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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省蝙蝠新纪录 ———皮氏菊头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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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 2008 年 5 月在江苏省采到 8 只蝙蝠 ,经鉴定为皮氏菊头蝠 ( Rhinolophus pearsoni) ,为该省翼手目新

纪录 ,这意味着我国大陆秦岭淮河以南地区均有该物种分布。江苏样本比文献记载的其他地区样本体

重稍轻 ,体型略小 ,但回声定位声波主频率略高 ,符合菊头蝠主频率与体型大小成负相关的普遍规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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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Ne w Record of Rhinolophus pearsoni in Jiangsu Provi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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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 Eight bats identified as Rhinolophus pearsoni were collected at Jiangsu Province in May ,20081As a new

record in Jiangsu ,it means that R . pearsoni distribute all south provinces in mainland China. Body size and mass of

specimens in Jiangsu Province are slightly smaller than those in other regions while dominant frequency of echolocation

calls is opposite ,which does not reject the hypothesis that there are inverse correlation between dominant frequency and

body size in horseshoe ba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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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皮氏菊头蝠 ( Rhinolophus pearsoni) ,隶属翼

手目 (Chiroptera) 菊头蝠科 ( Rhinolophidae) 菊头

蝠属 ,为东洋界物种[1 ] 。国内主要分布在华中、

华南及西南[1～6 ]
, 未见分布于江苏的报道。

IUCN(2008)将其列为低危少关注种 (LRΠlc) [7 ] 。

此次发现意味着中国大陆秦岭淮河以南地区均

有该物种的分布 ,补充了其分布范围记录。

1 　研究方法

111 　样本采集及鉴定 　2008 年 5 月在江苏省

宜兴市玉女潭 (31°15′N ,119°47′E) 、灵谷洞 (31°

13′N ,119°44′E) 共采到 2 只雌性和 6 只雄性菊

头蝠。样本采集后进行外形测量和回声定位声

波录制 ,从保护角度出发 ,只留雌雄各一只为标

本 ,参考杨奇森等的测量方法[8 ]进行头骨测量 ,

其余在捕捉地放飞。根据《浙江动物志》[2 ] 、《安

徽兽类志》[3 ] 、《Horseshoe Bats of the World》[9 ] 等

相关文献进行鉴定。

112 　回声定位声波录制及分析 　用超声波录

制仪 (Ultra Sound Gate 116 ; Avisoft , bioacoustics ;

柏林)录制 (采样频率 :250 kHz ; FFT:256) 此种

蝙蝠悬挂状态下的回声定位声波 , 通过

BatSound 310 分析主频率等相关参数。



2 　结 　果

211 　形态特征及测量 　江苏样本体型中等 (图

1) ,前臂长为 (51174 ±0181) mm ( n = 8) 。体毛

较长而柔软 ,呈棕褐色 ; 翼膜起于胫基部 ,呈暗

褐色 ; 胫长稍大于尾长 ; 第 3 掌骨短 ,第 3、4、5

掌骨依次增长。蹄状叶宽大 ,覆盖着上唇 ,前缘

中部凹刻较深 ,1 对附小叶 ; 鞍状叶 1Π3 基部较

宽 ,上部 2Π3 突然收缩且两侧平行 ; 联接叶弧

形 ; 顶叶呈三角形 ,两侧近似直边 ; 下唇单劾

沟。

图 1 　皮氏菊头蝠外部形态

Fig. 1 　External morphology of Rhinolophus pearsoni
　

　　头骨 (图 2) 矢状脊前端发达高耸 ,后端较

平滑 ; 鼻骨突起呈泡状 ; 颧弓发达 ,颧宽稍大

于后头宽。齿式为 1111213Π2111313 = 32 ; 上颌

门齿极小 ,犬齿发达 ,第一前臼齿略大于门齿 ,

位于齿列之中 ; 下颌门齿极小 ,第二前臼齿稍

小于门齿且位于齿列轴之外。肌突、角突、关节

突较平缓。其形态及头骨测量见表 1。

212 　回声定位声波特征 　对所录制的 8 只皮

氏菊头蝠悬挂状态下 96 个声脉冲进行分析。

结果显示 ,其回声定位声波的声谱结构为调频2
恒频2调频 ( FM2CM2FM) 型。悬挂状态下 ,主频

率为 (65169 ±1116) kHz ,前端 FM 带宽为 (5149

±2195) kHz ,末端 FM 带宽为 (6190 ±3125) kHz ,

声脉冲宽度为 (45106 ±5112) ms ,声脉冲间隔宽

度为 (71132 ±23154) ms ,能率环为 40 % ±7 %。

3 　讨 　论

江苏样本外形及头骨特征与文献描述的皮

氏菊头蝠较一致 ,测量数据及回声定位声波参

数也颇为接近 ,故鉴定为皮氏菊头蝠 ,为江苏省

翼手目新纪录。皮氏菊头蝠外形和头骨特征与

云南菊头蝠很相似 ,但后者体型较大 (前臂长

5115～6410 mm ,颅全长 2416～2713 mm) [9 ] 。

我国华南、西南各省区均有该物种分

布[1～6 ]
,华中地区惟独未见江苏省记录。此次

发现意味着我国大陆秦岭淮河以南地区均有该

物种分布 ,丰富了其在我国分布范围的记录。

国外主要分布于印度、孟加拉国、不丹、尼泊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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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皮氏菊头蝠形态及头骨测量(单位 :长度 mm ,体重 g)

Table 1 　Measurements of morphology and skull of Rhinolophus pearsoni (Length in mm ,Weight in g)

江苏样本
Samples in Jiangsu

浙江样本[2 ]

Samples in Zhejiang
安徽样本[3 ]

Samples in Anhui
文献[9 ]

Reference

体重 Body mass 1114～1414 ( n = 8) 1510～2110 ( n = 15) 1414～1915 ( n = 16)

头体长 Length of head and body 5014～5714 ( n = 8) 4617～6010 ( n = 15) 5210～6110 ( n = 16)

耳长 Ear length 2010～2312 ( n = 8) 1711～2319 ( n = 15) 2110～2710 ( n = 16)

前臂长 Forearm length 5019～5312 ( n = 8) 5017～5510 ( n = 15) 5215～5610 ( n = 16) 4710～5610

第Ⅲ掌骨长 3rd metacarpal length 3312～3613 ( n = 8)

第ⅣⅢ掌骨长 4th metacarpal length 3716～4012 ( n = 8)

第Ⅴ掌骨长 5th metacarpal length 3816～4111 ( n = 8)

胫长 Tibia length 2612～2714 ( n = 8)

距长 Calcar length 815～1115 ( n = 8)

后足长 Length of hind feet 915～1117 ( n = 8) 1210～1314 ( n = 15) 1115～1510 ( n = 16)

尾长 Tail length 2011～2318 ( n = 8) 2018～2910 ( n = 15) 2310～3115 ( n = 16)

颅全长 Profile length 2119～2210 ( n = 2) 2311～2314 ( n = 6) 2310～2510 ( n = 6) 2116～2413 ( n = 29)

颧宽 Zygomatic breadth 1115～1210 ( n = 2) 1110～1118 ( n = 6) 1112～1310 ( n = 6) 1018～1217 ( n = 29)

眶间宽 Interorbital breadth 213～217 ( n = 2) 215～218 ( n = 6) 214～310 ( n = 6)

颅高 Braincase height 810～814 ( n = 2) 713～810 ( n = 6)

下颌长 Mandibular length 1612～1617 ( n = 2) 1416～1714 ( n = 29)

上颊齿列基长(含犬齿) C - M3

Alveolar length of upper tooth row
818～911 ( n = 2) 915～917 ( n = 6) 813～1010 ( n = 30)

下颊齿列基长(含犬齿) C - M3

Alveolar length of lower tooth row
917～1010 ( n = 2) 818～1017 ( n = 29)

图 2 　皮氏菊头蝠头骨

Fig. 2 　Skull of Rhinolophus pearsoni

a. 头骨腹面观 ; b. 头骨背面观 ; c. 下颌 ; d. 下颌侧面观 ; e. 头骨侧面观。

a. Ventral view of skull ; b. Dorsal view of cranium ; c. Front view of mandible ; d.Lateral view of mandible ; e.Lateral view of craniu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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缅甸、越南、老挝、泰国、马来西亚半岛[7 ,9 ] 。作

为东洋界物种 ,目前还未发现该种分布于秦岭

淮河以北 ,即古北界地区 ,然而近些年来其新记

录地点有向北分布的趋势[6 ] 。与 1951～1960

年相比 ,我国 1993～2000 年期间的平均等温线

基本向高纬度方向移动 ,其中秦岭淮河区域的

等温线明显向北移动[10 ]
,随着全球气候变暖及

人类活动等因素 ,皮氏菊头蝠是否有北扩的现

象还需进一步研究。

一般而言 ,菊头蝠回声定位声波主频率与

体型大小成负相关[5 ,11 ,12 ] 。江苏皮氏菊头蝠样

本比文献[2 ,3 ]中浙江、安徽样本的体型略小 (表

1) ,比贵州样本体型[前臂长 : (5613 ±216) mm ,

n = 7 ]
[5 ]也小 ,但回声定位声波主频率略高 [贵

州样本主频率 (6111 ±012) kHz , n = 30 ] ,符合

菊头蝠主频率与体型大小成负相关这一普遍规

律。不同种群的蝙蝠回声定位声波存在显著差

异[13～15 ]
,而这种地理差异可能是由种群内个体

差异、性别、种群间体型、地理环境等因素造成

的[16 ,17 ] 。蝙蝠的能量储存状况影响其冬眠小气

候的选择[18～20 ] ,选择低而稳定的冬眠环境温度

可将其能量支出降到最低 ,但冬眠有生态、生理

代价 ,为了减少这些代价 ,脂肪储存多的蝙蝠个

体更倾向选择较温暖的小气候进行冬眠[20 ,21 ] 。

江苏样本体型相对较小 ,体重较轻 ,冬眠时脂肪

储存也应相对较少 ,可能会选择温度较低的小

气候进行冬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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