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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原酚鼠挖掘活动的观察
’

王权业 周文扬 张堰铭 樊乃昌
中国 科学院西北高原生物研究所 西宁

摘 要

本文通过 自制高原粉鼠挖掘行为观察箱
,

以直接观察法和摄录像系统观察了在模拟不

同土壤坚实度条件下
,

高原盼鼠的挖掘行为
、

掘土速度
、

掘土持续时间以及在每一掘土 回合

内的掘土量
。

结果表明
,

高原盼 鼠的掘洞活动主要由掘土
、

扒土
、

踢土
、

推土
、

以及拱土组成 ,

掘土速度和掘土持续时间与土壤坚实度有关 在相同土壤条件下
,

虽然雄
、

雌盼 鼠的掘土速

度相似
,

但雄性盼鼠在每回合内的掘土量明显地高于雌鼠

关键词 高原粉鼠 挖掘活动 掘土量

地下掘土动物的挖掘活动是它们最主要的行为特征之一
,

也是它们赖以生存的基础
。

高原黔鼠 场
。 的地下掘土活动

,

主要依靠其强健的前爪构筑洞道系统
,

并以此作为栖身场所和获取食物的通道
。

在青海 省海北高寒草甸地区
,

除地面封冻期外
,

都能见到高原殿鼠的挖掘痕迹
,

只是其挖掘量不同而 已 王权业等
,

高原盼鼠在

挖掘活动过程中
,

将大量沃土推向地面形成土丘
,

仅仅 由此而覆盖草场的面积就高达

平方米 只 年
,

从而导致优 良牧草的减产 王权业等
,

樊乃 昌等
, 。

关于高

原助 鼠行为生态学方面的研究
,

目前
,

仅有苏建平 的
“

高原阶 鼠挖掘取食活动

的能量代价及其最佳挖掘取食行为
”

一文报道
。

在国外
,

特别是美国
,

对另一种地下掘土啮齿动物一囊鼠 的研究 日趋

活跃
,

特别是对囊 鼠挖掘活动
,

洞道建造
,

掘洞能量价等方面的研究更引人注 目
,

, , , , ,

等
,

等
,

等
,

但是
,

由于研究手段的限制
,

对于地下掘土动物挖掘行为的

定性定量研究尚不多见 等
,

本文通过直接 目视和摄录像手段相结合的观

察方法
,

研究了阶鼠在观察箱内的挖掘行为模式
、

掘土速度与土壤坚实度间的关系
。

为继

续深入探讨姗 鼠在栖息地选择中行为生态学问题提供了有力依据

研 究地点和方法

本研究于 年在中国科学院海北高寒草甸生态系统定位站进行
,

该地区的自然概

况和植被类型的基本特征 已有报道
,

杨福囤
,

夏武平
,

不再赘述
。

国家 自然科学基金资助项 目
,

并得到农业虫鼠害综合治理 国家重点实验室西宁分室的大力支持

本文于 , , 年 月 日收到
,

年一 月 日收萝 修改稿



高 原 盼 鼠用 活 捕 笼 周文 扬 等
,

捕 自定 位 站 西 侧 的矮 禽草 尺砧份 ￡’

’ 草甸 在实验室光照和温度条件 ℃ 下
,

以胡萝 卜和杂类草根茎饲养一周
,

选择不同性别的健康个体各 只 雄 鼠体重为 士 克
,

雌 鼠体重为 士

克
,

用于挖掘活动的观察
。

在研究期间
,

自行设计制作的高原盼 鼠挖掘行为观察箱 立方厘米
,

箱体背面为铁丝网
,

正面为厚 毫米的普通玻璃
。

在 平方米的地下室内
,

将观察箱的

铁丝网面垂直地固定在墙面上
,

箱内以高原盼鼠栖息地的土壤填充
,

并模拟 组不同土壤

坚实度 其中最大土壤坚实度
,

基本接近 自然状况最松软处的状况
。

土壤坚实度用土壤坚实度计 浙江农业大学土化系制 测得 同时
,

用环刀法测量

土壤容重
,

土壤烘至恒重
,

并以圆柱体公式计算高原盼 鼠在每回合 系指掘土动作的开

始到停止
、

且动作转移到推土的这一阶段 内的挖掘量
。

在每一土壤坚实度条件下
,

分别向观察箱内交替投入雌
、

雄 鼠各 只
,

试验按性别各

重复 只次 待试验 鼠开始掘洞后
,

以秒为单位记录盼 鼠的掘洞行为
,

并测量洞径和洞长
。

同时
,

用
一

摄像机记录整个挖掘过程
,

用于分析和确定高原粉鼠的挖掘行

为模式
。

在观察和摄像时
,

均以 瓦白炽灯照明
,

未见动物有异常表现
。

为了减少误差
,

在计算挖掘速度和每回合掘土量时
,

仅使用了水平坡度在 。一 度范

围内的掘洞及洞道参数
。

数据均以 只动物重复试验的平均值士标准差 士 表

示
。

结 果

通过直接观察和录像分析
,

我们认为高原盼鼠在掘洞过程中的主要行为有 种
,

其模

式如下

掘土 头仰起
,

鼻端紧靠挖掘点上方
,

采用俯身
、

侧身或仰身姿势
,

以双前爪交

替掘土
。

扒土 当掘下的松土达到一定量时
,

用前爪将土壤扒至腹下暂积

踢土 在土壤积累到一定量时
,

将身体重心转移到前足
,

同时双后足跃至土壤堆

积处
,

迅速将积土踢向身体后方
。

推土 背部拱起
,

收缩身体前部并将身体重心移向双后足
,

形成向前冲刺姿态
,

以

头部正面和双前爪成三点平面
,

迅速伸展身躯向前带土推进
。

拱土 四足支撑身体
,

活动其颈部和身体前部
,

以吻部向前上方顶拱
,

将转运到

废弃洞段处的松土夯实
。

修补洞道 动作与拱土相似
,

但力度较小

食物的处理 对挖掘过程中遇到的食物
,

用门齿咬下
,

转送给双前足并用爪持食

物进食
,

如果食物很小
,

则直接入 口
。

高原盼鼠的掘洞行为成分往往以相同的次序循环出现 图
。

这种循环过程
,

一直持

续到一段洞道建成为止
。

但在挖掘过程中如修补洞道
、

进食或 自身修饰等活动则没有时间

顺序性

土壤坚实度与雄
、

雌 鼠每回合的掘土持续时间均呈显著的正相关关系 表
,

其相

关系数分别为
, ,

一 一



寻找挖掘点
杏

掘土
告

踢土
告

推土
告

拱土
告

回到挖掘点

图 高原盼叭掘润行为的次序
·

加

丁

农 高原脸皿的拥土持维时间与土峨竖实度的关系

, , ‘

土土镶坚实度 公斤 立方厘米 掘土持续时间 秒 回合

,

言言言舍舍 早早早 舍舍 早早早

士 士
。

士 士

土 士 士 士

士 士 士 士

士 士 士 士
。

士 士 士 士

相相关系数数 十

沁

倪

通过对土壤坚实度与雄
、

雌鼠掘土持续时间两个回归方程的比较
,

发现雄
、

雌鼠间

有一共同的总体方差 。 和总体回归系数 一 而在截距 和 。

间差异显著 二 。 , 侧
· ·

可见
,

不论是雄 鼠组还是雌 鼠组
,

其掘土持续时间均随着土壤坚实度的加强而增加
,

且雄鼠的掘土持续时间显著地长于雌鼠
。

衰 不同土雄竖实度条件下离原盼旦的掘土速度

扔 吕吕

土土坡坚实度 公斤 立方厘米 掘土速度 干土盆 克 秒 以 , ,

朋 言言言言言 早早早 含言 早早早

士 士 士 士

士 士 士 士

士 士 士 士

士 士 士 士

士 土 士 士

相相关系数数 一 一 一

一 ““ 一 一 ,,

。

如表 所示
,

高原盼 鼠在单位时间内的掘土速度明显受到土壤坚实度的影响
,

两者间

呈显著负相关关系 一 。 , 。

虽然雄鼠在每一土壤坚实度条件下的掘土速

度均高于雌鼠
,

但是通过对两个回归方程的比较得知
,

二者间的差异并未达到显著水平

一 一



在剩余均方 。 和 。 间
, 。 。

回归系数
,

和 ’
,

。 。 二侧 ,

在截距
】

和 间
, ‘ 。 , 侧 , , 。

由此可

见
,

土壤坚实度增加将会影响到粉 鼠的掘土速度

如上所述
,

土壤坚实度的增加
,

会导致高原姗 鼠掘土速度的下降
,

其结果则诱导盼

鼠延长每一掘土 回合上的持续时间 那么
,

这是否会造成每回合掘土量随土壤坚实度变化

而不同呢 统计分析表明
,

土壤坚实度与雄
、

雌粉鼠每回合掘土量间的相关性均难达到显

著水平 表

表 不同土绝竖实度条件下高原盼且的拥土 干土 ,
·

克 回 合

“ 加 住 , , ‘

土土坡坚实度 公斤 立方厘米 掘 土 肠‘ 。

, ,

舍舍舍忿忿 早早早 忿害 早早早

土 士 士 士

士 士 士 士

士 士 士 士

士 士 士 士

士 士 士 士

相相关 系致致 一 二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

优

为了了解雄
、

雌鼠间的差异
,

作者将雄
、

雌 鼠的每回合掘土量分别合并为两个样本

分别为 只次
,

并经 检验发现
,

在观察箱内雄性粉 鼠每回合的平均掘土量为 士

克
,

雌性粉鼠为 士 克
,

二者间的差异极其显著
,

一 。

, 。

讨 论

我们对高原助 鼠挖掘行为的观察结果表明
,

它在建造洞道过程中
,

不同个体用于修

补洞道和 自身修饰上的时间差异甚大
,

且随着洞道的加长其平均挖掘速度呈下降趋势

苏建平
,

据观察证明
,

如把所有洞道建造过程的活动如掘土
、

土壤转运
、

洞道及

自身修饰
、

松土处理等看作一个挖掘 时间 整体来计算其挖掘速度
,

必然会降低高原

盼 鼠挖掘速度估测值的精度 为了减少上述因素的干扰
,

作者认为
,

采用掘土速度 土壤

干重
·

克 秒 来评价高原粉鼠的掘土能力为宜
。

用于本研究的雄性粉 鼠体重比雌性的高出 克
,

但它们的掘土速度并没有呈现出

显著差异 表 所不同的是雄性盼鼠每回合掘土持续时间明显地长于雌性粉 鼠的
,

从而

表现 出二者的每回合掘土量上的显著不同 表
,

在研究囊 鼠 , , , 时指出
,

囊 鼠的掘洞能量代价
,

随着土壤密度的增加而增高
,

其主要原因是掘土速度的减缓
,

这与我们的研究结果相吻

合
。

又高原姗 鼠的掘洞活动代谢率为平均每 日代谢的 巧一 倍 苏建平等
,

”
。

因

此
,

土壤密度或土壤坚实度的提高
,

无疑会导致掘洞和取食能量代价的增加
,

那么
,

自

然状态下的高原盼 鼠是采取什么对策来协调取食能量代价与栖息地土壤坚实度之间的关

系
,

值得进一步探讨



王 权业
,

樊 乃 昌
·

一

王权业
,

边通晖
,

施银住

一

参 考 文 献

高原盼 鼠 几勿。护 二 “勺。 的挖掘活动及 其种群数量统计方 法的探讨 兽类学报
,

高原助 鼠土丘对矮离草草甸植被演替及土壤营养元素的作用 兽类学报
,

苏建平 高原毋 鼠挖掘取食活 动的能量代价及其最 佳挖掘取 食行为 兽类学报
,

一

苏建平
,

王祖望 高原毋 鼠种群能量动态的研究 平均每 日代谢及挖掘活动代谢特征 兽类学报

一
杨福囤 高寒草 甸生态系统定位站 自然 溉况 见夏武平 主编 高寒草甸生态系统 兰 州 甘肃人民出版社

,

一

周文扬
,

王权业 粉 鼠无损伤活捕技术研究 中国媒介生物学及 控制杂志
,

一

夏武平 海北高寒草甸生态系统定位站的基本特点及研究工作简介 高寒草甸生态系统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

北京 科学 出版社
,

一

樊 乃昌
,

王权业
,

周 文扬
,

景增春 高原毋 鼠仲畔数量与植被破坏程度的关系 见 中国科学院西北高原生物

研究所编 高寒草甸生态系统国际学术讨论 会论文集 北京 科学 出版社
,

一

恻 ‘ ‘

丹
,

一
一 , 口

, 一

二
, ,

一

反
是一 是一 了 奋 一 卜 己

叮
‘ 一‘ “ “

,

, ,
,

一
、 、 奋一 ’

, ,, ,

一
, , 、 、伴

材口 ,
, 一

,

卜
,

川 “ , ,

‘ 一

改 七 ,
,

’ 一
叮 加 丙夕 二田

,

一
龟 一 王一

浏
,

了
’

,

, 加 己 讨
,

一
, 壬一 老, 妥 ‘ 吧 己。

,’, 切
亡 口 ,

一

。 刀
,

击
,

, , ,

一 ,

, ,

一 一



,

, , , ,

,

, ,

, ,

人如。 勺

上接 页

小兴安岭
,

为叶尼塞河以东所分布的东方驼鹿
,

即驼鹿东北亚种 目前自然种群数 正 日趋减少
,

分布

区亦不断缩小
,

现已列为国家二级保护动物
。

此次发现的欧洲驼鹿即驼鹿的模式亚种
,

是分布于叶尼塞河以西的驼鹿种群沿阿尔泰山伸延至我

国境内
。

当地俗名为
“

布莱 ” 哈萨克语
,

据群众反映该地厉来有之
,

唯很少见
。

这次发现的是在该地区

越冬的群体
,

也只见到不超过 头的小群
,

可见数 不多
。

对于这一珍贵物种应进行深入考察
,

采取有效措施切实加以保护
。

关链词 欧洲驼鹿 新纪录 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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肉孜巴里 马合木提 新扭大学

梁果栋 新班林业厅 自然保护办公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