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期 张!超等$甘肃中南部原尾虫物种多样性及区系分析 ’I’&!!’

富% 人为干扰严重或环境污染较重的区域未采
集到原尾虫& 然而! 我们对甘肃原尾虫的了解
还远远不够! 记录的种类相对其他地区较少!
甘肃北部的研究仍为空白& 今后需要加强甘肃
北部地区原尾虫的采集! 进一步充实完善甘肃
原尾虫的研究&
致谢!本文标本鉴定工作在中国科学院上海生
命科学研究院植物生理生态研究所完成! 该工
作得到了尹文英院士的热心帮助和卜云博士的
悉心指导! 在此一并致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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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发现乌灰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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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 $# 月 "# 日中午!在北京大学未名湖西北发现 $ 只深色鸫类& 该鸟头及上胸黑色!上体黑灰!下体余部

白色!腹部及两胁具黑色点斑!以上特征不符合北京地区已知的其他所有鸫类!经鉴定为乌灰鸫"U)*2)&3+*2#&#雄

鸟& 该鸟在北京大学校园内一直活动到 "#$% 年 $ 月上旬&

观鸟者此前亦曾于 "#$" 年 & 月 "% 日在天坛公园记录到乌灰鸫雄鸟!或于更早记录乌灰鸫于动物园& 说明北

京地区的乌灰鸫记录并不是孤立现象&

经长期观察!出现在北京大学校园内的乌灰鸫个体健康状况良好!生存能力强!警惕性高!符合野生鸟类行为

特点!是逃逸鸟的可能性很小& 乌灰鸫已知繁殖于河南南部!与北京相距 &## 多千米!此发现的性质有待进一步

监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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