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书书书

!动物学杂志 !"#$%&%’()*$+,(-.((,(/0!"#$%! %&"%#$ %’( )%’&

!*+,$ $#-$(’.&/0-102-"#$%#%##(

基金项目!广东省昆虫研究所优秀青年人才基金项目"34-5*6,789:;"#$$#$# !广州市珠江科技新星专项"34-"#$$<""###"=# %

!通讯作者! 67>?@A$ 2B?;CADECFG@-CF-1;%

第一作者介绍!刘奇! 男! 硕士研究生% 研究方向$ 动物生态学% 67>?@A$ HIJ$""##’E$K(-14>&

收稿日期$ "#$(7$$7$.! 修回日期$ "#$%7#(7"’

湖北省和江苏省发现尼泊尔鼠耳蝠

刘!奇!"!陈!珉"!陈!毅!!沈琪琦!"!孙云霄!!张礼标!!
! 广东省昆虫研究所!广州!.$#"K#% " 华东师范大学生命科学学院!上海!"##"%$

摘要$ "#$( 年 % 月在湖北省十堰市房县野人洞"($L..M’N(O3! $$#L%(M.KN.O6! 海拔 "’" >#捕捉到 $$ 号

鼠耳蝠标本". 雄 K 雌#! 同时在江苏省宜兴市灵谷洞"($L$(M"#N&O3! $$&L%%M"(N(O6! 海拔 $"( >#捕捉

到 . 号鼠耳蝠标本 "$ 雄 % 雌#& 上述鼠耳蝠标本体型较小! 前臂长 ((NK )(=N. >>! 颅全长 $$N" )

$(N’ >>% 后足长不及胫骨长之半% 背毛基部黑色! 毛尖棕色有时更多显现浅红灰色! 腹毛基部黑色但

毛尖淡灰白% 上颌前臼齿"P( #位于齿列之中& 经鉴定均为尼泊尔鼠耳蝠"10(2#&$#3+,%$&#&#! 分别为湖

北省和江苏省翼手目新纪录& 本文给出了尼泊尔鼠耳蝠的外形和头骨特征及其相关测量数据! 并与来

自青海’尼泊尔的标本进行了对比% 同时对其回声定位信号进行室内录制及分析% 此外对其分类地位和

分布状况进行了讨论& 标本保存于广东省昆虫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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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_A8@;C@; b̂?1@4X^@;F44a14;F@]@4; !̂ ?;F ]BG?14X ]̂@1b?a?>G]Gâ 4_]BĜGD?]̂‘GaG?;?A82GF-eB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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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7 8%()#$ 10(2#&$#3+,%$&#&% SB@a4b]Ga?"[?]#% TXDG@Pa4\@;1G% <@?;ĈX Pa4\@;1G% 3G‘aG14aF

!!"#$( 年 % 月我们在湖北省十堰市房县野
人洞 " ($L..M’N(O3! $$#L%(M.KN.O6! 海拔
"’" >! 洞总长约 " (## >#和江苏省宜兴市灵
谷洞 " ($L$(M"#N&O3! $$&L%%M"(N(O6! 海拔
$"( >! 洞总长约 $ "## >#分别采集到 $$ 号".
雄 K 雌#和 . 号"$ 雄 % 雌#蝙蝠标本! 经鉴定
均为尼泊尔鼠耳蝠"10(2#&$#3+,%$&#&#! 为湖北
省和江苏省翼手目新纪录& 尼泊尔鼠耳蝠是翼
手目"SB@a4b]Ga?#蝙蝠科"fĜbGa]@A@4;@F?G#鼠耳
蝠属中体型较小的物种之一& 国内关于尼泊尔
鼠耳蝠"1@$#3+,%$&#&#分类和分布研究不多!
王应祥""##(#将尼泊尔鼠耳蝠归入须鼠耳蝠
"1@70&2+8#$)&#! 是其亚种之一! 分布在青海’
甘肃’新疆以及西藏& 但潘清华等""##=#将尼
泊尔鼠耳蝠列为独立种! 分布区还包括北京’
福建’江西’贵州% 国外蝙蝠分类研究学者
[G;F?等""####将其独立为种! 随后 W@>>4;^
""##.#’ W>@]B 等""##&#都支持将尼泊尔鼠耳
蝠作为一个独立种& 我们对所采集个体的回声
定位声波进行了室内录制和分析! 并与来自青
海和尼泊尔的标本进行了比较研究& 现将此次
采集到的标本的形态特征和回声定位叫声数据
报道如下&

9:研究方法

9;9:捕捉与体征测量:用雾网张在洞口捕捉
蝙蝠& 对捕获的蝙蝠进行初步鉴定! 测量前臂
长"清工牌电子数显卡尺! 贵阳! 精确到
#N$ >>#’ 称重"TJ7#= 型便携电子秤! 深圳!
精确到 #N$ C#! 记录性别和年龄! 并录制其回
声定位叫声& 将湖北省采集的 . 号"( 雄 " 雌#
以及江苏省 . 号"$ 雄 % 雌#标本泡入酒精中制
成浸制标本! 其余于原山洞放生& 回实验室后
按照杨奇森等""##=#和潘清华等""##=#的方
法对标本进行详细测量& 包括头体长’耳长’耳
宽’耳屏长’耳屏宽’尾长’后足长’胫骨长’第#
掌骨长’第#掌骨第$指骨长’第#掌骨第%指
骨长’第&掌骨长’第’掌骨长’第’掌骨第$

指骨长’第’掌骨第%指骨长& 将泡制标本分
离出头骨! 测量颅全长’颅基长’颅高’枕髁7犬
齿距离’颧宽’乳突外宽’脑颅宽’眶间距’腭桥
长’上齿列长’上犬齿间宽"外侧#’上颌第 ( 臼
齿间宽"外侧#’下颌长’下齿列长& 参考)中国
兽类野外手册* " W>@]B 等 "##&#等文献资料进
行物种鉴定&
9;< :回声定位声波的录制及分析:使用
Q\@̂4_]7RA]a?W4X;F5?]G$$K"G#录音仪器在室内
"长 ( >宽 (N. >高 ( >#对尼泊尔鼠耳蝠飞行
状态进行实时声音录制! 采样频率为 ".# dT2&
使用蝙蝠声音软件 "[?]W4X;F 4̂_]‘?aG! aGAG?̂G
$! PG]]Gâ̂4; 6AGd]a4;@d Q[! 瑞典#进行声音特
征的分析& 参数设置为$快速傅里叶变换"JJe
AG;C]B# g$ #"% b4@;]̂! 汉宁窗 口 "T?;;@;C
‘@;F4‘#! 频率分辨率 "_aG:XG;18aĜ4AX]@4;# g
"’# T2! 时间分辨率 "]@>GaĜ4AX]@4;# g%NK %̂
能量谱图的分析衰减为 c$"# F[& 参考陈毅等
" "#$( # 分 析 声 音 的 声 脉 冲 时 程 " bXÂG
FXa?]@4;#’声脉冲间隔 "@;]GabXÂG@;]Ga\?A#’声
发射的能率环"FX]8181AG#! 以及回声定位叫声
的起始频率"]BGDGC@;;@;C_aG:XG;18#! 结束频
率 "]BGG;F@;C_aG:XG;18#和主频率 " F4>@;?;]
_aG:XG;18! *J#& 数 据 以 平 均 值 h标 准 差
"UG?; hW*#表示&

<:结:果

<;9:形态描述:体型较小"图 $! 表 $#! 头体
长 ((N. )(&N. >> " $ g$##! 前臂长 ((NK )
(=N. >> "$ g$K#% 鼻部! 无鼻叶或其他衍生
物& 脸部具较长的毛似胡须状& 体毛短而柔
软! 致密% 眼部周围附有浓密毛发! 上唇嘴角
边缘毛密% 背毛基部黑色! 毛尖棕色有时更多
显现浅红灰色! 腹毛基部黑色但毛尖淡灰白
色& 耳尖钝圆! 耳外侧边缘上部约 (/% 几乎成
直线! 基部的 $/% 处有显著的缺刻% 耳向前折
几乎达吻部但不明显超出& 耳屏短而狭窄! 略
短于耳长之半! 一般为耳长的 %.i左右& 后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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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9:尼泊尔鼠耳蝠外部特征
="0;9:>?5’(*.@A’.5,(’%A!"#$%&’%()*+’&%&

小! 不及胫骨长度之半"约为胫骨长的 %$i#%
胫骨外缘无毛& 翼膜附着于跖骨末端! 股间膜
似三角形&

<;<:头骨特征:头骨细弱! 吻部微向上翘!
吻后端突然升高隆起! 故脑颅圆而高! 矢壮脊
和人字脊微弱或缺失% 颧弓纤细! 不向外侧扩
展& 颅全长 $$N" )$(N’ >>! 枕髁7犬齿距离
$$N" )$$N= >> "$ g$##& 脑颅球形"图 "! 表
$#! 脑颅宽度"KNK >>#超过颅全长"$"N& >>#
之半& 吻端狭窄& 上齿列长 "ScU( # %N" )
.N$ >>! 下齿列长"ScU(#%N’ ).N( >>"$ g

$##% 上颌前臼齿 "P( #位于齿列之中& 齿式$
"N$N(N(/(N$N(N( g(’& 齿型为典型的食虫性&
<;B:回声定位信号分析结果:尼泊尔鼠耳蝠
的回声定位信号为调频"JU#型"图 (#! 主频
率为"K’NK h(N"# dT2" $ g$K#& 脉冲起始频
率’结束频率’ 脉冲时程’ 脉冲间隔及能率环
见表 "&

图 <:尼泊尔鼠耳蝠头骨
="0;<:CD,@@%AE7%5"#*"F.@’*#"#

?-上颌背面观% D-上颌腹面观% 1-上颌侧面观"右# % F-下颌侧面观"右# % G-下颌背面观&

?-Sa?;@X>! F4â?A\@G‘% D-Sa?;@X>! \G;]a?A\@G‘% 1-Sa?;@X>! a@CB]̂@FG\@G‘% F-U?;F@DAG! a@CB]̂@FG\@G‘%

G-U?;F@DAG! F4â?A\@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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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B:尼泊尔鼠耳蝠的回声定位叫声振幅图#.$%时域波形图#-$和能谱图#$$

="0;B:G’@.5"&’.HF@"5,)’#.$" #F’$5(%0(.H #-$ .*)F%8’(#F’$5(,H #$$

%A’$3%@%$.5"%*$.@@#%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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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9:尼泊尔鼠耳蝠外形及头骨测量"长度$ >>! 体重$ C#
I.-@’9:>?5’(*.@.*)#D,@@H’.#,(’H’*5#%A!"#$%&’%()*+’&%&"AG;C]B @; >>! ‘G@CB]@; C#

!!!数据来自李德浩等 $&’&"作者定为青海鼠耳蝠# % !!数据来自 eB?b?"#$#% !!!数据来 Wa@;@\?̂XAX G]?A-"#$#&
! *?]?1@]G_a4>H@G]?A-$&’& " ?̂10(2#&A)A)$(*#%$&#&# % !! *?]?1@]G_a4>eB?b?"#$#% !!! *?]?1@]G_a4>Wa@;@\?̂XAX G]?A-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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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尼泊尔鼠耳蝠的回声定位声波参数
I.-@’<:>$3%@%$.5"%*F.(.H’5’(#%A!"#$%&’%()*+’&%&

尼泊尔鼠耳蝠的回声定位叫声图谱和时域波形
图见图 (&
<;J:物种鉴定:根据以上物种外形’头骨及声
音特征"图 $ )(! 表 $’"#! 鉴定为鼠耳蝠属的
尼泊尔鼠耳蝠& 尼泊尔鼠耳蝠体型较小! 后足
长不 及 胫 骨 长 之 半! 与 布 氏 鼠 耳 蝠 "1@
B*+$52###’南洋鼠耳蝠"1@7)*#8(,+#’伊氏鼠耳
蝠"1@#A($$#A(?##较为相似& 尼泊尔鼠耳蝠与
布氏鼠耳蝠区别有以下三点$前者背毛黑色毛
尖不如后者白! 腹毛毛基黑色毛尖灰白! 后者
背毛褐色毛尖亮! 腹毛亮而泛白% 前者翼膜附
着于跖骨">G]?]?â?A#末端! 而后者附着于趾骨
"]4G#外侧% 前者上颌前臼齿"P( #位于齿列中!

而后者稍微侵入齿列内 "舌#侧& 尼泊尔鼠耳
蝠与南洋鼠耳蝠区别有以下两点$前者毛被不
如后者厚! 而后者毛被柔软且厚% 虽两者上颌
前臼齿"P(#均位于齿列中! 但前者 P( 与其他
前臼齿分离! 而后者 P( 与其他前臼齿相接&

尼泊尔鼠耳蝠与伊氏鼠耳蝠区别如下$前者翼
膜附着于跖骨末端! 而后者附着于趾基部& 本
文标本的声音主频率 K’NK dT2! 与 eB?b?
""#$# #给出的尼泊尔鼠耳蝠主频率 K. dT2
相近&

<:讨:论

尼泊尔鼠耳蝠曾被归入须鼠耳蝠 "1@
70&2+8#$)&#! 但 [G;F?等 " "### #将其独立为
种& 随 后 W@>>4;^等 " "##. #’ W>@]B 等

""##&#’潘清华等""##=#均将尼泊尔鼠耳蝠列
为独立种& 本文参照 [G;F?等 ""####以及之
后分类学者的意见! 将尼泊尔鼠耳蝠作为独立
种& 国内青海境内采到的青海鼠耳蝠 "1@
A)A)$(*#%$&#&#过去也曾被归入须鼠耳蝠之青海
亚种! 后因其耳壳’头骨’牙齿结构等特征与须
鼠耳蝠不同! 又曾被修订为独立种即青海鼠耳
蝠! 但根据 W@>>4;^等 " "##. # 的观点! 1@
A)A)$(*#%$&#&是 1@$#3+,%$&#&的同物异名&

本文采到的标本前臂长与来自青海"李德
浩等 $&’& #’尼泊尔塔那湖 "eB?b?"#$# # 和
Wa@;@\?̂XAX 等""#$##根据文献记载整理的尼泊
尔地区的标本相近! 湖北标本前臂长 ((NK )
(=N. >> "平均 (KN". >>! $ g$$#! 江苏标本
(%N= )(.N= >>"平均 (%N’K >>! $ g.#! 青海
标本 (%N# )(KN& >> "$ gK! 李德浩等 $&’&#!

塔那湖标本 (KNKK >> " $ gK# "eB?b?"#$##!

尼泊尔标本 (%N. )(KN’ >> " Wa@;@\?̂XAX G]?A-
"#$##% 颅全长与青海标本相近! 枕髁7犬齿距
离’上齿列长与尼泊尔标本相近! 但是青海标
本的上齿列长’以及尼泊尔标本的下颌长均比
本文采到的标本要略长一些& 此外! 本文采到
的标本的耳长"’N( )$$N% >>#比青海’塔纳湖
和尼泊尔"均为 $" )$% >>#的略短! 可能是由
于我们测量的是经无水乙醇泡制后的标本! 有
一定的变形&

蝙蝠的回声定位声波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其
捕食策略’栖息环境等"韦力 "##=#& 对室内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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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状态下录制的鼠耳蝠回声定位叫声分析得出
其主频率约 K’NK dT2! 与 eB?b?""#$##给出的
声音主频 K. dT2相接近& 尼泊尔鼠耳蝠高频
率回声定位声波具有较宽的频带"(%N’ dT2#&
高频声波比低频声波衰减速度快! 在复杂栖息
地捕食的蝙蝠使用高频声波是一种短距离探测
对策"张树义等 $&&&#& 而频带越宽! 回声所
携带的周围环境信息越丰富 " W@G>Gâ G]?A-
"##%#& 因此! 高频宽带的回声定位声波有助
于提高尼泊尔鼠耳蝠对复杂环境中猎物的探测
能力&

% 月 $= 日在江苏省捕捉到尼泊尔鼠耳蝠
时尚处于冬眠期! 而 % 月 ". 日在湖北省捕捉
到该种蝙蝠时已从冬眠中苏醒’外出捕食& 关
于该地区的尼泊尔鼠耳蝠种群现状不祥! 建议
继续关注本地该物种的生存状况! 开展相关
研究&
致谢!承蒙华东师范大学张俊鹏’朱光剑’董
冀’扬天笑’朱磊在野外工作中给予协助! 谨致
谢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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