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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胶配方中少加 DBP数量。 多加则使包埋块 

软化。DBP是调节包埋块软硬的药品。 【 】 

本切片技术是根据高分子化学理论、结台 f3】 

制片技术进行实验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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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 南 岛 孔 雀 雉 现 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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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 1987--1988年间的调查证实灰孔雀雉海南亚种目前主要存在于海南岛主要林区坝主岭、类 

峰舌争、白水岭和黎母岭部分地区的原生性山地雨林、沟咎甫林和山地常绿阔叶林中，数量稀少·而大田 

村、加薪、仁 、屯昌、六连岭等次生性落叶季雨林和常绿季雨林中近年来残剩的踪'痤正在迅速消失。主 

要原因是羌节制的捕杀和生境的不断被破坏。从目前分雍区的分散性和越来越狭窄的趋势看，灰孔雀 

雉嵩南亚种的命运应该立即引起^们的重视。 

孔雀难是珍稀雉娄之≯r世界上迄今所知 

有 6个种，共 l2个种和亚种。其中孔雀雉存在 

5个亚种分化，我国有 2个亚种。 指 各 亚种 

Polyplec：ron 6 bicalcaratum 分布 在云 南 西 

南部及南部西双版纳，海南亚种 Polyplectron 

5．／~a：suma：a~仅见于海南岛。 无论是指名亚 

种还是海南亚种，在国内除了区系调查中偶有 

零星记述外，对它的分布及生态等缺少系统的 

研究。 1 986年我们开始对海南岛孔雀雉的分 

布、现状及生态进行调查研究。本文为分布及 

现状调查的初步报告a 

栖 息 地 生 境 

1987年 11月、12月及 1988年 3月、8月， 

我们分四次在海南岛普查孔雀雉的分布及现存 

情况。 自坝王岭保护区开始 ，调查点遍及海南 

岛各大主要林区 ，行程 1300多公里 (见图 1)。 

目前海南岛的自然植被除在 坝王 岭 (2000公 

顷)、尖峰蛉 (1600公顷)、白_永 蛉 (吊罗 山) 

(3050公顷)等保护区及黎母岭的部分地区保 

留有面积不大的原生性 山地雨林、淘谷雨林、山 

地常绿阔叶林外，其他地区破坏相当严重。多 

数 已成为次生性的常绿阔叶林、落叶阔叶林以 

及稀树灌丛和草原等。调查确认 目前处于保护 

得较好的原始类型的 山地雨林、沟谷雨林和山 

地常绿阔叶林为孔雀雉的主要分布区，如坝王 

岭、尖峰岭、水岭(吊罗山)和黎母岭的部分地 

区。此外 ，岛西部大田坡鹿保护区南面的大 田 

村；东南部加薪；中北部澄迈县南部及西南部仁 

兴及其与屯昌县交界处 ；以及东南部六连岭等 

落叶季雨林和常绿季雨林的次生林生境中都还 

有孔雀雉的踪迹。据调查数年前在这些次生性 

林区内都还能猎获孔雀难。这些地区历史上都 

有较好的原生林存在过。目前这些次生林继续 

遭到进一步的破坏 ，如屯昌、仁兴等地的植被大 

p转化为稀树灌丛。孔雀难已退缩到南渡江及 

‘广最省林业厅科研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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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I 海南岛孔雀雉调查示意圉 

▲．山地雨杯 B．山埘常摄阀叶# C．肉谷雨林 D．常绿季雨椿 E．落叶季南林 F．稀辩灌丛 

●采获标本 ▲礴认分布，暂无标奉 —— 第 1次调查路线 ⋯ ÷ 第2—4攻调查路线 

其支流两侧河谷残刹较密的次生林中去了。以 

往在屯昌县城附近不远处就有孔雀雉存在。看 

来原生性的山地雨林、沟谷雨林和山地常绿阔 

叶林是灰孔雀雉的典型栖息地。其主要特点是 

气侯温暖湿润，植物区系中热带与亚热带成分 

占绝对优势，郁闭度太，终年常绿，结构复杂，乔 

术及层间植物丰富，板根和萌生现象普遍，茎花 

存在，草本植物贫乏。 

在上述孔雀雉的分布生境内，白海拔 15O— 

l200米高度范围内都有它的活动踪迹。 

现 存 状 况 

自 l 987年起我们在坝王蛉保护区内对孔 

雀雉开展诱饵定位观察，通过详细的 直接观察 

法 ，包括繁殖期对鸣叫声的了解，估计保护区 

内诱喂点所在区域的密度仅 1．5只／9方 公 里。 

调查过程中我们在坝王岭、白永岭、黎母 

蛉、仁兴、屯昌等地都已获得标本。在太田村、 

尖峰岭、六连蛉等林区 目前尚未得到，但经过详 

细访问，已能确认近年内都还有孔雀雉存在。不 

过随着生境的破环，孔雀雉在这些仅存的林区 

已越来越少见。屯昌县和澄迈县的仁兴等地历 

来是猎户捕捉孔雀雉较为有方之处，数年前在 

县城附近就有捕获的记录。现在却要到较远的 

河谷密林中才能捕到。从调查图上可见孔雀雉 

在海南岛的分布区已非常狭窄且又分散。海南 

岛的猎民外出都有随身带枪的习惯，抢杀禽兽 

普遍成 习。在干旱地区大 田村常有^在水源附 

近守候措杀。白水岭、六连岭、屯昌、仁兴等地措 

户善用套索捕捉孔雀雉，数量不少，届果已十分 

严重。 我们自 1987年 1 2月至 1 988年 8月但 

九个月期间，在坝王岭、仁 、屯昌、黎母蛉、自 

永岭等地见过捕获的孔雀雉共达 30只之多。 

因孔雀雉海南亚种标本的量变文献资料极 

少，在此记录部分标本的数据，以供参考(见袭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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衰 l 孔雀堆测量裹(单位：克 ·毫米) 

性 6 采集地 体重 生长 翅长 尾长 嘴峰 跗瞳 

仁 352 540 182 243 25 68 

坝 王II争 220 293 19 63 

屯 昌 300 19O 19 66 

屯 昌 301 500 26O 19 64 

屯 昌 320 495 185 24O 22 6B 

2 屯 昌 209 394 l8B 19 5I 

2 屯 昌 225 4l0 I64 l 9l 20 ，6 

2 屯 昌 220 325 I63 I1O I7 7 

‘饲养数日后死亡，体重但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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寄生虫学会召开第二次代表大会暨第三次学术讨论会 

中国动物学会寄生虫学专业学会第二届会 

员代表大会暨第三次寄生虫学学术讨论会已于 

1990年 4月 l7日至 21日在西安举行。与会代 

表共 324人。 他们分别是来自全国 (除台湾省 

外)各省、市和自治区的高等院校、科研机构、生 

产单位和卫生部门。 会议共收到论文 61 2篇， 

其中原虫方面 150篇，吸虫 145篇，绦虫 6O篇， 

线虫 82篇，棘头虫的 5篇，蜱螨昆虫 72篇，综 

合调查或记述 98篇。 

贺联印教授主持了开幕式。吴淑卿理事长 

在会上代表第一届理事会总结了五年来学会的 

工作。会议分全体会和小组会两种方式进行，并 

按学科分原虫，吸虫‘绦虫、线虫、医学 昆虫及植 

物线虫 6个小组开展活动。代表们对本届理事 

会在组织国内外学术交流；鼓励青年寄生虫工 

作者的学术活动以及较有成效她举办过三期寄 

生虫学讲习班等学会工作均表满意。 

会议按期进行了理事会改选，选举出第二 

届理事 44人。 

这次会议学术气氛活跃，交流的内容、涉及 

的领域和展示的成果都是丰富喜人的。无疑它 

将对今后寄生虫学的发展超促进作用。 

【刘兰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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