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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原 鼠兔贮草行为初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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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年 一 月
,

在青海省果洛州玛沁县境内的大武镇东南方向 处的格多牧委会草场
,

采用
样带法和样方法对高原鼠兔 。 。 。

贮草行为过程中 割植物的种类和放置方式进行初步研究
。

结果表明 高原鼠兔在植物的生长旺盛期具有为冬季贮藏干草堆的行为
,

贮草行为始于 月
,

结束于 月初
。

高原鼠兔对所火割植物种类的选择
,

在一定程度上受栖息地植被物种丰富度的影响
,

并且将刘割植物放置于具

有宽大叶片的植物上
,

以防止干草的腐烂
。

挖洞结果显不
,

高原鼠兔具有洞内贮藏食物的习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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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物觅食行为是行为生态学研究的一个重要 内

容
。

动物的觅食方式取决于食物的种类和食物的性

质
,

并且动物的觅食行为是随环境条件的变化而改

变的
。

随着个体发育阶段 的不 同和新情况 的出现
,

动物觅食行为不断发生适应性变化
,

这是动物对环

境适应的一个重要方面
, 。

在食物数

量波动较大的地方
,

特别是在气候严酷的地区
,

动

物的贮食行为是很常见的
。

因此
,

贮食行为
,

就意

味着在动物的生存环境中存在着食物周期性的短缺
, 。

地球上绝大多数地方都具有 明

显的季节性 一些地区四季分明 另一些地区 只有

冷暖之别
,

后者通常都有漫长的冬季
。

在冬季这段

时期内
,

气候寒冷和食物短缺
,

这就给栖息在这些

地区的各种动物造成了威胁
。

但是
,

为了生存
,

一

些动物在长期的进化过程中
,

逐渐形成了各种能够

适应这种恶劣气候和食物短缺条件下 的生存对策
, 。

许多动物贮存食物是在长期的

进化过程中形成的一种重要的生存对策
。

贮存行为

在啮齿动物中得到了飞跃的发展
,

它们在冬季要贮

存大量的果实和种子
,

以备食用
, 。

世界陆生哺乳动物中
,

鼠兔科是全北界特有的

三科之一
,

分布于欧洲东南部
、

亚洲及北美西北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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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 世纪六十年代开始
,

鼠

兔的贮食行为受到动物生态学家的关注
,

在已经确

定 的 种 具 有 贮 草 行 为 的 鼠兔 中
,

,

国外大部分的研究均集中于北美鼠兔
。 刀‘ 昭 贮 存 于 草 堆 的 功 能

,

,

一
、

特征 和生态学意义 的

研究
, , 、

北美鼠兔贮草行为对生态系统影响的研究 。

一
, 。 。 , 、

对干草堆 中

次生 化 合 物 处 理 方 法 的 研 究
, ,

。

目前我国仅限于对达乌耳鼠兔
。 , ,

和甘

肃鼠兔 ‘ 。 ,

贮草行

为及生物学意义的研究
,

报道相对较少
。

国外学者

认为
,

鼠兔的 割行为可能对当地的植物群落具有

一定的调节作用 。 , 。

栖息于青藏高原的小型植食类哺乳动物 —高

原鼠兔 。 ,

因其特有的生态特

性和生存环境
,

高原 鼠兔受到许多学者 的青睐
。

和 的研

究表明
,

高原鼠兔喜欢选择开阔的栖息地
,

一般不

进人封闭程度较高的栖息地
。

有关高原 鼠兔的生物

学特性 已 有 大量报 道
, ,

, , ,

但有

关高原鼠兔是否在冬季来临前进行贮草尚未报道
。

本文通过连续的野外观察
,

对高原鼠兔的贮草行为

进行初步探讨
。

在 月下旬
,

对样地内植物群落优势种采用样

方法进行了调查
。

由于退化草地的极度不均匀性
,

在 “ 的样地内
,

选择 块高原鼠兔大量刘割植

物的区域进行取样
,

样方大小为
,

重

复 次
,

测定指标为高原鼠兔大量 割植物的生物

量 比例
。

采用样带法进行 割植物种类调查 在样

地内设置两条长 的平行样带
,

间隔
,

每隔 采样
,

采用 样方框
,

每条

样带各调查 个样方
,

于 月 日和 月 日

对高原鼠兔 割下的零散植物进行分类收集
,

记录

样方框内植物种类
,

当天将收集的植物带回实验室

于 ℃烘干后称重
。

为了进一步证明高原鼠兔贮藏干草堆
,

在 月

底对样地内的 个高原鼠兔洞进行了挖掘
,

并将挖

到的干草带回实验室称重
。

样地内所发现的 个不 同大小的干草堆
,

要

为下一年试验备用
,

因此
,

只进行 了一些定性的观

察
。

结 果

研究地区与方法

研究地区概况

研究区域位于青海省果洛州玛沁县境内的大武

镇东南方向 公里处的格多牧委会草场
,

地处东

经
‘ 一 ’ ,

北纬
’ 一 “ ‘ ,

海拔
。

格多牧委会草场属高原寒冷气候类型
,

年均温 一 ℃ ℃
,

年积温 ℃
,

日照时

间
,

年降水量
,

一 月 降水
,

占年降水量 的
,

无绝对无霜

期
,

牧草生长期 一 , 。

主要植被类型有高山篙草草甸和高山灌丛草甸 土

壤类型以高山草甸土和高山灌从土为主
。

研究方法

年 月起
,

对 左右试验样地内的高

原鼠兔的贮草行为进行观察
。

贮草行为的时间

根据野外观察
,

高原鼠兔从 月 中旬开始建立

干草堆
,

期间只对较高的植株进行 割 一 月

中旬达到顶峰
,

几乎对所有直立的植株进行刘割并

形成草堆置于洞 口 附近 月下旬一 月初
,

贮草

活动减弱
,

偶尔观察到被高原鼠兔 割下的植物
。

割植物的种类及优势种植物调查

通过连续的 月一 月底 野外观察
,

发现

高原鼠兔刘割下的植物并非全部都形成干草堆
。

在

样地内共发现 了 个较大干草堆
,

并随着时间的

推移干草堆逐渐增多增大
。

据测定最大的有两公斤

左右
,

同时发现高原鼠兔将一些直立型植物 割后

放置于原地
,

并不形成干草堆
。

表 结果表明
,

月下旬
,

高原鼠兔对细叶亚

菊的刘割最频繁
,

在调查的 个样方 中出现了

次且生物量也最大 其次是甘肃马先篙
,

出现

次 再次是紫苑
、

棱子芹等
。

月下旬
,

植被分类

中
,

植物的种类不再以单一植物为主
,

而是出现了

种类的泛化
。

两个月的结果对 比后发现
,

随时间的

推移
,

高原鼠兔 割的植物发生 了明显 的变化
,

但

细叶亚菊始终是高原鼠兔最喜欢刘割的植物
。

在栖

息地植物群落调查中发现
,

细叶亚菊同样也是样地

内的优势种植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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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样地内
,

植物种类分布呈不均匀状态
,

不同

区域优势种植物不同
。

除细叶亚菊在样地内广泛分

布外
,

其余 种植物为斑块状分布
,

并分别被高原

鼠兔大量 割
。

从这些 区域的样方调查结果 表

可以看出
,

这 种植物在群落中的 比例均超过
,

最高达
。

这表明高原鼠兔大量刘割

植物的种类与该区域植物优势种有密切的关系
。

割植物的贮存方式

在贮草初期
,

高原鼠兔首先对直立型的植株进

行 割
,

将刘割下的植物或单独放置于原地
,

或形

成不同大小的干草堆
,

并且将大多数植物置于独一

味 等具有宽大叶片鲜活植物上
。

在

个月的观察中发现样地内垂穗披碱草被高原鼠兔

害」下形成草堆后
,

均置于独一味这一独特的植物叶

片上
。

而其他类型 的植物则放置 于独一 味
、

大黄
夕 叶片或黄花棘豆 。

丛 上
。

月下旬
,

再次对刘割下的植物进行了观察
,

发现高原鼠兔将刘割下的低矮植物
,

如麻花芜等仍

表 一 月份高原鼠兔 割植物的种类

衅
月 月

植物种类

月 月

干重

叮

频次 干重 频次

八内,内‘

夕

⋯
勺、孟曰且细叶亚菊 , 夕乙左

甘肃马先篙 乃 、 。 人 。‘,

紫苑

棱子芹 “

’

垂穗披碱草 咖
。 。

黄花棘豆 皿 。 , 。。 , 。

多裂委陵菜

忍冬

蓝翠雀花 ‘ , 。

香莆 肠 面

黄帚聚吾 几 。。 。

西藏微孔草 万

露蕊乌头 卿
己

鹅绒委陵菜 凡

麻花羌 晓 、 ‘

早熟禾 尸。

西伯利亚寥 绍 占。

乳白香青 乃 入

表 优势种植物调查

干重

种类

样方总生物量 优势种百分比

黄花棘豆 口叼艺 ” , 溉

细叶亚菊 如

黄帚真吾 乙烤

乳白香青 砧

垂穗披碱草 ￡”。

,

士

士

士

土

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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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放置于独一味和黄花棘豆丛上
。

对 个较大的

干草堆进行 了详细的观测
,

翻开干草堆后发现禾草

类植物下有独一味且其已经腐烂
,

但禾草类的植物

只有贴近独一味的少部分腐烂
,

而直接放置于地面

的干草堆大部分干草已经腐烂
,

肉眼观察腐烂程度

高于前者

挖洞的结果

由于高原鼠兔的洞道较复杂
,

挖洞时对草原的

植被破坏较严重
,

因此
,

只对三个洞 口 附近干草堆

较多的洞道进行挖掘
。

所挖出的植物 以垂穗披碱草

等禾 草类为主
,

平均重量在 公斤左右
。

同时挖

出许多长短不一的干草节
。

讨 论

长期以来
,

众多学者对高原鼠兔是否在冬季来

临前建立千草堆
,

以维持其冬季的食物资源存在许

多争议 该哺乳动物被认为不具有贮草行为
,

因而

有关 贮 存 食 物 的 行 为 尚未 有 报道
,

, , 。

通过参考

其他种类鼠兔的贮草时间
,

我们对高原鼠兔贮草时

期的地面活动进行了观察
,

发现高原 鼠兔确实具有

贮存干草堆的行为
,

这与已报道的结论
,

,

不一致
。

高原 鼠兔具有这

种行为的原因分析如下 第一
,

研究领域地处青海

南部
,

海拔较高
,

气候非常恶劣
,

经常遭受大雪侵

袭 为适应 当地的气候环境条件
,

高原鼠兔在长期

的觅食压力 下
,

发展 了贮存食物的习性
。

这 与山雀

属的贮食行为具有相似之处
。

据分析
,

山雀的贮食

倾向是随海拔高度的增高而增加的
。

因为高海拔处

的寒冷季节较长
,

在寒冷季节食物贫乏或极难找到

食物
,

冬季白天最短
,

使山雀的觅食时间大为减少
, , 。

第二
,

通过 对

果洛大武地区小型哺乳类动物的调查表明
,

高原鼠

兔是这一地区的主要优势动物
,

占
, ,

因此
,

这里的大部分食肉动物在很大

程度上依赖于高原鼠兔
。

由于天敌的关系
,

迫使高

原 鼠兔在洞 犷
、

洞道以及洞内贮存大量的食物
,

以

减少 冬季 出外觅食被捕食的风 险
。

正 如

所推测
,

小型哺乳动物包括 鼠兔贮食行为

的进化是一种减少被捕食机会的适应
,

通过将食物

搬运至洞 口 附近
,

以减少被捕食的风险
。

第二
,

高

原鼠兔可能本身就具有贮存食物的习性
。

由于受观

察地点和时间的限制
,

观测者不可能对所有高原鼠

兔的分布区域进行观察
。

高原鼠兔贮藏干草堆的时间是当地植物生长的

旺盛期
,

其生物量已达到最大
。

贮草初期
,

高原 鼠

兔首先选择直立型的植物
,

如试验中所收集的乳白

香青
、

垂穗披碱草
、

黄花棘豆等
,

当直立型植物逐

渐减少时
,

它们继而转向低矮型植物
,

但刘割的数

量较少
,

高原鼠兔的这一行为与国外文献中介绍 的

其他种类的鼠兔有许多相似之处
,

, , ,

, 。

这 种行为可 以用

最佳觅食理论来解释
,

即高原鼠兔通过花费很少的

时间和能量而贮存大量的食物
。

因为直立型植物便

于 割且较易搬运
,

同时
,

适宜高度的食物可 以使

其缩短每次抬头的时间
,

防止天敌的侵袭
。

而采集

低矮的植物时
,

每次抬头要花费较多的时间且搬运

的数量也较少
,

同时
,

极易受到天敌的攻击
, 。

通过对野外收集的材料与当地植被调查的结果

进行比较后发现
,

高原鼠兔对所贮藏食物的选择与

当地植被类型有一定的关系
,

这与

的结论相一致
。

通过表 和表 也可说明其贮藏的

植物是当地的优势种
。

通过对高原鼠兔贮草行为的

初步观察
,

其贮草过程中的某些行为与已经报道的

其他种类的鼠兔有所不同 高原鼠兔将采集的植物

晾晒于附近具有宽大叶片的鲜活植物上
,

并且观察

到
,

放置于独一味等叶片上的植物
,

其腐烂度低于

直接放置于地面上的植物
。

高原鼠兔这一行为的产

生可能是在长期进化过程中
,

为防止植物腐烂而发

展出的一种食物处理的技巧
。

研究区每年的 月和

月气温较高且降雨较多
,

此时是高原 鼠兔贮草的

高峰期
,

其刘割下的植物在温度
、

湿度较适宜时容

易腐烂
。

通过观察
,

月份高原 鼠兔将刘割的植物

均放置于独一味
、

大黄叶片和黄花棘豆丛上
,

而

月下旬发现高原鼠兔将刘割的大多数植物直接放置

于地面
。

国外其他学者在研究北美鼠兔时发现其在

建立干草堆时通过选择含有酚类等次生化合物的植

物
,

以 延 缓 其 他 植 物 的腐烂
,

, , 。

他们通过野外观察推测北

美鼠兔在建立干草堆时有意选择 了这些起防腐作用

的植物
。

但后来 通过实验室方法证

明
,

这些植物并没有明显的防腐作用
,

不能作为干

草堆中其他植物的天然防腐剂
,

但含有较多酚类的

植物可以阻碍微生物的生长
。

有关高原 鼠兔通过选



期 张 毓等 高原鼠兔贮草行为初探

择放置干草堆的位置
,

以防止其腐烂 的机理尚须进

一步的实验证明
。

挖洞的结果表明
,

在所挖的三个洞 中
,

高原鼠

兔的储藏室中均有较多的禾草类植物
,

这与文献中

对高原 鼠兔食性所述一 致
,

其喜食 禾 草 类植 物
, , 。

同时在洞

中发现大量被高原 鼠兔咬成长短不一 的禾草类植

物
,

我们推测其是作为窝内的铺垫物
。

国外有些学

者通过挖洞的结果认为
,

干草堆不仅仅作为冬季 的

食物来源
,

而是具有保暖或防止天敌等其他作用
,

因为所挖出的干草堆不足 以维持整个冬季食物来源
, , 。

关于这一点 目前

仍有争论
,

须进一步的挖洞试验证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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