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间距 &’()*+,- )-).--+ $%：上颌两第

三臼齿（$%）齿槽内缘间的最小距离（图 /：0）。

!"%：上犬齿（1）至第四前臼齿 2/ 齿隙长

&’()*+,-+,- 0-).--+ 344-5 ,*+’+- *+& 2/：上犬齿

齿槽后缘至第四前臼齿齿槽前缘的距离（图 /：

,）。

!"/：上犬齿基长 6-+7)8 9: )8- 344-5 ,*+’+-
0*(-：上犬齿基部的最大长度，即上犬齿齿槽最

前缘至最后缘的距离（图 /：,）。

!";：上 颊 齿 列 基 长 *（ 含 犬 齿 ）*6<-96*5
6-+7)8 9: )8- ,8--= )99)8 59.（,*+’+- ’+,63&-&）：上

颌犬齿槽最前缘至最后臼齿齿槽最后缘点的距

离。

!">：腭桥长 4*6*)*6 05’&7- 6-+7)8：单侧门齿

孔最后缘点至同侧中翼骨窝最前缘点的距离

（图 /：0）。

!"?：下 颊 齿 列 基 长 *（ 含 犬 齿 ）*6<-96*5
6-+7)8 9: )8- ,8--= )99)8 59.（,*+’+- ’+,63&-&）：下

颌犬齿槽最前缘至最后臼齿齿槽最后缘点的距

离（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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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肃文县发现鹰雕

#BB> 年 / 月 "> 日，作者救治了一只受伤的猛禽，经鉴定为鹰雕（!9%:0)4.& /%90#)/&%&）（见封 / 图片），估计为旅鸟，

是甘肃省鸟类的新记录。

其嘴为黑色，嘴峰向下弯曲，鼻孔圆形，蜡膜为黑灰色，脚和趾为黄色，爪为黑色，上体为褐色，腰部和尾上的覆

羽有淡白色的横斑，尾羽上有宽阔的黑色和灰白色交错排列的横带，头侧和颈侧有黑色和皮黄色的条纹，喉部和胸

部为灰白色沾棕，跗"上被有羽毛，具有不明显的淡褐色和白色交错排列的横斑。翅膀和尾羽腹面的黑白色交错

的横斑极为醒目。

其测量数据如下（单位：7，FF）：

性别 体重 体长 翼展 跗" 尾长

" # /TB >/; " #%B "#; %BB

发现该猛禽的地点为林缘地带附近的村庄内，定点为："B/D?B; />TUJ，%#DS#S T//UO，海拔 SB; F。

该鹰雕现饲养于白水江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繁殖中心，预计 # 个月后可以放飞。

张 恒 何礼文 袁 明

（甘肃省白水江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繁殖中心 文县 ?/>/B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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