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兽类学报
, 」一

高原殿鼠繁殖期和非繁殖期的行为比较
’

魏万红 周文扬 王权业 樊乃昌
卜国科学院西北高原生物研究所

,

西宁
,

摘 要

本文在室内饲养条件下对高原盼鼠 脚呷
。 。 。 匆 非繁殖期和繁殖期的行为进行了

观察
,

定性
、

定量地对 种行为进行了描述和分析
。

结果表明
,

这两个时期的行为基本没有

变化
,

但行为发生的频次和持续时间有极大的不同
。

各种行为的时间分配在 小时内及其在

两个不同时期之间均有一定的差异
,

而每小时内动物的主要行为表现为睡眠和休息
、

移动
、

取

食
、

挖掘
、

相互接触
。

繁殖期
,

动物的活动时间增加
,

表现为挖掘活动和接触时间的加长
,

动

物社会行为发生的频次和持续时间高于非繁殖期

关键词 高原砒鼠 繁殖期 非繁殖期 行为

高原黔 鼠 峋
。甲 。 。二 。“理约 终生营地下生活

,

对其行为学的研究
,

主要采用无线

电遥测法和室 内观察法
,

过去所做的研究工作有巢区
、

活动节律
、

挖掘行为和侵占行为

等 周文扬等
,

王权业等
,

公 樊乃 昌等
, 。

对其行为学的研究可为危害

的防治提供可靠的依据
。

如根据樊乃昌等 研究殿 鼠的侵占行为
,

采用模拟洞道

投饵机
,

从而提高了防治其危害的水平
。

对其繁殖行为的研究可以提供种群繁殖力方面

的信息
,

提出防治高原黔鼠的最佳时机等
。

’

因此本研究将在室内对高原殷鼠繁殖期和非

繁殖期的行为加以定性描述
,

并就其发生频次和持续时间作定量的比较分析
。

材料和方法

实验动物

高原黔 鼠均捕于青海湖西北隅的刚察县年诺索玛地区
。

动物被捕后带回室内单个饲

养在 ‘ 、只 的养鼠池内
,

室内温度 ℃
,

自然光照 每天早

供给胡萝 卜
、

小麦和大 白鼠料块
。

非繁殖期实验从 年 月 日开始
,

月 日结

束
,

选取健康的雌雄 鼠各 只用于实验
,

雌鼠平均体重 相 士 范围 一 拍
,

雄鼠平均体重 士 范围 ‘ 繁殖期实验从 年 月 日

开始
,

月 日结束
,

选取健康
、

处于动情期的雌鼠 只
,

雄鼠 只用于实验
,

雌鼠平

均体重 」一 士 范围 一
,

雄鼠平均体重 士 范围 一
。

每只动物在实验期只供试一次
。

行为分类

对于地下活动动物的行为分类 目前尚无参考资料
,

本文根据室内观察结果将其行为

农牧业虫鼠害综合治理研究国家重点实验室荃金资助项目

本文于 年 月 日收到
,

年 月 日收到修改稿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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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类如下

睡眠和休息
。。

动物在 自己巢内或出巢活动一段时问后较长时间处于

伏地不动状态
。

取食 动物采集
、

咀嚼和消费食物的过程
。

拖运食物 动物将采集的食物衔回 自己的巢内
。

挖掘 包括掘土
、

扒土
、

踢土
、

推土
、

拱土和修饰洞道等一系列活动
。

自身修饰
。 。 动物用嘴或爪清洁身体表面的动作行为

。

移动 、 动物出巢活动中从一地点到 另一地点的运动
。

探视 动物在距巢 范围内的活动
,

主要特征为频繁进出巢穴的探视

行为
。

接近 一个体移至距另一个体 的范围内
,

根据接近 目标不同可分

为接近雌体 和接近雄体
。

接触 一个体身体的某一部位与另一个体身体的某一部位相互接触
,

根据

接触 目标分为接触雌体 。 和接触雄体
。

攻击 一个体接近另一个体并抓咬
,

迫使对方逃离等
,

根据攻击对象分为

攻击雌体 飞 和攻击雄体
。

逃避 一个体接近另一个体相互抓咬
,

结果 自己逃离
,

可分为逃避雌体
、 和逃避雄体

。

退却 两个体相互走近
,

双方同时向相反的方向逃离
。

行为测定和分析

在 自然状况下
,

高原殿 鼠生活于封闭黑暗的洞道内
,

非繁殖期为独居动物
,

相互随

机 发生关系
,

而在繁殖期一 只雄 鼠的洞道可与 一 只雌 鼠的洞道相通 周 文扬等
,

,

因此全部实验均在完全黑暗的室内进行
。

非繁殖期行为测定时将动物分为 组
,

每组 只雌体
、

只雄体 而繁殖期实验时亦将动物分为 组
,

每组 只雌体
、

只雄体
。

每次实验于早 时开始
,

将一组动物放入 ‘ 的观察池 内
,

池 内

四边和四角共设有 个巢箱
,

池中央供给小块胡萝 卜
,

让动物选择 自己的巢箱并适应环

境 后
,

通过红外摄像系统 包括观察池上方安装的红外线摄像头
、

录像机和监视

屏 连续 记录和观察动物的行为
,

然后采用 自编 程序在 计算机

上对每一动物的各种行为的发生频次 和持续时间 进行连续分

析 每组动物采用不同的颜色对动物不同部位的被毛进行染色以识别不同的个体
。

每次

实验完毕
,

取出动物
,

将观察池冲洗干净
,

于第二天早 时开始新的一组动物实验
。

结 果

小时内各种行为的时间分配

同一种行为在每小时之问的时间分配不同
,

在繁殖期和非繁殖期表现出一定的差异

表
,

表
。

睡眠和休息在非繁殖的每小时内所占时间基本相同
,

呈均匀分布
,

而在繁

殖期主要发生时间集中于 一 之间 一 动物的活动表现 出一个小

高峰期
。

取食行为在两个时期均有多个高峰
,

只是高峰期分布的时间不同
,

而拖运食物

的行为多发生于取食前和取食结束后
。

挖掘行为在非繁殖期有几个高峰
,

但所占时间相

对较少
,

而繁殖期集 中于 之问
,

持续时问相对较高
。

自身修饰是地下掘

一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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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类动物表现较多的一种常见行为
,

挖掘活动的增加伴随 自身修饰行为的相应增多 探

视和移动行为在两个时期均只有一个高峰期
,

但在繁殖期所占时间相对更加集中些 接

近行为在非繁殖期有多个高峰
,

主要发生时间在
,

而繁殖期的高峰为

之问 接触行为在非繁殖期有两个高峰
,

在繁殖期为平均分配
。

逃避行为在两个时

期均有一个高峰
,

但非繁殖期的时间分配相对集中
。

由于动物相互接触的机会增加
,

也

增加了动物相互攻击的时间分配
,

繁殖期在 至 之间所占时间较多
,

而非繁

殖期集中于 和
。

退却行为在两个时期均有多个高峰
,

只是分布高峰期不同而

已
。

表 高原粉鼠非萦殖期的行为在 小时内的分布
,

对间
妇刀

行为分类 咖
’ ·

‘

、

,

。
以

‘ 数据为每小时内行为持续 时间占同一行为在 小时内持续时间的百分比 。

一

, , 睡眠和休息 一 。 ,记 取食 拖运食物 釜 挖掘 。逗 , 自身修

饰 移动
‘

探视 , 接近雌体 一 接近雄体

一 接触雌体 农 接触雄体 攻击雌体 加 ,

攻击雄体
,

逃准雌体 逃避雄体 退却
·

其他图同表 。

每小时内各种行 为的时间分配

从表 和表 中可 以看出
,

在两个不同时期的每一小时内
,

动物表现出的主要行为

是睡眠和休息
、

移动
、

取食
、

挖掘
、

接触
,

所不同的是繁殖期睡眠和休息所占时间的比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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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降低
,

而挖掘和接触行为所占时间比例相对增加

衰 离原粉限 , 殖期的行为在 小时内的分布

训 犯 元

时间
百】

行为分类 叭 。

以

氏

氏

‘

两个时期的行为比较

对两个时期 只动物 日活动中的各种行为进行统计
,

结果列于表
。

非繁殖期雌性

动物逃避雄性动物的行为所发生的频次和持续时间平均分别为 次和 打
,

而雌性

动物逃避雌性动物的行为所发生的频次和持续时问平均分别为 次和
,

其发生

频次和持续时间之问均有显著差异
,

其它行为的发生频次和持续时间在雌雄动物之间均

无差异
一

繁殖期只有取食行为的发生频次在雌雄动物之问有显著差异
,

雌性动物的取食

频次高于雄性动物
,

而雄性动物取食所持续的时问长于雌性动物
。

同性动物的各种行为

在两个时期进行 比较
,

雌雄动物的睡眠和休息所持续的时间在非繁殖期均高于繁殖期
,

而

挖掘和 自身修饰行为所持续的时间在繁殖期明显高于非繁殖期
,

同时
,

移动的频次和探

视的时间在两个时期均表现出一定的差异 动物相互接近
、

接触
、

逃避和退却等行为所

一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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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生的频次和持续的时问在繁殖期显著高于非繁殖期 而且
,

同性动物之问的这些行为

所持续的时间低于异性动物

降低
,

非繁殖期雌性动物和

之何
。

油
巍劫物

于高原阶鼠的推土堵洞特性使动物的攻击机会相对

攻击雌性动物的行为均没有发生
,

而繁殖期雌雄动

物的攻击行为所发生的频次和 欲膝时间也很低
。

。 。 。 。 。

就露烈艺
殖期的行为在每小时内的分布

时间
】月 】

行为分类 恤诚

‘

一

‘

。

上

口

。

。

。

。

生

曰,且月,一勺八口八
‘令,,一︸

表 高原粉鼠繁殖期的行为在每小时内的分布

“ 飞

时间
,

丁

行为分类 诚 。

。

。

。

。

。

。 。

。

。 。

内匕尸

⋯⋯
户合,
电八曰丹,八匕‘五九,,︺,,‘乙今‘,‘

空﹄

一



© 1994-2009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续表 上 。

几

⋯
﹁︸八几曰八斑︸汽甘,,

。。 。

。

。

八八

⋯
﹄一八﹄甘

︵“一︸八甘﹄日甘八八︸

⋯⋯
︸八八仙﹃”︸︸︸︸︸

︸︸甘

⋯
﹄︸﹃

。

巧拍

表 商原粉鼠在致殖期和非繁殖期的行为比较
一

繁殃期 非繁殖期
行为比较

行为
讨

汤

摊

舍 早
摊

舍 早
一 几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资 关

。 。 。

。 。 。 。

。 铸 苦 。 。

。 。 。 。 。 。 。

帅

。 。 。 。

。 。 书 共 并

、
。 。 。 。 并 并 苦 长

。

。

。

务 铸 并 资 朴

。 。 关 关 妊

。 。 。 。

。 。 。 并 关 并

。 。 。

翎

。 。 。 。 。 。

。 。 。 关 朴

‘ 。 。 。 共 苦

。 。 一

一 。 ‘

。 。 。 。 苦 并

。 。 。 。 肠 关 关 井 妊

。 。

。 。 。

。 。 。 ‘ 。 。

脚伽枷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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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

。

。

‘

。

,
。 。

,
。 。 。

。 。

,

。

。

一

。

吕

赞 肠

一
苦 甘 补

即

⋯
吕

⋯ 卜 价
⋯

炭殖期雌雄行为比较 。。 加 ‘娜 切
非繁殖期雌雄行为比较 伪 加 肠 ‘” ‘ 沁

一 两时期雌雌行为比较 治 ,

两时期雄雄行为比较
,、

持续时间 秒 , 频次 , , 二 , , , , ,

铃 朴

讨 论

一般认为
,

高原殿 鼠除繁殖期外为独居动物 禹瀚
,

张效武
,

价 王学高

等
,

张孚允等
,

樊乃 昌等
, ,

而我们的研究却表明
,

既使在非繁殖期

高原殷 鼠仍可表现出社会行为
。

樊乃 昌等 也曾观察到在非繁殖期常可在同一洞

道内捕获不同性别的两只殿鼠的现象
。

动物的行为及其分布受多种因素的影响
,

高原尉鼠在受试条件完全相同的两个时期

内
,

虽然行为成分基本未发生变化
,

但行为发生频次和持续时间及其分布有极大的差异
,

显然这种差异是 由于繁殖的因素造成的
。

繁殖期
,

高原盼鼠的 日活动时间增加
,

主要表

现为挖掘活动的增加和动物相互作用时间的增加
,

这与野外研究结果基本一致 周文扬

等
, ,

对囊鼠的研究中亦有类似的报道 许多哺乳类动物的攻击性

在交配期最低
,

怀孕的中
、

后期或交配后增加
,

哺乳期达到高峰
,

随后逐渐减弱
,

,

高原殿鼠也表现出这一趋势
,

无论雌雄动物繁殖期其接近
、

接触
、

攻击
、

逃避和

退却等行为所发生的频次和持续时间均长于非繁殖期
,

说明动物在繁殖期的社会性高于

非繁殖期
。

王权业等 发现在繁殖前雌性殷 鼠对同性粪尿有忌避行为
,

雄性粉鼠

的粪尿和尿道球腺对雌性动物的诱惑作用也不明显
,

而在繁殖盛期雌性黔鼠对同性粪尿

的忌避作用下降
,

这也说明高原黔鼠在繁殖期的攻击性减弱
。

自然状况下
,

雌雄动物在

栖息地内的空问分布呈镶嵌型 周文扬等
, ,

这在繁殖中为不同性别动物的相互接

触创造了条件
,

可示为地下生活方式的掘土类动物 的最佳配偶对策
,

而我们的研究中又发现高原黔鼠在交配过程中动物的相互接触是随机的 表
,

只有相

互发生作用后才表现 出不同的对策
,

即同性动物之间相互接触的频次和持续时间低于异

性动物之 问
。

因此高原酚鼠的交配期是进行防治的最佳时机
,

一方面高原盼 鼠活动和相

互接触的时问增 加
,

使取食毒饵的机会增加
,

可直接减少参与繁殖的殿 鼠数量
,

另一方

面雄性 鼠的挖掘活动早于雌性动物
,

而且活动时问也较长
,

这有可能改变种群性比
,

使

实际参与繁殖的黔鼠数量减少
,

降低了种群的出生率
,

间接地达到防治 鼠害的 目的
。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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