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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翼手目新记录——马来假吸血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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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2006 年 11 月 26 日在云南省勐腊县勐仑镇翠鼻峰一无名洞捕捉到 1 只雄性蝙蝠，体型中等，前臂长

60.7 mm，体重 21.4 g。耳大，椭圆形，两耳于前额上方约 15%的高度相连，耳屏细长双叉；鼻叶较简单，后鼻

叶椭圆形，顶部钝圆、两侧缘向外隆凸，中央具一条显著的纵形隆脊，隆脊下部与隆起的间鼻叶相接，间鼻叶呈

三角形，顶部W-形，前鼻叶呈马蹄状，前端紧接吻部；无尾，第二指仅具第一指骨；上门齿缺失，上犬齿前后基

部均有一较大的副尖，Pm3缺失，下颚第二前臼齿（Pm3）缺失。经鉴定，该蝙蝠为中国新记录——马来假吸血蝠

（Megaderma spasma）。该文给出此蝙蝠的形态与头骨测量数据，并与国内分布的另一种假吸血蝠——印度假吸

血蝠（M. lyra）进行了对比。标本保存在广东省昆虫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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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w Record of a Bat Species from China, Megaderma spasma 
(Linnaeus, 1758) 

ZHANG Li-Biao1,*, GONG Yan-Yan1,2, ZHU Guang-Jian1,4, HONG Ti-Yu1,2,  
ZHAO Xu-Dong3, MAO Xiu-Guang4

(1. Guangdong Entomological Institute, Guangzhou  510260, China; 2. College of Life Sciences, Guangxi Normal University, Guilin  541004, China; 
3. Institute of Zoology, the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Beijing  100101, China; 

4. School of Life Sciences, East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Shanghai  200062, China) 

Abstract: One male bat was collected in a cave in Cuibi Hill (N: 21°53', E: 101°18', H: 683 m a.s.l.), Menglun 
Town, Mengla County, Yunnan Province, on November 26, 2006. This bat is of medium body size, with 60.7 mm forearm 
and 21.4 g body mass. Its ears are large ovals and joined medially to the forehead at about 15% of the height of inner 
margin. The tragus of each ear is slender and distinctly bifid. The noseleaf is simple, and the posterior noseleaf is oval 
with obtuse tip and convex sides, a significant longitudinal ridge laying middle, which connects to intermediate noseleaf 
at the base. Intermediate noseleaf presents triangle with a W-shaped tip. Frontal noseleaf is horseshoe shape and attached 
directly to the muzzle. The tail is absent, and the second finger of each wing has only one phalanx. There are no upper 
incisors, Pm3 and Pm3. The upper canine has an anterior and a large posterior basal cusps. This bat is identified as lesser 
false vampire, Megaderma spasma, which is a new record of China. Its external and craniodental measurements were 
presented and compared with those of M. lyra. The specimen is preserved in Guangdong Entomological Institu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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迄今为止，全世界已记载的翼手目（Chiroptera）
假吸血蝠科（Megadermatidae）蝙蝠只有 5 个种，

隶属于 4 个属，分别是：非洲假吸血蝠属

（Cardioderma）的非洲假吸血蝠（C. cor）、黄翼蝠

属（Lavia）的黄翼蝠（L. frons）、澳洲假吸血蝠属

（Macroderma）的澳洲假吸血蝠（M. gigas）、假吸

血蝠属（Megaderma）的印度假吸血蝠（M. lyra）
和马来假吸血蝠（M. spasma）。其中，非洲假吸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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蝠和黄翼蝠分布于非洲；澳洲假吸血蝠分布于澳

洲；而印度假吸血蝠和马来假吸血蝠分布于亚洲

（Simmons, 2005）。在 2006 年之前，中国只有印度

假吸血蝠的分布记录。我们于 2006 年 11 月 26 日

在云南省勐腊县勐仑镇翠鼻峰的一个山洞内捕捉

到一只假吸血蝠，经鉴定为马来假吸血蝠，为中国

翼手目新纪录。本文给出了此种假吸血蝠的形态与

头骨测量数据，并与印度假吸血蝠进行对比。 

1  方  法 

2006 年 11 月 26 日，在云南省勐腊县勐仑镇翠

鼻峰的一个山洞（N: 21º 53', E: 101º 18', 海拔 683 
m）用雾网捕捉到一号雄性蝙蝠标本，测量形态数

据后制作成浸泡标本（75%的酒精保存），返回实验

室后剥制头骨，测量头骨数据。外形和头骨测量的

方法参照(Zhang et al, 2004; Tan et al, 2009）的文献。 

2  结  果 

外形描述 马来假吸血蝠（Megaderma spasma 
Linnaeus, 1758）为假吸血蝠属两个物种中较小者，

前臂长 60.7 mm，胫骨长 35.6 mm，体重 21.4 g。耳

大，长达 37.0 mm，椭圆形，两耳于前额上方约 15%
的高度相连；耳屏于 1/4 高度处出现 V 字形的双叉

（图 1，表 1），位于基部的前叉（更靠近吻端的部

分）低矮；后叉高而细长，长达 20.5 mm。鼻叶较

简单：后鼻叶（posterior noseleaf）高 6.4 mm，椭

圆形，顶部钝圆、两侧缘向外隆凸，中央具一条显

著的纵形隆脊。隆脊下部与隆起的间鼻叶

（intermediate noseleaf）相接, 间鼻叶呈三角形，顶

部 W-形，后鼻叶中脊连接于间鼻叶顶部中央；前

鼻叶（frontal noseleaf）呈马蹄状，宽 7.7 mm，前

端紧接吻部。股之间膜较大，无尾。第二指仅具第

一指骨。毛被较长而绒密，背色深灰，腹毛浅灰略

显泛白。后足具稀疏绒毛。 
头骨  前颌骨纤细，眶后突几被眶上脊覆盖；

前额和眶间相对狭窄（图 2 ，表 1 ）齿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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齿缺失；上犬齿前后基部均有一较大的副尖；第一

上下前臼齿缺失； 前的上前臼齿（Pm2）纤弱，

位于犬齿与较大的Pm4之间；Pm3缺失；M1和M2为

典型的W-型，相对较小。冠状突较高，超出犬齿的

高度，后部边缘相对较陡，紧连第三前臼齿。下颚

每一侧具有一短而水平的岔枝，下颌第一前臼齿

（Pm2）相对较大，其齿冠面大小接近第三前臼齿

（Pm4），第二前臼齿（Pm3）缺失。枕髁−犬齿距

（CCL）22.0 mm。 

3  讨  论 

假吸血蝠科已有 4 属 5 种，仅假吸血蝠属

Megaderma两种分布于亚洲，即印度假吸血蝠（M. 
lyra）和马来假吸血蝠（M. spasma）。这两种蝙蝠

的区别在于：印度假吸血蝠个体较大，前臂长 56.0
—71.5 mm，枕髁−犬齿距（CCL）24.5—27.8 mm，

上齿列长（C-M3）10.6—12.1 mm；马来假吸血蝠

体型较小，前臂长 54.0—62.0 mm，枕髁−犬齿距 21.9 

 
图 1  马来假吸血蝠外形 

Fig. 1  The external morphology of Megaderma spasma 
右侧图为耳屏放大图（the right figure presents the tragus of e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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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马来假吸血蝠头骨 

Fig. 2  Skull photos of Megaderma spasma 

表 1  马来假吸血蝠外形与头骨测量（重量单位：g，长度单位：mm） 
Tab. 1  External and craniodental measurements of Megaderma spasma (weight in g and length in mm) 

云南 
Yunnan 

印度和斯里兰卡1 

Indian and Sri Lanka 
云南 

Yunnan 
印度和斯里兰卡1

Indian and Sri Lanka 外形 External 

1 18 

头骨 
Craniodental 

1 18 

头体长 HBL 68.0 70.6 (54.0−81.0) 颅全长 GTL 24.6 25.6 (24.7−26.7) 

后足长 HFL 15.3 15.9 (13.0−17.0) 枕髁-犬齿距 CCL 22.0 22.7 (21.9−23.6) 
耳长 EAL 37.0 36.9 (33.0−40.0) 颧宽 ZW 14.2 14.0 (13.6−14.8) 
耳宽 EAD 20.0  乳突外宽 MW 10.9  
耳屏长 TRL 20.5  脑颅宽 BB 10.7 10.6 (10.2−11.0) 
耳屏宽 TRD 9.7  眶间宽 IW 3.8  

前臂长 FAL 60.7 56.9 (54.0−62.0) 鼻隆宽 NSW 7.0  

体重 MASS 21.4 (13.0−28.0)* 腭桥长 PBL\ 6.5  

第二掌骨长 II Mc 46.1  上齿列长C–M3 9.8 9.8 (9.3−10.5) 

第二掌骨第一指骨长II1 3.8  上犬齿间宽C1–C1 5.4  

第三掌骨长 III Mc 41.4  M3- M3 3.6  

第三掌骨第一指骨长III1 22.5  下齿列长C–M3   

第三掌骨第二指骨长III2 38.2  下颌长 ML 10.8 10.9 (10.2−11.4) 

第四掌骨长 IV Mc 47.3   18.0 17.5 (16.8−18.5) 

第四掌骨第二指骨长IV2 19.8     

(续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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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上表） 

云南 
Yunnan 

印度和斯里兰卡1 

Indian and Sri Lanka 
云南 

Yunnan 
印度和斯里兰卡1

Indian and Sri Lanka 外形 External 

1 18 

头骨 
Craniodental 

1 18 

第五掌骨长 V Mc 51.0     

第五掌骨第一指骨长V1 14.6     

第五掌骨第二指骨长V2 17.8     

胫骨长 TIL 35.6 33    

距长 CAL 11.9     

前鼻叶宽 AND 7.7     

后鼻叶高 PNH 6.4 6.5    

1 Bates & Harrison (1997)；*体重数据引自越南的标本 (the data of weight was from the Vietnam sample)（Borissenko & Kruskop, 2003）。
HBL：Head and body length；TAIL：tail length , HFL：hindfoot length；EAL：ear length；EAD：ear width；TRL：tragus length；TRD：

tragus width；FAL：forearm length；II Mc：second metacarpal；II1：proximal phalange of second metacarpal；III Mc：third metacarpal；
III1：proximal phalange of third metacarpal；III2：distal phalange of third metacarpal and so on；TIL：tibia length；CAL：calcar length；
AND：anterior noseleaf width；PNH：posterior noseleaf height; GTL：greatest length of skull；CCL：condylo-canine length；ZW：zygomatic 
width；MW：mastoid width；BB：braincase breadth；IW：interorbital width；NSW：nasal swellings width；PBL：palatal bridge length；
C−M3：maxillary toothrow length；C1−C1：outer width between upper canines；M3−M3：posterior palatal width；C−M3：mandibular toothrow 
length；ML：mandible length. 

—23.6 mm，上齿列长 9.3—10.5 mm。还有，印度

假吸血蝠的后鼻叶较高（约 10 mm），两侧缘笔直，

间鼻叶纵向脊基部呈水平方向圆形而较简单；马来

假吸血蝠后鼻叶较低（约 6.5 mm），两侧缘非直线

状而向外凸突呈椭圆形，间鼻叶呈三角形。此外，

印度假吸血蝠两耳连接处约等于耳长的 1/3 至 1/2
高度，而马来假吸血蝠仅为 10%—15%的高度；前

者上颌第一和第二臼齿（M1、M2）明显后侵，而

后者则后侵不明显（Bates & Harrison, 1997）。云南

标本，前臂长 60.7 mm，枕髁−犬齿距 22.0 mm，上

齿列长 9.8 mm，后鼻叶高 6.4 mm，其他特征也与

马来假吸血蝠相符，因此，我们确定其为马来假吸

血蝠。另外，核型分析结果（Mao et al, 2007）也证

实来自云南的标本为马来假吸血蝠。 
在 2006 年之前的报道称，中国仅分布有印度

假吸血蝠，我们此次发现马来假吸血蝠、假吸血蝠

属的两个物种在国内都有分布。印度假吸血蝠在国

内曾记录的省份有西藏、湖南、四川、云南、贵州、

广东、广西、福建和海南（Wang, 2003）；但是在我

们 9 年的调查中（1999—2007），仅在广西的灵川 

县发现 1 只、马山县发现 2 只、河池市发现 1 只 
（未发表数据），并且这种蝙蝠通常都是独居或者

小群生活，因此，我们认为印度假吸血蝠在中国的

分布种群数量相对较少，建议加强保护。在《中国

红色名录》中（Wang & Xie, 2004），印度假吸血蝠

被列为易危物种（VU），在 IUCN红色名录中（IUCN, 
2009），列为无危物种（LC）。马来假吸血蝠在云南

勐腊县勐仑镇翠鼻峰山洞内仅捕捉到一只个体，当

时我们于黄昏蝙蝠出飞前把洞口用雾网封上，捕捉

出飞捕食的蝙蝠，主要捕捉到了长翼蝠、大蹄蝠、

三叶蹄蝠和中华菊头蝠。晚上 21:00 左右，我们进

入洞内搜查，发现此洞长约 40 m，高约 2—3 m，

洞内已经极少蝙蝠。因此，我们认为马来假吸血蝠

可能也是独居或者小群生活，也需要加强保护。

IUCN 红色名录中（IUCN, 2009），马来假吸血蝠被

列为无危物种（L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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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色。 

2  讨  论 

据文献记载：“黑颏穗鹛体长约 10 cm，属小型

鹛类，颏及眼先黑色，羽冠橄榄黄褐色，具深色纵

纹；耳羽淡黄褐色；上体橄榄褐色，下体桔黄褐色，

但缺少红褐色”(Grimmett et al, 1999b)。“虹膜红色，

脚浅肉褐色，两性相似，幼鸟体色较暗淡，黑色部

分被灰色代替”(Hoyo et al, 2007)。与观察及照片上

的特征基本相符。 
黑颏穗鹛（Stachyris pyrrhops）在 Zheng (1986, 

2002)的《世界鸟类名称》及 Zheng (2002)的《世界

鸟类分类与分布名录》中，所列中文名为“红嘴穗

鹛”，英文名为“Red-billed Babbler”；而在 Ali & 
Ripley(1971)、Dickinson (2003)、Grimmett et al 
(1999a, b)、Hoyo et al (2007)、Inskipp et al (1996)、
Sibley & Monroe (1990)等文献中，均将其英文名记

录为 Black-chinned Babbler（黑颏穗鹛），其中多数

文献将 Red-billed Babbler 作为该种的英文曾用名。 
结合其形态特征，我们认为应将该种的中文名 

定为“黑颏穗鹛”更为确切。 
据 Hoyo et al (2007)记述：黑颏穗鹛栖息于林缘

或开阔的次生林下层，成对或 8—9 只结群活动，

常与其他鸟类一起混群，在林中接近地面的植物上

或地面上活动，以昆虫为食，有时也取食浆果等。

繁殖期 4—8 月，在灌丛的 0.6—1.5 m 处营巢，通

常产卵 3—4 枚。在我们的两次目击过程中，黑颏

穗鹛均以单只形式出现在由白尾 币 鸟 （ Sitta 
himalayensis）、绿背山雀（Parus monticolus）、金眶

鹟莺（ Seicercus burkii）、灰头鹟莺（ Seicercus 
xanthoschistos）、红翅贝鸟 鹛（Pteruthius flaviscapis）、
黑顶奇鹛（ Heterophasia capistrata ）、剑嘴鹛

（ Xiphirhynchus superciliaris ）、 棕 颈 钩 嘴 鹛

（Pomatorhinus ruficollis）、白眉雀鹛（Alcippe 
vinipectus）、栗头雀鹛（Alcippe castaneceps）等种

类组成的混群中，活动于阔叶林缘的灌丛下层。 
黑颏穗鹛为单型种，分布于巴基斯坦、印度和

尼泊尔。在中国目前仅记录于西藏自治区日喀则地

区的聂拉木县樟木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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