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 � 卷 第 � 期

 ! � ∀ 年 # 月

动 物 分 类 学 报
∃ % & ∃ ∋ ()∗ & ∃ + ∗ , ∗ − .% ∃ / ., .% ∃

0 () 
1

�
,

,
2 1

�

34 56
,

 ! 7 ∀

我国黑线仓鼠的亚种分类研究

及一新亚种的描述
8

王 逢 桂
(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

黑线仓鼠 (9: 5’9 ;< 45 “, => :> =; 2 <’? ) 主要分布在我国东北
、

华北以及西北
、

华东
、

华中的

部分地区
,

在国外
,

见于苏联西伯利亚南部
、

朝鲜北部
、

蒙古人民共和国
。

整个分布区大约

在东经 # �
“

一  � ≅ “ ,

北纬 � Α 。一 � 7 。 之间
。

迄今所报道的黑线仓鼠
,

共有 ≅ 个亚种
Β
指名亚种 9

1

=
1

=> :>= 9Χ ?Δ? Ε>55 >?
,

 # # �Φ 宣

化亚种 9
1

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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Γ :

Δ?;
4 , − Δ5Χ ;一Η Ι ϑ >记

? ,

Α �≅ # Φ 萨拉齐亚种 9
1

去
1

∀

阮
“:、 −Δ5Χ ; 一

Η Ι ϑ >记
? ,

 7 ≅ # Φ 长春亚种 %
1

=
1

Κ4 , > , “ , & Λ 2

Μ>
? ,

 ! ∀ ! Φ 三江平原亚种 %
1

=
1

, > , 9人4 :<’9 “ ,

喃
: Δ,

 ! � ∀Φ 乌苏里江亚种 %
1

=
1

Κ; :: “Γ ΔΧ 。。 ∃ : Γ6 :2 Ε4 52
,

 ! Ν  。 除指名亚种外
,

均 分布于我

国
。

但我国黑线仓鼠的亚种分类以往研究较少
,

尤其是我国东北地区的黑线仓鼠的亚种

分类较为混乱
。

结合前人的研究
,

作者较为系统地研究了国内现有 � ∀∀ 余号标本
,

对我国黑线仓鼠的

亚种分类初步加以总结
,

分为 � 个亚种
,

其中包括一新亚种及一亚种名称订正
。

萨拉齐亚种 %: Δ; ; 企4坛 � => : > =; 几戚公 。阮
; 4 : 2 ?

−伽
; 。

Η Ι ϑ >: Ι ?

与诸亚种相比
,

该亚种躯体背部毛色最淡
,

背部中央黑线极不明显
。

查看标本 �Ν 了了 � , Ο 甲
。

分布范围 东起内蒙古集二线
,

向西经陕西北部
、

宁夏
,

达甘肃张掖地区
。

在国外
,

见

于蒙古人民共和国西南部
。

栖 息于荒漠草原和荒漠中水草较好的地区
。

宣化亚种 ∗ Δ9 ;< “加吕

=>
: > =; Χ ?定� Γ :钻; 2 ?

−ΠΧ ; 一

Η Ι喃盯Ι ?

躯体背部淡棕黄色
,

背部中央黑线较萨拉齐亚种明显
。

需要指出的是江苏
、

安徽地区

的标本
Β

其尾长短于其他地区的标本
,

亦短于国内诸亚种
,

平均长 Α∀
1

#(5 ≅一 Α匀 毫米
。

因

目前可资比较的标本少
,

尚需进一步研究
。

查看标本  ≅ Α了了  � � Ο Ο
。

分布范围 大致北起内蒙古呼伦贝尔盟西部
,

沿集二线和大兴安岭之间向南至长江

下游以北的河北
、

山西
、

山东
、

河南
、

安徽
、

江苏等地
,

在东北地区分布于公主岭以南的辽河

本文  ! # ! 年 � 月 ΑΝ 日收到
。

8
承马勇

、

高耀亨同志指导
,

张彦荣同志绘图
,

复旦大学
、

南京师范学院
、

安徽卫生防疫站惠借标本
,

特此一并致

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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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原及辽东半岛
。

在国外
,

见于苏联贝加尔湖南部
,

蒙古人民共和国北部
,

朝鲜北部
。

栖

息于草原和农田
。

长春亚种 9: Δ9 对。坛1

=>
: > =; ΧΘ Δ> Κ4 Μ >< >Θ

初由 & Λ2 Ρ ( ! ∀ ! ) 根据长春附近的标本订名为 9
1

岁沁。 加, >< “ , ,

嗣后不少作者

把东北公主岭以北地区的个体均视为该亚种
。

事实上
,

加Μ > <“ ,
躯体背部呈灰棕褐色

。

与

三江平原地区的标本相比
,

缺少红色色调
,

同时也不及大
、

小兴安岭北部类型的背部毛色

那样深
。

与南部相毗邻的 Γ
Ρ 。 相比

,

背部毛色显然比后者深
,

且背部中央黑线也较后

者更明显
。

因此大
、

小兴安岭北部和三江平原地区的黑线仓鼠不应是 加。以。 亚种
。

需

要指出的是大兴安岭西部的一些地区
,

如海拉尔
、

额温克旗等地的一些标本
,

就其背部毛

色和黑线清晰度介于 Κ4 Μ >< “ ,
和 Γ :<’?

;。 之间
,

是一些居间类型
。

查看标本 � Ν 了了 �� Ο Ο
。

黑龙江省
Β
安达

、

萨尔图
、

泰来 Φ 吉林省
Β
长春

、

农安
、

白

城 Φ 内蒙古
Β
海拉尔

、

额温克旗
。

分布范围 西起大兴安岭
,

东至小兴安岭之间的嫩江平原
,

南界大约到公主岭
。

主要

栖息于盐溃草原和干草原
。

三江平原亚种 〔》亡“纽纽
7

=>
: > =; Χ> Δ? 用沈>泄Λ 2 : Δ9 >Θ −2: Δ

我国东北三江平原及沿松花江达哈尔滨地区的标本
,

以背部为鲜艳的红棕色而别于

其他亚种
,

且背部中央黑线细而明显
。

但以往各作者对该类型的分类 意见颇 不一致
。

/2 ϑ ;: =6 ( ! Α � )
,

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兽类研究组 ( ! � 7)
,

汪松等( ! #� )将该地区的类

型视为 Κ4 Μ >< “ , 。

−2 :Δ ( ! � ∀ ) 依据哈尔滨地区的 ≅ 个标本发表新种 %
1

Μ >Χ 动“

:Δ9
“ , ,

% Λ>ϑ
2 :Λ

一

− 4 ?2 :?
( ! � � ) 承认其存在

,

作为 %
1

=
1

2 > , ; Λ 4 :
Δ94 ?

亚种
,

而 Η 55;

Ρ
( ! �  )

则把它并人 %
1

= Γ :Δ?
。。

。 ∃
:Γ6 :2 Ε4 52 ( ! Ν  ) 又将乌苏里江南部的标本订为新亚 种 %1

=
1

Κ;51
:

4Γ 动94 , 。

据文献描述 介:: “Γ动;4 ,
与我国三江平原和哈尔滨地区的标本极 为 相 似

,

且分布区相毗邻
,

生境亦相同
,

无疑为同一亚种
。

而 − 2:Δ 的 9
1

2 >Χ 9Λ “ , Δ9 “ ,
的描述

,

虽

与我们哈尔滨和三江平原地区的标本似不完全相符
,

即个体较小
,

背部暗灰褐色
,

但 −
。 :

的标本采自冬季 ( Α 月)
,

并经福尔马林浸泡
,

因而可能与量度小
、

毛色不具红色色调有

关
。

鉴于上述情况
,

作者认为 9
1

=
1

Σ9 :: “
梦二

“ ,
应为 %

1

=
1

Μ 朋动“:Δ 94 , 的同物异名
。

查看标本 Α7 了 了 Α� Ο Ο
。

黑龙江省
Β
拉林

、

集贤
、

富锦
、

双鸭山
、

萝北
、

密山
、

同江
、

兴凯湖
、

哈尔滨 Φ吉林省
Β
五棵树

。

分布范围 自三江平原向西沿松花江达吉林省五裸树
,

向东至苏联乌苏里江南部
。

栖

息于潮湿的草甸草原
。

兴安岭亚种 9: Δ; ;< 1 坛1

=> :> =; 几成> 滋Χ 召口加朋应
Θ ,

新亚种

正模标本 Α斗� � 7 ,

少
,

成体
,  , # ∀ 年 # 月林永烈同志采于黑龙江莫力达瓦旗

。

副模

标本 7 了了 7 Ο Ο
,

成体
,  ! � ≅一  ! # ∀ 年 � 月一 ! 月

,

分别采自黑龙江省莫力达瓦
、

呼玛
、

爱

辉
、

嫩江 Φ 内蒙古呼伦贝尔盟的牙克石
。

模式标本均藏于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
。

鉴别特征 躯体背部毛色最暗
,

呈栗棕色
。

背部中央黑线黑而宽
,

极为明显
。

背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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栗棕色沿四肢外侧可达足掌背面
。

腹部白色毛尖短
,

灰色色调明显
。

大
、

宽而黑
。

小兴安岭的类型是所有已知诸亚种中
,

背部毛色最暗的
,

呈栗棕色
,

背部中央黑线

与其邻近分布的各亚种比较
,

比 Σ4 2 >御, 背部毛色深暗 Φ同时也不像 , >“Λ“汀‘“ Β

那样具有红色色调 Φ 与 Γ: Δ?; 。 相比 Φ 背部毛色比后者更深
,

背部中央黑线更为明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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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我国东北地区黑线仓鼠各亚种的分布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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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燕钱仓限 (% =
Ρ

≅ 心Χ
抽) 国内各亚种特征比较表

,,

麟健健
背部毛色色 背 部黑线线 腹部毛色色 足背毛色色 栖息环境境

%%%
1

=
1

石刀 Γ >刃 亡刀 ‘行行 栗棕色(最暗))) 宽
、

显显 白色毛尖最短短 浅褐色色 森林草原原
??? 4 = ?Ε

1
Χ 2 甲

····

灰色色调明显显显显

矛矛 , , ,,

红棕色(最鲜艳))) 细
、

显显 白色毛尖较短短 白色或浅褐色色 针阔混交林林
沼沼沼沼沼沼沼沼沼沼沼沼沼沼沼沼沼沼泽草甸甸

%%%
1

=
1

Σ“份> <“<<<

抓棕褐 色(较暗))) 明显显 白色毛尖较短短 白色色 盐溃草原干草原原

%%%
1

=
1

Γ : Δ‘心“ 了了 淡棕黄色(较浅))) 较显显 白色毛尖较长长 白色色 夏绿林干草原原

%%%
。

石
。

2 = ‘; “:“‘‘
灰黄揭色(最浅))) 不显或几乎消失失 白色毛尖较长长 白色色 荒漠草原荒漠漠

衰 Α 燕线仓旅 (% =
Ρ

= ; 2 >Δ 刃 国内各亚种 1 衡度 (重量 Β 克
,

长度 Β 毫米)

我我我
%

,

=
1

∀ 乡了 9 “: “了了 乙
1

=
1

Γ 川
亡盯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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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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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落了了 Ω Δ刀Γ >刀 亡刀了Δ了
? 4 = ?Ε

1
Χ 2 Ξ

111

标标本数数 �
·

   ! ���  !!! Α 777 正模模 副模  ≅≅≅

体体重重 Α �
Κ

??? Α斗
1

### � 7
。

777 Α #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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ΝΝ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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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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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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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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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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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ΝΝΝ  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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颅颅全长长 Α � ### Α ≅
1

∀∀∀ Α ≅
。

≅≅≅ Α �
。

### Α ≅
1

��� Α多
1

!!!

(((((Α �
·

7一Α #
·

� ))) (Α斗
1

�一Α 7
,

∀ ))) (Α �
1

∀一 Α 7
,

∀ ))) (Α Ν
1

≅一Α‘
1

≅ ))))) (Α Ν
1

�一 Α # � )))

愕愕长长  ∀
1

���  ∀
1

777   
1

ΑΑΑ   
1

     
1

ΑΑΑ   
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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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一   
·

� ))) ( ∀
1

Α一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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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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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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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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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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ΨΨ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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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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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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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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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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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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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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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颧颧宽宽  �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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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  Ν
1

    �
1

乡乡  � ���  �
1

   

((((( Α
1

�一 5斗
1

Α ))) ( Α
1

�一 斗
1

#))) ( �
1

≅一 �
1

∀ ))) ( �
1

∀一 斗
1

≅ ))))) ( Α
1

� 一 Ν
1

∀ )))

眶眶间宽宽 Ν
1

∀∀∀ 斗
1

ΑΑΑ Ν
1

∀∀∀ �
1

!!! Ν
1

∀∀∀ �
1

!!!

(((((�
1

7一于
1

∀ ))) (�
1

7一 Ν
1

Α ))) (斗
1

∀一斗
1

Α ))) (�
1

石一牛
1

∀))))) (�
1

#一 Ν
1

∀ )))

后后头宽宽 !
1

ΝΝΝ !
1

### !
、

��� (Ζ
1

   ! ΝΝΝ !
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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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一 工∀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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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一 ∀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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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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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 ))) (7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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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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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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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令令 �
1

ΑΑΑ �
1

   呼
。

!!! 弓
1

��� 乡
1

���

(((((斗
1

#一�
1

� ))) (Ν
1

7一 �
1

≅ ))) (�
1

∀一 �
1

7 ))) (斗
1

7一 ,
1

 ))))) (�
·

∀ 一�
1

7 )))

上上齿列长长 �
1

夺夺 �
1

ΝΝΝ �
1

��� �
1

��� �
1

### �
。

���

(((((�
1

Α一�
1

≅))) (�
1

Α一�
1

7 ))) (�
1

Ν一�
1

# ))) (�
·

斗一 �
·

# ))))) (�
1

斗一�
1

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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灰色色调也较后者显著
。

鉴此
,

故将该种群命名为新亚种 9
1

=
1

二Δ叮>Χ 胡,

饥

分布范围 迄今所知南起莫力达瓦旗以北的森林草原
,

西至大兴安岭西麓的牙克石
,

东至黑龙江沿岸的呼玛
、

爱辉
。

现将黑线仓鼠国内各亚种的特征及量衡度分别汇列对比于表  和表 Α
,

东北地区各

亚种的分布汇于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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