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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西南部明纹花鼠三个亚种的分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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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明纹花鼠是东南亚地区的特有种，在中国有 & 亚种（阿萨姆亚种、滇西亚种、滇南亚种），分布于

藏东南、云南西南部和南部。以往主要根据外部形态特征进行分类。为探讨 & 亚种头骨性状的差异，在测量 !$
个性状的基础上，运用统计分析软件 ()(( !! *% 对其可测量性状进行多变量分析。结果及推测如下：!明纹花

鼠 & 个亚种的地位是确定的。"在头骨 !$ 个性状中，两两亚种之间具有显著性差异的性状：阿萨姆亚种与滇西

亚种有 + 个（枕鼻长、吻宽、颧宽、眶间宽、后头宽、鼻骨宽、下齿列、下颌骨高）；阿萨姆亚种与滇南亚种有

, 个（颅全长、枕鼻长、颧宽、眶间宽、后头宽、下颌高、下颌骨高）；滇西亚种与滇南亚种有 - 个（吻宽、后

头宽、鼻骨宽、下颌高）。#滇南亚种与滇西亚种之间的亲缘关系近于两者各自与阿萨姆亚种之间的亲缘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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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 纹 花 鼠 ［ A7&’-B* &660,007%8’ （\;>2D15B8，

!+-%）］属 于 啮 齿 目（W;857:13） 松 鼠 科（(61<>1C
835），为东南亚的特有种，主要分布在不丹、印

度、缅甸、泰国、马来半岛、老挝、越南北部和中

国西南部。

明纹花鼠在 A7&’-B* 中体形相对较小，其主要

特征是体背外侧淡色纹明显，并通过肩部、颈侧与

面颊淡色纹相连。^BB5>937（!’-%）将 A7&’-B* 作

为松鼠科 4700-*6’$=$* 属下的一个亚属，包含 , 个

种；明纹花鼠作为其中的一个种，又包含有 !+ 个

! 收稿日期："%%$ 0 %! 0 !!；接受日期："%%$ 0 %- 0 !,
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中国科学院知识创新工程重大项目（_(H‘" 0 ! 0 %’；_(H‘"C(@C!%!X）

" 通讯作者（H;>>524;7817F 3<:=;>），^C931B：M37FERa931B * b1G * 36 * 67



亚种。!""#$%&’ ( )*$$+,*’-./*00（1234）仍将明纹

花鼠置于 !"##$%&’()(% 中的 *"+’$,% 亚属中，包含 5
个 亚 种： ! 6 + 6 +&&#-##"./’、 ! 6 + 6 0")0-’ （ 7"809，

1:;<）、 ! 6 + 6 )$/$#,1-’ （ )+"’#-!=>&$=,， 1:5< ）、

! 6 + 6 #’".2’% （ ?"*,,， 1212 ）、 ! 6 + 6 ’.&$.%2".2%
（@9*%&,，12A4）、 ! 6 + 6 /$#,1$’/-%（?"*,,，12A1）。

)**$#（123:）认为，* 6 + 6 0")0-’ 仅分布于缅甸东

南部、泰国西部和马来半岛北部，而中国云南西南

部、缅甸东部和泰国北部的明纹花鼠是一新亚种

* 6 + 6 &$##’.(%（)**$#，123:）。继后，)**$# ( @&0#
（1253）把所有的明纹花鼠亚种整理为 5 个亚种，即：

* 6 + 6 +&&#-##"./’、* 6 + 6 &$##’.(%、* 6 + 6 ’.&$.%2".2%、

* 6 + 6 3$.4-.%’% （ 7*’9*0#， 1241 ）、 * 6 + 6 0")0-’
（7"809，1:;<）、* 6 + 6 #-(&$2’%（@#%%+’/B，1:3C）；并

将前 述 5 个 亚 种 中 的 ! 6 + 6 )$/$#,1-’ 独 立 为 种

* 6 )$/$#,1-’，将 ! 6 + 6 #’".2’% 及 ! 6 + 6 /$#,1$’/-% 均

作为该种的亚种 * 6 ) 6 )$/$#,1-’ 的同物异名。D*$E#0
( F+""（122A）认同 )**$# ( @&0# 关于明纹花鼠 5 亚

种 的 划 分。 )**$# ( @&0#（ 1253 ） 曾 指 出

* 6 + 6 +&&#-##"./’ 与其他亚种之间的区别明显大于

明纹花鼠任何亚种两两之间的差别。@&0# 认为可将

* 6 + 6 +&&#-##"./’ 作为一个单型种（* 6 +&&#-##"./’），

而其余亚种归入 * 6 0")0-)。但 )**$# 认为：如果要

将 * 6 + 6 +&&#-##"./’ 单独作为一个种，必需确定在

* 6 + 6 +&&#-##"./’ 与 * 6 + 6 &$##’.(% 之间不存在中间

过渡类群；* 6 + 6 +&&#-##"./’ 应属于亚种分化的高级

形式，可能是端始种（+’/+G+#’0 ,G#/+#,），而其他亚

种是低级分化形式，最后仍把两者作为同一个种的

不同亚种。

H""#’（12;4）将中国境内的明纹花鼠归并为两

亚种，即 * 6 + 6 ’.&$.%2".% 和 * 6 + 6 0")0-’。)**$# (
@&0#（1253）则认为分布于中国境内的明纹花鼠有

C 亚种，分别是：* 6 + 6 +&&#-##"./’（阿萨姆亚种）、

* 6 + 6 &$##’.(%（滇 西 亚 种）、 * 6 + 6 ’.&$.%2".2% （滇

南亚 种）。后 一 结 论 被 多 数 学 者 接 受（D*$E#0 (
F+""，122A；I&’J，A44C）。这些亚种的区分都是

依据皮毛颜色等外部描述性特征，但明纹花鼠各亚

种皮毛的颜色受气候环境的影响在不同的季节差异

较大，而头骨特征则较为稳定。为此，本研究在传

统分类方法的基础上，结合头骨的性状特征，探讨

明纹花鼠亚种分类的鉴定依据。为准确鉴定明纹花

鼠亚种，特别是鉴定不同季节间毛色过渡类型的个

体提供依据。

! 材料和方法

! "! 材 料

查看的 ;; 号分析标本为中国科学院昆明动物

研究所（?KL）和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KML）的

馆藏标本（附录 1）。

! "# 方 法

头骨特征的测量均由第一作者用数显式游标卡

尺（精确到 4 641 %%）参照 )N,,#$（12<2）、)N,,#$
#0 &"（122A）的方法进行。每号标本测量 13 个头骨

性状（各性状说明见附录 A）。数据输入使用 IKO-1
型 P.-ACA 数据输入软件。用主成分分析、判别分

析等对所有研究类群的头骨性状进行分析。用单因

素方差分析分析 C 亚种两两间可量性状差异的显著

性。所有分析运用统计分析软件 .Q.. 11 64 完成。

# 结 果

# "! $ 亚种形态和头骨量度

阿萨姆亚种腹部毛基灰色，毛尖淡黄色（在 C
亚种中最浅）；四肢灰黄色；尾基部黄褐，次末端

黑色，毛尖黄白色，尾梢黑色。上齿列、下齿列、

下颌长较其他两亚种长，其余 1A 个特征数值较其

他两亚种小（表 1）。滇西亚种背部条纹最明显，

腹部赭黄色。颅基长、枕鼻长、口盖长、吻宽、颧

宽、鼻骨宽最大。而上齿列、下齿列、下颌长最

小。滇南亚种最显著的特征是：背部条纹不明显，

腹部黄色明显，背腹颜色对比是 C 个亚种中最悬殊

的；颅全长、眶间宽、后头宽、下颌高、下颌骨高

较其他两个亚种大。

# "# 头骨性状的主成分分析结果

前 C 个主成分的特征值分别是：: 6AA、A 63C、

1 612，累积贡献率为 <2 651R（表 A）。其中绝大多

数性状在第一主成分上具有较高的正负荷，而在第

A 主成分与第 C 主成分上各性状的负荷值差异较

大，故采用第 A、第 C 主成分做二维散布图（图

1）。

对第 A 主成分贡献较大的性状是吻宽、鼻骨

宽、上齿列、下齿列和下颌长，对第 C 主成分贡献

较大的性状是后头宽、下颌高和下颌骨高。这些性

状在所检测的标本中，除上齿列、下齿列、下颌长

外，其余均具有显著性差异（对应的 5A，A3值：吻

宽 13 6C:A、鼻骨宽 3 6;51、后头宽 1; 6CCA、下颌高

5 6142 和下颌骨高 C 6<51，6 S 4 6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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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 明纹花鼠 " 亚种的头骨量度［均值 # 标准差（范围）］

$%& ’ ! ()%*+（ # !"）%*, -%*.)+ /0 1-%*2%3 4)%+5-)4)*6+（44）/0 " +5&+7)12)+ 2* #$%&’() %**+,++$-.&

性状 !"#$#%&’$( 阿萨姆亚种 ! ) " ) "##$%$$&’()（’ * +） 滇西亚种 ! ) " ) #*$$)’+,（’ * ((） 滇南亚种 ! ) " ) )’#*’,-&’,（’ * (,）

颅全长 -./ 0( )+1 2 ( )34（,4 )56 7 0, )8(） 0, )0( 2 3 )10（0( ),0 7 00 )00） 0, )06 2 3 )+1（0( )80 7 00 ),4）

颅基长 !9. ,6 )15 2 ( )(8（,1 )68 7 ,4 )+,） ,6 )44 2 3 )18（,6 )34 7 03 )36） ,6 )43 2 3 )16（,6 )(4 7 03 ),0）

基长 9. ,1 ),5 2 ( )(3（,8 )+( 7 ,5 )3+） ,1 )+4 2 3 )11（,+ )53 7 ,5 )+4） ,1 )+4 2 3 )11（,+ )53 7 ,5 )58）

枕鼻长 :;. 0( ),4 2 ( )((（,4 )+( 7 0, )03） 0, ),5 2 3 )18（0( ),, 7 00 ),,） 0, ),8 2 3 )10（0( )01 7 00 ),5）

口盖长 <. (+ ),0 2 3 ),1（(8 )65 7 (+ )+0） (+ )0, 2 3 )8+（(8 )53 7 (1 )3,） (+ ),+ 2 3 )00（(8 )80 7 (+ )53）

吻宽 =:9 1 )(4 2 3 ),8（+ )65 7 1 )88） 5 )3+ 2 3 ),0（1 )14 7 5 )81） 1 )+( 2 3 )83（+ )5+ 7 5 ),4）

颧宽 >:9 (6 )15 2 3 )43（(5 ),0 7 (4 )81） (4 )+3 2 3 )81（(6 )5, 7 ,3 )(,） (4 )03 2 3 )0,（(6 )50 7 (4 )64）

眶间宽 ?:9 (( )34 2 3 )11（(3 )(, 7 (( )4,） (( )18 2 3 )00（(( )(8 7 (, ),8） (( )16 2 3 )0(（(( )03 7 (, ),0）

后头宽 @A9 (8 ),0 2 3 ),4（(0 )60 7 (8 )+5） (8 )56 2 3 ),4（(8 )8( 7 (+ ),8） (+ )35 2 3 )0(（(8 )88 7 (+ )06）

鼻骨宽 9; 8 )0( 2 3 )(4（8 )31 7 8 )+3） 8 )16 2 3 ),3（8 )83 7 + )38） 8 )86 2 3 ),0（8 )3( 7 8 )4,）

上齿列 BA= (8 )+, 2 3 )8,（(0 )45 7 (+ )33） (8 )00 2 3 ),4（(0 )40 7 (8 )55） (8 )8( 2 3 )8,（(0 )16 7 (+ )36）

下齿列 .A= (0 ),6 2 3 )81（(, )50 7 (0 )68） (, )66 2 3 ),+（(, )04 7 (0 )(6） (, )4+ 2 3 )03（(, )84 7 (0 )0+）

下颌长 @C. ,( )6( 2 3 )55（,3 )5( 7 ,, )+6） ,( )++ 2 3 )80（,3 )53 7 ,, )38） ,( )11 2 3 )88（,3 )4( 7 ,, ),3）

下颌高 @D 4)1+ 2 3 )80（4 )3, 7 (3 )3+） 4 )1+ 2 3 ),6（4 )(5 7 (3 )3+） (3 )(( 2 3 )05（4 )+, 7 (3 )68）

下颌骨高 D@ 0)60 2 3 ),3（0 )+3 7 8 )33） 8 )31 2 3 ),3（0 )61 7 8 )8+） 8 )(, 2 3 ),(（0 )65 7 8 )+0）

(头骨性状说明见附录 ,（EFGH#I#&JKI KL %$#IJ#H %"#$#%&’$ #$’ HJM&’N JI OGG’INJF ,）。

表中样本为完整头骨（/#PGH’M JI A#Q )( #$’ #HH KI JI&#%& %$#IJ#H）。

表 8 明纹花鼠 " 亚种主成分分析的因子负荷值

$%& ’ 8 9%16/- 3/%,2*.+ /0 1/47/*)*6+ ):6-%16), 0-/4 1-%*2%3 1;%-%16)-+ 2*
6;-)) +5&+7)12)+ /0 #$%&’() %**+,++$-.&

性状 !"#$#%&’$(
主成分 <$JI%JGH’ %KPGKI’I&

( , 0

颅全长 -./ 3 )4(1 3 )(++ 7 8 )04ER3,

颅基长 !9. 3 )4,5 7 5 )4(ER3, 3 ),0(

基长 9. 3 )4,4 7 + ),6ER3, 3 )(44

枕鼻长 :;. 3 )431 3 ),01 7 5 ),,ER30

口盖长 <. 3 )1+6 7 3 )(6, 3 )016

吻宽 =:9 3 )003 3 )55( 3 )046

颧宽 >:9 3 )6(+ 3 )050 7 0 )1+ER3,

眶间宽 ?:9 3 )51, 3 ),13 7 3 )(,(

后头宽 @A9 3 )114 3 )064 7 3 )86,

鼻骨宽 9; 3 )844 3 )8+5 3 )0(+

上齿列 BA= 3 )5(( 7 3 )+16 7 ( )88ER3,

下齿列 .A= 3 )++( 7 3 )50+ 3 ),(,

下颌长 @C. 3 )585 7 3 )++6 3 )(34

下颌高 @D 3)168 7 3 ),+8 7 3 )816

下颌骨高 D@ 3)5,, + )18+ER3, 7 3 )8,+

贡献率 S#$J#I%’ ’FGH#JI’N（T） +8 )6, (1 )60 5 )41
(头骨性状说明见附录 ,（EFGH#I#&JKI KL %$#IJ#H %"#$#%&’$ #$’ HJM&’N JI OGG’INJF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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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 明纹花鼠 " 亚种头骨性状主成分分析第 # 和

第 " 主成分的分布图

$%& ’ ! ()%**+,-./* /0 " 12&1-+)3+1 /0 !"#$%&’ #(()*))"+,$
%./45 *6+ 03,1* *7/ ),%43%. -,34)3-.+ )/8-/4+4* 0%)9
*/,1

! "# 头骨性状的差异比较

多重比较（表 "）显示，在本研究所用 !: 个性

状中，阿萨姆亚种与滇西亚种间具显著差异和极显

著差异的性状有 ; 个，阿萨姆亚种与滇南亚种间有

< 个，滇西亚种与滇南亚种间有 = 个。

! "$ 头骨性状的判别分析结果

判别分析结果得到 # 个判别函数，其特征值分

别是 < >"=# 和 " >""!。对第 ! 判别函数与第 # 判别

函数作图（图 #）。在第一判别轴上，阿萨姆亚种介

于 ? < >@@ A ? " >@@，滇西亚种介于 @ >@@ A = >@@，滇

南亚种介于 ? ! >@@ A " >@@；在第二判别轴上，阿萨

姆亚种介于 ? ! >@@ A ! >@@，滇西亚种介于 @ >@@ A
= >@@，滇南亚种介于 ? : >@@ A ! >@@。" 亚种得到完

全区分。阿萨姆亚种形成单独一族，而滇西亚种与

滇南亚种形成另一族。

# 讨 论

中国西南部明纹花鼠"亚种的地理分布据B//,+

表 # 明纹花鼠 # 亚种头骨性状的差异

%&’ ( # )*++,-,./, 0. /-&.*&1 /2&-&/3,-4 &50.6 32-,, 47’48,/*,4 0+ !"#$%&’ #(()*))"+,$

性状 C6%,%)*+,!

亚种 (2&1-+)3+1

! > # > #(()*))"+,$ D1 ’
! > # > (%))$+-’

! > # > #(()*))"+,$ D1 ’
! > # > $+(%+’."+’

! > # > (%))$+-’ D1 ’
! > # > $+(%+’."+’

颅全长 EF( @ >@:; @ >@"<! @ >;!#

颅基长 CGF @ >="H @ >:H; @ ><<;

基长 GF @ >="< @ >=#H @ >II!

枕鼻长 JKF @ >@#@! @ >@#"! @ >I!;

口盖长 LF @ >H"< @ >I#! @ >H#I

吻宽 MJG @ >@@@!! @ >@HH @ >@@@!!

颧宽 NJG @ >@@H! @ >@#;! @ >":;

眶间宽 OJG @ >@!H! @ >@!H! @ >;="

后头宽 B$G @ >@@#! @ >@@@!! @ >@#:!

鼻骨宽 GK @ >@@=! @ >!=! @ >@=!!

上齿列 P$M @ >"== @ >:H@ @ >H#<

下齿列 F$M @ >@#:! @ >@H@ @ >:<<

下颌长 BQF @ >""I @ >:H< @ >H@<

下颌高 BR @>II" @ >@!I! @ >@@=!

下颌骨高 RB @>@=@! @ >@!#! @ >:!<
!头骨性状说明见附录 #（ST-.%4%*3/4 /0 ),%43%. )6%,%)*+, %,+ .31*+U 34 V--+4U3T #）。
! / W @ >@:，!! / W @ >@@!（F(Q 82.*3-.+ )/8-%,3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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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 明纹花鼠 " 亚种头骨性状的判别分析图

#$% & ! ’()* )+ ,-$./$( ,0$-$,*1-2 )+ " 23%241,/12 )+
!"#$%&’ #(()*))"+,$ ). 5/2,-/6/.$.*
,$.)./,$( +3.,*/). 7 $.5 !

8 #$*1（79:;）的结论、<$.=（!>>"）的描述以及

本研究查看标本的具体产地，" 亚种在中国的分布

如图 " 所示：阿萨姆亚种分布于藏东南阿萨姆及滇

西盈江一带，滇西亚种分布于滇西南，滇南亚种分

布于滇南。" 亚种均为异域分布。

本文主成分分析及判别分析结果均显示，所选

的 7; 个头骨性状可将所研究对象明显区分为 " 个

类群。结合单因素方差分析结果，阿萨姆亚种在枕

鼻长、吻宽、颧宽、眶间宽、后头宽、鼻骨宽、下

齿列、下颌骨高 ? 个头骨性状上与滇西亚种显著区

分；在颅全长、枕鼻长、颧宽、眶间宽、后头宽、

下颌高、下颌骨高 @ 个性状上与滇南亚种显著区

分。而滇西亚种和滇南亚种在吻宽、后头宽、鼻骨

宽、下颌高 A 个性状上有显著区别。因此，在 " 亚

种的分类过程中，除了依据传统的外部毛色特征

外，还可结合上述头骨性状。

单因素方差分析结果表明：具有显著和极显著

图 " 中国西南部明纹花鼠 " 亚种的分布

B/= & " C/2*-/%3*/). )+ " 23%241,/12 )+ !"#$%&’ #(()*))"+,$ /. 2)3*0D12*1-. E0/.$

差异的性状占所测量性状比率：阿萨姆亚种与滇西

亚种之间占 ;" F""G，阿萨姆亚种与滇南亚种占

A: F:@G，滇 南 亚 种 与 滇 西 亚 种 之 间 占 !: F:@G。

显示了滇南亚种与滇西亚种的亲缘关系较近，阿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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姆亚种与另两个亚种间的关系相对较远。判别分析

结果也显示滇西亚种与滇南亚种组合成一族群，而

阿萨姆亚种单独成一族群。这些结果从另一侧面印

证了 !""#$ % &’($（)*+,）阿萨姆亚种可能为端始

种的观点。-’./ % 01$./（)*2)）认为中国大陆社

鼠各亚种的毛色与各亚种生活的纬度及海拔不同有

关，由北向南呈灰褐色趋淡，棕黄色趋深趋势。阿

萨姆亚种腹部毛尖淡黄色（在 3 亚种中最浅），滇

西亚种腹部赭黄色，滇南亚种腹部黄色明显，也体

现了这一趋势。

45’./ $( ’6（)**,）对中国大陆境内的巴氏亚

种原文描述为：“体腹面也呈淡黄褐色，但体外侧

暗色条纹至冬季呈黑色。分布于云南西南部近缅甸

边界的南定河地区。”对照滇西亚种与滇南亚种的

特点以及 !""#$ % &’($（)*+,）关于东南亚明纹花

鼠各亚种的分布图，巴氏亚种的分布范围不在中国

境内，巴氏亚种应该是 !""#$（)*,2）订的滇西亚

种。

! 结 论

! "# 中国大陆明纹花鼠 3 个亚种的地位是确定的。

! "$ 在传统分类的基础上，还可结合枕鼻长、吻

宽、颧宽、眶间宽、后头宽、鼻骨宽、下齿列、下

颌骨高 2 个头骨性状区分阿萨姆亚种与滇西亚种；

结合颅全长、枕鼻长、颧宽、眶间宽、后头宽、下

颌高、下颌骨高 7 个性状区分阿萨姆亚种与滇南亚

种；结合吻宽、后头宽、鼻骨宽、下颌高 8 个性状

区分滇西亚种和滇南亚种。

! "% 滇南亚种与滇西亚种的亲缘关系近于两者各

自与阿萨姆亚种之间的亲缘关系。

在传统分类方法的基础上，结合本研究结果，

为今后更加准确地对明纹花鼠 3 亚种进行分类，编

制 3 亚种检索表如下：

) 9 腹毛赭黄色较浅，略显蓝灰色；喉部较腹部稍深；眼眶后部至

耳廓前缘略带黑褐色。颧宽 )2 9 +7（)7 :;3 < )* :8+）==，后头

宽 )8 :;3（)3 :23 < )8 :,7）==，下颌骨高 3 :23（3 :,> < 8 :>>）

== 阿萨姆亚种 ! : " : "##$%$$&’()⋯⋯⋯⋯⋯⋯⋯⋯⋯⋯⋯⋯

腹毛赭黄色较深，喉部与腹部同色，眼眶后部至耳廓前缘褐色；

颧宽大于 )* :3>（)2 :73 < ;> :);）==，后头宽大于 )8 :72（)8 :8)

< ), :32）==，下颌骨高大于 8 :>+（3 :2+ < 8 :,3）== ;⋯⋯⋯

; 9 背部橄榄灰褐色，条纹较不明显，外侧浅纹白色；吻宽 + :,)

（, :78 < 7 :;*）==，下颌高 )> :))（* :,; < )> :28）

滇南亚种 ! : " : )’#*’+,&’+

⋯⋯⋯⋯⋯

⋯⋯⋯⋯⋯⋯⋯⋯⋯⋯⋯⋯⋯⋯

背部橄榄棕褐色，条纹明显，外侧浅纹黄色。吻宽 7 :>,（+ :+*

< 7 :8+）==，下颌高 * :+,（* :)7 < )> :>,）==
滇西亚种 ! : " : #*$$)’-+

⋯⋯⋯⋯⋯⋯⋯

⋯⋯⋯⋯⋯⋯⋯⋯⋯⋯⋯⋯⋯⋯⋯⋯

附录 # 查看标本

&’’()*+, # -’(.+/()0 (,1/+)(* +) 23( 024*5
) 9 阿萨姆亚种

?@0 A 7+;,2、7+;22、7+;*, A *+、7+3>)，盈江。

; 9 滇西亚种

?@0B+8>;)>、 ,)+、 +8>;))、 +;>>3*、 +;>>,+， 孟 连； ?@0B

2>>23， 孟 康； ?@0B77+， 孟 定； ?@0B>>>,,)， 孟 海； ?@0B

3>;，景 洪； @C0B;38>8、;38>;， 永 德； @C0B;38)3、;38),、

;38;;、 ;383+， 耿 马； @C0B;38>*、 ;38;7， 沧 源； @C0B

;38)*，临沧；@C0B;383>，双江。

3 9 滇南亚种

?@0B+)>>>;， 河 口；?@0B+)>>)8， 富 宁；?@0B7,>87、7,>,)，

屏边；@C0B)82+8、)8288、)8283、)82,;、)828+、)8*;2，勐

康；@C0B>**;2， 峦 贾； @C0B>**)>、>**)8 A ),、>**);， 车

里；@C0B)8272、)827; A 3、)827>、)82+2，勐龙。

（注：所有查看标本产地均位于云南省境内）

附录 $ 头骨性状说明

&’’()*+, $ 6,’71)12+8) 8) .91)+17 .3191.2(9
) 9 颅全长（/#$’($D( 6$./(1 "E DF566，GHI）：从头骨最前端（两前门

齿间的前颌骨最前端）至枕骨最后端的直线距离。

; 9 颅基长（J".KL6"M’D’6 6$./(1，NOH）：从前颌骨最前端至枕髁最后

缘的直线距离。

3 9 基长（M’D’6 6$./(1，OH）：从前颌骨最前端至枕大孔下前缘的最

短距离。

8 9 枕鼻长（"JJPQP(".’D’6 6$./(1，CRH）：从鼻骨最前端至头骨最后

端的直线距离。

, 9 口盖长（Q’6’(’6 6$./(1，SH）：从前颌骨最前端至腭骨后缘（不包

括棘突）的最短距离。

+ 9 吻宽（#"D(#’6 M#$’K(1，TCO）：左右两个眶前孔后下端之间的最

小宽度。

7 9 颧宽（UL/"=’(PJ M#$’K(1，0CO）：左右两颧弓外缘的最大宽度。

2 9 眶间宽（P.($#"#MP(’6 M#$’K(1，@CO）：眶间（若有眶上突则系眶上

突之前）的最小宽度。

* 9 后头宽（="D("PK M#$’K(1，!&O）：左右两个乳突外缘的最大宽

度。

)> 9 鼻骨宽（M#$’K(1 "E .’D’6D，OR）：两鼻骨的最大宽度。

)) 9 上齿列（5QQ$# (""(1 #"V，W&T）：上门齿最前缘（翼手目为上犬

齿前缘）至第 3 上臼齿齿冠后缘的最大长度。

); 9 下齿列（6"V$# (""(1 #"V，H&T）：下门齿最前缘（翼手目为下犬

齿前缘）至第 3 下臼齿齿冠后缘的最大长度。

)3 9 下颌长（=’.KPM56’# 6$./(1，!XH）：下颌骨前后端（包括下门

齿）的最大水平长度。

)8 9 下颌高（=’.KPM56’# 1$P/1(，!4）：第 )、; 下臼齿间下颌骨的垂

直高度。

), 9 下颌骨高（1$P/1( "E =’.KPM56’#，4!）：下颌骨的最大高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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