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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

蔡理芸 詹心如 吴文贞
(音海省地方病防治研究所)

蚤类是兽类和鸟类的外寄生虫。 自 1897年绪方(ogata)发 现了鼠蚤在传播鼠疫中的

媒介作用以后 ,在蚤类各研究领域都有了较快的进展。但及至我国解放时 ,青海这个地区 ,

在这方面的研究几乎仍是一个空白。只有 ⒕ 「.HoΦΦ (1927)和 IO,H,Ba【 uep(1929)

记述过本区的 6个蚤种。这些标本可能系俄国人 ∏.K· Ko3`:oB(1899-1901)等 采集。

1954年长春鼠疫防治所和西北、青海防疫队在青海省贵德县和河南蒙古族自治县开

展调查工作 ,首次证实上述 2地存在鼠疫自然疫源性。与此同时 ,对这些地区的蚤类也作

了相应的调查。此后,这方面的调查工作从未间断,范围逐年扩大 ,几乎遍及全省。目前

已知蚤类 7科 44属 154种和亚种。解放以来对青海的鸟类和兽类的分类、区系和地理区

划也作了许多研究工作。所有这些都为阐述青海的蚤类区系提供了必要的基础资料。
^

自然地理概况

青海省位于青藏高原的东北部 ,约在东经 89° 51′·-103° 20′ ,北纬 31° 46′-39° 21′ ,面

积约 72万平方公里,占全国总面积的 7,5%。 本省不仅沿边界被一些巨大的褶皱山脉所

包围,而且境内也贯穿了一些大山脉。在这些山脉中,昆仑山为其主脉,支脉有阿尔金山、

祁连山、西倾山、布尔汗布达山、阿尼玛卿山、可可稀里山、巴颜喀拉山、唐古拉山。它们构

成了青海高原的骨架,其间镶嵌着大小不等的山间谷地及盆地 ,包括青藏高原最大的干燥

盆地— 柴达木盆地。在青海的东部,尚有湟水河谷及黄河谷地。这是黄土高原的西延

部分。全省除河湟谷地和柴达木盆地底部的海拔低于 3000米外,其余地区均在 3000米

以上。从地理上看,青海的绝大部分均属青藏高原。

青海省的气候及植被状况如图 1。 全省深居内陆,地势高耸,终年受大陆性气流控

制。其气候特点是,空气稀薄 ,风 力强劲 ,寒冷干燥,无霜期短。由西向东,年平均气温在

-6-6℃ ;气温较差大 ,年较差全省均在 25℃ 以上,日 较差大部分地区在 30℃ 以上。河

湟谷地的无霜期约 3个月,~其余地区大多数不超过 1个月或者没有无霜期。降水量由东

南向西北递减 ,东南缘个别地区年降水量可达 500毫米,西北部地区低者仅 25毫米。年

△我所动物昆虫室的同志采檠标本,柳支类教授和吴厚永教授对本文提出修改意见,仅此致谢。 另因篇福有

限,参考文献未能全列上,谙谅牌。

本文 1986年 4月 12日 收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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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青海气候及植被类型图

Fig, 1  △
·
he map o1 clinlate and vegetation types in Qinghai province

H年 等雨线 Amual isohyet— —年等温线 Annual isotherm ^^^植被类型分界线 Boundary

line ot vegCtation typcs 1.森 林草原及荒漠 Forest-steppe and desert; 2.针 叶林 Needle foˉ

r est; 3,草 原 steppc; 4.荒 漠及半荒漠 Desert and semidesert; 5·草甸草原及灌丛 Mead。 w
steppe an(l thickct; 6.寒 i莫 (Dold desert   -

蒸发量超过年降水量数倍乃至数十倍。大部分地区为事甸草原、草甸、灌丛、草原以及荒

漠、寒漠植被,森林覆盖面积甚小 ,主要分布于东部近边缘地区。

区系组成及分析

如前所述 ,在青海地区已知蚤类 154种和亚种,占我国已知蚤类种数的近三分之一 ,

是我国蚤类种数最多的省、区之一 (表 1)。 除切唇蚤科青海及全国均为 1属 1种外,在

我国蚤目各科中青海以蠕形蚤科的种所占比例最大达 50%,其次是角叶蚤科和细蚤科的

种,分别占40%和 35%左右。青海缺少臀蚤科种。

青海蚤类的寄生情况如表 2。 寄生于啮齿目和兔形目者为 110种 (亚种)占青海蚤类

种数的 7⒈4%;其次是寄生于鸟类、偶蹄目、食肉日者,分别为 28、 8、 6种 (亚种),各占

18,1%、 5.2%、3.9%;在翼手目和食虫目中仅分别发现 1种蚤,各 占 0.7%。 在青海地区,

兽类和鸟类的种、属均显贫乏,但某些种、属(如鼠兔)的种群数量甚高,作为其外寄生虫的

蚤类也相应地较为丰富。

从区系成分看,古北种计 78种 ,属于古北种的青藏特有种计 53种 ,两者合计 131种 ,

占青海蚤类总数的 85.1%;东 洋种、广布种、兼有种分别为 1、 7、 15种 ,各 占 0.7%、 4,5%、

9,7%(表 3)。 在动物地理上,青海全境均属古北界,其区系成分自以古北种居多。东洋

种、广布种和兼有种主要分布于东部近边缘地区。这与某些宿主动物的广布性和边缘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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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耷河蚤类的在主

Table 2 Hosts of fleas in Qinghai province.

五类 Fle as

宿主
Hosts 种数

No.of speocs
所占%

Percent of flea spccies

偶辟目及奇蹄日
Artiodactyta and l’ erIssodactyla

llo
`1,4

,.2

3.9食肉目
(∶)arolv ora

戛手目
CI、irol)tcra

食虫目
tilsectivora

o.7

o.7

鸟类
Bi△ds

总计
totat

28

154

鼓 0 △海工类区系成分饣计

Table 3 statistic;of fauoal elα nents of fleas in Qinghai province.

18.1

lO0,o

古 北 种
Palncartic Featm spccies

东 洋 种
orlcntal realrn specic;

兼 有 种
the ioint specics
in tllC 〖WO reaiin:

广 布 种

`Vidcly sprcad specics

种数
No..o￡

sp eclts

种数
No. 。￡
spcc:cs

所 占%
Perc· nt (,f

flea sI)ecies

种数
No.o(
spccies

所占%
Pefcent of
flea ‘lpccies

种数

`。

, of

spec】 es

所 占%
l’erccnt of
flea specics

o.7131(53) 85· 1(34· 4)

注 :括 号内为青孩特有种的数盂 Note:No· °f endernic species of thC 0ingha1-Xizang plateau are encloscd

 ̄n.parcnthese:。

15

2

9,7 , 4.5

一
1
一

/
Λ

`
4

图 2 青海省动物地理区划图

Fig.2 ·rhe map of zoogeographical divioon in Qinghai provincc

1· 河湟谷地小区 neˉhuai g vauey infra~region; 2.柴 达木盆地小区 Qaldam ba“ n infra-reg:on;

3· 祁连青南小区 σlim-qugnan iilfra-rcg】 on; 4· 羌塘高原小区 Qiangtang Plateau nfra-Fegim.

区生态条件的过渡性是一致的。青藏特有种占青海蚤类种数三分之一这一情况,充分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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映了青海蚤类区系成分的高原特色。

作为兽类和鸟类外寄生虫的蚤类,在地理区划上应与其宿主者一致。根据全国已有

的动物地理区划资料并结合青海的自然环境状况 ,将青海划分为 4个动物地理小区(图 2,

表 4)。

表 4 】南古动白地理区划
1·able 4  z.oogCog· rapblcal divi.oon iil Qinghai prov△ dce.

0级(界 )
0-order(rcalms)

I级 (区 )
1-order(rcgions)

1II级 (小 区)
111-oider (infrare:ions)

古北界
PJacarctic realn1

华北区
North-CIo.na reglon

黄土高原亚区 .
Loess△ i;teau subrcglon

1· 河渣谷地小区
H.e-huang valley

i血Iraregion

M(,ngo居絮区^rcgl:Piiang
西部荒漠亚区

“′ester n-Desert
su brcgion

2· 柴达未盆地小区
QaidarI1 basin infrarcgion

胥截区
Qi‘】gha:~Xizallg region

3.祁连着南小区
Qilianˉ qingnaIl infraregion

羌批高原亚区
Qiantang-PIateau

su bre8· ion

4.光荣高原小区
Qia‘ ltan:~plateatl inlrar9glorl

I· 河涅谷地小区

位于本省东部近中,所占面积甚小,是省内最低的地区,海拔多在 2000-2800米之
间。 气候较暖,地貌以河岸阶地和丘陵为主。 植被多为干草原型,常见的种类有针茅
(切″)、 冰草 (/gr。

`夕
`御

)、 蒿草 (K汤亿汤)、 隐子草 (c`清
`og印

绑)等。本小区多已开
垦为耕地 ,是青海的主要农业区。小区内的啮齿动物有草兔 (L印″‘c'pe″“)、 阿拉善黄
鼠 (c9`F″″‘口

`“

扬 “‘)、 红耳鼠兔
·
(o汕 o`o″

'″
``肪

o``‘ )、 达鸟尔鼠兔 (o,沏“”″)、 长
尾仓鼠 (Cr切

`″
``石

‘
`o″

亚″″
`″

绡)、 鼢鼠 (M夕 o‘

`刃`'′

sp.)、 子午沙鼠 (M掰口″cr″、″历
'~″“)、 小家鼠 (M锣‘仞″‘御切 )、 褐家鼠 (R″切 ″or〃 F弘彻‘)等。其中,前两种动物在省

内的分布仅限于本小区。在本小区已知有蚤类 5科 25属 52种 (亚种)。 具有代表性的种
类有无棘鬃额蚤、方形黄鼠蚤蒙古亚种、类新蚤、吻长纤蚤、尖指双蚤、三角小栉蚤等。从
区系成分上看,本小区的蚤类真正属华北区者并不多,仅 15种。共余的 37种中,有 15种
属青藏区的成分;ll种属蒙新区的成分;11种为广布种、兼有种和东洋种。对于上述情
况,可看成是青藏区和蒙新区的动物群向这一地区渗透的结果。

2· 柴达本盆地小区

位于本省西部偏中,约占全省总面积的四分之一。盆地边缘的高山,海拔达 4000米
以上;盆地底部为 2600-30oo米。从边缘至底部依次为高山、戈壁、丘陵、平原,湖 泊 5个
地带。 本小区气候干燥,植被多为荒漠类型,常见的种类有柽柳 (r砌

'”
、sp.)、 麻黄

(E``,''阳 sp.)、 琐琐 (Ff'`oFy`口 ″sp.)、 红砂 (R印″″
'″'sp.)、 赖草 ('″″ro`印

``彦

仍″
sp.)、 友芨草 (历

`9`,″

拓
`·

″″sp.)等。在靠近山麓并有高山雪水灌溉的地方有些被开垦为
耕地。本小区的啮齿动物以耐旱类型居优势,如五趾跳鼠 (刀‰忉留 ‘汤″叼)、 三趾跳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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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FP″‘″〃″)、 长耳跳鼠 (E″乃o″″″‘″“o)、 子午沙鼠、荒漠毛足鼠 (P切
`op″

‘/o勃~

ro″政方)、 黄兔尾鼠 (zj`驷叼‘
`″

`'`‘

‘)、 灰仓鼠 (C″ c砌
`″

‘材gr″ @″″‘)等。 在本小区已

知有蚤类 5科 26属 55种 (亚种)。 其中,具有代表性的种类有端突病蚤、秃病蚤田鼠亚

种、叶状叨唇蚤突高亚种、同型客蚤指名亚种、长突眼蚤等。在本小区除了蒙新区的成分

明显占优势外 ,尚有约四分之一的蚤种属青藏区的成分 ,但后者主要分布于盆地的边缘地

区 ,除人蚤外未发现别的广布种、兼有种和东洋种。柴达木盆地的耐旱动物在种类上较为

贫乏 ,沙鼠亚科仅 1种 ,跳鼠科也仅 3种。因此,以耐旱动物为宿主的蚤种在本小区明显

减少。例如客蚤属、中蚤属、眼蚤属以及病蚤属等所含的种均较贫乏并缺少黄鼠蚤属的成

员。

3· 祁连音南小区

位于本省广大的北部和南部,占全省面积三分之一以上 ,地貌以山地、谷地和山间盆

地为主,山地海拔超过 4000米 ,谷地和盆地海拔大多在 3000-4000米。气候较湿润 ,植

被以草甸草原、草甸和灌丛为主 ,东部近边缘地区有森林分布,常见的植物种类有披碱草

(c`J″ Jy仞“‘sp.)、 子茅 (C口J'″
'gro‘`订

sp,)、 冰草、芨芨草、金蜡梅 (Po|c`9″

`'sp.)、
山柳

(s'J9r sp.)、 云杉 (P:‘ F'sp.)、 圆柏 (s″历″
'sp·

)等。 本小区在生态环境上较为多样 ,

动物种类也相应较多。在兔形动物和啮齿动物方面有高原鼠兔 (O.r″ zo″〃 )、 藏鼠兔

(0.历冫
`仞

口)、 间颅鼠兔 (o.″″“‘)、 狭颅鼠兔 (o,砌″“f)、 红耳鼠兔、灰尾兔 (L.

o:o助J仍,)、 喜马拉雅旱獭 (M″″o幻 历″
'氵'y'仞

)、藏仓鼠 (C.R口〃““)、松田鼠 (P‘

`夕

印”

`″
“)、 青海田鼠 (M加·

o`“‘∫”″‘)、 獗鼠 (s`‘ 9‘

`'co″
Co′ or)、 鼢鼠、社鼠 (R.″切〃‘刀′″)

等(草甸草原及灌丛动物群);林跳鼠 (Eoz″p“‘‘″杨口
`,9‘

‘)、 黄耳斑鼯鼠 (P幽″i砌
`'″ `-

乃o“ )、 复齿鼯鼠 (rr。 go`″″fr勿
``,``“

)、 小飞鼠 (P″o仞” ″o`″″‘)、 花鼠 (a沏〃,″‘

奶加c绑 )、 大林姬鼠 (/`。洳″“‘p御 ,`,‘

`氵

″C)等 (森林灌丛动物群);五趾跳鼠、荒漠毛足

鼠、二趾跳鼠等(荒漠半荒漠动物群 )。 在蚤类方面已知有 6科 40属 138种 (亚种 )。 下列

蚤种目前仅见于本小区:中 间鬃蚤、祁连蠕形蚤、不齐蠕形蚤新月亚种、长窦副新蚤、似方

双蚤黄南亚种、宽指青海蚤、双窦青海蚤、介中茸足蚤、狭板额蚤青海亚种、指形盖蚤、北山

盖蚤、窄窦怪蚤、青海角叶蚤、雁角叶蚤、叉状单蚤、钩状单蚤。本小区的蚤种占青海蚤类种

数的 90%;本省的全部东洋种、广布种和兼有种在本小区均有分布;其青藏特有种达 51

种之多,占全省青藏特有种数的 96%。 此外,本小区尚分布有蚤类的 3个青藏特有属;青

海蚤属、靴片蚤属和继新蚤属。连同众多的特有种,可见其高度的地方性。在青海范1日

内,本小区所缺少的 16种蚤几乎均为耐旱动物的外寄生虫。一般地说,为耐旱动物所生

存的干事原— 荒漠与青藏高原的高山草原一 寒漠的生态环境具有某 种相似性。所

以,一些耐旱动物对青藏高原的高寒条件有较强的适应性。但随着环境的变迁 ,毕竟仍有

不少种类至今未进人青藏高原。这无论是对宿主自身抑或其蚤类均如此。

4· 羌塘高原小区

位于本省的西南部 ,是青海地势最高的地区,海拔多在 4200米 以上。地貌以山地丘

陵 ,高平原和湖泊盆地为主。气候干寒,植被大多稀疏矮小,常见种类有优若藜 (E″ o``曰

sp.)、 菊艾 (r召″
`″ `四

″ sp.)、 水怕枝 (llryr访口”召sp.)、 麻黄、雪莲花 (s““″“ sp.)、 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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茅草、蒿草等。啮齿动物及蚤类均显贫乏。前者的代表为大耳鼠兔
a(。

.″舀″o`:‘ )、 拉达

克鼠兔 (0,切沏″”订)、 白尾松田鼠 (P.J“ c。‘/” )、 斯氏高山跄 (刀
`切

氵
'″

o`‘cz和″”)、

高原鼠兔、喜马拉雅旱獭等。本小区的蚤类仅 5科 13属 22种 ,具有代表性的种类有棒副

新蚤、方指双蚤、无突茸足蚤指名亚种、刷状瘴蚤有角亚种等。本小区地处青藏高原腹地 ,

生态环境较为单一而严峻,没有真正鼠科的成员,其 区系成分似乎是青藏高原最能耐受干

寒的蚤类的一个缩影。

三、青海蚤类区系与其宿主区系的关系

区系文章通常都要论及区系形成和演化问题,许多学者常常结合其宿主来讨论。因

为蚤类与其宿主是协同进化的 (traub,198o、 1981;柳支英等,1982b)。

一个地区的任何一个类群的区系现状都取决于其区系成分中每一个种 属的形成历

史 ,这无论对于蚤类抑或作为其宿主的鸟、兽应该说都是适用的。这是因为,每一个类群

的区系都由若干具体成分所组成。因此,针对有代表性的宿主及其寄生蚤的有关情况作

一些具体分析是必要的。在青海以至整个青藏高原,这方面值得一提的是喜马拉雅旱獭

和鼠兔以及它们的寄生蚤。

喜马拉雅旱獭是一种既耐寒又较为耐旱的草原啮齿动物,属青藏特有种。地质研究

结果表明,青藏高原及其干寒气候的形成是比较晚的,大致在第三纪末的上新世以后。又

据古生物资料,在 更新世时旱獭属动物已是欧亚北部森林草原和草原带的代表种类,且至

今在上述大部分地区仍有广泛分布。某些学者推测,这种旱獭是在高原隆起 ,气候趋于干

寒并向草原发展的过程中,由其北方的亲缘类型扩伸至此并逐渐适应这种环境而形成的

新的类型。喜马拉雅旱獭的寄生蚤基本上只有 3种 ,即斧形盖蚤、谢氏山蚤和腹窦纤蚤深

广亚种。后两种蚤乃是亚洲大陆多种旱獭的共同寄生虫,斧形盖蚤则为青藏特有种,基本

上仅寄生于喜马拉雅旱獭。这一事实揭示,谢氏山蚤和腹窦纤蚤深广亚种有可能是随其

宿主一起进人本高原的,并且在进人本高原后尚未进一步发生种的分化。斧形盖蚤在种

的形成上则较上述两种蚤为晚,可能是旱獭进人青藏高原后由当时寄生于别种宿主动物

的亲缘类型逐渐适应其新的宿主动物并演化为一新的类型。据资料统计,全世界盖蚤属

已知约 20余种,主要分布于欧亚大陆,其中见于青藏高原者就有 10余种之多。这一点似

乎也有利于上述见解。

国外的一些学者认为,全世界现存的鼠兔有 14种 ,我 国的某些学者则划分为 25种之

多。这个属除两个种分布于北美外 ,余 者皆分布于亚洲。其中,青 藏高原的种就占这个属

的种总数的近三分之二,且不少种为本高原所特有。据古生物资料,现存的鼠兔乃由古鼠

兔亚科 (sholag° n,yinac)演 化而来。这个亚科现已全部绝灭,它们的化石曾在亚洲见于

党河南端上游(在青藏高原的北缘)的第三纪渐新世地层中,在北美洲和非洲的这类化石

则见于第三纪的中新世,显然较亚洲者为晚。因此,青藏高原不仅是现代鼠兔的分布中

心,而且有可能是它们的起源中心。这些特点同样反映在它们的寄生蚤上。全世界寄生

于鼠兔属动物的蚤不下 20个 属,其 中具有代表性的属有青海蚤属、倍蚤属、栉叶蚤属、茸

足蚤属和缩栉蚤属等。就属这一级而言,全世界寄生于鼠兔的各个蚤属在青藏高原的各

种鼠兔中几乎均有寄生;相反,青海蚤属至少在目前尚未见于本高原以外的鼠兔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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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今寄生于鼠兔的蚤不可能都由曾寄生于古鼠兔的那些较原始的蚤种演化而来,它

们中的一部分显然是在古鼠兔向现代鼠兔演化历程中由其寄生于别种宿主的亲缘类型通

过更换宿主 ,承受选择压力,获得新的适应性并逐步演化而来。前面所提到的寄生于喜马

拉雅旱獭的斧形盖蚤也属这种情况。这就是一种宿主所具有的多种寄生蚤为何彼此在亲

缘关系以至起源中心上常常相去较远的主要原因,也 是蚤类加速进化速度(特别在低级阶

元)的重要途径之一。反之 ,一种蚤在相当漫长的进化历程中如果只是随其宿主的演化而

演化,则势必趋于保守,落后于其宿主的进化速度。寄生于兔属动物的冰武蚤大概就属这

种情况。

在讨论蚤类区系与其宿主区系的关系时有必要比较一下两者各自的特有类型。在青

藏高原鸟、兽的特有类型仅达属级水平且为数甚少 (青藏特有属兽类仅 1个,鸟类为 3

个 ),较 多的是青藏特有种(兽类 44个 ,鸟类 23个 )。与此相应 ,蚤 类也仅达属级水平,计有

青海蚤属、靴片蚤属和继新蚤属 3个青藏特有属 ,较 多的同样是青藏特有种。这一事实暗

示 ,在一个地区的蚤类区系和鸟、兽区系中各自的特有类型可能是大体上相称的。这也从

一个侧面反映了蚤类与其宿主在进化上的密切关系。

据认为,青藏高原的现代鸟、兽区系是在第三纪末期才开始发展形成的。那么,是否

可以作这样的演绎推测 ,即现代青海蚤类区系也大致在第三纪末期才开始发展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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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THE FLEA FAUNA 0F QINGHAI PROVINCE,CHINA

Ciai Liyun   zhan Xinru   `iVu `Vcnzhen

(R`‘ rcrcヵ  `,i‘ffi“ :'口

`E″ '`朗

:‘ z);‘cc‘cC口
`9```评

Oj″g历ui P`乃访ヵcF)

·10B ·

Thc invcstigations an(1 collcctions of fleas in Qinghai provincc havc bccn n1adc sincc 1954.

Up to tllc 1)rcsent, 154 spccies aild.suI)spccics of fleas,bclonging to 44 gcncra alld 7 falnilics, are

found in thc proviInce.  Arnong theπ l, 131 spccies arc Palaearctic accounting for 85.1% l

spccics is oricntal(0.7%);15 spccics bclong to thc two regions mcntioncd abovc(9· 7%);7 spe~
cics are c()smopolitan or widcsprcad(4.5%)·  As far as known,53 spccics and 3 gcncra of flcas

of flcas of thc provincc Ⅱlay bc considcrcd as cndc111ic forms of thc Qinghai~Xizang Platcau.

z.oogcographically spcaking,tllc wholc provincc bclongs to Palaearctic rcalrn. In tllis paper,

thc provincc is dividcd into four【 II-ordcr rcgion。 (infra-rcgions).  Narllcly, thc 11c-huang yallcv

infra~rcgion, thc Qaidana basill infra~rcgion, tllc-qingan infra-rcgion and thc Qiangtang Pla-

tcau infra-rcgion.  ∶Each of thc fotlr infra-rcgions is charactcrizcd by rcprcscntativc spccies

of flcas.They are Fro″
`@`‘

'`′

夕 Cspf″氵/口 /`″订,C氵
`″

`口`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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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n thc Qilian-(lingnan infra~

rcgion: ~P日 厂夕
`昭

0ps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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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σ 夕夕
`σ

, .亻 ″,Fo`Jypsy``日  夕〃口‘

`r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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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
`|″

″ ‘
``'。

′’′氵″夕, 山
·rd~

`口

rc向
`J Pr刀

氵c′′′氵黑
'/ 

口
`zg```c/IJ in thc Qiangtang platcau infra-rcgion,  'rhc faunal fcaturcs cor-

rcspond csscntia11y 、vith thc dividing of z00gcograpllical rcgions of China in 1979.

A Qinghai list of flca spccics,togcther with thcir distributions and hosts is tablllatcd.Lastly,

thc rclation bctwccn flca and its host fauna arc prclinlinary discusscd ill this papcr.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