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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解剖统计了陕西延安地区和宁夏六盘山地区雌性甘肃鼢鼠 ( Myospalax cansus) 左右侧子宫胎仔数信息 ,共获 18 个有效样本。平均
胎仔数 2. 21 只 ,其中左侧为 0. 61 只 ,右侧 1. 61 只。配对样本 t 检验表明 ,左右侧胎仔数差异极显著( P = 0. 004) 。该研究为脊椎动物生
殖系统不对称问题提供了基础信息 ,并为甘肃鼢鼠的防治研究提供了潜在的突破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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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脊椎动物左右侧生殖系统结构和功能不对称是一种相

对罕见的现象。迄今为止有关生殖系统不对称的问题 ,报道

最多的为鸟类[1]和翼手目[2]的一些物种。另外 ,一些鱼类、

啮齿类以及人的生殖系统不对称现象 ,也有少量报道。笔者

在野外采样过程中发现雌性甘肃鼢鼠的生殖系统也存在这

种左右侧的不对称性现象 ,在此进行报道 ,旨在为生殖系统

不对称现象提供基础资料 ,并探讨该种生理特征在鼠害防治

中的潜在价值。

1 　材料与方法

甘肃鼢鼠样品的采集于 2007 年 4 月在陕西延安地区和

宁夏六盘山地区进行。用地箭法抓捕甘肃鼢鼠 ,并当场进行

解剖。除记录每个个体的体重、体长等指标外 ,重点对雌鼠

左右侧子宫的胎仔数进行观察记录。为了提高准确性 ,笔者

只对成型的胎儿以及明显的胚泡和子宫斑进行统计 ,作为有

效胎仔数信息。左右侧胎仔数大小关系的显著性用 SPSS

13. 0中的配对样本 t 检验进行分析。

2 　结果与分析

共捕获雌、雄甘肃鼢鼠 37 和 43 只 ,其中具有准确胎仔数

信息的雌鼠 18 只。18 个样本平均体重为234. 78 g ,其胎仔数

信息如表 1 所示 :有效样本的平均胎仔数为 2. 21 只 ,其中左

侧子宫内平均胎仔数为 0. 61 ,右侧则为 1. 61。配对样本 t 检

验表明 ,左侧胎仔数显著少于右侧 ( P < 0. 01) 。另外 ,14 号样

本的左右侧胚泡大小明显不同 :左侧直径只有 8. 9 mm ,而右

侧为 15. 4 mm ,提示其左侧胚胎可能有退化吸收的趋势。

　　表 1 甘肃鼢鼠有效样本的胎仔数信息

编号 类型 左侧 右侧 编号 类型 左侧 右侧

1 胎儿 1 1 10 胚泡 0 2
2 胎儿 1 1 11 胚泡 1 2
3 胎儿 0 2 12 胚泡 1 1
4 胚泡 1 1 13 胎儿 0 1
5 子宫斑 1 1 14 胚泡 1 1
6 胎儿 2 1 15 子宫斑 0 3
7 胚泡 1 1 16 子宫斑 0 2
8 胚泡 0 3 17 胚泡 0 3
9 胚泡 1 1 18 子宫斑 0 2

3 　讨论

脊椎动物生殖系统的不对称现象在不同物种间占主导

的体侧存在差异。正常情况下 ,大部分鸟类只有左侧卵巢等

生殖器官正常发育 ,而右侧的处于发育停滞状态[3] 。蝙蝠类

雌性大多数为右侧生殖器官占主导地位 ,也有少数种类为左

侧占主导[2] 。另外还有报道指出 ,雌性黄貂鱼[4]和鼠句鼠青[5]的

左侧生殖器官占主导 ,而雌性金色中仓鼠[6]右侧生殖腺占主

导。地下啮齿类是一类大部分时间处于地面之下并且已经

适应了地下环境的啮齿动物 ,具有与其他物种截然不同的生

境特征。甘肃鼢鼠作为一种典型的地下啮齿类 ,对其胎仔数

不对称性的研究填补了对这类动物生殖系统功能不对称方

面的空白。

甘肃鼢鼠作为黄土高原区重要的害鼠 ,对其生殖生理的

研究 ,在农业鼠害防治问题上具有重要意义。胎仔数以及性

比直接或间接影响鼢鼠的繁殖能力。笔者的研究证实了甘

肃鼢鼠左侧生殖器官的生殖能力显著低于右侧 ,这就提示人

们可以通过比较其两侧生理特征的差异来揭示其繁殖能力

的调节机理。此外 ,Clark 等[7]对蒙古沙鼠的研究表明 ,两侧

子宫内胎儿的性比存在差异。张道川等[8]研究表明 ,甘肃鼢

鼠近缘种高原鼢鼠的初生鼠雌性显著多于雄性。结合这两

个特征 ,笔者推测甘肃鼢鼠胎儿性比可能与其生殖系统的不

对称性有关。Clark 等[7]的研究同时表明 ,这种性比差异由两

侧卵巢排卵能力的不对称造成 ,而 Fukuda 等[9]的研究进一步

显示 ,这种排卵能力的不对称性可能与诸如雌二醇、睾酮之

类的性激素不均衡分布有关。这就为人们从激素调节的角

度探讨甘肃鼢鼠生殖器官功能的不对称性问题提供可能 ,为

甘肃鼢鼠的繁殖控制提供了潜在的突破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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