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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翼手目动物区系分类与分布研究进展、趋势与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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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吉首大学 生物资源与环境科学学院, 吉首 416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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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21 世纪以来，中国在蝙蝠区系分类、分布及生存现状的调查与研究方面突飞猛进，大陆学者已发表 6 个新种和 11 个

中国新记录种，台湾学者也发表了 4 个管鼻蝠新种，区系面貌渐趋明晰；人才队伍逐渐壮大，国内与国际合作日益增多；研

究内容与方法日趋深化和综合；物种保护意识明显增强；我国翼手目动物的研究呈现欣欣向荣的景象。然而总体上，中国目

前的翼手目动物调查与研究还需进一步深入和精细化，一些隐蔽种仍有待揭示，今后在中国广大区域内特别是边境区域还很

有可能发现新种或某些蝙蝠物种新的分布；已知的一些物种可能要进行新的分类修订和新的描述；需要绘制新的分布图和进

行新的区划研究，还需尽快建立专门的翼手目物种信息网络交流平台，进一步加强国内外更广泛的学术交流与合作。中国在

翼手目动物的区系分类、分布与多样性研究方面可望形成新的强势，在 α、β、γ分类研究水平上都将有许多新的作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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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perspectives and achievements in taxonomy and distribution 
of bats in China  
Zhi-Xiao LIU 1, You-Xiang ZHANG 1, Li-Biao ZHANG 2,*  
1. College of Biology and Environmental Sciences, Jishou University, Jishou 416000, China  
2. Guangdong Entomological Institute, Guangzhou 510260, China 

Abstract: Chinese chiropterologists have made significant improvements into research on bat taxonomy and distribution. Overall, 
scholars recorded 6 new species of bats, alongside 11 species recorded species in the Chinese Mainland and 4 new bat species of 
Murina in Taiwan. Chinese chiropterologists intensively cooperated with the international experts on bats, and adopted several new, 
multidisciplinary methods to carry out their studies. Likewise, in China, an increased awareness of bat conservation has been 
growing. Whilepublications on Chiroptera are continuing to increase increased in China, the methodology of these studies remains to 
be further developed in hopes of revealing the new and cryptic bat species. Considering the vast territory of China and the 
migrational habit of bats, we expect that with more refined methodology, more new species of bats and their distributions may be 
uncovered in the near future. Concurrently, it is important to reexamine the known species by the new taxonomic methods and fauna 
analysis through which the distribution and subdivision of bats can be updated. Additionally, an international platform for exchanging 
information of bats needs to be established to enhance the academic cooperation for bat researches. It is highly possible that China 
will soon become an important research center on taxonomy, distribution, phylogenetics and diversity evolution of Chiroptera, 
especially as Chinese researchers continues create new knowledge for bats at the α, β and γ taxonomic leve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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翼手目（Chiroptera）动物俗称蝙蝠，是哺乳纲

（Mammalia）中除啮齿目（Rodentia）以外的第一

大目，广布于地球上除南极和北极以外的广大区

域，但主要分布于常年比较温暖湿润的热带和亚热

带地区。蝙蝠是能真正飞行的夜行性哺乳类动物，

白天及冬眠期间栖居于岩洞、隧道、矿井、树洞、

竹筒及房屋的缝隙间等栖息地中，食性非常多样，

绝大多数主要捕食农林昆虫，也有主食果类、花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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甚至食鱼或以吸血为生的种类，在自然生态系统及

生物多样性的维持与稳定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

同时也是许多人畜共患病病源体的携带者，与人类

关系非常密切，是人类生产与生活中必须认真面对

的一大特殊类群（Wu & Hu, 2000；Zhang & Zhang, 
2005；Zhang, 2009）。 

对蝙蝠区系分类、分布及生存现状的调查与研

究是一项基础性的工作，有利于人类对蝙蝠多样性

的认识和物种保护计划的制订，也是深入研究其生

理生化特征、生态习性与行为模式、遗传分化历史，

以及人类疫病防控的理论依据与实践基础，一直受

到国内外学者的高度重视。国际上已出版了许多分

类学专著，其中《Mammal Species of the World》记

述全球翼手目 18 科 201 属 1 107 种（Simmons, 
2005），但因成书于 2002—2003 年，其后发表的新

种未列入，而 Reeder et al（2007）最新统计，目前

已知全球翼手目动物 1 133 种。事实上，我国学者

近年在蝙蝠区系分类与分布研究方面又取得了丰

硕的成果，为世界翼手类的深入研究做出了重要贡

献。为进一步推进工作，现将自 2000 年以来所取

得的进展与趋势作一简要综述。 

1  研究方法 

通过中国知网 www.cnki.net 和国家科技图书文

献中心网络服务网www.nstl.gov.cn进行期刊论文查

询。主要检索字段为（或篇名中包含）“翼手”；查

询条件：全部馆藏，全部记录，出版年 2000—2012，
模糊查询。在查询条件相同的情况下，再使用补充

检索字段“蝙蝠”予以重查。为避免遗漏，经过了反

复多次检索，并进一步扩大检索面，将检索字段设

置为“蝠”进行检索。 
综合所检索到的所有文献，选择篇名中包含主

题词“分类”、“分布”、“新记录”或“新纪录”、“地理

差异”、“系统发育”、“多样性调查”等明显与本研究

相关的文献，剔除不相关的文献，而对于根据题目

难于确定相关性的论文，则视论文中主要涉及的科

学问题是否与“分类或分布”有关而予以取舍。 
在所选择的文献中，排除科普、书讯或化石等

方面的论文，对于以形态、生态、回声定位、核型、

生理生化或分子生物学等方面为主体内容而不涉

及蝙蝠分类与分布实际内容的论文也不纳入分析

的范围。 
对于以中国学者为第一作者的相关的外文文

献则主要通过www.nstl.gov.cn的西文期刊检索功能

与上述检索方式，结合对 ScienceDirect、Springlink
和 Web of Science 查询、作者赠送等积累的相关资

料进行反复查检。 
对于篇名中包含“兽类新记（或纪）录”的论文

则依文中是否涉及翼手类新记录予以取舍。 
将遴选出来的文献主要按研究内容的侧重点

归为四类：I. 新种发表；II. 分布新记（纪）录报

道；III. 一般性的资源调查、区系或多样性分析；

IV. 综合性分类与系统发育研究。然后，再做进一

步细化分析。 
为了使分析具有可比性，我们还按以上检索方

式查询了 2000 年以前的相关论文，并对这些文献

进行了相应的遴选和归类整理。然后将所有这些期

刊论文按年代进行归类编排，并用 Microsoft Excell
软件进行图示处理。 

此外，为便于更广范围内综合把握有关信息，

我们还查阅了自 1949年以来我国大陆所出版的有关

哺乳动物的学术专著、地方兽类志、兽类图谱、图

鉴或手册中所涉及翼手目动物分类与分布的内容，

以及网上我们可以检索到的相关的学位论文。同时，

也简要分析了我国台湾蝙蝠学者的相关成就。 

2  结果分析与讨论 

2.1  论著的分布格局 
共遴选到有关我国（大陆）翼手目区系分类与

分布研究相关的期刊论文 131 篇（表 1），其中 21
世纪 96 篇，占 73.3%，年均 7.4 篇，约为之前年均

篇数的 4～5 倍（表 1）， 4 种类型的论文数量都迅

猛增长，尤其是新记录（包括中国新记录、省级新

记录等）报道多达 49 篇，占论文总数的 51%。 
自 2000 年以来，按年度发表的论文数量分布

情况如图 1 所示，可见 13 年间几乎呈现出 3～4 年

峰值逐渐增高的周期性（波浪型上升趋势），3 个峰

值分别出现在 2002（5 篇）、2005（11 篇）和 2009
年（15 篇）。 

解放后至文革前，我国（大陆）先后出版了几

部重要的兽类学著作（Shou, 1958, 1962; Xia, 1964; 
Qian et al, 1965），其中记述了一些翼手目动物。文

革期间对翼手目的研究则几乎处于停滞状态。自

1980 年代初期至 1990 年代中期，我国的兽类学研

究进入了编写志书或名录的高峰阶段，书中都对翼

手目动物作了记述。自 1990 年代后期起，应自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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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我国（大陆）翼手目区系分类与分布期刊论文的分布情况 
Table 1 Distribution of literature concerning the taxonomy and zoogeography of Chiroptera in China (Mainland) since 1949 

论文类型 
Type of literature 1949—1979 1980—1989 1990—1999 2000—2012 

I 
II 
III 
IV 

总计（年均） 
Total (Average) 

0 
3 
0 
0 
3 

0 
8 
9 
1 

18 (1.8) 

0 
9 
5 
0 

14 (1.4) 

6 
49 
25 
16 

96 (7.4) 

I：新种发表；II：新记录报道；III：一般性资源调查、区系或多样性分析；IV：综合性分类与系统发育研究。 
I; New species described；II; National or Provincial new record documented；III; Chiroptera fauna or diversity investigation and analysis；IV; Integrative 
taxonomy and phylogenetic research. 

 
图 1  2000 年以来，我国（大陆）有关翼手目动物区系分类与分布研究期刊论文的年度分布情况 

Figure 1  Yearly distribution of literature concerning the taxonomy and zoogeography of bats in China (Mainland) since 2000  
 

保护事业发展的需要，我国的兽类学著作向着综合

性与实用性的方向发展，陆续出版了一些图鉴、红

皮书、分布大全及野外兽类识别手册。21 世纪以来，

先后出版了《世界哺乳动物名典》（Wang et al, 
2001）、《中国哺乳动物物种和亚种分类名录与分布

大全》（Wang, 2003）、《中国物种红色名录》（Wang 
& Xie, 2004）、《中国哺乳动物图鉴》（Sheng, 2005）、
《中国兽类识别手册》（Yan et al, 2006）、《中国兽

类彩色图谱》（Yang & Yang, 2007）、《中国哺乳动物

彩色图鉴》（Pan et al, 2007）、《中国兽类野外手册》

（Smith & Xie, 2009）等著作，其中都对我国的翼

手目动物进行了记述或图示。 
2.2  发表了一些新种与新记录，区系概貌渐趋明晰 

2007 年以前，大陆学者没有发表过翼手目动物

新种，但自 2007 年以来已发表新种 6 个（表 1—2），
年均发表 1 个新种。21 世纪之前，大陆学者共发表

3 个中国新记录种，即大狐蝠（Pteropus giganteus）
（Wang & Wang, 1962）、缺齿鼠耳蝠（Myotis an-
nectans）（Luo, 1987）、泰国狐蝠（Pteropus lylei） 

（He & Yang, 1991）。然而，自 2002 年 Zhao et al
（2002）发表 21 世纪以来第一个翼手目中国新记

录种——高鞍菊头蝠（Rhinolophus paradoxolophus）
之后，也几乎以年均 1 个新记录的速度不断有新的

发现（表 3）。 
21 世纪以来，我国台湾学者在蝙蝠研究方面也

取得了长足的进展。2002 年，发表了宽耳蝠（Barba-
stelle leucomelas）台湾新记录（Lin et al, 2002）。2004
年根据新的研究资料修订补充出版了《台湾的蝙  

表 2  我国大陆学者以第一作者发表的翼手目新种 
Table 2  New species of Chiroptera from China described 

by Chinese mainland Chiropterologists as the 
first author 

物种名 Name of species 作者及发表时间 References 

1．北京宽耳蝠 Barbastella beijingensis Zhang et al, 2007 

2．华南菊头蝠 Rhinolophus huananus Wu et al, 2008 

3．倭扁颅蝠 Tylonycteris pygmaeus Feng et al, 2008 

4．泰国菊头蝠 R. thailandensis Wu et al, 2009 

5．楔鞍菊头蝠 R. xinanzhongguoensis Zhou et al, 2009 

6．施氏菊头蝠 R. schnitzler Wu & Thong, 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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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我国大陆学者自 2000 年以来发表的翼手目中国新记

录种 
Table 3  New record species of Chiroptera in China docum-

ented by Chinese mainland Chiropterologists since 
2000  

物种名 Name of species 作者及发表时间 References

1．高鞍菊头蝠 Rhinolophus paradoxolophus Zhao et al, 2002 

2．马氏菊头蝠 R.marshalli Wu et al, 2004 

3. 小巨足蝠 Myotis hasseltii Zhang et al, 2004 

4．小褐菊头蝠 R.stheno Zhang et al, 2005 

5.  无尾果蝠 M.ecaudatus Feng et al, 2006 

6. 泰国无尾果蝠 M.niphanae Feng et al, 2006 

7. 安氏长舌果蝠 Macroglossus sobrinus Feng et al, 2007 

8. 大趾鼠耳蝠 Myotis macrodadylus Jiang et al, 2008 

9．小蹄蝠 Hipposideros cineraceus Tan et al, 2009 

10．马来假吸血蝠 Megaderma spasma Zhang et al, 2010 

11．艾氏管鼻蝠 Murina eleryi Zhang, 2010 

 

蝠》第二版，同年成立了台湾蝙蝠学会；多位台大、

东海及中山等大学的研究生以台湾蝙蝠的分类及

亲缘关系为题，完成硕士或博士学位论文（Lin et al，
2004）。Kuo et al（2006）继发表金芒管鼻蝠（Harpiola 
isodon）新种之后，又同时发表了管鼻蝠属 3 个新

种，即黄胸管鼻蝠（Murina bicolor）、姬管鼻蝠（M. 
gracilis）和隐姬管鼻蝠（M. recondita）（Kuo et al, 
2009；Cheng et al, 2010）。 

虽然在我国境内还将会有新种发现和新记录

报道，但经过诸多学者的共同努力，我国翼手目物

种多样性的概貌和区系特征已渐趋明晰。在我国的

翼手目动物区系中，现已知鼠耳蝠属（Myotis）32
种、菊头蝠属（Rhinolophus）28 种、管鼻蝠属

（Murina）17 种、伏翼属（Pipistrellus）11 种、蹄

蝠属（Hipposideros）10 种，其他属种类较少，不

超过 6 种。最近，Zhang（2010）对我国翼手目分

类与分布的研究历史进行了比较系统的回顾，并基

于“物种区系的属性原则”提出，中国已有记录的蝙

蝠种类达 7 科 33 属 155 种，其中原生种 91 种、边

缘种 27 种、存疑种 19 种、分布未定种 15 种、外

来种 3 种。可见，我国翼手目动物的分类与分布仍

存在很大的研究空间。 
Ji & Chen（1990）曾通过划分小区和相关分析

法，研究了我国翼手目物种密度与主要环境因素的

关系，发现蝙蝠物种的分布密度一般随海拔和纬度

的升高而递减，海拔 2000 m 以上的地区物种密度

明显减少，物种密度分布与年均温呈正相关，与相

对湿度呈半对数线性相关，与日照时数呈负相关，

但密度最高处并非温湿度最高的地区，而是碳酸盐

岩发达有丰富山洞地貌的低山丘陵区。Li et al
（2005）研究表明，气候因子影响翼手目动物地理

分布的机制是限制性因子的作用，植被类型对翼手

目的种数分布没有明显影响，具有多洞穴特点的喀

斯特岩溶地貌具有较多的翼手目种类，而红层地貌

具有最高的翼手目种数密度。 
2.3  人才队伍逐渐壮大，国内与国际合作日益增多 

要做好翼手目的分类和区系研究，需要积累大

量的资料、标本和工作经验，当然尤其离不开稳定

的经费支持。鉴于学科发展的历史因素，有关我国

翼手目分类与分布的文献和模式标本散布于国外，

这给我国翼手目区系分类研究带来了极大的困难。

在老一辈兽类学工作者的关心和培育下，21 世纪以

来我国翼手目研究队伍逐渐壮大，不仅积累了较多

的标本、资料和经验，而且充分发挥我国翼手目资

源的优势，进行广泛的国内与国际合作研究，不断

取得新的进展。 
吴毅教授自 1980 年代以来长期专注于翼手目

分类学研究，对四川、广东、海南等省区的翼手目

动物进行了比较系统的标本采集和系统研究，报道

了数十个省级新记录种，近年还在国家自然科学基

金的连续资助下与日本、越南的同行专家合作发表

了 3 个新种（表 2）。 
自 1999 至 2008 年间，张树义博士领导的翼手

目研究团队在中国科学院、华东师范大学、国家自

然科学基金委和英国皇家学会的联合资助下主要

针对我国南方、西南和东南诸省进行大范围内比较

系统的蝙蝠资源调查，总计鉴别了至少 62 种，并

对狐蝠科、蹄蝠科和菊头蝠科的分类与分布问题进

行比较系统的述评，发表了由中国大陆学者命名的

首个翼手目新种——北京宽耳蝠（Barbastella 
beijingensis）（Zhang et al, 2007）和一些中国新记录

种（表 2—3），还提出了一些有待今后深入研究的

重要分类学问题，如丽江菊头蝠（R. osgoodi）和短

翼菊头蝠（R. lepidus）可能是同一个种；高鞍菊头蝠

（R. paradoxolophus）可最好被当作是贵州菊头蝠（R. 
rex）的一个亚种；华南菊头蝠（R. huananus）可能是

泰国菊头蝠（R. siamensis）的同物异名；中华菊头蝠

（R. sinicus）与托氏菊头蝠（R. thomasi）是否为不同

的种等（Zhang et al, 2009; Zhang et al, 2010）。 
中国科学院昆明动物研究所的 Zhou et 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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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在国家基础研究项目经费的支持下与加拿

大和墨西哥的蝙蝠研究专家合作，共同发表了隶属

于非洲−古北区线系（Afro-Palearctic lineage）的楔

鞍菊头蝠（R. xinanzhongguoensis），该新种在我国

西南地区的发现表明菊头蝠属的生物地理历史面

貌比我们之前所认识的要复杂得多。昆明动物所的

Feng et al（2008）在国内外同行专家的支持和帮助

下也发表了新种倭扁颅蝠（Tylonycteris pygmaeus）。 
此外，东北师范大学的冯江教授在国家自然科

学基金的资助下与获得俄罗斯基础研究基金资助

的俄罗斯科学院的蝙蝠研究专家合作，对采自我国

云南省 4 个洞穴中的高颅鼠耳蝠（Myotis siligor-
ensis）进行研究，主要基于阴茎骨的形态特征和颅

骨量度的主成分分析鉴别了一个新种，即栗色鼠耳

蝠（M. badius）（Tiunov et al, 2011）。 
综观近年来的研究文献，许多省区都有了专门

的翼手目动物研究组和学术带头人，国内同行之间

的合作也越来越广泛和深入，我国翼手目动物的研

究呈现欣欣向荣的景象。 
2.4  研究内容与方法日趋深化和综合 

与其他的哺乳动物类群相比，翼手目的分类研

究相对滞后。在曾经很长一段时间普遍认为兽类很

难有新种发现的学界共识背景下，自 1992 年以来

全球范围内已发表 78 个翼手目新种，且估计今后

发表的新种数仍在 70 种以上（Reeder et al, 2007）。
翼手目新种的发现不仅得益于调查与捕捉方法的

更新（如竖琴网的使用），而且受益于 DNA、回声

定位超声波、染色体与计算机统计分析等技术的广

泛应用。综合技术的运用使得传统形态学研究方法

不易区分的物种有了鉴别的可能。 
事实上，许多隐蔽种的发现就是综合研究技术

运用的结果，我国在这方面已经有了好的研究范

例。Li et al （2006） 对采自中国大陆的小菊头蝠

（R. pusillus）、台湾的单角菊头蝠（R. monoceros）、
日本主岛的角菊头蝠（R. cornutus）及冲绳岛的角

菊头蝠琉球亚种（R. c. pumilus）的线粒体细胞色素

b 基因的全序列和控制区序列进行支序分析，并结

合体型大小及回声定位声波频率的比较，提出最好

将它们视为不同的地理亚种而非独立物种的观点。

Sun et al（2008）对分布于江西省 Shiyan 洞的大耳

菊头蝠（R. macrotis）的形态特征、超声波主频率

和细胞色素 b 基因的序列进行比较分析，结果发现

了菊头蝠的一个隐蔽种。Sun et al（2009）还采用

DNA 分析技术对分布于我国的 32 个菊头蝠科和蹄

蝠科的物种进行比较研究，发现小蹄蝠（或果树蹄

蝠）（Hipposideros pomona）、无尾蹄蝠（Coelops 
frithi）和三叶小蹄蝠（Aselliscus stoliczkanus）这 3
个物种的种内线粒体细胞色素 b 基因的差异高达

5%以上，这预示着它们可能存在隐性多样性

（cryptic diversity），另一方面形态上存在明显差异

的两个物种，如大耳菊头蝠种组（R. macrotis group）
物种之间的序列差异却很低（0.79%—1.06%）。 

更值得注意的是，从发表在国内期刊上的论文

来看，即使是省级新记录的报道也已不再是内容单

一的形态学描述，也多涉及到形态学数据的多变量

比较分析，以及染色体组型、阴茎骨的特征或超声

波频率特征等综合性的内容。 
2.5  标本采集过程中物种保护意识明显增强 

鉴于翼手目动物特殊的生活习性和生活方式，

民众往往对其缺乏足够的认识和了解，甚至因产生

误解而驱逐或捕杀蝙蝠，破坏蝙蝠资源。 
21 世纪以来，我国的蝙蝠研究学者一方面加强

了科普宣传教育，积极撰写科普文章，向公众介绍

蝙蝠在生态系统中的作用和保护价值（Wu & Hu, 
2000; Zhang & Zhang, 2005; Zhang, 2009），另一方

面考虑到蝙蝠的繁殖率低，种群增长缓慢，在野外

考察过程中，养成了尽量少采标本，在捕捉到蝙蝠

活体时及时现场测量有关数据之后在原地放生，或

仅用打孔器采取翼膜小圆片（不影响其正常生活）

的良好习惯，以身作则地保护蝙蝠种群，努力使得

对蝙蝠种群的干扰降到最低。 
保护蝙蝠，非损伤性或无害性取样，不仅是全

球生物多样性与生态系统保护的需要，也是国际动

物伦理学发展的必然要求，蝙蝠区系分类与分布研

究专家理应而且能够起到很好的表率作用，并且还

可能创造新的非损伤性取样方法与研究模式。 
2.6  我国翼手目区系分类与分布研究前景 

管鼻蝠通常体型较小，且主要栖息于树洞中，

野外调查难于发现，随着竖琴网在野外调查中使用

频率的增加，越来越多的管鼻蝠新种被发现。自

2005 年以来，Eger & Lim（2011）已经从 19 个已

知种中鉴别出了 8 个独立的种，并且还从 2004 至

2007 年间采自中国南方的管鼻蝠中描述了 3 个新

种，这些种不仅在毛色、体型大小、头骨形状、齿

型及量度方面与以往描述的种类不同，而且线粒体

DNA 细胞色素 C 氧化酶亚基的序列差异也支持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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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不同的种。他们的研究还表明，分布于亚洲的管

鼻蝠种类被低估了 50%以上。迄今，加之我们近年

发现的艾氏管鼻蝠（Murina eleryi），分布于我国的

管鼻蝠总计 17 种，但管鼻蝠新种及新记录仍有可

能在我国境内发现。 
总的说来，我国目前的翼手目动物调查与研究

还需进一步深入和精细化，一些隐蔽种仍有待揭

示。另一方面，蝙蝠具有飞行能力，许多种类有迁

徙习性，但随着东南亚各国经济开发与环境保护日

益突出的矛盾和我国对生态环境保护的重视与生

态环境的改善，加之我国地域辽阔以及全球气候变

化（如随着全球气候变暖对蝙蝠分布的影响，一些

南方分布的蝙蝠不断在北方被发现）等因素，原分

布于东南亚及周边国家的蝙蝠也可能迁飞到我国

境内生活或定居。因此，今后在我国广大区域内，

特别是边境区域，还很有可能发现新种或某些蝙蝠

物种新的分布。同时，随着 DNA 分析技术的广泛

应用，以及超声波、染色体等方面的综合技术研究，

已知的一些物种可能要进行新的分类修订和新的描

述。而且随着资料的进一步积累，需要绘制新的分

布图和进行新的区划研究，还需尽快建立专门的翼

手目物种信息网络交流平台，进一步加强国内外更

广泛的学术交流与合作。总之，我国在翼手目动物

的分类、分布与多样性研究方面可望形成新的强势，

在 α、β和 γ分类研究水平上都将有许多新的作为。 
 
致谢：承蒙广州大学生命科学学院吴毅教授、

东北师范大学冯江教授和江廷磊博士、中国科学院

昆明动物研究所王应祥先生给予鼓励、支持并馈赠

文献，吉首大学生物资源与环境科学学院研究生李

艳丽、邵永刚协助查阅了部分文献，华东师范大学

Yi-Hsuan Pan 副教授修改英文摘要，谨致谢忱。 

参考文献： 

Cheng HC, Fang YP, Chou CH. 2010. A Photographic Guide to the Bats of 
Taiwan. Taipei: The Agriculture Committee Taiwan Endemic Species 
Research Institute. [郑锡奇, 方引平, 周政翰. 2010. 台湾蝙蝠图鉴. 台北: 
行政院农业委员会特有生物研究保育中心.] 

Eger JL, Lim BK. 2011. Three new species of Murina from southern China 
(Chiroptera: Vespertilionidae). Acta Chiropterologica, 13(2): 227-243.  

Feng Q, Wang YX, Lin S. 2007. Notes of Greater long-tongued fruit bat 
Macroglossus sobrinus in China. Zoological Research, 28(6): 647-653. [冯
庆, 王应祥, 林苏. 2007. 中国安氏长舌果蝠的分类记述. 动物学研究, 
28(6): 647-653.] 

Feng Q, Li S, Wang Y X. 2008. A new species of bamboo bat (Chiroptera: 
Vespertilionidae: Tylonycteris) from Southwestern China. Zoological 
Science, 25(2): 225-234.  

Feng Q, Jiang XL, Li S, Wang YX. 2006. A new record genus Megaerops 
and its two species of bat in China (Chiroptera, Pteropodidae). Acta 
Zootaxonomica Sinica, 31(1): 224-230. [冯庆, 蒋学龙, 李松, 王应祥. 
2006. 中国翼手类一属、种新纪录. 动物分类学报, 31(1): 224-230.] 

He XL, Yang BL. 1991. A new record of Chinese bat from Kunming of 
Yunnan - Pteropus lylei K. Andesen. Acta Theriologica Sinica, 11(1): 71-72. 
[何晓瑞, 杨白仑. 1991. 中国翼手类一新记录——泰国狐蝠. 兽类学报, 
11(1): 71-72.] 

Ji WH, Chen FG. 1990.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species density of 
Chiroptera and environmental factor. Acta Theriologica Sinica, 10(1): 23-30. 
[纪维红, 陈服官. 1990. 翼手目物种密度分布与环境因素的关系. 兽类

学报, 10(1): 23-30.] 

Jiang TL, Liu Y, Feng J. 2008. A new Chinese record species. Acta 
Zootaxonomica Sinica, 33(1): 212-216. [江廷磊, 刘颖, 冯江. 2008. 中国

翼手类一新纪录种. 动物分类学报, 33(1): 212-216.] 

Kuo HC, Fang YP, Csorba G, Lee LL. 2006. The definition of Harpiola 

(Vespertilionidae: Murininae) and the description of a new species from 
Taiwan. Acta Chiropterologica, 8(1): 11-19.  

Kuo HC, Fang YP, Csorba G, Lee LL. 2009. Three new species of Murina 
(Chiroptera: Vespertilionidae) from Taiwan. Journal of Mammalogy, 90(4): 
980-991.  

Li G, Jones G, Rossiter SJ, Chen SF, Parsons S, Zhang SY. 2006. 
Phylogenetics of small horseshoe bats from East Asia based on 
mitochondrial DNA sequence variation. Journal of Mammalogy, 87(6): 
1234-1240.  

Li YC, Meng YH, Zhang LC, Ye Q. 2005. Analysis of environmental factors 
on geographical distribution of Chinese Chiroptera. Acta Zoologica Sinica, 
51(3): 413-422. [李玉春, 蒙以航, 张利存, 叶青. 2005. 中国翼手目地理

分布的环境因子影响分析. 动物学报, 51(3): 413-422.] 

Lin LK, Motokawa M, Cheng HC. 2002. New record of Barbastella 
leucomelas (Chiroptera: Vespertilionidae) from Taiwan. Mammalian Biology, 
67: 315-319.  

Lin LK, Lee LL, Zhen XQ. 2004. Bats of Taiwan. Taizhong: National 
Museum of Natural Science.  

Luo YN. 1987. A new record of mammal in China-Myotis annectans in 
Yunnan. Acta Theriologica Sinica, 7(2): 159. [罗一宁. 我国兽类新记

录——缺齿鼠耳蝠. 兽类学报, 7(2): 159.] 

Pan QH, Wang YX, Yan K. 2007. A Field Guide to the Mammals of China. 
Beijing: China Forestry Publishing House. [潘清华, 王应祥, 岩崑. 2007. 
中国哺乳动物彩色图鉴. 北京: 中国林业出版社.]  

Qian YW, Zhang J, Wang S, Zhang BL, Guan GX, Shen XZ. 1965. Birds 
and Mammals in Southern Xinjiang. Beijing: Science Press. [钱燕文, 张洁, 
汪松, 关贯赉, 沈孝宙. 1965. 新疆南部的鸟兽. 北京: 科学出版社.] 

Reeder DM, Helgen KM, Wilson DE. 2007. Global trends and biases in new 
mammal species discoveries. Occasional Papers, Museum of Texas Tech 



6 期 刘志霄等：中国翼手目动物区系分类与分布研究进展、趋势与前景 693 

 

University, 269(8): 1-35.  

Sheng H L. 2005. Atlas of Mammals of China. Zhengzhou: He’na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Press. [盛和林. 2005. 中国哺乳动物图鉴. 郑州: 河南科

学技术出版社.] 

Simmons NB. 2005. Order Chiroptera. In: Wilson DE, Reeder DM, eds. 
Mammal Species of the World: a Taxonomic and Geographic Reference. 3rd 
ed. Baltimore, Maryland: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312-529.  

Shou ZH. 1958. Survey Report on Mammals of Northeast China. Beijing: 
Science Press. [寿振黄. 1958. 东北兽类调查报告. 北京: 科学出版社.] 

Shou ZH. 1962. Economic Fauna of China: Mammals. Beijing: Science 
Press. [寿振黄. 1962. 中国经济动物志: 兽类. 北京: 科学出版社.] 

Smith AT, Xie Y. 2009. A Guide to the Mammals of China. Changsha: 
Hunan Education Press. [史密斯, 解焱. 2009. 中国兽类野外手册. 长沙: 
湖南教育出版社.] 

Sun KP, Feng J, Zhang ZZ, Xu LJ, Liu Y. 2009. Cryptic diversity in Chinese 
rhinolophids and hipposiderids (Chiroptera: Rhinolophidae and 
Hipposideridae). Mammalia, 73(2): 135-141.  

Sun KP, Feng J, Jiang TL, Ma J, Zhang ZZ, Jin LR. 2008. A new cryptic 
species of Rhinolophus macrotis (Chiroptera: Rhinolophidae) from Jiangxi 
Province, China. Acta Chiropterologica, 10(1): 1-10.  

Tan M, Zhu GJ, Hong TY, Ye JP, Zhang LB. 2009. New record of a bat 
species from China, Hipposideros cineraceus (Blyth, 1853). Zoological 
Research, 30(2): 204-208. [谭敏, 朱光剑, 洪体玉, 叶建平, 张礼标. 2009. 
中国翼手类新记录——小蹄蝠. 动物学研究, 30(2): 204-208.] 

Tiunov MP, Kruskop SV, Feng J. 2011. A new mouse-eared bat (Mammalia: 
Chiroptera: Vespertilionidae) from South China. Acta Chiropterologica, 
13(2): 271-278.  

Wang CW, Wang S. 1962. The discovery of a flying fox (Pteropus giganteus 
Briinnich) from Chin-Hai Province, Northwestern China. Acta Zoologica 
Sinica, 14(4): 494. [王宗禕, 汪松. 1962. 青海发现的大狐蝠 (Pteropus 
giganteus Brünnich). 动物学报, 14(4): 494.] 

Wang S, Xie Y, Wang JJ. 2001. A Dictionary of Mammalian Names. 
Changsha: Hunan Education Press. [汪松, 解焱, 王家骏. 2001. 世界哺乳

动物名典. 长沙: 湖南教育出版社.] 

Wang S, Xie Y. 2004. China Species Red List. Beijing: Higher Education 
Press. [汪松, 解焱. 2004. 中国物种红色名录. 北京: 高等教育出版社.] 

Wang YX. 2003. A Complete Checklist of Mammal Species and Subspecies 
in China: a Taxonomic and Geographic Reference. Beijing: China Forestry 
Publishing House. [王应祥. 2003. 中国哺乳动物种和亚种分类名录与分

布大全. 北京: 中国林业出版社.] 

Wu Y, Hu JC. 2000. Preliminary study of the effects of human activity on 
the habitat of bats. Journal of Guangzhou Normal University: Natural 
Science Edition, 21(3): 60-64. [吴毅, 胡锦矗. 2000. 人类活动对翼手类生

存环境的影响. 广州师院学报: 自然科学版, 21(3): 60-64.] 

Wu Y, Thong VD. 2011. A new species of Rhinolophus (Chiroptera: 
Rhinolophidae) from China. Zoological Science, 28(3): 235-241.  

Wu Y, Motokawa M, Harada M. 2008. A new species of horseshoe bat of the 
genus Rhinolophus from China (Chiroptera: Rhinolophidae). Zoological 
Science, 25(4): 438-443.  

Wu Y, Harada M, Morokawa M. 2009. Taxonomy of Rhinolophus 
yunanensis Dobson, 1872 (Chiroptera: Rhinolophidae) with a description of 

a new species from Thailand. Acta Chiropterologica, 11(2): 237-246.  

Wu Y, Yang QS, Xia L, Peng HY, Zhou ZM. 2004. New record of Chinese 
bats: Rhinolophus marshalli. Chinese Journal of Zoology, 39(5): 109-110. 
[吴毅, 杨奇森, 夏霖, 彭洪元, 周昭敏. 2004. 中国蝙蝠新记录——马氏

菊头蝠. 动物学杂志, 39(5): 109-110.] 

Xia WP. 1964. Atlas of Chinese Mammals. Beijing: Science Press. [夏武平. 
1964. 中国动物图谱: 兽类. 北京: 科学出版社.] 

Yan K, Meng XL, Yang QS. 2006. Identification Manual for Mammals in 
China. [岩崑, 孟宪林, 杨奇森. 2006. 中国兽类识别手册. 北京: 中国林

业出版社.]  

Yang QS, Yang K. 2007. Color Atlas of Mammals of China. Beijing: 
Science Press. [杨奇森, 岩崑. 2007. 中国兽类彩色图谱. 北京: 中国林

业出版社.] 

Zhang JS. 2010. The Bats (Mammalia: Chiroptera) of China: An Integrative 
Approach to the Taxonomy. Ph. D. thesis, Graduate University of the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148-152. [张劲硕. 2010. 中国蝙蝠(哺乳纲: 
翼手目 )分类的综合研究 . 博士学位论文 , 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 , 
148-152.] 

Zhang JS, Zhang LB, Zhao HH, Liang B, Zhang SY. 2005. First record of 
Chinese bats: Rhinolophus stheno. Chinese Journal of Zoology, 40(2): 96-98. 
[张劲硕 , 张礼标 , 赵辉华, 梁冰 , 张树义 . 2005b. 中国翼手类新记

录——小褐菊头蝠. 动物学杂志, 40(2): 96-98.] 

Zhang JS, Gareth J, Zhang LB, Zhu GJ, Zhang SY. 2010. Recent surveys of 
bats (Mammalia: Chiroptera) from China . Pteropodidae. Ⅱ Acta 
Chiropterologica, 12(1): 103-116.  

Zhang JS, Han NJ, Jones G, Lin LK, Zhang JP, Zhu GJ, Huang DW, Zhang 
SY. 2007. A new species of Barbastella (Chiroptera: Vespertilionidae) from 
North China. Journal of Mammalogy, 88(6): 1393-1403.  

Zhang LB, Zhang JS, Liang B, Zhang SY. 2004. New record of a bat species 
from China, Myotis hasseltis (Temminck, 1840). Zoological Research, 25(6): 
556-559. [张礼标, 张劲硕, 梁冰, 张树义. 2004. 中国翼手类新记录——
小巨足蝠. 动物学研究, 25(6): 556-559.] 

Zhang LB, Gong YY, Zhu GJ, Hong TY, Zhao ZD, Mao XG. 2010. New 
record of a bat species from China, Megaderma spasma (Linnaeus, 1758). 
Zoological Research, 31(3): 328-332. [张礼标, 巩艳艳, 朱光剑, 洪体玉, 
赵旭东, 毛秀光. 2010. 中国翼手目新记录——马来假吸血蝠. 动物学

研究, 31(3): 328-332.] 

Zhang LB, Jones G, Zhang JS, Zhu GJ, Parsons S, Rossiter SJ, Zhang SY. 
2009. Recent surveys of bats (Mammalia: Chiroptera) from China. I. 
Rhinolophidae and Hipposideridae. Acta Chiropterologica, 11(1): 71-88.  

Zhang SY. 2009. Recent progress on bat studies in China and the future 
perspective. Bulletin of National Natural Science Foundation of China, 
23(5): 265-268. [张树义. 2009. 我国近年来关于蝙蝠的研究进展及对未

来的展望. 中国科学基金, 23(5): 265-268.] 

Zhang SY, Zhang JS. 2005. The family of bats. Life World, (12): 72-73. [张
树义, 张劲硕. 2005. 蝙蝠家族. 生命世界, (12): 72-73.] 

Zhao HH, Zhang SY, Zhou J, Liu ZM. 2002. New record of bats from: 
Rhinolophus paradoxolophus. Acta Theriologica Sinica, 22(1): 74-76. [赵辉

华, 张树义, 周江, 刘自民. 2002. 中国翼手类新记录——高鞍菊头蝠. 
兽类学报, 22(1): 74-76.] 

Zhou ZM, Guillén SA, Lim BK, Eger JL, Wang YX, Jiang XL. 2009. A new 
species from southwestern China in the Afro-Palearctic lineage of the 
horseshoe bats (Rhinolophus). Journal of Mammalogy, 90(1):57-7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