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珠穆朗玛峰地区鸟类和哺乳类研究的新

资料和喜马拉雅塔尔羊亚种问题的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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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国科学院西北高原生物研究所)

1974年我们参加中国登山队科学考察队,在珠穆朗玛峰西部的波曲河谷(即聂拉木、

樟木地区)进行了一个多月的考察 (4月 14日 一6月 2日 ),共采到鸟类 88种 ,隶属于 6

目、18科 ,其中 5种鸟类为西藏新纪录。哺乳类 24种 ,隶属于 5目 、12科 ,其中一种为西

藏新纪录。

本文继钱燕文、冯祚建 (1974)的 研究报告之后,将所获一些新资料(鸟类 33种、哺乳

类 7种 )予以报道。鉴于这一地区的鸟类和哺乳类的资料较少 ,故对有些种类的形态作了

简要的描述 ,分类问题进行了讨论,还对过去文献中描述上不妥之处作了订正,并将观察

到的生态资料亦悉尽罗列,以供进一步研究时参考。

鸟  类

红沟角雉 I rr‘昭。p。n。口ryrc(Lh.naeug)]

2JJ。 采集日期:4月 22日 、5月 7日 ,采集地: 聂拉木县立新 乡 (海 拔 2,800

米〉,聂 拉木县樟木(海拔 2,300米 )

体长
1) 660、 685  体重 1730、 1750

翼长  290、 297  尾长 288、 292

雄鸟:额 、头顶、冠羽、头侧黑色,颈侧黑色,与头侧相连;上背和下体深橙红色 ,并具

带黑边的眼状白斑 ,背部还具橄榄褐色黑边的圆斑;飞羽黑褐色并具淡褐色花斑;尾羽黑

褐色,次端具淡褐色花斑。

据过去描述 ,该种具黑色喉囊。但我们所采一雄体标本 (当 时被打伤未死 ,并饲喂 3

天),头上具一对肉垂角、喉囊较大 ,均呈钻蓝色 ,尤为鲜艳 ,喉骧有时变为鲜青色。但死后

两天肉垂角和喉囊则变为黑色 ,喉囔血管较少的地方呈肉褐色。故非黑色。

中在考柰过程中登山队王富洲岗志给以热情关怀与支持,聂佥庭、马全璋同志在采集标本时付出了艰辛的劳动 ,

鉴定标本过程中钱燕文先生给以热传指导,豆武平教授审润稿件,谨此一并致谢。

鸟类部分由王祖祥、李德治执笔,碧类部分由祭挂全执笔。

1)重量以克为单位,量度以毫米为单位,以下均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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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生活在海拔 3,000米 以下的针阔混交林 ,杂木林下灌丛之间,常成对活动 ,但雌雄

不在一起 ,常隔一段距离 ,互相鸣叫、觅食。飞翔能力较差 ,多 从高处向下滑翔 ,性机警。

楔尾绿鸠 [rrer。n ep△enur。 冫unn0nengh(Lo Touche)]

2J J。 采集日期:5月 8日 。采集地:樟木(海拔 1,600-2,o00米 )。

体长 310、 335  体重 220、 236

·翼  175、 175  尾  136、 142

我们的标本与西藏察隅的
'″

″″G″印‘”很相近似,但背部深红色浓着,而西藏墨脱的

则较淡。

此鸟在波曲河谷只分布在海拔 2,000米以下的针阔混交林,阔叶林间,常成对或结

2-5只小群栖息于浓密的树枝间。

胃检:草籽、浆果。5月 为繁殖季节 ,生殖腺为 18× 15毫米、15× 17毫米。

槔腹啄本鸟 【Dendrocopo3△ yperJ`●△r口口而,`per。`thrnε
(Vigor:)l

l♀ 。采集日期:4月 24日 。采集地:立新乡(海拔 2,800米 )。

体长 200  体重 48
翼  120  尾  110
雌鸟额、眼先、头侧及颏均灰色,头顶和枕部为黑色,并满布白点;背及两肩均黑并杂

以白色横斑 ,腰 、尾上覆羽及中央尾羽黑色,外侧尾羽呈黑白相杂状;两翅肉红色,覆羽和

飞羽均缀以白斑 ;耳羽、颈侧、喉以至腹部均栗棕色,肛周和尾下覆羽腥红色,翅下覆羽及

腋羽白色而杂以黑点。

上嘴黑 ,下 嘴角黄色,跗跺及趾暗铅色。

生活在针叶林 ,常在高大的树干上啄食昆虫 ,此鸟在林区数量很少 ,只见到一次。'

胃检:甲 虫。

黑卷尼 (Dfcr。r。s m0crα :erCuo c‘r硝oec‘ :。 swinhoe)

1♀ 。采集日期:5月 22日 。采集地:樟木(海拔 2,300米 )。

体长 271  体重 43
翼  135  尾  156
通体黑色,上体和胸部具蓝绿色光泽;成对或结小群活动于森林高大的乔木上,多栖

息于树梢或树冠上,在波曲河谷多分布于海拔 2,500米以下的地方。

胃检:金龟岬、叶岬、蜱虫及其他。最大卵 2× 2毫米、具孵卵斑 ,正 为繁殖季节。

黄嘴蓝鹊 [CFBo口 ″山9JPo时rft Fz“ :,Jrosrrfg(Blyth)1

1♀ 。采集日期:4月 16日 。采集地:立新乡(海拔 2,500米 )。

体长 376  体重  154
翼  185  尾   345
常成对活动在针叶林区 ,叫声宏亮。

胃检 :甲虫、膜翅 目昆虫 ,草籽。

河乌 (CFncr“ chcJ凼 cc。△meoensJ:GouId)
1J,1♀ 。采集 日期:5月 26日 。采集地:聂拉木(海拔 3,8oo来 )

体长:J179,♀ 158  体重: J58,♀ 52

翼: 了98,♀ 85   尾:  J64,♀ 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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头、颈部及上背灰褐色、羽端色较浅;上体余部包括两翼及尾石板灰褐色、羽端淡灰

色;原钱燕文 (1264)描述 ,下体自颏至肛周均为白色,尾下覆羽石板褐色 ,应为 c,r,`砌 -

r昭凼″。但我们所采的标本下体自颏至胸为白色,自 胸以下则为暗褐色,符合 C.c.c“肛

勿″拒″“ 的描述特征。

与西藏当雄、羊八井、塔木齐的标本相比,聂拉木的体色稍暗、棕色较浓 ,而前者棕色

较淡。

成对活动在波曲河谷水边,筑巢在河岸石头缝隙 ,离 河面约 50厘米,正在孵卵,雄鸟

在河边石头上守候 ,距巢 2米左右,雌鸟在巢孵卵,半个多小时后雌鸟出巢同雄鸟一同飞

去觅食 ,不多时回巢雌鸟又孵卵。

雄性生殖腺 8× 6毫米、雌性卵最大为 2× 2毫米。

胃检:鞘翅目及膜翅目昆虫。

褐河鸟 (Cfncr口gpd:σ Jff ten口fro3frFB Bonap曰 rte)

通体黑褐色,笔者等曾在聂拉木县海拔 3,500-3,80o米的河谷中三次见到沿河谷上

下飞行,飞行时多离河面 5-6米 ,看的比较清楚,但未采到标本,海拔 3,000米以下未见

到。

栗腹歌钨 [二口氵o耐o6rtnnec;'口nn四.(Hodgeon)】

2J J、 1♀ 。采集 日期:4月 23、 24日 ,5月 4日 。采集地 :立新 乡(海拔 2,800米 )、

樟木(海拔 2,300米 )。

体长 J132、 140,♀ 125  体重 J16、 16,♀ 14,

翼  d76、 77,♀ 73   尾  J52、 54,♀ 51

上体自头顶到尾上覆羽暗蓝色,额基、眼先、耳羽、颈侧黑色,眉纹白色;飞羽褐色,外

叼缘以淡蓝色;颏白色 ,下体栗色,腹部中央及尾下覆羽棕白,腋羽和翼下覆羽灰蓝色。

嘴黑色 ,脚 肉褐色。

常活动在灌丛及小树枝上 ,多 久停在枝头歌咏 ,鸣声宛转动听 ,雌雄成对,但二者常不

在一棵树上停留。

胃检:鞘翅目、膜翅目昆虫,少量草籽。

雄性生殖腺 7,5× 6毫米。

短翅鸲 rJ%。dg。o●f“sp△oenjc盯odeB p△ oen沁″。JdeB(G.R.Gray)]
lJ。 采集 日期:5月 25日 。采集地:聂拉木(海拔 3,800米 )。

体长 162  体重 20
翼. 69  尾1  83
我们所采标本为亚成体 ,和成鸟有些区别,下腹及肛周羽毛先端沾较为宽阔的棕色 ,

翅下覆羽和腋羽亦然 ,其余同成体。

常活动在高山灌丛地带 ,多 成对或结小群。

胃检:小岬虫。

生殖腺 lO× 7毫米。

小茶尾 (Enfcur口:Jc0口rerf vigorB)

1J。 采集日期:5月 3日 。采集地:樟木(海拔 2,200米 )。

体长 115  体重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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雪鼍.  75   厂层i   53

额、头顶前部、背的中央及尾上覆羽白色 ,上体余部黑色;翅黑褐色,大覆羽端部及飞

羽基部白色 ,形成一道翅上白斑 ,内 侧飞羽缘以白边;中 央尾羽黑褐,基部白色,外侧尾羽

白色逐渐扩大 ,至最外侧尾羽几纯白而具黑端。颏、喉和上胸黑色,下体余部白色,两肋稍

带黑褐色。

嘴黑色,脚 乳白色。

常成对活动在山间溪流边 ,河边。

胃检:叶甲、膜翅目昆虫。

生殖腺 2× 1.5毫米。

栗胸矶鸫 IMonffco口口 r口fil,enrrfs(Jardhe er selby)]

2JJ。 采集日期:4月 17日 、5月 4日 。采集地:樟本(海拔 2,300米 )。

体长 202、 225  体重 100、 100

· 上体亮钴蓝色,上背呈黑蓝色;眼先、头侧、颈侧黑色,翅黑褐色,除 l、 2枚外侧飞羽

外 ,余羽外叼均染蓝色,翼上覆羽黑蓝色,羽端沾钴蓝色;颏、喉灰黑缀蓝,下体余部深栗

色;尾羽背面暗钴蓝色,羽缘黑褐色,尾羽下表面黑褐色。

生活于杂木林缘地带 ,多在居民点附近 ,喜停息于电线杆顶端 ,长时间鸣叫,多成对或

结 2-4只小群 ,群众反映此鸟在苹果成熟时数量很多,啄食苹果,为果园一害鸟。

胃检:金龟子、膜翅目昆虫。

生殖腺 7× 6毫米 ,9× 6.5毫 米。

西藏新记录。

Ⅱi可1鸫 【J叨iontfcora,。 rff。 rfc pcndoo(sykeO)]

ld。 采集日期:5月 26日 。采集地:聂拉木(海拔 3,800米 )

体长 198  体重 55

翼  122  尾  91
通体暗灰蓝色;头顶、颈部及背部的羽端呈亮灰蓝色;飞羽及尾羽黑褐色,外叼沾蓝

色;颏、喉部与头顶同色。

嘴、脚黑色。

西藏扎达、普蓝的标本通体多暗灰色,而我们的标本通体沾亮蓝色较多,头部更为明

显。

原钱燕文 (1974)描记本亚种下体自胸以下栗色,似为 M.‘,加历pp召″。
`9,以 我们所

采标本看下体为暗灰蓝色,自胸以下并不为栗色,应属 ar“ .P。刀洳0。 而 M“ ,`历′彦

`ˉ″″‘订只分布于我国东北部及东南一带。

多成对活动于田间、河谷阶地 ,喜 停息在屋顶、山崖长时间鸣叫。

胃检:鞘翅目昆虫的幼虫。

生殖腺 8× 12毫米。

白颈鸫 (E″d必 口奶ocind“ Royle)

1♀ 。采集日期:4月 20日 。采集地:立新乡(海拔 2,800米 )。

体长 232  体重 82

翼  133  尾  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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额、头顶、头侧、后背、腰、下体胸部以下均为暗褐色;颈部、上背、颏、喉及前胸均褐白

色 ,两翅及尾羽黑褐色。

嘴黄色,脚肉色。

常活动于林下灌丛。

胃检:鞘翅目,膜翅目昆虫。

虎珏山鸫 【z∞them d口口mo JOch(Thayer et Ban铲 )l

12。 采集日期:4月 18日 。采集地:立新乡(海拔 2,800米 )。

西藏新纪录。

上体橄榄褐色,各羽具黑色端斑、近端处还有棕色斑,羽轴棕白色;翅黑褐色 ,飞羽外

明呈黄褐色 ,覆羽呈同色羽端 ,但色泽较浅 ;尾羽黑褐色,具 白端 ,颏、喉棕白色,微具黄褐

色羽端 ,胸棕白,腹 白色 ,羽端均黑褐色 ,黑端内缘以淡棕色 ,尾下覆羽纯白色。

嘴褐色,脚 肉色。

常单独活动在林区地面上 ,穿梭于灌丛之间。

胃检:鞘翅目、膜翅目昆虫。

本亚种与青海、陕西的 6″/f仍 相比 ,我们的标本体形小 ,翅长不超过 150毫米 ,飞羽式

2<5,尾羽 12枚 ,腹部的白色部分更白;而 o〃″o则体形大,翅长均在 150毫米以上,飞

羽式 2)5,尾羽 14枚 ,两亚种区别较明显。

眼纹噪鹛 [C。rrJo△ o.ocer:。幻口(vigo“ )〕

2JJ,1♀ 。采集日期:4月 20日 ,5月 8日 。采集地:立新乡(海拔 2,800米 ),樟

木(海拔 2,300米 )。

体长 了 286、 292,♀ 325  体重 J lO4、 105,♀ 115

翼  J118、 122,♀ 123   尾  J151,156,♀ 162

额黄棕色,头顶及后头近黑色;背橄榄黄色,各羽具白色羽端及黑色次端斑 ,黑斑较

大 ;下背及腰棕色,各羽具白色羽端及黑色次端斑 ,白 斑较大;尾上覆羽锈棕色,各羽具白

色羽端及黑色次端斑 ,黑斑狭而不明显;翅上内侧覆羽和三级飞羽棕褐色,斑杂状与背略

同,小翼羽黑褐具白端;初级飞羽黑褐色,每羽 3/4的外叼乌灰色,并具白端 ,次级飞羽黑

褐 ,外明与背同色亦具白端 ;中 央尾羽灰棕色 ,羽端褐色,其余尾羽黑褐具白端,且各羽外

叼呈棕褐色;眼先及眼围棕褐色,具棕黄色眉纹、头侧及颊黄棕色,耳羽栗色,颏、喉黑色 ,

胸橄榄黄色 ,各羽具黄白色羽端及黑褐色次端斑 ,腹部棕白,尾下覆羽更淡。

嘴暗角色 ,下嘴鸟黄 ,脚淡肉黄色。

常活动在林下灌丛。

胃检:草籽、鞘翅目昆虫。

雄性生殖腺 6× 4毫米 ,雌体已开始产卵。

眼纹噪鹛与花背噪鹛极相似 ,但眼纹噪鹛的喉黑色,而花背噪鹛的喉则呈棕色。四川

峨眉山的 口/勿历‘
`6纟

比我们的标本体色较淡 ,眉纹显著 ,耳羽栗色。

纯色噪鹛 [C。rr口口口△ :口3口nfcoror g口 3】nfcoror(Blyth))

lJ、 1♀ 。采集日期:5月 12日 。采集地:樟木(海拔 2,300米 )

体长 J220,♀ 221  体重 J62,♀ 63

翼  J88,♀ 89  尾  J112,♀ 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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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身橄榄褐色 ,各羽端暗褐色 ,形如鳞状斑 ,并具淡色次端斑 ,唯胸腹部色较淡 ,呈黄

褐色 ,腹 中央斑纹不明显;尾羽橄榄绿色 ,除 中央一对尾羽外 ,均具白端 ;初级飞羽暗褐色 ,

外叼金黄色 ,次级飞羽暗褐 ,内 侧次级飞羽具白端。

嘴、脚均暗褐色。

常成对活动于林下灌丛。

胃检:草籽 ,小岬虫 ,砂粒。

雄性生殖腺 4× 3毫米 ,雌性卵最大 5毫米。

红嘴相思鸟 (Lefot△″r rttre。 y。nn口nenofs Rothoch△d)

1J。 采集日期:5月 5日 。采集地:樟木(海拔 2,200米 )。

体长 130  体重 18
翼  70  尾  61
本亚种上体较灰 ,内 侧初级飞羽外缘中部呈黑色 ,而 r。

``p踞
G上体富于橄榄绿色,内

侧初级飞羽外缘无黑色。

常成对活动在灌丛 ,在聂拉木地区比较少 ,而且只分布在海拔 2,200以 下的地区。
·
胃检:草籽。

生殖腺 5,5× 4毫米。

纹头斑翅鸦 [^cffnod口rc nfpoJenJB nfpdren。 ff(Hodgoon)]
2J J。 采集日期:4月 17日 ,5月 8日 。采集地: 立新乡 (海拔 2,800米 )、 樟木

(海拨 2,300米 )。

体长 206,210  体重 44,44
翼  91,10o  尾  88,92
额及冠羽黑褐色 ,各羽具淡色轴纹 ,故名纹头。背及腰橄榄褐色 ,尾羽棕褐色,并具平

行的黑色横纹 ,与棕褐色呈相间状;中 央尾羽端部黑色 ,其余尾羽端部呈白色;初级飞羽黑

褐色 ,外 叼呈棕褐色与黑色相间形成斑纹 ,端部灰白色 ,次级飞羽与初级飞羽同,无灰白色
边缘 ,端部呈黑褐色 ,覆羽橄榄褐色 ,小覆羽黑褐色;颊及耳羽黑褐 ,颏、喉、胸灰褐 ,腹及尾

下覆羽淡橄榄褐色。

嘴暗角色,脚暗肉黄色。

活动于林下灌丛 ,多 成对 ,很少集群。

胃检:多 为草籽 ,有少量鞘翅目昆虫。

雄性生殖腺 4.5× 3毫米 ,6× 4.5毫米。

纹喉凤鹛 (Z口″ncr g口hrFn g‘IE。Ⅱs Hodg。on)

3J J。 采集日期:4月 15日 ,18日 ,30日 。采集地:樟木 (海拔 2,200米 ),立新
乡(海拔 2,800米 )。

体长 127-137  体重 16-19
翼   72-74   尾  57-62
上体包括冠羽灰褐 ,冠羽更暗;尾上覆羽橄榄褐灰色,尾羽暗橄榄褐色,端部色较深 ;

翅上覆羽灰褐 ,初级飞羽黑褐 ,外叼具白色狭边 ,外侧次级飞羽黑褐 ,外 叼具金黄色羽缘 ,

内侧次级飞羽暗灰褐色;颊及眼围灰褐 ,颏及喉部白黄色并沾葡萄红色 ,还具几条棕褐色
纵纹;胸腹锈褐色,腹正中较浓 ,前胸稍沾葡萄红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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嘴暗角色 ,脚橘黄色。

常活动在林下灌丛。

胃检:昆虫 ,草籽。

雄性生殖腺分别为 4,5× 3毫米 ,3× 5毫米。

据中国鸟类分布目录 (郑作新 1976),我们的标本应是指名亚种 ,但与云南的指名亚

种标本相比 ,则有显著不同处 ,云南的标本冠羽棕褐 ,上体锈褐 ,颏 、喉部的葡萄红色亦浓 ,

其余下体锈褐 ,但腹正中特浓几呈锈色。而我们的标本上体包括冠羽灰褐 ,冠羽更暗些 ,

下体相应的较浅淡,上体和四川亚种 o″夕彻” 特别相似 ,但下体又比四川的色浓。

栗.头 l地莺 【了lah co￠“ne。 c̄oronofc Ccjf口 neo。coron‘It口 (IBurton)]

lJ。 采集日期:4月 30日 。采集地:樟木(海拔 2,200米 )。

体长 80  体重  7
翼  48  尾长 28

头部以至后颈 ,以 及耳羽和眼下部分均栗色;上体橄榄绿色 ,眼的后缘有一小的白斑 ;

翅和尾羽暗褐 ,边缘橄榄绿色;颏、喉、胸和腹部亮黄色 ,胸侧及胁部橄榄绿色。

胃检:叶岬。

生殖腺 3× 2毫米。

黄腹树莺 【Ceffh oconf△fzofdeB;r山meoceno(H。me)]

1♀ 。采集时间:4月 19日 。采集地:立新 乡(海拔 2,800米 )。

体长 98  体重  6
翼. 48  尾  47
与分布于云南、四川、陕西、福建等省的指名亚种不同的是上体多棕色,少绿色 ,特别

是翅表面 ,腹和肋部较多黄色。Vauric(1959)所提到的本亚种嘴峰较长 (13.5,14,14)。

而我们的标本似不明显。

常活动在灌丛,或高大乔木的树枝间 ,成对或结小群。

胃检:膜翅目和鞘翅目昆虫。

卵粒最大 0.5× 0.5毫 米。

冠 纹 柳 莺 (刀0Ⅱo:copoB reg“ojdet reg口 JofdeB Blyth)

1J,1♀ 。采集日期:4月 17日 ,5月 10日 。采集地:立新乡 (海拔 2,800米 ),聂

拉木县曲象(海拔 3,300米 )。

体长 J103,♀ 102  体重 y8,♀ 6

翼  J60,♀ 56   尾  J18,♀ 44

上体暗黄绿色,头顶较暗而沾灰黑色,具微白沾黄的冠纹,眉 纹淡黄色,贯眼纹暗褐

色 ,颊 白黄色;翅和尾羽黑褐色,外 叼边缘黄绿色,最外侧两对尾羽的内叼具白色狭缘,大

覆羽和中覆羽的尖端淡黄绿色 ,成两道翼斑 ;下体呈沾灰的白色 ,胸部略缀以黄色条纹 ,尾

下覆羽黄白色。

上嘴褐色 ,下嘴黄色,脚褐色。

常成小群活动在针叶林及杂木林中。

胃检;鞘翅目、膜翅目昆虫。

雄性生殖腺 6× 4.5毫米 ,雌性卵最大 1毫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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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脸鹎莺 【sefcerc口 3 oc△ fB●fcepB Hppo△ (shorpe)]

1J。 采集日期:5月 6日 。采集地:樟木(海拔 2,300米 )。

体长 101  体重  6
翼. 47  尾  43
西藏新纪录。

额鲜黄色,头顶、枕部灰褐色 ,背暗灰;翅覆羽下背及腰橄榄黄绿色,翅褐色 ,飞羽外叼

具黄绿色狭缘;尾羽褐色,外叼具黄绿色狭边 ,最外侧两对尾羽内叼大部为白色;眼先、颊

部黑褐色 ,眉纹黄色;颏、胸黄色,胸部具不明显的灰褐色带斑 ,腹白色沾黄,尾下覆羽黄

色。

嘴、脚肉褐色。

白眉蓝姬鸽 [nced口 r“ 9upercfrJ曰rfs。e:eigmc(G.R.Gray)]
lJ、 12。 采集日期:5月 8日 、12日 。采集地:樟木(海拔 2,300米 )。

体长 J107,298  体重 y8,28
翼  J62,259  尾  J50,245
额、头、背及腰石板蓝色;翅 ,尾羽黑褐色,各羽外叼缘以灰蓝色;眼先、颊黑蓝色 ,颏 、

喉、胸部中央及腹部白色,腹部并杂有灰色羽毛 ;颏、喉、胸的两侧黑蓝色。

嘴、脚黑色。

常成对活动在杂木林及灌丛中。

胃检:小岬虫。

雄性生殖腺 7× 5.5毫 米。

小 仙 鹌 [Ⅳ m口 口口 m。 cC″ gorf口 e mocCrfgori。 e(Burton)]

1J。 采集日期:5月 18日 。采集地:樟木(海拔 2,300米 )。

体长 112  体重 lo

翼   64  尾  55
西藏新纪录。

额黑色,头顶辉钴蓝色 ,背及腰黑蓝色,尾上覆羽沾辉蓝色;翅黑褐色,外叼边缘沾蓝

色 ,内 啊缘以灰白色,次级飞羽较宽;尾羽黑褐色 ,沾辉蓝;眼先、颊部及颈侧黑色 ,颈侧两

面羽毛端部辉蓝 ;颏、喉及前胸黑色,后胸、腹部渐转为蓝灰色。

嘴黑色 ,脚肉褐色。

常活动在杂木林中。

胃检:小岬虫及膜翅目昆虫。

生殖腺 7× 4毫米。

方尾鹆 (C‘trfcfccpo cey‘ onenBJε coJoo△ ryBe。 oberhdser)

1J、 1♀ 。采集日期:5月 3日 。采集地:樟本 (海拔 2,000米 )c

体长 J113,♀ l12  体重 y lO,♀ 8

翼  了62,♀ 58   尾  d59,♀ 58

头顶和后颈暗灰色 ,背及两翅的内侧覆羽黄绿色 ,飞羽暗褐 ,大 部缘以绿黄色边 ,尾羽

暗褐色,羽缘沾黄绿色;喉和胸淡灰色,上腹及两胁黄绿色,下腹及尾下覆羽更亮。

上嘴黑 ,下嘴褐色,基部更淡 ,脚 肉褐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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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成对或结小群活动在林区 ,我们采集时 ,有 10多 只 1群 ,正在林间灌丛觅食。

胃检:鞘翅目昆虫。

雄性生殖腺 5× 6毫米。雌性卵最大 2× 2毫米。

白喉扇尾鹆 R狂pfdo″ 口品fc汕h cr3fc画h(vieⅢot)]

1J,l♀ 。采集日期:5月 4日 、8日 。采集地:樟木(海拔 2,100米 )。

体长 J190,♀ 178  体重 了12,♀ 12,

翼  J81,♀ 74   尾  J115,♀ 105

全身深灰蓝色 ,额、头顶黑色 ,具白色眉纹;翅黑褐色,尾黑褐色并具白色羽端;眼先、

颊及耳羽黑色,颏深灰色,喉 白色形成环状。

嘴、脚深褐色 ,嘴须特长而多。

常成对活动在林下灌丛 ,活动时尾呈扇形并上下、左右摆动。

胃检:金华虫 ,叶岬。

雄性生殖腺 9× 7毫米 ,雌性卵最大为 2× 2毫米。

黄陂扇尼鹪 “而加fd‘Iro△ypo扭m●△。Blyth)

1♀ ,12。 采集日期:4月 23日 ,5月 12日 。采集地:立新乡 (海拔 2,800米 ),樟

木(海拔 2,300米 )。

体长 ♀lO9,21】 0  体重 ♀7,25
翼  ♀54,955  尾  ♀57,261

额、眉纹、颏、腹及尾下覆羽柠檬黄色,眼先及颊部灰褐色,头顶、背、腰及尾上覆羽橄

榄灰绿色;翅及尾暗褐色 ,除 中央尾羽外 ,尾端白色。

上嘴暗褐、下嘴乳黄 ,嘴须较长 ,脚褐色。

与云南的标本相比 ,我们的上背较橄榄绿色 ,而云南的为橄榄褐色。

成对或结小群活动在灌丛、林区。

胃检:小 甲虫。

卵最大 1× 1毫米。

白尾鸸 (sfffo△ fm。hyenafa△ im口hyensfJ Jardine ef selby)

2J J。 采集 日期:5月 12日 。采集地:樟木(海拔 2,300米 )。

体长 111,111  体重 14,16
翼  72,73   尾  40,42
虽上体也呈蓝灰色,但比普通鸸、滇鸸均较暗 ,下体呈棕褐色 ,中 央一对尾羽的基部白

色。

常成对活动在杂木林 ,多在高大的树干上上下攀行 ,作巢在树洞里 ,发现一巢 ,筑 于高

大乔木的树干上 ,巢离地面 1,5米左右 ,洞 口直径约 4厘米左右 ,未采到巢卵。

胃检:鞘翅目及膜翅目昆虫。

生殖腺分别为 2.5× 2毫米 ,3× 2毫米 ,且生殖腺颜色为一灰一白。

旋木雀 (Cert△记 ‘加 油口rFB MomerⅡfs Bhnchi)

1J。 采集日期:5月 31日 。采集地:曲象 (海拔 3,300米 )。

体长 117  体重 10

翼  64  尾  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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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青海的 沙扬″c糍 亚种极相近似,主要区别在于 天肪″彻“ 的背部浓栗褐色,青

海 (民和 42735)的 上体较淡,下腹和尾下覆羽差别均不太大,本亚种的棕色似乎较浓

些。

活动在杂木林高大的树干上。

胃检:小岬虫。

生殖腺 4× 3毫米。

赤朱雀 [C口pod∝口ε rtrJescens(Blanford)]

1♀ 。采集日期:5月 30日 。采集地 :· 曲象 (海拔 3,300米 )。

体长 140  体重 21

翼.  86  尾· 64
上体暗褐 ,具不太明显的纵纹 ,下体较淡 ,翅和尾羽更暗,并具白黄色的狭缘。

嘴、脚暗褐色。

成对或结小群活动于灌丛。

胃检:草籽。

卵粒最大 1× 1毫米。

血雀 (△山m口口ospFzo sFp(山 F HodgOon)

1J,1♀ 。采集日期:5月 17日 。采集地:樟木(海拔 2,000米 )。

体长 J160,♀ 167  体重 了40,♀ 42

翼  了100,♀ 98  尾  J69,♀ 70

西藏新纪录 ,此标本为国内第一次获得。

雄鸟:全身几血红色;翅和尾羽黑褐色,各羽及尾羽两侧外叼缘以红色,次级飞羽羽

缘的红色较宽。

雌鸟:全身橄榄黄绿色,各羽轴具暗褐色斑,形成鳞状斑 ,尾上覆羽鲜金黄色 ,翅羽和

尾羽暗褐色 ,各羽外叼及尾羽缘以橄榄黄绿色 ,下胸和腹部灰绿色。

嘴肉黄色 ,脚 肉褐色。

常成对活动在海拔 2,000米以下的林区和灌丛,据访问,此鸟 5、 6、 7月 份从尼泊尔

迁来此地繁殖 ,在阳光下飞行或停息,雄鸟颜色更鲜亮、性机警。

胃检:悬钩子果实。

雄鸟生殖腺为 2.5× 2,5毫 米 ,雌性卵最大 1× 1毫米。

金头黑雀 [尸yr硝o.pJecfeJ。 p‘口·
JeII。 (HodgBOn)]

1J,1♀ 。采集日期:5月 13日 。采集地:樟木 (海拔 l,600米 )。

此标本为国内第一次获得。

雄鸟:全身黑褐色,后头及枕部为辉橘黄色,内侧次级飞羽内叼具白斑 ,腋羽和腹部

中央土红色。

雌鸟:头、上背暗褐色,后头及枕部金黄色 ,下背及腰和尾上覆羽棕褐色;初级飞羽及

次级飞羽黑褐色,内侧次级飞羽内叼白色 ,腹部全为棕褐色 ,尾下覆羽灰褐色。

嘴暗角色,脚暗褐色。

成对活动在海拔 2,000米以下的友谊桥附近的灌丛或住房周围。

胃检:草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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哺 乳 类

长尾由 (&” Jc口如rc,c。trdohg Horgfield)

1♀ 。采集地:樟木(2,300米 )。

体重 7克 ,体长 61.5毫 米,尾长 61毫米,后足长 13毫米,耳长 8.5毫米。颅全长 18

毫米 ,眶间宽 4,05毫 米 ,上齿列 7,7毫米 ,下齿列 6.9毫米。

体形较小 ,通体呈褐灰色,毛基铅灰色,毛尖略带棕色。 口鼻部被毛薄。 所有趾的腹

面几乎裸露。后足细长 ,爪短。尾长而细 ,约与体长相等,共上被毛稀薄。 牙齿齿尖多少

沾有一些棕色,尤其上、下门齿齿尖的棕色更甚。 第 2个单尖齿大于第 3个 ,其 2为犬齿

的二倍。

栖息于灌丛、杂草之间的乱石堆中,发现在较潮湿的草丛下活动捕食。

喜马拉雅奋 (nⅡosc△曰rC△r夕B。g“fer Hodgoon)

1J,2♀ ♀。采集地:曲 象(海拔 3,200米 )。

体重 1⒈ 1(1⒈ 0-11.5)公 斤。体长 809.3(808-820)毫 米。尾长 44.7(32-52)毫米。

后足长 225(200-24o)毫 米 ,耳长 95(94-96)毫米。 颅全长 153,9(151.2-156.4)毫 米。

吻长 74.6(73.2-76.6)毫米。 腭长 85,8(83.6-87,8)毫米。 颧宽 67.9(65,6-71.4)毫

米。眶间宽 38.1(37,2-39.3)毫 米。脑颅宽 47,6(47,2-48.4)毫 米。上齿列长 42,3(4⒈ 3-
43,0)毫米。下齿列长 4⒌ 8(44.3-47.0)毫米。鼻骨长 54,6(52.0-57.2)毫 米。

通体色深暗,上体褐黑而微沾棕色,臀部为鲜艳的黄白色,体背毛基洁白色。头部色

略淡稍趋灰 ,在头后二侧上方 ,各有一条极细短的白纹。 无颈下纹、胸纹。 雌体尾色与上

体相同,而雄体的尾腹基部呈白色。

头骨显粗壮 ,吻长小于颅全长之半。 鼻骨上的最宽位置处在前端二外侧尖之间。 泪

骨长一般大于宽或二者相近。

1974年 标本的获得 ,为本种在我国首次发现。 有关该种的详细报告 ,已另文发表(蔡

桂全,冯祚建 ,1981)。

就目前所知 ,本种在我国仅分布于西藏境内的喜马拉雅南坡地区 ,西始吉隆河谷经波

曲河谷向东至亚东河谷。国外记载于尼泊尔、锡金等。

攮羚 (C‘prfcornfε  9口m0fr。ensf9 t△。r Hodgson)

工作中虽然没有获得标本 ,但依 Ellcrman等 (1951)的 记载 ,本地区的鬣羚应为本亚

种。在考察期间,遇见次数频繁。1974年由于森林失火也有被群众捡到烧死的动物。 五

月下旬笔者等在一次采集中见到 1只母兽与 1只约 2岁的仔兽相互紧靠一起于大石岩下

避雨,相 距甚近 ,它们没有畏惧表现,待抓伤后才窜人密林中。 当时所见体色全为污灰黑

色,下肢白色成幼几无差别。 在波曲河谷它们也经常穿越山腰间的公路而活动于上下两

侧。

斑羚 (`Ⅵoemo硝e山B gor。J△odgBOnt Pocack)

1J,1♀ 。采集地:丁仁布桥(海拔 2.500米 )。

国内新纪录

体重 27-28.5公 斤。体长 1,020-1,070毫米 ,尾长 110-130毫米 ,后 足 270毫米 ,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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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 120毫米。颅全长 214.5毫米 ,腭长 125,7毫 米 ,颧宽 96.9毫米 ,眶间宽 69.8毫 米,后 头

宽 5⒐ 6毫米 ,鼻骨长 73毫米 ,上 臼齿列长 66.9毫 米。角尖距 57毫 米。

通体呈鲜艳的棕褐色,尤其雄体的棕色更甚。头额处为浓的棕红色,夹 杂些暗褐色纹

(由少量具褐色毛尖的额毛形成)。 背脊纹暗黑色,显著,从头顶开始穿过颈背,体背与黑

色的尾相连。尾腹近基端棕白色 ,其余部分全呈黑色。 洁白色的喉斑清楚显著。 整个下

体色调与上体相类似 ,只是棕色略淡显灰。在胸部中央具一条短的暗纹往后延仲至腹部 ,

鼠蹊部为淡的棕白色。前肢前面具一条褐黑纹由上往下通过腕部一段后消失。后肢上的

深色纹位于后背面,从上到下一直与蹄相连接。

在喜马拉雅地区分布有 2个斑羚的亚种: (Pocack,1908,Lydckkcr,1913,)一为指

名 亚 种 Ⅳ 夕召
`,,口'乃

‘

`锣

‘ 驷
`·

夕

`go`口 `Hardwickc,另
一 为 1Ⅳ″彻 o`· 拓

`″

‘ go`叼

`乃

材 俨 o″氵 Pocack

二者在外形上也相近似,前者分布范围在克什米尔、旁遮普 (Puniab)到 库蒙 (Kuinaon)

获 1 斑羚活动付况
·
rablc l Activities of Ⅳ夕d″ or乃r`″‘go'夕

`乃
o'g‘ o″i PoCnck~

日 ;9j

1)atc

见到只数
Numbefs
to be secn

1974.4.27

1974.5.1

1974.5.9

【974.5.ll

20

19冫 1.5.15

1974.5,26

1974.5,27

活动情况
Act】 vitie s

河边林间空地

C)n the vacant ground

in a grove bv strcains

生  境
Habitat

上   午

,∶ 1ornlng

上   午

inornIf1g

“j 间

林下竹丛间

In the t111dergfo、th of

bainbo。  ,ungIc

警动后缓跑

Canttring after startled

岩石下休息被苦动

startled lⅣ
.hilc regtin8

under rock:

见到次数
tImcs to
bc seen

上   午

inorn1ng

上   午

nlori1】ng

上   午

林下竹丛问

In thc u】 1dcrgrov`ˉ tl、 of

bainboo ilinslc

山 坡 林 下

I1】  tlle undcrgro△ Vth

grove on slopes

山坡竹丛间

In a bamboo iungle

on slopes

河边林间草地

on the lawIl in a grove

by stre忠 fns

上   午

nlorni】】g

上   午

rnornlng

傍  晚

e VClli ng

山坡林 缘

At thc edgc oF a

grovc on s1opes

河边林下

1n the undergr0、Vtlt

by streams

林缘公路上

C)n a high△ Vay by the

edgc of grovcs

正返回岩下休息

(∶)oing back to focks for

rcsting

摄  食

L.ooking for foo(l

躺卧休息

Lying d。、̀n for rcsting

边食边活动

Fccding and w· alkillg

急速行进

Trotting

休  息

Restlng

休  息

Resting

15

·rime

上  午

inor△1ng

nlornl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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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带,后者产于锡金进入到尼泊尔境内。 指名亚种的主要特征为:体色一般呈灰色或灰

褐色,背脊纹一般没有 ,若有则延伸一点就消失 ,但决不达到股部上方;前肢前面的暗纹仅

延伸到腕盖上面 ;大腿背部无黑线 ,尾尖黑色。Ⅳ″″or拓扬f go″
`另

o`go″氵的体色明显呈

棕褐色,背脊纹鲜明,贯穿整个体背至前后;前肢前面的暗纹穿过腕盖;大腿背部也具黑

线。显然波曲河谷的斑羚归属于此亚种。

另外在查看标本时 ,又 与采自西藏东南部察隅的斑羚标本作了比较,发现后一地区的

标本除四肢、喉斑具明显的棕色外 ,通体较灰暗,可见与珠峰南坡波曲河谷采的斑羚有别。

Pocack(1914)报 道过 Ⅳ″彻汕 ″多‘胛初 助
```'氵

的标本采自西藏东部波密地区的雅鲁

藏布江边 ,其主要特征为白色喉斑细小,胸部两侧具一显著的大白斑延伸至前腿基部,通

体暗褐色。显然这种特征亦与 Ⅳ″″o砧″弼 go''`力材go`,|不 同,为此,关于西藏地区斑

羚的分类问题 ,有待今后进一步研究探讨。

在这里发现斑羚在该河谷中分布的最高点为3,600米左右的康壮桥一带 ,但由此往上

河谷两侧竹丛消失而代之以低矮的杜鹃灌丛,则未见斑羚的活动痕迹 ;相 反由康壮桥往下

沿河谷的植被浓密 ,斑羚数量就增多。而以曲象至樟木一带密度最大(表 1)。

斑羚基本为一种集成中、小型群体的动物 ,在 考察中看到它们往往成一直线相互尾随

行进。 在陡峭的山坡上几乎能直上直下。 白天一般均卷卧在隐蔽的石岩旁、岩洞内或竹

丛之间的空地上休息,在这些场所积有它们的大量粪便 ,与松软的干土往往混杂在一起形

成厚厚的一层软垫。

行猎中也观察到处于休息状态中的动物被惊动赶跑后 ,只要猎人一旦离去 ,它们就会

很快地、极隐蔽地绕道返回原来的休息场所 ,可见它们对于休息地的选择是很固定的。

从调查来看 ,本种喜欢在较开阔的山坡或林中空旷的小片草地上活动、采食,但休息

场地均在隐蔽处。而在黄昏后和黎明前又往往跑到公路上活动,小憩。 斑羚在波曲河谷

的下段为明显的优势种。

表猪 (△3`Brrf。 △.△odgBonf Gray)

1♀ 。采集地:樟木友谊桥(海拔 2.200米 )。

西藏新纪录

体重 4,500克 ,体长 510毫米 ,尾长 112毫米 ,后 足长 72毫 米,耳长 34毫 米。 颅全长

112,7毫 米 ,颅基长 107毫米 ,腭长 52.7毫米 ,后头宽 40毫米 ,听泡长 1⒍ 4毫米,上臼齿长

2⒌ 4毫米 ,下 臼齿列长 28毫米。

所采得的标本还未达到完全成体。整个头骨显得壮实,侧面观时,除鼻骨与额骨相

接处略微隆起外 ,头顶显得平坦。 脑颅后部微向下倾斜。 鼻骨较长 ,前窄后宽,Ellcrman

(1961)认 为其长可以大于枕鼻长的一半(印度地区所产者)也可以小于枕鼻长的一半 (马

来西亚地区所产种)。 门齿孔狭小 ,齿列通常超过枕鼻长的 1/5。 顶骨与枕骨相接处形成

的脊明显。

本种在 H”″ir属中为一小型的种类,其体背的硬棘仅具一个暗环 ,尾上空心的响棘

达不到高度发育(较弱),且较窄;头顶无冠。

钱燕文 (1966)在 樟木口岸捡到豪猪的一毛棘 ,他们以此和从地理分布等情况判断该

地区的豪猪应为 rr,杨
`″

″,而 1974年 5月 ,首次在西藏获得标本后 ,肯定了这里的豪猪

应为 H.切
`莎

o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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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本得自友谊桥附近 ,当 时由部队战士于阔叶林林缘伐木而将其惊出被捕获。

这里的豪猪主要栖息在较低海拔的常绿阔叶林、针阔混交林一带。 当地群众反映豪

猪喜盗食马铃薯,黄昏后在马铃薯地里可看到它们活动。豪猪走动路线较固定 ,当地居民

常利用这一特点在它经过的小道上布放铗子来捕捉,5月 中旬邦村群众就以此法获得了

1只成体。夜行性 ,白 天大多钻人石缝、岩洞中休息。

大足鼠 (RoII“ n打fduJ Hodggoni)

5J J,5♀ ♀。采集地:樟木(2,300米 )。

体重 10⒈4(46-210)克。体长 160.6(125-191)毫 米,尾长 150.2(112-182)毫 米,

后足长 3⒈ 7(21-35)毫米,耳长 22.6(21-24.5)毫米。颅全长 40(3⒈ 8-46.2)毫米,腭

长 18.7(15.1-2⒈ 9)毫米,颧宽 18.8(145-22.9)毫 米,眶间宽 5.9(5.4-6.7)毫 米,腭孔

长7.1(5.5-85)毫米,鼻骨长 15.8(12.5-19.4)毫 米。

背部烟褐略沾棕色。体侧色调趋于变淡。腹部毛色显乳黄污白色,个别雄体其腹部

呈硫磺色。四足背部白色。整个尾呈均匀的褐色,尾上环轮明显,尾毛粗硬。雌体乳头 5

对;胸部3对 ,腹部2对。捕获的雄体睾丸(成体)全部下降(10× 14毫 米),雌体所怀胚胎

大小似绿豆。

三、关于喜马拉雅塔尔羊 (f如mh呷口s Jem】。△EcⅡ

H.smith,1826)亚种问题的探讨

3JJ,3♀ ♀。采集地:樟木口岸曲象 (3,500-3,850米 )。

形态特征:体形粗壮,雄羊体重可达 90公斤上下。 肩高 8,410-1,OlO毫 米,臀高

760-90o毫 米。整个头形狭长 ,脸面显直,颌下无胡须。蹄较粗大,尾短,腹面裸露。前

肢腕部、后肢跗部、胸部有硬茧。雌羊比雄羊小 ,乳头 2对。

雌、雄皆具同形角,但雄羊角比雌羊角粗大,2角基部的前面几乎紧贴,而其后面远

离 ,正面观 2角呈
“
V”字形,角基特别宽大,横切面呈三角形 ,角的后段逐渐狭缩。角由头

顶开始微微分歧而往上,再朝背部弯曲,角尖稍向内钩 ,角前面有明显的龙骨状纵棱 ,角呈

石板色。

通体被毛粗硬 ,除头部、四肢下部的被毛短而紧贴以外 ,其余各处被毛长而蓬松 ,尤以

雄羊颈部、肩部和股部的被毛更长 ,形似
“
蓑

”
衣一般。

全身几呈暗灰褐色,老年雄羊色调更深暗,但体色可随性别、年龄的不同而异。脸

面、四肢前面色调最深,几 呈黑色,并具光泽,雄体的后腿后面呈现苍灰或锈红色,幼体则

显灰褐色,幼 羔色调更灰淡。尾色与体色相同,鬃毛多显灰淡。

头骨显著狭长,额、鼻面平直。鼻骨亦狭长,前端尖削,后端较钝。 泪骨长方形 ,后部
成弧形。颅顶后部明显下弯而与枕部处在同一水平面上 ,又 与腭面成一锐角。

上前臼齿 3枚 ,第 1枚小 ,仅外侧后面有小的纵棱 ,第 2枚略大,外侧有 3个纵棱,第
3枚比第 2枚稍大,外侧前后各具 1纵棱。上臼齿 3枚 ,它们外侧均有前、中、后 3个纵

棱,但以第 3上臼齿的后棱为发达。

下门齿 3枚。下犬齿紧靠第 3下门齿后面,二者形态相似。下前臼齿 3枚 ,第 1枚

小 ,略呈圆锥状 ,第 2、 3枚较大,内侧具前后纵棱 ,外侧圆而光滑。下臼齿大,前两枚的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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堪尔羊的IE Mcaiurements of″ .`r″
`口

乃|c〃‘H.sinith

重
Body
Wtight

体 后足长
Hind leg
iength

:̄7 数 性 别
sexNo.

74048

74047

74046
·
I· 057

J-74-TO07

74050

74049

J-74-TO06

♀

♀

♀

♀

♀

护

护

护

300

273

268

270

315

300

340

吻长
rviouth

重工(公厅);长度、高(宅米)。 Weight(kg);Length.Height(mm).

塔尔羊的头骨.skull of Ff.`c`,9``′,ic“‘H.smith

号数
No~

74048

T057

J-74-

TO07

74050

74049

J-74ˉ

TO06

护

护

护

69.7

70.4

10】

76.2

70.o

lO2

168

189

0

r
●

女
宗

.

长、宽(毫米9,Ltngth· width(mm).

图 1 ″‘
`9,“ ''g“

‘

`纟

`99′ '乃
″'f栖息环歧;夏季在高处 ,冬季林缘 ,图 中淡色的植物为箭竹丛 ,深

色的树种为柏树。远处的山蜂积有冰雪。

Fig, 1 H.abitats of H. `r`99J'乃
`‘

“‘: higll inoulltain ill suinmer and edge of groVe in winter.

In this figure, plants i‘ l light colouf are s|`,夕
`″

″‘′j″
'r|￠

 grovcs an.d those in dark colour are

cyprcssts. 
·
rhere are ice and snow afar o‘ 【.

尾
a
i
I

长
体 长
Body

lengtb

1326

1335

1400

1200

1400

1550

1870

778

801

,00

lO5

860

96

96

100

lO5

124

100

165

90()

耳 长
length

8()o

810

760

`o

70

71

70

65

75

性别
seX

腭长
Palate

length

奔骨长
Nose-
bone
lciigth

后头宽
nind
hcad
width

颅基长
sku11

basc
length

249

239

260

281

256

280

下齿 列长
Lowcr
tecth-

length

78.5

76.2

77.0

77,o

79.0

82.o

lO9

97.2

81.5

鼻骨宽
l`】 oseˉ

bonc
width

21

20.6

24132

150

125

137,2

145

齿列长
角宽
Check
v`idth

lO6

108

109

`5.573.8

73.0

98.6

78.o

87.0

92.s

75.o

75.0

114

:20

眶间宽
Intcrcyc-
socket
width

81.9

74.6

89.o

upper
tceth-

le11g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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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形状均类同,内侧前面各有一个不明显的棱 ,外侧有 1深凹,第 3下臼齿最大 ,除内侧前

面纵棱显著外 ,在 后端还有一个延伸的后叶,故外侧有 2个内凹。

地理分布:本种为喜马拉雅山系的特有种,主要集中分布在中、西喜马拉雅山体的南

麓。在西藏仅知樟木口岸至吉隆县一带有分布。 国外尚见于尼泊尔、锡金和克什米尔地

区的皮尔潘贾尔山 (Pir Panial Mountain)以 及印度的旁遮普一带。

分类讨论:1974年 ,我 国首次采到喜马拉雅塔尔羊,并 已报道 (1977)。

本种由 H.smith(1826)给 予命名。关于其亚种问题 ,经 Ellcrman&Morr1soⅡ scott

(1951)整理 ,认 为有两个亚种即:指名亚种 H.`.`御
`磁

fr″‘和锡金亚种 H.`,‘r例历 ,

前者产于尼洎尔,后 者在锡金。由于二者产地靠近,加上我们西藏曲象标本的特点,既有

符合 Fr.`.`'″
`渤

″″‘的地方 ,又有相同 H.`.跖切咖″ 的地方 ,因而它们是否为同一亚

种,值得进一步讨论。

Pohlc说 ,‰切‘/召',与
``″

`磁

9御‘在外形上几乎没有区别
”
前者肩高 102厘米 ,后者

为 91-102厘 米 ,我们两个雄体肩高为 86厘米,lO5厘米。

当 Pohlc在 描述它们的体色时 ,虽 指出 ‘c切咖” 的颜色变异要比 J`″
`磁

9″‘来得稳

定,但又说两者具有几乎相同的体色分布。 老年雄羊体色最深,年轻雄羊次之,雌羊及

幼体体色较浅。 正如我们在曲象所猎获的相同一群动物所观察的情况一样。 对角型比

较 ,将它们列成表 2。 又 Pohlc在作角型的比较时最后谈到,最重要的差别是在角型的延

伸指数上 (蹉
翁鬈多事会),锡金标本 (跖切咖`I)的延伸指数较小。若以此为标准,则曲

象标本延伸指数更小而又可另立一亚种了 (表 3)。 且 Pohlc在 谈到延伸指数时又指出 :

幼羊的延伸指数自然要大些,因为它们的角一般是没有弯曲的。 此点与我们的标本又相

矛盾 ,如表 2中 74049号 标本虽较年轻,角长仅 25.2厘米,但角型与老年雄体几无差别 ,

因此用延伸指数作为衡量亚种的标准是不够确切的。

为了更明确地显示曲象标本与尼泊尔标本和锡金标本各部位特征的相似程度,再将

表 1、 2中主要特征归纳成表 4,则明显地看到除 3者共有特征外 ,曲 象标本符合尼泊尔而

不符合锡金的有 4项 ,反之符合后者而不符合前者的有 3项。 最后就它们的分布:尼泊

尔的标本产于尼泊尔的久木拉 (Jcmla),距曲象约 360公里,而锡金标本来自该国的群

唐 (Chungtang),离 曲象约 220公里 ,上述 3处无地理上的分布屏障,处于中间地带的曲

寂 z 尼泊尔、镑全与中国西曳标本角形之比较

△△ble 2  ^. comparison of horns of Chinese Xizang spcci了 nCns `勹 th tbose of Nepal and sikkiln

标本产地
Locality of
specirtiens

双角位置
p。 siti。n of

t1】 c two horng

二角最宽点超过角基部宽度
Maxiniun Width of the
two hori、 s excess 、̀idth

of horn base

尼泊尔标本
Nepalese

远  位
Furtller position

1   倍
one titne

锡全标本
slkkim

曲象标本
Quxiang

曲象标本
Quxiang

7-8 远  位
Further position

7.9

棱长
)

而
(厘米

edges(cm

Length。 (found
sitleg on outer

39.5

34.o

36.2

25~2
具印i

r`l。 dulate
littie

角长(厘米)
Horn
iength
(cm)

角表面
I·Iorn
surfacc

具结节
l`Iodulated

具结节
Nodula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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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8 远  位
FurtheF pootion

1倍 多
over one tiinc

1   倍
Cke tinle

具结节
Nodu】 ated

远  位
Fufther position



农 3 尼泊尔、钳全及中口固0标本角型主△4位nt
I·ablc 3 Measufcinecnt‘  of niaijl l,orn parts of speciin.cng coIIccted in Chincsc Xizarlg, N· cpal and sikkhn。

I N· ()rtllWcst I’ latcatt Institute 。E Biology, Acadcnaia si!△ ica

击 4 曲尔标本与尼泊尔标本及】全标本的相似特征比较+

Table 4 Comparison of 8imilar charncteriatic8 of specinlens from Quxiang,N· cpal and sikkin

项 目
Ittm

各 部 体 色
Bo(ly cooluf ij1 vafio11s pafts

角型特征及主要部位员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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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标本正好具有双方的特征。 因此认为 H召″加
`g″

‘

'F″

助历啷 很可能无亚种分化,而
Pohle所定的 刀,`.‘品口咖″看来应为 H.`.`彻′

'腕
叨 的同物异名。

生态:塔尔羊是一种生活在喜马拉雅山南坡高山环境中的动物,由于身体粗密、毛

被长直 ,显示出它们对严寒、多雨气候的适应。在我国境内的分布高度常在海拔 3,000-

4,000米之间,研究标本采于海拔 3,500-3,850米 。

据我们所见 ,喜马拉雅塔尔羊的生活环境主要为云杉、冷杉与桦树林,林缘为茂密的

箭竹丛 ,其中夹杂着稀疏的圆柏、数种阔叶树及悬钩子属的灌木,林线以上为灌丛草甸、高

山草甸 ,这里草类植物发育良好 ,再往上为裸岩,山峰几乎终年积雪。1974年夏季调查时

动物大多已离开林子而栖于较高的山岭上。 若受惊扰,发现它们喜在耸立险崖和峭壁陡

坡的边缘逃遁 ,动作快捷稳健 ,历险如夷 ,具有岩羊和盘羊的攀崖本领。而在地势平缓,开

旷的地区,虽然植被类型与上述基本相似 ,却未发现它们的活动,所以林间险峻的山崖平

台 ,僻静的林缘陡坡 ,则为喜马拉雅塔尔羊典型的生活场所。

据当地猎人介绍 ,喜马拉雅塔尔羊早晚活动频繁,午间大多于隐蔽的林缘、避风的山

坳或崖下休息。性谨慎 ,活动范围相当固定,一年四季常在一定的区域内生活,但出现季

节性的垂直迁徙现象 ,如人秋后,它们由山体的高处往下移至森林附近栖息,待翌年夏季 ,

又由林缘一带上升到高山上生活。

塔尔羊主要以禾本科 (Gramicae)植 物为食,如苔草、冰草等,但也食箭竹及各种灌丛

的嫩枝、树叶。

雎兽 3岁时参与繁殖、配种于冬末春初,妊娠期约 200天左右,在 6月 产仔。每胎 1

仔,极少有产 2仔的。据我们 1974年 5月 底调查,雌羊虽已处在临产羔羊的前期,但仍见

雌、雄与幼仔一起生活,每群 lO数只或 20多只,而且羊群中的幼兽均各自紧随母羊行

动。 5月 28日 猎获母羊 3只 ,均怀胎 1只 ,胎儿已长满灰褐黄色的体毛,毛色与雌羊色调

相近,估计即将分娩。

鲍利尔 (1957)在《哺乳动物的生活与习性》一书中,谈到
“
喜马拉雅塔尔羊从不上升

至 lO,000英尺(计 3,270多米)的高度,且雌羊和幼兽组成小群同栖,雄羊仅在秋末的配偶

期才来同居
”
,这种说法看来不够全面,与我们的实地踏察有所不同,如上所述,我们标本

的采集高度即已超过了海拔 3,300米 ,同时雌雄羊终年结群一起生活,即使在雌羊产仔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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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季,它们亦不分开活动。

经济意义:活兽可供展览,还可提供肉食。毛皮质量粗硬,皮板厚,可做成耐磨的口

袋,或作为牲口驮运物资的靠垫等。

本种在我国境内仅限于喜马拉雅山南坡的个别谷地 ,分布范围相当狭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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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W MATERIALs ON BIRDS AND MAMMALS FROM
JOLIMOLUNGMA AREA AND AN APPROACH To

THE SUBSPECIEs OF HEMrrR^cI`s
JE″巴

^为
「rCI`sH.sMITH

lV·a11g zuxiang  ∶Li I)ehao   Cai Guiquan

(yorrnrFst ptcfe(lu rmsttr泌
`c oF Bioz。

乡J,zccdemt.c恩 intcc)

1n 1974 a scientific survey lvas Carried out in∶Boqu valley in the、 vOst o￡ 1Ioullt.

Jolnlolollgm.a Followillg Chien 
ˉ
Yellwen all(l FOllg Tsochien (1974),t△ is paper reports

the lile、7 1uaterials obtained, including brief descriptions on lllorpllology and ecology

of 33 spOcies of biras and 6 species o￡ nlanlals,

The syste111atic problen1 0n the subspecics of .E· e,,zjfr‘ I口 1‘ s Je),t7c%Jc2‘ s II. slllith

1826 is discuss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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