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冉窖筒赍

本书是悬龙江省兽类的专志，记述了该省迄今所知兽类97种，隶属于

6目20科．全书共分总论．各论及附录三部分。总论部分综述了黑龙江省

兽类研究简史，自然环境，区系特征，珍兽保护及地理区划。各论部

分对每种兽类的形态，分类，生态，分布及经济意义等均做了介绍。书

后附录对狩猎工具及使用方法，足迹鉴别，标本制作，毛皮加工，野生动

物饲养管理和疾病防治等做了专题叙述．书中还附有头骨等插图180幅，

分布区图56幅，彩色外形图16版．本书为黑龙江省兽类研究第一手资料

的系统总结，可供动物学研究．自然保护，教学及农．林，牧，猎，医

药，卫生，轻工、外贸等部门有关工作者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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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面设计·昕 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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兽类是动物界最高等的—个类群。在长期进化过程中，它们已经适应了各种不同的

环境，其踪迹遍布森林，草原，荒漠，沼泽，水域，农田和居民点。兽类与农，林、

牧．猎，渔，医等行业的发展有密切的关系·为了利用和发展益兽资源，防除或抑制

兽类的危害，许多同志都希望得到我省兽类区系的系统知识，要求出版有关兽类的书

籍·黑龙江省兽类学工作者在党的领导下，在全面地总结过去工作的基础上，完成了我

省兽类志的编著工作。 。·

本书是黑龙江省兽类资源调查研究工作的系统总结。全书共分总论，各论及附录

三部分·总论：概括地叙述了研究历史，自然环境，区系特点，珍贵兽类保护和地理区

划等．各论则分目分科地介绍了黑龙江省现代生存兽类的各个种，每种除分别列出名

称、学名、别名及第一次发表该种的文献和必要的异名文献外，还着重介绍了其形态，生

态和经济意义。鉴于兽类的经济意义较大，捕捉利用又多需要特殊的技术方法，因此将

猎捕方法，足迹鉴别，标本制作。毛皮鉴定，皮张加工和人工饲养管理等，均写成专章

作为附录加以介绍，以供参考。为了便于使用和鉴别，对重要的经济种类和保护兽类绘

有彩色外形图，对多数种类还附有头骨图和分布地图。

书中利用的资料，均截止于1979年6月底，故全省所包括的疆域总共为72万平方公

里，划分为9个行政地区(根据中央决定，自1979年7月1日起呼伦贝尔盟仍归属于内

蒙古自治区)。

本书的完成是省内各有关单位兽类学工作者共同努力的结果。实际参加编写的共

12个单位31人，许多种类是两人或数人共同合作完成的。
’

在书稿编写过程中，曾得到各有关单位的支持与帮助，主动提供标本和资料，并在

人力上给予大力支持。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北京自然博物馆，北京师范大学，大连自

然博物馆、吉林师范大学等单位热情地提供了标本资料。高耀亭同志对全书的编写和对食

肉目，偶蹄目的分类曾多次提出宝贵意见，汪松同志对全书的初稿，特别是对食虫目和

翼手目的鉴定给予了很多帮助，肖前柱同志审阅了总论和偶蹄且，罗泽殉同志审阅了兔

形目，田鼠亚科和黑线姬鼠，王逢桂同志审阅了黑线仓鼠，张荣祖，陈鹏同志审阅了兽

类地理区划。参加全书审阅的还有傅桐生，周本湘，盛和林，杨纯，潘维利，郑光美．王

分

a：一a

枷’．

，i，^A，．；．一．i，i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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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麝，季达明，张学政、何敬杰、韩忠年、杨世和，白荆堂，崔思坚等同志。本书附图

经王申裕，岩昆同志审查并代绘部分彩图，其余均为刘铁鹏、张肇祥同志绘制。为了广

泛征求意见，曾于1979年12月在啥尔滨召开了审稿会议，到会同志对书稿提出了许多宝

贵意见。在修改，统稿工作中，啥尔滨师范学院李佩殉同志出力甚多。此外，黑龙江省

科学院和黑龙江省自然步源研究所的领导自始至终地予以鼓励和支持。对于上述一些单

位和同志，在此一并致以衷心的感谢l

由于水平所限，书中缺点和错误在所难免，诚望广大读者多提宝贵意见。

马逸清

1980年2月于哈尔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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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普通刺猬 Erinaceus f“，口户鲫口j

3．缺齿鼹Magera robusta

5．大麝嗣Crocidura lasiura

7-普通渤鲭 Sorex araneus

短刺猬

麝鼹

中嗣蔚

3

I'lemichinus dauric“j

Scaptochirus moschatus

Sorex caecutie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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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水鼠耳蝠Myotis daubenton

3．大稼蝠 Eptesicus serotinus

2．北棕蝠

4．大耳蝠

Eptesicus nilssom

户lecotus auritus

5．东方山蝠Nyctalus woiater 6．普通蝙蝠 Vespertilio murinus

7．长尾鼠耳蝠Myotis frater 8．东方蝙蝠 Ves#ertilio$1lOeran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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