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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董寨发现中华仙鹟 

Chinese Blue Flycatcher Cyornis glaucicomans Found in Dongzhai  

National Nature Reserve of Henan Province 

河南董寨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位于河南省南部的罗山县境内（114°18′ ~ 114°30′ E，31°28′ ~ 32°09′ N），2019

年 5 月 12 日上午，保护区鸟类环志站技术人员在七里冲保护站进行鸟类环志时，捕获 1 只小型鸟类，捕获地生境

为荒废农田边的灌丛林（114°14′25″ E，31°02′40″ N，海拔 125 m）。该鸟整体呈深蓝色，头顶及背部灰蓝色，颏

部和喉部蓝黑色，胸部棕黄色并向喉部形成一小的倒三角形的凸起，两胁淡橙褐色，下体整体灰白色，嘴黑色，

脚深褐色，体重 15 g，体长 138 mm、喙长 13 mm、翅长 75 mm、尾长 61 mm、跗跖长 19 mm。经查阅《中国鸟

类野外手册》（约翰·马敬能等 2000）和其他相关资料（Taylor 2006），确定该鸟为中华仙鹟（Cyornis glaucicomans）

的雄性个体。 

该个体与同属的形态相似种山蓝仙鹟（C. banyumas）雄鸟的区别在于其颏部为蓝色，而山蓝仙鹟为橙黄色；

与海南蓝仙鹟（C. hainanus）雄鸟的区别在于其胸部为棕黄色，而海南蓝仙鹟为蓝色。中华仙鹟原为蓝喉仙鹟（C. 

rubeculoides）的一个亚种（郑光美 2011），因其与蓝喉仙鹟其他亚种存在较显著的遗传分化以及具有明显不同的

鸣唱声，Zhang 等（2016）建议将其作为一个独立的物种。因此，在《中国鸟类分类与分布名录》（3 版）中（郑

光美  2017），该亚种被视为独立物种并被称为中华仙鹟，而原蓝喉仙鹟在我国仅包括分布于西藏地区的

rubeculoides 亚种和分布于云南西部的 dialilaemus 亚种。在形态上，中华仙鹟雄鸟与蓝喉仙鹟指名亚种 rubeculoides

雄鸟的区别在于前者胸部的橙红色从胸部向喉部形成小的倒三角形，而后者喉部为蓝色；与蓝喉仙鹟亚种

dialilaemus 雄鸟的区别在于中华仙鹟两胁和下体的褐色更重，而蓝喉仙鹟亚种 dialilaemus 自腹部以下颜色较浅，

褐色羽毛面积更少（Taylor 2006）。 

中华仙鹟分布于四川、贵州、重庆、湖南、江西、广东、广西、陕西南部、云南东南部和西部、湖北西部等

地区（郑光美 2017），此次是在河南省董寨国家级自然保护区首次记录到该鸟种，也是河南省鸟类分布新记录种，

其在河南的居留型及其他情况有待更多的野外监测数据去补充和证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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