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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MMARY

兽类部分。本省兽类区系组成共有99种，书

目30科63属。

形态概述，区系分布和经济意义。各论则按

要特征，分种检索，对每个种记述了形态特

和经济意义等内容。附录包括兽类标本的采

的防治方法和兽类饲养管理。全书共有墨线

8幅。

对本省兽类资源的分类生态研究和经济利用

护和经济开发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可供大

专院校生物系、有关研究单位和农、林、牧、渔，医学、卫生防疫，

环境保护以及有关企业生产单位人员阅读参考。

The present work deals with the mammalian fauna in

Zhejiang Province．99 species of mammals which belong to

63 genera，30 families and 10 orders have been recorded．

In this book，the general account elaborated 0n the re—

search history and faunistical distribution of the mammals

in Zhejiang．The systematic accounts described the main

characteristics of all the species and families，including

keys to their indentification，and provided a great amount

of information about the biology，ecology，zoogeographic dis-

tribution and economic values of them．The book also con—

talus 115 line-drawings and 18 coloured illustrations．In ad-

dition，the collection and manufacture of mammalian speci—

mens，the prevention and control of Rodentia，and the rai-

sing management of mammalian were discussed in the appen-

di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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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位子我国东南沿海，地处亚热带，气侯适宜，雨

量充沛，集山水海洋之地利，生物资源极为丰富，历来文化

发达，学者云集，人才荟萃．素有。文物之邦黟之称。

动物资源乃是自然环境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维护人类

的生存环境起着积极的作用。同时，动物资源也是生物进化

历史的产物和人类社会的宝贵财富。人们有责任在了解和认

识的基础上，对动物资源加以合理的开发利用，克服浪费和

滥用资源的弊病，以提高资源的经济价值和社会效益，达到

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实用效益。

随着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发展，完全有必要编写一部立

足于浙江，反映当地动物资源现状和利用特点的《浙江动物

志》书籍。这是一项不可缺少的基础科学研究，不仅是为

了今天查阅，为指导生产提供科学依据，而且在今后的许多

年代里，可以据此研究动物与环境的协同变化规律及与国民

经济建设的关系。它将为从事生物、农、林、牧，渔、医药

卫生，环保等部门科技工作者和教育工作者以及广大干部和

群众所应用，并紧密联系全省经济规划、环境科学、医药卫

生；科技教育以至国防事业的发展，提供必需的参考资料。

对浙江动物资源的研究历来受到国内外的重视。我国著

名学者秉志，寿振黄、伍献文、朱元鼎等以及不少国内外人

士都曾作过调查和报道。建国以后一大批中青年动物学工作

者对浙江省各地广泛地进行了资源考察，积累了大量原始资

料，并加以探索研究，发表了众多论文。因此，《浙江动物

志》的编写是在长期、广泛的研究基础上进行的，可算是瓜

熟蒂落．水到渠成。

《浙江动物志》共分八册，即兽类，鸟类，两栖爬行

类，淡水鱼类，蜘蛛类，甲壳类、软体动物和吸虫类和一

册。由我国著名动物学家董聿茂教授任主编，并有蔡堡教

授，江希明教授和陈士怡教授为顾问。今天，在老一辈科学

家的指导下，由中年骨干组成的编委会组织编写的《浙江动

物志》已经出版问世。我竭诚希望《浙江动物志》能以它的

丰富的科学资料和广泛的应用价值为我国的动物学文献宝库

增添一批新的宝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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诸葛阳(杭州大学) 总论；食虫目，灵长日，鳞甲目，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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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浙江动物态》是由浙江省科学技术委员会在1984年

(001)号文下达的重点科研项目，并由浙江省科学技术

协会委托浙江省动物学会组织成立《浙江动物恙》编辑委员

会，具体负责本志的编写任务。

《浙江动物志》共有8册，本册为兽类部分。在总论的

区系组成表中所列为99种，此为至今已发现的本省兽类的总

数，因少数种类缺少标本依据，故共计论述了92种，分隶予

10目30科63属。

编写提要记述如下。

一，总论包括研究筒史、形态概述，区系分布和经济

意义等项。在形态概述中叙述了形态特征及有代表性各日头

骨的测量内容。

二，各论首先简述各目的主要特征及分类依据，本省

的种数、分科检索。各科特征的简介及分种检索。种的记述

有下列各项：

1．种名 中名、拉丁学名，别名。

2．形态 指明根据某地所采的种或亚种的标本记述。首

先简明介绍本种形态或量度上的显著特征，作为鉴别依据。

依次记述外部形态，体色，头骨及牙齿的特征，列出外形及

头骨的量衡度表及外形或头骨插图。

3．习性包括栖息地、活动习性、食性、繁殖等项。

4．分布 省内分布概况，然后列出标本采地的县名，有

部分种类列出杭州动物园引进的记录。最后为除本省以外的

国内分布区省名。

5．经济意义 包括毛皮，医学及除害等对人类有益的方

面以及对农、林，卫生上所造成的危害性。

三，附录 包括兽类标本的采集和制作，小型啮齿动物

的防治方法和兽类的饲养管理三部分。

形态记述中的量衡度，量度以毫米为单位，衡度以克为

单位。

在编写过程中，提供标本资料和量衡度数据的，除本册

编写单位外，尚有复旦大学生物系和华东师范大学生物系。

在绘图中．主要依据实物标本，此外还参考了《中国动物图

谱·兽类》、《四川资源动物志·兽类》，《海南岛的鸟

兽》、《黑龙江省兽类志》等书籍。

参加本册标本采集、制作，拍摄照片等工作的人员，主

要有丁平、姜仕仁、康熙民等。本册插图由诸葛渊、唐庆

瑜、汪宝永绘制。部分彩照系上海动物园副主任张词祖同志

提供，并参考了《贵州珍稀动物》。对上述单位和个人的大

力协助、支持，深表谢意。

编 者 1988年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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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研究简史

远古时代，人类的祖先渔猎为生，通过狩猎熟悉兽类的生活。进入农牧时代，人们驯养

野兽而为家畜，更进一步利用了兽类资源，并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在古籍文献中，有关兽类

的记载比较多，如《神农本草经》中记有兽类15种，《名医别录》则为11种，明李时珍的

《本草纲目》中记载更为丰富，兽部第五十一卷中计有兽类38种、鼠类12种，寓怪类(邸猿

猴类)8种。

我国近代著名动物学家秉志(1924)记述定海1只幼抹香鲸，此为国人研究浙江兽类的

最早记录。

1934年商务印书馆出版的《浙江通志》中，按地方物产记述，计杭州府有兽类5种，嘉

兴府为3种，宁波府4种，绍兴府3种，台州府5种，金华府5种，温州府12种，记载较多
的野生兽类有野猪、貉，小灵猫，大灵猫，竹鼠，松鼠等。

随着帝国主义的入侵，一批外国学者在我国广泛地进行兽类调查，并发表了不少报告。

有关浙江兽类的资料有Swinhoe(1874)记录在宁波附近发现的毛冠鹿，Sowerby(1933)

的报告中记述浙江啮齿类3种，Allen(1938一,1940)的专著中记录浙江的兽类有43种，Elle-

Iman et ai(1951)的书籍中记有我省兽类26种。

建国以后，由于党和政府重视科学事业，对本省兽类的区系，分类、生态以及经济意义

等方面的研究工作广泛地开展起来。。

50年代后期，结合群众性的除四害运动对杭州市鼠类进行了调查，并对数量最多的农田

害鼠黑线姬鼠的生态学作了初步研究(诸葛阳等，1959)。崔秀亭、俞九飞(1959)发表了

庆元县隆宫乡鼠类及其寄生蚤的调查，共有鼠类16种，食虫类5种，兔形类1种，这对于了

解我省最南端地区的兽类区系具有重要价值。浙江医学院生物教研组等单位提出了本省哺乳

动物血吸虫感染初步调查报告(1959)，共检1363只动物，计27种，指出感染血吸虫的兽类有

12种，为查清血吸虫的传染源提供重要依据。 ．

60年代前期，关于鼠类的区系和生态的研究报告，如杭州市郊区鼠类调查(诸葛阳，

1962)，记述了1958"'1960年间的工作，确定黑线姬鼠为优势种，并阐明数量变动和繁殖的

规律，据此指出冬季灭鼠的重要性。赵志烈(1965)发表了浙江乐清县翁墙地区黄毛鼠的生

态及其危害作物的初步观察，指出浙南沿海农田区的优势鼠种的数量、分布及其对农业的危
害性。

在70年代后期，对我省平原农田地区主要害鼠的生态学作进一步研究，结合杭州和义乌

等地近3年的调查资料，提出黑线姬鼠繁殖及数量动态的初步研究(诸葛阳，1973)，分析

了性比，怀孕率以及数量的季节变化，并指出雌性怀孕率的高低与性比有关，同时种群的繁

殖力随着年龄组的加大而递增，阐明了繁殖的规律，为数量的预测和制订防治措施提供理论
基础。

80年代以来，研究报告，论文著作空前繁荣。在区系，生态和资源利用方面的报告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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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例如浙江省翼手类的初步调查(温业新等，1981)，记述了本省翼手类19种，其中10种

为新记录。浙江省啮齿动物的分布及局部群落动态(诸葛阳，1984)，记录本省啮齿类25种

及其地理分布，其中新记录有8种。杭州市郊区前后相隔20年的调查对比，说明鼠类群落

中种类减少而密度却升高近一倍，鼠害比较严重。浙江发现的猪尾鼠(诸葛阳等，1985)，

记述这种形态奇特的小形鼠类在天目山区的发现。同时，对天目山自然保护区的鼠类进行了
比较系统的研究，如天日山保护区啮齿类的研究(鲍毅新等，1984)，记述鼠类14种及其垂

直分布和群落更替，数量变化与环境条件的关系等，社鼠的年龄鉴定与种群年龄组成(鲍毅

新等，1984)，阐述我省丘陵山区的优势鼠种社鼠的划分年龄的指标，并说明了年龄组成的

季节变化规律，黑腹绒鼠生态学的研究(同上，1986)，该鼠国内研究稀少，文中对巢区结
构的阐述属于首次报道。另外还有浙江西天目山的啮齿动物(祝龙彪等，1983)，提出本省

新记录大仓鼠的分布。对我省兽类资源利用的研究报告有数篇，如浙江省毛皮兽的分布和资

源利用(诸葛阳，1982)，我省有毛皮兽36种，以食肉目种类最多，其中有14种国家保护动

物，分析了资源下降的原因和提出保护措施的建议。另外还有浙西山区的黑麂、小麂、毛冠

鹿和梅花鹿的资源(盛和林等，1981)。浙江临安县的毛皮兽和资源下降的原因分析(朱

曦，1984)，指出森林采伐过多对兽类资源的明显影响。在总结以往区系、分类、生态和资

源利用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提出了浙江省兽类区系及地理分布(诸葛阳，1982)的报告，共

计有兽类86种2亚种，以啮齿目和食肉目的种类最多，区系组成上以东洋界种类占绝对优

势，并根据地形，植被和气候特点提出本省兽类的地理区划。

近一些年来，由于生态环境的改变和天敌的减少等原因，导致鼠类数量增长，各地普遍

发生鼠害。杭州大学生物系和有关单位协作从事鼠类生态及其防治的研究，并取得一定的成

果，前后发表了几种常见鼠类的繁殖和食物分析(1982)，浙江省农田鼠类动态及防治的探

讨(1986)等论文。杭大生物系又和杭州市卫生防疫站协作进行低浓度(0．5呖)磷化锌灭鼠

效果的研究，所获成果已在1985年通过专家鉴定，从而解决了我国南方消灭野鼠的适用浓度

问题，有明显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1987)。在上述研究的基础上又编写出版了《鼠害防

治》一书(诸葛阳等，1987)。

浙江沿海岛屿的数目为全国最多，对岛屿的开发利用已引起国家的重视。有关单位对岛

屿的兽类资源和生态特点从事了研究，例如华东师范大学生物系长期进行了调查，发表了舟

山、嵊泅诸岛的毛皮兽(盛和林，1981)、舟山及其邻近岛屿獐种群的初步研究(盛和林

等，1984)等，·舟山诸岛毛皮兽共有8种，从岛屿负载能力以及动物对环境的适应性来探讨

保护珍贵动物和引种驯化的可能性。特别是对于保护动物獐进行种群生态学的研究，分析了

繁殖和年龄结构以及种群增长率，指出资源利用量过大，应缩短猎捕期以保护资源，对生产

有一定指导意义。杭州大学生物系近几年对浙南洞头岛和舟山诸岛进行了调查，提出了浙江
海岛鸟兽地理生态学的初步研究(诸葛阳等，1986)的报告，指出岛屿动物生态分布的特殊

性，即鸟兽种数少于大陆，而密度却更高，存在生态位扩展的现象。鸟兽在岛屿上的分布广

度主要决定于该种对海岛环境的适应性。提出动物种数与岛屿面积呈正相关，而密度为负相

关，并与岛屿植被关系极大。据此建议改造岛屿环境，广泛植树造林，以保护和发展动物资

源，这对于岛屿的开发利用有一定参考价值。

浙江海兽的分布，有关单位也从事一定的调查，发表论文有灰鲸在中国近海的分布(壬

丕烈，1984)，指出浙江博物馆1933年收藏的鲸骨胳经研究确定为灰鲸

发表中国近海鲸类的分布，文中提到在浙江近海及淡水江河中所产的鲸

范大学生物系以自己研究工作为基础，汇集了我国海兽研究的大量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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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概况(周开亚，1986)，文中指出浙江产的鲸类2种、鳍脚类1种。上述研究成果充实

了我省海兽的资料，丰富了浙江兽类的区系组成。

形态概述

· (一)主要特征哺乳纲动物又称兽类，起源于古代爬行类，是脊椎动物中形态结构最
’

高等、生理机能最完善的一个动物类群。

兽类皮肤结构致密，有良好的抗透水性，具有重要的保护作用，还有感觉和调温的功

能。表皮角质层发达，真皮内含有丰富的血管，神经和感觉末梢，并有皮下脂肪层，起着保
温和隔热作用。皮肤的衍生物有毛、皮肤腺，爪和角等。毛是保温器官，有季节性的换毛现

象。皮肤腺中主要的有皮脂腺、汗腺和乳腺等。汗腺具有排泄和调温作用。爪是表皮角质化

的产物，有的种类特化成蹄或指甲。角为防卫工具，有洞角(牛角)与实角(鹿角)之分。

骨胳系统十分发达，支持、保护和运动功能进一步完善。脊柱分化为颈椎、胸椎，腰

椎、荐椎和尾椎五部分。颈椎大多7枚，第1、2枚颈椎特化为寰椎和枢椎，扩大了头部的运

动范围，有利于运用感官、捕食和防卫。兽类的椎体为双平型椎体，提高了脊柱的负重能力。

头骨骨块的减少和愈合是兽类的一一个特征。兽类的嗅觉和听觉十分发达，鼻囊扩大，鼻
’

腔内出现复杂的鼻甲骨，以增大嗅觉的表面积。听觉器官在中耳腔内有三块互为关节的听
骨，能传递声波的轻微震动。由于兽类出现了口腔咀嚼功能，因而在口腔顶部形成了次生

腭，‘它由前颌骨，上颌骨和腭骨组成，使内鼻孔后移至咽部，从而在咀嚼时能正常地进行呼

吸。

兽类附肢为五趾型，四肢下移至腹面，出现肘和膝，能支撑躯体，适宜在陆上行走运

动。因生活习性不同，足型可分为疏行性，趾行性和蹄行性，而以蹄行性与地表接触最小，
适应于快速奔跑。

消化系统的特点是消化管分化程度高，出现了口腔消化，消化腺很发达，进一步提高了

j -消化功能。兽类具有肉质的唇，为吮乳、摄食的器官，口腔中出现肌肉质的舌，其上分布有

味觉器，并与摄食、搅拌和吞咽动作有关。兽类牙齿为异型齿，分化为门齿、犬齿、前臼齿。

和臼齿，门齿主要是切割，犬齿有撕裂作用，前臼齿和臼齿则有切割、压磨等功能，牙齿

‘的数目和形状是兽类分类的重要依据，齿数常以齿式表示，例如：鼠为÷妄二。姜÷-----16，猪
’}

U．L’V’ ’o

等等-----44，猴等等吨。‘ ．“

．

兽类消化道中胃的形态和食性有关，大多数动物为单胃，而食草的反刍类胃复杂，由
瘤胃、网胃，瓣胃和皱胃所组成，前三胃系食道的变形，皱胃能分泌胃液。瘤胃容积膨大，

内含大量细菌、纤毛虫等微生物，能对植物纤维素进行发酵分解。不反刍的食草兽类盲肠特
“

别发达，在细菌作用下，有助于纤维素的消化。 ，；

兽类呼吸系统十分发达，肺呈海绵状，由大量微细支气管和其末端的肺泡组成。肺泡壁

为单层上皮，其上布满微血管，为气体交换的场所。肺位于胸腔内，胸腔借横膈膜与腹腔分

开，横膈膜的运动，加上肋骨的升降来扩大或缩小胸腔容积，使肺被动地扩张或回缩，以完

成呼吸运动。 、 ．

血液循环系统的主要功能是输送氧和营养物质给组织细胞，带走代谢产物，并维持体液

的动态平衡。心脏四室，具有左体动脉弓。淋巴系统十分发达，遍布全身，辅助静脉血液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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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心脏，而且对防御细菌等异物的入侵和滋长有特殊的作用。

哺乳动物由于消化系统的结构和功能完善，使之获得更多的营养和能量，呼吸和循环系

统的加强，提高了机体的代谢水平。体表具有毛被或有皮下脂肪层，同时又有发达的汗腺，

在神经系统的调节下，使产热和散热取得动态平衡，因而兽类具有高而恒定的体温，减少了

对环境的依赖性，能克服各种不良气候的影响，广泛地分布予全世界。

兽类在繁殖上的特点是胎生(单孔类除外)和哺乳，故本纲称为哺乳纲。子宫可分为双

子宫、对分子宫，双角子宫和单子宫四类。幼仔在母体子宫中发育，并通过胎盘以取得营

养，使之在稳定而又受到保护韵环境中发育。出生以后，母兽以乳汁：哺育幼仔，得以迅

速成长。因此哺乳类和其他脊椎动物各纲比较，产仔少而成活率高，使它在生存上占有优

势。

哺乳动物的神经系统和感觉器官高度发达。神经系统上主要表现在大脑和小脑的体积增

大，神经细胞集聚的皮层加厚并出现了皱褶。不仅能调节体内各种复杂的生理机能，而且能

适应外界各种变化的环境条件。因而哺乳类行为复杂、适应性强，在动物的发展进化上处于

优越的地位。

(二)形态测量兽类外部形

态的量度、头骨的量度是分类的重

要依据，现分述如下。

1．外形测量(图1)。

体重：整个兽体的称重，小型

以克为单位，大型的可用公斤。

体长：自吻端到肛门或尾基的

长度，以毫米为单位，下同。

体全长：从吻端到尾鳍后缘

缺刻间的长度。适用于鲸目等海

兽。

尾长：自肛门到尾尖的长度，

尾端毛长不计入。

耳长：从耳壳下方缺口至耳壳

顶端，不包括耳尖毛长。

后足长：从后跟到最长趾的趾

端，不包括爪长。有蹄类则到蹄

尖。

大型兽类还需要测量下列几

项。

肩高：肩部背中线到前肢指末

端，蹄在内。

臀高：臀部背中线到后肢趾末

端，蹄在内。

胸围：前肢后方胸部的最大周

长。

2．头骨结构和测量。兽类头骨

彩斟

图1 哺乳类外形测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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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构各类群有一定差异，基本组成如下所述。

脑颅顶部自前至后由成对的鼻骨、额骨和顶骨所组成，后面有一块顶间骨。脑颅侧壁为

鳞骨，鳞骨向前形成颧突，与颧骨相接，再向前又与上领骨的颧突相连，形成了兽类所特有

的颧弓。脑颅后部为枕骨，其上有枕骨大孔，枕孔两侧有两个枕髁，与颈椎相关节。

脑颅底部有基蝶骨和前蝶骨，两侧为包围听觉器官的鼓骨。颅底前方是成对的腭骨(口

盖骨)和翼骨。眼眶的间隔由翼蝶骨和眶蝶骨组成薄壁，眼眶前上方有一对泪骨。

上颌由前颌骨和上颔骨组成，前颌骨上长有门齿，上颌骨着生犬齿、前臼齿和臼齿。下

领由一对齿骨组成，下颌的牙齿就长在齿骨上。

头骨主要测量以下几项(图2、图3、图4)，为了准确起见，最好使用游标卡尺。

颅全长：白头骨前端最突出处到头骨后部最突出处的直线距离。

颅基长：从前颌骨前端(上门齿前缘)到枕髁后缘。

鼻骨长：鼻骨的最大长度。

腭长：从上门齿中间齿槽后缘至腭部后缘(不包括棘突)的最短距离。

颧宽：左右颧弓外缘的最大宽度。

眶间宽：眼眶间的最小宽度。

后头宽：头骨后部(脑颅部分)的最大宽度。
听泡长：听泡的最大长度。

上齿列长：自门齿前端到臼齿后缘的最大长度。犬齿缺者，则从前臼齿前缘开始。如系

翼手类，则起自犬齿前。

上颊齿长：上颌颊齿(前臼齿和臼齿)的最大长度。

齿隙：门齿后缘至颊齿前缘之间的长度。

下齿列长：参照上齿列长。

图2 啮齿目头骨测量

蜃头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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