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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共记述山西鸟类17目54科（4个亚科）167属327种。
分总论、各论和附录3部分。
在总论中介绍了山西省鸟类的研究简史，山西鸟类调查结果、山西鸟类区系分析、鸟类外部形态常用
术语、环境污染对鸟类的影响等。
在各论中，除了对山西鸟类的分类，即目、科（亚科）、属、种的主要形态特征进行了描述外，还对
种的地理分布、生态（栖息环境、数量、生态习性、食性、繁殖）、经济意义及益害关系等进行了较
为全面的论述，为了便于读者正确地识别和鉴定鸟种，大多鸟类都会有线条图、并按照目、科、属、
种分类单元给出了检索表。
    附录中录得山西省以鸟类命名的村庄180多个，介绍了鸟类标本的采集、制作、保管与收放方法等，
以便读者查阅。
    本书为当前山西省鸟类区系，生态等研究工作的一部比较完整的专著，可供野生动物保护、管理、
科研、教学工作者和公、检、法、海关、工商、外贸等有关单位的工作人员，以及广大鸟类爱好者参
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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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序前言第一部分  总论  一、山西省鸟类研究简史    1.新中国17年（1949～1968）    2.“文革”10年（1966
～1976）    3.改革开放年代（1978～1999）  二、山西省自然地理概况    1.地形    2.水域    3.气候    4.植被   
5.森林  三、鸟类物种组成、生境利用特征及区系分析    1.物种组成    2.数量级别    3.生境利用特征    4.从
属区系和分布型  四、环境对鸟类的影响    1.重金属污染物对鸟类的影响    2.有机污染物对鸟类的影响  
五、我国古代动物管理与保护    1.野生动物的保护    2.田猎制度  六、现代鸟类的科学管理与保护    1.宣
传法律，依法保护    2.定期资源普查，开展科学研究    3.建立保护区、禁猎区    4.规范狩猎制度    5.在各
个环节重视鸟类的保护，必要时对珍稀鸟类进行“特殊保护”      6.加强野生动物驯养繁殖的管理    7.
加强农贸市场管理，征收鸟类资源管理费    8.对有害鸟类的防治管理    9.开展群众性的爱鸟护鸟教育  
七、鸟类外部形态常用术语    1.头部    2.颈部    3.嘴（又称喙）      4.躯干    5.翅（又称翼）      6.尾部    7.
腿部    8.羽毛  八、鸟体的衡度和量度    1.衡度    2.量度  九、山西鸟类的野外识别    1.鸟类的生态类群及
其栖息的生境    2.山西省不同生境中分布的鸟类及野外辨别特征    3.湿地鸟类的识别    4.荒漠、草滩中
的鸟类识别    5.黄土丘陵地带鸟类的识别    6.浅山灌丛地带鸟类的识别    7.森林地带鸟类的识别    第二
部分  各论第三部分  附录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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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部分　总论　　一、山西省鸟类研究简史　　山西省的鸟类研究，从20世纪以来，曾有G
．seys和E．1ieent（1933）以及日本人士歧章、馆肋操等9人组成山西学术调查研究团（1934），对山
西的植物、昆虫、鸟类、兽类等方面进行了调查。
清栖幸保于1943年出版了《山西学术探险记》和《山西鸟》。
溯自鸦片战争（1840）至新中国建立前（1949），山西鸟类的调查研究工作大都由外国人进行，他们
所做的研究工作大都很零星，且均偏重于分类研究。
　　随着新中国的成立，山西鸟类的系统研究工作才得以开展。
纵观山西鸟类学研究工作，可分为3个阶段。
　　1．新中国17年（1949—1968）　　1952年，向恩来总理代表党中央，在全国政协二届二次会议上
发出了“向现代科学大进军”的号召；同年5月2日，毛主席在最高国务会议上提出了在文学艺术和学
术研究中，应该实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科研人员受到了极大的鼓舞和鞭策，并以高昂
的热情投入到科研工作之中。
　　1958年成立了中国科学院山西分院，山西省生物研究所组建了山西省动、植物普查队，普查队组
建的当年就开始对五台山、管涔山、关帝山、太行山、太岳山和中条山的动植物资源进行了普查。
在调查工作中，工作人员采集了大量的动植物标本，建立了动植物标本馆，这为山西省动植物的研究
工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1961年6月，原山西大学与山西师范学院合并为“山西大学”。
两校的生物系也由此合并，设立了动物学和植物学两个专业（是专业还是系，请核查，或教研室?），
其下又分设脊椎动物和动物生理等研究方向，为山西省培养了一批动物学工作者。
鸟类学的研究工作也由此开展，亦发表了一些有关研究论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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