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 - ’%/(0 &%10(1) +$2*1(34$ 56’ *47%1

2*’676867$. !"#$%&，!9:!，!!：9:! ; 9:"<
［!=］ #471$’ - >. - 8(7/?$ +$2*1(34$ 56’ 0$7618+’%+(1) 2$1+’67$’(2

*$+$’62*’67%+(1. ’() *%++ ,%-，!9:"，"#：=@A ; =@B<
［!A］ 张维道，宛敏，周立新 . 毛腿鼠耳蝠和折翼蝠染色体分

析 .遗传，!9C=，#（B）：A@ ; A!<
［!D］ 张维道 .中华鼠耳蝠和绒鼠耳蝠的染色体分析 . 安徽师

范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9CA，"（"）：A" ; A:<
［!B］ 谷晓明，路静，韩建领等 .蝙蝠科七种蝙蝠的核型 .兽类

学报，"@@=，$%（"）：!": ; !="<
［!:］ 张维道 .大足蝠和长胫鼠耳蝠的染色体分析 . 安徽师范

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9CB，&（=）：== ; "=B<
［!C］ 张维道 .鼠耳蝠属染色体研究进展 . 安徽师范大学学

报，!9C9，!$（"）：:! ; :9<
［!9］ E(1 E F，,6+6G%H% ,，I%’%0% ,. J%’K6?6)K 65 +$1

L$8/$’+(?(6(0 &%+8（M*(’6/+$’%：L$8/$’+(?(61(0%$）5’67 >%(H%1.

.//+/01$"+ 2&341%-，"@@"，’!（A）：=A: ; =DA<

［"@］ N(2G*%7 O P. M*’676867%? Q%’(%+(61 %10 $Q6?4+(61%’K

’$?%+(618*(/8 65 L$8/$’+(?(61(0 &%+8. 5/36#"+ /7 8"99"+/0:，

!9:9，()（"）：=D@ ; =B=<
［"!］ N(2G*%7 O P，,2&$$ J，#2*?(++$’ R -. M*’676867%? Q%’(%+(61

%761) 8$Q$1 65 8:/&1-（M*(’6/+$’%，,%77%?(%）. 5/36#"+ /7

8"99"+/0:，!9CB，(&（A）：:AB ; :D@<
［""］ N%G$’ S O，T%++61 O E. J%’K6+K/$8 %10 G%’K6+K’(2 Q%’(%+(61 65

U6’+* -7$’(2%1 Q$8/$’+(?(61(0 &%+8. 5/36#"+ /7 8"99"+/0:，

!9B:，’*：":@ ; "CB<
［"=］ #’$$/%0% J #，U%?04 J U，F4’4’%V , W. J%’K6+K/(2 8+40($8 65

564’ 8/$2($8 65 ;1)1-&6%++3- （ ,%77%?(%：M*(’6/+$’%） 5’67

X10(%. 8"99"+1"，!99B，()：A@: ; A!B<
［"A］ L6??$+* ,，N’611$’ F，FY/5$’+ , M，%& "+ . J%’K6+K/$

267/%’(861 %10 /*K?6)$1$+(2 ’$?%+(618*(/8 65 T(/(8+’$??48Z?(G$

&%+8（L$8/$’+(?(61(0%$；M*(’6/+$’%；,%77%?(%）. *<6/9/-/9%

,%-，"@@!，&：

!!!!!!!!!!!!!!!!!!!!!!!!!!!!!!!!!!!!!!!!!!

"D ; AB<

河南发现叽喳柳莺

"@@B 年 !" 月 "= 日下午 A 时许，在河南董寨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七里冲保护站（!!A[!:\W，="[@B\U）进行鸟类环志

时，捕获到一只小型莺类。该鸟背部绿褐色，腹部灰白色，腋羽及翼下覆羽具鲜明的硫磺色，飞羽及尾羽的羽缘呈

淡橄榄色，具黑色贯眼纹和皮黄色眉纹，无顶纹和翼斑，嘴和腿为黑色，尾具浅开叉。其身体量度（单位：)，77）如

下：

体重（)） 体长（77） 喙长（77） 翅长（77） 尾长（77） 跗跖长（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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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比对鸟类图鉴和查阅相关资料，确定该鸟为叽喳柳莺 ;<:++/-$/)3- $/++:=1&3- 的 &61-&1- 亚种，为河南省首次记录

的鸟类。捕获地生境为水田边的灌丛竹林。该鸟捕捉环志后于次日清晨放飞（环志号：-B" C=":）。

叽喳柳莺的繁殖区广泛分布于欧洲北部、西伯利亚、中亚以及蒙古，越冬地从地中海、北非至印度。; . $ . &61-&1-
亚种为我国新疆西北部的不常见夏候鸟，在青海、广东北部和香港地区偶有分布记录。董寨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地

处大别山北麓、河南省南部的罗山县境内，依据叽喳柳莺在该保护区以及广东、香港的记录，我们推测该鸟种有可

能在中国中东部地区越冬。当然，这种推测还需要得到更多的野外观测及环志记录的证实。

溪 波 阮祥峰 张可银 朱家贵 王 科

（河南董寨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罗山 ABA"=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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