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这也是以后需要进行的工作。

钙、铁、锌等元素和维生素是人体必需的微

量元素，这在青蛤肉中均有较高含量。研究结

果表明，青蛤所含营养物质的数量和质量均是

较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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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哺乳动物物种》第三版出版

#$$& 年 !! 月，美国史密森研究院国家自然历史博物馆（-./012.3 456758 19 -./5:.3 ;06/1:<，=80/>6120.2 ?26/0/5/012）

哺乳动物部主任 @12 A B03612 和巴克奈尔大学（C5DE2733 F20G7:60/<）助理教授 @77H22 4 I77J7: 共同主编的哺乳动物

分类学巨著《世界哺乳动物物种》（第三版）（4.88.3 =K7D076 19 />7 B1:3J：H L.M12180D .2J N71O:.K>0D I797:72D7，%:J
7J0/012）已经正式由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出版社（L>7 P1>26 ;1KE026 F20G7:60/< Q:766）出版。

《世界哺乳动物物种》一书曾于 !*’# 年和 !**% 年先后出版过第一、二版，是哺乳动物学界最权威和最有影响的

学术著作之一，也是世界自然保护联盟（?FR-）采纳的哺乳动物分类标准，该联盟的物种生存委员会（==R）负责的

“受胁物种红色名录”（I7J S06/ 19 L>:7./727J =K7D076）项目中的哺乳动物分类就依据了该书的系统。此外，《濒危野生

动植物种国际贸易公约》（R?LA=）也将它视为标准分类和学名命名参考书。可见，其在国际社会中的显著地位。

第三版全书分为 # 卷，# !)# 页。第 ! 卷为非啮齿目，第 # 卷为啮齿目、参考文献和索引。详细信息包含了每个

目、科、属的分类评述，以及种的拉丁学名、分类参考文献、普通名、模式产地、分布、保护现状、同物异名、分类评述

等；书后还附有大量参考文献。本次修订，第一次将每个物种给出了一个英文的普通名称；目和科的系统排序则按

照进化关系排列。

此版在分类系统和物种数上有了很大的变化。据 !**% 年的第二版，世界哺乳动物物种为 ! !%& 属、) ,#* 种，而

依据 !*** 年的《沃克世界哺乳动物》（第六版）（B.3E7:’6 4.88.36 19 />7 B1:3J，,/> 7J0/012）也仅为 ! !*# 属、) ’$* 种。

而此次修订显示，世界哺乳动物达 ! ##* 属、& )!, 种之多，其中还收录了一些近 ! ( # 个世纪之内灭绝的兽类。需要

指出的是，由于美国学术出版物的出版周期比较长，此书全部完稿于 #$$% 年，因此所有信息均截止到 #$$% 年底，包

括参考文献。由此，从 !**% 年的第二版到 #$$% 年的第三版，描述的新种数则达 #,$ 种。更有价值的应是该书提供

了 %+ %+’ 个同物异名和 * %+% 个科学文献，这些资料均是极难同时得到的。

在分类系统上，最引人注目的是“目”一级的分类有了一定变化，例如将原来的食虫目（?267D/0G1:.）分为非洲(
目（H9:161:0D0J.，包括马岛猬科和金毛鼹科）、猬形目（A:02.D7181:K>.，包括猬科）和(形目（=1:0D181:K>.，包括岛(科、

沟齿(科、()科和鼹科）；将原来的贫齿目（T72.:/>:.）分为带甲目（R02O53./.，即犰狳，! 个科）和披毛目（Q0316.，即树

懒和食蚁兽，包括 ) 个科）。所以，目增加到 #* 个：单孔目、有袋目、(负鼠目、智鲁负鼠目、袋鼹目、袋鼬目、袋狸目、

袋鼠目、非洲(目、象(目、管齿目、蹄兔目、长鼻目、海牛目、带甲目、披毛目、树(目、皮翼目、灵长目、啮齿目、兔形

目、猬形目、(形目、翼手目、鳞甲目、食肉目、奇蹄目、偶蹄目、鲸目。至于，科属种的各类变化，以及书中所提供的

大量分类信息只有感兴趣的读者细细体会了。

毫无疑问，该书将会对国内学者和爱好者重新认识世界上的哺乳动物种类和分布，尤其是对于修订我国哺乳

动物分类和系统进化问题产生深远的影响，它必将成为哺乳动物分类学研究者和兽类研究者，以及哺乳动物爱好

者的必备工具书。

张劲硕 （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 北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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