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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原鼠兔与达乌尔鼠兔的摄食行为

及对栖息地适应性的研究
’

樊乃昌 张道川
中国科学院西北高原生物研究所

,

西宁
, 。。

摘 要

通过对标志高原鼠兔和达乌尔鼠兔直接观察的方法
,

对它们的摄食行为及栖息地适应

性进行了研究 两种鼠兔的摄食行为链存在着明显趋同的行为程序时间系列 在摄食活动中
,

前者用于防御敌害的时间分配较多
,

而达乌尔鼠兔则花费更多的时间于采食
。

对小生境内的

高大植株进行刘割
,

是高原鼠兔保持其防御视野开阔
,

降低被捕食风险的适应性策略 达乌

尔鼠兔则善于利用栖息地内高大植株覆盖物作为它们的临时隐蔽所
,

以有效地躲避敌害
。

这

表明它们具有反捕食的行为调控能力
,

也证明捕食风险强化了物种对栖息地的选择
。

关键词 高原鼠兔 达乌尔鼠兔 摄食行为 栖息地

鼠类的摄食行为
,

以及对食物和栖息地的选择一直受到生态学界许多研究领域有关

学 者 的 重视
,

等
,

等
,

等
,

。

摄食行为受许多因子影响
,

其中最主要的是栖息地条件及其中的食物资源丰富度
。

栖息地的斑块性会影响对食物资源的选择程度 等
, 。

鼠类多为小型植食动

物
,

地面活动 的种类在离开 洞道 系统觅食 时面 临较高的被捕食 的压 力 等
,

。

近年来的许多研究表明
,

捕食风险 对植食性小哺乳动物行为

决策和群落的形成起着重要作用
,

并成为认识群落机制的重要途径
,

‘

等
,

等
,

边疆晖等
, 。

本文主要报道在共同栖息地上高原鼠兔 。无。 。。 。 。 , 。 ￡。 。 和达乌尔 鼠兔
。 。 摄食行为的比较

,

以及它们对栖息地适应性的分析
,

以期为揭示它们的分布格

局
、

群落结构
、

反捕食行为调控的形成机制及有效的生态治理草原鼠害提供理论依据
。

工作地
,

点和研究方法

本研究于 」年 一 月在地处北纬
‘ ,

东经 的刚察县年诺索玛地区进行
。

该地区 自然条件
、

植被类型等已有报道 樊乃 昌等
, 。

本文不再赘述
。

工作区位于距

青海湖鸟岛约 」 的布哈河谷二阶地草原
。

在两种鼠兔混合分布区域
,

设定

的半永久样地
,

并划分成 之格阵
。

工作期问
,

以活捕法 樊乃 昌

等
,

将样区内亚成年
、

成年个体全部标记之
,

用不 同颜色
、

不同大小的耳标卡环

表示被标记个体的种别
、

性别
、

年龄及家族并就地释放
。

捕捉
、

标志工作在非观察时问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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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
。

标记样地 内两种鼠兔的栖居密度
,

高原鼠免为 只 卜 ,

达乌尔鼠兔为 」只 依

月中的样地内坐部标记数计算
。

摄食行为观察采用随机取样法
,

即观察者在观察时间内对样地内活动的标记鼠兔随

机抽样
,

借助望远镜在 以外对每一 目标动物做持续 分钟的连续事件观察
、

记录
。

如

果在观察进行时间
,

动物从观察者视野中消失
,

或其社会行为活动超过 分钟
,

则该次观

测数据不计入数据分析
。

摄食行为观察由经过严格训练的两位专业人员配合进行
,

以尽量

减少主观误差
。

同时特别注意对两种鼠免标志种群之 目标动物交又取样观测
。

两种鼠兔的摄食行为链 、 均山 种行为活动模式组成
,

即观察
、

警

戒
、

移动和采食
。

高原 鼠兔摄食行为链主要行为模式描述 观察 —前肢支撑于地面
,

后肢及臀

部着地
,

颈部前伸并不时转动 警戒 —后足站立
,

前足置于胸前
、

引颈注视
,

或

仅头部露出洞外
,

颈部渐渐上伸
,

并徐徐作小视角的转动 采食 —采集
、

咀嚼
、

吞

咽食物 移动 —在非社会性行为活动中
,

主要为采食
、

觅食过程中简单的距离移

动
。

达乌尔鼠兔摄 廿行为链主要行为活动模式描述 观察 —四肢着地呈蹲伏状
,

或

前肢支撑于洞 口外的土堆 匕 头部朝向可能的敌害目标 瞥戒 —臀部抬高
,

头 向

洞 「并注视可能的敌害 目标
,

作准备窜入状
,

或颈部前仲蹲伏在草地上 采食 —
同高原 鼠兔 的 移动 —同高原 鼠免

。

观察记录 述 种行为模式的时问分配及 出现频率
。

鼠兔的警戒和观察皆属 防御性行

为活动
,

故在数据分析时
,

将二者合并为 防御模式
。

奔跑速度的测定方法同边疆 晖等
。

结 果

两种鼠兔地面活动的行为格局

在选定的半永久样地范围内
,

对已标记的两种鼠兔个体随机取样做 的地面活

动观察
,

结果列于表
。

研究结果表明
,

高原 鼠兔和达乌尔鼠免摄食行为链 种荃本行为模

式
,

表现出极为相似的时问分配格局
。

花费时问最多的是采食
,

分别占整个地面活动时问

的 」 和 科 其次是防御
,

分别占 和 取食过程中的移动所占

时问分配 比例最少
,

分别为‘ 和
。

与摄食无直接关联的个体及社会性行为中以

挖掘行为所花费的时问较多
,

自饰及个体问的亲昵
、

仪式化格斗
、

追逐等行为过程均十

分短哲
,

且花费时问很少
。

在时问分配 比重 匕 由于高原鼠兔防御天敌
、

采食过程中的移

动时问大于达乌尔鼠兔
,

故达乌尔鼠兔的有效采食时间大于高原 鼠兔 表
。

由表 各项资料可以看出
,

在两种鼠兔混合分布 区栖息地内
,

两者在摄食活动中明显

地存在着趋同的行为程序时问序列
。

此外
,

在观察时问内
,

取样个体发生的其它行为模式

主要为亲子之问
、

年青个体之问的社会行为
,

高原鼠兔明显多于达乌尔鼠兔
。

高原 鼠兔和达乌尔鼠兔摄食特征

高原鼠兔在摄食过程 中观察行为十分频繁
,

表现为独特的啄食模式 边疆晖等
,

洲
,

即在采食过程中
,

低头采食片刻便抬头做短暂的观察 约 一
,

然后继续采食
,

继而抬头观察
,

同时伴随着一次次短距离的移动
,

如此反复
,

周而复始
。

在本项研究的全部抽样样本中
,

未记录到达乌尔鼠兔呈高度紧张状态的警戒行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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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
,

在采食过程中遇有可能的敌害出现时
,

它们会迅速奔向洞 口 ,

在距洞 口很近处急

停
,

臀部抬高
、

头部朝向可能的敌害物
,

随时准备窜入洞 口 有的个体在受惊扰时
,

立

即躲人附近的高草丛中向外张望
,

甚至边窥视边围绕该草丛与可能的敌害物周旋
。

两种鼠兔采食频率和采食问移动频率之间无明显差异 表 可能是由于栖息地内食

物资源的相对丰富和食物资源分布的均匀性所致
。

受惊扰后或相互追逐时
,

高原鼠兔的奔跑速度为
、

士犯 达乌尔鼠

兔的奔跑速度为 士 钊
,

后者的奔跑速度非常显著地高于前者 表
。

值

得指出的是无论个体间的追逐
,

或受惊扰后的窜逃
,

达乌尔鼠兔的奔跑是沿固定跑道进

行的
,

而高原鼠兔则无通向居住洞 口的固定跑道
,

也许这正是两者间奔跑速度差异显著

的原因
。

两种 鼠兔对栖息地的适应对策

工作区草场属典型的温性草原类型
,

植物群落的主要成分有青海 固沙草 , 。。

。 , 。 , ‘ 。 、

羊幸 归 品 。。 , 。, 。 、

冰草 , , 。 。 , ‘ 。 、 、

冷 蕊 伽
, ‘ 二‘“

, 居。 、

狭叶素篙 伽 , , 。 ,

甘肃马先篙 印 。 。 , 。 无 , 。。“ ,

披针叶黄

花 , 。。 , 。。 , 。 。 。 。‘。 、

狼毒 括
, 。。 等

,

在牧草生长盛期常常发现

有高大植株 如冷首
,

狭叶素篙
、

冰草
、

披针叶黄花
,

狼毒等 被高原 鼠兔咬断后弃之

一旁的情景
,

研究者还多次观察到达乌尔鼠兔利用地面高大植株茎丛作为其临时隐蔽所

的现象
。

于狼毒生长盛期
,

对工作区范围内鼠兔对狼毒茎丛刘倒现象做了一次统计 表
,

调查结果是十分有趣的
,

它说明高原鼠兔和达乌尔鼠兔
,

这两个在共同栖息地中的

竞争者在栖息地适应方面
,

仍强烈地表现出它们各自种对栖息地选择的行为遗传印记
。

表 两种鼠兔 倒狼毒茎丛的调查

逗 尸 门 几 用 明抓

微栖息地 调查面积 全刘倒丛数

这 加

部分刘倒丛数 尚存丛数 只倒率

高原鼠兔集中分布区

佣护 ‘

高原鼠兔与达乌尔
鼠兔混合分布区

议

达乌尔鼠兔集中分布区

己 “ 护初

讨 论

高原鼠兔与达乌尔鼠兔在分类地位上处于同科同属
,

其行态
、

生态习性十分相似
,

属

同一类完群 的小型哺乳动物 冯柞建等
,

樊乃 昌等
, 。

和其它小哺

乳动物一样
,

它们在离开居住洞穴的摄食活动中面临着被更高营养级动物发现
、

捕食的

风险
,

捕食压力和栖息地的环境质量决定了它们的防御行为强度及行为适应方式 。

,

等
, 。

我们的研究结果 表
,

表明
,

两种鼠兔摄食活动一方

面存在着明显的趋同行为程序的时问序列
,

另一方面
,

在各行为模式的时问分配及摄食

行为特征方面又存在许多差异
。

一 一



在共同栖息地生活的高原鼠兔和达乌尔鼠兔
,

在摄食活动中
,

前者用于防御敌害的

时问分配更多
,

后者则分配更多的时问于采食 后者的奔跑速度显著高于前者
,

且有固

定跑道利用
。

研究者对所收集的头骨标本及有关文献资料 弓 自 《青海经济动物志 》九

一 作研究后发现达乌尔鼠兔的体型小于高原鼠兔 成年个体体重分别为 士

和 士
,

然而
,

前者的听泡却大于后者 听泡长轴的量度分别为
·

士 和 士
。

据此可以推断
,

达乌尔鼠兔的听觉较高原鼠兔灵敏
。

同时

也使两种鼠兔的摄食行为特征差异在生理学
、

解剖学方面得到合理的解释
。

高原鼠兔对小生境高大植株的刘豁
,

使其得以保持开阔的防御视野
,

从而有利子降

低被天敌动物捕食的风险 , 达乌尔鼠兔则善于利用小生境中高大植株茎丛
,

以有效地躲
避敌害威胁

。

这两种有异曲同工之妙的行为适应
,

一方面表明它们具有对捕食风险进行行

为调控的能力
,

同时也证明捕食风险强化了物种对栖息地的选择
,

进而阐明了两种鼠兔

栖息地分化与环境风险之阿的密切关系 不仅与竞争者
,

而且与它们各自反捕食需求有

密切的联系
,

即高原鼠兔喜欢选择植被低矮的开阔生境
,

达乌尔鼠兔更适宜在草场植被

郁闭条件较好的生境栖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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