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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鸟类目的新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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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悉，$##" 年 9 月 $? 日晚 9 时左右，% 只鸟

飞至云南省红河州金平县城分水岭自然保护区管理

局的建筑工地上方，其中一只撞到墙壁后受伤落

地，经管理局工作人员饲养两天后死亡。管理局人

员将此鸟交给正在当地工作的硕士研究生倪庆永带

回昆明动物研究所。经鉴定，该鸟为纯褐鹱（8".<
9*:%4 ;".9*:%%），属鹱形目（4,32055),++63,70.）鹱科

（4,32055),++-)0）鸟类，为云南省鸟类目、科、属、

种的新记录，特此报道。

纯褐鹱 !"#$%&’( )"#$%&’’ O<?C:G% <GC 5%8&N

俗 名：燕鹱（AB0(C，@9?;）

英文名：*’510,D. 40E,05
=:+3*..4:%4 ;".9*:%% F),-+(0 )(- G05HI， @?$?，

J,( K，LE K = K L5 K !" )(- E0ME（模 式 标 本 采 集 地：

N)-0+,)）。

形态特征：鼻呈管状左右并列位于上嘴基部，

形成中间有隔的管状鼻孔。上嘴端部向下弯曲成

钩。脚具 = 趾，三趾向前，趾间具满蹼；后趾退

化，仅留残存的小趾。翅形尖长，尾羽为楔形。上

体从头至尾主要呈黑褐色，翅上大覆羽暗灰褐色，

形成明显的翅上淡色带斑；下体颏、喉、胸和腹部

至尾下覆羽及翅下覆羽均呈暗褐色。嘴和脚均呈黑

色。

量度：体长 $"" 77，嘴峰 $$ 77，翅长 @9"
77，尾长 @#9 77，跗! $? 77。

习性和分布：据记载纯褐鹱为远洋鸟类，多活

动于热带海洋及岛屿和沿海地区；在海岛上的岩洞

或峭壁的岩缝处繁殖，也在茂密植被下的地面产卵

育雏。分布范围包括太平洋和大西洋，北到大不列

颠群岛，南至非洲的所有海域（G+H50I O N3(,30，

@99#）。繁殖于大西洋及太平洋岛屿（N)2P+((3( 0E
)5，$###）。在我国仅记录于 浙 江、福 建、广 东、

海南和台湾（QB0(C，$##"），均为偶见鸟类。本次

在云南东南部发现，为首次见于我国内陆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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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物学研究》征稿简则

) 本刊是国内外公开发行的动物学类学报级双月刊，侧重报道进化、生态（含行为和保护）以及资源动

物学研究成果。所设栏目如下：

研究论文（->53<C#），能恰当地提出有一定理论意义的问题，回答问题的工作要相对系统，立论逻辑

严密。

研究报告（Y#2#7><" >#10>5），阶段性研究进展报告；研究设计恰当，结果含统计概率信息，生物学意

义基本明确，但理论背景和工作系统性次于研究论文；提供相对厚实的基础资料。

简报（P05#），报道个别生物学意义还有待阐明的研究结果，信息量少于研究报告。

综述（Y#63#Q），选题要有新意；应结合文献扼要评述国内外学者在本领域的研究现状、进展和发展

趋势；应结合作者的研究工作，就该领域存在的问题和解决的途径提出自己的观点。

此外，还有方法与技术（9#5"0G Z &#<"$3[8#）书评（:00X >#63#Q）和简讯（P#Q2）等。

F O0>G 文稿尽量采用网上投稿，网址："551： \ \ QQQ ] X3^ ] 7< ] <$ \ ;08>$7C；亦可以 I_N73C 附件形式传送至：

^00>#2‘N73C ] X3^ ] 7< ] <$；亦可书面形式寄至：aW?FFT，云南省昆明市教场东路 TF 号，中国科学院昆明

动物研究所，《动物学研究》编辑部。来稿须附通讯作者联系地址、I_N73C 和电话。

T 稿件不得包含出版过、已投送或近期计划投送别处的内容。已录用的稿件，作者要签署版权转移协议。

引用出版物上的图、表，必须得到版权所有者的书面认可。

U 正文各部分的形式和功能必须划分明确，具体要求如下：

U ]) 题名须针对性强（21#<343<）、富有信息（3$40>N7536#），即能反映文章核心内容；避免使用“研究”二

字。

U ]F 摘要是全文的浓缩形式，包括目的、材料和方法（含研究设计）、最重要的结果和结论；综述则总结

全文要点。文稿附关键词 T b + 条。研究论文和综述的中文摘要 T?? 字左右，英文可增加篇幅，以便

对外交流；研究报告 F?? 字；简报 )W? 字。

U ]T 前言应通过相关文献的要点回顾，为下文的展开提供平台，提出明确的研究问题。如果研究对象或

主题还“未见报道”，其近缘种的资料或研究主题所涉及的概念、理论可以用作铺垫，以提出具体的

问题。引文要做到相关结果和作者的准确对应，避免空泛和无关文献罗列。

U ]U 方法部分须给出可以重复的细节。室内若没有按随机数字表或发生程序选择动物，野外在时间或空

间尺度上没有依一定规则取样以避免个人偏好的介入，免用“随机”（>7$G0N$#22）二字；对实质上

的“随意”（"71"7^7>G）样本，统计学处理无效。

U ]W 结果限于呈现本研究的内容，避免引文。图表是研究结果的主体，要能脱离正文存在且被理解。重

要的实例，有与图表等效的用途，标引为个案（<72#）。正文文字能起到把读者的注意引向图表内容

要点上去的作用即可。统计检验结果要列出可理解其内涵和效应的一组统计参数，不只是 ! 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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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讨论应对主要结果做出内涵或生物学意义分析；与前言引用的资料比较，以评价本工作的学术或实

用意义；必要时为下一步工作提出建议。

! "$ 参考文献以“作者 % 出版年”制标引和著录。

! "$ " & 文献均按姓氏标引（中文用姓氏拼音）：两作者记为“（姓氏 & ’ 姓氏 (，年代）”；多作者记为

“（姓氏 )* +,，年代）”；同作者同年出版的多篇文献以年代后加 +，- 等区分。

! "$ " ( 文后参考文献著录按首字母和西文、日文、俄文的顺序编排。中文文献用英文著录加［中文］方

式给出。

!期刊文章：全部作者姓名 . 年份 . 题名 . 刊名，卷（期）：起止页码 . 例如：/0+1 23，34) 56，

241 72 . (88( . 9:),4;41+:< =*0>< ?1 @A<,?B)1< ?C >4@,0:+［D］. !""# $%&，!"（(）：&!E % &F! .［栾云霞，

谢荣栋，尹文英 . (88( . 双尾虫系统进化的初步探讨 . 动物学研究，!"（(）：&!E % &F! .］

"书：全部作者姓名 . 年份 . 书名 . 版本（第 & 版除外）. 出版地：出版者 . 例如：GH411): I . &EE8 .
J4:> K4B:+*4?1：9A<=4?,?B< +1> LM?@A<=4?,?B<［K］. J):,41：N@:41B): .

#书中一章（篇）或论文集：全部作者姓名 . 年份 . 题名 . 见：全部编者（特殊情况例外）. 书名 .
出版地：出版者，起止页码 . 例如：D4+1B OG . &EEE . 5)+, *4;) :)M?:>41B ?C )*A?,?B4M+, >+*+［I］. P1：

QA41+ O??,?B4M+, N?M4)*< . O??,?B4M+, N*0>4)= 41 QA41+［Q］. J)4R41B：QA41)=) S?:)=*:< 90-,4=A41B T?0=)，

$8(% $8$ . ［蒋志刚 . &EEE . 动物行为的实时记录 . 见：中国动物学会 . 中国动物科学研究 . 北京：

中国林业出版社，$8( % $8$ .］

$学位论文：作者姓名 . 年份 . 题名 . 学位论文类别，研究生培养单位 . 例如：U4:V@+*:4MV 5Q .
&EE# . LM?,?B< +1> J)A+W4?: ?C *A) 2011+1 N10-XY?=)> /+1B0: 5A41?@4*A)M0= -4)*4（Q?,?-41+)）［6］. 9A .
6 . *A)=4=，Z14W):=4*< ?C Q+,4C?:14+，6+W4= .

F 致谢是对研究过程和后续文稿修订予以帮助者的谢忱；受谢者的贡献要有简要说明。

# 其他事项

# "& 在!( 人署名时，作为导师或项目主持人的通讯作者，应对稿件学术内容、语言表达、图表结构负

责。

# "( 图、表以阿拉伯数字分别排序并标引在正文中。图按工程标准绘制或激光打印；照片必须清晰、反

差适中和排列紧凑（间距 & ;;）；显微和电镜图片应标出放大倍数或比例尺（以%; 或 1; 为单位）；

表格使用三线表（无竖线）。

# "[ 正文标题依层次按“&”、“& "&”、“& "& " &”划分，顶格书写。

# "! 计量单位一律以我国法定计量单位为准。

# "F 英文稿件最好先经母语为英语的同行修订。

# "# 返修稿件在 & 个月内传（寄）回，新增大量内容的作新稿处理。校样务必在收到后 [ 日内传回，且

不得作大的更改。

# "$ 本刊双月 (( 日出版。稿件发表时收取审理费和版面费。审理费：&88 元 \篇；版面费：文字和黑白

照片图 &88 元 \页，彩图 &888 元 \页、&F88 元 \ ( 页。特约和优秀稿件不收审理费和版面费。稿件发

表后酌致稿酬，并赠送当期 ! 册、带封面的抽印本 &8 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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