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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2021 年 9 月 13 日在浙江德清莫干山（30°36′27″ N，119°51′39″ E，海拔 601 m）采集到 1 只刺猬

标本。该标本耳较短，不超过周围棘刺长。体背棘刺短细，几无全白色棘刺，大部分棘刺从基部至刺

尖分为 4 段：第 1 段白色，长度占棘刺长 2/3 以上；第 2 段黑色或深褐色，约 3 ~ 5 mm；第 3 段白色，

约 1 ~ 3 mm；第 4 段，即棘刺尖端，黑色或深褐色。头骨吻部较短，鼻骨狭长；整个额部较为平直；

矢状脊不发达，但明显可见；人字脊发达。这些特征与侯氏猬（Mesechinus hughi）的鉴别特征基本一

致。基于 Cyt b 全序列构建的最大似然树显示，该标本与安徽的侯氏猬聚为一支（支持率 100%），该

支又与陕西的侯氏猬聚为一支（支持率 97%），并构成单系群。该标本 Cyt b 全序列与安徽的侯氏猬遗

传距离为 0.35%，与陕西的侯氏猬遗传距离为 4.92% ~ 5.27%。基于以上结果，确定该标本为侯氏猬。

这是林猬属侯氏猬在浙江省的首次记录，也是继安徽发现侯氏猬以来，再次在长江以南发现侯氏猬的

新分布点。根据已获取的信息，浙江的侯氏猬在浙西丘陵山区分布较广，主要栖息在林地生境，与东

北刺猬（Erinaceus amurensis）同域分布，已知分布海拔最低约 30 m，最高约 700 m。推测在安徽南部

与浙西丘陵山区一带应连续分布，但这一推测需要通过野外调查进行验证。 

关键词：林猬属；侯氏猬；浙江省；分布新记录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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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Hedgehogs in the genus Mesechinus (Family Erinaceidae) include four species: M. dauuricus, M. 

hughi, M. wangi and M. miodon. M. wangi is only distributed in Mt Gaoligong, southwestern Yunnan, China. 

M. hughi is distributed in the north central part of China, and there is an isolated distribution area in the south 

of Anhui, China. Other two species are mainly distributed in the central and northern China (include Shaanxi, 

Shanxi, Inner Mongolia, et al.), and extend to Mongolia, Russia and other countries. But there is no record of 

the genus Mesechinus in Zhejiang, China. One specimen (Fig. 1) of Mesechinus was collected from Mogan 

Mountain (30°36′27″ N, 119°51′39″ E, altitude 601 m), Deqing, Zhejiang Province, China, on September 13th, 

2021. Its ear is short and no longer than the surrounding spines, which is short and thin and nearly whole 

white. Most spines have four sections: white constituting the basal two-thirds, followed by a black ring, 

narrow light ring, and black tip. The skull features (Fig. 2, Table 1) are basically the same as those described 

by M. hughi. We sequenced the complete cytochrome b gene (Cyt b) and obtained homologous sequences of 

other Mesechinus species from GenBank. The p-distance of Cyt b was 0.35% between the populations in 

Zhejiang and Anhui, ranges from 4.92%﹣5.27% between the populations in Zhejiang and Shaanxi, and more 

than 7% between the populations in Zhejiang and other hedgehogs. The maximum likelihood tree based on the 

complete Cyt b gene showed that the specimen forms a monophyletic clade with other specimens of M. hughi 

(popularity rating BS = 97, Fig. 3). Based on the morphological and molecular evidences, we confirm that the 

specimen belongs to M. hughi, making it the first record of this species in Zhejiang, China. It is also the new 

distribution area found in the south of Changjiang River after the discovery of M. hughi in Anhui Province. M. 

hughi is widely distributed in the hilly and mountainous areas of western Zhejiang China. Its habitat is mainly 

woodland, and it is distributed in the same area as the E. amurensis. The known altitude range is from 30 m at 

the lowest to 700 m at the highest. There were accurate records in Changxing, Anji, Deqing, Yuhang, Linan, 

Chunan and so on in Zhejiang, China. The Huangshan Mountain area was adjacent to the hilly and 

mountainous areas in western Zhejiang, shares similar characteristics in terrain, landform, vegetation and so 

on. It is speculated that M. hughi should be widely and continuously distributed in southern Anhui and western 

Zhejiang, but it needs to be further investigated.  

Key words: Mesechinus; Mesechinus hughi; Zhejiang Province; New distribution record  

林猬属（Mesechinus）隶属于劳亚食虫目

（Eulipotyphla）猬科（Erinaceidae）猬亚科

（Erinaceinae），包括达乌尔猬（M. dauuricus）、

侯氏猬（M. hughi）、高黎贡林猬（M. wangi）

和小齿猬（M. miodon）4 种（Ai et al. 2018，

陈中正等  2020）。该属曾被认为是刺猬属

（Erinaceus）或大耳猬属（Hemiechinus）的同

物异名，分子生物学的研究证明林猬属与大耳

猬属互为姐妹群（刘少英等 2020）。该属区别

于刺猬属的特征主要是头部不存在裸露的头

皮，且没有纯白色的棘刺；区别于大耳猬属的

特征主要是耳短（郑生武等 2010）。该属中高

黎贡林猬仅分布在云南高黎贡山（Ai et al. 

2018，陈中正等 2020），其余种类主要分布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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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中北部的陕西、山西、内蒙古等省（自治

区）并延伸至蒙古国和俄罗斯等国（郑生武等 

2010，蒋志刚等 2015，Ai et al. 2018，蒋志刚

等 2020），但侯氏猬在安徽南部还存在一个孤

立分布点（陈中正等 2020）。 

侯氏猬模式产地为陕西省宝鸡市，最早由

Thomas（1908）记述，主要分布于陕西、山西、

甘肃、湖北、四川、重庆和安徽南部（郑生武

等 2010，蒋志刚等 2015，2020，陈中正等 

2020）。侯氏猬在安徽南部的分布区是一个孤立

的分布点，直到 2020 年才被报道（陈中正等 

2020），这个分布区与其他分布区直线距离达

1 000 km 以上且有长江相隔。 

2021 年 9 月 13 日笔者在浙江德清莫干山

发现 2 只刺猬（30°36′27″ N，119°51′39″ E，海

拔 601 m），经拍照后被放归，根据照片鉴定为

侯氏猬。同年 9 月 17 日，在同一位置附近又发

现 2 只同种刺猬，采集其中 1 只雌性制作成标

本（标本号C22-01-1，保存于浙江自然博物院），

经形态和分子鉴定，确认其为侯氏猬。经查阅

《浙江动物志》及相关文献（诸葛阳 1989），

确认是浙江省兽类属及种分布新记录。 

自浙江德清莫干山发现侯氏猬以来，笔者

在浙江长兴、安吉、德清、余杭、临安、淳安

等地多次记录到侯氏猬活动踪迹，红外相机监

测也拍摄到其活动影像。 

1  研究方法 

1.1  形态数据测量与分析 

将采集到的刺猬标本与侯氏猬的描述进行

比较（Thomas 1908，林炜等 1989，陈中正等 

2020）。在此基础上，测量该标本的 5 个外形指

标和 12 个头骨指标：体重、头体长、尾长、后

足长、耳长、颅全长、颅基长、颅高、基长、

口盖长、颧宽、眶间宽、后头宽、鼻骨宽、第

一上臼宽、上齿列长和下齿列长（杨奇森等 

2005，潘清华等 2007，杨奇森等 2007，Ai et al. 

2018，陈中正等 2020）。 

1.2  遗传分析 

采用 NoMagBioS-96 自动核酸提取仪提取

采集刺猬的血液样品 DNA，并扩增 Cyt b 基因

全序列（1 140 bp），序列获取方法参见 Chen

等（2017）。从 GenBank 数据库中下载侯氏猬

（M. hughi）、小齿猬（M. miodon）、达乌尔猬

（M. dauuricuss）、大耳猬 (H. auritus) 和东北

刺猬（Erinaceus amurensis）的 Cyt b 序列，其

中，侯氏猬包括采自安徽和陕西的序列。在

MEGA11.0 中进行序列比对，基于 P 距离模型

（p-distance）计算侯氏猬标本与其他标本的遗

传距离；以东北刺猬为外群，构建最大似然树

（maximum likelihood，ML）。 

2  结果与分析 

2.1  形态特征描述 

该标本（图 1）头宽、吻尖，额头正中没

有裸露的头皮。耳较短，不超过周围棘刺长。

体背棘刺颜色较深，头部、前胸部、下颌部、

腹部、体侧及前后肢的毛色为淡棕色或浅褐色。

棘刺短细，几无全白色棘刺，大部分棘刺从基

部至刺尖分为 4 段：第 1 段白色，长度占棘刺

长 2/3以上，第 2段黑色或深褐色，约 3 ~ 5 mm；

第 3 段白色，约 1 ~ 3 mm；第 4 段，即棘刺尖

端，黑色或深褐色。头骨（图 2）吻部较短，

鼻骨狭长；整个额部较为平直；矢状脊不发达， 
 

 
 

图 1  采自浙江德清莫干山的侯氏猬（C22-01-1 ♀） 

Fig. 1  External view of Mesechinus hughi  

(C22-01-1 ♀) from Mogan Mountain,  

Deqing, Zhejia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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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采自浙江德清莫干山的侯氏猬（C22-01-1 ♀）头骨 

Fig. 2  The skull of Mesechinus hughi (C22-01-1 ♀) from Mogan Mountain, Deqing, Zhejiang 

a. 上颌骨背面；b. 上颌骨侧面；c. 上颌骨腹面；d. 下颌骨侧面。 

a. Dorsal view of the skull; b. Lateral view of the skull; c. Ventral view of the skull; d. Lateral view of the mandible. 

 

但明显可见；人字脊发达。这些特征与陈中正

（2020）对采集自安徽的侯氏猬的描述以及

Thomas（1908）对采集自陕西的侯氏猬描述基

本一致。从各项测量指标（表 1）看，该标本

体型较大，头骨与安徽、陕西以及其他地区侯

氏猬较为接近（Thomas 1908，郑生武等 2010，

Ai et al. 2018，陈中正等 2020）。 

2.2  系统发育分析 

通过 MEGA11.0 进行序列比对，采自浙江

的刺猬标本与安徽的侯氏猬遗传差异最小，种

群间遗传距离（p-distance）为 0.35%，与陕西

的侯氏猬遗传距离为 4.92% ~ 5.27%，而与其他

物种的遗传距离在 7%以上。基于最大似然法

（ML）构建的 Cyt b 系统发育树显示，采自浙

江的刺猬标本和安徽的侯氏猬聚为一支（支持

率 100%，图 3），该支又与陕西的侯氏猬聚为

一支（支持率 97%，图 3），并构成单系群。上

述结果支持所采集刺猬标本为侯氏猬。 

3  讨论 

本次在浙江采集到的刺猬标本，外形、皮

毛、头骨等特征均与侯氏猬特征相符（Thomas 

1908，陈中正等 2020），但体型稍大。系统发

育显示，其与安徽侯氏猬遗传差异最小，种群

间遗传距离（p-distance）为 0.35%，与陕西侯

氏猬的遗传距离为 4.92% ~ 5.27%，并构成单系

群。综上所述，浙江采集到的刺猬标本可判定

为侯氏猬。这是林猬属侯氏猬在浙江省的首次

记录，也是继陈中正等（2020）在安徽发现侯

氏猬以来，再次在长江以南发现侯氏猬的新分

布点。 

随着侯氏猬在浙江德清莫干山被发现，笔

者对侯氏猬信息进行了梳理，在长兴、安吉、

德清、余杭、临安、淳安等地多次记录到侯氏

猬活动踪迹的信息。长兴煤山镇红外相机监测

显示，侯氏猬主要栖息在阔叶林、针阔混交林

等林地生境，营地面生活，夜间活动；与东北

刺猬同域分布，但同一区域活动时间有所不同；

监测记录的最低海拔 162 m，最高海拔 474 m。

侯氏猬也会到居民住宅区附近的灌草丛或绿化

带活动，2021 年 10 月 2 日在安吉县昌硕街道

祥溪花园（海拔约 30 m）和 2021 年 10 月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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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基于线粒体基因 Cyt b 序列构建的最大似然树 

Fig. 3  The Maximum likelihood tree based on mitochondrial Cyt b gene 

节点上的数值为自展重抽样 10 000 次得到的支持率；图中标尺表示序列之间的差异。 

Numbers at the nodes represent bootstrap values based on 10 000 replicates; the scale in the figure indicates the difference between the sequence. 

 

日在安吉县递铺街道三友社区石马自然村路段

（海拔约 30 m）分别采集到路杀的侯氏猬标本

各 1 件。此外，2021 年 10 月在余杭径山采集

到侯氏猬 1 只（海拔约 500 m），在安吉县章村

镇龙王山（海拔约 500 m）、杭州市临安区的清

凉峰（海拔约 700 m）、淳安县界首乡（海拔约

200 m）等地也搜集到侯氏猬活动的确切信息。

上述这些发现地点均位于浙西丘陵山区，浙西

丘陵山区包括浙西北的长兴、安吉、临安以及

浙赣铁路以西浙皖交界的地区（诸葛阳 1989）。

由此推测侯氏猬在浙西丘陵山区分布较广，栖

息地以林地生境为主，与东北刺猬同域分布，

已知分布海拔最低约 30 m，最高约 700 m。 

陈中正（2020）等在安徽南部的黄山发现

侯氏猬的新分布，该分布点与浙西丘陵山区紧

密相连，在中国动物地理区划上均属于华中区

东部丘陵平原亚区（张荣祖 2011），这两个区

域的地形、地貌、气候、植被等特征均较为相

似。结合系统发育分析结果，推测侯氏猬在安

徽南部与浙西丘陵山地一带应连续分布。这一

推测还需要通过野外调查进行验证。 

侯氏猬在浙江的分布区与陕西侯氏猬的分

布区相距较远，且中间有长江阻隔，其生境、

海拔、气候等均存在很大差异，结合 Cyt b 序

列差异较大，浙江与陕西的侯氏猬种群可能已

经发生了隔离分化，但这需要获得更多的标本

和证据加以证实。 

随着调查范围的扩大，林猬属在我国的分

布近年来一直在拓展。自 2018 年 Ai 等（2018）

在云南高黎贡山发现高黎贡林猬，2020 年陈中

正等（2020）在长江以南的安徽黄山和宣城发

现侯氏猬新分布点以来，打破了一直以来林猬

属只分布于我国中北部的陕西、山西及其以北

地地区（Wilson et al 2005，蒋志刚等 2020）

的认知。本次发现再次扩大了侯氏猬在我国的

分布范围，尤其是长江以南的分布区，也扩大

了林猬属在我国的分布范围，对研究该属物种

和种群分化与扩散具有重要意义。 

致谢  感谢沈成提供侯氏猬分布信息；感谢浙

江自然博物院严志文、钱程，浙江省森林资源

监测中心周佳俊参与野外调查及采样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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