殖

行为。2021 年 5 月 25 日，于辽宁省锦州市太和区罗台子村旁的小凌河河道浅滩中（121°02′40″ E，41°08′01″ N）

观察到 1 只具繁殖羽的成体水雉（图 2 左）；后于 2021 年 7 月 1 日，在相同地点发现 6 只当年出生的水雉亚成鸟 

（图 2 右）。这说明水雉不仅在上述两个发现地分布，而且成功繁殖。经查阅相关资料（黄沐朋等 1989，赵正阶 

2001，邱英杰等 2006，郑光美 2017），确定水雉为辽宁省鸟类分布新记录种。 

两个发现地直线距离约 170 km，均紧邻大型水库，人为干扰较弱，且食物资源（如昆虫、鱼虾、软体动物、

甲壳类等小型无脊椎动物）丰富。其中，沈阳辽中发现地生长有大面积的芡实和莲（Nelumbo nucifera）；锦州发

现地具有大片芦苇（Phragmites australis）沼泽，均可完全满足水雉栖息及繁殖的生境需求。建议今后加强对水雉

种群的监测和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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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水雉（孙晓明 2011 年摄于沈阳） 

Fig. 1  Pheasant-tailed Jacana (Photos by SUN Xiao-Ming in Shenyang, 2011) 

 

  
 

图 2  水雉（余炼 2021 年摄于锦州） 

Fig. 2  Pheasant-tailed Jacana (Photos by YU Lian in Jinzhou, 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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