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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马鞍岭火山口为海南岛的重要农业区和旅游地，为了解该地区的动物资源，!""$ 年我们对该地区

的翼手目种类进行了调查。结果显示，马鞍岭火山口地区共有翼手目动物 %" 种，隶属 $ 科 ) 属，占海南

岛已知翼手目种类（&% 种）的 &!,&-，具有较高的翼手目物种多样性，其香农.维纳指数为 !,)&$、均匀性

指数为 ",+!&、辛普森指数为 ",+%)。本文还分析了马鞍岭火山口地区翼手目的区系特点，并对其物种的

多样性和分布特征进行了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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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鞍岭火山口地区位于海南岛北部，为海

南岛的重要生态农业区和旅游地。它地处北热

带，属热带季风气候，区内雨量充足，野生动植

物资源丰富。早在 %+ 世纪末 %( 世纪初，特别

是在 %(#" ’ %()" 年期间，国内外的动物学者在

海南岛进行过动物资源调查与采集标本的工

作，为海南岛的动物分类学和物种多样性研究

奠定了基础［%］。然而，至今为止多次开展的海

南岛动植物资源调查主要在几个自然保护区及

山地林区进行，而地形和地貌结构与其不同的

海南岛北部地区一直被忽略，尤其是马鞍岭火

山口地区属于海南岛北部的火山岩地区，对翼

手目的栖息具有与南部山地林区不同的重要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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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该地区是海南岛北部重要的农业区与旅游



观光地，也是海南岛重要的热带水果生产基地，

其动植物资源状况和特点的研究也具有一定的

社会和经济意义。虽然近年来有学者对该地区

的植被类型、生物多样性开展过研究［!］，但未见

对生态系统重要成员之一的翼手目物种的研究

报道。因此，!""# 年我们对该地区进行了多次

调查，为今后该地区制定进一步的发展规划与保

护措施提供基础资料和依据，在生态环境保护与

农业及经济果树生产等方面具有重要的意义。

! 研究地点与方法

!"! 自然概况 马鞍岭火山口地区位于海南

岛北部，是海南岛火山喷发最晚的地区，火山岩

裸露，火山机构保存完好，其喷发中心距海口市

区仅 $% &’，故有“城市火山”之称。整个马鞍岭

火山口地区系指海口市西南方向的石山、永兴

镇一带，西自美造水库，东至龙桥，南起罗京盘，

北迄长流的全新世火山岩分布区，地理坐标为

$$"(")* + $$"(!,*-，$.(#/* + !"("$*0，面积约为

%"" &’!。该地区地貌是华南火山地貌的典型

代表［1］，属于热带海洋性气候，年日照量 $ ,%!
2，年平均气温 !13)4，年降水量 $ )%" ’’（海南

省气象局资料）。

!"# 研究方法 调查于 !""# 年 , + $! 月进

行。为了获得马鞍岭火山口地区的全部翼手目

种类，按不同地点、生境和季节及时间多次设立

观察、捕获点调查翼手目种类及其相对数量。

采取白天寻找洞穴、树林、门窗缝隙，采集洞穴

型、树林型或房屋型栖居的蝙蝠，同时采用晚上

布网等多种方法调查蝙蝠种类。

为了便于与其他地区的翼手目物种多样性

进行比较，计算了马鞍岭火山口地区翼手目物

种的香农5维纳指数（62788985:;<8;= >8?;@）、均匀

性指数和辛普森指数（6<’AB98 >8?;@）。对于海南

岛翼手目的分类，依据现有文献进行［$，#，%］。

# 结果与讨论

#"! 物种数、相对数量和多样性指数 在马鞍

岭火山口地区，观察并采集到了翼手目标本

$%/ 号，隶属 # 科 , 属 $" 种（表 $），占全岛 , 科

1$ 种的 1!31C，且包括了 % 个海南特有亚种。

本次记录到的翼手目种类中，发现有大足鼠耳

蝠（!"#$%& ’%()*$$%），是海南岛的新记录［$，%］。

从采集强度和收集到的各种翼手目种类数

量（ 丰 富 度）来 看，以 大 长 翼 蝠（ !%+%#,$*’-&
./0+/$*）、棕果蝠（1#-&*$$-& 2*&(3*+/-2$%）、小黄蝠

（ 4(#$#,3%2-& )-32%% (#+&#5’%+-& ）、小 菊 头 蝠

（13%+#2#,3-& ,-&%22-& ,/’(-&）为优势种；东亚伏翼

（6%,%&$’*22-& /5’/.-& ）、中 菊 头 蝠（ 1 D /77%+%&
3/%+/+-& ）、 中 蹄 蝠 （ 8%,,#&%9*’#& 2/’:/$-&
,#-$*+&%&）、南长翼蝠（! D 6-&%22-&）为常见种；大

足鼠耳蝠（!"#$%& ’%()*$$%）和大菊头蝠（1 D 2-($-&
&,-’(-&）为少见种（表 $）。

该地区的香农5维纳指数 8 E !3,1#，均匀

性指数 ; E "3/!1，辛普森指数 < E "3/$,。

#"# 区系和栖居特点 马鞍岭火山口地区的

翼手目种类具有以下区系特点：（$）东洋界种类

占优势（/ 种，/"C），南中国型和地中海型各 $
种（各占 $"C），缺乏古北界种类；（!）洞穴型的

种类和数量最多，计 , 种，占 ,"C；房屋型的种

类 $ 种，占 $"C；洞穴5房屋型种类 $ 种，树林5
房屋型种类 $ 种，各占 $"C（表 $）。

从本次调查的结果来看，海南岛马鞍岭火

山口地区共有 # 科 , 属 $" 种翼手目动物，且包

括中菊头蝠和中蹄蝠等 % 个海南特有亚种［$，#］，

说明该地区翼手目物种多样性丰富。本次调查

亦发现大足鼠耳蝠在海南岛分布的新记录［$，)］，

可见开展海南岛的翼手目调查，特别是几个主

要保护区（林区）以外地区的调查，对海南岛的

翼手目物种多样性研究是必要的。

马鞍岭地区的洞穴为火山熔岩洞，非常适

合洞穴型的翼手目物种栖居。调查过程中，在

石山镇发现了一个长约 1 &’ 的大型火山熔岩

洞，在洞中共采集到大长翼蝠、南长翼蝠、大足

鼠耳蝠、小菊头蝠（图 $7）、中蹄蝠和中菊头蝠 )
个种，其中大长翼蝠为该洞的优势种；在其他的

岩洞中采集到大菊头蝠、小菊头蝠和中菊头蝠；

小黄蝠主要栖息在椰子树的老叶背面（图 $F），

也有少部分栖息在屋顶的缝隙中；东亚伏翼主

要栖息在居民屋顶的缝隙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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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 海南岛马鞍岭火山口地区翼手目种数与丰富度

种名 区系类型 海南亚种 栖居类型 标本数 丰富度

狐蝠科 !"#$%&’()#
棕果蝠 !"#$%&&#$ ’%$()%*+#’&, 东洋型 洞穴，房屋 *+ ,,,

菊头蝠科 -.’/%0%&.’()#
大菊头蝠 !),*"’"-)#$ ’#(&#$ $-#.(#$ 东洋型 1 洞穴 2 ,
中菊头蝠 ! 3 +//,*,$ )+,*+*#$ 东洋型 1 洞穴 4 ,,
小菊头蝠 ! 3 -#$,’’#$ -+.(#$ 南中国型 1 洞穴 52 ,,,

马蹄蝠科 6’&&%7’(#$’()#
中蹄蝠 0,--"$,1%."$ ’+.2+&#$ -"#&%*$,$ 东洋型 1 洞穴 8 ,,

蝙蝠科 1#7&#$"’0’%/’()#
东亚伏翼 3,-,$&.%’’#$ +4.+5#$ 东洋型 房屋 22 ,,
小黄蝠 6("&"-),’#$ 7#)’,, ("*$"4.,*#$ 东洋型 1 树林，房屋 55 ,,,
南长翼蝠 8,*,"-&%.#$ -#$,’’#$ 东洋型 洞穴 8 ,,
大长翼蝠 8 3 5+9*+&%. 地中海型 洞穴 98 ,,,
大足鼠耳蝠 8:"&,$ .,(7%&&, 东洋型 洞穴 5 ,

图 ! 火山口地区部分蝙蝠

): 岩洞中的小菊头蝠；;: 椰子树上的小黄蝠；<: 屋檐下的棕果蝠；(: 离巢的棕果蝠。

虽然棕果蝠被报道为洞穴型及树木型栖

息［2］，但在调查中发现，有上万只棕果蝠栖息在

几间破旧的瓦房中（图 2<、(），而且周围都有居

民居住。这是首次发现棕果蝠栖息于房屋中的

报道。因此，结果表明棕果蝠应该属于兼洞穴=
树林=房屋栖居型种类。

海南岛属于亚热带和热带地区，即使冬季

其气温也在 2>?以上，一般认为海南岛的动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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冬眠现象比较少见。但在调查中发现大菊头

蝠、小菊头蝠和中菊头蝠均进行冬眠。所采集

的这 ! 种菊头蝠，从野外带回到实验室仍未苏

醒，尤其是大菊头蝠冬眠程度较重。洞穴内冬

眠的小菊头蝠数量较多，冬眠个体经多次刺激

才苏醒飞离。另外，"" 月中旬在夏、秋季有小

黄蝠栖居的椰子树上均没有发现小黄蝠。由此

我们认为小黄蝠可能迁移到其他地方过冬，但

该种在何种环境中过冬以及是否冬眠仍不得而

知。其他 # 种蝙蝠没有发现冬眠现象，但它们

的活动模式随季节有一定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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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刊常用计量单位符号及规范化介绍

!计量单位符号

公顷（9.’），公里（N.），平方公里（N.’），平方米（.’ ），米（.），毫米（..），微米（".），升（S），毫升（.?），微升

（"?），千克（NI），克（I），毫克（.I），微克（"I），秒（1），分（.-0），时（9），天（6），摩尔浓度（./?TS），旋转速度（5T.-0），原子

质量（K），赫兹（MU），千伏（NJ），国际单位（=O）。

常见废弃单位符号：道尔顿（@），克分子浓度（C），当量浓度（2），旋转速度（5:.）。

#数字用法

<V 世纪、年代、年、月、日、时刻使用阿拉伯数字表示，年份要写全。

WV 凡处在计量单位和计数单位前的数字，包括 % 以下的个位数字，使用阿拉伯数字。

DV 序数和编号用阿拉伯数字。

6V 阿拉伯数字多位数不能拆开移行。

$ 数学公式

<V 重要公式、长式居中排，简单的、叙述性的式子串文排。

WV 数学公式中运算符号、缩写号、特殊函数符号用正体，字母表示的函数和一般函数用斜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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