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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淳安千岛湖发现一例白化乌鸫 

An Albino Chinese Blackbird Found in the Thousand  

Island Lake, Zhejiang 

白化（albino），是指由于动物体内酪氨酸酶基因的缺陷，无法正常合成酪氨酸酶，其黑色素及其衍生物代谢

障碍导致个体体色变为纯白（Eviatar et al. 1957）。自然界中并非所有的白色鸟类都为白化个体（van Grouw 2006），

有的鸟类天生羽毛纯白，有的仅部分羽毛白化，称为白变。白化常伴随一些病理性变化，如神经系统紊乱、贫血、

畏光等（Searle 1990），其异常的颜色会增加被捕食的概率，因此自然界中白化个体非常少见。近年来，国内相继

发现了白化小䴙䴘（Tachybaptus ruficollis，吴庆明 2014）、白化环颈雉（Phasianus colchicus，刘彬等 2019）、白

化画眉（Garrulax canorus，刘大伟等 2020）等。 

乌鸫（Turdus merula）为雀形目（Passeriformes）鸫科（Turdidae）鸟类，其外形特征全身大致呈现黑色、黑

褐色或乌褐色。2020 年 7 月在千岛湖采用网捕法进行淳安县林业部门准许的环志工作时，在浙江省杭州市淳安县

界首乡玛璜村（29°33′32″ N，118°49′43″ E）捕获 1 只完全白化的鸟类个体。采集微量血液并测量身体参数后，立

即原地释放。其全身羽毛均为乳白色，眼周与嘴为淡黄色，眼部呈现血红色（图 1），具有典型的白化特征。根据

其体型、嘴型、嘴缘、眼睑后方特征，初步判断其为白化乌鸫个体。 

测量该白化乌鸫个体体重、体长、喙长、喙厚、跗跖长、翅长和尾长，将其与在千岛湖环志的 16 只正常乌

鸫个体的测量值进行对比，均在正常范围内，说明白化突变未导致此个体身体形态参数发生变化。从外观形态来

看，该白化乌鸫并无异常，但其各器官参数、生长参数、存活指数等是否正常目前还无从考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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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千岛湖白化乌鸫形态 

Fig. 1  The albino Chinese Blackbird in the Thousand Island Lake 
 

用血液样本提取 DNA，扩增 Cyt b 与 COI 基因片段（片段长度均约 1 200 bp）。将所得序列在 GenBank 中进

行比对并提交（序列号 2409282），判定其为乌鸫个体。同时，在进行血液寄生虫鉴定后，判定其感染了千岛湖地

区乌鸫中感染率很高（70.59%）的 TUCHR01 疟原虫（Plasmodiu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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