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圉 2 发冠卷尾锥 鸟静止代谢率(Y)与 日龄 (x)的关系 

metabolic rate)是与某些雏鸟相似。 如家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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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tu卅占Ⅱ 。me ssica)、鹌 鹁 (c。f h 圈3 发冠巷尾雏鸟体温
、 z投 初级 飞 制监 外鲥 

mponica)、花鹁鹌鹑 (Excali~actoria chine· 尾羽生眭与日龄的关系 

)、白冠雀 (尸口。 gramincus)等(王培 (见图 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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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体温 把发冠卷尾雏鸟放在 25~C 环境 

中 60分钟， 日龄 ，其直肠温度稳定在 31 90± 

0．56"C；27 日龄 以后 ，即恒定 在 41．20±O．90~(2。 

如果以此体温作为恒温水平 100％。 那末 ，4 

日龄的体温即相当恒温水平 77．8％；至雏鸟睁 

眼时龄 (8日龄)，已相当恒温水平 88．35移；当 

背侧皮肤被羽毛覆盖时龄(12 日龄)，恒温水平 

92．86％；当外侧尾羽开始卷时 (1 7日龄)，恒温 

水平已达 98 05％；当第二枚初级飞羽 75ram而 

开始会飞时 (26—28日龄 )，恒温水平为 100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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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 肃 西 部 鸟 类 补 遗 

胥 明 肃 李 建 国 
(张报地区野生动物资豫管理站) 

摘要 本文全面系统地整理和补充了甘肃西部新发现的鸟龚。总计新增鸟类 3{种和2亚种。 其 

中，属于甘肃鸟类种的新纪录 1 2个，亚种新纪录 2十；甘肃西部鸟类新纪录22个。在甘肃西部鸟类地理 

区划中，拟议中的三级区划应在以往区划的基础上，拟增舔一十西部柴迭术省(小区)；从东部 河西 t瘟 

省(小区 )中还应分离划分出东部合黎～龙首 山雀(小区)。 

‘参加野外调查 工怍的还有王歪贤、张立疽 、刘红军。本文承蒙兰州太学生插 系王番 教授、刈乃发讲师、张}馥地 林业烛 

魏克勤总工程师审阅 ，叉蓑王香亭、陈鉴剜、划乃擞 渚先生坚定鸟类标丰，特表示 谢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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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肃西韶 ，又称为河西地区。 本文作者于 

1982年 l 2月至 1986午 1 2月期测 ，对该地的 

二十余个县 (市)进行了鸟类资源的调查工作。 

现仅将调查中发现甘肃省和甘肃西部鸟类种和 

亚种新纪录，及其有关该地鸟类区系的一些问 

题，补充报道于后。 

一

、 自 然 概 况 

甘肃西部 ，位于甘肃境内的黄1碍以西 ，是一 

个狭长 的 地 域。 东 经 90。1 3 一l03。，北 纬 

36。5O 一42。45 之间。 东始兰州市永登县连城 

峡；西止于与新疆相连的阿克赛县安南坝 ；北 

和内蒙及蒙古共和国接壤 ；南与青海省毗邻；为 

我国黄土、蒙新、青藏三太高原的交汇地带。海 

拔～ 般 均在 100O一 3000米 以 上 ，最高 5808米 

(疏勒南山团结峰)。面积 28万平方公里，占甘 

肃省总面积的 62％。 

本 区嵌地形 可 分为三 部分 ，即祁 连山地 北 

麓 (海拔 3000米以上)；河西走廊盆地 (海拔 

1 00o一 1500米)；台黎一龙首山地(北山山地 ，海 

拔 l 5 O0-3 000米)。气候上属于大陆性类型。根 

据气候上的差异。结合热水条件 ，又可分为北 

部韫带 干旱区，包括河西走廊太部及北山山地； 

南部高寒干旱区，包括祁连 山地北麓及其山间 

谷地 ；西部暖温带干旱区 ，仅限于河西走廊西部 

疏勒河下游谷地。总的气候特点是 ：寒冷 、干燥 

少雨，日较差、年较差大、风力强劲。 区域内均 

为内陆河流，主要有石羊河 、黑河 (弱水)、疏勒 

河三大水系，共计 56条大小河流 ，均发源于祁 

连山地北麓。 自然景观可表现为森林、草原 、荒 

镄 、沙漠、砾石戈壁等类型。走廊绿洲的农业生 

态区 ，以及沼泽、水库、渠道 ，使甘肃西部自然环 

境更具有 自己的特点。以上因素直接影响着鸟 

娄的栖息、居留和分布。 

二 、甘肃西部新增鸟类的补遗 

据近年来采集到的鸟类标本 ，现已知甘肃 

西部新增鸟类计有 34种和 2亚种。其中，属于 

· 2O ‘ 

甘肃鸟类种的新纪录 l 2个 ，亚种新纪录 2个； 

甘肃西部鸟类新记 录 22个(见表 1)，标本均藏 

于张掖地区野生动物资源管理站标本室。 

三 、关 于甘肃西部鸟类地理区划 

的补充意见 

对于“省 的三级区划的划分 ，主要是根据 

动物在生态条件地域性变化的影响而产 生的地 

域性分异现象 ，其次是从历史观点分析各地区 

的特殊情况(张荣祖等 ，~964)。根据 目前所得 

有关鸟类区系以及 自然地理方面的资料 ，结合 

兽类区系 ，并从历史观点分析 ，应在张荣祖对甘 

肃西部 III级区划的基础上，进行充实补充。；c叵 

增加一个“西部柴达木省”(小区)，还应从西部 

荒漠亚区的东部河西走廊省(小区)中分离出一 

个东部合黎一龙首山省(小区)。 

西部柴达木小区 ，位于阿克赛县当金山以 

南 ，大小哈勒腾河下游的太、小苏干湖盆地 ，面 

积 1．5万平方公里 ，占甘肃省面积的 3％。 在动 

物地理区剜上 ，原来就属于西 柴巍木省。是柴 

达木盆地 的最北部边缘。 在行政区划上 ，原隶 

属于青海省 ，现归属于甘肃省阿克赛县所辖。 

东部台黎一龙首山地 ，即北山山地 ，其鸟类 

区系组成具有明显的特征。 山地的东太山、龙 

首山的亚高山地带 ，海拔一般在 1 800--3600米 

之间 ，自然植被垂直分带明显 ，并有残存的云 

杉 (Picea crassifolia)天然森林 的 分 布 (海 

拔 2500--3400米)。就其鸟类区系而言 ，与东 

祁连山地共有的鸟类计有 23种 ，占该地繁殖鸟 

类总数的 56．1 。代 表种类有高山雪鸡 (Tet— 

raogallu~̂ ffl‘口f。 e# E)，贺兰山红 篦鸲(Phoe— 

nicurus ochruros)，山噪鹏 (Garrula~davidi)， 

凤头雀莺 (L0户̂。 4， f ， elegans)， 黑冠 L|j 

雀(Parus rubigiventris)等。与东部河西走， 

省共有的鸟类计有20种，占鸟类总数的48．8 。 

主要有凤头百灵 (Galerida erim f4)，毛腿沙 

鸡 (Syrrhaptes paradoxus)， 沙鸥 (Oenathe 

isabellina)，漠鹃 (Oenathe deserti)，白顶鹕 

(Oena~he hi~；panica)，灰掠鸟 (＆ ， f ci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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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gc~u$)等，具有明显的过渡性 ，与东部河西走 

廊鸟类区系迥然不同，故应另列一“省 。 

王香 亭 荨 1981 

1 I4— 12 。 

刘乃 发 等 I9B5 

I8— 2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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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省西部地区鼠类考察报告 

袁 书 钦 邱 强 郭 石 山 
(三门峨市植保站) (三门峡市湖滨区农技咕) (蓓 陌市植保站) 

摘要 1984一l9 B5年，查清豫西鼠形动物共 3且 9科 26种，其中啮齿类古北界种有 l 6种，东洋界 

种 4种 ，广 布种 4种；河谷盆地农 耕区分布 鼠类 11种 ，优势种为黑线姬 鼠。 丘睦 浅山区分布有 ¨ 种 ，大 

仓鼠 为优势鼠种。中山深山区生境复杂 ，分布 鼠类 2o种 ，主要鼠种为大林姬鼠、岢岚绒鼠、社 鼠，三鼠种 

分别 占谈生态地貌捕鼠总量的 38．7％ 17．}％ 和 1 ．3％；鼠患是近年该区农林 业主要灾害之一 ，鼠类 

年平均捕获宰 lo一●o％ 左右。 

l984—1985年 ，我们在豫西的灵宝、卢氏、 

三门峡市湖滨区、陕县 、栾川、临汝、化师、汝阳、 

宜阳 ．嵩县等十个具有代表性的县区，进行了 

鼠形动物种类及分布等方面的调查 ，现将结果 

报道如下。 

一

、 自 然 概 况 

豫西地区位于北纬 33。3● 一35。O5 、东经 

1 i0。22 一l13。3 之间。 北界黄河，南至伏牛 

一 『，东接嵩 山山地 ，西连秦岭抵豫陕境界，总面 

积约 26g00平方公里。本区地貌复杂，有 山地、 

丘陵 、平原和盆地各种类型。境内 山地、丘陵面 

积占总面积五分之四，海拔 绝大部分在 5O0— 

2000米之间，是河南省地势最高的地方。气候 

具有明显垂直变化的暖温带季风特征。年均温 

在 i2-- 14oc 之 间，年 降水量一 般 700--800毫 

米。土壤类型多样，动植物资源种类繁多。 

二、鼠形动物种类 

利用鼠夹法大量获取野外及室 内 鼠 类 标 

‘承蒙中国科学院 动物研究所马勇先生、 山东太学卢浩 

泉先生鉴定部分标本，谨致谢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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