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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省栾川县伏牛山发现翼手目物种大菊头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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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 年 % 月至 $$ 月!在调查河南省洞栖蝙蝠过程中!分别在河南省信阳市新县沙窝镇胡山水库

引水渠"-%$C&$D!0$$+C#&D#’南阳市桐柏县桐柏山太白顶桃花洞"%"C"%D-!$$%C$,D0#’洛阳市栾川县伏

牛山龙峪湾矿洞"-%%C&"D!0$$$C&+D# % 地观察到大菊头蝠 "C"#$(,(2")&,)83)&#!并各捕获 $ 只个体共
% 只!对其外形和头骨特征进行了测量’描述!与其他地区的大菊头蝠进行了比较!经鉴定为大菊头蝠华

南亚种"CH,)83)&,+$()&#& 标本现保存于河南师范大学标本馆& 本文还探讨了大菊头蝠在河南省的分

布状况&

关键词!河南省%大菊头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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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菊头蝠"C"#$(,(2")&,)83)&#又名东方大
菊头蝠’绒菊头蝠"潘清华等 "##)#& 在我国主
要分布于安徽’浙江’江西’四川’贵州’广东!海
南’广西’福建’台湾等地区"张荣祖 $(()#& 孙
振国等""##,#曾在河南桐柏山区进行翼手类
调查时!发现大菊头蝠!但并未对其形态及分布
进行详细描述&

"#$$ 年 % *$$ 月!在对河南省洞栖蝙蝠进
行多样性调查的过程中!在信阳市新县沙窝镇
胡山水库引水渠"-%$C&$D!0$$+C#&D#’南阳市

桐柏县桐柏山太白顶桃花洞"%"C"%D-!$$%C$,D
0#’ 洛 阳 市 栾 川 县 伏 牛 山 龙 峪 湾 矿 洞
"-%%C&"D!0$$$C&+D#观察到大菊头蝠!每洞捕
获 $ 只!共 % 只& 捕获的个体麻醉后用数显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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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卡尺"精确度为 #K#" 33!2_"###!桂林广陆
数字测控股份有限公司#参照文献方法"c49@=
$(()!杨奇森等 "##)#对外部形态及头骨进行
了测量!标本现保存于河南师范大学标本馆&

?@形态特征

体形较大!体长 )&K( *)(K’ 33!前臂长
,,K" *,(K& 33!头骨颅全长 %#K’’ *%$K#+
33& 体毛细长而软!略卷曲%毛色烟灰褐色!毛
尖略显花白& 鼻叶结构复杂!马蹄叶发达!前部
显著扩张!将吻鼻部掩入!其两侧不具小附叶%
鼻孔之内外缘突起并衍生成杯状的鼻间叶%鞍
状叶呈三叶形!其基部向两侧扩展成翼状%联接
叶低而圆!出自鞍状叶后端之甚下方%顶叶狭长
呈舌状!顶端似圆弧形& 耳宽大!具深色色素!

向前弯折可至吻端%耳背基部具数条平行排列
横棱!对耳屏宽大!前端呈圆弧状!与外耳廓切
迹较深"图 $ 4!X#& 翼膜黑褐色!不甚延长!起
始于趾部上缘& 第.’/’"掌骨依次略长!第
.指第 " 指节之长不及第 $ 指节之 $K+ 倍&

B@头骨特征

头骨狭长!颅全长大于颧宽的 " 倍!矢状脊
发达!腭桥长大于上颊齿列长之 $F"& 鼻骨高且
呈椭圆形泡状!矢状嵴高而突起!至枕部逐渐消
失& 额部.o/形嵴于眶间区后部相遇!.o/形嵴
中央具三角形深凹& 眶间部甚狭!颞窝相对较
小& 上颌第 $ 前臼齿甚小!位于齿列内%下颌第
" 前臼齿小!位于齿列内%第 $ 和第 % 前臼齿无接
触& 齿式$$($("(%F"($(%(% H%""图 $ B#&

图 ?@大菊头蝠头部外形特征&.%2’及头骨特征&(’

M*;N?@G-"-".&1%$#-%8%;3 &.%2’ .4&/K’88&(’ %9G’$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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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与其他文献"广东省昆虫研究所动物室
等 $(’%!董聿茂 $(’(!王岐山 $((#!罗蓉等
$((%!刘少英等 "##%!张佑祥等 "##’!裴俊峰

"#$$#相比较"表 $#!确定为大菊头蝠华南亚种
"CH,H,+$()&#&

表 ?@大菊头蝠主要外形及头骨测量值"体重$;!长度$33#

G.28"?@0H)"$4.8.4&/K’881"./’$"1"4)/%9G’$5%*%&’,-*,0(,-"7@5;>95: ;! 6@:;9> 5: 33#

河南
P@:4:

陕西
2>4:a5

湖南
P?:4:

重庆
h>.:;85:;

贵州
I?5‘>.?

安徽
R:>?5

浙江
U>@d54:;

海南
P45:4:

数据来源
j49@=.?WB@=

本文
裴俊峰
"#$$

张佑祥等
"##’

刘少英等
"##%

罗蓉等
$((%

王岐山
$((#

董聿茂
$(’(

广东省昆虫
研究所动物
室等 $(’%

性别 2@a "(F$’ $’ $( $’ F$( $( $’ "( $’
体重 G@5;>9 "#K+ *%#K+ "&K+$ &(K+ &’K# *&’K+ %%K# "(K,# &"’&% &$K#

外形量度 0a9@W:463@4=?W@3@:9=
!体长
!P@4A 4:A X.AZ6@:;9>

)&K( *)(K’ ))K$& )#K$ )+ *’# ("K# )+K+# )%K"’)+K# ’+K#

!尾长 S4566@:;9> &"K’ *+%K$ &$K%" +$K’ +$K# &(K## &,K&’++K$ +#K+
!耳长 04W6@:;9> %#K& *%,K% %)K## %%K$ %$K# %,K+# %+K%’%$K& %)K&
!前臂长_.W@4W36@:;9> ,,K" *,(K& ,,K$# ,’K+ ,+ *,( ,(K# ,(K## ,,K%’,,K$ ,(K%
!胫骨长 S5X546@:;9> %%K$ *%,K) %&K&, %)K+ %,K# %,K##
!后足长
!E@:;9> .[>5:A [@@9

$+K+ *$)K( $&K"# $’K$ $’K## $’K(’$’K"

!.掌骨
!%WA A5;59!3@94B4WO46

&$K’ *&%K& &#K%$ &+K" &&K+#

!.1$ 指骨
!%WA A5;59!$=9O>464:a

"&K" *",K# "+K(# ",K+

!.1" 指骨
!%WA A5;59!":A O>464:a

%+K& *%)K" %&K+’ %,K’

!/掌骨
!&9> A5;59!3@94B4WO46

+#K% *+&K, &)K’, +%K% +%K##

!"掌骨
!+9> A5;59!3@94B4WO46

+%K) *++K+ +#K’% +&K( ++K+#

头骨量度 2]?663@4=?W@3@:9=
!颅全长
!IW@49@=96@:;9> .[=]?66

%#K’’ *%$K#+ %#K)$ %$K"$ %#K# %$K) %#K+# "(K$’"(K’ %"K+

!颅基长
!h.:AZ6.1X4=466@:;9>

"(K"$ *"’K%, "’K,( ")K%, "(K& ",K## "#K+’"#K)

!吻宽 .̂=9W4675A9> )K+) *)K,+ )K(( ’K% )K(# )K+’)K+ ’K#
!颧宽
!UZ;.3495BXW@4A9>

$"K)& *$%K&’ $%K(# $&K%% $&K) $%K,# $&K’’$&K( $+K+

!眶间距
!J:9@W.WX594675A9>

%K"& *%K+" %K,) %K+$ %K$ %K(# %K#’%K# %K$

!腭骨长 e4649466@:;9> (K)" *$#K&% (K)+ (K’+
!枕髁1犬齿距离
!h.:AZ6.1B4:5:@6@:;9>

",K#’ *",K$# "+K(# ",K(%

!乳突外宽
!\4=9.5A 75A9>

(K$& *(K%$ (K#& $%K"+ $%K% $"K+# $"K&’$"K+ $&K#

!脑颅最大宽
!cW45:B4=@75A9>

$#K,, *$$K%, $#K)’ $$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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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

河南
P@:4:

陕西
2>4:a5

湖南
P?:4:

重庆
h>.:;85:;

贵州
I?5‘>.?

安徽
R:>?5

浙江
U>@d54:;

海南
P45:4:

!鼻隆宽
!-4=46=7@665:;=75A9>

+K#" *+K$) +K%% &K%"

!上齿列长
!E@:;9> .[?OO@W
!9..9> W.7

$#K,% *$$K$( $$K’( $$K&% $$K% $#K,# $$K"’$$K% $"K"

!上犬齿间宽
!R:9@W5.WO46494675A9>

)K%) *)K&& )K+) )K+%

!上颌第三臼齿间宽
!e.=9@W5.WO46494675A9>

(K"" *(K%+ (K’( (K’# (K,#

!下齿列长
!E@:;9> .[6.7@W
!9..9> W.7

$$K+" *$$K+’ $"K’" $"K$% $"K#’$"K$

!下颌骨长
!\4:A5X?64W6@:;9>

$(K’+ *"#K,# $(K(% "$K&&

C@分@布

本次调查的地区包括河南境内的桐柏1大
别山区及伏牛山区& 其中!在桐柏1大别山区调
查的 $+ 个天然洞穴及人工隧道中!只有 " 个观
察到有大菊头蝠的分布$一处位于信阳市新县
沙窝镇胡山水库引水渠!为人工隧道!记录到 "
只冬眠个体%另一处位于南阳市桐柏县太白顶
桃花洞!为天然岩洞!洞深 $) 3!虽然该洞在每
次调查中均发现有大菊头蝠!但种群数量不大!
最多仅为 ) 月份记录到 & 只个体& 在伏牛山区
所调查的 "% 个有蝙蝠分布的洞穴中!只在洛阳
市栾川县伏牛山龙峪湾一处废弃矿洞发现有大
菊头蝠分布!且仅有 % 只大菊头蝠倒挂冬眠于
岩壁之上&

D@讨@论

依据相关报道及文献记载"广东省昆虫研
究所动物室 $(’%!董聿茂 $(’(!王岐山 $((#!
罗蓉等 $((%!张荣祖 $(()!刘少英 "##%!张佑
祥等 "##’#!大菊头蝠多分布于我国南方地区!
气候温暖潮湿!适于洞栖蝙蝠的生存& 然而近
年来逐步有报道于陕西 "裴俊峰 "#$$#’河南
"孙振国等 "##,#等地发现其分布& 这是否与
近年来日渐频繁的人类活动及全球气候变暖有
关!尚待进一步研究& 大菊头蝠在河南省栾川

县伏牛山地区的发现!补充了该种的地理分布
资料!其分布范围进一步向北扩展!此地目前也
是该种在中国分布的最北限& 目前大菊头蝠在
我国共分为 % 个亚种!即喜马拉雅亚种 "CH
,)83)&2%*$#/%*#’华南亚种 "CH,)83)&,+$()&#和
海南亚种 "CH,)83)&&2)*8)&# "王应祥 "##% #&
本文中大菊头蝠的主要外形及头骨测量数据!
与陕西及湖南的标本较为相近"表 $#!因此确
定其为华南亚种&

大菊头蝠被 JTh-""#$" #定为低危F需予
关注 Ê F6BY@W%K$!+中国物种红色名录, "汪
松等 "##( #将其定为易危 oT物种& 此次调
查发现!大菊头蝠倾向于选择人工隧道或废
弃矿洞作为栖息场所!这可能是由于人们对
天然洞穴的开发!使栖息地遭到破坏的结
果& 在洞穴中观察到!大菊头蝠多零星栖息
于岩壁之上!易受外界环境的影响& 因此保
护其自然生境!减少人为干扰已到了刻不容
缓的地步& 近年来!随着人类活动的加剧!
自然环境逐步遭到破坏!尤其是对洞穴的破
坏性开发及利用!严重影响洞栖蝙蝠的生存
与发展& 建议有关部门一方面加强相关法
律法规的制定!控制洞穴的开发%另一方面
进行必要的蝙蝠保护方面的宣传!提升公众
对蝙蝠的了解!从而保护其在自然界中的生
存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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