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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采用夹捕取样法对内蒙古浑善达克沙地三趾跳鼠（1#2)& &+/#33+）种群进行逐月调查，根据捕获样

本的繁殖器官特征及胃内容物组成分析三趾跳鼠的食性与繁殖的季节动态。结果表明，本地区三趾跳

鼠主要取食植物茎叶，$、*、+、&、(" 月植物茎叶占其食物组成的 &*,以上，# ’ ) 月达 +", ’ #*,；三趾跳

鼠还取食少量的植物种子；# ’ ) 月，嫩绿的植物种子占 %*,，但很少取食成熟种子。此外，也捕食少量

昆虫。在浑善达克沙地，三趾跳鼠每年只繁殖 ( 胎，繁殖期为 * ’ # 月，* 月下旬至 + 月中旬为交配期，+
下旬至 # 月中旬为幼鼠出生期。三趾跳鼠的胎仔数稳定，每胎产仔 ! ’ % 只，平均胎仔数为 !-)。+ 月份

成体雌鼠的妊娠率为 $%,；# 月份雌鼠的妊娠率为 $),；其他月份妊娠率为 ",。雄鼠睾丸下降时间为

* ’ ) 月，+ 月雄性成体睾丸下降率达到最高峰，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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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其是昆虫还是红色的浆果。根据上述标准对

其胃内容物成分进行判断，判读出三种组分在

胃内容物中的成分百分比。为减少系统误差，

对胃内容物的判别由专人进行。除了空胃、胃

内容物极少（标准是低于正常充盈度的 !"#）

或胃残缺甚至无法辨别外（此类个体不计入统

计样本），均对胃内容物成分进行记录。

!"# 种群繁殖测定 对三趾跳鼠繁殖的判定

采用常规的鼠类繁殖强度统计方法［$%］：雄鼠按

照睾丸下降情况、附睾管是否明显、储精囊是否

肥大等作为雄性繁殖活跃期的标准；雌鼠则根

据子宫外观、卵巢黄体的有无、胚胎的数量和级

别（按照大小分成 & 个等级）及子宫斑的存在状

况来判定，并检查乳晕斑的有无。妊娠率的统

计样本包括怀胎的个体，但胎仔数样本则包括

有明显子宫斑者。考虑到子宫斑出现要落后于

妊娠的时间，因此子宫斑推算的胎仔数要前推

$ 个月。如 ’ 月份解剖检查的 % 个子宫斑按照

( 月有 % 个胚胎的样本来统计胎仔数。卵巢组

织中出现黄体者不计入胎仔数统计样本。

$ 结果与分析

$"! 三趾跳鼠的食性及其季节变化 根据解

剖结果，将各月捕获的三趾跳鼠其胃内容物各

成分比例取平均值，由此构成浑善达克沙地三

趾跳鼠食物组成的季节动态，结果列于表 $。

表 ! 浑善达克沙地三趾跳鼠食性的季节动态

%&’() ! *)&+,-&( ./&-0)+ ,1 2/) 1,,3 .,45,+626,- ,1 !"#$% %&’"((&

月份

)*+,-

雄性 )./0 雌性 102./0
茎叶比例（#）

30.4 #

种子比例（#）

5006 #

昆虫比例（#）

7+809, #

茎叶比例（#）

30.4 #

种子比例（#）

5006 #

昆虫比例（#）

7+80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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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表 $ 中可以看出：: > ( 月三趾跳鼠食物

组分主要以植物茎叶为主，所占比例达 <’#以

上，其余成分是昆虫，缺乏植物种子。’ > = 月

三趾跳鼠食物组分主要以植物茎叶为主，这个

比例下降到 ("# > ="#左右，植物种子比例显

著地增加，达到 !"# > :"#，昆虫比例仍保持

较低水平。< > $" 月三趾跳鼠的食物组分再次

以植物茎叶为主，达到 <’#以上，昆虫比例略

有所上升。$$ 月中旬之后，沙地不再出现三趾

跳鼠的活动足迹，全部个体进入冬眠期。从表

$ 的结果来看，三趾跳鼠雌雄个体之间的食物

构成基本一致，差别不明显。

$"$ 三趾跳鼠的繁殖强度及其季节动态

$"$"! 雌鼠 !""" > !""( 年间夹捕的结果显

示，: 月未见有繁殖迹象，三趾跳鼠最早在 & 月

下旬卵巢开始出现黄体，( 月中旬至 ’ 月中旬

均出现胚胎，( 月下旬至 = 月中旬可检出子宫

斑。< 月则无子宫斑。未曾同时发现胚胎与子

宫斑者，也未发现同时具有 ! 种以上类型的子

宫斑。考虑到同体型鼠类的妊娠期为 != 6，由

此推断，浑善达克沙地雌性三趾跳鼠每年只繁

殖 $ 胎。不同个体产仔时间可能存在一定的差

异，但个体差异不超过 $;& 个月（考虑到最早 (
月上旬出现胚胎，’ 月中旬最晚出现胚胎的情

形）。另外，根据 = 月下旬之后很难见到子宫

斑，但乳晕斑仍清晰可见，推断野外条件下三趾

跳鼠的子宫斑存在时间较短，某些个体的子宫

斑可能在 $ 个月之内消失。这一特性增加了对

三趾跳鼠繁殖判断的难度。由此可见，本地区

三趾跳鼠的繁殖期为 & > ’ 月份，& > ( 月份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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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配期，! " # 月份为幼鼠出生期。

根据 $%%& 年的夹捕资料，将浑善达克沙地

成年雌性三趾跳鼠的妊娠率和胎仔数进行了统

计处理，$%%& 年 ’ 月份数据因 ()*( 暴发的缘

故而缺额，改用 $%%$ 年 ’ 月份的调查数据替

代，结果见表 $。

表 ! 浑善达克沙地三趾跳鼠雌性繁殖强度的季节变化

"#$%& ! ’&#()*#% +,#*-&( ). /,& 01&-*#*/ 1#/& #*2 /,& %3//&1 (34&( ).
#25%/ .&6#%& !"#$% %&’"((& 3* 75*(,#*2#8& ’#*29 :#*2

月份 +,-./ 0 ’ ! # 1 2 3%

妊娠率 4567-8-. 58.6（9） % % 0& 01 % % %
胎仔数 :;..65 <;=6（!+ > (?） @ @ $A#’ > %A&’ $A1’ > %A0% @ @ @

表 $ 的统计结果表明，0、’、1、2、3% 月，浑善

达克沙地的三趾跳鼠妊娠率均为 %，即无繁殖

发生，仅在 !、# 月份才能检测到胚胎，这表明三

趾跳鼠繁殖相对集中，繁殖期很短。另外，! 月

成体雌鼠的妊娠率为 0&9；# 月雌鼠的妊娠率

为 019，!、# 月成体雌鼠妊娠率的总和 接 近

3%%9。另外，# " 1 月份捕获的成体雌鼠绝大

多数具有当年参加繁殖的特征证据（即具有胚

胎、子宫斑或乳晕斑），由此推断所有的成体雌

鼠（即越冬后个体）都能参加繁殖，当年生雌鼠

不能参加繁殖。一般在 1 月份和 2 月份的捕获

记录中可发现当年出生的幼鼠。

浑善达克沙地三趾跳鼠的胎仔数很稳定，

多数个体都是 3 胎 & 仔，其余的是 3 胎 $ 仔，而

其他胎仔数罕见。$%%& 年度 ! 月的平均胎仔

数为 $A#’ > %A&’（! B $’）、# 月的平均胎仔数为

$A1’ > %A0%（ ! B 3!），两月间的胎仔数没有差

异（C,,D6E "@.6<.，# F %A%’），其他月份未检测到

妊娠个体。另外，根据 $%%% " $%%! 年间在浑善

达克沙地的夹捕调查结果，所有三趾跳鼠的胎

仔数均为 $ 或 &，尚未发现例外者。

!;!;! 雄体 判断雄鼠繁殖的基本依据是睾

丸下降与否，附睾管明显程度以及储精囊是否

肥大等［3&］。根据我们的调查结果显示：0 月雄

鼠刚出蛰，未检测出睾丸下降个体，’ 月开始出

现睾丸下降个体，! " # 月雄性成体睾丸下降率

达到 3%%9，1 月一些个体睾丸仍保持下降状

态，多数个体睾丸已萎缩，体积减小，颜色暗红。

2 月之后再未出现睾丸下降者。浑善达克沙地

三趾跳鼠雄性繁殖的季节动态如表 &。

表 < 浑善达克沙地三趾跳鼠雄性

繁殖强度的季节变化

"#$%& < ’&#()*#% +,#*-&( ). /,& 1&01)25+/3=3/9 ). 6#%&

!"#$% %&’"((& 3* /,& 75*(,#*2#8& ’#*29 :#*2

月份 +,-./ 0 ’ ! # 1 2 3%

样本量 (8GCD6 <;=6 3! 3’ $% $! 0$ $! 3$
睾丸下降率（9）

465H6-.876 ,I G8D6<
J;./ <H5,.8D .6<.;<

% 1#A% 3%% 3%% 0’ % %

< 讨 论

对三趾跳鼠食性分析表明，三趾跳鼠主要

取食植物茎叶，对沙地植被的营养生长有一定

的负面效应。此外，特定时期还消耗大量未成

熟种子，对沙地植物种子库有一定的破坏作用。

对植被稀疏、生产量很低的沙丘而言，沙区鼠类

的取食严重影响了植被的恢复与自我更新进

程［’ " #］。此外，三趾跳鼠还具有很强的挖掘能

力，其挖掘活动对沙地植物的根系有一定的损

伤。总体来说，三趾跳鼠对浑善达克沙地植被

的恢复与重建有一定的阻碍作用，为主要的害

鼠之一。

三趾跳鼠食性有明显的季节变化。这一变

化与食物可利用性有关。0 " ! 月，沙地植被萌

芽，地面植物种子少，三趾跳鼠的主要食物为植

物茎叶；# 月中下旬至 1 月中旬，沙地有大量种

子接近成熟，幼嫩的小叶锦鸡儿种子和狗尾草

种子丰富，成为三趾跳鼠食物的重要组分。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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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时期检测的三趾跳鼠胃内可见大量绿色的无

纤维结构的种子成分。! " #$ 月，种子基本成

熟，嫩绿的种子基本消失，由于不能利用硬质种

子，三趾跳鼠再次选择植物茎叶。三趾跳鼠食

性的变化体现了对沙地生境的适应。昆虫在三

趾跳鼠的食物组成中所占比例较少，从结果上

看，% " & 月，三趾跳鼠食物中昆虫比重逐渐增

加，! " #$ 月开始下降。可能也与沙地昆虫的

可利用性有关［#%，#’］。

由于本地区三趾跳鼠具有冬眠习性，而且

冬眠期达 ’ 个月之久，三趾跳鼠每年只繁殖一

次，幼体在沙地食物资源最丰富的春夏季出生，

丰富的优质食物对幼鼠的快速生长极为有利。

这种繁殖策略保障了幼鼠迅速成长，在冬眠前

有时间完成足够的营养积累，为成功度过冬眠

期奠定基础。由此可见，三趾跳鼠繁殖时间与

沙地食物资源有密切关联，与其他多数北方地

区的鼠类种类一致［(，#)，#*］。

与同地区的其他两种优势鼠类小毛足鼠和

黑线仓鼠相比，三趾跳鼠的繁殖期最短，其长度

只有 #+’ 个月，且每年只繁殖 # 次，平均胎子数

为 , " ( 之间。而小毛足鼠和黑线仓鼠繁殖期

长达 % " ’ 个月，每年可繁殖 ( " % 次，平均胎仔

数在 ) " * 之间，而且当年出生的幼鼠可参加繁

殖，性成熟历期仅为 # 个月。三趾跳鼠的繁殖

能力远低于小毛足鼠和黑线仓鼠。从个体繁殖

力的角度来看，三趾跳鼠更接近于 - 对策者的

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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