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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西部地区绿蟾蜍的分类研究 

费 粱 。叶昌媛 
(中国科学住成都生物研究所 成都 610041 b b@ntr．c曲 o1) 

黄永昭 陈晓暖 
( 百 石 t庆 40070O) 

摘 要 对中国西部 (新疆和西藏)原定名为绿籍蜍 加~qridis的 27个居群进行了形态学比较研究，同 

时与产于邻近地区的 B 而danaten~ (土库曼)、B．tata~ii和B．stomatlcus(克什米尔)的3种籍蜍标本或原始 

描述作了对比。我们赞同Borldn等 (1988)的研究结果，并将新疆各地原定名为绿籍蜍 B．viridis中四倍体的 

各居群 (包括准噶尔戈壁)统归为B．出加枷 。同时将新疆和西藏的各居群分为4个类型，即以新疆乌鲁木 

齐、若羌、塔什库尔干和西藏札达为代表的4类 ，它们的形态特征互不相同。现根据形态和地理环境的差异将 

新疆地区标本分为3个地理亚种，即分布于天山以北的达纳特籍蜍指名亚种 B．d．danatensisIzaisan~~．z，1978，分 

布于 天 山 以 南 的 南 疆 亚 种 B．d． 凇船 d血 ，1898和 分 布 于 帕 米 尔 高 原 东 部 的 帕 米 尔 亚 种 

B．d．taxkorens／s，subsp nov．；而西藏阿里札达者应为一新种，即札达籍蜍 加~anutaens／s，sp nov。对新 

种和新亚种进行了描述。 

美■词 两栖纲，无尾目，分类，绿糖蜍 ．扎达糖蜍 ，达纳特糖蜍帕米尔亚种 

中圈分类亏_面59—．53—o 。—— — — — —  ～  

1 绿蟾蜍研究筒况 

绿蟾蜍(Bufo viridis Laurenti，1768)的模式标 

本产地在奥地利的维也纳，原载分布于古北界的大 

部分地区，从欧洲西部(包括瑞典南端 ，除斯堪的纳 

维亚半岛、英国小岛和莱茵河以西的欧洲外)向东部 

到西伯利亚和中亚的哈萨克斯坦和阿尔泰山区、中 

国西部、蒙古以及非洲北部 (Inger，1972；Frost， 

1985)。Gee等 (1929)记 载在 中 国新 疆 叶尔 羌 

(Yarkand：莎车 Shache)有 B．viridis。Sehmidt 

(1926)对新疆产 B．viridis提出疑议，认 为新疆的 

物种与欧洲者不 同，但因资料不足，他仍记录为 

B．viridis。中 国 的绿 蟾蜍 曾一 度 与 花背 蟾蜍 

B．raddzn"相混(Pope等，1940)。此后四川生物研 

究所(1977)恢复了 B．viridis在新疆的记录。绿蟾 

蜍在西藏早有记载(Boulenger，1882)。此后．胡淑琴 

等(1987)报道了在西藏阿里地区获得绿蟾蜍标本． 

并作了记述。费粱等(199o)和叶昌嫒等(1993)先后 

将新疆和西藏札达的蟾蜍仍沿用为 B．v／r／d／s。 

Masik等(1976)报道在吉尔吉斯山区发现四倍 

体蟾蜍居群。Pisanetz(1978)将土库曼西南部Dfl／mo 

ta山谷的四倍体蟾蜍定名为新种．即达纳特蟾蜍 

B“ danat~uis，并作了形态描述．而对生活在原苏 

联和邻国境内的二倍体蟾蜍仍叫做 B“内viridis。 

Borkin等(1988)对西亚(包括波斯、红海、地中海、黑 

海与里海之间的地区)和中亚地区(包括准噶尔戈 

壁)的 B．viridis标本进行了分类研究，认为存在相 

当的复杂性。他还报道了准噶尔戈壁、土库曼、乌兹 

别克、塔吉克、哈萨克斯坦和蒙古西部等山地均发现 

四倍体群体。同时他指出：由于不同地区蟾蜍四倍 

体居群的遗传学和分类学至今还没有弄清楚，因此 

将上述地区所有的四倍体的蟾蜍暂确定为达纳特蟾 

蜍 B．da~mtensis PiSanetz，1978。我国学者吴敏等 

(1987)报道了新疆的奇台、乌苏、乌鲁木齐、哈密、和 

田地区和李树深(1992)报道了伊犁和库尔勒地区的 

“B．v／ridis 的染色体组型为 2n：44。鉴于新疆上 

述地区“B．virid~”均为四倍体，因此，有必要从欧 

洲的二倍体 B ~ridis中分出。本文赞同 Bork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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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1988)的意见，将所有四倍体的蟾蜍(包括准噶尔 

戈壁)归人 B．danatensis。至于新疆、西藏地区原定 

名为“B．viridis”的螬蜍是否都归人 B．danatensis? 

本文 对 我国新疆 各地 以及西藏 西部 原定名 为 

B．viridis的27个居群作 了进一步形态学比较研 

究。可将天山以北(乌鲁木齐)、天山以南(若羌)、塔 

里木盆地以西帕米尔高原(塔什库尔于)、西藏(札 

达)为代表分成4个形态型，其特征对比如表 1。 

T~oI~1 Char~t．erlsti~eoalmr~m amongfour populations 0f“晰 v~r／d／s”fromChina 

2 新疆地区Bufo daJl口翮 的分类探讨 

2．1 从表 1中可看出，分布于天山北部和东疆地区 

的 B．danatens~s与分布于天山以南的标本其形态 

较为相近，但南疆标本内掌突相对较小，约为外掌突 

的1／2；雌螬体背面在浅绿色基色上有墨绿色圆斑， 

其数量稀少；而北疆和东疆标本的内掌突相对较大， 

略小于外掌突；雌塘体背面在浅绿色基色上满布墨 

绿色长形或圆形斑。由于上述天山南、北两类标本 

的色斑不同，8eari~ (1898)曾将产于若羌等地的标 

本描述为一个新变种，即 B 加viridis var c∞ 

dr a，1898。经本文研究证实以上两类标本体背 

面色斑及掌突等特征确实有所不同。加之天山以北 

属温带大陆性干旱半干旱气候，全年无霜期 120～ 

180 d，年降雨量6OO ram；而南疆地区列属暖温带大 

陆性干旱气候，全年无霜期 180--240 d，若羌一带年 

降雨仅10innl，以上两地区地理生态环境的差异也 

很明显。因此，本文建议恢复南疆地区该塘蜍变种， 

并作为一个地理亚种，其种名应订正为达纳特塘蜍 

南疆亚种 13ufodanatensis ∞f。 

2．2 从表 1新疆 3个居群(或类型)的形态特征比 

较，其形态差异主要表现在塔什库尔于标本的跗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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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对较薄，突向外侧，直达第 5趾缘膜；液授标本体 

背面为浅棕色，有大小圆斑，眼下方有一大斑，四肢 

上有横纹，舌较小，宽为两口角间距的 1／4，耳后腺 

楔形等，以及该种生活在帕米尔高原东部，海拔为 

3120 rn左右的高原沼泽地带．该地 区无霜期 70 d。 

年平均气温3．2℃，其形态和生态环境与天山南、北 

者均有较大区别。因此建议将分布于塔什库尔干的 

辖蜍作为 B．danatensis的一个地理新亚种，即达纳 

特螗蜍帕米尔亚种 Bufo d．taxkorensis Fei，Ye and 

Huang，sp．nov．。 

3 西藏札达地区 Bufo viridis的分类探讨 

Dubois等(1977)研究了喜马拉雅山西部克什米 

尔地区原定名为 B．viridis的标本 ，他认为在该地 

区没 有 B．viridis，应是 Bufo Latastii Boulanger 

(1882)。而且该种仅分布于拉达克和克什米尔一带。 

他同时还提 出另一个种 Bufo stomaticus L t1【en 

(~863)也分布在克什米尔的西部和南部。Boulenger 

(1882)曾记载西藏有 B．viridis；胡淑琴等(1987)将 

西藏札达的标本描述为 B．viridis。鉴于西藏札达 

地区距克什米尔较近．因此 西藏地 区原定名的 

B．viridis标本有必要与新疆的B．danatensis和克 

什米尔地区的B．1atastii和B．stomaticus 3种蟾蜍 

作比较。 

3．1 从表 1各地居群(或类型)标本形态上的差异， 

可以看出西藏札达标本与新疆各地居群有明显不 

同，即札达标本体背瘰疣较小而多，耳后腺短小，逗 

号“，”形，其长略大于宽；掌部疣粒少，雄性声囊部位 

与周围颜色相同，色均浅；鼻骨小，其中缝短，左右不 

相接，蝶筛骨显露较多等特征与B．danatensis原始 

文献和新疆各居群标本均有明显区别。因此，西藏 

札达 标本 不是 新疆 的 B．danatensis(原 定名 为 

B．viridis)。 

3．2 西藏札达的辖蜍与克什米尔的 B．Latastii标 

本 和原始文献相比较，前者耳后腺短小，呈逗号 

形；二掌突均大，内侧者略小于外侧者；掌部小疣少； 

关节下瘤不成对；胫部背面无大疣粒；体腹面无深色 

斑点。而后者耳后腺窄长；二掌突小，内侧者远小于 

外侧者；掌部小疣多；关节下瘤成对i胫部背面有一 

个大瘰粒；体腹面有深色小斑点等特征可显示两者 

区别明显，互不相同。 

3．3 西藏札达的埔蜍与克什米尔西部和南部以及 

尼泊尔的 B．stomaticus的标本 及有关文献相比 

较，前者耳后腺短小，呈逗号形；鼓膜小，为眼径的 

1／3；掌突大，掌部小疣少；额顶骨较窄，有囟门。而 

后者耳后腺长，且大，长椭圆形 ，长为宽的2倍；鼓膜 

大，为眼径的 2／3；掌突小，且内侧者远小于外侧者： 

额顶骨较宽，无囟门(Martin，1972)。从上述特征比 

较，两者也有明显差别。 

根据以上比较结果，札达标本与 B．danatensis． 

B．1atastii和 B．stomaticus均有明显区别，因此将 

西藏札达的蟾蜍确定为新种 ，即札达蟾蜍 Bufo m． 

rndaensis Fei，YeandHuang，sp．nov． 

4 新种和新亚种的描述 

4．1 札达蟾蜍．新种 Bufo za~'ndaensls Fei，Ye and 

H~ang，so．I10~．(图 1) 

正模标本 CⅢ760085号，雄性成体，体长 55．1 

rnrn，西藏阿里地区札达县(79。舯 E，3r50 N)。海拔 

2 900m；1976—07一D2张荣祖采 

副模标本 4 (CIB 760086～760089号)。3 

号次成体(CIB 760090～760o92)与正模 同时同地 

采 

鉴别特征：本新种与 Bufo stomaticus Ltitken， 

1863相近。但新种有下列特征区别于后者：1)耳 

后腺短小呈逗号形，长略大于宽；2)鼓膜小。其 

直径为眼径的 l／3；3)掌突大，且内掌突略小于 

外掌突；4)内声囊处无黑色；5)额顶骨较窄长． 

有囟门。而后者耳后腺较宽大，长椭圆形 ，长为宽 

的3倍；鼓膜大，为眼径的 2／3；掌突小 且内掌 

突远小于外 掌突，为外掌 突的 1／2；内声囊处黑 

色；额顶骨较宽，无囱门。 

形态 描述：雄 螗 体 长 48．8～64．8 (57．0) 

mr／l；头宽大于头长；吻圆；吻棱显著，撷部略向 

外懊I倾斜，几无凹陷；鼻孔近吻端；鼻间距略大于 

眼间距，上眼睑宽大于服间距；鼓膜显著．椭圆 

形，约为眼径的 l／3；舌长椭圆形，后靖无缺刻。 

前臂及手长为体长的 44％；指宽扁，指端浑 

圆，浅褐色；第l指长于第2指或相等。第 4指长 

约为第 3指的 3／4，末端达第 3指远端第 l关节 。 

①壹看法国巴黎自然博物馆两栖爬行动物实验室标 Bufolataxtii，No 1979—8513，KaIgi，Ladakh，2 680m； ；血 ~ornaticus No 15311 

Ner~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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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札达糖蜍 ＆c，。zamdamuis，sp nOV 
Type cIB760085．Zamda，Xm lg 

指侧缘膜显著；关节下瘤不成对，外掌突大而圆， 

内掌突略小。后肢较短，胫跗关节前伸贴体达肩部 

或肩后，左右跟部相遇，胫长为体长的 38％；趾 

靖圆，浅褐色；趾侧缘膜宽，基部相连成蹼，第 

1、2趾外侧和第 5趾内侧蹼不达趾端；第 4趾蹼 

达近端第 1与第2关节下瘤之间；关节下瘤小而显 

著；内踱突大，外臃突较小。 

皮肤粗糙，头后及体背面满布大小癜疣，其上 

密布小白刺，121角后有大疣；耳后腺扁平，短小， 

呈逗号 “，”形；四肢背面较光滑；体侧、腹后及 

股基部具大疣粒；跗褶明显，达内踱突后侧；体腹 

面满布扁平疣粒。 

生活时雄蟾背面橄榄色、浅绿色或灰色，有少 

数深色斑；腹面乳白色。 

第 2性征：雄蟾前肢粗壮；内侧 3指及内掌突 

上具黑色婚垫；有单咽下内声囊，声囊无黑色，声 

囊孔长裂形 ，位于 121腔右侧或左侧，760089号标 

本体长 51 m ，有婚垫而无声囊孔。 

3只幼蟾，体长 32．7～38．5 nm，各部特征与 

成体同。 

头骨：鼻骨小，中缝短，左右鼻骨不相触；蝶 

筛骨背面显露多；额顶骨窄长，有囟门和骨缝。 

生物学资料：该蟾生活于西藏西部阿里地区的 

札达，常栖于海拔 2 900m左右处山区的沼泽草地 

和水塘附近。 

4．2 达纳特■蜍帕米尔亚种 aufo danatenslstax． 

korensis Fei。Ye and neang。鲫岫岛p．nov．(图 2) 

正模标本 Cm 74S【0177号，雄性成体，体长 

64．0 nm，新疆塔什库尔干 (37。40 N，75 12 E)， 

海拔 3 120m；1974—06—11黄永昭采。， 

副模标本 15 (cm 74$10178-0180，0176； 

CMNH 74S10126--0135，0139号)和 3早早(CMNH 

74S10136，0137，0144)与正模标本同时同地采。 

鉴别特征：本新亚种与指名亚种(Bufo d．da． 

natensis Pisanetz，1978)和南疆亚种(13ufo d．舡  

zowi&d妇 a，1898)比较，前者有以下特征分别与 

后二者相区别：1)体较窄长，雄性体长 51．6～66．0 

(60．0)ram；2)耳后腺呈楔形，低平；3)鼓膜小，纵径 

略大于眼径的 1／3；4)舌小，为两口角间距宽的 1／4； 

4)内掌突小，远小于外掌突，约为外掌突的 1／2；5) 

跗褶明显，呈薄片状，经内脏突与第1趾缘膜汇合； 

6)眼前角下方有 1个醒目长方形大斑；7)四肢横纹 

宽而清晰。 

形态描述：雄性体长51．6～66．O(60．0，n=16) 

nm，雌性 49．5～68．7(60．8，n=3)rnln，头宽大于 

头长；吻圆，吻棱明显，颊部略向外倾斜 ，几无凹陷； 

鼻孔近吻端；鼻间距略大于眼间距；上眼睑宽大于眼 

间距；鼓膜纵椭圆形，直径约为眼径的 1／3；舌小，长 

椭圆，其宽为两口角间距的1／4，后蛸无缺刻。 

前臂及手长约为体长的44．4％左右；指宽扁， 

指端圆，浅褐色；第 1指长于第 2指，第 2、4指几 

等长，第 4指达第 3指的远端关节；指侧缘膜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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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达纳特蟾蜍帕米尔亚种 &咖 danatemls缸墒删  ，乳lb印 nDv 

Type CIB74S10177． ， kD an．x喇 啦  

关节下瘤不成对；掌突较小，内掌突远小于外掌 

突，间距宽；掌部小疣多 后肢短，胫跗关节前伸 

贴体达肩后，左右跟部不相遇；胫长为体长 36％ 

左右；趾端与指端同；趾侧缘膜宽，基部相连成 

蹼．第 1 2趾外侧和第 5趾内侧蹼几达趾末端。 

第4趾蹊达近墙第 1与第 2关节下瘤之问；内蹴突 

大，外疏突略小。 

皮肤粗糙，头后及体背面满布小瘰疣，其上有 

小白刺；口角后方有大疣；耳后腺扁平、前宽后窄 

呈楔形，长为宽的2倍；四肢背面较光滑；体侧及 

整个腹面具扁平疣；跗褶明显，呈薄片状，经踱突 

与第 1趾缘膜相连；跗、踱腹面具小疣。 

生活时雄蟾背面橄榄绿、灰绿或灰黄色。上面 

散布有大小不等的墨绿或深绿色斑点；眼前角下方 

有 1个醒目的深棕色大斑：四肢背面各部有墨绿色 

横纹2～3条，前臂、股、胫、跗部各有1条宽横 

纹。腹面乳黄或灰黄色，或多或少具深棕色小斑 

点。雌蟾生活时背面多为灰绿色或灰黄色．体背面 

斑点和四肢背面横纹深墨绿色，体背斑点较多，常 

连缀成花斑，有的个体在背脊中线两侧花斑纵向排 

列规则，使背脊中央呈现 1条灰黄色宽纵带纹。 

第2性征：内翎 3指及内掌突有深棕色婚刺； 

有单咽下内声囊，声囊黑色，声囊孔长裂形，位口 

角前方左侧或右侧。 

头骨特征：额顶骨较窄长，有骨缝，前部有囟 

门；鼻骨大，呈三角形，中缝长 左右鼻骨相触； 

蝶筛骨不显露(标本号74S10178，体长58．2mm)。 

生物学资料：该蟾生活在西昆仑山帕米尔高原 

东隅山麓的新疆塔什库尔干地区．属高原山间盆 

地，该地区海拔 3 100m左右，年平均气温 3．2℃， 

无霜期 70 d。成蟾多栖息在海拔2 90o～3150m高 

原的河滩沼泽地。1974—06上、中旬在塔什库尔 

千城郊 ，黄 昏时即可听到雄蟾发出的 。ger、get 
⋯ ⋯ ”鸣声，鸣声可持续至黎明前；当气温24℃， 

水温 20℃时，多数成蟾蹲于沼泽地水坑边或浮于 

水面上，并可见到雌雄塘的抱对现象，雄蟾前肢抱 

握在雌蟾腋胸部。将抱对成体置于室内盆中，经过 
一 夜之后，雌蟾产卵、排卵时间从开始至结束约经 

5 h。该蟾白天隐蔽于草墩下的缝隙或洞中。卵产 

于水坑内，卵粒棕黑色成单行排列于管状的卵胶 

带。蝌蚪 生活于水坑 内，6月上旬早 上气温为 

13℃，水 温 12～ 14℃；中午气 温 32℃ 水温 

2o℃，此期蝌蚪在水中较为活跃；体尾黑色，唇齿 

式 I：1+1／111。 

本文新种和新亚种正模标本保存在中国科学院 

成都生物研究所，副模标本分别保存在成都生物研 

究所和重庆自然博物馆。 

致 谢 法国巴黎 国家 自然博袖馆 A．Dutx~is和 

A．Ohler教授惠允查看有关标本和赠送文献资料， 

并得到本所王朝芳先生的走力支持．谨此一井致 

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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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XONOMIC STUDIES ON Bufo v／r／d／s FROM WEST CHINA 

(Amphibia：Anura) 

FEl Liang YE Chang-yuan 

(a g Institute ot"Biology．theC~im,seAcademy ot"＆ 槲 ．0 - 日} 6113(141 0菇圆 ．cdb盯． ) 

HUAI~3 Yong-zhao Q-IEN Xiac-nuan 

(他 轧̂删 a ·，鲴 ，D I一 出蜡 4o0700) 

AIbsIn~t In this paper，morpho logic characteristics a- 

mong 27 populations of original green toads BWo 

ridis from westChinawere compared．Inmeantime． 

their charactersⅥ re colltrssted with the three toads 

of the Turkmen and K~1"lmir from adiacents fl1．o_~s． 

B咖 danatensis，B咖 latastii and B．fo stomaticus 

(K2tshn~r)．The results show出at they may be divided 

into 4 types which dlffer from each other in morpho ． 

1ogic characters (1、abIe1)．We agreetothe suggestion 

made by Borkin et a1．(1988)that the tetraloid toads 

from Xinjiang a瑚 are temporarily phced in BWo 

danatensis．Now this sDecies includes 3 subspecies in 

Xiniia~g arP-~1BWod．clanatensis Pisanetz，l978；Bu- 

fo d．pewzow／Bedriaga，1898； ，0 d． 畦Dr跏 

subsp．nov．．The toad from Zamda。west Xizang(Ti- 

bet)is consideredtobe a distinct species，B．fo zam． 

da~ sis sp．nov．． 

mf，。zamdaensis Fei，Ye andHuang，sp．nov．(Fig．1) 

H0lotype：No．CIB760085，adultmale，typelocal— 

ity：Zamda(Tz~da)County(79。8O E，31。5O N)， 

Ngari(Ari)Prefecture，Xizang(Tibet)，altitude 2 900 

m；July 2，1976 eollected by Chang Rong-zu． 

Paratypes：4 (Nos．CIB 760086—0089)，3 

subadu1ts(Nos．CIB76oo9O一76oo92)，collected with 

the ho lotype． 

I~ is：TKs new species is similar to Buf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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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omaticus Lutken，1863，but differs from the latter 

_m：1)pammid small，long slight larger than broad；2) 

tympanum smell，1／3 diameter of eye；3)p日Jm  

large，inner one dight smallet than outer one；4)inter- 

na1 vocal Scqe of male without dark colour；5)fmntopar— 

itals twice as long丑s broad．with a fontanelle．The tat— 

ter carl be distinguished in：1)parotoid large．elliptical。 

about three times as long a5 broad；2)tympanum 

large，2／3 diameter of eye；3)palmars small，and inner 

ONe much less Outer one，about 1／2 outer；4)fmnmpar- 

itals lacking a fontandle；5)male with a dark internal 

vocaI阻c． 

Bl‘，o d锄nt棚 is ta,xko~nris Fti，Ye and Huang，sl-b． 

sp．I ．(Fig．2) 

Holotype：No．CIB 74S10177，adult male，type lo— 

cality：Taxkorgan(37 4O’N，75 12 E)，x iang，altl— 

tude 3 120m ；June 1 1．1974 collected by Huang Yong- 

zhao． 

Paratypes：15 (Nos．CIB 74S10178—0180， 

0176；CMNH 74S10126—0135，0139)，3早早(Nos． 

CMNH 74S10136，0137，0144)and tadpoles mlteeted 

th the holotype． 

Diagnosis：This r subspecies is similar to B咖  

danatensis danatensis Rsanet~，(1978)and Bufo 

d．pewzow／Bedriaga。1898。but differs fm  the latter 

tWO subspecies i“：1)body rather thin and long，body 

length me&rl 60．0±3．6， ：16 in male，2)parotoid 

smell，wedge，depressed，twice丑s long 8s broad；3) 

tym~anuiTi smaU，1／3 diam eter of eye；4)tong~ small 

丑s broad丑s 1／4 distanoe between two mouth angles； 

5)inner palrnar much less than outer。about 1／2 outer 

one；6)inner tarsal foId distinct，thin slice， g a— 

long inner metatarsal tubercle and eonfluenfing  with 

fringe of fifth toe；7)a large，long spots bebw eye；7) 

limbs with wide and distinet cross-bars． 

All type speimens are kept in Chengdu Institute 

ofBiology andChongqing Museum ofNaturalHisto— 

ry- 

Key words Amphibia，Anura，Taxonomy，B咖 ~,iridis，B咖 zamdaensis sp． ．，B danatensis 

ta．T．korerffis subsp．nov． 

黑龙江省长林岛和雁窝岛鹤类的最新消息 

笔者于 1999—05中旬对黑龙江省长林 岛自然保护区 

和雁窝岛自然保护区进行了为期2周的调查。两个保护区 

均在三江平原腹地挠力河、七星河流域的宝清县境内．为 

同一块湿地且连成一片。长林岛自然保护区行政臂理属黑 

龙江省农垦总局597农场，地理位置为 132。42 ～132。45 

E，46。37 ～46。49 N。总面积为 10000 hm2。雁窝岛自然 

保护区的行政臂理属黑龙江省农垦总局853农场。地理位 

置为 132。39 ～132。00 E，46。40 ～46。48 N。总面积为 ll 

916hm2。两区湿地类型完全一致，均为苔草酒泽、小叶 

美■词 丹顶鹤，白枕鹤，大天鹅 ，长林岛，雁窝岛，黑龙江省 

中田分类号 59．726 

本文 1999—06—30收两 

章草甸和芦苇沼泽。为鹤类提供了良好的栖息生境。 

考察中共见到丹疆鹤 (Grus， 27只，白枕 

鹤 (Grus厕炯)25只 (其中在长林岛自然保护区见到丹 

疆鹤8只，白枕鹤 15只)。根据调查访问估计在两地繁殖 

的丹顶鹤有60泉只，白枕鹤有50泉只。迁徙期丹顶鹤数 

量可达 200泉只，自枕鹤达 150泉 只。另有大天鹅 

(Cyrus0髫，l埘)10泉对在此繁殖，1998年春季迁徒数量 

达 1 000泉只，最大集群达 200泉只。 

李晓民 

(东北林业大学野生动物鬻源学院 暗尔滨 1500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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