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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 年 J 月在广东省南岭自然保护区采集到 , 只森林型蝙蝠"+,!++ #!其鼻部呈管状!毛被厚

密而柔软!后腿’翼膜和尾膜被覆有棕色绒毛& 体型较大!雌雄之间有明显差异!前臂长, %JH&% ’-"H,A

00!+ %%H## ’%,H&" 00%核型为 "7 q%%!a(q-"%超声波为调频型!主频率为 AJH+ ]YU& 经鉴定为蝙蝠

科管鼻蝠亚科的毛翼管鼻蝠"N+*>#(6%>"+,)&"+*>#+#& 这一发现使该物种在中国大陆地区目前的分布区

与栖息地得以进一步核实和确认!弥补了该珍稀蝙蝠物种的分布’行为和生态学资料&

关键词!翼手目"蝙蝠#%毛翼管鼻蝠%南岭%核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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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翼蝠属 "N+*>#(6%>"+,)&#隶属翼手目蝙
蝠科!全世界 $ 属 " 种!是极其珍贵稀少的蝙蝠
种类 " C)EF=6=613*$&&" #& 自 $J%# 年 由
R=0027?] 将采集于印度尼西亚爪哇的标本命
名为新种111毛翼管鼻蝠"NI"+*>#+#以来!至
目前为止仅报道分布于亚洲东南部!我国仅
$ 种即毛翼管鼻蝠"王应祥 "##+!盛和林 "##-!
V27 =613*"##,!W026; =613*"##&#& 本研究组
在广东省南岭捕获到一批森林型蝙蝠!经鉴定
有毛翼管鼻蝠 , 只!本次该物种在中国大陆地
区的再次发现!对核实和确认该物种的分布区
与栖息地!弥补该珍稀蝙蝠物种的分布与数量’
形态和生态资料等具有一定的价值和意义&

>?材料与方法

"#$" 年 J 月在广东省南岭国家级自然保
护区的八宝山保护站附近森林"("%m-,H"+&n!
.$$+m##H$J$n!海拔 $ $J, 0#中放置蝙蝠竖琴
网!捕获到 , 只毛翼管鼻蝠"+,!++ #& 对标
本称重’编号 "分别为 $""J-’ $""J,’ $"+#,’
$"+#A’$"+#J’$"+#& #!用电子数显卡尺 "OjZ
O.(牌!上海量具刃具厂!精度 #H#$ 00#对标
本外形和头骨进行测量"杨奇森等 "##A#!然后
制成剥制"或浸制#标本和头骨标本保存&

核型分析!取蝙蝠的新鲜肺组织和尾椎骨
!!!

进行组织培养& 在光学显微镜下计数 +# 个分
散良好的中期分裂相细胞!进行拍摄’剪贴和测
量!计算出染色体的相对长度和臂比指数
"T<7>10=76137<0F=E!a(#!根据染色体分类标
准将染色体分组排列&

超声波声纹图谱录制与分析!在室内用蝙
蝠超声波接收器"‘=66=E::)7 X-##h!W4=>=7#录
制在飞行状态下的超声波!并获得其回声定位
声波图谱&

A?结?果

外部形态及测量"表 $ 和图 $#$体型较大!
鼻部呈管状& 耳壳质薄!卵圆形!耳屏较长’针
状!有一基凹& 雌雄之间体型存在明显差异!雌
性较大&

毛色$被毛厚密而柔软!背毛毛基呈灰色!
毛尖浅黄褐色或灰栗色& 腹毛淡棕色’淡灰色&
翼上沿前臂骨背侧’后腿和尾膜被覆有绒毛&

头骨"表 $ 和图 "#$头骨粗壮!雌雄之间有
差异!雌性较大& 吻突短而宽!中央凹陷& 颧弓
长!颧骨扩张& 眶后被压缩的部分不明显%矢状
嵴和人字嵴明显& 上腭及其向后延伸部位扁
平%听泡和耳蜗小%枕骨底部有凹痕!但不是很
深& 下 颌 骨 的 冠 状 突 大! 角 突 小& 齿 式$
"H$H"H+b+H$H"H+ q+%& 上颌左右颊齿粗壮!相
!!

图 >?毛翼管鼻蝠外形
F/:G>?8L,#(0-9)*<&#/$*)(/5&’",5&#/$&

1*头部外形侧面观%F*翼膜及前臂特征%?*后足及胫部特征&

1*V16=E13S2=4)T;=1> :6E<?6<E=:% F*a=16<E=:)T427817> T)E=1E0% ?*a=16<E=:)T;27> T))617> 62F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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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毛翼管鼻蝠外形及头骨数据比较"00#

!-’9#>?.)&3-(/1)01)*#L,#(0-9-061S%99&)(3")9):5 )*<&#/$*)(/5&’",5&#/$&

项目 g6=0
广东南岭"本研究#

(173278! O<178>)78"R;2::6<>@#

,! $ q+ + ! $ q+

印度’爪哇
g7>21! d1S1

"G16=:=613*$&&A#

头体长 Y=1> 17> F)>@3=786;

尾长 R1233=786;

耳长 .1E3=786;

前臂长 a)E=1E03=786;

胫骨长 R2F213=786;

后足长 Y27>/T))63=786;

颅全长 OE=1:63=786; )T:]<33

枕犬长 C)7>@3)?1727=3=786;

脑颅宽 GE=1>6; )TFE127?1:=

颧宽 i@8)0162?FE=1>6;

眶间距 g76=E)EF2613)T42>6;

上臼齿间宽 Q+/Q+

X2:617?=F=64==7 Q+

上犬齿间宽 C/C
N2>6; F=64==7 ?278<31)T?1727=:

上齿列长 C/Q+

V=786; )T<DD=E6))6; E)4

下齿列长 C/Q+
V=786; )T3)4=E6))6; E)4
下颌长 Q17>2F3=3=786;

Q=17 IWX ,%H$$ I"H+J -&H&A I%H#, ,JH+ I,H" " $ q%#

范围 \178= ,$HA- ’,,H-# -AH## ’,%H,# ,#H# ’A-H#
Q=17 IWX -%H%$ I+H&$ %AH+& I+H#& %-H- I-H+ " 7 q%#

范围 \178= -"H## ’-JH&" %%H## ’-#H#- %#H# ’-#H#
Q=17 IWX $AH&% I$HAJ $-H&+ I"HA$ $AHJ I#H- " $ q%#

范围 \178= $,HJ, ’"#H## $"HJ" ’$AHJ# $AH# ’$JH#
Q=17 IWX -$H+% I"H#J %-H-" I$H%, %AHJ I"H- " $ q,#

范围 \178= %JH&% ’-"H,A %%H## ’%,H&" %%H$ ’-#H$
Q=17 IWX "%H#- I#H%% "$H## I"HA&

范围 \178= "+H," ’"%H-# "#H"J ’"-H"$
Q=17 IWX $"H,& I"H## $$HA- I$H"$ $"H+ I$H+ " $ q%#

范围 \178= $$H#$ ’$%H&# $#H%+ ’$"HJ" $$H# ’$%H#
Q=17 IWX ""H%$ I#H%, "$H", I#H,$ ""H% I#H" " $ q+#

范围 \178= "$H&$ ’""HJ$ "#HAJ ’"$H&- ""H" ’""H,
Q=17 IWX $&H+- I#H%A $JH+, I#H,A $&H+ I#H+ " $ q+#

范围 \178= $JHJ$ ’$&H,% $AH&- ’$&H$+ $&H# ’$&H-
Q=17 IWX &H%# I#H+& &H-% I#H"+ &HJ I#H$ " $ q+#

范围 \178= &H#+ ’&HJ# &H"J ’&HA" &HA ’$#H#
Q=17 IWX $+H&$ I#H+% $+H$A I#H%A $+H, I#H$ " $ q%#

范围 \178= $+H,- ’$%H"& $"H,% ’$+H-- $+H, ’$+HA
Q=17 IWX -H%- I#H$" -H-A I#H#A -HA I#H" " $ q-#

范围 \178= -H+, ’-H-& -H-$ ’-H,- -H% ’-H&
Q=17 IWX AH"& I#H$% ,H&& I#H$% AH, I#H" " $ q-#

范围 \178= AH"# ’AH%- ,HJ+ ’AH#& AH+ ’JH#
Q=17 IWX ,H,- I#H$" ,H+& I#H"%

范围 \178= ,H-A ’,HA& ,H$" ’,H-A
Q=17 IWX ,H-J I#H+- ,H%A I#H"+ ,HA I#H" " $ q-#

范围 \178= ,H$J ’,HJ# ,H"$ ’,H," ,H- ’,H&
Q=17 IWX AH," I#H+A AH," I#H,% AHJ I#H" " $ q-#

范围 \178= AH"# ’AH&$ AH+- ’AHJ" AH- ’JH#
Q=17 IWX $-H$ I#H+"$ $%H+" I#HA- $-H% I#H% " $ q-#

范围 \178= $%HA+ ’$-H+$ $+H,+ ’$-H$" $-H$ ’$,H#

互平行排列! 但最后一枚臼齿甚小& 上’下齿
列长在雌雄之间差异不甚明显&

染色体$根据对 " 只雄性成熟个体各 +# 个
中期分裂相细胞的观察!毛翼管鼻蝠的染色体
数 "7 q%%!臂数"a(#为 -" "图 +#& 常染色体
中!有中部和亚中部着丝粒染色体 "Q! WQ#
- 对!其中大型的中部着丝粒染色体 + 对!小型
亚中部着丝粒染色体 " 对!从大型到小型的端
着丝粒染色体 "M# $, 对& B染色体为中部着
丝粒染色体 "Q#!P染色体为端着丝粒染
色体"M#&

回声定位声波$该物种飞行状态下的回声定
位声波图谱见图 %!属于调频"aQ#型!主频率为
"AJH+ I$%H-# ]YU",%H- ’$#AH% ]YU#!最高频
率为"$""H" I$$H-# ]YU"&-HA ’$+#H& ]YU#!最
低频率为"%%H& IJH&# ]YU"+AH$ ’-,H, ]YU#!
声脉 冲 持 续 时 间 " $H# I#H" # 0:" #HA ’
$H" 0:#!$ q&"为分析不同蝙蝠个体的 & 段声
波#&

生物学资料$广东省南岭国家级自然保护
区隶属广东省韶关地区!位于南岭山脉中心地
带!一般海拔高度 J## ’$ ### 0!最高海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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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A?毛翼管鼻蝠头骨形态"标本 $"+#,#

F/:GA?2S%99&)(3")9):5 )*<&#/$*)(/5&’",5&#/$& "$"+#,#
1*头骨背面观%F*下颌正面观%?*头骨腹面观&

1*X)E:13S2=4)T:]<33% F*aE)76S2=4:)T017>2F3=% ?*[=76E13S2=4)T:]<33*
!

图 B?毛翼管鼻蝠的核型""7 q%%!a(q-"#

F/:GB?<-(5),53#)*<&#/$*)(/5&’",5&#/$&
!

$ &#" 0!属亚热带季风气候!温暖湿润!垂直变
化明显!年平均气温 $&H# ’"$H#o!年降水量
$ %## ’$ &## 00"张金泉等 "##A#& 区内保存
有较完整的亚热带常绿阔叶林’山顶矮林’针叶
林等森林植被!野生动植物种类丰富!为翼手目
动物的良好栖息环境&

本次采集到该种蝙蝠的地点为南岭自然保
护区八宝山林业站附近溪流旁边小路 "("%m
-,H"+&n!.$$+m##H$J$n!海拔 $ $J, 0#& 采集
地附近主要为针叶林环境!在沟谷溪流旁边有
一条数公里长的林道!道路两旁有小乔木和灌
木& "#$" 年 J 月!在此道路中横断布设蝙蝠竖
琴网 - 晚!捕获本种 + 只!另外 + 只分别在距

图 C?飞行状态下毛翼管鼻蝠的回声定位声纹图谱
F/:GC?23#4,():(-& )*#4")9)4-,/)04-991)*

<&#/$*)(/5&’",5&#/$& /0*95/0: 1,-,%1
?

离本地约 " ]0处溪流旁和登山道捕获& 同一
竖琴网在同一天除捕获 " 只本种外!还捕获中
管鼻蝠"E)*#$+ ")44($##$ 只’绯鼠耳蝠"E0(4#&
-(*G(&)&#$ 只!相同环境其他网还捕获到中管
鼻蝠’中菊头蝠 "D"#$(,(>")&+--#$#&# ’皮氏菊
头蝠 "DI>%+*&($##和鼠耳蝠 "E0(4#&:D*#等!
说明该地蝙蝠的物种多样性非常丰富& 但同
年$# 月下旬!再次到该环境!仅捕获到中管鼻
蝠’中华菊头蝠 "DI&#$#6)&# ’大耳菊头蝠 "DI
G+6*(4#&#等!未捕获到毛翼管鼻蝠!是否因为
气温降低该种已经进入冬眠!尚待进一步
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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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讨?论

毛翼蝠属全世界有 " 种!我国仅 $ 种!即毛
翼管 鼻 蝠! 另 一 种 为 NIG(*?+=& C)EF=6等
"$&&"#记述的本属 " 物种的鉴别特征为$上犬
齿间宽 -HJ# ’,HJ# 00为毛翼管鼻蝠!主要分
布在中国%上犬齿间宽 ,H&# ’AH-# 00的为
NIG(*?+=!主要分布在亚洲东南部& 作者在南
岭保护区所采标本上犬齿间宽为, ,H-A ’
,HA& 00!+ ,H$" ’,H-A 00!与前者符合!故鉴
定为毛翼管鼻蝠& 同时!其前臂长平均为
%JH%+ 00!与 G16=:等"$&&A#报道的毛翼管鼻
蝠前臂长"%AHJ 00#相似!头骨数据也很接近!
应为毛翼管鼻蝠越北亚种"NI"+*>#+ *)-),)&#&

据张荣祖"$&&A#文献记载!毛翼管鼻蝠在
中国大陆的分布首先由彭鸿绶等"$&A"#进行
了报道!标本采于我国云南的景东 "林街 #&
$&+- 年日本的风野铁吉在台湾埔里采集 $ 只
标本!$&&, 年林良恭等在台中大雪山林道等地
获得了一批本种标本"V27 =613*"##,#!并报道
了其核型和具有雌雄之间体型差异& 本次在广
东南岭采集标本获得的核型和形态特征数据!
与台湾的结果基本一致!广东产本种标本也存
在雌雄之间体型差异!雌性个体体型较大& 王
应祥""##+#’盛和林""##-#’W026; 等""##&#对
毛翼管鼻蝠分布的描述基本相似!即在中国分
布于云南’广东’福建和台湾!在国外分布于亚
洲东南部!主要包括印度南部和东北部’老挝’
越南!苏门答腊’爪哇’婆罗洲’摩鹿加群岛南部
"印度尼西亚#’菲律宾& 该种蝙蝠在中国大陆
极为珍贵稀少!分布和生态资料几乎为空白!除
彭鸿绶等"$&A"#报道云南景东采集的标本外!
迄今为止尚无其他捕获和标本保存记录!福建
作为本种分布区"王应祥 "##+#的依据尚待核

实& 本次在广东省南岭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调查
中捕获的 , 只标本!为该物种在中国大陆地区
的再次确认与发现!也是目前保存最完善的标
本记录& 同时!为南岭自然保护区继西南鼠耳
蝠"EI+,4+*#)G# "张燕均等 "#$##和中管鼻蝠
"周全等 "#$$#之后!再次发现的蝙蝠新纪录!
说明该保护区哺乳动物物种多样性较丰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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