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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发现灰林  

Grey Bushchat Saxicola ferreus Found in Tianjin 

2019 年 4 月 10 日，在天津市滨海新区海洋高新区新河东干渠边

绿化带里（39°04′6″ N，117°37′50″ E，海拔 0 m）观察到一只小型雀形

目鸟类在树枝上伺机捕捉飞过的昆虫。用尼康 P900S 数码相机拍摄照

片多张，后经鉴定该鸟为灰林 （Saxicola ferreus）（图 1）。同区域亦

有红胁蓝尾鸲（Tarsiger cyanurus）、黄腰柳莺（Phylloscopus proregulus）、

斑鸫（Turdus eunomus）、棕头鸦雀（Sinosuthora webbiana）等栖息觅

食。观察到的灰林 为雄鸟，白色眉纹显著，黑色脸罩明显，喉以及

颏呈明亮的白色，与下体的灰白色形成对比，喙和脚均为黑色。 
灰林 属于雀形目（Passeriformes）鹟科（Muscicapidae）（郑光

美 2017）。分布区域大体位于东洋界北部，主要分布于喜马拉雅山脉

至东南亚北部地区，偶见于日本、韩国以及我国台湾外海，在我国境

内，其广泛分布于南方大部分省份和地区，为常见留鸟（约翰·马敬能

等 2000，Brazil 2009，赵欣如 2018）。此前，华北地区仅北京市有过

3 笔、河北省有过 1 笔灰林 的记录（黄翰晨，Paul Holt 个人交流），其中，京冀两地在 2019 年 4 月各有 1 笔记

录，与天津此次记录的日期接近。值得注意的是，上述记录均只观察到 1 只雄鸟。经查阅相关文献资料（王凤琴 
2006，郑光美 2017，赵欣如 2018），天津地区目前并没有灰林 的确切记录。通过实地观察和检查照片发现，该

鸟羽毛整洁，表现出正常飞行、捕食、理羽等行为，状态良好，经综合分析后，判断该鸟为野生个体，应为天津

市鸟类分布新记录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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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灰林  

Fig.1  Saxicola ferreu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