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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助 , 喜栖于人类居住区附近的高寒草甸草场
,

主要以高原鼠兔 ’
。、

为食
,

其数量分布与高原鼠免的密度分布成正相关 在高原鼠兔的繁殖盛期
,

香助

主要捕食鼠免幼体 每只成体平均每天捕获鼠兔 只
,

相 当于每 克体重 日获取食物重

克
,

在高原鼠兔的繁殖后期和非繁殖期
,

每只成体平均每天捕获鼠兔 只
,

相当于

每 。克体重 日获取食物重量 克 繁殖期育幼任务全部由雌性成助承担
,

幼助从 月初

开始地面活动
,

月初开始扩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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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助不仅具有一定的经济价值
,

而且是鼠类的天敌
,

对鼠类的种群数量有一定的抑

制作用
。

国内外对香助的研究报道并不多见
。

本文运用直接观察法和无线电遥测法
,

着

重对香助的栖息地选择
、

觅食以及某些繁殖生态进行研究

研 究地点和方法

研究地点

本工作于 年 月中旬至 月下旬在青海省门源县中国科学院海北高寒草甸生

态 系统定位站南部的鱼儿山地区进行 鱼儿山长约 米
,

宽约 。米
,

面积约为

公顷
,

山麓至 山项的海拔高度为 一 米 关于该地区的自然概况
、

植被类型

及 啮齿类动物群落结构等方面的资料
,

杨福囤
、

周兴 民等 和刘季科等

已有报道
,

不再赘述
。

研究方法

标志动物主要采用笼捕和活套捕捉 当发现香助进入 鼠类洞道后
,

将捕捉器置放在

香助进入的洞 口
,

同时堵塞其洞道系统内其它洞 口 香助被捕后带回实验室按 毫克

公斤的剂量
,

肌肉注射盐酸氯按酮
,

使动物麻醉 分钟左右 首先测量体重和体长
,

然

后利用频率范围为 。一 ”兆赫兹的微型发射机颈圈对动物进行标志
,

颈圈重

量约为动物体重的 标志完毕后
,

待动物活动正常
,

即在原捕捉点释放
。

观察时
,

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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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手持天线寻找 目标动物
,

然后观测人员在附近选定的观测点利用望远镜观察动物全天

的活动
。

研究期间共标志香助 只
,

其中雌体 只
,

雄体 只
。

调查香助的数量和高原鼠兔密度时
,

将研究区域分成 个面积相同的样方
,

采用雪

迹追踪法和直接观察法统计每一样方中香助的数量 高原鼠兔密度采用 目视法统计 汪

诚信等
,

”
。

其鼠兔体重采用施银柱等 资料计算
。

结 果

栖息地选择

分别于 月
、

月
、

月和 月对研究区域内 个样方中的香助数量和高原鼠兔密

度进行统计
,

结果表明 表
,

香助的数量分布与高原 鼠兔的密度分布呈线性相关性
, 。。 , 。 ,

‘ 。。 。 , 。。
在鼠兔数量较高的地区

,

香

助的数量相对较高
,

其数量分布明显受鼠兔密度因子的制约
。

表 香助的数 只 和皿免密度 《只 公顷 的关系

卜 代 卜 阮 阮 卜

们 卜

样样地号号 月 月 月 月

眼眼眼兔 香助助 限兔 香助助 限兔 香助助 限兔 香助助
吕 吕

相相关系数位验验 一
,,

一
,,

一
,, 一。 夕

,,

吕 吕
。

吕
‘ “ 吕 二 , 吕

二 ‘‘ 吕吕

香助的数量分布与人类的活动有密切关系
。

它喜栖于房屋
、

羊圈
、

帐蓬和帐蓬遗址

的附近
,

有些动物的活动路线还经常穿越帐蓬 如 号动物和 号动物 在其它地方虽

有分布
,

但数量显著减少
。

衰 助的活动与植被类型的关系
“卜 反 卜 ,

植植 被 类 型型 月 月 月 月月 一位验验
‘ 一 吕

高高 寒 草 甸甸 一

匕 一

离离 寒 湘 丛丛丛
吕

分母是同一时期不同生境中的总动物致 分子是同一时期各生境中的动物数
掩 吕 卜 悦 ‘ 蕊 悦

吕 “ 卜

香助对植被类型具有选择性 鱼儿山北部植被类型属高寒灌丛
,

南部主要是高寒草

甸
,

同时南部区域的一些山沟
、

山顶和沼泽附近也有灌丛分布 香助主要分布在南部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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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
,

而且很少到该区域的灌丛中活动
,

在高寒草甸中活动的动物数显著高于高寒灌丛中

活动的动物数 表 说明香助主要选择高寒草甸作为自己的栖息
、

活动场所
。

觅食

对 只标志香助的野外观察表明
,

香助的觅食活动占全天活动的绝大部分时间
,

其

主要食物是高原 鼠兔 月 日至 月 日是高原鼠兔的繁殖盛期
,

其时
,

每只香助平

均每天捕获鼠兔幼仔 只
,

相当于每 克体重 日捕食鼠兔重量 克 , 月 日

至 月 日是高原鼠兔的繁殖后期
,

此时期高原鼠兔的个体已经较大
,

每只香助平均每

天仅捕获鼠兔 只
,

相当于每 克体重 日捕食鼠兔重量 克
。

香助在鼠兔数量

较高的情况下
,

大量捕杀鼠兔
,

我们观察到 号雄性成助于 月 日在地面活动不到半

小时
,

即从 个 鼠兔洞道中捕获鼠兔 只

育幼行为

野外观察从 月下旬开始
,

此时香助已进入哺乳育幼期
,

故繁殖前期的资料缺如
。

对 窝幼体数的统计表明
,

雌性成助平均每胎产仔数 士 只
,

其范围是 一 只
。

在幼触出洞活动后
,

从随机捕捉的 个幼体中看到
,

它的雌雄比例是 早
,

古
,

这完全不同于成体中的雌雄比例 早
,

含

雄性成助不参加育幼
,

育幼任务全部 由雌性成助承担
。

育幼期间
,

雌性成助常到巢

穴洞 口探视 平均 次 天 明显高于幼助扩散之后 次 天 在幼釉出洞活动之

前
,

亲助很少搬迁幼体
,

偶有搬迁
,

其距离亦较短近 从 月初到 月底
,

只亲助分别

对 自己的幼仔只搬迁 次
,

其平均距离约 米 幼助出洞活动之后
,

亲助频繁地搬迁幼

体
,

而且迁移的距离相对较长
。

号亲助在 天的时间中搬迁幼体 次
,

移动的平均距离

为 米
,

号亲助在 天的时间中搬迁幼体 次
,

移动的平均距离为 米 在

幼助即将扩散之前
,

亲助将幼体分别搬迁到不同的地方
,

将捕获的猎物分送于居住幼体

的洞道中
。

最早发现幼助开始地面活动的时间是 月初
。

号亲助的幼体是 月 日开始地面

活动的
,

号亲助的幼体是 月 日开始地面活动的
,

此时雄性幼助的体长 平均 毫

米 和体重 平均 克 均超过其雌性亲助的体长 平均 毫米 和体重 平

均 克 在扩散前夕
,

雌性幼助的体长 平均 ” 毫米 和体重 平均 。。克 也

达到成助的水平
。

月初
,

幼融开始扩散
,

号亲助及其全部幼体从其巢 区内扩散出去
,

其中两个幼体的扩散距离分别约达 米 号亲助的幼体除 号雄性幼助仍在亲助

的巢区内活动外
,

成体和其余幼体均从其原巢区移居到别的地方
,

其中 号雄性幼助的

扩散距离约 米
。

讨 论

动物选择 自己生存的栖息地主要是为了获得丰富的食物资源
、

增加繁殖的成功机

会和有效地逃避敌害 研究结果表明
,

香助以 鼠兔为主要食物来源
,

它选择鼠兔密度较

高的地方栖息
,

这与盛和林等 对黄助的研究结果相一致
,

即在食物丰富的环境

中
,

黄融数量较高 亦发现
,

白助 , ,

的数量波动与食

物的丰富度有关
。

月份前
,

鱼儿山周围只有阳坡一面有高原 鼠免栖息
,

全部香助亦栖息

于阳坡一面 月份后
,

由于高原鼠兔的扩散和捕食压力的增加
,

高原 鼠兔的密度降低
,

但分布范围扩大
,

香助的分布范围亦随之扩大
。

同时
,

作为其主要食物的高原鼠兔是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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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于开阔生境中生存的小型哺乳类动物
,

是高寒草甸鼠类群落中的优势种
,

在研究区域

内的高寒灌丛中
,

高原鼠兔的数量稀少
,

灌丛对香助的活动亦有极大的阻碍作用
,

增加

了香助觅食的困难
,

因此
,

影响香助对栖息地选择的主要因素是食物的种类和丰富度以

及植被类型
。

研究区域内的鼠类主要有高原盼鼠 几沙。 勺
、

高原 鼠兔
、

甘肃 鼠兔
“ 和根田鼠 材‘‘ 等

,

而 鼠类的天敌动物主要有大茸

, ,
、

猎牵 于 料 、

藏狐 。 介汁而
、

红狐
、

艾

虎 材滋
、

香助和猫 。介 , 尸 等 和我们的野外

观察表明
,

鹰类只能捕食地面活动鼠类的老弱病残个体
,

狐狸和灌由于身体较大
,

不能

进入 鼠类洞道
,

只能依靠挖掘捕食
,

艾虎主要取食高原粉 鼠和高原鼠兔的成体
,

对两种

鼠类的种群数量都有影响
,

而香助主要捕食高原鼠兔 年 月
,

研究区域内高原鼠

兔密度最高处可达到每公顷 只左右
,

在 公顷的面积上竟有 只成体香助栖息
,

由

于香助的捕食压力
,

月份原来密度最高的地段
,

几乎没有高原鼠兔栖息
,

随着高原鼠兔

密度的降低
,

香助也离开了这个地段 根据每只成体香助平均每天捕获成体鼠兔 只

计算
,

有近一半的鼠兔可被香助捕杀
。

由此可见
,

香助是高原鼠兔的主要天敌
。

香助的繁殖期与高原鼠兔的繁殖期同步
,

在高原鼠兔的繁殖盛期
,

香助主要捕食鼠

兔幼体
,

只要进入鼠兔洞内
,

很容易发现尚未开始地面活动的鼠兔幼体
,

将其全部杀死

并拖 回巢穴
,

这种捕食效果对鼠兔的数量恢复也有极大的抑制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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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立明同志逝世

中国科学院院士
、

《兽类学报 》第三届编辑委员会编委
、

我国著名动物细

胞遗传学家
、

中国科学院昆明动物研究所所长施立明教授因患肝癌医治无效
,

于 年 月 日在上海逝世
,

享年 岁

施立明教授长期致力于动物细胞遗传研究
,

倡导并组建了我国第一个野

生动物细胞库
,

在细胞遗传学和动物染色体研究方面取得了显著成就
,

他的逝

世是我国科技界的一大损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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