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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高黎贡山北起西藏高原，南达中南半岛的缅甸境内，横亘在中国的西部，绵延600余公里，地势北
高南低，高差达3000多米。
这种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使得高黎贡山犹如一座巨大的桥梁，成为野生动物南北过渡的走廊和第三纪
、第四纪冰川期中野生动植物的“避难所”，形成了动植物种属复杂、新老兼备、南北过渡、东西交
汇的格局。
高黎贡山生物多样性的特点十分突出，有世界物种基因库、世界自然博物馆、哺乳动物发源地、雉类
和鹛类的乐园之称。
20世纪初就引起世界各地著名学者、专家的注目。
中国科学院生物多样性委员会将其列为“具有国际意义的陆地生物多样性关键地区和重要模式标本产
地”。
　　高黎贡山自然景观独特而壮丽，历史文化丰厚。
特别是自然保护区划定之后，吸引了大批学者进行考察、探讨，开展了多项研究工作。
高黎贡山保护史丛书的出版，把高黎贡山推向了世界。
本书只是对高黎贡山一窥初探。
它表达了一位老科技工作者对高黎贡山的一点心意。
有谬误之处希望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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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收录了编著者在云南保山地区工作多年收集的鸟类有关资料和标本，以及作为高黎贡山自然
保护区第一代工作者对保护区南段的考察纪实和回忆史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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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陈鸿芝
　　1939年11月生于河南省太康县，1964年毕业于兰州大学生物系动物专业。
1964年10月分配到原保山国有林管区作。
1987年任保山市林业局自然保护管理站站长，高级工程师，1995年退休。

　　参加工作三十多年来一直从事野生动物保护及自然保护区工作。
和高黎贡山结下了深厚的情缘。
现将终生积累献给深爱的高黎贡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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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2.1历时数年撰写的保山鸟类。
共收录鸟类394种，分两部分，上部非雀形目134种，隶属17目，30科，97属，其中留鸟79种占58.8％，
夏候鸟18种占12.6％，冬候鸟34种占25.3％，旅鸟3种占2.2％。
　　下部雀形目鸟类260种，分属24科（亚科），104属。
其中留鸟196种占75.4％，夏候鸟11种占4.2％，冬候鸟21种占8.1％，旅鸟12种占6.5％。
　　本区鸟类区系以东洋界为主274种，古北界36种。
　　据《云南鸟类志》记载保山鸟类有427种。
但本稿记述的394种都有在保山市内明确的分布地或者是高黎贡山标本室所采标本记录中的采集地点。
另有33种在《云南鸟类志》中记录的分布地为保山境内江河之间，如澜沧江与怒江之间等地。
这个区域内保山市有3个县，还有其他地州无法确认是否在保山市有分布，因此没有收入本稿。
　　2.2本稿采用的分类方法以《中国鸟类系统检索》（郑作新著）为依据。
　　2.3分布地的记述，本稿中只收录保山市各县，而此外的分布地没有收录。
　　2.4保山鸟类研究史。
自1840年鸦片战争之后，随着中国的门户开放，外国的博物收藏家、鸟类研究工作者，探险队接踵而
来。
他们在云南采集了大量鸟类标本，收藏保存在英、美、法等国家的自然历史博物馆中。
1949年以前欧美等国到云南从事鸟类区系调查的有30多人。
新中国成立之后，国内著名的学者也曾到保山进行鸟类调查及标本采集工作，现将重要的学术活动记
述如下。
 2.4.1 1868年，1875年英国人约翰·安德森博士率队从缅甸八莫进入盈江梁河、腾冲一带采集鸟类标
本233号，经鉴定分为120种（亚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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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亚欧大陆和印度大陆的碰撞诞生了神奇而美丽的高黎贡山，大陆性气候与海洋性气候在此交汇，
造就了高黎贡山丰富的生物多样性。
　　——高黎贡山保护区标志创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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