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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动物志——鸟纲》共分十四卷。本卷专论鸡形日，计列2科26属56种，另74

个亚种。全卷的编写大纲如下：

(一)总论 综述我国鸡形目的形态、生态、分类、分布、饲养管理及经济意义等o

(二)各论 先就各科、族D、属，扼要地论述它们的特征及分布，然后分别在属下列

出各个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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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

2．地理分布 以国内分布为主；部分种类附有分布图。

3．鉴别特征 主要为显而易见的特征，供鉴定时识别种类的参考o

4．形态 包括羽色(雌雄成鸟的繁殖羽[即繁殖期的羽色】、成鸟冬羽、幼鸟等)、裸

露部分的颜色，以及雌雄两性的量衡度o

5．分类讨论 包括分类历史、亲缘关系、分类地位、学名订正等。在讨论中，对以往

的观点和提法，力求依循辩证唯物主义，加以评述o

6．亚种分化 包括亚种检索。每一亚种简要说明它的分布范围及形态特征。

上列2—6等项，都是与形态类有关的项目，所以列在一起，使读者易于前后对照阅

看。

7。生态 包括栖息地、活动、食物、鸣声、繁殖等习性以及数量、天敌等o

8．饲养管理 限于野生种类o

9．经济意义 包括食用、药用、外贸用及其他用途，以及对农林的益害关系等，并依

循“护、养、猎并举”的方针，提出对有用种类的适当保护和狩猎方法，及对有害种类的防治

和控制措施。

属、种、亚种的有关学名文献，均列在各该项之后，各属还列有分类工作参阅文献，供

专业工作者进一步研究参考之用。

所用专门术语，均采用科学出版社所出版的《英汉动物学词汇》；至于未经订定的，可

参看总论中鸟体部位名称。

所列各乌的量衡度，量度以毫米为单位，衡度以克为单位。

书中所引的外国人姓名，主要根据商务印书馆所编订的《英语姓名译名手册》(1973

年)和《德语姓名译名手册》(1973年)译订；在书中第一次出现时，并附以原名。国内地名

1)“族”是科与属之间的一项分类阶元．

2)种的英文名称见附录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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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地图出版社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地图集》(1975年)，国外地名根据《世界地图集》

(1972年)o

本卷所依据的实物标本，绝大部分是在解放后采集到的；所征引的资料，绝大部分是

解放后所发表的。这些无可讳言地都是新中国科学蓬勃发展的明显标志。

本卷的具体研究和编写工作是在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北京师范大学、北京动物

园等单位党委领导下进行的。

在编写过程中，我们选定了三种不同类型的鸡类，写成试写稿，印发全国有关单位，广

泛征求意见，并到大连、天津、北京等地组织座谈。他们都热情地提出了很多宝贵意见，并

提供了不少第一手科学资料，充实了志的内容，提高了志的质量。这一部稿虽然由我们执

笔写出，但它是我国广大工农兵和科学工作者群众性科学实践的结晶，体现了社会主义制

度的优越性。

本卷在研究、编写的过程中，还得到上海自然博物馆、中山大学、广东省昆虫研究所、

大连自然博物馆、云南省动物研究所、北京自然博物馆、四川农学院、吉林师范大学、江苏

省家禽科学研究所、青海省生物研究所等单位的大力支援和多方协助，谨此表示感谢。

本卷是我国鸡形目调查研究在现阶段的系统总结。早在1975年lo月写成初稿，但

因受到“四人帮”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的影响和干扰，迟迟未能定稿。直到以华主席为

首的党中央粉碎了“四人帮”反党集团以后，基础理论研究工作才重新获得解放。最近，英

明领袖华主席又对科学工作作了极为重要的指示，极大地鼓舞了广大科学工作者的积极

性。我国科学事业在华主席、党中央领导下，巳开始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在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党委会的重视关怀下，中国动物志编委会召开了“三结合”

审稿会议，对本卷进行认真细致的审查修改定稿。

在编审过程中，我们虽然力求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针，用唯物辩证法

指导我们工作，但限于水平，错误之处在所难免。我们殷切希望广大读者，在参考及使用

中随时提出批评和建议，以便集思广益，在再版时修订o

1977年7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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