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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近年来的野外观察结果表明! 栗夜"G(*&+4"#)&/(#&+/##零星见于中国沿海地带! 由鸭绿江口直

至北部湾% 同时! 栗夜近 $## 年来于 / )( 月在江西一直有分布! 是否为一独立群体有待进一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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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栗 夜  " G(*&+4"#)& /(#&+/##! 系 由
a;GGDA3= 于 $0/( 年命名! 模式产地日本& 以
往多称栗夜繁殖于日本诸岛! 春夏季亦见于
俄罗斯远东地区南部"萨哈林岛及相邻的大陆
沿海地区#(韩国! 并在韩国和台湾偶有繁殖记
录% 迁徙季节见于中国大陆沿海及台湾岛% 多
越冬于菲律宾群岛! 且零星见于帕劳群岛(文
莱(苏拉威西岛 "7DFB9D];-AC;FA<CD6A<M"##$ #&
"# 世 纪 末 期! 栗 夜  被 视 为 易 危 鸟 种
"h@MA;F<QM;! hZ! H6MM<F;C<M.$&&%#! 旋即被
升格为濒危鸟种 "KAB<AO;F;B! K5! 7DFB9D];
-AC;FA<CD6A<M"##$#&

依据目前所查检到的文献资料! 栗夜在
中国的最初记录恐系出自 g6Q;FC:_DAR6;对该
种见于台湾的两次记述":_DAR6;$0’(! $0’’#!
而 9<a6@3R;"$&/$ )$&/%#记述他于 $0&/ 年 &
月 "$ 日在厦门一处灌丛矮墙之所见当被视为
是鸟类学家在中国沿海地带对栗夜的最初野
外目击记录之一&

及至 "# 世纪 /# 年代初期! 对栗夜在中
国大陆分布状况的认知已扩展为)福建.% 月!
( 月! 夏季-! & 月"-#/(:R<_;DIR<A "沙围山#
.旅鸟 /! 江苏 . ( 月 /* "9<a6@3R;$&/$ ‘
$&/%#%)江西之记录! / 月至 ( 月2*"H<MB_;MM
;C<M.$&/$#& 整个 "# 世纪后半叶! 国内对栗
夜的记录相继有)江苏! 福建"旅鸟#! 台湾
"冬候鸟#* "郑作新 $&(( #% )上海 * "郑作新
$&*’#%)广东珠江三角洲 "冬候鸟#* "郑作新
$&0*#% 浙江 )温州( 瓯海( 丽水 * "诸葛阳
$&&##% 继而周放等"$&&&#报道了栗夜在广
西北部湾北部沿海有见&

+ aRF;<C;A;B 7DFBI 6]8ID<, " 7DFB9D];
-AC;FA<CD6A<M"##$#一书力图还原栗夜在中国
的所有历史分布地点和原始记录! 该书推测郑
作新在其 $&(( 年与 $&*’ 年著作中将江苏L上
海两地置换恐源于沙围山"+aRF;<C;A;B 7DFBI6]

8ID<,一书中作 :R<_<DIR<A! 今为上海市佘山
岛#行政归属的变化! 并对栗夜江西纪录的
真实性提出质疑&

始于 "##( 年 & 月的中国沿海水鸟逐月同
步调查! 揭示了栗夜在我国沿海地带更多的
分布地点! 归纳如下&
辽宁$ "#$" 年 % 月 "/ 日! +<JDB \;MJDMM;"梅伟
义# 于辽宁丹东鸭绿江口湿地保护区 ’ 号点滩
涂见 $ 只栗夜与 ( )’ 只夜鹭立在滩涂休憩!
后飞离&
江苏$ "##* 年 ( 月 $ 日 $# 时! 观鸟者贾涛根
在南通狼山植物园草地上拍摄到 $ 只栗夜%
"#$$ 年 $# 月 % 日 $( 时! 董文晓在如东滩涂记
录到 / 只栗夜&
浙江$ "#$$ 年 ( 月 "( 日! $# 多名鸟友在杭州
植物园发现并拍摄 $ 只栗夜"见本期封面照
片#! 那只鸟 "’ 日仍在! "* 日消失& 另! "#$#
年 " 月 / 日! 何芬奇在海盐县一鸟类标本收藏
者家中见到一栗夜标本! 据称是几年前从市
场上买的活鸟所制&
福建$ 自 9<a6@3R;"$&/$ )$&/%#$0&/ 年 & 月
"$ 日的厦门目击记录百余年之后! "##& 年 (
月 $% 日傍晚! 厦门鸟友在厦门植物园见 $ 只
栗夜! ( 月 $’ 日上午 & 时又见 $ 只栗夜在
忠伦公园林下活动! 并拍摄到清晰照片&
广西$ 周放等""#$$#报道栗夜在广西桂林(
横县(合浦(北海(钦州(防城等地有见! 为
旅鸟&

关于栗夜近期在江西的记录! 先有何芬
奇(林剑声于 "##’ 年 % 月 "( 日和 "* 日在婺源
县城紫阳镇附近的两次单只目击记录"何芬奇
等 "##*#! 继之以董文晓 "#$# 年 % 月 $( 日在
婺源大樟山和 ( 月 "’ 日在许村("#$" 年 % 月
"/ 日在大樟山("#$/ 年 ( 月 "$ 日在浙源的 %
次单只目击记录! 所涉范围涵盖了婺源县的北
部(中部和西部地区& 这无疑是近些年来栗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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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大陆地区一个县级区域范围内最高频
次的目击记录&

近 $# 年间中国大陆对栗夜的目击记录
"无论出现于沿海地带还是内陆#表明! 当年
H<MB_;MM等"$&/$#对栗夜习性的描述所言不
虚! )我们从未见到过这种鸟会结群! 它可说
得上是生性独行! 深居而简出*&

值得关注的问题是$ 江西是内陆省份! 其
任何一个县份距海岸线的直线距离都在 /##
=G以上& 于是! )栗夜在江西只是偶见! 还
是近 0# 年来在江西一直存有一个小的亚群默
默而悄然无息地生存在人们的视线之外"-#*
"何芬奇等 "##*#& 需要指出的是! "# 世纪 /#
年代以前! 婺源在行政隶属上归安徽省所辖!
故从严格意义上讲还不能将婺源的这些目击记
录等同于 H<MB_;MM等"$&/$#的)江西之记录! /
月至 ( 月*& 但考虑到婺源与赣东北地区相邻
的数县如玉山(广丰(铅山(横峰等地! 特别是
一个世纪以前生境上的高度相似性! 实不应对
H<MB_;MM等当年的记述再持任何疑议& 同时!
与婺源相邻的安徽南部地区! 是否也会有栗夜

的存在! 值得进一步研究&
"#$# 年 $" 月 /$ 日在福州马尾和 "#$$ 年

$" 月 $* 日在福州乌山的两次记录! 已经有悖
于以往认为栗夜在中国沿海只是过境旅鸟的
判断! 而如果今后能够证实栗夜在中国内陆
某地存有一个相对独立的群体的话! 对栗夜
在中国状况的总体认知将大为改观&

补遗$ 本文行将付梓之时! 传来关于栗夜的

最新消息! "#$% 年 ( 月 "( 日鸟友于北京天坛
见一只栗夜在斋宫东侧的草坪间取食&

封面照片!栗夜 "G(*&+4"#)&/(#&+/##! 朱英
"#$$ 年 ( 月 "( 日摄于杭州植物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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