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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 些 鸟类 舌 的形 态观 察 

高 华 影 
(西 北 林 学 院) 

■娶 对 9目 24科 B5种鸟舌的形态观察，可划分为矛尖型、四钝型、棒状型和短阔型四种类型。 

发现鸱鹦科 3屠 3种鸟类为圊钝型，怫法借目翠鸟科和戴胜辩 斗属 4种鸟类为短阁型，琢术鸟科 3唇 3 

种为棒挠型。其余 6目20科的鸟类均系矛尖型。舌型以鹌科鸟类最为复杂，除莺亚科 4属8种为二分 

叉舌型外，鹅亚科、面眉亚科和鹌亚科鸟的舌中不分叉、二分叉和四分夏舌垄均有，但以二分叉舌型为 

多数． 

国内关于鸟舌的形态研究尚无报道。作者 

从近几年采得的教学标本中， 对 9目 24科 B5 

种 275例的鸟舌进行了形态观察。现将观察结 

果初步总结于下，以供鸟学研究参考。 

一

、 舌的位置及舌骨 

鸟类的舌位于下喙支之间 凹 陷 处 (见 图 

1)，即口腔底部。舌尖游离，舌的后端措外来肌 

图 1 鸟娄舌位置穗式图 

l·前颔骨； 2-鼻骨 ； 3-颧骨； 4．顶骨； ．枕骨； 
6·方骨； 7·隅骨后龚； 8-隅骨内凳； 9．关节骨； 

lO·上隅骨； lJ·齿骨； l2．舌 

与口腔底及喉相连。舌尖内无舌骨。舌体内有 

舌内骨，舌根内有基舌骨。舌骨的主要部分为 

舌骨体或称基舌骨 ，其前端以可动关节与舌内 

骨相接，后端接尾古骨或基鳃骨。基舌骨后端 

两侧还连接一对舌骨支，它们和基舌骨之间也 

都以可动关节相连。 舌内骨前端附有软骨突， 

它向前伸达舌尖基部。基舌骨以一透明软骨尾 

古骨伸入舌根(见图 2，图 2一l0见下图)。 舌 

骨支外面有肌肉包被，它们各自经同例上隅骨 

的内侧，向下向后，紧贴隅骨内突下方和枕骨伸 

延直达顶骨(见图 1)。 一般鸟类舌骨支的末端 

都可以略超过枕顶缝，且逐渐互相靠近。有些鸟 

獒的舌骨支很长，可达鼻骨。黑枕绿睬木鸟 舌 

骨支最长，几乎达上喙的先端 ；而戴眭的舌骨支 

很短，末端仅选枕骨大孔下缘 (见图 3)。不过 

由于戴胜的整个舌部都很短，所以舌骨支相对 

倒不显得十分短 (见图 4)。 

二、舌 的 形 态 

(一)形态上的差异 鸟舌包括舌尖、舌体 

和舌根三部分。舌尖游离并以舌系带与舌体为 

界。舌尖占舌总长(除舌骨支外)的大部分，井 

本文承北京师范丈学郑光美鲐授、 西北农业大学 田九 

畴教授审阅修敌。 西北大学陈暇官教授提 出 宝 贵 意 

见 ；西北摊学腕囊伟、河南洛阳#段捌玉孵、廓阳市样 

业局党齐域、佛坪自然棘护区巩叠生等屙毒参加 韫 丹 

室内、外工柞，在此一并致谢。 

1)文内所有鸟类名称均依郑作新教授 1976 中国鸟类 分 

布目录，第二般为准，为了节省篇幅 文中蒋学名略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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覆盖着舌下和舌系带前方口腔底的大部分。舌 

体和舌根的过渡标志是一横排尖端指向咽部的 

乳头。形态上的差异主要表现在舌尖，其状一 

般与下喙的形状一致，多为矛尖形。但随着种 

类、采食方式和采食对象的不同，又有圆钝形、 

棒状和短阔(见图 5)。 

(=)舌尖形态的变化及分类 (觅表 1) 

丧 1 备科 鸟舌 的姜型 

类型 主 要特 点 科 刖 

柬端 无毛刺 难 、鸽、鹬 、鹭、鸲鸽 不分叉 

柬端有毛 刺 鹎 、文鸟 、雀 

边缘不具 齿 燕 

矛 边 缘具 齿 耨 鹁
、 伯劳、卷尾、椋鸟， 二分叉 

鸦、河鸟、莺亚科 尖 

叉 Il司有毛 刺 百灵 
型 

四叉几乎等大，无齿 山雀 四丹夏 

阿耐二叉特小 ，有 齿 蒋 

多丹 叉 夏太 小不均 ，不对 称 杜鹃 

圆钝型 舌肥厚，似哺乳类 鹤鹗 

棒状型 舌 体，舌根丹界标志不见 啄末鸟 

短闻型 舌质柔软，舌底无角质壳 翠鸟、戴胜 

1)鹅科中的鹂亚科， 画眉亚科和鹋亚科因舌变化多样故 

束列 ^。 

2)就且前所觅标本中，豫鹭科、翠 鸟科、戴畦科和啄木鸟 

科鸟的舌背、舌底面角质化程度差异不太外，其余晷科 

鸟舌的舌底均较舌背面角质化程度高，以鸱鹗科、堆科 

最明 显。 

1．矛尖型 根据舌尖形态的变化又可分为 

舌尖末端不分叉、二分叉、四分叉和多分叉等类 

型。 

(1)舌尖末端不分叉 因形态、质地不同 

而有较多类型。舌体和舌根的过渡标志为一横 

排尖端指向咽部的乳头 ，很明显。 

1)舌尖短厚，末端圆钝光滑 ，背面俯视为 

矛尖形，侧视为楔形(见圈 91~2a)。 

2)舌尖短厚，末端锐，有毛刺。毛刺成丛 

时里叉状(多数鸡类)。毛刺散开时呈单根毛刺 

(绿鹦嘴鹎 ，黑头蜡嘴雀)(见圈 9， )。 

3)舌尖细长而薄，末端尖细，末端及其边 

缘手惑粗硬(稿、鹬)(见圈 9。一)。 

4)舌尖细长，末端尖锐 ，手感柔韧(小苇 

鸦)(见图 9。。)。 

s)舌尖短而尖锐，两侧有锯齿形倒钩，手 

感粗硬(夜鹰”)(见圈 9 )。 

(2)二分叉，舌尖末端自中线 纵 裂 呈 叉 

状。 

1)二分叉，舌尖边缘无锯齿，舌尖末端角 

质化程度较低，边缘略厚(见图 6A1～2)。 

2)二分叉，舌尖边缴具锯齿。角质化高， 

边缘很薄(见图6B1--3)。 

3)二分叉 ，舌尖边缘无锯齿 ，叉间有毛刺 

(见图 8 )。 

(3)四分叉，舌尖由极薄、角质化程度高的 

壳所包被，末端分四叉。有时中间的一对较外 

|哑『的～对略长或等长(山雀)(见图 7)。 

(4)多分叉，舌尖末端薄而宽，无规则地分 

成若干小叉(四声杜鹃)(见圈8 )。 

2 圆钝型 舌尖短阔而厚，末端圆钝(鹗) 

(见图 5c)。 

3 棒状型 舌尖细长如棒，末端尖锐，两倒 

有倒钩。倒钩数因种而异。舌体与舌根的标志 

不见(啄木鸟)(见圈 4 ，图 1 0)。 

t)每谢有三十倒钩，此种束耐人表 2 

髻 

一鬻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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寰 2 种鸟的舌尖分柱型 

来端无刺 1．小苇鸦 (3)；2．雉鸡【2)；3．金鹧(2)；4．垒钨(I)；5．金I鹤f2)；6-金眶璃 (4)；7·泽鹞 (1)： 

8．矶鸸，3)；9．山斑鸠(7)；Io．葳斑蝗(2)；11．璋颈斑蚂(2)；12．火赶鸠(2) 

分 31
．掘鹦哺鹎【3)：56．白眶鸦雀(1)；57．棕头鸦萑(1)；77．麻雀 c6)；7 8．山麻雀 (j)；79．金翅 叉 

末端有刺 雀(1)；80．黑头蜡嘴萑(81)；8I．黄喉鸥(6 82．灰头鹂(3)；83．三遭眉草鸱(1j)；84．蓝娉 

(I)；8 ．赤胸鸸(1) 

无锯齿 25．家燕(2)；26．叠腰燕(3)；40．赫红尾鸲(I 50．灰握曝鹏(2)：52．画层(1) 

一  

z7．灰鹊鹎，3)；2g·白鹳鹎(9)；29．田鹨0)；30．树鹃(1)：32．红尾伯劳【8)；33．黑卷尾 (6)： 

矛 —— ¨．扶椋鸟【 )：3 ．橙黯 )：36．红嘴蓝鹊”(6)；37．蔽喜鹊(3)；38．喜 (3)；39．褐河鸣。) 
有 ( )；41．北红尾鸲(I2)； 2̂

，  昆木鸲(6)：43，黑背燕是(j)：4 ，訾哺鸫 2)；}6，斑鸫 (4)； 

分 锯 ’ 48
． 白喂噪鹳￡6)：49．1Il噪鹘(1)；53．红嘴相思岛【8)；55．棕头崔鹃【 )：58．短翅树黄L1)： 

尖 齿 59． 苇莺【})；60．棕腹 莺(2)：6I．黄 柳莺(3)；62．冕柳莺(1)；63冠垃柳莺【 )；64．票 

叉 头聃莺(1)；65．叠眶鸫莺(1)；67．灰蓝姬i§(2)；6B．白腹蓝姬鹞【1)：69．鸟鹳(1)；70．方程鹕 

(1) 

型 卫间有刺 24．凤头百灵(2) 

四 有锯齿 47．棕颈钩嘴鹛(2)；5I．斑背噪鹛(5)；76．普通鸭’ (2) 、 

分 
叉 无锯 齿 ¨．白顶溪鸲(3)；54-盎胸喾鹏(I)；66．红喉鸡鹦”【1)：7I．大L【．雀 (4)：72 缎恬山链 (2)； 

73．黄腹山萑(5)；74．招降山雀(1 75．红头 长崖]山雀【1) 

多分叉 13．四声牡骷 (}) 

圜 钝 型 l’．鹏鹨(I)；15．害5【垃腹小鹗(3)；I6．长E鹗【1) 

棒 状 型 21．绿啄术鸟‘ (2)；22-斑啄术鸟’ (9)； 23．星 啄木 鸟 (}) 

短 阔 型 17．冠鱼掏 (1)；18．普通翠鸟’ (})；19．蓝翡翠 (1)；20．戴胜 【8) 

总 计 9耳24科 85种 275例 

注：1)为舌背、底面角质化程度均低、细长、薄、半透明者；2)7 9卫；3)舌背、底表面角质化程度均较{氐，但不透明： 

‘)每鲥 3一‘个馏钩；5)每韫I约有 10个倒钩； 6)每铡约有 7十倒钩，且 })～6)中每一镑均 由3 }十棒状胶质 

乳头组成；7)分丑不规律，但都对称；B)锯齿的缺刻浅(与怕劳 、卷尾等比较 9)中 兜 对叉 、，两侧的 对较其 

短且小。 

4．短阔型 舌尖不分叉，短阔而钝，由背面 

俯视，舌尖近正三端形(翠鸟、戴胜)(见圈4．，图 

5B)o 

9目24科8 5种鸟类的 舌 尖 分 布 (见 表 

2)。 

从表 1和 2可以看出，鹗、啄木鸟和佛法惜 

目的翠鸟和戴胜等鸟类的舌，似乎有特化的趋 

势；雀形目鸟类 61种均为矛尖型舌尖，其中以 

二分叉有锯齿的占多数，33种占雀形目鸟类的 

54％。 值得注意的是鹅科鸟类的舌尖变 异 较 

多，除莺亚科 4属 8种为二分叉有锯齿外，其余 

三个亚科 l4属 23种中舌尖不分叉 的 有4种、 

二分叉的有 1 4种、四分叉的 ．4种。 

由于所观察的种类和数 量均有限 ，迁不 能 

找出其规律，特提出供有兴趣的同行在作进～ 

步研究时的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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