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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西鸟类新纪录— —大仙
A New Bird Species in Guangxi

—— Niltava grandis grand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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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西自然博物馆　南宁市人民东路 1-1号　 530012)

( Natural Histo ry M useum of Guangxi , 1-1, East Renminlu, Nanning, Guangxi, 530012, China)

摘要　在广西田林县岑王老山自然保护区采得 2号大仙 标本 , 经研究为大仙 指名亚种 ( Niltava grandis

grandis)。

关键词　鸟类　大仙 　亚种　新纪录

中图法分类号　 Q959. 7

Abstract　 Tw o specimens of Nil tava grandis grandis w ere collected in Cenwanloushan Natural

Reserv ation while surveying of animal resource. Th rough careful examination, it is a new bird

subspecy in Guangx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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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2年 5月 20日至 25日 , 作者在广西田林县岑王

老山自然保护区进行动物资源调查时 ,于该保护区范

围内的老山分场和浪平乡央村附近的树林里采得 2号

大仙 标本 , 经研究为大仙 指名亚种 ( Niltava

grandis grandis ) ,是广西鸟类新纪录 [1 ]。标本保存于

广西自然博物馆动物标本室。

1　形态特征和量度

　　鸟体量度见表 1。
表 1　大仙 标本的量度

Tabl e 1　Measurement of N iltava grandis grandis

标本号

Specimen
number

性别
Sex

体重

W eigh t
(g)

体长

Length
( mm)

嘴峰

Culmen
( mm)

翅长

Wing
( mm)

尾长

Tail
( mm)

跗

Tarsus
(m m)

200205206 ♂ 40 208 15 108 97 27

200205251 ♂ 40 205 14 108 97 27

　　头顶、 颈侧条纹、 肩、 腰以及尾上履羽辉蓝色 ;

上体背部羽毛黑而沾蓝 ; 两翼飞羽外 粘蓝色 ,内

灰黑色 , 飞羽为蓝色 ; 两侧尾羽外 蓝色 , 内 黑粘

蓝色 , 中央尾羽两 蓝色 , 尾羽羽干黑灰色较硬 , 尾

羽的亦为蓝色 ; 眼先、 额、 头侧、 颏、 喉和前胸均绒

黑色 ; 下胸、 两胁暗蓝紫色 ; 腹、 尾下履羽和尾羽的

下面为暗蓝灰色。虹膜深褐 , 嘴黑色 , 脚角质色。

2　生境和习性

　　大仙 栖于森林及灌丛间。当时这两号标本均于

海拔 1400～ 1500 m的山林中 ,靠近溪流 ,林下灌丛茂

盛 , 浓密的阔叶林中采得。大仙 性喜隐匿而不容易

看见 , 以听到其响亮而优雅的 k′tu-tu-ti清晰哨音叫

声而被发现 , 成对活动 , 受惊后横飞于树冠之间。嗉

囊和鸟胃解剖发现其主要食物为昆虫。

3　讨论

　　在中国大仙 有 2个亚种 , 即指名亚种 (N iltava

grandis grandis ) 和 云 南 亚 种 (N il tava grandis

griseiventris )
[2 ]

。两亚种的区别很小 , 主要区别为指

名亚种头顶为辉蓝色 , 翅较长 (翅　♂ 99～ 112 mm ,

♀ 97～ 105 m m);云南亚种头顶颜色较浅 ,呈天蓝色 ,

翅较短
[ 3]

。据此 ,所采得的大仙 为指名亚种。大仙

在我国的分布区很小 ,以前仅见于云南及西藏的东南

部
[ 4]

。其中指名亚种繁殖于西藏东南部海拔 2000 m

以上 ; 云南亚种繁殖于云南东南部 [5 ]。在广西发现大

仙 , 是其分布区大为扩展。广西田林县现是其分布

的东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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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2　二丁酰 cAMP对育肥猪胴体组成和肉脂品质

的影响

　　眼肌面积、 瘦肉率和背膘厚 3个指标都能很好的

反映猪的胴体性状
[14 ]

。本试验结果的育肥猪胴体瘦

肉率提高 2. 66%～ 10. 20% 、 眼肌面积增加 3. 57%～

12. 51% 、背膘厚降低 1. 74%～ 18. 90% ,这与给猪皮

下注射 cAM P, 瘦肉率提高 8. 73% , 眼肌面积增加

29. 58% ,背膘厚降低 24. 76%
[10 ]
的结果相似 ,表明二

丁酰 cAM P具有与 cAM P一样的效果。

　 　 cAM P增加动物体组织蛋白质沉积可能是 ,

cAM P可促进肝中基因的转录作用 [ 15] , 加强肝中蛋

白质合成 ,从而使猪体重增加 ; 也可能是因为 cAM P

改变了体内能量的分配 , 增加了糖和脂肪的利用率 ,

减少了蛋白质的分解供能 ,从而使体内蛋白质沉积增

加所致。

　　肉的嫩度、色泽、系水力及鲜味等是评价猪肉品

质的重要指标 [16 ]。本试验发现添加二丁酰 cAM P对

肌肉的 pH值、 肉色评分、 熟肉率、 失水率、 贮藏损

失无显著影响 ( P > 0. 05)。但肌肉大理石纹评分提

高 4. 33%～ 11. 66% , 这与肌间粗脂肪含量提高

7. 30% ～ 32. 02%是相一致 ; 而猪肉所含的挥发性香

味成分主要存在于肌内脂肪中
[17 ]

, 从而使肌肉的多

汁性、 嫩度和香味都有所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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