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酮(T)水平比秋季高出数十倍．而且 HVc神经 

元数量相差 38％，但 第二 年 繁殖 期 到 来时 ， 

HVc神经元又恢复到第 一 年 繁殖 期时 的数 

目 。由此可见，激素水平影响发声控制核团 J 

细胞容量的变化。 雌鸟肌注睾酮 (T)后可诱 

发类似雄鸟那样的呜叫，原因就在于此。同理 ， [”] 

春季鸟儿比秋季更爱叫 ” 。 

总之，激素通过改变神经元数 目，树突长 

度 、突触数量以及神经元占有空间体积，完或发 

育过程中的性别分化，并对习鸣脑空闯的发育 

起决定性作用。即使在成年动物 ，呜叫能力性 _1)1 

二形的维持与季节性差异亦受激素的直接或间 

接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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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 胁 动 物 的 等 级 审 定 

周 开 亚 
(南京师范大学生物系，南京 ，2t00Z4) 

我国受胁动物保护工作已有良好 的 开 端， 

但对这一项工作还必须进一步加强。本文就必 

须加强的一个方面——受胁动物的等级 审 定． 

介绍一些信息，并提 出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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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IUCN 对受胁物种的等级 审 定 世 

界自然保护联盟 (IUCN)在其著名的 红 皮 书 

(Red data book) 中把受胁物种分为下列 等 

级： 

1 灭绝 (Extinct)：在过去的 50年中未在 

野 外发现者 ； 

2濒危 (Endangered)：数量已下 降 到 危 

险水平或栖息地遭到剧烈破坏，在致危因素继 

续作用下有立即灭绝危险者； 

3渐危 (Vulnerable)：在致危因素作用下 

可能在近期内进入濒危级者。多数或全部种群 

正在减少，或种群数仍多，但在全部分布区受到 

严重有害因素的威胁； 

4 稀有 (Rare)：全世界种群数量少，现不 

处于濒危级或渐危级，但有此种危险者。通常 

栖于有限的地理分布区或栖息地，或稀少地分 

布在广大分布区内； 

5．未定 (Indeterminate)：被认为濒危、渐 

危或稀有，但无足够数据说明符合其中的哪一 

级 。 

此外，还有脱危及不详两级。 脱危 (Out 

of danger)：曾属于上述各级之一，由于有效的 

保护措施或原先的威胁被消除，现认为相对安 

全者；不详 (Insufficiently known)：因缺少资 

料，而不能明确知道属于上述等级之一者。 

根据上述等级划分标准，世界自然保护联 

盟的物种生存委员会编写出版了包括谴l勘、哺 

乳类 ．两栖爬行类、鱼类和无 脊 椎动 物 等 卷 

的 IUCN 红皮书。红皮书的发表，提了公众对 

物种受胁状况的了解，为一些国家和国际制定 

物种保护计划提供了依据。红皮书的格式和所 

采用的等级系统也被一些国家的或地区的红皮 

书所仿用，对推动全世界的物种保护发挥了十 

分重要的作用。其不足之处是这些等级仅少数 

有经验的人才能掌握，而现在使用这～体系的 

人越来越多，因各人掌握的标准不一 ，故所得结 

果相距甚远，从而对物种保护产生不 利影 响。 

此外，近年来种群生存力(population viability) 

研究的进展为科学地 、客观地审定物种受胁等 

级提供了可用的方法。受胁物种等级越来越多 

地被用于设定保护行动的优先次序。然而，审 

定受胁等级与确定行动的优先次序是 不 同的。 

受胁等级只对在现存条件下，该物种在一定时 

期内灭绝的可能性作出估 测，理想的科学估泓 

应是完全客观均。相反，一个设定行动优先次 

序的体系，除包括灭绝的可能性外，还包含许多 

其它因素，如恢复种群行动成功的可能佳，从经 

济的、政治的和后勤的考虑，及该物种的分类学 

重 要性等。 

另外认为一个理想的评估受胁等级的体系 

应考虑以下特点：1．简明、等级少，相互有明确 

的关系，均以对灭绝危险的可能性的评估为基 

础；2．所需的数据有灵活性，可最大限度地利甩 

能获得的各种数据；3 适用于种级、亚种级或地 

理隔离的种群；4．所用的术语恰当，各术语问有 

明确的关系； ．数据充分；6．有限定的时间。 

(：)梅恩和兰德 (Mace and Cand)关 

于受胁物种等级的建议 建议季 认 暖危 、濒 

危及渐危三个等级，覆盖的时期逐级增长，灭绝 

的可能性逐级下降。其标准为： 

1．投危 (Critica1)：在 5年或 2代内灭绝 

的 可能性为 50％。 

(1)以下 4项中的任 何 2项： 

(a)有效种群总数 Ne< 50(相当于实际 

种群 N< 250，按 Ne／N比为 O．2计算，下同)； 

(b)种群断裂分 布：≤ 2个亚 种 群，亚种 群 

Ne> 2 5(N> l 2 5)，每代的迁入率 < 1；(c) 

调查数据在过去 2年数量每年减少 > 2o％，或 

考虑到已知周期后根据种群数据测算得相等的 

下降；(d)种群遭灭变打击，每 5至 10年或 2 

至 4代减少 > 5O％，亚种群的波动与之高度相 

关；或(2)观察 推测或测算到栖息地的改变(即 

恶化、消失或断裂)可导致(1)的各种情况发生； 

或(3)观察 ．推溯或测算到商业性开发或引人种 

(捕食者 、竞争者、病原或寄生物)的生态学相互 

作用可导致(1)的各种情况的发生。 

2．濒危 (Endangered)：在 20年或 lO代内 

灭绝的可能性为 20唠。 

(1)以下 4项中的任何 2项或极危标准的 

任何一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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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有效的种群总数 Ne< 500(相 当于 

实际种群 N< 2500)；(b)种群断 裂分布； 

(i)≤ 5个亚种群，亚 种群 Ne> 100(N> 

500)，每代的迁入率 < 1或 (ii) ≤ 2个亚种 

群，亚种群 Ne> 250(N> 1 250)，每代的迁 

入率 < 1；(c)调查数据在过去 5年数量每年 

减少 > 5％，或在过去 2代每代减少 > l0％， 

或考虑到已知周期后根据种群数据测算得相等 

的下降；(d)种群遭灾变打击，平均每 5至 l0 

年或 2至 4代减少 > 2O％，或每 1 0至 2O年或 

5至 1 0代减少 > 50％，亚种群的渡动与之高 

度相关；或(2)观察、推测或测算到栖息地的改 

变(即恶化、消失或断裂)可导致(1)的各种情况 

发生。或(3)观察、推测或测算到商业性开发或 

引人种(捕食者 、竞争者 、病原或寄生物)的生态 

学相互作用导致(1)的各种情况发生。 

3渐危 (Vulnerable)：在 100年内灭绝的 

可能性为 1 0％。 

(1)以下 4项中的任何 2项或濒危标准的 

任何一项。 

(a)有效种 群 总 数 Ne< 2000(相 当于 

实际种群 N< 1o000)；(b)种群 断 裂分 布； 

(i)≤ 5个亚种群，亚 种 群 Ne> 500(N> 

2500)，每代的迁入率 < l或；( )≤ 2个亚 

种群，亚种群 Ne> 1000(N> 5000)，每代的 

迁入率 < 1；(c)调查数据在过 去 l0年 数 量 

每年减少 > 1％，或考虑到 已知周期后根据种 

群数据测算得相等的下降；(d)种群遭灾变打 

击，平均 每 5至 l0年减 少 > 1 0％，每 1 0至 

20年减少 >20％，或每 5O年减少 > 50％，亚 

种群的波动与之高度相关；或(2)观察、推测或 

测算到栖息地的改变(恶化 、消失或断裂)可导 

致(1)的各种情况发生；或(3)观察、推测或测算 

到 商业性开发或引人种(捕食者、竞争者、病原 

或寄生物)的生态学相互作用导致(1)的各种情 

况 发生。 

(三)在我国开展受胁动物等级审 定 的 建 

议 在我国，由于政府主管部门的组织推动，动 

物学工怍者的努力以及报刊、杂志的宣传报道， 

人们对保护颧危动物重要意义的认识已逐渐提 

高o 

1989年 1月林业鄄和农业部联 合 颁 布 的 

《国家重点保护动物名录》(以下简称《名录》)是 

指导我国野生动物保护工怍的重要文件，规定 

了国家保护的野生动物种类，列有 I级保护动 

物 95个种或类群，II级保护动物 1 61个种或类 

群。 因为 《名录》包含了一些属甚至目的所有 

种，实际包含的物种在 300个以上，但对这些 

物种系属珍贵或属濒危均未予说明。 以鲸目为 

例，在中国海域已记录有鲸类共 27种 ，除白 

暨豚 (Lipoees vexilli[er)和印太驼海豚(So． 

1isa~hinenHs，即中华白海豚)披列为 T级外， 

其它 25种被列为 II级保护动物。《名录》对这 

裹 l 中国鲸目的蠢危种、新危种爰束受胁种 

(参考 IUCN，l9B8；Perria，1989) 

濒 危种 

白 暨阪 Lip口㈣ vexiif#er 

蓝鳙 Batd optera m“j f 

窿头鲸 Meqapzera o aeanqtia~ 

黑 鲸 Eub4』口⋯ 口f fi。fit 

渐危 种 

长 须鲸 Bataenopt r口 physulus 

束受 胁种 

抹香 Phyf rJ r卅口 r口f ph口f j 

小抹香鲸 Koqia 6 r iceps 

鹅喙 ziphiusⅢ i r。j ris 

值颌中喙鲸 M esoplod口 denHro$，tis 

扁齿中喙鲸 M f 妇 ode ， 

江原 Neophoe㈣ 口 0 Ⅲ oides 

虎鲸 Orcinus r 口 

曲虎鲸 P~~udor~ rdflidenf 

瓜头鲸 Pep口 ocepkal4 el f，rd 

灰 海际 GramP I ‘ 

宽 吻海际 丁耵 ，0 ，川 dI f 

真海 睬 Deiphi j delghis 

太平洋短吻海豚 L。 口r̂y月f̂ f obfiquiden s 

条技原海豚 ， ff口co~rul 。al Ⅱ 

点 斑 原海原 ． 川 I 

糙齿 豚 StⅢ  redancntis 

印太驼毒豚 $ousa f { j 

弗海豚 Laqenod~lphis h。 

灰穰 Eschri~htlut r “ 

塞鲸 Balaenogtera bor~afis’ 

布鲸 且． 如 ni 

小蛆鲸 B．㈣ l㈣ ffpO$O 

有一些种群在危险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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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物种的种群状况未作说明。但根据世界自然 

保 护联盟的红皮名 录 和 IUCN／SSC 鲸 类专 

家组的行动计划“ ，其中属濒危的有 4种，渐危 

的有 1种，未受胁的 22种 (见表 1)。 这说明 

《名录》没有也不能代替受胁动物的等级审定。 

对找国的受胁动物的种群状况，亟待逐个进行 

详细研究，提出有科学数据的研究报告，说明其 

生 存是否受到威胁及受威胁的程度，逐步形成 

一 个中国受胁动物名录，作为《名录》的附件或 

补充，是当前必须加强的工作之一。为此建议： 

1_国家组织受胁动物等级审定委员会，负 

责制定受胁动物等级审定条例，管理、审定受胁 

动物的等级。 

2．我 国的受胁动物等 级体 系，可 以越过 

1UCN红皮书的现行体系，参照 IUCN 物种生 

存委员会正在拟订的新体系。 

3．科学工作者个人或有关团体就每种受胁 

动物提出审定受胁等级的建议时，应同时提 交 

必 要的种群数据和研究报告。审定委员会在公 

布物种的受 胁等级时，同时发表引用的方法，数 

据的来源，调查日期及研究者姓名。 

4国家鼓励和资助动物学工作者开展受胁 

动物种群生存力的研究。鼓励动物学工作者就 

所研究的受胁动物向受胁动物等级审定委员会 

提出审定受胁等级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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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原生动物学会成立十周年庆祝大会 

暨青年学术讨论会在青岛召开 

中国动物学会原生动物学会成立十周年庆 

祝大会暨青年学术讨论会于 1 991年 5月 21-- 

25日在青岛召开。 代表们来自全国 16个省、 

市的科研机构、大专院校等 29个 单 位，共 56 

人。大会开幕式由年轻理事、青岛海洋大学副 

教授宋微波博士主持，中国原生动物学会理事 

长沈韫芬致开幕词，秘书长汪建国作了“学会成 

立十年来的工作报告”。 青岛海洋大学有关领 

导也出席了开幕式并讲了话。 

大会的宗旨是总结过去，展望未来，着眼二 

十一世纪。 

中国原生动物学会于 1981年 5月 2 6日在 

武汉成立。十年来，会员由成立时 L19人已发 

展到目前的 257人。 l 985年 6月，中国原生动 

物学会加入了国际原生动物学会，其委员中已 

有两名中国委员。 

这次青年学术讨论会突出了学术性和青年 

的参与性，为青年原生动物学工作者提供一次 

相互交流、相互学习、加强联系、共同提高的机 

会。 大会除特邀沈静德教授作了“医学原虫的 

研究进展”的综述报告，中山大学何建国、啥尔 

滨师范大学张丽敏、北京大学肖广庆 、江西中医 

学院万红娇等四位青年原生动物学工作者在大 

会上作了学术报告之外，会议还分小组进行学 

术 交流 。 

会议期间理事会还召开了《原生动物学》专 

· j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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