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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长沙发现霍氏鼠耳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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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2021 年 8 月分别在湖南省长沙市天心区大托站立交桥底和昭华湘江大桥底捕获 2 只鼠耳蝠（2♂，

标本号 211521 和 211540），经鉴定为霍氏鼠耳蝠（Myotis horsfieldii），为湖南省蝙蝠分布新记录物种。

本次捕获标本体型中等偏小，前臂长分别为 36.1 mm（211521）和 33.1 mm（211540），头体长为 44.0 mm

和 41.2 mm，后足长（10.5 mm 和 10.4 mm）超过胫骨长（16.4 mm 和 16.2 mm）的一半，耳屏长（5.1 mm

和 3.8 mm）不及耳长（12.5 mm 和 10.0 mm）的一半；头骨狭长，颅全长 15.5 mm 和 15.0 mm，脑颅宽

7.8 mm 和 7.5 mm，颅骨纤弱，额骨处有明显倾斜，脑颅高于上颌骨，颧弓较细。与来自泰国和印度尼

西亚的霍氏鼠耳蝠标本相比，前臂长、头体长和尾长测量数据偏小，但头骨测量数据接近。基于 Cyt b

基因序列的系统发育分析表明，此次捕获的鼠耳蝠标本与霍氏鼠耳蝠聚类在一起，与来自中国香港的

霍氏鼠耳蝠样本遗传距离仅为 0.9%，故确定该物种为霍氏鼠耳蝠。标本保存于广东省科学院动物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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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s] In China, Myotis horsfieldii was only to know distributed in Guangdong, Hainan and 

Hong Kong. This study aims to expand knowledge of geographical range of this species. [Methods] Two bat 

specimens (2♂: 211521 and 211540) were captured in the crack of the Datuo Station Interchange Bridge 

(112°57′24.4″ E, 28°3′18.1″ N, 44 m above sea level) and the Zhaohua Xiangjiang River Bridge 

(112°59′33.9″ E, 27°56′8.7″ N, 39 m above sea level) in August, 2021 in Changsha City, Hunan Province, 

respectively. The morphological and skull features of the two specimens were measured using electronic 

digital caliper and combined with the data of NCBI for constructed phylogenetic tree using maximum 

likelihood in MEGA7.0 based on Cyt b gene sequences. [Results] The main diagnosis characteristics of the 

two specimens as follows. Medium to small body size, forearm lengths of 36.1 mm (211521) and 33.1 mm 

(211540) and head body lengths of 44.0 mm and 41.2 mm, respectively. Hind-foot lengths of 10.5 mm and 

10.4 mm more than half of the tibia lengths of 16.4 mm and 16.2 mm, respectively (Fig. 1, Table 2). Narrow 

and long skull, greatest lengths of skull 15.5 mm and 15.0 mm, breadths of braincase 7.8 mm and 7.5 mm, 

respectively. Delicate skull with a marked inclination at the frontal bone, and the braincase is higher than the 

maxilla. Zygomatic arch is thinner (Fig. 2, Table 2). Phylogenetic analysis based on Cyt b gene sequences 

showed that the captured bats were well clustered with M. horsfieldii formerly discovered in Hong Kong, 

China or Malaysia, and the genetic distance was only 0.9% to the specimen from Hong Kong, China (Fig. 3, 

Table 1). [Conclusion] Therefore, the two bats were confirmed to M. horsfieldii, a new record for Hunan 

Province. The specimens were kept in Institute of Zoology, Guangdong Academy of Science.  

Key words: Chiroptera (Bat); Myotis horsfieldii; Hunan Province; New record; Cyt b gene  

鼠耳蝠是蝙蝠科中种类最多的类群之一，共

有 100 余种，其中 27 种在中国有分布（魏辅文

等 2021）。自黄太福等（2018a）统计了湖南

省发现 5 种鼠耳蝠后，由于调查力度增大及调

查方法改进，近年来湖南省已记录鼠耳蝠种数

增加至 8 种（黄太福等 2018b，冯磊等 2019a，b）。

本研究组于 2021 年 8 月在湖南长沙大托铺机

场，使用手抄网分别在天心区大托站立交桥底

（112°57′24.4″ E，28°3′18.1″ N，海拔 44 m）和

昭华湘江大桥底（112°59′33.9″ E，27°56′8.7″ N，

海拔 39 m）捕获一批蝙蝠。经鉴定，其中 2 只

为霍氏鼠耳蝠（Myotis horsfieldii），为湖南省

蝙蝠分布新记录种。霍氏鼠耳蝠隶属于翼手目

（Chiroptera）蝙蝠科（Vespertilionidae）鼠耳蝠

属，为中小型蝙蝠（Smith et al. 2009）。该物种

主要分布在东南亚和南亚地区，包括印度、泰

国、缅甸、老挝、越南、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

和菲律宾（Simmons 2005）。霍氏鼠耳蝠此前

在中国记录于广东、海南和香港（蒋志刚等

2015）。现将采集到的标本形态数据和基于 Cyt b

基因序列进行的系统发育分析结果报告如下。 

1  研究方法 

1.1  外形和头骨特征测量 

野外采集到蝙蝠后，测量前臂长（精确到

0.1 mm），称重（精确到 0.1 g），记录性别和

年龄，进行初步物种鉴定，并将蝙蝠标本保存

于 75%的酒精中。带回实验室后，按照潘清华

等（2007）和杨奇森等（2007）的测量标准，

采用电子数显卡尺（桂林迪吉特电子有限公司，

精确到 0.1 mm）对这 2 号标本（211521♂和

211540♂）进行详细测量。外形测量数据包括

头体长、耳长、耳屏长、尾长、后足长、胫骨

长、前臂长、第Ⅲ掌骨长、第Ⅳ掌骨长和第Ⅴ

掌骨长；头骨测量数据包括颅全长、颅基长、

脑颅宽、吻宽、犬枕长、犬齿外宽、上齿列长、

下齿列长、下颌长及颧宽。同时，与采集于中

国香港（石仲堂 2006）、印度（Boro et al. 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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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国（Supanuam et al. 2013）和印度尼西亚

（Huang et al. 2014）的霍氏鼠耳蝠标本进行外

形和头骨形态数据对比。毛皮和头骨标本保存

于广东省科学院动物研究所。 

1.2  基于 Cyt b 基因序列的系统发育分析 

采集标本的肌肉组织保存于无水乙醇中，

使用 Ezup 柱式动物基因组 DNA 抽提试剂盒

（上海生工生物工程股份有限公司）提取

DNA，扩增引物为 Cyt b-F（5′-TAG AAT ATC 

AGC TTT GGG TG-3′）和 Cyt b-R（5′-AAA 

TCA CCG TTG TAC TTC AAC-3′）。在

GenBank 数据库中下载中国香港和马来西亚的

霍氏鼠耳蝠样本 Cyt b 基因序列各一条，同时

下载部分鼠耳蝠属其他物种 Cyt b 基因序列各

一条（表 1）。以亚洲长翼蝠（Miniopterus 

fuliginosus）和白腹管鼻蝠（Murina leucogaster）

相应序列作为外群种，应用软件 MEGA7.0，采

用最大似然法（maximum likelihood，ML）构

建系统发育树，发育树中各分支的支持率使用

Bootstrap 分析，重复抽样次数为 500 次

（Kumaret et al. 2016），并对 Cyt b 基因序列

进行遗传距离分析（Sudhir et al. 2016）。 

2  结果 

2.1  形态特征 

外形特征：本次湖南省采集的标本体型中 

 

等偏小，211521 和 211540 两号标本前臂长分

别为 36.1 mm 和 33.1 mm，头体长为 44.0 mm

和 41.2 mm。第Ⅲ、Ⅳ、Ⅴ掌骨长度依次递减。

后足较长，超过胫骨长之半（表 2）。腹面毛

色复杂，上半部毛基近黑色，毛尖为黑棕色或

灰色，下半部毛基为黑色，毛尖为淡黄色和灰

白色。肛门附近区域毛色接近白色。耳廓较尖，

耳屏短，不足耳长一半，呈披针形。耳后缘微

凹且有皱痕，前缘稍凸且光滑。吻部无被毛，

具有吻须。翼膜为单一的深褐色，附着于后

足外跖部。股间膜及后足的背面有稀疏毛发

（图 1）。 

头骨特征：头骨狭长，吻部粗壮，颅顶较

平且颅骨纤弱。额骨处有明显倾斜，脑颅高于

上颌骨，上颌骨中央有微凹。两侧颧弓前各有

一细小凹窝，颧弓较细。矢状脊细弱（图 2）。 

牙齿特征：两号标本上齿列长均为

5.5 mm。第一门齿 I2 和第二门齿 I3 分别向中央

和两侧稍倾斜，呈倒“V”型。上犬齿 C1 发达，

为上齿列中最高的一枚，约为第三上前臼齿 P4

的 2 倍。第一上前臼齿 P2 和第二上前臼齿 P3

较弱，第二上前臼齿 P3 的高度不及第一上前臼

齿 P2 齿冠面一半。第二上前臼齿 P3 从齿列中

插入，与第三上前臼齿 P4 相接触。211521 和

211540 两号标本下齿列长分别为 6.1 mm 和

6.0 mm。门齿发育较弱，肉眼难以看清齿冠面。 

表 1  构建鼠耳蝠系统进化树的物种信息 

Table 1  List of Cyt b genes used to reconstruct the phylogeny of Myotis 

物种 Species 样本来源 Locality 
Cyt b 基因序列 GenBank 序列号 

Genbank accession number 
文献 Reference 

霍氏鼠耳蝠 Myotis horsfieldii 马来西亚 Malaysia AF376851 Ruedi et al. 2001 

霍氏鼠耳蝠 M. horsfieldii 中国香港 Hong Kong, China KP187907 Ruedi et al.2015 

大卫鼠耳蝠 M. davidii 中国广西 Guangxi, China KF312516 Ruedi et al. 2013 

小巨足鼠耳蝠 M. hasseltii 马来西亚 Malaysia AF376850 Ruedi et al. 2001 

华南水鼠耳蝠 M. laniger 中国河南 Henan, China FJ607333 Zhang et al. 2009 

高颅鼠耳蝠 M. siligorensis 中国贵州 Guizhou, China FJ215679 Zhang et al. 2009 

亚洲长翼蝠 Miniopterus fuliginosus 日本 Japan AB085735 Sakai et al. 2003 

白腹管鼻蝠 Murina leucogaster 日本 Japan AB085733 Sakai et al. 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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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霍氏鼠耳蝠的外形及头骨测量（长度：mm，体重：g） 

Table 2  Measurement of body and skull of Myotis horsfieldii (length in mm，weight in g) 

本研究（2♂） 

This Study 项目 Items 

211521 211540

中国香港 
Hong Kong, China

石仲堂 2006 

泰国 
Thailand (n = 12) 

Supanuam et al. 2013

印度尼西亚 
Indonesia (n = 6) 
Huang et al. 2014 

印度 
India (n = 2) 

Boro et al. 2015

体重 Body mass 8.2 7.8 6.0 ~ 8.0  7.5 ~ 10.0  

头体长 Head and body length 44.0 41.2 40.0 ~ 54.0 46.0 ~ 53.7 42.5 ~ 53.3  

耳长 Ear length 12.5 10.0  13.0 ~ 20.5 13.5 ~ 15.8 13.9 13.8

耳屏长 Tragus length 5.1 3.8   6.3 ~ 7.8  

尾长 Tail length 35.6 28.9 25.0 ~ 40.0 34.0 ~ 43.7 38.3 ~ 43.7  

后足长 Hind-foot length 10.5 10.4  7.3 ~ 12.1 8.3 ~ 12.1 8.0 8.9 

胫骨长 Tibia length  16.4 16.2   16.8 ~ 18.3 17.1 16.9

前臂长 Forearm length 36.1 33.1 33.0 ~ 38.0 36.4 ~ 39.7 36.4 ~ 40.2 34.7 35.8

第Ⅲ掌骨长 Third metacarpal length 35.1 32.8    35.0 36.2

第Ⅳ掌骨长 Fourth metacarpal length 33.9 31.2    34.9 34.9

第Ⅴ掌骨长 Fifth metacarpal length 33.4 31.1    33.2 33.4

颅全长 Greatest length of skull 15.5 15.0  15.0 ~ 16.0  14.7 14.9

颅基长 Condylo-basal length 12.4 12.2  14.0 ~ 15.0   

脑颅宽 Breadth of braincase 7.8 7.5  7.3 ~ 8.2  7.2 7.2 

吻宽 Rostral width 5.1 4.2  5.6 ~ 6.0   

枕犬长 Condylo-canine length 13.4 12.7  13.0 ~ 14.0  13.2 12.8

犬齿外宽 Bicanine breadth 4.0 3.9  4.10 ~ 4.60  4.1 4.1 

上齿列长 Length of upper tooth row 5.5 5.5  5.20 ~ 5.90  5.4 5.4 

下齿列长 Length of lower tooth row 6.1 6.0  5.50 ~ 6.20  5.5 5.6 

下颌长 Median palatal length 10.4 10.3  11.10 ~ 12.10   

颧宽 Zygomatic breadth 9.3   9.80 ~ 10.30   

 

下齿列中最高的为下犬齿 C1，约为第三下前臼

齿 P4 的 1.5 倍。第一下前臼齿 P2 的高度不足第

二下前臼齿 P3 的 2 倍。齿式：2.1.3.3 / 3.1.3.3 = 

38（图 2）。 

2.2  Cyt b 基因序列分析 

在 NCBI 数据库中利用 Nucleotide BLAST

进行序列比对，211521 与来自中国香港和马来

西亚的霍氏鼠耳蝠 Cyt b 基因序列相似性分别

达到了 99.21%和 96.23%；211540 与两地基因

序列相似性则为 98.93%和 96.09%。通过遗传

距离分析，湖南的样本（211521 和 211540）与

中国香港的霍氏鼠耳蝠样本遗传距离仅为

0.9%，由此可确定两者为同一物种。基于 Cyt b

基因序列构建的系统发育树，中国湖南、中国

香港和马来西亚的霍氏鼠耳蝠聚类为高度支持

的一支（图 3）。因此可进一步确定湖南采集的

样本为霍氏鼠耳蝠。 

3  讨论 

本次在湖南省长沙市采集的霍氏鼠耳蝠标

本，在外形特征上，与印度采集到的标本（Boro 

et al. 2015）主要形态鉴别数据前臂长、第Ⅲ掌

骨、第Ⅳ掌骨和第Ⅴ掌骨基本一致，与中国香

港的标本（石仲堂 2006）主要形态鉴别数据前

臂长、头体长和尾长基本一致。但相较于泰国

（Supanuam et al. 2013）和印度尼西亚（Hua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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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t al. 2014）的标本数据，湖南的标本部分外部

形态测量数据前臂长、头体长和尾长稍小。在

头骨特征上，湖南标本的吻宽、犬齿外宽及下

颌长测量数据相较于泰国标本（Supanuam et al. 

2013）略小，其余测量数据均较为接近。由于

本研究采集的霍氏鼠耳蝠标本仅 2 只，故不对

外部形态的地理差异作进一步讨论。 

霍氏鼠耳蝠与华南水鼠耳蝠（M. laniger） 
 

 
 

图 1  霍氏鼠耳蝠外部形态特征 

Fig. 1  External feature of Myotis hotsfieldii 

a. 头体部；b. 后足部，红色箭头指示翼膜附着于后足的位置。 

a. Head and body; b. Hind-foot. The red arrow indicates the position of the wing membrane is attached to the hind-foot. 

 

 
 

图 2  霍氏鼠耳蝠头骨特征（211521，♂) 

Fig. 2  Skull of Myotis hotsfieldii (211521, ♂) 

a. 上颌背面观；b. 上颌腹面观；c. 上颌侧面观；d. 下颌背面观；e. 下颌侧面观。 

a. Cranium, dorsal view; b. Cranium, ventral view; c. Cranium, left side view; d. Mandible, dorsal view; e. Mandible, left side vie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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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基于 Cyt b 基因序列构建霍氏鼠耳蝠及其近缘物种系统发育树 

Fig. 3  Phylogenetic relationships of Myotis horsfieldii based on Cyt b gene using maximum likelihood 

节点附近的数字表示的是自展重抽样 500 次的支持率，标尺代表分支长度。 

The number on each node is the bootstrap value based on 500 replicates. Scale represents the branch length. 

 
在外部形态具有相似性，且后者在中国南部更

为常见，在野外调查中易将二者混淆。根据

Wilson 等（2019）的描述，霍氏鼠耳蝠体型较

大（前臂长 33.8 ~ 41.5 mm，头体长 44.0 ~ 

51.0 mm，尾长 33.0 ~ 43.0 mm），而华南水鼠

耳蝠体型较小（前臂长 31.0 ~ 37.1 mm，头体

长 36.3 ~ 44.0 mm，尾长 30.3 ~ 40.0 mm）。此

外，前者腹毛毛基近黑色，灰色毛尖，肛门附

近接近白色，耳屏长度不及耳长之半，翼膜附

着于外跖部（图 1）；上犬齿 C1 发达，高度为

第三上前臼齿 P4 的两倍；脑颅宽约为颅全长之

半（图 2，表 2）。后者腹毛毛基偏深棕色，毛

尖为奶油白色，腹面毛发颜色更为明亮，耳屏

长度约为耳长之半，翼膜附着于趾基；上犬齿

C1 较弱，几乎与第上三前臼齿 P4 等高；脑颅宽

远大于颅全长之半。 

霍氏鼠耳蝠为适应其水面拖网式觅食方

式，演化出长而有力的后足，超过胫骨长度之

半，利于将后足伸入水中捕食小型鱼类或在水

面上捕食昆虫（Wilson et al. 2019）。根据 Smith

等（2009）记载，该物种常栖息于近水的地方，

包括跨河桥底和下水道的裂隙中，及岩溶洞穴

中。但随着旅游业兴起，洞穴开发及人类活动

对洞穴栖息地的破坏，更多的蝙蝠选择栖息于

桥底裂隙内（黎道洪等 2002，贺卫等 2016）。

在印度发现的霍氏鼠耳蝠栖息于混凝土涵洞接

口处的缝隙中，约 4 或 5 只，洞内有一条水道

（Boro et al. 2015）。本次所采集的标本分别栖

息于立交桥和跨河大桥的裂隙内，与普通伏翼

（Pipistrellus pipistrellus）、东亚伏翼（P. abramus）

及灰伏翼（Hypsugo pulveratus）共栖。大托站

立交桥高约 10 m，桥底为库房，鲜有人经过，

人为干扰较小，距湘江直线距离约 3 km；昭华

湘江大桥位于湘江之上，高约 40 ~ 50 m，宽约

40 m，长约 1 km，人难以对其造成干扰。此次

在湖南省的发现，扩大了对霍氏鼠耳蝠在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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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陆分布范围的认知，也为中国翼手目多样性

保护及其地理分布的研究提供了基础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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