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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 年 10 月 2 日和 2007 年 8 月 21 日笔者在

江西吉安市遂川鸟类环志站（25°28´—26°20´N，

113°56´—114°13´E）进行鸟类环志和野外鸟类观测

过程中，记录到白喉斑秧鸡（Rallina eurizonoides）
和红颈瓣蹼鹬（Phalaropus lobatus），经查阅文献后

确认为江西省新记录（Zheng, 2005）。现报道如下： 

1  白喉斑秧鸡 Rallina eurizonoides 

2006 年 10 月 2 日笔者在遂川鸟类环志站的营

盘圩乡山地（海拔 1 700 m）开展夜间环志时捕获一

只白喉斑秧鸡，捕获环志后放飞，环号为 F05-2280。 
形态特征：偏栗棕色秧鸡。头部和胸栗棕色，

喉部色浅偏白，下胸以下具粗大的黑褐和白色相间

的横斑。初级飞羽和次级飞羽的内侧亦具黑褐和白

色相间的横斑。 
量度：体重 101 g，全长 259 mm，嘴峰 24 mm，

翅长 136 mm，尾长 66 mm，跗蹠 44 mm。 
分布：白喉斑秧鸡的分布范围还不甚清楚

（MacKinnon et al, 2000）。以往文献记录表明，该

物种在广西、香港、台湾为留鸟，在湖南和河南南

部为夏候鸟，亦见于海南（迷鸟）和云南（Zheng, 
2005; Huang et al, 2006）。Gao et al（2000）在太湖

进行鸟类调查时也发现白喉斑秧鸡。江西过去无分

布记录，遂川鸟类环志站夜间环志的白喉斑秧鸡为

江西省鸟类新记录。此次发现时间为鸟类迁徙季

节，因此该物种在江西的居留状况还有待进一步观

察。 

2  红颈瓣蹼鹬 Phalaropus lobatus 

2007 年 8 月 21 日笔者在遂川沙子岭机场附近

的湿地发现红颈瓣蹼鹬 1 只，该鸟在机场附近的湿

地停留两天。 
形态特征：嘴细长而直，上体灰色和白色，下

体偏白。头顶及眼周黑色，白色眉纹明显，粗大的

黑色贯眼纹十分显著。眼后耳羽向下至颈前有橙黄

色纵纹。据形态特征推测该物种可能正处于换羽阶

段。 
分布：红颈瓣蹼鹬分布广泛，繁殖于全北界，

于世界各地的海上越冬。在国内除海南外均为旅

鸟。该物种在国内分布于东北全境、河北、北京、

辽宁、山东、青海、新疆、江苏、上海、福建、广

东、香港、海南和台湾(MacKinnon et al, 2000; Zheng, 
2005)。Zhong et al（2007）在湖北也发现少量的红

颈瓣蹼鹬。以上研究结果表明，红颈瓣蹼鹬在江西

周边省份已有分布记录。江西过去未有分布记录可

能因为该物种在江西境内分布数量相对较少。此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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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遂川机场附近湿地发现的红颈瓣蹼鹬为江西鸟

类物种新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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