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辽宁朝阳和大连发现噪鹃  

Common Koel Eudynamys scolopaceus Found in Chaoyang and Dalian, 

Liaoning Province, China 

噪鹃（Eudynamys scolopaceus）隶属于鹃形目（Cuculiformes）杜鹃科（Cuculidae），是一种专性巢寄生鸟类。

在我国共分布有华南亚种 E. s. chinensis和海南亚种 E. s. harterti两个亚种，海南亚种目前只分布于海南，留鸟；

华南亚种分布比较广泛，在北纬 35°以南大部分地区都有分布，为夏候鸟（约翰·马敬能等 2000），在河南、陕

西南部、四川、重庆、贵州、湖北、湖南、安徽、江西、江苏、上海、浙江、福建、广东、香港、澳门、广西、

台湾均有分布，分布最北线为北京（郑光美 2011）。除此之外，米小其等（2016）曾报道过噪鹃在西藏地区的分

布记录。辽宁老铁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曾于 2015年秋季发现过噪鹃，但并未见正式的学术报道。 

噪鹃体型较大，体长约 42 cm，雌雄异型，雄鸟通体黑色并具淡蓝色亮辉，下体亮辉不显著；雌鸟上体暗褐

色，略有金属绿色反光，头部暗淡而显棕色，整体满布白色点状斑，在头部常集成纵纹状，至尾部及飞羽上转为

横斑状。虹膜红色，嘴淡绿色，脚灰色。鸣叫时发出嘹亮的 kow-wow声，特点极为鲜明，辨识度极高。常借喜鹊

（Pica pica）及红嘴蓝鹊（Cissa erythoryncha）的巢产卵（赵正阶 2001）。 

2017 年 5 月 28 日，在辽宁省朝阳地区的凌源青龙河人工银白杨（Populus alba）林（40°49′34.02″N，

119°05′35.53″E）中观测到 2只噪鹃雄性个体，并录到其鸣声；2017年 6月 25日，在距离第一次发现地 3.5 km外

的银白杨林（40°48′11.91″N，119°04′42.46″E）再次听到噪鹃叫声。2017年 6月 19日，在辽宁省大连地区的庄河

仙人洞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小峪河的针阔叶混交林中（40°00′55.11″N，122°57′54.63″E）听到噪鹃的叫声。结合噪鹃

两个亚种已知的分布区来看，本地区发现的噪鹃应为华南亚种 E. s. chinensis。另外，在庄河地区有大量喜鹊分布，

而凌源地区有大量喜鹊及红嘴蓝鹊的分布，这也为噪鹃的寄生提供了可能条件。 

查阅《辽宁动物志·鸟类》（黄沐朋等 1989）、《中国鸟类分类与分布名录》（郑光美 2011）和辽宁鸟类分布

相关文献资料（邱英杰等 2006），确定噪鹃为辽宁省鸟类新分布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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