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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达乌尔鼠兔"J3"(4($+ 2+))*#3+#是我国典型草原区的主要鼠种之一! 对其繁殖特征知之甚少& 作

者于 "##& 年 I *$$ 月和 "#$# 年 % *& 月在内蒙古典型草原区采用整洞群夹捕的取样方法捕获了 $&& 只

达乌尔鼠兔! 对其种群数量(性比(繁殖特征和年龄结构进行了研究& 结果显示$ "##& 年捕获鼠兔数量
$$/ 只! "#$# 年 /$ 只% 雌鼠数量显著多于雄鼠% 达乌尔鼠兔的繁殖期为 ) *& 月! 高峰期集中在 % *(

月份! 平均胎仔数为"(O$’ l#O’##只"$ N$)#% "##& 年的 I *& 月幼年和亚成年个体比例均小于 ’#i!

成年个体成为种群的重要成分% "#$# 年幼体主要集中在 ’ *I 月份! 且 ( 月和 I 月幼体和亚成体的数量

超过了成年鼠兔的数量! / *& 月份种群的主要成员为亚成年和成年鼠兔& 达乌尔鼠兔种群繁殖特征是

对草原环境适应的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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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物繁殖是种群生态学的主要研究内容之
一! 与濒危物种的保护和有害生物的防治有密
切的关系! 因而受到普遍的重视 "孙儒泳
"##$#& 哺乳动物繁殖通常受到外源性和内源
性因素影响! 前者如食物资源(温度(降水量和
光周期等环境因素% 后者如种群密度(体重和
自身的生理条件等因素"\=>>;9$&//#& 哺乳动
物的生存环境所提供的食物资源和光周期等环
境因素呈季节性变化! 因此! 生活在温带和寒
带的小型哺乳动物的繁殖! 往往随环境因素的
季节性变化而变化"]956756 $&/’#& 已有大量
研究阐述了啮齿类动物的季节性繁殖! 如刘伟
等 " "#$) # 研 究 表 明! 长 爪 沙 鼠 " <%*#($%&
)$/)#3),+4)&#冬季开始繁殖! 春季最为活跃!
夏 季 开 始 降 低! 秋 季 休 止& 布 氏 田 鼠
"C+&#(A(2(;0&=*+$24###的繁殖时间主要集中在
% *I 月份"宛新荣等 "##"#! 而对同域分布的
达乌尔鼠兔"J3"(4($+ 2+))*#3+#的繁殖特征知
之甚少! 本文基于 "##& *"#$# 年达乌尔鼠兔
夹捕调查数据! 分析野外自然环境中达乌尔鼠
兔的繁殖特征和不同季节的年龄结构&

达乌尔鼠兔属兔形目鼠兔科! 为典型的群
居性动物! 广泛分布于内蒙古东部和中部! 其
栖息生境为植被高度在中等以上的典型草原区
"王梦军等 $&&/! n5A5686 8<;>."##)#! 为内
蒙古典型草原区的主要鼠种"钟文勤等 $&/)#&
达乌尔鼠兔的生存环境冬季寒冷漫长! 夏季干
旱炎热% 生长发育和存活率受生境温度和降雨
量影响"Z;6C8<;>."##(! 陈立军 "#$$#& 达
乌尔鼠兔以植物茎叶为食! 具有贮食越冬行为
"王桂明等 $&&)! $&&(! SB56C8<;>."##/#&

AB材料与方法

ADAB样地介绍B研究地点位于内蒙古锡林郭
勒盟阿巴嘎旗 " %%g"(fU! $$%g’/f?#! 海拔

$ "## A! 气候属中温带半干旱大陆性气候! 受
季风环流影响! 冬季漫长! 寒冷干燥% 夏季温
热多雨! 春秋气温变化剧烈& 年平均温度
$O)h! 最冷月 $ 月份的平均温度 e"$O"h! 最
热月 I 月份平均温度 "#O/h% 极端最低温度
e%$O’h! 极端最高温度 )/O(h& 年降水量约
为 "’# AA! 且集中于 ( */ 月& 本地区植被类
型以典型草原为主! 主要物种有多根葱"7,,#);
A(,0*"#>);#(冷蒿"7*4%;#&#+ -*#/#2+#(克氏针茅
"94#A+ @*0,(?###(羊草"C%0;)&3"#$%$&%#(小叶锦
鸡儿"!+*+/+$+ ;#3*(A"0,#+#(独行菜" C%A#2#);
+A%4+,);#(栉叶蒿":%(A+,,+&#+A%34#$+4+#(木地
肤"P(3"#+ A*(&4*+4+#和猪毛菜" 9+,&(,+ 3(,,#$+#

等& 样地内的啮齿类动物除达乌尔鼠兔外! 还
有少量黑线毛足鼠"D"(2(A)&3+;A=%,,##(布氏
田鼠和长爪沙鼠&
ADCB取样方法B作者于 "##& 年 / *$# 月(
"#$# 年 % *& 月! 每月各选择 $ BA" 样地"样地
间隔最少为 $ FA#! 按照洞口夹捕法对样地内
的所有达乌尔鼠兔进行整洞群夹捕取样! 平均
每个洞群 $# *$’ 鼠铗 "根据活动洞口的数
量#! 以花生米为诱饵! 每天检查 " 次! 连续捕
捉 ) H! 基本捕尽洞群内的鼠兔! 同时采用堵洞
口法确认洞群中的所有个体是否被捕尽"施大
钊等 $&&/#&

对捕获的样本进行编号! 记录捕获洞群位
置(性别(体重(体长! 雄鼠睾丸下降情况"张知
彬等 $&&/#! 然后解剖鼠兔! 观察雌鼠怀孕情
况和胎仔数(测量胴体重"去除全部内脏后的
体重#! 体重和胴体重用便携式电子天平"奥豪
斯 R?(#$X型! 精确到 #O$ C#测定& 达乌尔鼠
兔年龄的划分标准参照陈立军等 ""#$)#& 繁
殖指数是指繁殖期间平均每只雌鼠可能繁殖的
数目! 它表示种群中参加繁殖个体的比例! 妊
娠率及胚胎数之间的关系! 是估计出生率和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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殖率的重要参数& 繁殖指数用下式计算$ 8N:
’BOD! 其中! 8为繁殖指数! D为总捕获只
数! :为孕鼠数! B为平均胎仔数 "夏武平等
$&/"#&
ADEB数据分析B所有统计分析由 L"O$’O""L
+8:8>5EA86<4598_8;A "#$" # 完成& 绘图由
R=CA;E>5<$#O# 完 成& 采 用 卡 方 检 验 "4B=@
7cG;98<87<#雌雄达乌尔鼠兔之间的数量差异&

本文数值均采用平均值 l标准误 "\8;67l
R?#&

CB结果与分析

CDAB达乌尔鼠兔的种群数量和性比B"##& 年
和 "#$# 年共捕鼠 $&& 只! 雌鼠 $$I 只! 雄鼠 /"

只! 雌雄个体数量差异显著"!" N’O/$ k!"#O#’!
Dm#O#’#& 其中! "##& 年捕鼠 $$/ 只"雄鼠 %I

只! 雌鼠 I$ 只#! 雌雄个体数量差异显著"!" N
%O%/ k!"#O#’! Dm#O#’#% "#$# 年捕鼠 /$ 只"雄

鼠 )’ 只! 雌鼠 %( 只#! 雌雄个体数量差异显著
"!" N$O") m!"#O#’! Dk#O#’#& "##& 年和 "#$#

年各取样时间的达乌尔鼠兔种群数量及性比见
表 $&

"##& 年达乌尔鼠兔种群数量高于 "#$#

年! 种群数量高峰期分别出现在 "##& 年 I *&

月和 "#$# 年 ’ *( 月! 呈单峰型% 种群性比在
年际间和月份间呈现不同趋势! 总体上! 雌性
个体显著多于雄性! 只有在 "##& 年 / 月出现
明显的差异! 其他月份性别没有发生明显的
偏离&
CDCB达乌尔鼠兔的繁殖率和胎仔数B"##& 年
和 "#$# 年分别捕获雌性达乌尔鼠兔 I$ 只和
%( 只! 其中繁殖雌鼠分别为 " 只"均为有子宫
斑个体#和 $$ 只"其中 " 只为有子宫斑个体#&
"##& 年和 "#$# 年达乌尔鼠兔雌鼠在各取样时
间的数量和繁殖雌鼠的比例见图 $&

捕获的繁殖雌性鼠兔主要集中在"##&年

表 ABCHHR SCHAH 年达乌尔鼠兔的种群数量及性比
!/>3#AB!"#:%:’3/*)%(/(05#J -/*)% %6!-.’/’(% 0%11*#-% )(CHHR TCHAH

!!!差异显著值为 #.#’&
! RB5a7<B87=C6=‘=2;6<H=‘‘898628;<D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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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AB达乌尔鼠兔雌鼠繁殖情况
7)9DAB!"#>-##0)(9 5*/*’5%66#&/3#!-.’/’(% 0%11*#-%

表 CBCHHR SCHAH 年达乌尔鼠兔的繁殖指数
!/>3#CB!"#-#:-%0’.*)2#)(0#J %6!-.’/’(% 0%11*#-% )(CHHR TCHAH

I 月(/ 月和 "#$# 年 % *( 月! 因此可以推断达
乌尔鼠兔的繁殖主要集中在每年的 % */ 月&
"##& *"#$# 年达乌尔鼠兔的繁殖指数表明"表

"#! 鼠兔的繁殖高峰期集中在 "#$# 年的 % *(
月份! 在 "##& 年 I */ 月份繁殖指数降低! 但
仍然是鼠兔的繁殖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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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 I 月和 / 月各捕获繁殖雌鼠 $ 只&
"#$# 年 % 月捕获孕鼠 $ 只! ’ 月捕获孕鼠 (
只! ( 月捕获孕鼠 % 只& 达乌尔鼠兔繁殖雌鼠
的胎仔数和子宫斑见表 )&

由表 ) 的子宫斑和胚胎数来推测胎仔数!
"##& 年和 "#$# 年达乌尔鼠兔胎仔数范围 % *&
只! 平均值为"(O$’ l#O’##只"$ N$)#&
CDEB达乌尔鼠兔的种群年龄结构B"##& 年和
"#$# 年共捕鼠 $&& 只! 其中幼年个体 %# 只!
占总数的 "#O$#i! 亚成年个体 "’ 只! 占总数
的 $"O’(i! 成 年 个 体 $)% 只! 占 总 数 的
(IO)%i& "##& 年和 "#$# 年各取样时间的鼠
兔的年龄结构见图 "&

"##& 年的 I 月(/ 月(& 月幼年和亚成年比
例均小于 ’#i! 成年个体成为种群的重要成
分% "#$# 年幼体主要集中在 ’ *I 月份! 且 (
月和 I 月幼体和亚成体的数量超过了成年鼠兔
的数量! 随着幼体和亚成体的生长! /(& 月份
种群的主要成员为亚成年和成年鼠兔& "##&
年和 "#$# 年同月份相比较! "##& 年 & 月依然
有幼年鼠兔! 说明 "##& 年的繁殖结束要晚于
"#$# 年&

EB讨B论

啮齿类动物种群数量受外部环境因素和内
源性因素影响! 诸如食物(捕食者(气候(寄生

虫与密度(激素(遗传等因素 "M6H98a;9<B;8<
;>.$&’%! 4B=<<b$&(#! n98J7"##$! R<8678<B 8<
;>."##)#! 而年际间波动与温度(降雨(食物和
密度密切相关"Q=A;8<;>.$&&&! "##)! \899=<<
8<;>."##$ #& 就达乌尔鼠兔而言! 即使是
"##& 年繁殖期部分月份"% *( 月#数据缺失!
"##& 年达乌尔鼠兔数量也高于 "#$# 年! 足以
说明两年份之间的数量差异! 因实验取样点的
植被构成基本相似! 且 "##& 年和 "#$# 年无明
显的植被组成变化! 可以忽略食物因素的影
响! 因此导致这种现象的原因可能是达乌尔鼠
兔局部种群的性质"\5=>;686 8<;>.$&&/#& 另
外! "##& 和 "#$# 年种群数量呈现单峰型! 与
同域分布的布氏田鼠"房继明等 $&&%#和长爪
沙鼠"Q=G 8<;>."##I#呈现相同的趋势! 这些
小型啮齿类的季节性繁殖与典型草原环境中植
被环境季节性变化息息相关! % */ 月份草原
提供的食物资源丰富! 啮齿类的生境条件发生
巨大的改善! 进而种群数量能够进入高峰期
"Q=A;8<;>."##"#&

性比是重要的种群参数之一! 直接影响种
群的繁殖率和种群数量的波动 "V9886a55H
$&/##& 达乌尔鼠兔的性比在各年份和各月份
之间都有变化! 所有捕获的个体中! 雌性鼠兔
显著多于雄性! 这一结果与高原鼠兔 "JI
3)*>($#+%#相同"王学高等 $&&$#% 除 "##& 年 &

表 EB达乌尔鼠兔繁殖雌鼠的胎仔数和子宫斑数量
!/>3#EB!"##&>-+%5/(0’*#-)(#%6>-##0)(9 6#&/3#!-.’/’(% 0%11*#-%

!!) e*表示缺失值& ) e* A8;67A=77=6C:;>G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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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CB达乌尔鼠兔种群年龄结构
7)9DCB=9#5*-’.*’-#%6!-.’/’(% 0%11*#-%

月和 "#$# 年 % 月份雄性多于雌性外! 其他月
份雌性均多于雄性! 除 "##& 年 / 月份差异显
著外! 其他组差异均不显著& 雌雄数量的这种
差异可能与鼠兔的初始性比(雌雄存活率和婚
配制度相关 "Z=>>756 $&()! M>5=78n=6C8<;>.
"#$)#&

达乌尔鼠兔繁殖雌鼠(幼年和亚成年个体
主要出现在 "##& 年 I 月(/ 月和 "#$# 年 % 月(’

月(( 月& 作者于 "##& 年至 "#$" 年对达乌尔
鼠兔自然种群的研究中发现鼠兔幼体出现的最
早时间是 % 月初! 表明部分达乌尔鼠兔在 ) 月
份已经开始繁殖& 达乌尔鼠兔 % */ 月份的繁
殖期与高原鼠兔相似! 各年份繁殖起始时间的
差异可能与每年的胎数有关"王学高等 $&&$#&

根据室内繁殖达乌尔鼠兔的妊娠和育幼天数
"徐植岚等 $&/(#! 结合繁殖时间! 达乌尔鼠兔
种群每年的胎数约为 " 胎& 达乌尔鼠兔的胎仔
数变化幅度不大! 最少 % 只! 最多 & 只& 繁殖
期各月平均胎仔数基本相同! 本研究中达乌尔

鼠兔的胎仔数"(O$’ l#O’##只! 低于以往的研
究结果 IOI 只"S8:8CA=H $&I’#! 同时也高于高
原鼠兔的平均胎仔数 )O) 只"PG 8<;>."#$"#!

这可能与鼠兔生存的生境相关! 如青藏高原高
海拔(低温(植物生长季短! 高原鼠兔适应严酷
的生存环境! 降低胎仔数以获取较大的繁殖成
功率和幼仔存活率 "n57F8>;$&&/! [5B6756 8<
;>."##$#& "##& 年和 "#$# 年的达乌尔鼠兔年
际间繁殖指数差异较大! 可能与 "##& 年繁殖
期 % *( 月份的数据缺失有关% 不同月份的繁
殖指数差异比较明显! % *( 月份的繁殖指数
高于 I */ 月份! 揭示了繁殖高峰期集中在 % *
( 月份& 达乌尔鼠兔每年的胎数与胎仔数决定
了种群的稳定性! 同域分布的布氏田鼠越冬个
体每年可以繁殖 ) *% 次! 长爪沙鼠常年均可
繁殖! 而胎仔数与达乌尔鼠兔相似"宛新荣等
"##"! Q=G 8<;>."##I#! 这些特征可能是达乌
尔鼠兔没有呈现与布氏田鼠和长爪沙鼠相似的
种群暴发特征的主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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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季节种群年龄结构的变化与种群数量
增长关系密切! 因为种群繁殖能力主要集中在
成年个体 "]5567<9;8<;>.$&&%#! 从达乌尔鼠
兔 "##& 年和 "#$# 年种群的年龄结构可知! 不
同年份和不同月份达乌尔鼠兔的成年个体和幼
体比例各不相同! 不同月份的成年鼠数量与繁
殖比例呈一定的关系! 幼仔个体较多的情况主
要集中在每年的 ’ *& 月份&

综上所述! 达乌尔鼠兔种群数量(繁殖雌
鼠的数量和种群年龄结构共同揭示了达乌尔鼠
兔季节性繁殖的现象& 哺乳动物的季节性繁殖
与周围环境因素! 诸如光周期(温度(降雨量和
食物资源的季节性变化息息相关! 繁殖期的长
短也存在着地理上的差异和年际间的变化& 各
种因素对达乌尔鼠兔繁殖的作用机制有待于进
一步研究&
致谢!内蒙古草原动物生态研究站提供实验室
分析条件! 在此一并致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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