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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物学杂志》投稿注意事项

( 稿件的投寄

稿件可通过本刊的电子信箱投寄（./01 文件作附件），亦可邮寄打印稿。打印稿一式两份，小四号字单面隔行

打印。

# 论文的格式要求

题目 应言简意赅。中文题目字数一般不超过 $& 个字；英文题目不超过 ’& 个实词，实词首字母大写。

作者 署名人应是对论文的全部或部分内容做出主要贡献，并能对文章内容负责的人。

单位 应写作者单位的标准全称及所在地和邮编。

摘要 中文摘要放在文首。内容必须包括：研究目的、方法、结果（主要数据）和结论。用第三人称叙述。英文

摘要放在中文摘要下面，其内容应与中文摘要相对应或略详于中文摘要。

关键词 一般为 * ) " 个，中英文对应，分别列在中英文摘要下面。

前言 结合文献阐述国内外相关研究领域的发展状况及本研究的目的和意义。

正文 材料与方法对材料的来源及方法的出处应详细陈述；结果的数据要完整，微观形态的稿件应有实验照

片作为依据，文字叙述要简洁明了，与图表内容相互呼应；讨论应依据前言的内容、结果的数据、现象展开讨论，以

达到解决问题或得出结论的目的。

全文书写规格 文中请使用国家颁布的法定计量单位和符号及规范化的名词、术语。文中首次出现的英文缩

写词，应先写出中文名称后，再在括号内写出英文全称和缩写词。物种名称在文中第一次出现时应附拉丁学名（种

属名用斜体，属名首字母大写）。名词术语的用法文中应前后一致。

!小标题：应简短准确、层次清楚。各级标题一律采用阿拉伯数字连续编码，左顶格编排，如“’”（一级标）、

“’#’”（二级标）、“’#’#’”（三级标）。

"图表：力求精选，反应同一数据的图与表不能重复。其序号一律采用阿拉伯数字编码，在文中引用处注明。

线条图应用计算机绘制，激光打印机打印；照片图要求反差适中、层次清晰。显微及电镜照片，应注明长度标尺和

放大倍数。

参考文献 应列出与本文直接有关的中外文主要文献，未公开发表的文献可作脚注处理。本刊文献的著录格

式采用顺序编码制，即以文献在文中出现的先后顺序连续编码，加方括号标注在文中引用处，文后文献表的文献要

与文中一致，并按文中的顺序排列，多名作者须在列出前三名作者后加“等”。具体格式要求为：

!期刊：作者 # 题名 # 刊名（外文刊用斜体），出版年，卷（期）号：起止页码 # 示例：

［’］ 郑光美 % 黄腹角雉 % 动物学杂志，’!+,，##（"）：(&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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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形态的特化（特别是第 ! 趾骨近端内侧一倾

斜的关节面较为发育），是对第!跖骨滑车关节

相协同的结果。一方面第!跖骨滑车远端的翻

转使趾骨的运动方向发生改变，同时也改变了

第 ! 趾骨近端关节面的形态；另一方面第 ! 趾

骨近端倾斜的关节凹面与膨大关节突相互关节

为趾骨的活动补充了力量。这与常态足第 " 趾

中第 ! 趾骨近乎对称的近端两个关节凹面的形

态和活动方式是截然不同的。

对趾足鸟类发育的扇形跖骨面保证了第

"、第!跖骨滑车向两侧扩展，从而才能使对应

趾骨侧向延伸，以至于第!趾有足够的纵向空

间从后向前弯曲伸展，实现对趾功能。

鹦形目、(形目、鹃形目鸟类是表现为对趾

足鸟类的类型，而这种特有的表现是与趾式紧

密相关的鸟类跗跖骨远端形态结构高度特化、

并对运动行为的适应所产生的结果。第!跖骨

滑车远端的这一形态特征在鸟类中是鲜有的，

它是随着第 " 趾对从后向前弯转、抓握行为的

适应而逐渐形成的。并且跗跖骨远端形态结构

的这种特化与对趾足趾骨的骨骼形态保持高度

的协调一致。

致谢 本文得到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

类研究所周忠和研究员的指导。在观察、收集

标本时，曾得到新西兰 #$%&’ 博物馆及中国科

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娄玉山先生的

支持和帮助；北京自然博物馆王宇先生也协助

笔者采集鸟类标本。谨此致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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