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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资源动物志》共分五卷。本卷专论兽类，所列检索表包括四川省己发现的

兽类183种，而描述部份由于某些种类数量少或无标本可据。仅叙述了资源兽类140

种。隶9日29科104属。编写的细要如次： 一

． 一、哺乳纲概述 包括本纲主要特征，外部形态与头骨的测量，以及哺乳纲的分

类等项。

二、各论 先简要叙述各日主要特征，及分类所涉及的特殊形态，如啮齿目的牙

齿等，四川所产兽类的种数，‘分布情况及检索表，然后分别描述各种资源兽类。种的．

记述，包括以下各项： ， ：

1． 名称 中名、拉丁学名、别名(地方名、产业名、古名等)，拉丁学名的原

始文献及模式产地。

2． 鉴别特征 外形或头骨的主要明显特征，侠作初步识别的主要依据。

3． 形态 包括外部形态，体色、头骨及牙齿的叙述与插图，并列出其量衡度。

凡5个以下者分别列出各数值，5个以上者则列出平均及最高最低值。

4． 生物学资料 包括栖息地、结群情况及数量、活动与习性、繁殖、食性、天

敌、与疾病的关系，体外寄生虫及其他各项。

5． 分布 列出我省产区的县名，并简述不同地区的亚种分化，然后列出国内分

布(至省级)作为参考。
’

6． 资源价值利用方面包括毛皮，药用及其他用途。危害方面包括对农、林，

牧，副、渔、医等方面的危害。
’

．

， ． 本卷所列各兽的量衡度，量度以毫米为单位，衡度以克为单位。

在编写过程中，限于资料不足及编著者水平，错误和不妥之处在所难免。我们殷
一 切地希望广大读者。在参考和使用的过程中，及时提出批评和建议。以便集思广益，

继续修改和完善。“ ，

，

f．

“

一 1981年8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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哺乳’纲概述

哺乳’纲概述 i

一，哺乳纲的主要特征

，．哺乳纲又称兽类。起源于古代爬行类，经历了漫长的历史，克服了重重困难，如

运动、蒸发、神经感觉等，使它们在脊椎动物中，进化为形态结构最高等、生理机能

最完善和行为最复杂的一高等动物类群。它们显然地具有不少共同的特征，而有别于

其他各纲脊椎动物。 ，，

，

：

I． 除单孔类外，绝大多数哺乳类均为胎生。它们的胎儿借胎盘和母体联系并取

得营养，既受到保护，也提供了稳定的发育条件'l使哺乳类的生存和发展有了广阔的

前景，成为最高等的一纲动物。
’ ’

． 2． 具乳腺，能分泌乳汁。哺乳幼仔．一使后代在优越的营养条件下迅速成长，故

将这纲动物称为哺乳纲。 ‘

．

3． 神经系统和感觉器官极其发达，使兽类能够协调内部各种复杂的机能活动，

也能适应外界各种变化多端的环境条件，其行为极其复杂。

4． 咀嚼器官的特化和加强。下颌以单一的齿骨(或称下颌骨)与脑颅作关节。

咀嚼肌肉发达，一般上下颌有牙齿，多为长在齿槽内的再生齿，并分化成门齿、犬

齿、前臼齿和臼齿，还具有能分泌唾液的口腔腺等；这些结构使它们摄取食物的物理

和化学结构的高度完善，大大提高了它们对营养的获得和能量的摄取。
。

5． 具有高而恒定的体温。它们的心脏由二心室和二心房所组成。仅具有左体动

脉弓。血液里血红细胞多。无核，温血，具发达的肺泡系和出现了肉质的横隔膜；体
‘

表被毛或皮下脂肪发达，具发达的汗腺等。这些结构在发达的中枢神经系统调节下，

使它们的产热和散热。取得了动态平衡，减少了对环境的依赖性，成为最高等的恒温
●

’

动物。 +／

6． 具发达的四肢。各肢具爪、蹄或趾甲，适于攀缘、行走或奔跑-提供了它们

快速活动的能力，保证了它们主动积极的生活方式成为可能。

，

， 二、哺乳纲所用的形态特征的测量’

兽类外形和骨头的形态特征是鉴定的重要依据。外形的量度必须在标本制作之

前。兽类各部位的名称见下图。。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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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兔形目头骨测量

’
‘

1．颅全长2．颅基长3．基底长4．颧宽5．眶闻宽6．齿隙长T．上列齿长

缸
眶

●'

’

泊

、蕞

图5犬的头骨(左：背面观；右：腹面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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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须背面现 p．上氧暖面理

f下鲠侧面现

图8‘啮齿动物的头骨(小家鼠M“s rnusculu$Linnaeus)

1．鼻骨2．前颌骨3．上颌骨4．颧突5．额骨6．颧弓T．鳞骨8．顶骨0．间顶骨10．上枕骨

儿．上门齿12．犁骨13．门齿孔14．上臼齿15．腭骨16．中翼骨窝1T．翼骨18．听泡

19．基枕骨20．枕髁21．大孔22．听孔23．颧板24．门齿缺刻25．侧枕骨26．喙状突

2T．关节突28．角突29．下门齿30．下血齿
，

’

附：中小型动物头骨不同观察面代号。’

-．头骨上颌背面观

f．头骨下颌侧面观

外形测量：

b．头骨上颌腹面观c．头骨上颌侧面观d．头骨上颌前面观e．头骨上颌后面观

g．头骨下颌背面观h．上齿列i．下齿列 ’

1． 体重整个兽体的称重。小形的以克为单位，

2． 体长 自吻端至肛门’(或尾基)的直线距离。

大形的以公斤为单位。

3．’尾长 自肛门，(或尾基)至尾端(端毛除外)的直线距离。

4．后脚长自踵部(后跟)至最长趾末端(爪除外)的直线距离(有蹄类到蹄尖)．

5．耳长‘自耳壳基部缺口至耳尖(簇毛除外)的距离。

对翼手类还需测量前臂长(自肘关节至腕关节的距离)，有蹄类等大型兽类还要

测量躯干长(自肩关节的前缘至股后缘的距离)。’胫长(自后肢胫部膝关节至踵关节

的直线距离)“、肩高(自肩部最高点至前肢末端的直线距离)、臀高(自荐部最高点

至后肢末端的直线距离)和胸围(胸廓的最大周径)。 ⋯．． ．。

头骨测量：。， ．

1． 颅全长即头骨的最大长度，自头骨前端最突出处(门齿、前颌骨或鼻骨)



一 晴巍纲概速 ．，

至后端最突出的直线距离。 ，’．

2． 颅基长 自前颌骨中间上门齿齿槽前缘至枕髁后缘的直线距离。

3． 腭’长，。自中间上门齿齿槽前缘至腭部后缘(不包括棘突在内)的最短距离。
4． 额宽左右颧弓外缘间的最大宽度。 ：．．

’

‘．

，5． 齿隙长自啮齿类门齿基部后缘至第一颊齿前缘的距离。 ．’

6． 眶间宽眶间的最短距离。一 一 一

7．后头宽头骨后部(脑颅)的最大宽度。
。

，

7

．8．，上列齿长 自门齿前端至臼齿后端的最大长度。 ‘．

9． 颊齿列长颊齿(即前臼齿和臼齿)的最大长度。
‘

所有长度都以毫米为单位。为求准确，应尽可能使用游标卡尺。

’j“ ．三、哺乳纲‘的分类 7一
’

，}。

一切用来说明一类动物与他类动物的相似性或差异性的形态学、胚胎学、-生态

学、生理学，生物化学、细胞学等方面的性状或标志，都可统称为分类特征或分类性
． 状。近年来尤其生理、生化方面，如血清免疫实验，细胞染色体的研究和血红蛋白的

结构等应用不少，但由于许多性状在二般分类工作中或不好保存不便观察，因此。在

进行分类时，最基本的方法便是形态特征了。在兽类分类工作中，最常用的分类特征

是体形大小、身体各部位的比率，毛的组成与毛色、外部形态与结构、头骨和牙齿的

构造以及其他骨骼形态等等。
。

依据动物性状的相似和差异，同时考虑到它们的亲缘关系，将动物区分和归类，

组成分类的体系，这种体系称为分类阶系，或称为分类等级。常用的分类阶系。分成

七级，即界、门、纲、目、科、属、种。

种即物种，是生物最基本的分类阶元。分类学中对自然界的物种进行分析与归

纳。才有种上各阶元的分类和种下(亚种)的分类。种的最基本的客观标准就是鼻生

殖隔离竹。凡属同一种的动物，在自然界中必能互配而进行繁殖，并把它们的特征传

予后代。 ，

。，

’亚种是指一种动物在它分布范围内的不同地方的种群。‘由于亚种在地理上的局限

性，所以也可称为地理亚种(地理宗或生态宗)。在分类学上把有亚种分化的种称为

多型种，没有分化的称为单型种。凡多型种首次订立种名时所依据的地方性种群．称

为指名亚种或模式亚种，其他亚种一般则冠以地区称谓，如东北亚种，西南亚种，四

川亚种等等。此外，在生物学上有时将不同地质年代的种群称作地质亚种，如大熊猫

更新世的化石现已认为属于现今大熊猫的不同地质亚种。 “’·

。

目的分类特征兽类各目的区分，其分类特征主要包括因生活方式不同，如飞
翔，奔驰、水栖等所引起的四肢、指、趾与其末端+(扁甲、爪、蹄)的特征变化。牙

齿构造的重大差异以及其它重要的头骨或组织等方面的特征等。
’

科的分类特征常常是一些明显的与生活环境有密切关联的适应特征i如头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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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牙齿的变化和外部形态的变化(四肢、趾、角)等等。 0．

类特征，由于属内的物种是由共同祖先衍生而来，故其分类特征，实为所

同获得的性状，在外部形态上。尤其是在头骨和牙齿上所获得的变异就构

态学上的独特性状。 。，，： 。一j，、一’
i

‘

类特征种的主要特性是生殖隔离，．在形态上通常只包括体形大小。毛色

长与尾长及其它一些显著的外部特征。，同属的不同种，有时头骨与牙齿构．

小或仅只有比率上的差异．o ’‘-。‘ ．。 i t

分类特征一般只有较细微的差异，如体形大小和比例，毛色的深浅与头

局部差异等等，这些变异特征与环境的变化有着密切的关系。 ；

至70年代分类学跨入了前所未有的兴旺发达时代。分类学家把分类理论基

从种下分类转移到种上分类，即属以上的高级阶元分类的理论研究，从而

化分类"、 。岐序分类一和“数值分类”三个学派。在技术上把电子计算

微镜及电子扫描显微镜等新技术应用于分类工作。但在哺乳动物分类中现
’

尔文首创，应用最久最广的进化分类j该分类学派的代表人物有辛普生

麦尔(Meyer)及我国的陈世骧等。本书亦沿用此分类系统。 ：

于确定动物的分类地位和鉴定物种，分类学上常用检索表的形式，即选取

特征，编成特征相反而成对应的条文，用非此即彼的交叉选择方法，把具

的两个类群加以区分，’最后确定出所要鉴定的类群的所需阶元。，为了防止

或减少差误，在使用检索表初步检索出种后，应与分类记述或已经鉴定可靠的标本进

行核对，才能予以确认。必要时还需进一步查考专门性的分类专著。 ．‘ ．，：

．，．现存的哺乳纲动物分为三个亚纲19目。我国所产计有13目，59科206属433种，四

JII产9目拿9科106属l黟6种只 ．．。，。{ 。一一：‘、。、0’· 一．。。。：

(一)原兽亚纲Prototherla ，． o =f√。；．：．
i：ij*单孔目1Monotremata--．． 。j，：?：、 分布予澳洲及附近岛屿

．。c(二) 后兽亚纲Metatherla o 一 7： I 1．r．f，：‘：，o一。 _：．：。㈠
：j 2．!羹有袋[吾Ma—rsupialia．．_：．，；i．．：?’一、oi。分布于澳洲与美洲‘ ·’t

’

(三)真兽亚纲Eutheria ，i：j i二

·’3．：·食虫目Insectivora 。一’ ‘-' 二．．，7．‘ ：：。．．。t+

4． *皮翼目Dermoptcra．．，一．，⋯．．_ j分布于亚洲南洋各岛．～：

，．5．翼手目Chiroptera， ：⋯ ’． ：-。，√．．

6一，灵长目Primates 。 。。⋯1．，『．．‘。。 1，：，二一’“，’。i。!，：。：‘．?
，．7．，贫齿目Edentata √ 、一．7、■0：：．． ．．．。．■‘。：。．‘：_．_．7：
8．鳞甲目Pholidota j’：：。 ，一、 ’：．．j： ⋯jo．‘：：’：j

一 9．一兔形目Lagomorpha一-．、．一。 、．。：o、：‘：j‘|。‘I．：．：i’：l』l：’‘．．。ti
： lO．啮齿目Rodentia

～ L

·’ l

·不分布于我国 j：√。：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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