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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合肥发现褐头鸫和灰冠鹟莺 

Grey-Sided Thrush Turdus feae and Grey-Crowned Warbler  

Phylloscopus tephrocephalus Found in Hefei, Anhui, China 

1  褐头鸫（Turdus feae） 

2022 年 9 月 21 日 13 时，在安徽省合肥市中国科学技术大学东校区（31°50′16′′ N，117°16′11′′ E）眼镜湖附

近，拍摄到鸫科鸟类 1 种（图 1a），中等体型，具有较短白色眉纹，眼下有明显白斑，胸部和两胁灰色而非黄褐

色。经查阅文献（赵正阶 2001）确认为褐头鸫雄性成鸟，该种无亚种分化。经查阅相关文献资料（郑光美等 2017，

侯银续等 2018，刘阳等 2021，eBird 2022，约翰·马敬能等 2022，中国观鸟记录中心 2022），确认为安徽省鸟类

分布新记录种，推测其在安徽省境内居留型为旅鸟。 

褐头鸫目前在《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名录》中被列为国家二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同时列入 IUCN 红色名

录（V3.1）易危级物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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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褐头鸫和灰冠鹟莺 

Fig. 1  Grey-sided Thrush Turdus feae and Grey-crowned Warbler Phylloscopus tephrocephalus 

a. 褐头鸫（摄于 2022 年 9 月 21 日）；b. 灰冠鹟莺（摄于 2022 年 5 月 17 日）；c. 灰冠鹟莺（摄于 2022 年 9 月 30 日）。 

a. Grey-sided Thrush (photo on September 21st, 2022); b. Grey-crowned Warbler (photo on May 17th, 2022); c. Grey-crowned Warbler (photo on 

September 30th, 2022).  

 

2  灰冠鹟莺（Phylloscopus tephrocephalus） 

2022 年 5 月 17 日 18 时，在安徽省合肥市中国科学技术大学东校区校史馆附近发现 1 只小型莺（图 1b），下

体黄色，上体灰绿色，金黄色眼圈，眼后断开，顶冠纹灰黑色。发现时，该莺正处于树冠层鸣叫。经查阅文献（Alström 

et al. 1999，赵正阶 2001），确认为灰冠鹟莺，该种无亚种分化。经查阅文献资料（Alström et al. 1999，郑光美等 2017，

侯银续等 2018，刘阳等 2021，eBird 2022，约翰·马敬能等 2022，中国观鸟记录中心 2022），确认其为安徽省鸟

类分布新记录种。同年 9 月 28 日 13:30 时左右，在中国科学技术大学东校区石榴园附近柳树上再次发现灰冠鹟莺

（图 1c），停留 4 d 后离去。结合两次发现时间，推测其在安徽境内居留型为旅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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