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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2016 年 7 月，在广东南雄小流坑—青嶂山省级自然保护区使用栖息地和网捕法对当地蝙蝠进

行实地调查，共调查到 3 科 8 属 13 种，其中，菊头蝠科 1 属 4 种，占比 30.8%，蹄蝠科 2 属 2 种，占比

15.4%，蝙蝠科 5 属 7 种，占比 53.8%；13 种蝙蝠的区系组成以东洋型为主（7 种），其次分别为南中国型

（3 种）、季风型（2 种）和地中海型（1 种）。小流坑—青嶂山保护区蝙蝠资源较为丰富，但是由于保护区

内蝙蝠的栖息地相对较少，且人为干扰较大，需要对其进行重点保护；且有必要增加调查强度、使用竖

琴网等方法深入调查保护区的蝙蝠多样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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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species diversity of bat in Guangdong Xiaoliukeng-Qingzhangshan Provincial Nature 
Reserve were surveyed in July, 2016. Totally, 13 species (belonged to 3 families, 8genus) were found, among 
which 1 genus, 4 species (30.8%) belonged to Rhinolophidae; 2 genera, 2 species (15.4%) belonged to 
Hipposideridae, and 5 genera, 7 species (53.8%) belonged to Vespertilionidae. Among these 13 bats species, 7 
were Oriental, and 3 were South China, 2 were Monsoon, 1 was Mediterranean. The bats resources in Guangdong 
Xiaoliukeng-Qingzhangshan Provincial Nature Reserve were relative abundant, but the habitat for bats roosting 
were relatively less and disturbed by human activities. These roosts of bat need to be protected with less human 
disturbance. The species diversity of bat should be survived further for this nature reser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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蝙蝠（Chiroptera）是唯一一类演化出真正有

飞翔能力的兽类，在进化的过程中，因与当时强

势的鸟类竞争失利改而利用夜空飞行和洞穴栖息，

同时进化出回声定位能力 [1]。蝙蝠所占比例仅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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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啮齿类，根据最近的统计，世界上现存蝙蝠

1 133 种 [2]，中国蝙蝠种类 129 种 [3]。国内关于保

护区兽类资源调查中，有一些研究内容涉及蝙蝠

类群 [4-6]，也有一些保护区对蝙蝠的多样性研究进

行了调查 [7-11]。只对蝙蝠进行调查的保护区，其蝙

蝠多样性通常较高（一般达 10 种以上）；在进行

兽类调查的同时也进行了蝙蝠调查的保护区，调

查到的蝙蝠种类则相对较少（10 种以下）。因此，

调查强度对蝙蝠多样性结果存在一定的影响。

南雄小流坑—青嶂山自然保护区面积为 
7 874 hm²，位于广东省韶关市南雄县，地处南岭

中段，是省级森林生态系统类型的自然保护区。

2010 年该保护区本底资源调查报告中，调查到的

蝙蝠有 2 科 4 种，分别是鲁氏菊头蝠（Rhinolophus 
rouxii）、小菊头蝠（R. hipposideros）、褐山蝠（N. 
noctula）和普通伏翼（Pipistrellus pipistrellus）。为

进一步了解小流坑—青嶂山自然保护区蝙蝠资源现

状，本项目于 2016 年 7 月对该保护区的蝙蝠进行

实地调查，以期为本地蝙蝠保护提供参考。

1　研究方法

于 2016 年 7 月 3 日—11 日，对小流坑—青

嶂山自然保护区内（主要包括 3 个镇，为江头镇、

主田镇和雄州镇）的蝙蝠进行实地调查。针对蝙

蝠的活动特点和行为习性，主要使用日栖息地捕

捉、夜栖息地捕捉和网捕法 3 种方法进行调查。

日栖息地调查：蝙蝠日间聚集于日栖息地休息，

如自然溶洞、矿洞、穿山水利洞、下水道、树洞、

房屋等，于白天进入洞内用手抄网和雾网进行捕捉

调查，或对树洞、破旧废弃房屋等栖息地进行探查。

夜栖息地调查：蝙蝠有可能利用废弃的楼房、

凉亭等作为夜栖息地进行休息、处理食物，于晚

上不定时对此类栖息地用手抄网进行捕捉。

网捕法调查：傍晚约 19:00 时，在蝙蝠潜在的

捕食区或飞行路线上布设雾网捕捉，每半个小时

检查一次雾网，当晚约 23:00 时收网。

对捕捉到的蝙蝠分装于布袋子内，带回临时

实验室进行物种鉴定，记录物种、体重、性别、

年龄、繁殖状态、捕捉时间、地点（包括经纬度

和海拔）等相关信息；对于当时难以鉴定的物种

进行特征拍照，并带回实验室做进一步鉴定。

根据蝙蝠日栖息地的生境特征，将其生活类

型划分为岩洞栖息型（栖息于洞穴内）、建筑物栖

型（栖息于建筑物内）和树栖型（栖息于树洞内、

树皮下或树叶下）。根据张荣组 [12]2011 年出版的

《中国动物地理》，对蝙蝠的分布型进行划分。根

据《中国脊椎动物红色名录》[13] 和 IUCN 红色名

录中的濒危等级，确定物种的稀有性。

2　结果与分析

2.1　物种多样性

本次在对小流坑—青嶂山自然保护区的野外

调查中共发现蝙蝠 13 种，隶属于 3 科 8 属（表

1）。其中菊头蝠科（Rhinolophidae）1 属 4 种占

比 30.8%，蹄蝠科（Hipposideridae）2 属 2 种占比

15.4%，蝙蝠科（Vespertilionidae）5 属 7 种占比

53.8%。该 13 种蝙蝠中，栖息生活类型以岩洞栖

息型为主，占 8 种，分别为蹄蝠科的大蹄蝠（Hip-
posideros armiger）和无尾蹄蝠（Coelops frithii），
菊头蝠科的大菊头蝠（Rhinolophus luctus）、中菊

头蝠（Rhinolophus affinis）、中华菊头蝠（Rhinol-
ophus sinicus）和菲菊头蝠（Rhinolophus pusillus），
以及蝙蝠科的山地鼠耳蝠（Myotis montivagus）和

普通长翼蝠（Miniopterus schreibersii）；其次为建

筑物栖息型，有 4 种，分别为蝙蝠科的普通伏翼

（Pipistrellus pipistrellus）、 东 亚 伏 翼（Pipistrellus 
abramus）、侏伏翼（Pipistrellus tenuis）和中华山

蝠（Nyctalus plancyi），其中中华山蝠也可见于山

洞内；最后为树栖型，只有 1 种，为蝙蝠科的褐

扁颅蝠（Tylonycteris robustula）。
2.2　物种稀有性

小流坑—青嶂山自然保护区所调查到的 13 种

蝙蝠，IUCN 红色名录均列为无危等级，而在《中

国脊椎动物红色名录》[13] 中，无尾蹄蝠列为易

危等级，大菊头蝠、侏伏翼、褐扁颅蝠和普通长

翼蝠列为近危等级。其中，无尾蹄蝠种群数量较

为稀少，文献记载也较为少见 [14-15]。褐扁颅蝠为

2014 年吴毅等 [16] 在封开黑石顶采到 10 只，为广

东省新纪录；本次在小流坑—青嶂山自然保护区

网捕到 2 只褐扁颅蝠，是迄今为止发现的广东省

境内最北的分布点，为省内第二次记录。此外，

虽然山地鼠耳蝠被列为无危等级，但却是近年来

广东省发现的新纪录种。余嘉明等 [17] 于 2012 年

在新丰县首次采集到山地鼠耳蝠，笔者于 2014 年

在广东南岭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天井山也曾采集到

此物种，此次在小流坑—青嶂山自然保护区为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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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省第三次记录。

2.3　物种代表性

在小流坑—青嶂山自然保护区所调查到的 13
种蝙蝠中，大蹄蝠、中华菊头蝠、中菊头蝠、菲

菊头蝠、东亚伏翼、普通伏翼共 5 种在华南地区

具有较好的代表性，分布较广，其中，东亚伏翼

为广布种，主要与人为邻，栖息于建筑物中。

2.4　群落结构及区系组成

本次调查发现，山洞内蝙蝠群落通常多个物

种混居，如主田镇梁书洞大丘麻山废弃矿洞内栖

息着 4 种蝙蝠：中华菊头蝠、大菊头蝠、菲菊头

蝠和无尾蹄蝠，王水电站木龙埂山道边的 1 号和

3 号矿洞内栖息着大蹄蝠和中华菊头蝠，2 号矿洞

内栖息着普通长翼蝠、中华菊头蝠和中菊头蝠等。

但是，也有一些洞穴内仅栖息 1 种蝙蝠的，如鸭

子寨竹林的 2 个钨矿洞，每个矿洞内均栖息 1 种

蝙蝠，分别是菲菊头蝠、中华菊头蝠。其他栖息

生境，大部分为单个物种栖息，如木龙埂山脚和

长寿村附近的竹子内栖息着褐扁颅蝠，以及主田

镇青风山碉楼内栖息着的上百只大蹄蝠。

根据张荣祖 [12]2011 年出版的《中国动物地理》

中对六大动物地理区的区系划分，本次调查到的

13 种蝙蝠以东洋型为主（7 种），其次分别为南中

国型（3 种）、季风型（2 种）和地中海型（1 种）。

3　讨论

小流坑——青嶂山省级自然保护区生境相对

较好，蝙蝠多样性（包括物种和种群数量）相对

较高，本次调查到 13 种。国内不少保护区也做了

蝙蝠多样性的调查，其中有一些调查研究为专门

表 1�广东小流坑—青嶂山省级自然保护区蝙蝠名录

Table�1�The�bats�species�list�of�Guangdong�Xiaoliukeng-�Qingzhangshan�Provincial�Nature�Reserve�during�survey�in�
July,�2016

科 Family 物种 Species 生活类型
Living types

分布型
Distribution patterns

种群数量
Population

濒危状况
Endangered status

I 菊头蝠科
Rhinolophidae

1. 中菊头蝠
Rhinolophus affinis a W ++ LC/LC

2. 大菊头蝠
Rhinolophus luctus a W + NT /LC

3. 菲菊头蝠
Rhinolophus pusillus a S ++ LC/LC

4. 中华菊头蝠
Rhinolophus sinicus a W +++ LC/LC

II 蹄蝠科
Hipposideridae

5. 大蹄蝠
Hipposideros armiger a W +++ LC/LC

6. 无尾蹄蝠
Coelops frithii a S + VU/LC

III 蝙蝠科
Vespertilionidae

7. 中华山蝠
Nyctalus plancyi a,b W + LC/LC

8. 东亚伏翼
Pipistrellus abramus b E +++ LC/LC

9. 普通伏翼
Pipistrellus pipistrellus b E + LC/LC

10. 侏伏翼
Pipistrellus tenuis b S + NT/LC

11. 褐扁颅蝠
Tylonycteris robustula c W ++ NT/LC

12. 山地鼠耳蝠
Myotis montivagus a W + LC/LC

13. 普通长翼蝠
Miniopterus schreibersii a O ++ NT/LC

注：（1）生活类型： a（岩洞栖息型），b（建筑物栖型），c（树栖型）。（2）分布型： S（南中国型），W（东洋型），E（季
风型），O（地中海型）。（3）种群数量：+（低），++（中等），+++（高）。（4）濒危等级：VU（易危），NT（近危），
LC（无危）。濒危状况参考《中国脊椎动物红色名录》[13]/IUCN 红色名录。

Note: (1) Living types: a (Cave roosting), b (Building roosting), c (Tree roosting). (2) Distribution pattern: S (South China), W (Ori-
ental), E (Monsoon), O (Mediterranean). (3) Population: + (low), ++ (medium), +++ (high). (4) Endangered status: VU (Vulner-
able), NT (Near Threatened), LC (Least Concern). Red List of China’s Vertebrates[13]/IUCN Red Li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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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蝙蝠进行的，如邓柏生等 [9] 结合调查结果与

文献资料统计发现，广东南岭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有蝙蝠 25 种，叶复华等 [11] 结合资料及实地调查

发现九连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有蝙蝠 21 种，吴毅

等 [8] 结合资料及实地调查发现卧龙自然保护区蝙

蝠有 14 种。此外，在部分兽类调查中，如江苏盐

城自然保护区调查到蝙蝠 7 种 [5]，江西齐云山自

然保护区蝙蝠 5 种 [6]，四川九寨沟自然保护区蝙

蝠 2 种 [4]。本调查研究发现，小流坑—青嶂山自

然保护区的蝙蝠种类与其他保护区相比较为丰富。

小流坑—青嶂山自然保护区曾于 2010 年进行

过兽类资源调查，名录中包括 4 种蝙蝠，分别为鲁

氏菊头蝠、小菊头蝠、褐山蝠和普通伏翼。但是，

根据 Simmons [18] 的分类观点，中国 2004 年之前所

报道的鲁氏菊头蝠实为中华菊头蝠（过去被认为

是鲁氏菊头蝠的亚种 [19]），而小菊头蝠在中国并未

有分布。褐山蝠在中国可能仅分布于新疆 [20]，在

广东省分布的褐山蝠应为中华山蝠 Nyctalus plancyi
（过去被认为是褐山蝠的亚种），通过此次调查并结

合相关文献，作者认为小流坑—青嶂山自然保护区

不存在鲁氏菊头蝠、小菊头蝠、褐山蝠这些物种。

2010 年调查名录中，普通伏翼拉丁名标为

Pipistrellus abramus，而其正确拉丁名是 Pipistrel-
lus pipistrellus。而 Pipistrellus abramus 对应的中文

名应是东亚伏翼。

小流坑—青嶂山保护区内蝙蝠的栖息地相对较

少，且容易受到人类活动的干扰。如目龙埂山道边

的 3 个矿洞，隐蔽性差，当地人进山容易发现，容

易受到人为干扰；特别是在冬季当蝙蝠冬眠的时

候，如果受到干扰，对蝙蝠的影响很大，因为冬眠

过程中的蝙蝠如果增加苏醒次数可能会导致其储存

的能量不足而无法越冬。因此，需要加强蝙蝠栖息

地的保护，特别是冬季尽量避免进入蝙蝠冬眠的洞

穴。此外，建议使用蝙蝠竖琴网对保护区的树栖蝙

蝠多样性进行更深入的调查 [21]；与此同时，增加

调查强度，包括物种及种群数量、分布等，构建蝙

蝠分布和种群数量的信息化平台，以利于保护区开

展保护管理工作。与此同时，蝙蝠大量携带潜在威

胁人类生命安全健康的病毒 [22]，保护区应加强对

其病毒监测方面的研究工作。

致谢�：承蒙卢学理、王新财、赵岩岩等在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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