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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藏高原大林姬鼠一新亚种

冯 柞 建 郑 昌 琳
4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5 4中国科学院西北高原生物研究所5

吴 家 炎
4陕西省动物研究所5

最近
,

查看了青海
、

西藏及四川西部的大林姬鼠#6)而。“, 7邵俪
“�2 。

4% 80�队 29 5 标本

刊余号
,

同时对比了国内其他地区的同种姬鼠约 �口。多号
,

认为青藏高原4包括处在高原

东缘的四川西部5的大林姬鼠应系一新亚种
,

描记于下
。

大林姬鼠青海亚种 #60 山: 。 户心痴翻纽
心 砂几

沙
‘白朋加 新亚种

正模标本了
,

标本号  ;;<斗
,

成体
,  !=! 年 , 月  ! 日采于青海乐都县4存中国科学院

动物研究所5
。

> � 模标本 ?己了
,

标本号 &  ∋∋ ∀
、

& ∋ ! �  
、
< ∀∋∋  &

、

夕∀ ∋ ∋  ;
,

均成体
,

分别于 &!;  年

; 月采自四川若尔盖县纳木
、

理塘县毛娅坝
,

及  !<∀ 年 ,
、

; 月采自西藏林芝县郊外

4存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
、

中国科学院西北高原生物研究所5≅ & Α Α
,

标本号 <! ∋  ,
,

< !。, ?
,

成体
,

于  ! , ! 年 �
、

 ∋ 月获于西藏米林县4存陕西省动物研究所5
。

鉴别特征 头骨略短窄
,

枕鼻长平均小于 &�
‘

∋ 毫米
,

颧宽平均少于  ∀/ = 毫米 ≅脑颅较

低
,

颅高一般不超过!/ < 毫米二上门齿较短
,

平均长度约 ?/ 。毫米左右
。
上述量度均小于我

国东北地区的大林姬鼠
。

听泡细小而不甚鼓凸
,

听泡长平均为 ,
,

= 毫米
,

显著小于国内已

知的其他亚种
。 、

描述 雌兽乳头 ∀ 枚
。

夏毛上体黄褐色
,

背部中区的背毛具有黑褐色的毛尖
。

耳壳

短小而薄4平均耳长小于  � 毫米5
,

与体背毛色相似
。
下体领部纯白至毛基

,

喉
、

胸
、

腹部

及四肢上部内侧呈污白色
。

足背白色
。

尾部多为两色
,

唯西藏的标本出现变异
,

有的尾部

全黑色
,

有的尾尖全白色4长约 ?一 & 毫米5
,

但这类标本不超过获于西藏标本总数之半
。

冬季毛色浅淡
,

上体呈棕黄色
。

头骨门齿孔短甚
,

平均小于 =/ 。4? �一 ,
,

&5 毫米
。

眶上脊明显
。 +

‘

第  横脊的中央

齿突发达并向后倾斜
,

第 ∀ 横脊的内侧齿突退化
。

头骨的整个轮廓与其他亚种相若
,

仅在

量度大小上或个别结构特征上
,

与已知各亚种有所区别4详见分类讨论5
。
现把模式标本

的量衡度录列于表  
、

&
。

分类讨论 %8 0: 29 4 ! ∋;5 首次将朝鲜半岛的此类姬鼠命名为 #如ΒΧ , 。 Δ娜咖
“≅

户‘。, 3 , “

偷
,

# ��Χ3

于  !斗∋ 年主张订正为 注
/

户。。Ε。、沁
,

此后
,

有的学者仍把它们作为

本文于  !� 年 � 月  < 日收到
。

承王申裕同志绘图
,
谨此致谢

。



 期 冯柞建等
Δ
青藏高原大林姬鼠一新亚种  ∋!

#
/

96ΧΦ �09
“,

4夏武平等
,

 ! , �
,

见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兽类研究组主编的 《东北兽类

调查报告》≅ 陈美珍
,

 !;&
,

见寿振黄主编的《中国经济动物志—兽类》5或黄喉姬鼠

注
/

Γ�
2‘‘。   ‘ 的一个亚种 4Η ��ΧΙ皿23 ,

 ! ?! ≅ Η��ΧΙ: 23 ϑ + 0 Ι ΙΕ。。3
一

−Φ 叱
,  ! = &5

。

表  外形4重量Δ 克 , 长度≅ 毫米5

标 本 号
Κ Χ> Ε, ΛΙ Μ 0 Ν : Ο Χ Ι

性 别

∀∀∀===

尾
/

长
% 盆  

后足长
Π Ε3 Β Θ0 0 Ι

耳 长

正 模标本
Π 0 �0 ΛΜ6Χ

 ; ;<?

 ;

�<

��

�<

4 ;Α5

�;

召/‘  壳,,妇魂、,‘,‘,‘邝‘,‘,乙,‘八ΡΓ/‘姗Σ3,自甘月叮八
�伪� !八,廿八勺 皿曰山∀#, ∀#

了了护了罕罕

副 模 标 本
∃%& % ∋即

( ,

)# ∗∗+

)∗,� #

−+∗∗ #)

−+∗∗ #�

−,∗ #.

−, ∗夕/

表 0 头骨 1毫米 2

枕枕鼻长长 颅全长长 后头宽宽 颧 宽宽 眶间宽宽 听泡长长 颅 高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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Η3  ( , 1 # , . � 2 把丹麦
、

瑞典等欧洲国家的黄喉姬鼠 Ι
∀

≅7 , 54 377 钻 1属于指名亚种
,

模

式产地在丹麦2及朝鲜的 拌 , 动6Χ 抽。 的标本做了对比
,

再次提出 Ι
∀

渺爪。“7%( 应是独立
’

种
。

主要理由如下ϑ 1 # 2 Κ3 5。。7%( 无黄色喉斑
,

乳头通常 Γ 枚Φ Λ7
%

诚∗#阮 具黄色喉斑
,

乳头多为 � 枚Φ 1 ) 2 ∃胡 ,。“7%( 的门齿孔后端不达舔前缘之水平线
,

Λ7 , ,

437 776 者明显较

长
,

达到或接近 8 ‘

前缘之水平线 Φ 1 + 2 Κ 3 5。“7% 。

的后愕孔约位于树中部的水平线上
,

而

加谕∗## 钻者则位于 8 ‘
与砂 之间联接点的水平线上 Φ 1劝 ∃4 瓜。‘%4 的翼间窝通常较宽

,

了0
% 3 54 3 775, 者却相对较窄Φ 1 . 2 户

。。5。, , 7%。之砂 第 + 横脊的内侧齿突相当退化
,

但8 ‘

较

大
,

≅7% , 54 377 介 之砂 第 +横脊的内侧齿突发达
,

而砂较小
。

采自我国青藏高原及东北
、

华北等地区的一批标本
,

均与上述的 Ι
∀

介爪。
“

7%( 的特征相符
,

因而属于此种
。

Μ 77( &迅组 与 8 3 & &

枷
一

6( 3 ∋∋ 1 #,. # 2 以及 Μ77( &3 % 
1 #,�) 2 还把分布在青藏高原或毗

邻地区的一些姬鼠整理为黄喉姬鼠 Ι
∀

Λ7% , ∋4 。瀚 的亚种
,

故有必要对这些产区的亚种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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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核定
,

如 才
/

Θ
/

0 ΙΛΕ 4Τ
Ι0Ν >址。3

,

 ! ∋ �5 4分布在拉达克等地5
、
才

/

Θ
/

,

瀚> 。, + Β�Χ Δ ,

 !  ∀ 4分布于克什米尔和印度的库蒙
、

旁遮普5以及 汉
/

Θ
/

脚成人
Δ %8二29

,

 !&? 4分布在

尼泊尔5
。

据原始文献和 Η� �Χ皿23 4 ! ;  5的描载
,

前二亚种的眶上脊通常缺如
,

门齿孔均

长
,

分别占枕鼻长的  !
/

<多和 & ∋
/

&界≅ 而大林姬鼠诸亚种的眶上脊均较明显
,

且门齿孔亦

短
,

仅占枕鼻长的  �
/

 一  �
/

!外
,

彼此在头骨结构上较易区别
。
至于 #

/

Θ
/

卯从加
,

其眶

上脊若出现亦很微弱
,

门齿孔占枕鼻长之 &∋
/

∀多
,

毛色近似鼠灰
,

尾长显著大于体长
,

等

等≅ 大林姬鼠除上述头骨特征外
,

毛色不发灰
,

尾长平均皆短于体长
,

足见二者亦有明显的

差异
。

分布于日本诸岛屿的日本大林姬鼠 #
/

沪ΧΦ� 09 “, ,

该种个体大≅ 头骨枕鼻长平均 &!
/

,

毫米以上
,

最大达∀∀
/

, 毫米 ≅后足也较发达
,

其长平均超过 &?
/

, 毫米4据 Υ098 Ε30 ΙΕ
,

 ! <;5
,

所以 # ��Χ3

4& ! ? ∋5 提出 护Χ。。“ ,

与 6Χ 0 Ε, 了Ν �2Χ

应分别订作两种
。

笔者还将大林姬鼠 #
/

6阴动川 �2。 与采自西藏
、

青海
、

四川和云南等省区的中华姬

鼠 #
/

1犷召‘。 4包括 #
/

Β
/

。ΙΦ “。 及 #
/

Β
/

�2 ΛΙ 阴“二 ,

彭鸿缓等于  夕; & 年把后者列为独立

种
,

即 #
/

伽Ι0 洲二 5 标本进行比较
,

发现中华姬鼠毛色较暗黑
,

缺乏棕黄色调≅ 耳壳较大
,

平均耳长  � 4 �一&&5 毫米以上
,

耳背黑褐色 ≅头骨门齿孔亦长
,

平均为 头;4?
/

�一;
/

<5毫

米
,

后端延伸到砂前缘的水平线 ≅ + ,

第 ∀ 横脊均具发达的内侧齿突
,

从而易与大林姬鼠

区分
。

综上所述
,

大林姬鼠的分类问题
,

虽然过去存在争议
,

但依目前的文献和标本材料
,

笔

者认为 #
/

60 Ε。司。 作为独立种的分类地位应予肯定
,

所以赞同 103
ΧΔ

4 !=;5 的观点
。

包括本新亚种在内
,

已知大林姬鼠共有 = 个亚种 4103
ΧΔ
于  ! =; 年曾划出 ? 个亚种5 Δ

4�5 指名亚种 #
/

户
/

户Χ , , 。了“�, 4%8 2:
29 ,

 ! ∋ ;5
,

分布于朝鲜半岛≅ 4& 5 阿尔泰亚种

#
/

户
,

, ≅ > , , ‘2� Ν , Π 0� �Ε9Λ ΧΙ ,
 !  ∀

,

产在西伯利亚阿尔泰山≅ 4∀5 东北亚种 #
/

户
/

户Ι2Φ , 0 Ι

+Ε ��Χ Ι ,

 !  ?
,

见于我国东北的黑龙江
、

吉林
、

辽宁和内蒙古东北部≅ 4劝 华北亚种 #
/

6/

, 。即Χ Ι云, Ε Γ
0 3Χ9

,

 !=;
,

分布在河北
、

北京
、

ς,1西
、

内蒙古
、

陕西及四川北部4平武5等 ≅ 4=5 青

海亚种 汉
/

6
/

ΩΕ叮汤2�Χ
, 。 ,

4新亚种5
,

主要分布于青藏高原
,

包括青海
、

西藏和四川西部等
。

据国内收藏的标本和文献资料
,

依头骨大小
,

可将 = 个亚种分为个体较大的 刁
/

6/

介 , ≅。Δ Ν �2Χ
、

#
/

户
/

, Ε岁ΕΛ 2Σ“9、 #
·

户
/

户Ι2Χ Λ , 和较小的 #
/

户
/

= ∋翻亡动夕Ε
、

#
/

户
/

叮Λ/3 护
2Ε。, , 行两组

。

新亚种与前一组之东北亚种 卿
“。,

比较
,

前者头骨显得短窄
,

上门齿也较短
,

脑颅部

较低 4详见鉴别特征5
,

头骨的大部分量度与 6Ι 2Χ Λ0Ι 存在显著性差异
。

若与指名亚种

6Χ 厉。“偷 及阿尔泰亚种
,
�’> ΙΓΛ 2� 。 相比

,

据 103 Χ9 4 != ;5提供的数据
,

后二亚种的枕鼻长

通常在 &�
/

。毫米以上
,

最大达 &!
/

� 毫米≅ 颧宽平均  ? /∋ 毫米≅ 颅高一般为 !
/

!一   
/

∋ 毫

米
,

可见个体亦显大
,

与新亚种的区别也较明显
。

就头骨量度而言
,

新亚种与华北亚种 功。 Φ乃厂 的唯一差别
,

为前者听袍细小
,

平均听

泡长 ?
/

=4?
/

 一斗
/

� 5士∋
/

∋∀ � 毫米
,

占枕鼻长之  ; ;4 =
/

?一  �
/

∀5 外≅ 而后者听泡鼓胀
,

也显

宽大4图 �5
,

平均听饱长 =
/

∋4?
/

;一 =
/

∀5士 ∋
/

∋= 毫米
,

占枕鼻长  =
/

∀4一;
/

=一
!

/

;5肠≅ 此两

亚种听泡长的平均数之差大于它们标准误之和的 ∀ 倍
。
用差异系数检验

,

结果 Φ
/

刀一
+ 。 一 + 注

−
·

Ξ 月 Ψ −
·

Ξ ,
Ζ  

/

∀ = ,

表明它们可以被划为两个不同的亚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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Δ 青藏高原大林姬鼠一新亚种    

口甲娜
图  大林姬鼠国内三亚种的听饱大小示意图

49 [Χ ΛΧ8 Δ 8 0 Τ Ε3 > Λ 8Χ 0 Ν Β ΕΛ0 ΙΜ Ο Ν ��2 0 Θ ∀ Φ 8Ε3 ΧΔ Χ Δ Ν Ο , 7 0 Χ ΕΧ , 5

 
/

华北亚种 才7 0 Β。。 Ν , 7‘。Ε , 9“�2 Χ , 0 , 。动Μ矛 &
·

青梅亚种,新亚种 # 户
0 Β。, Ν 9 7。,

坛
Δ 。�2 。

妙
, > 8 2云。。“Δ ,

Δ Ν玩7
/

0 0 ∴
/

∀
/

东北亚种 # 60 Β 。那。 Δ 7 , , 云, Δ 。�。
。 户Ι 2。Δ 0 Ι

生物学资料 标本采自海拔约 ∀
,
。。。一?

,
0。。米间的山地针阔混交林和山地针叶林之

林缘灌丛中
,

另在灌丛草原或灌丛草甸带的环境中也有浦获
。

生活地区的气候多为湿润

型或半湿润型
。 � 月下旬捕到= 只孕鼠

,

每只怀胎 ?一 � 个
,

同期还获得数只翠丸下降的

雄鼠
,

攀丸大小分别为 , ] �。
、

 ∀ ( − 和  ! ] 夕毫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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