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 卷 第 期

 ! ∀ # 年 ∃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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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0 1
2 ,

+ 0
2

34 15
,

 ! ∀ #

内 蒙 狭 颇 田 鼠 一 新 亚种
6

禹 勇
7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8

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工作粗于  ! ∀ 年夏在内蒙东北部呼伦只尔高原采得一系 列

狭颇田鼠 斌9: 0; “ , < 犷口< =1>
,

?= 11= ≅ ,

其中采 自海拉尔河北岸
、

哈克卓站东北榭尔塔拉的 ,

个标本
,

握研究欲为系一新亚种
,

定名为榭尔塔拉狭颇田鼠
,

现予描述于下
Α

谢尔塔拉狭颐田鼠 燕吸9 :
0; 4Β < :

Χ<
=
1>= 对:

;= 1=
Χ Δ 戚‘

,

新亚种

正模 标本号 Ε ∀ ∃ ∃ ,

了
,

较老的成体
,

由李思华
、

思勇于  ! ∀ 年 Φ 月  日采自内蒙

呼伦只尔盟榭尔塔拉
,

海拔高度 ∀ #Ε 米
。

副模 标本号 Ε ∀ ∃ Φ
、

Ε ∀ ∃ !
、

Ε ∀ Φ Ε ,

了了
,

亚成体 Α Ε ∀ #  ,

罕
,

成体
,

采于  ! ∀ 年 Φ

月 
、

 Γ 日
,

采集者及地点同正模标本
。

模式标本智藏于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兽类标本室
。

鉴别特征 背色在本种已知甜亚种中最为深暗
,

呈灰黑色 Η 头骨最为狭长
,

颧竟与颤

全长之比平均仅为 ΓΓ
2

Γ 士 Ε2 多 7Γ
2

#一Γ#
2

∃ 多8
。

描豁 外形
Α 中等大小的田鼠

,

平均体长为 ! 7! Ε一 Ε # 8毫米
。

四肢短小
,

后足长平

均为  ∀ 7 #一  ∃ 8 毫米
。

尾略长
,

占体长的 ∃ 2Ε 士  2Ε 多 7# 2Ε 一
2

多8
。

雌体具 Φ 枚乳

头
。

毛色
Α
体色甚暗

,

背毛的毛基与底栽智为扁黑色
,

毛尖暗褐
,

次末端具污白色或亮灰

揭色窄环
。

毛被中杂有大量全黑的硬毛
,

故整个体背呈灰黑色
,

而带浅色的相形斑杖
。

枕

部与前背部中央有一短而竟的黑色纵枚
,

随年龄增长而渐趋不显
,

老体Ι13 完全消失
。

头与

体侧毛色较背部略淡
,

为暗灰色
。

耳部具棕黄色点斑
。

腹面毛色灰褐
,

与体侧之界钱不明

显
。

尾上下两色
,

界找较明显
,

上面比体背色略淡
,

而下面颜色比腹部更浅
,

几呈污 白色
。

四足省被暗灰色短毛
,

靠近爪的长毛略淡
。

头骨
Α
极为狭长

,

顺全长显然超过颧竟的 倍
。

颧弓不甚突出
,

故颧竟也较小
,

与颇

全长之比为 ΓΓ 2Γ 士 Ε
2

务7Γ
2

#一Γ#
2

∃ 弧8
。

眶简部较为狭窄
,

平均仅 2∀ 72 #一2 ∃ 8毫米
,

占

后头宽的 ∀
2

 士 Ε
2

ϑ 7 Γ
2

#一 ∃
2

Γ 多8
。

牙齿
Α 与本种其他亚种相近似

,

只 , 与 , Α 的内
、

外齿突及阴般三角形数目有较大

的变异
。

本亚种第三上臼齿 7甜8 具 个外齿突和 个内齿突
, , 个朗敛三角形 Η 第一

下臼齿 7,−8 具 斗个外齿突和 # 个内齿突
, ∃ 或 Φ 个阴敛三角形

。

量度 兑表  ,

7体重单位
Α
克 Η长度单位

Α
毫米 8

。

分类讨论 我国过去已发现的 狭颤 田 鼠针有 , >9: 0; “,

梦Χ< =1>
Η ,

=Κ 介 ?0 Λ=Μ
0 Ν ,

,茸‘:0 ;“, < , 己< 召肠
= 0 < “对二 , ∋ Λ 0 Ο = ≅ ,

,>
9

:0 :4 , < ,
2

己! Ε   , , 。

Χ:≅ Ο =。。 ? 0 1>= Μ 0 Ν
等 亚种

。

6
本文承郑作新教授指导

,

特此致谢
。

木文于  ! ∀ Γ 年   月 # 日收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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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外 形

标标 本 号号 性 别别 体 重重 体 长长 尾 长长 后 足 长长 耳 长长
ΙΙΙ Χ < >≅ ;: 555 . Χ ΠΠΠ Β 0 Κ 5 Θ Χ >< Λ ;;; Ρ Χ = Κ Σ Τ 0 Κ 555 ∋ = >111 Ρ >Δ Κ Υ0 0 ;;; ς 泣:::

ΔΔΔ Ω Ο Τ Χ :::::::::::::::

正正 模模 少少  Ε ### ΦΦΦ 1 ∀∀∀ 1

ΡΡΡ 0 10 ;5 Ξ ΧΧΧΧΧΧΧΧΧΧΧΧΧΧΧ

Ε ∀ ∃ ∃∃∃∃∃∃∃∃∃∃∃∃∃∃∃

副副 模模 了了    ! )))  ∀∀∀ 1)))

???= : = ;5?ΧΧΧΧΧΧΧΧΧΧΧΧΧΧΧ

Ε ∀ ∃ ΦΦΦΦΦΦΦΦΦΦΦΦΦΦΦ

副副 模模 了了 1∃∃∃ ! )))  ∀∀∀     

???= : = ;5?ΧΧΧΧΧΧΧΧΧΧΧΧΧΧΧ

Ε ∀ ∃ !!!!!!!!!!!!!!!

副副 模模 少少 ! ###  ∃∃∃ 1    

??? = : = ;5? ΧΧΧΧΧΧΧΧΧΧΧΧΧΧΧ

Ε ∀ Φ ΕΕΕΕΕΕΕΕΕΕΕΕΕΕΕ

副副 模模 罕罕 ! ΕΕΕ ΕΕΕ 1### 1   

??? = : = ;5? ΧΧΧΧΧΧΧΧΧΧΧΧΧΧΧ

Ε ∀ Φ                

表 头 骨

标标本号号 颅全长长 颅基长长 齿 随随 颧 宽宽 眶间宽宽 后头宽宽 上齿列长长 下齿列长长
ΙΙΙ Χ < >≅ ;: 555 Ψ : Χ = ; Χ ≅ ;;; & 0 Δ Κ 510 ΖΖΖ

[ >= ≅ ; ΧΟ === ( 5< 0 Ο = ;>ΧΧΧ −Δ ; Χ : 0 : Τ >; = 111 , = ≅ ;0 >ΚΚΚ Ω ?? Χ ::: ∴ 0 Θ Χ :::

ΔΔΔ 4 Ο Τ Χ ::: 1Χ Δ < ;ΛΛΛ Τ = ≅= 11111 Θ >Κ ;ΛΛΛ Τ : Χ = Κ ;ΛΛΛ Θ >Κ ;ΛΛΛ ΧΛ Χ Χ ΜΜΜ ΧΛ
Χ Χ ΜΜΜ

1111111Χ Δ < ; ΛΛΛΛΛΛΛΛΛΛΛ ; Χ Χ ; ΛΛΛ ;Χ Χ ; ΛΛΛ

正正 模模 ∀
2

#
2

### ∃
2

  
2

###
2

∀∀∀  Ε
2

∀∀∀ #
2

!!! #
2

ΡΡΡ 0 10 ;5?ΧΧΧΧΧΧΧΧΧΧΧΧΧΧΧΧΧΧΧ

Ε ∀ ∃ ∃∃∃∃∃∃∃∃∃∃∃∃∃∃∃∃∃∃∃

副副 模模
。

   
2

∃∃∃ ∀
2

∃∃∃  Ε
。

ΓΓΓ
2

∀∀∀ !
2

### #
2

   #
2

??? = : = ;5?ΧΧΧΧΧΧΧΧΧΧΧΧΧΧΧΧΧΧΧ

Ε ∀ ∃ ΦΦΦΦΦΦΦΦΦΦΦΦΦΦΦΦΦΦΦ

副副 模模 Γ
2

ΕΕΕ
。

ΦΦΦ ∀
2

!!!  Ε
2

ΦΦΦ
2

∃∃∃ !
。

!!! #
2

∀∀∀ #
2

###

??? = : = ;5?ΧΧΧΧΧΧΧΧΧΧΧΧΧΧΧΧΧΧΧ

Ε ∀ ∃ !!!!!!!!!!!!!!!!!!!

副副 模模 #
2

Γ
。

ΦΦΦ ∃
。

111  Ε
2

∃∃∃
。

∀∀∀ !
。

ΦΦΦ #
2

∃∃∃ #
2

∀∀∀

???= : = ;5?ΧΧΧΧΧΧΧΧΧΧΧΧΧΧΧΧΧΧΧ

Ε ∀ Φ ΕΕΕΕΕΕΕΕΕΕΕΕΕΕΕΕΕΕΕ

副副 模模 Γ
。 。

ΦΦΦ ∃
2

ΕΕΕ   
。

   
2

###  Ε
。

ΕΕΕ #
2

∀∀∀ #
2

∃∃∃

??? = : = ;5? ΧΧΧΧΧΧΧΧΧΧΧΧΧΧΧΧΧΧΧ

Ε ∀ Φ                    

,
2

!
2

:= Κ ΚΧ > 的分布区与新亚种相毗邻
,

兑于我国内蒙东部真草原区
,

蒙古人民共和

国的东北部和苏联外只加尔的南部地区
。

依文献昆载 7] =

咪
Ρ ] 0

,

 ! Ε  Η ) :Ρ ΧΒ ,

 ! # Ε 8与

我研究所收藏的采自模式产地 7呼伦池 8 及邻近地区的标本得知
,

其与新亚种的明显差

别为体色淡
,

具较多的黄色或褐色 Η 枕部与前背部无暗色纵校
。

尾也略短
,

仅占体长的
2

士 Ε2 # ϑ7 
2

Φ一Ε
2

Ε 多8
。

眶简部较竟
,

平均
2

! 7
2

∃一2 8毫米
,

占后头竟的 Φ
2

Ε 士 Ε
2

ϑ

7
2

Φ一 Ε
2

Ε ϑ 8
。

颧弓也较发达
,

颧竟占颤全长的 Γ!
2

∀ 士 Ε
2

# ϑ 7Γ ∀
2

Φ一#Γ
2

多8
。

可兑此亚

种与新亚种的差异非常显著
。

,
2

!
2

。
叮

“对。 分布在我国内蒙中部草原和河北北部
,

以及蒙古人民共和国南部
。

据

文献豁载 7∋ Λ 0 Ο
= ≅ ,

 ! Ε Φ Α ) :Ρ Χ Β ,

 ! 多。8 与我研究所收藏的采 自模式产地 7张家 口西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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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 Ε
2

! 公里左右8一带的标本得知
,

它比 ,
2

!
2

, = Κ Κ Χ > 的体色更浅
,

并杂有更多的黄色与

棕灰色
。

尾更短
,

仅为体长的 Ε
2

士 Ε
2

ϑ7 #
2

一 Γ
2

Γ 多8
。

颧竟占颇全长的 # Ε 2∃ 土 Ε
2

# ϑ

7Γ∀
2

Γ一弃2! 多8
。

眶简竟比新亚种也略大
,

平均为
2

Φ 72 #一 2 的 毫米
。

可兄其与新亚种

的差异更为显著
。

,
2

!
2

。 ;,
Χ: ≅Ο 如耐 分布于我国及苏联的阿尔泰一天 山地区

。

据文献昆载 7]
=以ΧΡ ]0

,

 ! Ε  Η ) :Ρ ΧΒ ,

 ! # Ε 8 其毛色介于 ,
2

!
2 Η = Κ Κ Χ > 和 材

2

!
2

“

叮
4 ≅ ;4 ,

之简
,

近于前者
,

枕背

部也无暗色纵杖
。

尾长为体长的 # ϑ左右
,

颧竟远比新亚种为大
,

占颤全长的 卯
2

Φ 多左

右7Γ!
2

∀一 #  
2

! 多8
。

此外
,

分布在苏联的亚漳梯
、

外员加尔北部及阿穆尔地区的 ,
2

<
2

Τ。诚=;; Κ=
,

体色
一

也较淡
,

以棕灰色称著
,

并杂有土黄色
。

枕部和前背部的暗色纵杖不明显
。

据 ] =

嵘Ρ]
0

7 ! Ε  8
,

其尾长短于体长的 Ε ϑ Η颧竟较大 7 毫米8
,

大于颤全长之半 Η眶简部也较竟
,

与

后头竟之比为 Φ 外
。
中叩,0 0Β 于布拉戈椎申斯克附近曾采得体色甚暗的标本

,

枕背部

的中央也有黑色纵杖
,

握鉴定作 ,
2

!
2

Τ: 0 >‘。4Κ
。

7)
:ΡΧΒ

,

 ! # Ε 8
。

这几个田鼠很可能郎

为 ,
2

!
2

, >: ;= 1=。“
≅ ,

但鉴于我国黑龙江境内至今没有发现
,

其归属简题
,

尚有待进一步

的靓实
。

分布与生态 分布于大兴安岭西麓
。

海拔高度在 ∀Ε Ε 米以下地区没有发现
,

或被 ,
2

!
2

, = ⊥Κ 口Υ 取代
。

黑龙江省的相似环境以及大兴安岭的东麓是否有其分布
,

有待进一步稠

查
。

栖息地为草原地区中比较湿消的草甸草原
。

羊草一杂草植物草系中数量较高
。

其拿

居特性不及 ,
2

!
2 ,

=Κ Κ百 明显
,

洞 口多被高草掩盖
,

较大的洞系未曾发现
。

根据解剖查料推侧
, ∀ 月份开始繁殖

,

母体每年产两窝幼仔
,

每窝产仔数为 #一∃ 只
。

第一窝幼兽于当年自Ξ达到性成熟 Η ∃ 月份 7多处亚成体阶段8 可开始繁殖
。 Φ 月中繁殖期

已基本拮束
。

以植物的椽色部分为食
,

是牧塌害鼠之一
。

查看标本 ,
2

!
2

痴匆1= 。价
Α  罕

, 斗了了
,

大兴安岭西麓 7兑模式标本 8 Η ,
2

!
2

犷
=Κ ΚΧ_’

Α

 早罕
,

∀ 了了
, 。 。 ,

内蒙呼伦只尔高原
、

踢林郭勒中部草原 Η ,
2

!
2

。
叮

“≅; 4≅ Α  !

早早
,

 了了
,

河北张家 口西北康保县
、

内蒙踢林郭勒盟的宝昌 Η ,
2

!
2

0 Χ: ≅Ο 朋砍  早
,

新疆天山地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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