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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对四川产中菊头蝠喜马拉雅亚种（ 1"#$(,(2")& +--#$#& "#3+,+0+$)&）和马铁菊头蝠日本亚种（ 1 +
-%**)3%4)#$)3 $#22($）的 !& 项外部形态指标和 !! 项头骨形态指标进行了测量，并进行数理统计分析。结

果表明，（%）中菊头蝠喜马拉雅亚种和马铁菊头蝠日本亚种的 !& 项外部形态测量指标中有 ! 项差异显

著（5 C "="A），%# 项差异极显著（5 C "="%），其中：中菊头蝠喜马拉雅亚种（$ D %$）体长小于 AB 11（$(=&"
’ AE=$"），尾长小于 !# 11（!%=#B ’ !A=#E），耳长小于 !! 11（%E=&# ’ !%=EE），前臂长小于 A# 11（A"=B ’
A$=!"），第!掌骨第一指节长小于 %# 11（%&=! ’ %A=A&），第!掌骨第二指节小于 &! 11（!(=&E ’ &%=($）；而

马铁菊头蝠日本亚种（$ D #）体长大于 #! 11（#!=$& ’ ##=(#），尾长大于 &" 11（&"=A# ’ &#=%E），耳长大于

!$ 11（!$=$( ’ !(=!"），前臂长大于 A# 11（AE=(E ’ #&=$#），第!掌骨第一指节大于 %B 11（%B=&E ’ !%=&B），

第!掌骨第二指节大于 &$ 11（&$=$! ’ &E=%%），这些差异可作为区分四川产这两个种的依据。（!）中菊头

蝠喜马拉雅亚种和马铁菊头蝠日本亚种的 !! 项头骨形态测量指标中，除颅高、听泡间距差异不显著（5
F "="A）外，其他 !" 项指标都存在极显著差异（5 C "="%）。

关键词：中菊头蝠喜马拉雅亚种；马铁菊头蝠日本亚种；外部形态；头骨

中图分类号：GBAB，GBA$ 文献标识码：H 文章编号："!A"0&!#&（!""#）"%0%"&0"A

!"#$%&’(") "* +"&$,"-".’/%- %)0 123-- "* !"#$%&%’"() *++#$#)
"#,*&*-*$() %)0 ! + +.//(,.0(#$(, $#’’%$

IJK L2?0.@ -MNK -:2*0O3? -MNK P230G;2? MK Q3?0P:;
（ 6$&7#7)7% (- 1+*% 8$#3+,& +$9 5,+$7&，!"#$+ :%&7 ;(*3+, <$#=%*&#70，;+$>"($/ #&(""!，!"#$+）

45(6&%/6：RS@?T> T:6@@ 1@2U;6@1@?TU *V @WT@6?24 1*6X:*4*Y> 2?5 !! 1@2U;6@1@?T *V UZ;44 1*6X:*4*Y> *? 1"#$(,(2")&
+--#$#& "#3+,+0+$)& 2?5 1 + -%**)3%4)#$)3 $#22($ S@6@ T2Z@?+ K?3[2632T@ 2?24>U3U 2?5 53U76313?2?T 2?24>U3U S@6@
2XX43@5 T* T:*U@ 1@2U;6@1@?TU+ R:@ 6@U;4TU *V ;?3[2632T@ 2?24>U3U 3?5372T@5：（%）NV T:@ !& 1@2U;6@1@?T *V @WT@6?24
1*6X:*4*Y> *? 1 + +--#$#& "#3+,+0+$)& 2?5 1 + -%**)3%4)#$)3 $#22($，! U:*S@5 U3Y?3V372?T 53VV@6@?7@U（5 C "="A）

2?5 %# U:*S@5 @WT6@1@ U3Y?3V372?T 53VV@6@?7@U（5 C "="%）+ I@?YT: *V :@25 2?5 \*5> *V 1 + +--#$#& "#3+,+0+$)& 3U
U:*6T@6 T:2? AB 11（$(=&" ] AE=$" 11）（$ D %$），T:@ 4@?YT: *V T234 3U U:*6T@6 T:2? !# 11（!%=#B ] !A=#E 11），

4@?YT: *V @26 3U U:*6T@6 T:2? !! 11（%E=&# ] !%=EE 11），4@?YT: *V V*6@261 3U U:*6T@6 T:2? A# 11（A"=B ] A$=!"
11），4@?YT: *V T:@ V36UT U@7T3*? *V! 1@T2726X24 3U 4@UU T:2? %# 11（%&=! ] %A=A& 11），4@?YT: *V T:@ U@7*?5 *V

""""""""""""""""""""""""""""""""""""""""""""""""""""""""""

!



!"#$%$&’$( )* ("** #+$, -. !!（./0-1 2 -30/4 !!）5 678"9"&，(",:#+ 7; +"$< $,< =7<> 7; #+" ! 5 "#$$%&#’%()%&
)(**+) )* (7,:"& #+$, ?. !!（?.04- 2 ??0/? !!）（ ) @ ?），(",:#+ 7; #$)( )* (7,:"& #+$, -A !!（-A0B? 2 -?031
!!），(",:#+ 7; "$& )* (7,:"& #+$, .4 !!（.404/ 2 ./0.A !!），(",:#+ 7; ;7&"$&! )* (7,:"& #+$, B? !!（B10/1 2
?-04? !!），(",:#+ 7; #+" ;)&*# *"%#)7, 7; ! !"#$%$&’$( )* !7&" #+$, 3C !!（3C0-1 2 .30-C !!），(",:#+ 7; #+"
*"%7,< *"%#)7, 7;! !"#$%$&’$( )* !7&" #+$, -4 !!（-404. 2 -1033 !!）5 D+"*" <);;"&",%"* ="#8"", #+" #87 *’"%)"*
!):+# =" &":$&<"< $* #+" =$*)* ;7& )<",#);)"< %+$&$%#"&*5（.）E; .. !"$*F&"!",#* 7; *GF(( !7&’+7(7:>，#+" <);;"&",%"*
), ,$*$( =7," (",:#+ $,< :&"$#"*# =&"$<#+ 7; ,$*$( =7," ="#8"", #+" #87 *’"%)"* $&" ,7# *):,);)%$,#，$,< #+" <);;"&",%"*
7; 7#+"& !"$*F&"!",#* $&" "H#&"!"(> *):,);)%$,#（, I A0A3）5
!"# $%&’(：!-()+.+*-%/ 0""()(/ -(&0.010)%/；! 5 "#$$%&#’%()%& )(**+)；J7&’+7(7:> !"$F&"!",#；KGF((

中菊头蝠（!-()+.+*-%/ 0""()(/）和马铁菊头蝠

（! 5 "#$$%&#’%()%&）同属菊头蝠科（L+),7(7’+)<$"）、

菊头蝠属（ !-()+.+*-%/）。前者分布属古北型，

以中温带为主再伸至亚热带，有 - 个亚种［3］，即

喜马拉雅亚种（! 5 0 5 -(&0.010)%/，产于我国西

南地区）、华南亚种（! 5 0 5 &02$%$%/，产于我国

华南地区）和海南亚种（! 5 0 5 -0()0)%/，产于

海南岛）。后者分布属东洋型，在东洋界分布的

北限多达北亚热带，有两个亚种［3］，尼泊尔亚种

（! 5 " 5 3$0403%/，产于云南、贵州）和日本亚种

（! 5 " 5 )(**+)，产于我国东北、华北和西南等

地），与中菊头蝠分布有重叠。它们在四川均

有分布，分别是中菊头蝠喜马拉雅亚种和马铁

菊头蝠日本亚种。这两种菊头蝠在形态上十分

相似，常给分类工作带来一定的困难。然而这

两个物种的形态学和生物学研究资料又较为少

见。国内仅见张维道［.］、张树义等［-］、任文华

等［4］、冯江等［B，?］、沈正雄［/］、谷晓明等［1］的报

道，有关其形态学资料至今未见报道，本项研究

可为更好地区分四川产的两个物种积累一些重

要的生物学资料。

) 材料与方法

)*) 实验材料 中菊头蝠喜马拉雅亚种浸制标

本共 34 例，其中二滩 B 例（B! ）、开江 C 例（B! ，

4"）马铁菊头蝠日本亚种浸制标本 ? 例，其中三

峡 B 例（3! ，4"）、二滩 3 例（3"）。标本现存于

西华师范大学珍稀动植物研究所标本室。

)*+ 可测量变量的测定 参照 D+7,:(7,:>$［C］

和 M>(" N5O&!*#7,:［3A］的测量方法分别对 .- 项

外部形态测量指标和 .. 项头骨形态测量指标

进行了测量。

外部形态可测量变量有，体长（=7<> (",:#+，

PQ）、尾长（ #$)( (",:#+，DQQ），耳长：从耳道测量

（"$&，(",:#+ ;&7! !"$#F*，RQ）；对耳屏长：从耳道

测量（$,#)#&$:F*，+"):+# ;&7! !"$#F*，O6）；对耳屏

宽：从 耳 缺 测 量（ $,#)#&$:F*， 8)<#+ $# #+"
"!$&:),$#)7, 7; #+" "$&，OS）；前 臂 长（ ;7&"$&!，

TO）、第!掌骨长 J% !、第!掌骨第一指节长

!3、第!掌骨第二指节长!.、第"掌骨长 J%
"、第"掌骨第一指节长"3、第"掌骨第二指

节长".、第#掌骨长 J% #、第 #掌骨第一指

节长#3、第#掌骨第二指节长#.、后足长（;77#
(",:#+，TQ）、胫长（#)=)$ (",:#+，DOQ）、鼻叶的杯

状叶宽（8)<#+ 7; #+" %F’，SU）、鞍状鼻叶高：从

杯状叶底部测量（*"(($，+"):+# ;&7! #+" %F’ $# #+"
=$*"，6U）；鞍状鼻叶宽：基部测量（*"(($，8)<#+ $#
=$*"，KSP）；鞍 状 鼻 叶 宽：中 部 测 量（ *"(($，
8)<#+ $# #+" !)<<("，KSJ）；鞍状鼻叶宽：顶部测

量（*"(($，8)<#+ $# #7’，KSD）；蹄状叶宽（8)<#+ 7;
+7&*"*+7"，S6）。

头骨 可 测 量 变 量 有：颅 全 长（:&"$#"& *GF((
(",:#+，VKQ），颅基长（%7,<>(7%$,)," (",:#+，UUQ），

颅高（%&$,)F! +"):+#，U6），鼻隆高（&7*#&$( +"):+#，
L6），枕 鼻 长（%&$,)$( (",:#+，UQ），枕 宽（%&$,)$(
=&"$<#+，UP），颅宽（!$*#7)< =&"$<#+，JP），颧宽

（ W>:7!$#)% 8)<#+， XS），眶 间 宽（ ),#"&7&=)#$(
=&"$<#+，YEP），鼻宽（,$*$( =&"$<#+，NP），听泡最宽

（#>!’$,)% =F(($ =&"$<#+，DPP），听 泡 长（%7%+("$
(",:#+，UEQ），听 泡 间 距（ ("$*# ),#"&=F(($ 8)<#+，

YPS），腭 长（’$($#$( =&)<:" (",:#+，ZPQ），U3J-Q
（F’’"& #77#+ &78 (",:#+ ="#8"", U3J- ），J3J-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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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 ），0.0.1
（,$#23%’ 24$&55， 0.0. 6$&7 &!%#$ ,252) 624#），

-/-/1（,$#23%’ 24$&55 -/-/ 6$&7 &!%#$ ,252) 624#），

4.7/ )（)&(#$ %&&%’ $&( )#*+%’ ,#%(##* 4.7/），7.7/ )
（)&(#$ %&&%’ $&( )#*+%’ ,#%(##* 7.7/ ），齿 骨 长

（3#*%2$8 )#*+%’，9:），齿骨关节宽（3;5%2*4# 6$&7
$27!5 %& 2*+!)2$ %;"，<=>）。

为减少测量误差，所有指标的测量均由一

人完成。

!"# 数据处理 所有数据通过 ?>?? ..@A BC<
1DE9C1? 统计分析软件处理，通过判别分析建

立判别函数判定两种菊头蝠的归属，同时采用

单变量分析（独立样本 !F检验）讨论两种菊头蝠

间各变量差异的显著性。

$ 结 果

$"! 判 别 分 析 外 形 和 头 骨 数 据 经 过

9;54$;7;*2*% 过程处理分别得到外形和头骨的

G28#5 判别函数。

$"!"! 外形判别函数

中菊头蝠喜马拉雅亚种：

". H IJ@KJL: M .A.@JNIB= O JP@PN/-4! M
..Q@RQ.!. O QIJ@I/N-4". O . K.Q@JJJ

马铁菊头蝠日本亚种：

"Q H RK@RI.L: M .JA@..B= O RN@QN/-4! M
.KK@ARK!. O PAA@IAJ -4". O / JPR@Q.

将随机的外形变量 -4!、!.、-4".、L:、

B= J 个指标的测量值分别带入上述两个公式，

计算出两个函数值，如果 ". S "Q，判定为中菊

头蝠喜马拉雅亚种，反之则判定为马铁菊头蝠

日本亚种。

$"!"$ 头骨判别函数

中菊头蝠喜马拉雅亚种：

"T. H Q/K@PPPDCG M ./A@/J.>G: M .K.@QKP7.7/ )
O . .A.@.N.

马铁菊头蝠日本亚种：

"TQ H QKN@/J/DCG M .JP@QP.>G: M QAR@IKI
7.7/ ) O . JQP@R/R

其判别方法同上。

$"!"# 判别结果的检验 为检查建立的判别

函数用来进行判别时的准确度，我们采用交互

验证的方法来检验。结果表明，采用交互验证

判断的正确率均为 .AAU，与使用普通的方法

的判别结果相同，这两个判别函数是较为稳定

的，可以用来判别中菊头蝠喜马拉雅亚种和马

铁菊头蝠日本亚种的归属。

$"$ 单变量分析 外部形态指标的单变量分

析结果见表 .。由表 . 知，中菊头蝠喜马拉雅

亚种和马铁菊头蝠日本亚种的外形指标变量

中，体长、尾长、耳长、对耳屏宽、前臂长、第!
掌骨第一指节、第!掌骨第二指节、第"掌骨、

第"掌骨第一指节、第"掌骨第二指节、第#掌

骨、第#掌骨第一指节、第#掌骨第二指节、

后足长、胫长、鞍状鼻叶高存在极显著差异（#
V A@A.）；第!掌骨、鞍状鼻叶宽（顶部测量）存

在显著差异（# V A@AJ）。其中：中菊头蝠喜马

拉雅亚种（ $ H .P）体长小于 JR 77（PN@/A W
JK@PA），尾长小于 QI 77（Q.@IR W QJ@IK），耳长

小于 QQ 77（.K@/I W Q.@KK），前臂长小于 JI 77
（JA@RA W JP@QA），第!掌骨第一指节小于 .I 77
（./@QA W .J@J/），第!掌骨第二指节小于 /Q 77
（QN@/K W /.@NP）；而马铁菊头蝠日本亚种（ $ H
I）体长大于 IQ 77（IQ@P/ W II@NI），尾长大于

/A 77（/A@JI W /I@.K），耳长大于 QP 77（QP@PN
W QN@QA），前臂长大于 JI 77（JK@NK W I/@PI），

第!掌 骨 第 一 指 节 大 于 .R 77（.R@/K W
Q.@/R），第!掌骨第二指节大于 /P 77（/P@PQ
W /K@..），这些差异可作为区分四川产这两个

种的依据。对耳屏长、杯状鼻叶宽、鞍状鼻叶宽

（基部测量）、鞍状鼻叶宽（中部测量）、蹄状叶宽

差异不显著（# S A@AJ），这表明四川产这两种

菊头蝠的鼻叶没有明显的差异。

头骨形态指标的单变量分析结果见表 Q。

由表 Q 知，中菊头蝠喜马拉雅亚种和马铁菊头

蝠日本亚种的头骨指标变量除颅高、听泡间距

差异不显著（# S A@AJ）外，其他 QA 项指标都存

在极显著差异（# V A@A.）。但在测量值上有重

叠或差异不大，所以从单一可量性状上不能将

二者头骨区别开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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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 马铁菊头蝠日本亚种和中菊头蝠喜马拉雅亚种外部形态量度的描述（!!

!!!

）

"#（! $ %&） "’（! $ (） " # "#（! $ %&） "’（! $ (）!! " #

)* +,-.( / ,-0( (&-10 / %-.+ .-.+0 2 0-0% 34 5 &0-&, / 0-67 &&-+7 / %-,(!! .-.16 2 0-0%
&.-,0 8 +7-&0 (1-&, 8 ((-.( ,6-00 8 &%-71 &,-0% 8!! &(-&%

9** 1,-(% / %-,, ,,-+7 / %-7. %,-+6+ 2 0-0% 5% %1-&. / 0-&& %&-17 / 0-+,!! .-6(7 2 0-0%
1%-(6 8 1+-(7 ,0-+( 8 ,(-%7 %%-+, 8 %,-1+ %,-+, 8!! %+-07

:* 10-%+ / 0-6& 1(-0. / 0-60 %,-%0, 2 0-0% 51 %&-%& / 0-(1 %7-&% / %-%,!! %0-6(+ 2 0-0%
%7-,( 8 1%-77 1&-&. 8 1.-10 %,-,6 8 %+-,. %(-.+ 8!! %6-6(

;< %%-6( / 0-.7 %1-(+ / 0-&, 1-0,1 = 0-0+ >* %0-(+ / 0-&% %%-6% / 0-67!! &-%1% 2 0-0%
%0-%% 8 %1-6( %%-6& 8 %,-,0 6-.7 8 %%-%+ %0-+& 8 %!! ,-0.

;? .-%( / 0-,1 7-%6 / 0-,6 (-%%( 2 0-0% 9;* 1,-0, / %-%0 1+-.0 / 0-.6!! +-,1. 2 0-0%
(-&+ 8 .-(% .-(1 8 7-., 10-7. 8 1&-.7 1&-7( 8 1(-6!! %

>; +1-&( / %-01 (%-,. / %-71 %&-%%% 2 0-0% ?@ 1-(7 / 0-1( 1-70 / 0-%,!! 0-67% = 0-0+
+0-60 8 +&-10 +7-.7 8 (,-&( 1-1& 8 ,-0& 1-(( 8 ,-0!! 0

34 !
,.-.+ / %-11 ,6-1+ / %-1% 1-+1& 2 0-0+ <@ +-%7 / 0-17 +-(% / 0-%6!! ,-&1& 2 0-0%
,+-(0 8 &0-0( ,.-(( 8 &0-.. &-.+ 8 +-., +-,% 8 +-7!! 0

!% %&-.6 / 0-+6 10-&6 / 0-.0 %7-.6. 2 0-0% A?) 1-+, / 0-11 1-.1 / 0-10!! %-..% = 0-0+
%,-10 8 %+-+, %6-,7 8 1%-,6 1-11 8 ,-0% 1-+0 8 1-6!! +

!1 16-1( / %-1. ,+-76 / %-++ %0-011 2 0-0% A?3 %-+, / 0-%% %-+, / 0-%,!! 0-%,7 = 0-0+
1.-,7 8 ,%-.& ,&-&1 8 ,7-%% %-,1 8 %-(6 %-&% 8 %-.!! %

34 "
,6-1+ / 0-.. &,-6. / %-,6 6-7+( 2 0-0% A?9 %-.0 / 0-%, %-7( / 0-%0!! 1-+6( 2 0-0+
,7-%+ 8 &0-,& &%-.7 8 &+-+. %-+& 8 %-7. %-.1 8 %-6!! 6

34 "% 6-6( / 0-,. %%-7% / 0-&. 6-+0. 2 0-0% ?< 7-.% / 0-(& 7-67 / 0-1(!! 0-6(, = 0-0+

!!6-,& 8 %0-(+ %%-%% 8 %1-+% .-&7 8 6-(0 7-+6 8 6-,%

34 "1 %7-0% / 0-7+ 11-%6 / %-16 !!7-(1( 2 0-0%
%.-00 8 10-07 10-6+ 8 1&-17

"#：中菊头蝠喜马拉雅亚种；"’：马铁菊头蝠日本亚种；!：样本数量；# = 0-0+ 差异不显著，# 2 0-0+ 差异显著，# 2 0-0% 差

异极显著。

表 " 马铁菊头蝠日本亚种和中菊头蝠喜马拉雅亚种头骨形态量度的描述（!!

!!!

）

"#（! $ %0） "’（! $ (） " # "#（! $ %0） "’（! $ (）!! " #

BA* 1%-70 / 0-&. 1,-(. / 0-&+ 6-166 2 0-0% @C* ,-1. / 0-%1 ,-&( / 0-06!! &-0++ 2 0-0%
1%-%0 8 11-(0 11-.7 8 1&-11 ,-0% 8 ,-&% ,-,1 8 ,-(!! %

@@* %(-.6 / 0-,( %7-,. / 0-,% %0-&.& 2 0-0% D)? %-01 / 0-06 0-6( / 0-%+!! 0-616 = 0-0+
%(-17 8 %.-+% %.-7, 8 %7-6. 0-71 8 %-06 0-(. 8 %-1!! %

@< 6-1% / 0-%& 6-,. / 0-1% %-6&+ = 0-0+ E)* +-+% / 0-%( (-+0 / 0-1.!! 6-77. 2 0-0%

!!6-0& 8 6-&. 7-6% 8 6-(, +-17 8 +-.6 +-6( 8 (-61

"< (-+( / 0-%& .-%6 / 0-%& %0-0,0 2 0-0% @%3,*
7-&( / 0-1+ 7-71 / 0-1%!! ,-&6& 2 0-0%

!!(-17 8 (-.( (-66 8 .-%6 7-%& 8 7-.6 7-(0 8 6-16

@* %&-07 / 0-1+ %+-&+ / 0-&. 7-%10 2 0-0% 3%3,*
&-61 / 0-%6 +-1( / 0-%,!! &-(,, 2 0-0%

%,-.1 8 %&-(1 %&-&6 8 %(-1% &-+7 8 +-%1 &-67 8 +-&!! (

@) .-70 / 0-%. 7-%7 / 0-,( ,-006 2 0-0% @%@%?
1-.6 / 0-1& ,-,0 / 0-10!! +-10+ 2 0-0%

!!.-++ 8 7-0( .-+& 8 7-.& 1-1( 8 ,-%0 1-61 8 ,-+,

3) %0-%+ / 0-%7 %0-(. / 0-1% +-61& 2 0-0% 3,3,?
7-0+ / 0-,( 7-+7 / 0-1.!! ,-.,. 2 0-0%

!!6-7, 8 %0-&% %0-,% 8 %%-0( .-&+ 8 7-&% 7-0. 8 7-61

F? %0-(6 / 0-,0 %%-6+ / 0-&( .-170 2 0-0% 4%!, G
7-61 / 0-1( 6-,1 / 0-%.!! &-067 2 0-0%

%0-10 8 %%-0( %%-%7 8 %1-+6 7-&, 8 6-1& 6-0% 8 6-+!! 7

DC) 1-%. / 0-06 1-(1 / 0-%1 6-(&& 2 0-0% !%!, G
+-,, / 0-%6 (-%. / 0-%&!! %%-0(1 2 0-0%

!!1-0( 8 1-,0 1-,, 8 1-.. +-%0 8 +-(. (-00 8 (-&,

H) 1-66 / 0-%, ,-%7 / 0-%& ,-0(& 2 0-0% I* %+-0& / 0-&7 %(-11 / 0-,7!! (-%0% 2 0-0%
1-(6 8 ,-%( 1-66 8 ,-,6 %&-1( 8 %+-(7 %+-+, 8 %(-(!! 6

9)) 6-7. / 0-%. %0-11 / 0-16 ,-10, 2 0-0% ";E &-67 / 0-10 (-,. / 0-&0!! 6-710 2 0-0%
6-+( 8 %0-0( 6-.( 8 %0-(1 &-.1 8 +-,. +-.( 8 .-0,

见表 % 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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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讨 论

四川产两种菊头蝠在形态上十分相似，但

又有明显区分，从外部形态上看，中菊头蝠喜马

拉雅亚种体型较小，从前面观，鞍状鼻叶两侧中

部边缘微凹成琵琶状，顶叶近等边三角形，股间

膜后端近方形；马铁菊头蝠日本亚种体型略大，

从前面观鞍状鼻叶两侧中部边缘微凹成提琴

状，顶叶的顶端尖而狭长，股间膜后端尖出呈锥

形。从头骨形态上看，中菊头蝠喜马拉雅亚种

颚桥较短，矢状嵴发达，第二上前臼齿位于齿列

之内，犬齿与大前臼齿（!"）齿基缘不相接触；马

铁菊头蝠日本亚种颚桥较长，人字嵴发达，第二

上前臼齿位于齿列之外或缺无，犬齿与大前臼

齿（!"）齿基缘相接触［## $ #"］。

目前，对中菊头蝠和马铁菊头蝠的外部形

态鉴别主要依据前臂长［##］，而在检索表［%］中前

臂长有很大的交叉，常给分类工作带来一定的

困难。作者通过对外部形态的比较发现，除前

臂长存在差异外，在体长、尾长、耳长、第!掌骨

第一指节、第!掌骨第二指节均存在极显著的

差异，可作为区别这两个物种的依据。同时分

别对 外 形 和 头 骨 从 量 上 建 立 这 两 个 物 种 的

&’()* 判别函数，从交互验证的结果可以看出，

这两个判别函数是较为稳定的，再结合以上差

异应能达到正确鉴别的目的。由于所用标本均

来 自 四 川，即 中 菊 头 蝠 为 喜 马 拉 雅 亚 种

（!"#$%&%’"() *++#$#) "#,*&*-*$() +,-).*/,，#012）

和马铁菊头 蝠 为 日 本 亚 种（ ! 3 +.//(,.0(#$(,
$#’’%$ 4)556,78，#%92）［#］，其他地区亚种间是

否存在同样的差异还有待于进一步验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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