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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翼手类新记录———小褐菊头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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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年 )) 月，在考察云南省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翼手目动物区系过程中，在景洪县基诺乡获得的

& 号标本，经鉴定为小褐菊头蝠（1"#$(,(2")& &3"%$(），为中国翼手类新记录。本文在比对已有文献描述的

基础上，给出了所采集标本的测量数据和描述，并讨论了其分类地位和现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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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稿日期：!""$,)",!V，修回日期：!""#,"),)$

!""! 年 )) 月，在考察云南省西双版纳傣

族自治州翼手目动物区系过程中，在景洪县基

诺乡（!)\#(]0，)""\$%]W）捕获到 & 只菊头蝠，经

鉴定为小褐菊头蝠（1"#$(,(2")& &3"%$( +4GDAID4，

)%"#），为中国翼手类新记录。鉴于在采集地此

物种种群数量较少，故仅制作 ) 号标本保存于

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其他 # 只个体在测量

耳长、前臂长、体重后放飞。

所采标本的形态特征 体毛较长，背毛毛

基呈明亮的略带黄色的棕褐色，毛尖色为略带

红色的棕褐色，腹毛色浅。耳呈尖状，往前折近

乎可以接触到口吻部，在耳尖下的外侧边缘向

下凹入，随后外缘轻微凸起，对耳屏与外耳廓的

切迹（48CK6）较深。翼膜黑褐色，其上无毛附着。

距弱，翼膜止于胫骨 )^- 处（图 )）。体型中等或

略小，头 体 长 $(_V QQ，前 臂 长（$!_% ‘ "_%!）

QQ，尾长 )#_" QQ；耳长中等（)(_- ‘ "_V&）QQ；

后足 (_" QQ，体 重（)"_- ‘ )_$"）>；马 蹄 叶

（;4CDA38A 48IDFD;J，68AIDI68D）具有小附叶（或称小

叶、次级马蹄叶，IDK84G;AY 68AIDI68D）) 片；鞍状

叶（ IDFF;）两 侧 几 近 平 行，上 端 圆 弧 形；顶 叶

（F;4KDC）凹入或侧缘平行，顶端延长，呈楔形；连

接叶（G8AI;F K844DKC34> BA8KDII）突出，前端钝圆，

上着生少许尖毛。下唇具有 - 片垂直的凹槽

（>A88MD），中间凹槽深裂，两侧凹槽浅（图 )）。

掌骨几近等长，第!掌骨"第"掌骨 a 第#掌

骨；第#掌骨 -"_% QQ，第"掌骨 -!_) QQ，第!
掌骨 --_" QQ（表 )）。

头骨微弱，较长而窄，颅全长 )(_V QQ。颧

骨宽度稍微超出乳状突宽度。上颚短，鼻隆高

##########################################################

矗明显，宽度略大于长度；鼻隆前部沿侧面延伸





讨 论 由于发表新种的原始文献在国内无

法 查 到，因 此 本 文 依 据 !"#$%&［’］、()*&+,- 和

./0))-1［2］鉴定标本。根据所采标本，与其他菊头

蝠种类的形态特征对比，可以认为该种为小褐菊

头蝠，但该种与马来菊头蝠（! 3 "#$#%#&’(）在体型

大小、鼻叶形态、颜色等外部形态上也非常相似。

./4&$-&5)和 6-##7 认为依 ()*&+,- 和 ./0))-1［2］所

描述的外部形态特征以区分马来菊头蝠和小褐菊

头蝠是不可靠的［8］，!#$%)9 和 :;-- 认可 ./4&$-&5)
和 6-##7 的观点［<］。我们认为鉴定小褐菊头蝠的

关键应依据头骨，在头骨形态上有明显区别：小褐

菊头蝠的鼻隆在水平面上明显低于头盖高，而马

来菊头蝠的鼻隆高度几乎与头盖高平行。小褐菊

头蝠的矢状嵴较强，而马来菊头蝠的矢状嵴很弱。

此外，前者的上颌第二前臼齿（=8）的长度是第一

臼齿（.’）长度的 2 倍，而后者长度略微超出。此

外，所录得小褐菊头蝠叫声频率为（>?@2< A B@CC）
*:D（& E <<），与 F#%;5"#5 报道的 >C G HB *:D［C］、

I;5+"9#5 等报道的 >J@’ *:D［<］基本吻合；而马来菊

头蝠叫声频率为 ?C *:D［C］。

小褐菊头蝠主要分布在马来半岛的 K)-&5+#$
（模式标本产地），以及泰国的中部和南部［2］、老

挝、越南，以及苏门答腊岛、爪哇岛［’］。该物种在

我国的发现说明，西双版纳为其自然分布的最北

端。

小褐菊头蝠被世界自然保护联盟物种生存委

员会翼手类专家组（LM!0NKK!N!KO）评为“低危N需
予关注”（(#P)$ F;"*：-)&"9 /#5/)$5）［?］。由于在我

国属于首次报道，种群现状不详，建议继续关注该

物种的生存状况，开展相关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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