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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名两栖动物学家刘承钊教授伸)
在73岁高龄时还亲自从事野外考案



鱼类擎家．73岁的施白南教授(左五J

在泸州江畔进行长江水产资源考察



兽类学工作者在卧龙自然保护区五一棚

鸟类工作者在鉴定鸟类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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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资源动物志》第一卷于一九八。年十二月初版问世以来，由于它的内客密切

结合生产实际，为发展我省国民经济所急需，深受农、株、牧，副，渔，医，药材，外

贸、供销各业及科研、教学等单位的欢迎，短期内印销售一空，而各地索购者仍然很

多。为满足广大读者的需要，使本志能为“四化矽作出更多的贡献，在四川人民出版社

的敦促与大力支持下，决定修订再版。
”

，

． 此次再版，对全书内客作了全面的修订，增加了一些最新的资料，顺便更正了初版

中少数错漏的地方，增添了彩色图版九幅，并重新设计了封面。但谬误及不足之处仍在

所难免，望广大读者随时指出，以便日后更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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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害

资源动物系指野生动物中与人类经济生活有关的一些种类。诸如能提供肉食或毛皮

裘羽，可入药治病，或有治虫灭鼠作用的动物，都是资源动物。广义的资源动物，还包

括珍贵，稀有的特产动物，以及与卫生保健有关的疫源动物和有害动物，或与科学、文

化，教育有关的实验动物与观赏动物，等等。四川省幅员辽阔，西部为崇山峻岭，并有

著名的横断山脉贯穿于南北，东部为平原丘陵，四周有中山环绕，境内有森林、草原，

河流纵横，气候从南亚热带到永久冰雪带各种类型都有，植被丰富多采，自然条件极其

复杂多样，因而，动物的种类与数量亦极繁多。以调查较确切的脊椎动物而言，已知达

1100余种，鸟，兽均占全国已知种类的一半左右。昆虫及其它无脊椎动物由于调查不

够，尚缺乏确切数字，但从已有研究较充分的少数类群来看，’其种类与数量占全国产量

的比例亦不算少。在众多的野生动物中，属于资源动物范畴的种类，极为丰富。

四川省资源动物种类丰富，如何进_步摸清，加以合理开发利用，使之为我省经济

建设服务，是摆在我省动物学工作者面前的一项迫切任务。四川省科学技术委员会非常

重视我省资源动物的调查研究工作，在过去调查的基础上，特别是在我省珍贵、稀有动

物调查、水产资源调查，药用动物调查等基本完成的情况下，决定组织编写Ⅸ四川资源一

动物志》、，并委托由中国科学院成都生物研究所负责主持这项工作。一 一，

编写《四川资源动物志》，目的是总结我省动物学研究成果，为动物资源的恢复、

发展，合理利用与保护管理，有害动物的防除，提供基本资料，为我省国民经济的发展

服务。它的出版，可供具有初中以上文化程度的农、林、牧、副、渔、医、外贸：商业、供

销等方面的干部和业务技术工作者，以及科研，教学、文化等部门有关人员参考。

《四川资源动物志》暂定分五卷出版。第一卷为总论，概述我省资源动物研究的历

，史，自然条件，资源动物概况，保护管理与合理利用，以及四川省脊椎动物各纲的名录

及其在省内的分布情况。第二至五卷为资源动物各论。第二卷介绍资源兽类约150种。

第三卷介绍资源鸟类200余种。第四卷介绍有资源意义的爬行动物与两栖动物各30余种

及鱼类100余种。第五卷介绍资源无脊椎动物及资源昆虫。在各论各卷中，除记各纲、目

特征，分类检索外，并分种详细记述其拉丁学名，地方名，形态、生物学资料，分布、

资源价值以及驯养繁殖与保护管理等内容。各卷均有动物的彩图，照片及插图多幅。全

志预计到1982年编写完毕。
’

参加编写《四川资源动物志》的单位有中国科学院成都生物研究所，四川省林业

厅，四川省卫生防疫站，四川省中药研究所、四川省林业科学研究所、四川省水产研究

所，四川大学，四川农学院，西南农学院、西南师范学院、南充师范学院、重庆师范学

院、合川水产学校、西昌农业专科学校、重庆博物馆、重庆市动物园，成都市动物园等

共十五个单位。这项工作，得到四川人民出版社的大力支持，以及省内、外许多单位和

有关同志的关心和协助，在此表示衷心的感谢l

四川资源动物志的编写，这是第一次。由于我们的经验不足，也限于业务水平，如

有错漏之处，恳切希望广大读者给予批评指正，以便进一步修改补充，使它益臻完善。

一九七八年二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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