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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徐州发现叽喳柳莺 

Common Chiffchaff Phylloscopus collybita Found in Xuzhou,  

Jiangsu, China 

2022 年 1 月 15 日 15:53 时，徐州野鸟会成员在江苏省

徐州市铜山区水口水库（34°08′54″ N，117°24′41″ E）观察

并拍摄到 2 只柳莺（图 1）。该鸟上体灰褐色，无翼斑；眉

纹皮黄色；嘴和脚均为黑色；下体污白，两胁和胸部略沾皮

黄色，经鉴定为叽喳柳莺（Phylloscopus collybita）。叽喳柳

莺与我国新疆等地分布的中亚叽喳柳莺（P. sindianus）在外

形和羽色上甚为相似，通常其尾和翼略呈橄榄绿色，可与后

者区分。本次的记录时间为冬季，该鸟冬羽陈旧，橄榄绿色

基本已褪去，但眉纹皮黄色仍有别于中亚叽喳柳莺的白色眉

纹，可与之区分。并且该鸟的背部呈明显灰色而不沾黄色，

此点有别于欧洲分布的叽喳柳莺其他亚种（Svensson et al. 

2009）；结合记录的时间和地理位置，判定本次拍摄到的 2

只叽喳柳莺为 tristis 亚种。在同一区域亦观察到田鹀

（Emberiza rustica）、灰头鹀（E. spodocephala）、黄喉鹀（E. 

elegans）、燕雀（Fringilla montifringilla）和纯色山鹪莺（Prinia inornata）等鸟类活动。2022 年 1 月 17 日 11:28

时在同一地点再次观察到此鸟，并伴有捕食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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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江苏发现的叽喳柳莺（张广志摄） 

Fig. 1  Phylloscopus collybita found in Jiangsu, 

China (Photo by Zhang Guang-Zh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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叽喳柳莺隶属雀形目（Passeriformes）柳莺科（Phylloscopidae），分布几乎横贯古北界（Baker 1997）。其中

许多分类单元传统上都作为 P. collybita 异域分布的亚种（Vaurie 1954）。国外有学者基于声音、形态学及分子生物

学等方面的证据，认为 P. collybita 应包括 5 个亚种，即 collybita、abietinus、brevirostris、caucasicus 和 menzbieri

（Clement et al. 1998）。国内传统上认为叽喳柳莺包括 7 个亚种（赵正阶 2001，郑作新 2010），其中分布于兰萨

罗特岛的 exsul 亚种很可能现已灭绝（Baker 1997），而在我国有分布的即 tristis 亚种。该鸟在我国夏季主要见于新

疆，冬季偶见于广东、香港、河北、河南、青海、湖北、北京，安徽、上海、西藏、甘肃和山东（郑作新 2010，

张建平等 2020，郑光美 2023）。经查阅《江苏鸟类》（鲁长虎 2015）和《中国鸟类分类与分布名录》（第 4 版，

郑光美 2023）等相关文献，并检索 eBird（http://www.ebird.org）和中国观鸟记录中心（http://www. birdreport.cn/）

的数据，均无叽喳柳莺在江苏的观测记录。 

该鸟运动能力良好，表现出正常的觅食等行为，符合野生鸟类行为特点，而且当地没有饲养和放生的记录，

因此确定为江苏省鸟类分布新记录种，判断其居留型为迷鸟或罕见冬候鸟。本次发现对研究叽喳柳莺的地理分布

与居留型提供了基础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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