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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藏高原缺翅蝗类的起源
米

印 象 初
(中 国科学院西北高原生物研究所)

伟大的生物学家查理士 ·达尔文建立了生物进化论学说,揭开了物种起源的奥秘。自

然选择是生物进化论中的重要内容 ,是形成新物种的途径之一。 1982年 4月 19日 ,是达

尔文逝世 100周年,本文以他的理论为根据 ,试述青藏高原缺翅蝗类的起源,以 示纪念 !

一、青藏高原缺翅蝗类名录

青藏高原缺翅蝗种类丰富 ,计 29种 ,占全国已知缺翅种类的 80.6%,隶属 2科、4亚

科、7属 ,排列如下 :

1瘤锥蝗科 (Chrotogo“ dae)

(一)汨沧蝗亚科 (Mekongiel△nae)

1,澜沧蝗属 (M故 o″g彷″o Kevan 1966)

(1)金澜沧蝗 (M.天 J刀刃o″J(Uv· )),西藏米林,3,048米。
(2)瓦澜沧蝗 (M.伽

`切
(Uv.)),西藏朗县,4,267米。

(3)红胫澜沧蝗 (M.`·“″历c Yin sp,no” )西藏错那,4,550米。
(4)西藏澜沧蝗 (M.ri枷

`,g``z‘

订Yin sp.nov.)西藏错那,4`00-4,800米 。
(5)扩胸澜沧蝗 (`9r.p`御

`·

材祝
`c un sp.nov.)西

藏错那,4,700-4,800米 。

(二)秃煌亚科 (Podiom“:e)

2.印秃蝗属 (7材o`材订″G Dov~zap,)

(6)金印秃蝗 (r.尺 ,刀g`。″f(Uv.〉 ),西藏察隅,1,200-2,450米;青海久治,3,800

米。

3.无齿蝗属 (/‘
```6`″

J Huang 1981)

(7)突额无齿蝗 ('.彻 J″‘/`o″
`“

‘Huang),西 藏墨脱,800-2,lO0米 ,波密 2,290米。

尔本文在中国科学院纪念达尔文逝世 100月 年学术讨论会上宣读,文 中新属、新种另行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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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丝角蝗科 (oedipodidae)



4,原金蝗属 (Eotj鸭

`∞
c`Fc Y〗 n gen.oo%)

(8) 龙胆原金蝗 (E.g″庇″6(Uv,)),西藏八宿,3,658米。
(9) 西藏原金蝗 (E.扬 erc″6(ML”h,)),西藏八宿,3,658米。
(10)昌都原金蝗 (E.汕曰″″″″御亦 un sp.n。 v.)西藏昌都,3,300米。
(11)凯原金蝗 (E.尺 6″沅欲J(Uv.))西藏东南部2,740-3,658米。

(三)裸蝗亚科 (Conophymhm)

5.金 蝗 属 (K讠″g`o″召″G Uv,)

(12)静金蝗 (K.″耐″o Uv.),西 藏八宿,3,658米。
(13)无尾金蝗 (K.6/″″跖

`c Y1n sp,nov.)西
藏类乌齐,3,900米。

(14)边坝金蝗 (K,`如劢″″·9‘ zheng)西藏边坝,4,250米。
(15)石栖金蝗 (K.弼吖o`6 Uv.),西 藏八宿,3,650-4,120米。
(16)汉金蝗 (K.乃仰助

'`Uv.),西 藏八宿,3,900-4,575米 。
(17)肛沟金蝗 (K.r`″″″G Huang),西藏察雅,3,600-4,400米 。
(18)紫足金蝗 (K.`,c脚” Uv·),西藏八宿,3,658-4,880米 。
(19)瓦迪金蝗 (K.″σ

'``Uv.),西 藏察隅,3,048-3,658米 。
(20)锥金蝗 (K,co″|ctI Yin sp.nov.),西 藏昌都,4,333米。
(21)长锥金蝗 (K.Jo″ g|∞″氵们 Yin sp.nov.),西藏昌都,4,333米。
(22)黑股金蝗 (K.″ 留̀

orc″
o'o Yin sp.nov.)青 海久治,3.800米。

(23)科金蝗 (K.和考
`D″`Mistsh.),西

藏昌都一青海玉树,3,658-4,268米 。
(24)二丘金蝗 (K.莎″oJ`,″σ Yin sp.nov.),西藏类鸟齐,3,90o-4,200米 。
(25)小金蝗 (K,p″″勿

`色

Yin sp.nov.),西藏类乌齐,3,900-4.200米 。
(26)大金蝗 (K.″鸭″o Yin sp,nov.),青 海达日,4,30o米。

(四 )霄蝗亚科 (Dy:aneminne)

6.霄蝗属 (Dy‘仍″″c Uv.)
(27)珠峰霄蝗 (D.仞 c″ o/″ Uv· ),西藏珠穆朗玛峰,4,877米。
(28)缺线霄蝗 (D.办历″扌Uv,),西藏珠穆朗玛峰,4,267-4,572米 。
7,缝隔蝗属 (s`″ 9″

`,″

″Liu 1981)

(29)日 土缝隔蝗 (s,r纟助
'`,‘

’f Liu),西藏日土,5,lOo米。

二、蝗虫类翅的退化同海拔高度成正相关

蝗虫类的翅随海拔升高而相应退化,下面列举青藏高原上分布的 5种牧草蝗的前翅
长度和后足股节长的比值同海拔高度的关系 (表 1),从表 1中看出:各个种分布的海拔

高度不一,其前翅的长度随海拔升高而缩短,其前翅和后足股节长度的比值随海拔升高而
缩小,即翅的退化程度同海拔高度成正相关。

蝗虫类的翅是发音器的组成部分,翅的退化会引起发音器的退化。从地质史中看出,

青藏高原是渐渐地隆起的,蝗虫类的翅随着海拔的开高不断地退化,直至消失,就不能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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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五种牧in的有妇和后足救节长度及分布的门按日皮
·
I·able 1  

·
rhe distributional altinjd.e and lengths of eI,tra and hind femur in five

species o￡ 0″oc饣‘
``‘

‘I.Bo1.

前翅长/后足股市长
E/F

聂拉未牧草蝗 (o″o″ -

‘‘“‘″夕
'``″

〃‘Xi8)

珠蜂牧草蝗 (o勿 ocd`‘‘‘
乃氵″gf`o勿

`uv.)
红腹牧草蝗 [0″orr″“‘
乃。c,,,o″乃oi`夕打(charp)]

海拔(米 )
Altitude(m)

错那牧草蝗 (o刀。“r`9‘ :;

‘0″
`饣
″r‘f Yin sp. nov,)

大眼牧草蝗 (o″∝c``“‘
′’k夕 coc,‘ J9‘‘Yin sp.nov.)

0.67

0.69

0.6s

1~12

3,700-4,500

4,000-4,300

3,800-4,000

3,353

3,lO0-3,900

I度单位:亳米。 (Mcasure:mm,)

翅发音,即导致发音器的退化和消失。为此,发音器的消失,也是海拔升高的结果,其对海

拔高度的要求较高,要求的时间较长,为第二级的退化。

鼓膜器为蝗虫类的听觉器官 ,发音器的消失 ,导致鼓膜器的消失或者退化。鼓膜器的

退化或消失要求的海拔更高 ,所需的时间更长 ,为第三级的退化。

蝗虫类从长翅退化到短翅,从短翅退化到翅侧置 ,从翅侧置退化到无翅;相应地发音

器从有退化到消失,从发达的鼓膜器退化到消失均同海拔高度成正相关(表 2)°

表 2 0虫类四个目在△0】曰上分布的订按△皮

Table 2  ∶E)istributional aItitudc of four genera of 8· rasshoppers in thc Qing· haiˉXizang Plateau.

海  拔  (米 )
AItlmde(m)

属  名
Cenus

2500 3000 3500 450U 5000

从表2中看出,霄蝗属 (D”o″″o Uv.)为 缺翅、映发音器、缺鼓膜器的种类,其分布

的海拔最高;拟无声蝗属 (Po印

`oo‘

o″″‘Yin gen.nov,)为 具鳞片状翅,缺发音器,但具鼓

膜器的种类,分布的海拔较低;屹蝗属 (o扭y`go`9口砌‘Tarb.)为具鳞片状翅,具发音器和

鼓膜器的种类,分布海拔又低一些;雏蝗属 (C乃″
`乃

fpp″‘Fieb.)具发达的翅、发音器和鼓

膜器的种类,其在青藏高原上分布的海拔最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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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  名
species

'

7~l

8.0 ().73

0 娌 属
I9,``口

`,r`″
口. t,v.

拟无声蝗属
Pfr“

`o‘

△;o99“‘Yin

吃 蝗 属
orrop`ygo″。

`″

r

Tarb.

雏 煌 属
C乃。rJ乃‘pp“‘ Fieb.



三、形成缺翅的途径

达尔文在《物种起源》一书中论述用进废退与自然选择的结合时指出:“海岛上的甲

虫,特别是特有的种类多数为无翅而不能飞翔的,以免被风吹入海而得生存。而嗜花的昆

虫必须使用翅才得食物 ,其翅非但没退化,反而更加发达。自然选择的趋向— 使虫翅发

达或退化一 将视此虫的大多数是否必须与风斗争以求生存,或须靠少飞或不飞以免死

亡而决定
”(达尔文:物种起源,94-95页 ,科学出版社)。

青藏高原海拔高,具有风大和气压低等特点而不适于昆虫的飞行,致使蝗虫少飞,根

据用进废退的原理 ,久而久之,也形成了无翅的种类,作者称之为
“
高原缺翅型

”
。

青藏高原系由印度板块向北漂移 ,同欧亚板块碰撞隆起而成,上述观点已被多数学者

公认。青藏高原地区曾是一片汪洋大海— 古地中海 ,因而我们可以设想 ,现在的青藏高

原大部分由平原或丘陵隆起成高原,而有一些地区可能经历海岛阶段后隆起成高原。 为

此,现有的缺翅蝗类可分为三种途径形成 :

1.高 原缺翅型

属于本类型的有霄蝗属 (D” 6`9'″‘UV.〉 ,缝隔蝗属 (s`访″
`·

″仍″ Liu),金蝗属 (Ki

″刃。″″c Uv· ),原金蝗属 (Eo″鸭加″矽
``6 Yin gcn.nov.),这

4个属均分布在海拔较高的

典型高原地区,当地均具有高原风大的特点,其祖先的近缘属分布于海拔较低的高原地

区,因此,它们的翅的消失,为高原自然选择的结果。

z.海岛准缺翅型+白原缺翅型

本类型有澜沧蝗属 (Mcto绍诩
`6 Kcvan)和

印秃蝗属 (r″

`。

Po拓刀9。 Dov一‰p)。 这

2个属分布的海拔较低,栖息于高山草甸和高山森林的交错地带,个别种类可分布到林间

草地上。当地已基本上具有高原风大的特色,其翅的消失同高原自然选择有关,但不能认

为完全是高原自然选择的作用。 因从系统发育上看,澜沧蝗属的祖先为接近于湄公蝗属

(M欲口″肛c″6 Uv·)的种类,后者的祖先又为接近于云南蝗属 (y幼仞″,`“ Uv,)的 种类 ,

湄公蝗属和云南蝗属均分布于云南林区的林间草地。 印秃蝗属的祖先为接近于 蹦蝗属

(sF″ o`o``‘ 〃。chang)的 种类,蹦蝗属分布于江苏、浙江、福建、安徽、江西、陕西及云南等省

的林间草地或山地 ,这些地方非高原 ,当 然不存在高原风大导致翅退化的作用。这些种类

翅的退化,推测在历史上曾经历过海岛的大风作用,但由于时间不长,翅尚未消失,为准缺

翅型。一些种类随着青藏高原的隆起,适应高原的大风 ,翅进一步退化,形成了缺翅蝗。因

此 ,本类型翅的消失 ,前期为海岛大风的作用,后期为高原大风的作用,并在高原上完成翅

消失的进化过程。

3.海岛缺翅型

本类型的代表为无齿蝗属 ('″″:`” Huang)。 本属仅 1种 ,分布于墨脱和波密的林

间草地 ,海拔较低,从 800-2,29o米 ,实为青藏高原南坡的一个台阶,不具高原风大的特

点 ,因而其缺翅同高原的作用无关,应 当认为其在历史上由于海岛大风作用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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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缺翅蝗类的起源

青藏高原上的缺翅蝗类共 7属 ,均为特有属 ,现将它们的起源作如下探讨。

1· 9"沧烛n(杨e△onrdh Kevan)

本属系 Kevan于 1966年从湄公蝗属 (″故o终仞″c Uv,1940)中 分出的一个新属,

理由为本新属完全无翅,缺鼓膜器,而后者具鳞片状的翅和不发达的鼓膜器。在其他方面

这 2个属非常接近,说明亲缘关系很近。为此,澜沧蝗属系由接近于湄公蝗属的种类经过

翅和鼓膜器的进一步退化直至消失演变而来的。而湄公蝗属同云南蝗属 (y“
`,仞

″
```‘

Uv,

1924)较接近,但后者翅较长,鼓膜器较发达。为此,可以认为湄公蝗属系由接近于云南蝗

属的种类演变而来的。3个属的亲缘关系图示如 1。

无由】“
彳o,●●西“

湄公蛭属

``c天

°″gi'`,口 印秃蝗属

′″doPo′’‘’”‘云南嫂夙
y″刀”

'”
″ef

0扌J蝗属
s``,。~`“

`,9召

图 1 润沧煌属 o″私”ⅡJ′

`Ktvan)同 近缘口

的亲缘关系

Fig.l Thc relatioiullip of lrr天 。″g`F′′夕Kevan

with close rclaove genera~

图2 印秃煌曰 (r″

`口
Po·

2△叨口Dov.ˉzap.)同近

缘属的亲缘关系

Fig.2  △
·
hc rclatio‘ 1ship of r″

`。

po';‘ ,”〃 Dov.-

zap. with close relative gencra.

z.无齿烛n(△:e″口幻o HuaⅡlg)和印秃辽曰 (Jndopmhmo Dov.zap.〉 。

这 2个属的亲缘关系较近,同属一个亚科,在此一并讨论。

无齿蝗属的前胸背板缺中隆线和侧隆线,具鼓膜器等特征同印秃蝗属相同,其异点为

前者颜面向前突出,且完全无翅,而后者颜面不突出,有时具极微小的翅芽,其他主要特征

相似,为此,可以认为无齿蝗属和印秃蝗属非常接近,它们的祖先当为更接近的种类。无

齿蝗属的祖先尚未找到一个同其接近的属,而印秃蝗属的祖先为接近于蹦蝗属 (s‘

`9o″
办

‘″a Chang)的种类,理由是后者前翅较明显,头顶较宽外,其他特征均甚相似。

3个属的亲缘关系如图 2:

3.金蝗曰 (Kingdonerrc Uv.)和原佥蛀曰 (Eo△fngdonerJ。 Yin gen.noV.)

这 2个属较为近缘,虽已分属于 2个亚科,但原金蝗属为 2亚科的中间类型,证明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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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存在亲缘关系。

原金蝗属 (E欲
`″

g″ o″纟″c Yin gcn.nov.)系 作者从金蝗属 (K氵″g`o`,矽
`拓

Uv.) 中分

出的一个新属,理由是前者具明显的鼓膜器,后者缺鼓膜器。很显然,近似于原金蝗属的

种类,通过鼓膜器的退化,直至消失,进化成金蝗属。原金蝗属又同秦岭蝗属 (pJ″

`I″

goc″‘

Yin et Chou)近 缘,后者的异点是多数为缺翅,但有时具微露的前翅芽,或仅一侧具翅芽 ,

可视为返祖现象;其次为前胸背板侧隆线较弱,其他特征均近似,因而认为原金蝗属的祖

先为接近于秦岭蝗属的种类。秦岭蝗属的祖先为接近于双顶蝗属 (D″
'御

o`勿仍α Uv.)的

种类,理由是后者的主要不同之点为前翅明显,鳞片状,侧置。类似于双顶蝗属的种类,其

翅消失后,即进化为秦岭蝗属。

上述几个属的亲缘关系见图 3。

全黄属
Kmg`。″c″

' 宙蝗l麟

I9`‘口″‘,,,`
缝隔蝗州

s```‘ :c`力“″:

原金黄属
肠扛″g'o`,c``口

盲煌属
″夕严

`″
ep所‘

秦岭煌唇

σ″″9g'‘″f
拟无声蝗私

Pf‘″
`口

夕‘o″“‘

双顶蝗属
Dr`'把P匆招‘

吃蝗属
(9`‘op`yg口 ,:口

`‘

r

留 3 全埋曰 J△99g'o″ ″夕Uv~同近缘属的亲缘关系

Fig.3 Thc rclaootBhip oI K|″ J`。″Jj`口 Uv. with

closc relat:ve gcnera.

图 4 宵蝗属 D”口″‘″夕Uv.同 近缘唇

的亲缘关系

Fig.4 the relationship of z9,‘
'″

纟
`″

钙 UV.with
close relative genera.

0
4.霄蝗属 (DvJonemc uv.)和缝隔蝗属 (srrf。 rern口″ Liu)

这 2个属均无翅、无发音器和无鼓膜器,二者亲缘关系较近,其祖先为接近于盲蝗属
(Fr,`″″印乃如 Uv.)的 种类,理 由是后者具鳞片状的翅同前 2属略有区别。盲蝗属的祖先

为接近于拟无声蝗属 (P‘黝
`o弼

o″″‘Yin gcn.nov,)种 类,后者的区别为具鼓膜器。拟无

声蝗属的祖先为接近于屹蝗属 (o″op`,go″。′″‘Tarb,)的 种类,其主要区别为后者后足股

节内侧下隆线附近具发音齿,可同前翅摩擦发音。

上述 4个属的亲缘关系见图 4。

上面讨论了青藏高原缺翅蝗类 7个属的起源,这些属的祖先有些起源于同一亚科和

科,一些为起源于不同的亚科和科,但同处于导致翅退化的高原条件下,都进化成无翅的

种类。

我国著名昆虫学家陈世骧 (1978)在进化论与分类学一书中指出: 首先要分析特征

的时间程序,辨别祖先特征与新生特征。缺翅蝗类的缺翅系新生特征。因为化石材料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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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证明,蝗虫类的祖先原直翅目 (Protorth。 ptcra)均 为长翅种类,有翅的蝗虫处在有利于

飞翔的环境中,其翅渐趋发达 ,当 处在不利于飞行的环境中,则 其翅渐退化,直至消失,因

而缺翅为新生特征。

从昆虫纲的历史发展中看出,昆 虫从无翅进化到有翅,以有翅亚纲的昆虫对无翅亚纲

昆虫来说 ,那未有翅为新生特征,无翅为祖先特征。 无翅亚纲昆虫的无翅,同有翅亚纲中

的缺翅类型不能相提并论。就缺翅蝗类来说,其整个系统发育中经历了无翅— 有翅—

元翅三个阶段。由于最后的无翅为新生特征,在时间上来说比较接近现代 ,为此不能作为

分类的优先依据,即不能把所有的无翅蝗类合为一个科,或一个亚科。而是由于它们的起

源不同,分别属于不同的科和亚科。 现将肯藏高原上特有的无翅蝗类 7个属的亲缘关系

列示如下。

缝隔蝗属
s`r:‘

`⒍

·″
'`,·

全蝗属
KI`,g',″ e``召

澜沧蝗属
卜r。天。昭 d′“ 原全蝗属

ε吐加刃。
`9c′

′口

印秃蝗属
r`,`。 po`j‘″夕

无齿蝗麟

'货
″功″‘

0
仁

8c、

P

图 5 青藏高原缺翅蝗类的系谱树

Fig. 5  
·
I·he de11dr()grain of apterous grasshoppers from(2ing1】ai-Xizang Plateau.

综上所述,青藏高原的缺翅蝗类,除无齿蝗属 ('‘″/G砌‘Huang)外 ,其余 6属均同

高原隆起有密切的关系,高原隆起的过程就是它们形成缺翅的过程。 当青藏高原渐渐隆

起时,其自然条件也渐次改变,蝗虫类经自然选择,其形态结构亦必然渐次改变以适应改

变了的自然条件 ,从量变到质变,形成了新种、新属,甚至新亚科。由于青藏高原的自然条

件独特,经自然选择形成的物种也就独特,这可能是青藏高原蝗虫特有种、属丰富的重要

原因之一。而它们的祖先类群的近缘属多为分布于云南及克什米尔等地 ,为此 ,可以认为

它们是起源于印度板块上的祖先类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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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ORINGIN OF APTEROus GRAssHOPPERS FROM
Q1NGHAIˉX1zANG PLATEAU

Yin|Xiangchu

(Ⅳ
·
orrh峦 召st P7。 fem‘ z冗s氵动仍fe or BioIo口 y,∠‘@dFm讠口

^s切
iCC)

Accordillg to the tlleory of natural selection founded b3`Charles I)arwill,tlle pre-

st· nt paper attclupts to discuss the oringin of  apterous  grasshoppers  From~ Qillghai-

Xizallg Plateau, for conllneInorating the centenary of the death ot I)ar· win. irhere are

29 apterous species in this region, occupying 8(),6钅 %· of tlle total apterous species

knowll in Clhilla and they are enden11(· .  ()△ tlle plateau,the hars△  lvinds and low air

pressure are un￡ avourable conditiolls￡ or insects flying, the elytra al∶ ld 、vil∶lgs had de-

generated ()r even fourld lacking, therefore,thcy are also results oF natural selection,

No、了, the illlportallt View poi△1ts lllay be suⅡl1narized as below,

1, 【Phe dege∶ rleratio11 0f e17tra and willgs varies directly as the high degree o￡

altitude (Table 1).

2.  `rhe pr。 ducea apter。 us chanllels are as following:

(1) The plateau apterous士 orm,for example, Dvscmc,,t@ UV., sfr|srerm化 ,,t Liu.

E.ol氵 ,tσ‘zoalcrzc cill gen.nov.and.z了0m.gJo· m刁 :J@·Uv..

(2) The island para-apter。 us form+trhe plateau apterous form, ￡or example,

亚rc1。 m￠Jelio Kevan al∶ ld I●2Jopod0m,l@I)ov.ˉzap.,

(3) ThO islalld apterous forln,￡ or exam.ple,∠ serr@切氵s iHuang.

3.  T11e oril∶ lgin of apterous grasshoppers n· tay be illustrated in the￡ ollowing denˉ

drograIll:

︱
I
I
●

1-9I′ ″ ″砌 i‘ c‘  I.JV.

l— Chrotoj【onidac-l        lˉ
^rc天

。力gj'″
't’

v.

|          l-Mekonglellinae一 姒 o”″̀
JJ′

Kevan

^cridoidea-
PodisIniilae-

Chang

一扬孔 po'|‘”9〃 r)ov.~:zap.

'‘
'`''``‘

‘ I-Iuang

-D¨ 仞 p乃y″  【Jv.

-Coj】opbyrtlinac-Kj″ gdo″ c`J召  IJv.

-Arcypterinae— Of召 op′ ,`go″ 0氵“‘Tarb.

-A.soninae_P‘ r‘‘
`。

夕‘o`,'‘
·
Vin gen. nov.

0氵力Ji力8'rr`o Yin et Cliou

Eo欠;″ g′o″c``' Yin gen~ IIOV.

-Oed.ipod.i(iae-

,—— Ⅱ,PF·″rp” ;B Uv

D￠aneminne-| I-D,`‘
'″

‘铭
'Vv·

l-s`″f●cr″“″ Li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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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内务部濒危鱼类和野生生物办公室米切

尔博士夫妇来西北高原生物研

究所进行友好访问和考察

1982年 7月 6日 ,美国内务部濒危龟类和野生生物办公室米切尔博士及其夫人,应
中国科学院西北高原生物研究所副所长印象初同志的邀请,前来我所进行友好访问和野

外考察,受到同行们的热烈欢迎。

来宁后,首先参观了该所的动物、植物标本室、图书馆和科研成果陈列室。他们对该

所现蔽青藏高原上的丰富标本极感兴趣。参观前,米切尔博士谈到 ,他和他的朋友们很早

就对鸟、兽同穴现象感兴趣。在这一现象中,知道有一种名为地鸦 (P御渤″洳~‘ 汤防″|防

Hume)的鸟,但走遍世界许多地方一直未曾见过实物,因此来中国前,早想实现这个愿
望,当他看到该所标本室收藏着许多各种地鸦标本后赞叹不已。同时对该所目前的设施
和科研上取得的成绩,给予高度赞扬。

米切尔博士主要从事于体外寄生虫及鼠兔属 (o品o`o朗)分类工作的研究,以往曾在
尼泊尔连续进行过四年的野外考察工作,通过计算机技术处理,著有《尼泊尔的哺乳类及
其外寄生宿主资料分析报道》一书,当时也发表过鼠兔新种定名为 0c乃 o`。

`,曰

忆″6 Mitckll

and Punzo,1975。 在这次访问期间,同我国有关专业人员郑昌琳、蔡桂全及冯祚建一起对
该所海北高寒草甸生态系统研究站、及青海湖一带高原鼠兔(o汕口

`o刀

or仍″。″|6口 Hodgson)

和甘肃鼠兔 (oc乃o`o`,cm”” Lyon)栖息地等进行了野外考察;又应青海省动物学会的
邀请,米切尔博士作了一次题为

“
鼠兔属的生态多样性

’
的学术报告,就鼠兔属的种类分类

及其在世界上的分布规律作了全面介绍,同时对鼠兔栖息地类型和繁殖习性等特点及为
害情况亦作了较详细的阐述,与会者们相互在学术上进行了探讨。

外宾们游览了塔尔寺、人民公园和西宁市容。米切尔夫妇是第一次来到青海西宁,对
西宁的夏天气候凉爽宜人留下良好的印象。工作期间,还考察了世界著名的青海湖鸟岛,

就目前鸟岛的保护问题米切尔博士表示关注,即与有关专业人员进行了讨论,也介绍了国
外有关相应的保护措施。

米切尔博士夫妇这次是第二次访华, 1980年 5-6月 曾出席在北京召开的青藏高原
科学讨论会,同我国动物学家们建立了友谊,并希望中、美科技人员在有关的工作上以后
能进行长期合作。最后外宾向该所所长夏武平教授及副所长印象初副教授表示,欢迎中
国朋友以后能去美国作客、考察。

蔡桂全 (中国科学院西北高原生物研究所)

Cai Guiquan(Northwcst Platmu Institute of Biology,Academn sin】
c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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