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霜降与鸟候——10月23日是霜降。“云雾，雨之征

也，夏则为露，冬则为霜，温则为雨，寒则为雪”。霜降

时节，阳气入地，阴气始凝，深秋景象明显。霜降的气

候特点是早晚天气较冷、中午相对较热，在一年中昼夜

温差最大。“雨露冻凝者，皆由地发，非从天降”，说是霜

降，其实并非天上降霜，而是地上凝霜。霜降三候中没

有鸟候。初候“豺乃祭兽”，是说豺狼之类的猛兽开始

捕获猎物，准备过冬；二候“草木黄落”，是说小草开始

枯黄，树叶开始掉落；三候“蛰虫咸俯”，是说冬眠的昆

虫基本进入不动不食的冬眠状态。霜降三候中虽然没

有鸟候，但此时的候鸟大多已经南迁到位，留鸟或储备

食物过冬，或准备进入冬眠阶段。

山雀与银喉长尾山雀——山雀与银喉长尾山雀虽

然都是雀形目鸟类，但两者既不同科，更不同属，山雀

是山雀科山雀属小型鸟类的统称，而银喉长尾山雀则

是长尾山雀科长尾山雀属中的一种小型鸣禽。亚欧大

陆上的长尾山雀属鸟类计有6种，我国分布有黑眉、银

脸、红头、银喉等长尾山雀共4种，其中银喉长尾山雀主

要分布于华北、华中和华东地区。银喉长尾山雀体型

非常小，体长在13-15厘米之间，体重只有7-11克，其

尾羽占到体长的一半以上，翅膀展开宽度更是在16-20

厘米之间。这种鸟的头顶至颈背都呈灰黑色，具有浅

色纵纹；头和颈侧及下体都呈淡葡萄色。其嘴巴发黑，

短而细小，喉部中央有银灰色斑，颊部呈银灰色或白

色，故以“银喉”命名。

人见人爱的小萌鸟——一元硬币的重量是6克，一

只银喉长尾山雀的体重是7-11克，两个硬币就要超过

一只鸟儿的体重，可见这种鸟的娇小。银喉长尾山雀

是人见人爱的小萌鸟，它的呆萌可爱主要表现在外观

特征上，因全身羽毛蓬松，就像一团毛球，尤其是其小

巧体型，看起来就像一个小玩偶，让人不得不爱。银喉

长尾山雀的动作敏捷，来去突然，经常跳跃在树冠或灌

木丛之间，人们只要见到就不想移目。这种鸟的合作

意识很强，在繁殖季节，落单的鸟儿会帮助成家的夫

妻，或孵卵、或捕食、或卫巢。到了冬季，单个的鸟儿身

上虽然裹着厚厚的羽绒，但仍不能抵御寒冷，于是银喉

长尾山雀们会选择成群栖息，挤在一起“抱团取暖”，以

减少热量散失，这些生活习性让它们显得更为可爱。

霜降的淮南“鸟代”——银喉长尾山雀主要栖息于

山地森林和灌木丛林地带，果园苗圃、城市公园、湿地

苇丛等环境下更为常见。其食物以昆虫及幼蛹和蜘

蛛、蜗牛等小型无脊椎动物为主，兼食少量植物性种籽

和果实，对控制森林病虫害作用明显，因此被国家林业

局列入“三有陆生野生动物名录”，目前在《世界自然保

护联盟濒危物种红色名录》中呈“无危”状态，它在欧洲

的罗马尼亚还被视为国鸟。我国东北地区原来是此鸟

的盲区，现在也能经常见到，说明我国的生态环境在整

体上越来越好。淮南市域全境都非常适宜银喉长尾山

雀栖息，霜降时节，天气渐冷，鸟儿越来越少，但它仍显

活跃，山区和野外仍能听到此鸟的叽喳叫声，因此将银

喉长尾山雀确定为霜降时节的淮南代表性鸟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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