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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厦门的紫水鸡

林!植!!叶振伟!!何芬奇"
! 厦门观鸟会!厦门!/’$###% " 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北京!$##$#$

!!$. 世纪中叶!英国鸟类学家 f*YEDGXA468*E曾两次报道紫水鸡"4(*D"0*#(D(*D"0*#(#在福建厦门的记录$当他本

人第一次看到 $ 只饲养在他人笼舍中的个体时!即判定它肯定不是 4AD(,#(6%D"+,)&*S3G832!$B#$+而有可能是 4A

&3+*+/I#$)&*VE2246;_!$B"&+ *$+ %两年后!当 XA468*E得到 $ 只活体时!他认为该鸟应当是 4A&3+*+/I#$)&之下的一

个亚种!同时!考虑到该鸟在形态上与 4A&3+*+/I#$)&略有差异!XA468*E又.试探性地/将它命名为 4(*D"0*#(6(%,%&2#&

=F+6*Z+*"+ & 无论 XA468*E当年的分类意见得当与否!他的这两次记录!都应当是发表于正式学术刊物上论证紫水

鸡在中国有见的最初记录&

然而!直至 "# 世纪末!此厦门的紫水鸡分布记录’连同其后在广东所出现的数笔记录 */+ !一直未能得到中国鸟

类学界的认同 *% l’+ !并将出现于广西和四川的紫水鸡一并归入亚种 4(*D"0*#(DAD(,#(6%D"+,)&*& l.+ & 于是!在中国东

南沿海究竟是否有紫水鸡分布成为历时一个多世纪的悬念&

基于唐兆和等人 "# 世纪 ’# 年代在福州和 B# 年代在长乐对紫水鸡的标本采集 *$#+ !更基于高育仁等人 $..& 年
$" 月在广东海丰对紫水鸡的发现并视其属紫水鸡 4(*D"0*#(ADA:#*#I#&*‘E:Y4E!$B/%+亚种 *$$+ !郑光美将出现于福建

和广东的紫水鸡统归于亚种 :#*#I#&*$"+ %随后!王岐山等人认为见于广西和四川的紫水鸡亦当为亚种 :#*#I#&!并认可

了 XA468*E早年的记录 *$/+ %郑光美在近期出版的著作中则仍坚持他原来的意见 *$%+ & 有关紫水鸡的属下分类争议

及紫水鸡各亚种的整合状况!以往文献已讲得很清楚 *$C l$&+ !这里不作赘述&

厦门观鸟会自成立伊始!即持续关注紫水鸡在厦门是否有见!"##B 年 & 月 / 日的那则.$ 只紫水鸡飞入福建南

安"市#一居民小区/的消息!更预示了紫水鸡当今仍然应当有见于厦门& "#$" 年 / 月上旬!终于在厦门寻觅到紫

水鸡的行踪"图 $#&

图 ?@紫水鸡栖息地点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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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色虚线内为栖息地范围! 红点表示成鸟带幼鸟的地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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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次在厦门发现紫水鸡的地点位于厦门市集美区杏林湾湖畔!杏林湾原为天然海湾!是厦门第二大溪流222

后溪的入海口& $.C’ 年!集美1杏林海堤建成而将海湾堰围成一封闭水域"水库#!由于堤堰阻断了与海水的交换!

域内水体逐渐淡化!周边滩涂逐渐被开垦为农田’鱼塘和荷塘& 所见紫水鸡的活动区域位于"原#水库北部一块约

#I%% _2" 的湿地内!该区域以往多为鱼塘!因被政府征用而荒置数年!自然形成由香蒲"L0D"+ (*#%$2+,#&#为主体的

挺水植物群落沼泽区!春季水深及淤泥在 $# ("## ;2之间& 该区域四周已逐渐被开发!其东’西’北三面成为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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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干道!西南隅为在建工地!南面为杏林湾水库库区暨厦门市园博苑娱乐设施的建设用地&

野外观察自 "#$" 年 / 月 $C 日始!每周 / (% 次!观察时间主要在清晨和黄昏!至 & 月下旬!已很难在此区域再见

到有紫水鸡成鸟带领幼鸟在芦苇丛外缘的空旷地带活动!野外观察止于 & 月 /$ 日& 截至 C 月 /$ 日!共观察’统计到

/# 只左右的紫水鸡栖居于此区域!其中有 "# 只个体经常成对活动!领域行为明显"图 "!见封 %#& 自 ’ 月上旬起!先

后在 B 片小区域内发现成鸟带雏鸟!每对成鸟领雏鸟 " (% 只不等!雏鸟总数量有约 "# 只"图 /!见封 %#& & 月下旬曾

观察记录到 $ 次由 $ 成鸟带领 & 只日龄明显不同的雏m幼鸟共同觅食& 此区域内的紫水鸡主要以香蒲假茎的白嫩部

分’地下匍匐笋茎以及酸模"@)3%>+6%2(&+#的叶片和种子为食!雏鸟幼时由亲鸟啄食喂之!渐次自行取食&

野外观察结果表明!在此区域内营巢繁殖的其他水鸟种类 "以见到成鸟带幼鸟为准#!计有斑嘴鸭 "C$+&

D(%6#,(*"0$6"+#’黑水鸡"M+,,#$),+ 6",(*(D)&#’小"L+6"0F+D)&*)-#6(,,#&#’黄苇开鸟"P>(F*06")&&#$%$&#&#!并有褐翅鸦

鹃"!%$2*(D)&&#$%$&#&#在此繁殖!于该地点觅食和栖息的种类还包括董鸡 "M+,,#6*%>6#$%*%+#’彩鹬 "@(&2*+2),+

F%$/"+,%$&#&#’金眶鸻 "!"+*+I*#)&I)F#)&#’草鹭 "C*I%+ D)*D)*%+ #’大 白 鹭 "!+&3%*(I#)&+,F)&#’池 鹭 "C*I%(,+

F+66")&#’绿鹭"=)2(*#I%&&2*#+2)&#’夜鹭"?062#6(*+>$062#6(*+>#’栗苇开鸟 "PA6#$$+3(3%)&#等种类& 大自然以 / (% 年

的时间在这片面积仅 #I%% _2" 的区域内造就了一个相对独立而完整的湿地水鸟群落&

尽管由 $. 世纪中后期至 "# 世纪中叶的厦门鸟况已难再考!自 "# 世纪 C# 年代起!如果说厦门没有出现过紫水

鸡的记录倒也是情由可宥222海峡两岸的军事对峙进而发展为大规模炮战对于任何鸟种而言无疑都是巨大的惊

扰与威胁!这种惊扰与威胁整整持续了 /# 年之久& 当然!未见报道并非意味着就没有分布!"# 世纪 ’# 年代在福州

和 B# 年代在长乐对紫水鸡的标本采集很好地说明即使是在那段特殊时期!福建沿海至少也是间或有紫水鸡出没&

此次紫水鸡在厦门的重新发现!给我们以很大启迪!以往我们更多地是去关注那些看上去相对较为良好的生

境!而很少考虑一些似乎仅能满足基本生态需求"安全和食物#的生境下所可能出现的鸟种& 无独有偶!"#$" 年繁

殖季节!梅伟义"N3Z4? [E5Z455E#等人于江西婺源所见到的彩鹬不失时机地选择在一片新平整而有待开发的小片土

地上营巢繁殖的例子 *$B+ !说明一些湿地鸟类对"新#生境的适应潜能& 更显重要的是!此次在厦门重新发现紫水鸡

的地点其位置并不偏僻!且局部有这么大的数量!由此意味着某些被认为是罕见的鸟种!其实可能就很好地生活在

我们身边!而我们并不知晓&

"$ 世纪以来!紫水鸡在云南的分布记录几乎遍及全省!目前所记录到的最高海拔分布地点为逾 / "## 2的中

甸纳帕海& 同时!紫水鸡沿长江中下游多次出现分布记录!"##/ 年湖北洪湖湿地自然保护区工作人员在柴湖发现

" 只紫水鸡的死亡个体!"##% 年在野外见到 "# 只活体!"##C 年 $" 月至 "##’ 年初前后共清点到 /## 余只m次& "##’

年 $ 月 "" 日!胡鸿兴等人在湖北洪湖保护区统计到有 .& 只紫水鸡栖息在枯萎的菰丛沼泽!" 月 "’ 日的数量统计

结果为 $## 只& 另外!"##B 年深秋季节紫水鸡在上海有见& 这些记录的出现!为进一步研究紫水鸡种和m或亚种的

扩散模式提供了可能& 同时!对紫水鸡在中国东南沿海地区一百多年来的分布记录的确认!更为研究该种何以以

小种群形式而在有限的狭小区域内长期存活提供了很好的实例&

致谢!本文写作过程中!承蒙杨晓君’罗旭’闻丞’张炜提供有关紫水鸡在云南的资料信息!雷刚’胡鸿兴提供紫水

鸡在湖北的资料信息!马志军提供紫水鸡在上海的资料信息!作者谨在此深表谢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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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8E<;*55E;GE? 3G\836:5E46 G8E$.’#=36? 3Ĝ >@8*> 46 G8E$.B#=*$#+ ! 36?! =**6 3WGED! 3=2355W5*;_ *WG8E

Y4D? A3=W*>6? 3GR34WE6:*W0O>36:?*6:*$$++VA*?4WWEDE6GF*=4G4*6=*6 G8E;53==4W4;3G4*6 *WG8*=EY4D?=46 X

36? XQ \8463G8E6 E2ED:E?! A4G8 =*2EFE*F5E=>::E=G46:G83G355G8E]>DF5EXA32F8E6 *;;>DD46:46 >̂w436!

O>36:?*6:! O>36:74! 36? X4;8>36 24:8GYEG8E=>Y=FE;4E=4(*D"0*#(DA:#*#I#&*$/+ ! A845=G*G8ED=G8*>:8GG83G

*65<G8*=EY4D?=46 >̂w436 36? O>36:?*6:24:8GYE4?E6G4W4E? 3=G8E=>Y=FE;4E=4(*D"0*#(DA:#*#I#&36? 355*G8ED

Y4D?=*;;>DD46:46 O>36:74! X4;8>36! 36? T>6636 G8E=>Y=FE;4E=4(*D"0*#(DAD(,#(6%D"+,)&*$"! $%++

U6 E3D5<[3D;8 "#$"! AEW*>6? 3;*5*6<*WG8E]>DF5EXA32F8E6 3G,432E6! YE46:*W=*2E/# Y4D?=

4683Y4G46:46 3A3=GE536? *W3Y*>G#I%% _2" *W4G=3DE3+V84=3DE3>=E? G*YEW4=8 F*6?=36? A3GED5454E=! 36?

A3=DEH>4=4G4*6E? 3WEA<E3D=3:*Y<G8E5*;35:*ZED62E6GY>G6*W>DG8ED>=E83=YEE6 23?E*WG8E536?+QE

G8E6 DE;*:64@E? 3Y*>G$# YDEE?46:F34D=G8EDE! 36?! 53GED*6! *Y=EDZE? 3Y*>G"# ;84;_=46 G*G35+

V8E_6*A6 D36:E*WG8E]>DF5EXA32F8E6 46 \846383=DE;E6G5<46;DE3=E? :DE3G5<! A4G8 3G5E3=G$## Y4D?=

*Y=EDZE? 46 A46GED"##C l"##’ 3GR*6:53_E*6 G8E6*DG8 Y36_ *WG8ET36:G@ED4ZED46 R>YE4FD*Z46;E*W;E6GD35

\8463! 36? 3=46:5EY4D? W*>6? 46 X836:83446 )*ZE2YED"##B+U6 T>6636! G8E]>DF5EXA32F8E6 83=6*A

;*5*64@E? 352*=GG8EE6G4DEFD*Z46;E! A4G8 G8E84:8E=G135G4G>?EDE;*D? 3G*ZED/ "## 2EGED=46 )Q T>6636+QE

G8EDEW*DEFD*F*=EG83G2*DE=G>?4E==8*>5? YE;*6?>;GE? *6 G8EF*==4Y5EA3<=G83GG8E=FE;4E=83=E7F36?E? 4G=

D36:E! Y*G8 Z4DG>355<36? F*GE6G4355<! 36? *6 8*AG8EY4D? ;*>5? 83ZE=>DZ4ZE? 46 D3G8ED5424GE? 3DE3=35*6:G8E

X0\846E=E;*3=GY<D3G8ED=2355F*F>53G4*6=! G*:EG8EDA4G8 G*:4ZE32*DE;3DEW>536? FD*FED4?E6G4W4;3G4*6 *6

G8E=>Y=FE;4E=*WG8EY4D? G83G6*A3?3<=A4?E5<=FDE3? 352*=G46 G8EA8*5E=*>G8ED6 \8463+

"封面照片!林植 "#$" 年 ’ 月 C 日摄于厦门市集美区杏林湾湖畔#

参!考!文!献

* $ +!XA468*Ef+gD64G8*5*:4;356*GE=WD*2 *̂D2*=3+UY4=! b*5+

UU1)EAXED4E=! $B’’$ "." l/$’+

* " +!XA468*Ef+g6 G8EM2*<*D64G8*5*:<+UY4=! $B’B$ C.

l’#+

* / +!S3V*>;8EnNN+MR36?Y**_ *WG8E‘4D?=*W03=GED6

\8463+b*5+UU+S*6?*6$ V3<5*Do D̂36;4=! $./$ l$./%$

"B& l"BB+

* % +!郑作新+中国鸟类分布目录+U+非雀形目+北京$ 科

学出版社!$.CC$ $$.+

* C +!郑作新+中国鸟类分布名录+" 版+北京$ 科学出版

社!$.&’$ $B#+

* ’ +!郑作新+中国鸟类区系纲要+北京$ 科学出版社!

$.B&$ $./+

* & +!郑作新+中国鸟类种和亚种分类目录大全+北京$ 科

学出版社!$..%$ /&+

* B +!郑作新+中国鸟类种和亚种分类目录大全+修订版+

北京$ 科学出版社!"###$ /’+

* . +!杨岚+云南鸟类志$上卷 非雀形目+昆明$ 云南科技出

版社!$..C$ /%% l/%C+

*$#+!唐兆和! 陈友玲! 唐瑞干+福州市及毗邻地区鸟类区

系分析+福建师范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 $../! .

"/# $ .$ l$#%+

*$$+!高育仁! 蒋果丁+广东发现紫水鸡+动物学杂志!

$...! /%"$# $ /B l/.+

*$"+!郑光美+中国鸟类分类与分布名录+北京$ 科学出版

社!"##C$ &"+

*$/+!王岐山! 马鸣! 高育仁+中国动物志$鸟纲 第五卷+北

京$ 科学出版社!"##’$ $$C l$"#+

*$%+!郑光美+中国鸟类分类与分布名录+" 版+北京$ 科学

出版社!"#$$$ &% l&C+

*$C+!]EGED=nS+ \8E;_154=G*W‘4D?=*WG8E Q*D5?! "+

\32YD4?:E! [3==$ n32E= SEE ]EGED=! [>=E>2 *W

\*2F3D3G4ZEP**5*:<! $./%$ "#& l"$#+

*$’+![3<D0+‘4D?=;*55E;GE? ?>D46:G8EQ84G6E<X*>G8 XE3

07FE?4G4*6! ,S1)*GE=*6 )EA O>46E3Y4D?=! b+)EA

T*D_$M2ED4;36 [>=E>2)*Z4G3GE=! $./B! $##&$ $ l$’+

*$&+!NE5R*<*n! 0554*GGM! X3D:3G35n+R36?Y**_ *WG8E‘4D?=

*WG8EQ*D5?+b*5+/1R*3G@46 G*M>_=+‘3D;E5*63$ S<67

0?+! $..’$ $.’ l$.&+

*$B+!梅伟义"N3Z4? [E5Z455E#+悲喜之间观彩鹬+大自然!

"#$"!"C# $ %B lC$+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