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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虎和香鼬活动节律的初步研究
米

梁 杰 束  程 云 年
(中 国科学院西北高原生物研究所)

哺乳动物的活动节律有一定的周期性,每 日也有一定的活动节律。曾缙祥等 (1981)

曾研究了青海高原5种小哺乳动物的昼夜活动节律,为阐明食肉动物昼夜活动节律与其

食物关系,我们对青藏高原常见的两种食肉动物— 艾虎 (M饧‘
`纟

`历

矽〃″‘″勿历)和香鼬
(M饰

`矽`''``″

″)的活动节律进行初步研究。对食肉动物昼夜活动节律研究的报道有,盛

和林 (1982)研究了鼬獾 (Mo`og'`召 绍四场膨)的活动行为,Pricc(1971)研究了伶鼬
(M够,`ε

``彷
″

'`‘

s)取食活动的周期性。但是,他们没有说明与被捕食者的相互关系。

一、材 料 与 方 法

试验动物捕于青海省海北高寒草甸生态系统定位站地区。海拔 3200米。试 验 动 物

预先在室内饲养 5-6天 ,选择健康成体 ,在自然光照下进行试验。室温在 18-21℃ 之

间。

试验进行于 1982年 6-7月 ,使用 Animcx(DsE)小 哺乳动物自动记录仪。试验动

物被放置在活动箱 (艾虎用 50× 50× 30厘米、香鼬用 40× 40× 30厘 米)和 巢 箱

(40× 30× 25厘米)内 ,.两箱租通
^活

动箱用透明的、巢箱用全黑的有机玻璃制成。在活

动箱的食物糟内投放食物 (鼠兔或大自鼠),在巢箱内放少许棉花供临时营巢用。当动物

自巢箱进人活动箱取食或活动时,即被自动记录仪记录。本仪器可对动物作 1周的连续

活动记录。试验前将动物放人巢箱内,适应 1-2天 ,即可进行正式试验。每一动物连续

记录4天才更换。每种动物各测定 6只。

二、结 果 与 讨 论

1.艾虎的昼夜活动节律

艾虎在黎明后很少活动,6-18时的相对活动量,最低为 11次 /小时,最高为 96次 /

小时。 19时以后其活动量稍有增加 ,在夜间 24时出现第一次活动高峰,相对活动量达

268次 /小时,1时活动量减少,2时又开始增加,4时 出现第二次活动高峰,相对活动量为

350次/小时(图 1)。 很明显 ,艾虎的活动主要在夜间,白 天很少活动。属夜行性动物。

衤本文承夏武平教授,北 京师范人学孙濡泳教授审阋文稿,辛 光武同志协助绘图,谨此致谢。

本文 1984年 2月 13日 收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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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艾虎的昼夜活动节律

「ig. 【  A.ctivity rhythill 。f tbc po1eca1

室内记录结果与野外观察相符。1982年 5-9月 ,在野外捕获艾虎 28只 ,全部在黎

明前捕获。这与郑生武等 (1983)对 艾虎活动的观察结果大致相同。

1982年 7月 8日 ,对 1只 已怀孕艾虎的活动情况做了记录 (图 2)。

18  24   6   】2   18  24   6   12  18  24   6   12
9寸问 Tine

—— Pre莒nano— — Birth— — Lact查“on—

图 2 —只又虎怀孕、产仔和哺乳期的活动节律

Fig. 2  .人 ctivity rhythm o￡ one poleCat during pregnancy, birt1△ and iactation

由图 2看出,艾虎怀孕时(产仔前 1天 ),白 天很少活动,夜间 3时出现 1次活动高峰,

相对活动量达 1380次 /小时。产仔当天 ,夜间 2时出现第 1次活动高峰,为 965次 /小时 ,

早晨 6时出现第 2次活动高峰,为 1700次 /小时。哺乳期 (产仔后第 1天),13时 出现第
1次活动高峰,相对活动为 750次 /小时,15时出现第 2次活动高峰,为 550次 /小时,第 3

次高峰在夜间 21时 ,第 4次高峰在黎明前 4时。文虎哺乳期活动较频繁,呈多峰型。由

于只观察了一只产仔艾虎的活动节律,资料较少,对其产仔期的活动节律,有待进一步研

究。

2.香鼬的活动节律

香鼬第 1次活动高峰出现在 7时 ,其相对活动量为 355次 /小时,下午 17时出现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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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次活动高峰,相对活动量为 283次 /小时。夜间活动比较少 (图 3)。 很明显,香鼬昼夜

虽均有活动 ,但主要以白天活动为主,属昼行性动物。1982年 5-9月 ,在野外捕获香鼬

32只 ,大部分捕于白天 ,只 有两只在清晨以前捕获,说明室内记录结果基本上与野外观察

相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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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香鼬的昼夜活动节律

「ig. 3  Activity rhythm 。f alpine 、vcsel

3.艾虎和香鼬与它们的被捕食者活动节律的比较

高寒草甸和灌丛栖息着数量较多的高原鼠兔 (o扬 o`o″〃r″·20″ i勿 )、 高原鼢鼠l〉

(My“

`历
`御

切功”)和根田鼠 @汹·
o`″‘@`co″ o`,9饰),为艾虎和香鼬提供了丰富的食物条

件。鼬类主要以小哺乳动物为食 (Day,1968;Moors,1975;Short,1961)。 它们的活动

节律和被捕食者有密切关系 (Erkinar。 ,1972)。

文虎和高原鼢鼠的活动节律比较接近 (表 1)。 它们的第 1次活动高峰分别出现在黎

明前 4时和 5时 ,两者大致相接近;第 2次活动高峰均出现在夜问 24时。根田鼠第 3次

活动高峰在夜问24时 ,这与艾虎相一致。

艾虎和高原鼠兔的活动节律有明显不同,前者属夜行性动物,而后者属昼行性动物。

但值得注意的是,在清晨之前 5时 ,两者均有活动,其活动量分别是 158次和 140次 /小

时(表 1),说明艾虎也有捕食鼠兔的机会 ,可见捕食者与被食者的关系是比较复杂的。

香鼬与高原鼠兔的活动节律相接近 (表 1)。 香鼬与鼠兔的第 1次活动高峰分别出现.

在上午 7时和 8时 ,而第 2次均在下午 17时 ,说明了两者活动节律的一致性。香鼬的第

1次高峰与根田鼠第 2次高峰大致接近。

香鼬与鼢鼠的活动节律有不同。前者属昼行性动物,而后者属昼夜活动的动物。我

们曾经做了一次小实验,分两组;一组是香鼬,另一组是艾虎。每天每组分别投放鼠兔,鼢

鼠和根田鼠各两只,连续观察 3天。结果表明,香鼬主要捕食鼠兔,不喜食鼢鼠和根田鼠;

艾虎捕食鼠兔和鼢鼠,不喜食根田鼠。说明了香鼬和鼢鼠活动节律不同的原囚。

综上所述 ,艾虎和香鼬与被捕食者的活动节律有密切关系,这是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

中形成的。这两种食肉动物在生态位 (nichc)上的分离,是 与它们的食物— 被捕食者

1)曾缙祥等 (1981)误 定为中华跑鼠,樊乃昌等 (1982)鉴定为高原艴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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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l 艾虎和吞励与它们的技捕食者活动节律的比较

tabie 1  Comparison of thC activity △hythrn of polecat and alpine lveasei to their preys

时  间  Time

种  类

species

文  虎
P〈,`cc历

`

香  鼬

'`p|`z召

,″‘￠‘
'J

|  l
l-2|3-4|5-6

| |
9-lo ll-12

|  |  |  l

|一 |-|邝 |

|    |
|    |

19-20|21-22| B-24

相对活动(次 /小时)Relativc ac“ vity(u me/hr)

44-2 42-
268

高原鼠兔
F.7夕

`'`J' p·
`及

夕l)

40一 御

40-1 0-30

lO8-
45

65-
l‘o

o0-
25

高原鼢鼠
彳:p`″饣go人 orl)

l)同 85页脚注

的活动节律相适应的。捕食者与被捕食者的共同进化 ,反映在它们的活动节律上。

小  结

65- 400-
600

(1)文虎和香鼬分布于青海高寒草甸和灌丛地区,它们主要以食草性小哺乳动物为

食。

(2)艾虎属夜行性动物。夜间 4时和 24时 出现 2次活动高峰。夜间活动频繁,白 天

很少活动。

(3)香鼬属昼行性动物。上午 7时和下午 17时出现 2次活动高峰。白天活动频繁 ,

夜间很少活动。

(4)艾虎和香鼬的活动节律与被捕食者密切相关。艾虎的活动节律接近于高原鼢

鼠,而香鼬接近于高原鼠兔。这些事实说明捕食者与被捕食者之间的相互关系,是在生态

系统的长期进化过程中形成的,捕食者的生态位分离与被捕食者的活动节律密切相关。

60-85

172-
95

80-
140

35-2

o-2

6- 158-
350 45

60- 185- 480-
325 150 540

145-
250

120-
llo

38-
280

140-
415

o0-
28

40-55

3莎一
150

40-
450

25-
40

5-

88-4568-b

5-2

15-10 6-5-2 够一 12 13-8 60-30

o0-
89

75-555-28 125-
92

24-20 20-
lOl

26一乃 8-30

26-24 25-2

沥 一 283-lO5- 125-
165 40 85

185- 130- 150- 140-
12.0 90

llO-
24

110-
220

25-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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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IEs ON THE DAILY ACT1VITY RHYTHIMi
oF POLECAT AND.ALPINE WEAsEL

Iia,ng Jierong  CheⅡ g Ylmn△an

(No″咖
`P勿`'″

r羽
``彻`eo/B刃 `og,,且

c磁 z's拗 c四 )

The predators living on herbivores,belong to secondary consu111ers.  In order to

bring out the daily activityˉ rhythnl of earnivores and relationship of their food,、 ·e stu~

died two species of carllivores-poleCat (iZ.″ sfch drcr‘ mi c,l,】 ’)and alpine weasel(ir″ s切切
G7场 |cc)which arO(∶ on1mo△l in the alpine lncadow of Qinσ llai-Xizang Plateau.Tests were

con.ducted fronl Julle to July 1982.【 rhe results are as follows;

1.  1、 he first activity peak of the polecat elllerged at 24:00 Ⅲ̀ith an acˉdvlty fre-
quency oF 268 tlm6/hr,|the second pmk appears at 4∶ oo reaching 35o tlmes/hr,It is

evident that the ac位说ty of the poleCat takes place mainly at night,therefOre,it￡alls

under nocturnal animal (Fig.1).

2.  C)n 8 July 1982, we tested the activity o￡  。ne pOlecat frolrl its pregnancy, 七o
its giving birtll ana lactatiol1. ′rhe result。 f the test shows that they are different froln

one another(Fig.2).

3. The first aOtivitv pea.k of the alpine、 `easel presents i工 the n10rn1】 lg (7;00),its

Felative lactivity freque.ncy· 355 tilnes/hr. the sccond peak prcse11ts in.the a￡ ternoon at

17:00,being 283 tillles/hr. (Flig. 3). It is e飞 △dOllt that activity of alpi△ le、veasel happe】 ls

lnainly in the daytilne, This relnains W`ith diurnal anilna1.

4. The activity rhythm.of a polecat is similar to thaf of an alpine zokor.and the

aitinty rhythm of an.alpine we.asel t,o th.at of a plateau pika (Table 1).so far as we

knowˉ,the first activity peak of the root Vole is in accorda.nce、 Tith lhe alpi△1e weasel,as

is the second activity· peak、vith the poleca△ .

⒌  `rhe dctachlnent of the lliche oF tw.o species of carllivores,is sho、 v△ in the ac~
tivitv rhythln of their preys. The co~evolution of the PrOdator and its prey,is re￡ lected

in the actl、 ity rhyth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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