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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窖简介

零书是垒面系统地论述熹龙江省鸟类资源的专薯．

熏龙江省地域辽嗣，为鸟类繁衍生牺提供了优越的自然条件．

兹夸已知的鸟类共计343种．36亚种，隶属57拜19目．

准书总论部分综述了研究简史，鸟类区系特征、鸟类区划瑗

鸟类形态特征．备论中重点记述了种的形态，生客．分布及经诲

意义。附录部分记述烹龙江省所藏鸟类标奉名录以及标本错作．

鸟类迁徙与环志，饲养管理等内容。书中除愚白图外，还附有20

多幅彩色照片。

本书是对黑龙江省鸟类资源的系统总结，不仅能指导本省鸟

类资源保护利用，为经济建设服务，而且对奈面．深入认识我国

鸟类区系特征和编写‘中国动物志》挹供了重要的基础资辩，可侠

科研，教学和农，棒，渔，医药，商贸、环保及自然保护管理部

门有关人员参考．

Brlet Introduction

This book includes all birds known so far in Heilongjiang province totalling 343 lpecies and 3●

subspecies belonging to计families，19 orders．It describs the history of birds researches in Heilongjiang

province，fauna and their features。devision，external morphology and measurements as well aI ecology．

aubspeicies and geographical distribution．The book still expounds．with an appendix of a list of bird

specimens，the mcthod of specimen making and preservation，banding。migration and feeding．As bogie

information on birde．this book could be used as a reference foe teaching and scientific research．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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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由黑龙江省野生动物研究所主持，省内科研、教学和博物馆等单位的专家共同撰写的Ⅸ黑

龙江省乌类志玲的出版，是我国鸟类学研究方面的一项重要进展。作为本书的第一个读者，

在阅读全文之后，欣喜之情是难以用文字表达的。

黑龙江省地域辽阔，台然条件多样，我国著名的森林基地大，小兴安岭和江河潮泊(乌

苏里江，愚龙汪，松花江，镜泊湖等)以及广阔的松一嫩平原、沼泽草甸，都分布在本省，

为鸟类的牺患繁衍提供了优越条件，是多种鸟类，特别是亚寒带及寒温带鸟类的得天独厚的繁

殖场所。对本省鸟类的深入研究，特别是分布、鬏量现状以及合理利用措施的讨论，不仅能

指导本省鸟类资源的保护、利用，为经济建设服务，而且对全面、深入认识我国鸟类区系特

征和编写<<中国动物志"提供了重要的基础资料。

本书系统记述了迄今所知的343种鸟类的分类特征、标本量衡度，生态和分布。对居留

于本省的亚种，根据标本作了对比研究，澄清和充实了许多有关居留情况和分布的问题，这是

难能可贵的。书中附有省内各大单位所收藏的鸟类标本的名称及其采集地，计有285种之

多。这一方面反映出本书的写作是基于丰富的第一手材料，也反映在写作的指导思想上重视

省内外今后的科学普及和学术交流，是国内省志编写中的创举。此外，对研究历史、区系特

征和区瑚以及与实践和普及鸟类学知识等有关内容，都有精要的论述，使读者从中获得对黑

龙江省鸟类全面，深入的认识，并能在今后的工作中继续收集资料，充实和完善它．由于缩

写人员都是多年从事本省鸟类研究的专家，有着丰富的第一手资料，所以在分类，特别在生

态及分布方面，提供了许多新的信患，是一部内容丰富，具有较高学术水平的地方志。

著名鸟类学家郑作新教授多次强调，“中国动物意"的学术水平应首先体现在对种上及种

下分类研究的深度和水平以及在此基础上对有关种类生态习性的掌握，这是十分正确的。对

于地方志的编写，如何理解和贯彻这一原则?我以为似应以对本省种和亚种做到正确鉴定和

记述，并依据标本和观察结果指明在本省的生态，分布及居留状况为准。能做到这一点，就

对本省物种有了清楚的认识，也就为了解全国的或编写“中国动物志渖提供了可靠的基础。一

个物种的种下分类以及在省外的分布情况，既不是地方志的主要任务，也限于标本，资料的

不足而不可能完成，除非是照抄文献．‘‘黑龙江省鸟类意玲的编写，遵循了这一原则，我认为

是比较恰当的·是否如此，尚希指正． ·

郑光美
‘

于北京师范大学生物系
●

‘ ．．

1991年3月



前 言

黑龙江省位于中国的最北部，北、东与俄罗斯隔黑龙江、乌苏里江相望，南、西与吉椿

省和内蒙古自治区毗邻。苍茫的山地林海，广袤的沼泽和草原，为野生动物提供了优越的生

息繁衍环境。黑龙江省丰富的鸟类资源，一直受到中外学者们的瞩目，早在19世纪和本世纪

初，原苏联、日本和英国就有人在黑龙江省进行过一些乌类研究，我国著名的乌类学家郑作

新、傅桐生等，也都在这里进行过研究工作。近20年来，省内的鸟类学工作者，在鸟类区系、

生态、濒危种的保护和挽救等方面，做了大量的研究工作，发表了不少好的论文．为了系统

地总结这些工作，省科委下达了“黑龙江省鸟类研究竹课题，由黑龙江省野生动物研究所主

持，邀请了绝大部分省内鸟类学工作者，通过对前人工作的系统整理，并做了大量的实际补

充工作，经两年的努力，在研究课题结束的同时，完成了“黑龙江省乌类志》这部专著。

本书对黑龙江省鸟类研究历史、自然地理环境、区系及其特征、区划进行了较为详尽的

论述，对迄今所知的省内鸟类343种另36亚种，从形态，生态，亚种及地理分布等诸方面进

行了描述；还附录了黑龙江省鸟类系统检索、标本名录、剥制标本的制做与保管，环志、迁

徙、保护与利用、饲养等内容。本书编写所遵循的原则是。

1．分类系统依郑作新联中国鸟类区系纲要》(1987)，

2．对种和属的分类历史，分类地位的改变以及学名订正．除经研究过的以外，不另做

叙述l

3．关于种下分类问题，由于可资比较的标本不足，故参考已报导的亚种地理分布资料

予以确认，

4．对所记述的物种，以确实分布于黑龙江省境内的为准，只有文献记载而迄今未见赛

物者，只列出名录，并弓l录出处．指出其鉴别特征l

5．生态资料以省内的研究资料为准，邻近省内的地区资料，引证时均加以注明．

除编委外，参加本书有关章节编写的还有：东北林业大学邹兴淮、吴建平、高继宏、陈

化鹏、李枫、鲁长虎、王纳丹l哈尔滨师范大学朱来春，齐齐哈尔师范学院王俊森、柳劲

松，黑龙江省自然资源研究所李晓民，黑龙江省博物馆徐学良，李淑君，大庆市第二十六中

学郭玉民、薛建华，扎龙自然保护区许杰、王进军，哈尔滨第六十一中学张淑梅。

在编写过程中，黑龙江省博物馆，东北林业大学、哈尔滨师范大学，黑龙江省野生动衡

研究所等单位提供了有关标本。郑作新、许维枢，路秉信、高玮、马逸清，方俊尢、杭馥兰

等各位专家在拟定编写大纲及在整个编写过程中给于热情支持和指导。手稿完成后，承蒙北

京师范大学郑光美审定全稿并为之作序，在此一并深表谢意。

由于编写水平所限，错误和不妥之处在所难免，欢迎读者提出意见．

煽者

1990．12．S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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