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北京宽耳蝠 
中国哺乳动物新物种 

口撰 文·摄影／张劲硕 

2007年 ．对于所有热爱大自 
然 、热爱博物学的人都应该是难忘的。5月 23 

日，是伟大的博物学家 、植物学家、探险家 、现代 

生物分类学的鼻祖、生物的科学命名法创始人、 

瑞 典人 卡尔 ·林 奈 (CarlLinnaeus，1707．5．23— 

1778．1．10)诞辰 300周年的 日子。林奈是个 了不 

起的人物，他创立的“双名命名法”(生物的科学 

名称由两个拉丁词语构成，前者为属名，后者为 

种名)对生物分类学产生了革命性变化，至今对 

动植物 的分类 学影响深远 。我们身边 熟知 的植 

物——茄子、向日葵 、大葱、芝麻 、银杏⋯⋯我们 

身边熟知的动物——狼、狐狸、老虎 、野猪 、松鼠 

⋯ ⋯ 都是由林奈命名的，甚至我们人类 自己，拉 

丁文名为 Homo sapiens也是 由他命 名的 。自 

1758年林奈出版《自然系统》一书 ，创立命名法 

则和分类等级以来 ，全世界的生物分类学家都 

在沿用林奈 系统 ，并 不断发现新 的物种 ，不断揭 

示生命世界的奥秘。毫不夸张地讲 ，生命科学的 

一 切分支归根结底都是以分类学为基础的。而 

现代生物分类学的创立则是以林奈的自然系统 

的提出为标志的。 

就在全世界热爱 自然的人们隆重纪念林奈 

诞辰 300周年之际，我的内心也正充满着喜悦 ， 

我们 的研究 团队为 即将正式发 表的一个 中国哺 

乳动物新种而兴奋!作为中国人 ，我们也骄傲地 

应用林奈系统来为我们国家 自己的动物种类命 

名 ，更兴奋 的是这一动物不是 小小的 昆虫 或者 

其他无脊椎动物，而是最高等的动物类群—— 

哺乳动物或兽类。不过，发现新物种的故事还要 

从去年夏末说起⋯⋯ 

英国广播公 司(BBC)自然历史部在 国内正 

拍摄一部题为《美丽中国》的纪录片，他们找到 

了我的导师 、原 中国科 学院动物研究所 研究员 、 

现为华东师范大学教授 的张树义博 士 ，欲将我 

们的研究对象——食鱼蝙蝠大足鼠耳蝠再次搬 

上荧幕。希望张老师协助他们的拍摄工作。张老 

师和他的学生马杰博士曾与中央电视台 “发现 

之旅”栏 目合作，成功地摄制了一部讲述大足鼠 

耳 蝠 的纪 录 片《夜空 中的利爪 》，当时 拍摄 条件 

有 限 ．摄 影棚是在位于北 京市房 山区霞 云岭乡 

政府对面，依靠山体搭建的一处简陋的棚子。而 

从 2004年底，我们在京郊野外的科研条件大为 

改善，在英国达尔文基金和霞云岭乡政府的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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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下 ．在 四合村 建立 了北京蝙蝠研 究与保护 基 

地 ，BBC的影 片就在 基地 里拍摄 。当时 ，制 片人 

需要捕捉一些蝙蛹作 为演 员。 此 同时 ，远 在美 

国加 州的马杰博士也刚好 同围 ，并在基地 开展 

一 系列 实验 ，也需 要几 只大 足鼠耳蝠 。就这 样 ， 

马杰带 领了两位师弟 张俊鹏 和朱光剑前 往基地 

附近 的洞穴捕捉蝙蝠 。 

就在他们从山洞 回基地 的路上 ，马杰提议 

去附近的一个废弃 的隧道 看一看 ，说不 定有藏 

匿的小家伙 ．因为在 几年前 他和别 人曾经来过 

这里并捕到过蝙蝠 。这 个隧道 大约 1公 里长 ．高 

约 四五米 。3个人进去 以后 ．用手 电筒仔细盘查 

隧 道 的 侧 壁 及 天 顶 ，并 且 时 不 时 地 注 意 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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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 如果有粪便痕迹也是 有利的证据 说明这 

有蝙蝠存在 。他们缓慢地 从隧道 的南 口向北 

口推进 ，马杰不断嘱 咐两位 师弟说 ：“多留心犄 

角旮兄 的地方 ，小 蝙蝠特别喜欢隐藏 在那里 。” 

l000米的距离并不长 ，但是在 3个人的脚下却 

感到“路漫漫其修远兮”。一遍 “扫荡 ”下来 ，一无 

所获：但是马杰仍不甘心 ，说 ：“反TF咱们也要从 

南 口同去 ．不 如我们 冉仔细搜一遍 吧 。”张俊 鹏 

和 米光剑 都 已是 富有野 外经 验 的蝙蜗 家 了 ， 

他们 电认 为不能失去这个机 会 ．万一 与蝙 蛹失 

之 交臂 ．岂不 可惜 ?!于是 ．3人再次进入隧道 。就 

在距 离北 口 30多米处 ，张俊 鹏突然 喊 ．r一声 ： 

“听 ．有 动静 !蝙蝠在 叫!”朱光剑马上用手电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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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处检查 。“快看 ，蝙蝠在那个小洞 口里 ，”朱 光 

剑仰视隧道顶部 ，并用灯光指示给大家看 。只见 

一 个 10厘米左 右直径 的洞 口处 ．有 几个黑色 小 

家伙在攒动。它们还不断发出几下“吱吱——吱 

吱—— ”的叫声 ，好像 在交头接耳 。当大家 的灯 

光全部聚集在几只蝙蝠身上的时候，小精灵再 

也按耐不住烦躁 ，有 的竟然急匆匆地 飞跑 了。张 

俊鹏见势 ，立 即抄起手 网杆将小 口堵住 。幸运 的 

是 ，竟然有 4只蝙蝠落入圈套。蝙蝠被放入小布 

袋里 ，我们通常称为 “蝙蝠 袋”，因为这是 我们专 

门为捕捉蝙蝠使用 的布袋 ，可 以安全舒 适地暂 

时保存蝙蝠。 

4只小家伙被安全地带到了不远处的研究 

基地 。经过初步鉴定 ，认 为它们是亚洲 宽耳蝠 

在为它们测量称重之后 ，还有 一项任 务就是取 

翼膜。蝙蝠 的翼不像 鸟类 ，它们没有羽 毛 ，而是 

前肢的掌骨 、指骨延 长 ．并 由一层 由皮 肤衍化来 

的 、薄而柔软 的膜将指 骨末端到后 肢及尾连接 

起来。我们使用从 国外进 口的 、直 径 3毫 米的打 

孔器在翼膜上取 下一小片来 ．并存 放在酒精 之 

中留作 以后实验 之用 。可不要小看 这片微 小的 

翼膜，用它我们能够解读蝙蝠身世之谜。不过您 

不必担心 ，没有多久 ．蝙蝠缺 失的这小块翼 膜就 

会愈合 。就像我们的皮肤在划破之后 ，还会长 

新组织来 是一个 道理 。全部采样之后 ，大家把蝙 

蝠放飞 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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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下来的工作，是张树义教授的另一个硕 

博连读生韩乃坚分析蝙蝠的线粒体 DNA的两 

段 基 因，一个 称之 为细胞色 素 b，一 个 叫做 还原 

型烟酰胺腺嘌呤二核苷酸脱氢酶亚单位 1(这个 

太拗 口了 ，记住 ND1就可以啦)。惊人的结果出 

现 了!我们原本 以为的所谓 的“亚洲宽耳 蝠”与 

欧 洲 宽 耳 蝠 在 ND1基 因 上 相 差 14．31％～ 

15．31％．而在 Cytb基 因上相差 16．90％～17I36％： 

而 与真正 的亚 洲宽 耳 蝠在 ND1基 因上 相差 了 

12．79％。分子生物学的快速发展促进 了生物分 

类学 的进一 步发 展 ．相关理论 已经 比较 成熟 ．因 

此根据 已有理论 判断 ．这两个基 因的分子距离 

大小 已经证 明北 京的“亚洲宽耳蝠 ”很 有可能是 

新种 !韩乃坚把这个结果马上报告给张老师 。 

张 老 师认 为 仅有 分 子 方 面 的证 据 是不 够 

的 ，让我立 即着手形态学 的比较研究 。我彻查 了 

保存在 中科 院动物研究所蝙蝠研 究组 的标本 和 

野外考察记 录。根据记 录得知 ．早在 2001年 8 

月 14日，张老师和他的英国合作者 、布里斯托 

尔 大学教 授盖瑞 斯 ·琼斯博 士在 房 山区霞云 岭 

乡附近的其他山洞内捕捉过一只雌性宽耳蝠 ． 

当时为了避免杀生 ，录音后把 蝙蝠放掉 了。2002 

年 11月 4日，赵 辉华博士 和我 在 同一个 洞穴 中 

捕捉过一只正在冬眠的雄性个体，保留了标本。 

2003年 9月 25日，马杰和张礼标博士在前面提 

到的隧道 中捕捉 到了一 只雄性 。我还找 出 了我 

们 曾在 四川采集 的宽耳蝠标本 。为 了比较不 同 

地区 的宽耳蝠 ．张 老师还邀请台湾东海 大学教 

授林良恭博士加入我们的研究队伍中，他惠借 

了台湾的宽耳蝠标本 。有 了这些标本 。我 又查 阅 

了大量外 文文献 ．为鉴定这一物种提供 了充分 

的证据 。 

我仔细 测量 了每一号标本 ．认 真对 比标 本 

之 间外形 上的差异 ，并将 头骨剥 制 出来 ，在解 剖 

镜 下观察。一个又一个有力 的证 据逐渐 浮出水 

面。宽耳蝠属 中原来只有 2个种 ，即欧洲宽耳蝠 

和亚洲宽耳蝠。北京的宽耳蝠在体型上都比它 

俩大一些，头骨方面也偏大。最关键的部位是耳 

朵外缘的耳突十 分特别 ：它不像欧洲 宽耳蝠那 

样 ，耳突呈纽扣状 ，而是呈拱形 的突起 。而亚洲 

宽耳蝠是没有耳 突的—— 从这一点上 也可大致 

判断北京 的宽耳 蝠不是亚洲宽耳蝠 。北京 的宽 

耳蝠的耳部外缘褶皱和凹槽也比亚洲宽耳蝠丰 

富而明显 。牙齿上也有一些 区别 ，最突 出的特点 

是北京的宽耳蝠上齿列的第二前臼齿几乎与其 

第一臼齿等大，甚至稍宽；这比欧洲和亚洲宽耳 

蝠的第二前臼齿都要大而强壮。北京的宽耳蝠 

下颚骨的冠状突比较短。颌关节突比较窄 ．隅骨 

突比较长。这些有力的证据支持北京的宽耳蝠 

与亚洲宽耳蝠 、欧洲宽耳蝠乃是不 同的物种 。 

庆幸 的是 ，琼 斯教授还 录到 了北京 的宽耳 

蝠 的叫声 。他是一位 国际顶尖 的蝙蝠 回声定 位 

研究专家，谙熟蝙蝠的声学研究方法和软件分 

析 。在我 看来 ，他简直就是 “录音发烧友 ”，只要 

逮着一只蝙蝠．他就必定把专门录制蝙蝠超声 

波 的探测式录音机从背囊 中掏出 ．将每 只蝙蝠 

的声音记录下来。十几年前．他还根据声音的差 

异，在英 国发现了一种叫倭伏翼的体型甚小的 

蝙蝠 。北京 的宽耳蝠 的超声波特征 与另外两种 

宽耳蝠类似 ，都是脉冲短的调频声并伴随脉冲 

时间较长的凸起调频声过程，而主频 比其他种 

类略微低一点儿 。 

通过分子生 物学 、形态学 、声学 三个层 面的 

不 同比较 和分析 ，我们信心 十足地认 定 ．生活 在 

我们身边的北京的宽耳蝠是一个新物种 !当得 

知这些结果之后，张树义教授让我和韩乃坚从 

宏 观和微观分别描述这一新种 ．他不断 地加 以 

修 改 ，将北 京 的宽耳 蝠正式 定名 为 Barbastella 

beijingensis，英 文名 为 Beijingbarbastelle。中文名 

为北京宽耳蝠 。我们将文 章投稿到 国际一流 的 

学术杂志——美国的《哺乳动物学杂志》上。经 

过几个月 的紧张工 作 ．一 篇 以我 和韩 乃坚 为并 

列第一作者 、张树 义教授 为通讯作 者的英 文论 

文在今年 4月 16日投 到了该刊 ，经过审稿 人的 

审 阅 ．以及反 复修 改 ，终 于在 8月 6日正 式接 

受 ，并将在 今年 12月出版 。这标 志着我们 的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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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得到 国际 同行 的承认 ! 

有趣的是 ，我们不仅发现了一个新种 ，还澄 

清 了宽耳 蝠属的分类 问题 。我们 通过 比对基 因 

库 中来 自不 同地 区的欧洲 和亚洲宽耳蝠 的 DNA 

序列发现 ，来自南亚、中国南方和台湾的宽耳蝠 

之 间没有 达到种的分化水平 ，应 视为一个种 ：而 

这 些 地 区与 来 自埃 及 和西 亚 的亚 洲 宽 耳蝠 相 

比 ．却 达到 了种 的分化水 平 ；日本 的宽耳 蝠也接 

近 种的分化水平 ；这些产 自亚洲 的宽耳 蝠则与 

欧洲宽耳蝠大相径庭 ：欧洲 各地 的宽耳 蝠之间 

没 有达到种的分 化水平 。也就是说 ，通过分子生 

物学研究 ．我 们判 断宽耳蝠 属应该 至少包括 4 

种 ．即欧洲宽 耳蝠 、北京 宽耳蝠 、西 亚宽 耳蝠 和 

南方宽耳蝠 。我 国分 布的种类则是北 京宽耳蝠 

和南方宽耳蝠 。 日本的宽耳蝠有可 能也是一 个 

独立 的种 ．但是 目前证据不确凿 ．有待今后进一 

98 forest&humankind 2008．2 

步研 究。 

250年来 ，对从事 生物分 类学 的科 学家而 

言，每个人都盼望能发现和描述新的动植物种 

类 ，发现者 的名字也 随物 种名字 和发 表时 间一 

同载入 自然历史的史册。有史 以来 ．世界上 成千 

上万 的分类学 家已经为大 约 250万种生物 (除 

动植物外，还包括微生物)正式命名，而 自然界 

实际存在 的物种可能达到 1000万种 ．甚至 有人 

更大 胆估测地 球生物 种类 (种 和亚种 )可达 1 

亿 。当翻开世界动植物名 录 ，我们不难发 现在 18 

世纪末 、19世纪和 20世纪初 是物种命 名的黄金 

时代 。芸芸众生之中 ，绝大多数种类 由欧美科学 

家命名．而我国作为生物多样性最丰富的国家 

之一 ．本 土科学家命名 的生物所 占比例 则微乎 

其微。当然．我们知道这段耻辱的历史：外国列 

强侵略我国．传教士不仅扮演着传播国外宗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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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角色 ．还成为了物种标本的收集者。在那个外 

族肆意闯入国门的年代．中国丢失的不仅仅是 

金银财宝．还失去了我们本来拥有的各类资源 ， 

包括对它们命名的权利。中国的特有哺乳动物， 

例如大熊猫 、金丝猴、白暨豚 、藏野驴、小麂 、白 

唇鹿 、麇鹿 、藏原羚 、藏羚羊等等都是外 国人命 

名的。中国那时经济落后 ，几乎无科学技术可 

言，更缺乏探险家和科学家。就在那样一个大发 

现的年代 ，我们中国人几乎毫无贡献。辛亥革命 

之后．国家历史翻开了新的一页，特别是新中国 

成立以后 ．中国成长了一批生物分类学家。并在 

各个类群发现 和描述 了一批新种或 新亚种 。但 

由于高等动物类 群—— 哺乳动物 的绝大部分 多 

数种类已经被外国人命名．国人发现的新物种 

寥寥无几。经笔者初步统计，中国人命名并得到 

承认的哺乳动物只有 12种 ．而其中5种 目前还 

只能说 明我们 人类对 大 自然 认识 得还很 不够 。 

物种毕竟在 自然 界演化了几十万 、几百万年 ．甚 

至几千万年，在这个飞速发展的时代，每一个物 

种能否继续存活下去 ，怎么保障它们继续生存 

下去却值得人们深思熟虑并付诸行动。会不会 

我们还没有发现某个物 种 ．它就 因为人类 的破 

坏或影响而已经灭绝了呢?答案是很有可能 。保 

护 生物 多样 性 是全 人 类 面临 的 极具 挑 战 的课 

题!说句老实话 ，我们希望我们发现的新物种能 

够像它们“养在深闺人未识”的时候那样 自由自 

在地生活 ，没有人去打搅它们 。但是柄 息地 的破 

坏 和环 境的恶化 ．会使得它们早 晚或 已经成 为 

濒危动物了。我们希望，北京宽耳蝠和众多的野 

生动物在北京郊区生活得更好：我们盼望在它 

的栖 息地建立 自然保 护区 ．严加保护 这个新物 

种及其繁衍生息 的生态 系统 。我们不愿 意看到 ， 

发现这个新物种的时候就是它们的末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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