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巨泡五趾跳鼠 5跳鼠科6之一新亚种
7

夏武平 方喜案
7 7

5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6 5中国医学科学院流行病学微生物李研究所 6

我们最近研究跳鼠科标本时
,

发现一新亚种
,

定名为巴里坤且泡五趾跳鼠 #3 389 :8 卯

石2 ;;8 :8 去8 3< 左。 , 介召 = 2 > =?
0

≅ . Α
0 ,

产于新疆巴里坤
。

今将其描述如下
。

巴里坤亘泡五趾跳鼠 # 月劝Β :8Χ
8 > 2 338 :8 >“3< Δ 2 ≅< 9 8 ,

新亚种

正模标木 ΕΦ Φ∀ � 号
,

了
,

存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
。 � � Γ Η 年 ∀ 月 �Ι 日由第二作者

采自新疆巴里坤
。

副模标本 Γ Ε � � Η Γ 号
,

了
,

存中国医学科学院流行病学微生物学研究所
。

与正模同

时同地采得
。

鉴别特征 体型较小
,

体长 � �Γ 一�Ι Ε 毫米
。

毛色较灰暗
。

尾背面黄揭色
,

腹面较浅
。

尾端
“

毛穗
”

不发达
,

穗由黑白两部分粗成
,

上段黑色
,

长豹 ΙΦ 毫米
,

下段白色 ϑ尾穗的腹面

中央前段有一条栩而窄的黑毛找条
。

头骨较圆滑
。 上阴齿仅微向前伸

,

仍大致垂直于头

骨的锹轴
。

听泡较大
。

形态描述 外形
—

个体小于模式亚种 #
0

>
0

>2 33 8: 8 ,

前肢五趾正 常
,

前足垫发

达
。

后足五趾特化加长
,

两侧趾达不到中央三趾的基部
。

趾背足垫异常发达
。

耳壳与后

足均略短
。 “

尾穗
”

亦不发达
。

毛色
—

背部为沙黄灰褐色
,

并带有黑色的波杖
。

毛基为鼠灰色
,

中段为沙黄色
,

毛

尖为深褐色
。

臀部带黑色毛尖的毛较多
,

所以与 #
0

>
0

> 23 38:
8
相比

,

背部毛色较晤
,

体侧

为灰沙白色
,

简或杂有深揭色毛尖的毛
。

腹部
、

前肢
、

须部以及股内侧为钝白色
。

吻鼻部

毛较短
,

为灰褐色
。

额部微带灰黄色
。

烦部有些灰黑
。 口鬃非常发达

,

最长的两根可达股

的前中部
。

耳壳复盖着灰白色短毛
,

基部的前椽为土黄色后椽有一小块白色区
。

前足背

面毛并不稀疏
,

后肢股的背面为土黄灰色 ϑ后足背面为白色
,

两侧为深褐色
,

腹面裸露
。

尾

部毛较短
,

背面为微带沙黄的深褐色
,

腹面较浅
。

尾端
“

毛穗
”

不发达
,

在尾毛开始加长的
“

穗
”

基
,

为黑色毛5而模式亚种先有一白色毛区
,

然后才是黑色毛区6
,

敲段毛区长豹 ΙΦ 毫

米
,

其下才是白色的
“
穗

”

尖
。

毛穗的腹面基部有一栩而窄的黑毛技条纵贯中央
。

而模式

亚种
“

尾穗
”

腹面中央为较竟的白毛钱条
。

此为二亚种最明显的区别
。

头骨
—

从背面看
,

尸弓齿仅略突出于鼻骨
,

鼻骨较短
。

眶下孔骨环上椽垂直于头骨的

撇轴
。

额骨和泪骨相接
,

其最窄处位于额骨前部
,

距泪骨甚近
。

额骨的后部较竟大
,

脑颤

微隆起
,

在颤顶骨中部最竟 ϑ脑颇后部比较圆滑
,

无任何棱峪
。

乳突比较明显
。

从侧看
,

尸弓

7
工作过程中得到寿振黄先生指正

,

罗泽殉同志的协助
,

内蒙农牧学院李鹏年先生借拾巨泡五趾跳鼠的标本加以

对比
,

岩昆同志代为糟图
,

特此一并致刹宁
。

77 方喜业同志在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进修期简所作
。

本文于 ��  Ι 年 ∀ 月 Ε Ε 日取到
。



期 夏武平
、

方喜业 Κ 互泡五趾跳鼠5跳鼠科6之一新亚种

齿仅微向前倾
。

吻较短
。

颧骨呈
“

上
”

形
,

其上支和后支几垂值
,

并和泪骨相接
,

鳞骨的颧

突扁平
,

接于颧骨末端
。

腹面
,

阴齿孔较长
,

略大于齿列长
。

愕骨前椽有一对较大的孔
,

愕

骨的后椽超过臼齿后椽甚多
。

翼状突发达
,

超过听泡的前椽
。

听泡较大
,

前端彼此相距很

近
。

基枕骨呈楔状
。

下镇骨袖长
,

后部 四个突起都很明显
。

尸弓齿髓泡下有一圆孔
。

牙齿
一

齿式 三些匕三少 一 �Η
。

尸晒 白色
,

表面无沟
,

虽微向前伸
,

但仍几乎垂直
�

·

Φ
·

Φ
·

Ι

于头骨的默轴
。

上镇前臼齿较小
,

的为 ∗ Ι 的 � Λ Ι
。

∗ +
咀嚼面的外侧有四个齿叶

,

第二
、

三

相距甚近
,

内侧有两个 ϑ 敲齿的外侧有两个较深的凹陷和一个较浅的凹陷
。

∗
&

的咀嚼面

磨损较甚
,

齿叶不太清楚 ϑ齿内侧可兑一个深的凹陷
,

外侧可兑两个
。

∗ Ι 的咀嚼面上只有

一个焉蹄形的齿环
。

下领前两个臼齿几乎等大
,

∗
,

只有 姚 的 � Λ Ε 。

∗ ϑ
咀嚼面上内

、

外

方各有三个齿叶
。

岭 咀嚼面上外方有 Ι 个
,

内方有 ! 个齿叶
。

∗
Ι

的咀嚼面上仅外方有三

个齿叶
。

下面列出正模标本与副模标本的量度
。

为便于比较
,

同时并列了观察过的模式亚种

两个标本的量度5单位毫米6
Κ

上齿列长

巴里坤互泡五趾跳旦
#

0

>
0

> 8 3<左“ , <9 8

正模标本 副模标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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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Γ
。

Φ � Ι Ε
0

Φ

� Η Φ
0

Φ � Η Φ
0

Φ

 Φ
0

Φ  Φ
0

Φ

Ι  
0

Φ Ι  
0

Φ

Ι Φ
。

Η Ι Ε
0

Φ

Ε �
0

� Ε �
0

Η

� 
0

Ε � ∀
0

Ε

�Ε
0

Φ �Ι
0

Ε

�
。

Γ �
0

Η

�
0

! �
0

�

Ε �
0

Ι Ε Ε
0

Φ

Γ
0

� Γ
0

 

棋式互泡五趾跳鼠
#

0

>
0

> 2 338 多8

动物所标本 内蒙农牧学院标本

5� Γ�  Φ 6 5� �6
� Ι Ε

0

Φ �Ε Γ
。

Φ

� Γ∀
0

Φ �∀ �
0

Φ

 Ε
。

Φ  Φ
。

Φ

Ι Ι
0

Φ Ι Ι
0

Φ

Ι Ι
0

Ε Ι Ι
。

Η

Ι Ε
。

Ε Ι 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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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长足长长长长长距长冤

全基面颜简陵

尾体后耳颤颤颜脑颧眶齿

射渝 自 Μ
0

∗
0

# ΝΒ ≅
5� � Ε Γ 6发表了亘泡五趾跳鼠 #3 38 “

8

Χ8 > 23 38: 召 以来
,

一直没

有亚种分化的报导
。

这次在新疆巴里坤采到的两个标本
,

与模式亚种有十分明显的区别
,

根据文献和内蒙达茂旗的两个模式亚种的标本「一个存动物所5� Γ �  Φ 号 6
,

一个存内蒙农

牧学院 5� � 号 6〕的比较
,

其区别主要表现在个体较小
,

#3 3Β ≅ 5� � ! Φ6 对模式亚种的侧量
,

颤全长在 ΙΙ 毫米以上
,

我们看到内蒙达茂旗的标本亦是如此
,

而现在的两个标本均在 咒

毫米之下 ϑ毛色较深 ϑ 及尾特别是
“
尾穗

”

的区别
。

巴里坤亚种尾背面为深褐色微带沙黄
,

腹面较浅
,

而模式亚种尾背面为土黄色
,

腹面为黄 白色
。

尾端
“

毛穗
, ,

与模式亚种相比
,

模

式亚种的穗基有一白色毛区
,

而敲亚种缺如 ϑ模式亚种尾穗腹面中央有一竟的白色核条而

鼓亚种不仅无白色拔条而且在尾穗上段中央反有一窄的黑色拔条5图 � 6
。

因这些区别明

显
,

虽然观察的标本较少
,

我们仍敲为它属于另一亚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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