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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简介

野生动物是生物多样性的重要组成部分，要开发动物资源，首先必须认识动物.给每种动

物以正确的名称，通过详细表述并记录动物种类、自然地理分布、生物学习性、经济价值与利用

等信息，规拖各类动物物种的种名和学名，对特有种、珍稀种、经济种等重大物种的保护管理、

研究利用等作客观记载，为后人进一步认识动物提供翔实的依据 。

本卷经野外标本采集，鉴定共计 11 日 66 科 151 属 293 种，其中峭臼 2 科 3 属 5 种，蛐臼

14 科 36 属 74 种，虱毛目 10 科 14 属 18 种，缕翅目 2 科 ]3 属 22 种，广翅目 2 科 6 属 12 种，蛇

蛤目 l 科 2 属 2 种，脉翅目 10 科 22 属 34 种，捻翅目的 1 科 1 属 2 种，长翅目 2 科 3 属 12 种，

蚤目 4 科 13 属 14 种，毛翅目 18 科 38 属 98 种。同时，对实际研究过的种类作了比较详细的

形态描述，每个种均列有生物学、有关文献和分布等，并编有分种检索表 。

本志不仅有助于人们全面了解天目山丰富的动物资源，而且可供农、林、牧、畜、渔、环境保

护和生物多样性保护等工作者参考使用。

SUMMARY 

This volume contains 11 orders , 66 families , 151 genera and 293 叩ecies from Tianmu 

Mountain of Zhejiang Province in China , which include 5 species of 3 genera in 2 families 

from Phasmatodea. 74 species of 36 gcnera in 14 families from Psocoptera , and 18 species of 

14 genera in 10 families from Phthiraptera. 22 species of 13 genera in 2 families from Thys

anoptera , 12 species of 6 genera in 2 families from Megaloptera , 2 species of 2 genera in 1 

family from Raphidioptera , and 34 species of 22 genera in 10 families from Neuroptera , 2 

species of 1 genus in 1 family from Strepsiptera , 12 species of 3 genera in 2 families from 

Mecoptera , 14 species of 13 genera in 4 families from Siphonaptera , 98 species of 38 genera in 18 

families from τì-ichoptera. Each species wi th distri bution , biology and morphological characters arc 

described and illustrated. Moreover , keys of di[ferent taxa are also be provided. 

The fauna is available for researchers in the fields of forestry , agriculture , animal 

husbandry , fisheries , environmental protcction , biodiversity protection and other related 

fiel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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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动物是生态系统中重要的组成部分，在地球生态系统的物质循环和能量流动

中发挥着重要作用。野生动物是生物进化的历史产物和人类社会的宝贵财富。

近年来，因气候等自然环境的变化以及人为干扰等因素影响，野生动物与人类间

的和谐关系遭到一定程度的破坏，人与野生动物间的矛盾越来越突出。对一个地

区动物区系的研究，能极大地丰富我国生物地理知识，对保护和利用动物资源具

有重要的意义。一个地区动物区系的记录，是比较动物区系组成变化 、环境变迁 、

气候变化的重要历史文献。

天目山脉位于我国浙江省.属南岭山系 . 是我国著名山脉之一。山上奇峰怪

石林立，深沟峡谷众多，地质地貌复杂多变，生物种类繁多，珍稀物种茎萃。天目

山动物资源的研究历来受到国内外学者的重视，是我国著名的动物模式标本产

地。新中国成立后，大批动物学分类工作者对天目山进行了广泛的资源调查，积

累了丰富的原始资料。自 2011 年起，浙江天目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在此

基础上，依据动物种群生物习性与规律，按照不同时间，有序地组织国内动物分类

专家进驻天目山进行野外动物调查、标本采集和鉴定等工作。《天目山动物志》的

出版是专家们多年考察研究的智慧结晶。

《天目山动物志》是一项具有重要历史和现实意义的艰巨工程，先后累计有

20 余家科研院所的 100 多位专家、学者参加编写，其中包括两位中国科学院院士。

该动物志全系按照动物进化规律次序编排，内容涵盖无脊椎动物到脊椎动物的主

要门类。执笔撰写的都是我国著名的动物分类专家。《天目山动物志》不但有严

谨的编写规格，而且体现了很高的学术价值，各类群种类全面、描述规范、鉴定准

确、语言精练，并附有大量物种鉴别特征插图，图文并茂，便于读者理解和参阅。

《天目山动物志》反映了当地野生动物资源的现状和利用，具有非常重要的科

学意义和实际应用价值，不仅有助于人们全面了解天目山及其丰富的动物资源，

还可供农、林、牧、畜、渔、生物学、环境保护和生物多样性保护等工作者参考使用。

该志的问世必将以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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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库增添新的宝藏。

-、

中国科学院院士 户'PÆD

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研究员、所长 , (\ ~ ..-

2013 年 12 月 12 日于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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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U

天目山位于浙江省西北部，在临安市境内，主峰海拔 1506m，是浙江两北部主要高峰之一。

有东两两峰温相对峙.两峰之巅各天成一池.形如天眼.故而得名。天曰山属南岭山系， rþ亚热

带北缘，"江南古陆"的一部分，是我同著名山脉之一。天日山气候具有中亚热带向北亚热带过

渡的特征，并受海洋暖湿气流的影响较深，形成季}xL强盛、四季分明、气候温和、雨水充沛、Jt照

适宜、复杂多变的森林生态、气候类型。

天日山峰峦叠翠，古木葱笼，素有"天目千重秀.灵山十里探"之说。天目山物种繁多.珍稀

物种基萃‘以"大树华盖"和"物种基闲宝库"享誉天下。天然植被面积大，而且保存完整.森林

覆盖率高，拥有区系成分非常复杂、种群十分丰富的生物资源和独特的环境资服.构成 r 以地

理景观和森林植被为主体的稳定的自然生态系统。保护区现面积为 4284hm2 ，区内有高等植

物 249 科 1044 属 2347 种.银杏、金钱松、天目铁木、独花兰等 40 种被列为国家重点保护植物;

有浙江省珍稀濒危植物 38 种，其中野生银杏为世界上唯一幸存的中生代乎遗植物;天目山有

脊椎动物包括兽类、鸟类、爬行类、两栖类、鱼类等近 400 种，其中属国家重点保护的野生动物

有云豹、金钱豹、梅花鹿、黑鹿、白颈长尾雄和中华虎凤蝶等 40 余种。 1251'1:.物丰富多样， ]996

年天目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加入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与生物阁保护区网络"成为世界级

保护区; 1999 年.天目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被中宣部和科技部分别授予"全国科普教育基地"

和"全同青少年科技教育基地"。

天目山动物考察活动已有 100 多年历史。外罔人的采集活动主要集巾于 20 世纪 40 年代

之前，采集标本数量大.影响深远。我同早期动物学家留学问国后，也纷纷到天目 111 考察，发表

了一批论文。所有这些，为天目山闻名世界奠定 r基础。 50 年代之后‘天目山更是成为浙、

沪、苏、皖等地多所高校的理想教学实习场所。中罔科学院动物研究所、巾罔科学院上海昆虫

研究所(现为中国科学院上海生命科学研究院植物生理生态研究所)、中罔农业大学、南京农业

大学、复旦大学、西北农学院(现为两北农林科技大学)、杭州植物同以反北京、天津、上海和l浙

江等省、市的自然博物馆的件多专家都曾到天日山采集动物标本，增加了不少新种和新记录。

当时浙江的各高校，如原浙江农业大学(现为浙江大学)、原浙江林学院(现为浙江农林大学)、

原杭州大学(现为浙江大学)、原杭州师范学院(现为杭州师范大学)等学校的师生更是常年在

天目山进行教学实习和考察.特别是 2001 年《天目山昆虫》的出版为本次考察研究奠定了坚实

的基础。众多动物学家来天目山考察，并发表了大量新属、新种‘使天口山成为模式标本的重

要产地，从而进一步确立了天目山在动物资源方面的国际地位。

野生动物是生物多样性的重要组成部分，开发野生动物资源，首先必须认识动物、给每种

动物以正确的名称.通过详细表述井记录动物种类、自然地理分布、生物学习性、经济价值与利

用等信息.规范各类动物物种的种名和学名 .对特有种、珍稀种、经济种等重大物种的保护管

理、研究利用等事件做客观 i己载，为后人进一步认识动物提供翔实的依据。本志引证详尽、描

述细致，既有国家特色，又有全球影响:既有理论创新，又密切联系地方生产实际。因此.该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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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志是一项浩大的系统t程，是反映同家乃至地方动物种类家底、动物资源、水续利用动物多

样性的信息库;也是反映一个同家或地区生物科学基础水平的标志之一，是永载史册的系统科

学工程;也是同际上多学科、多部门一直密切关注的课题之一

为系统、全面地了解天口山动物种类的组成、发生情况、分布规律.为保护区规划设计、保

护管理和资源合理利用提供基本资料， 1999 年 7 月和 2011 年 7 月，浙江天日山国家级自然保

护区管理局、浙江农林大学(原浙江林学院)等单位共同承担了同家林业局"浙江天臼山自然保

护区昆虫资源研究"和全球环境基金项目"天口山自然保护区野生动物调查监测和数据库建

设"。经过 13 年的工作，共采集动物标本 45 万余号，计有 5000 余种，其中有大量新种和巾同

新记录属种。

《天目山动物志》的出版不仅便于大家参阅，还为读者更全面、系统地了解天目山动物资

源，了解这个以"大树王罔"著称的绿色宝库提供了丰富的资料和理论研究基础。同时，本书的

出版还有助于推进生物多样性保护、构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态环境，为自然保护区的规划

设计、管理建设和开发利用提供重要的科学依据，从而真正发挥出门然保护区的作用和l功能，

对构建罔家生态文明，以及绿色浙江、山上浙江、生态浙江和"五水共治"均具有重要意义。同

时，对于解决人类共同面临的水源、人口、粮食、资源、环境和生态安全等全球性的问题，也具有

十分重要的战略意义和深远影响。

本系列卷书得到中国科学院上海生命科学研究院植物生理生态研究所声'文英院士，河北

大学印象初院士，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陈德牛教授，中国科学院水生生物研究所杨撞教授，

浙江大学何俊华教授和南京农业大学杨莲芳教授等国内动物学家的关怀和指导，得到国家林

业局、浙江省林业厅和浙江农林大学等单位的领导和同行的关心和鼓励，得到浙江天目山国家

级自然保护区广大工作人员的大力支持;感谢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所长康乐院士欣然为本

系列卷书作序。在此，谨向所有关心、鼓励、支持和指导、帮助我们完成本系列卷书编写的单位

和个人表示热诚的感谢。

由于我们水平有限，书中错误或不足之处在所难免，殷切希望读者对本书提出批评和

建议。

《天目山动物志》编辑委员会

2014 年 2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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