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刺猬 Erinaceus europaeus是一种药物价值 

很高的野生食虫有益动物，在山东 日照分布广、 

数量大。对于刺猬的药用 价值 。和冬眠过程 

中褐色脂肪和非颤抖产热研究- 曾作过报道。 

有关刺猬的生态习性报道 尚少。为此，我 们于 

1989～1995年在 Et照市东港 区屯沟居民点对 

刺猬的生态习性进行了调查。现将结果报道如 

下 

l 调查地自然概况 

Et照市东港 区地 处鲁东南沿海，位于北纬 

35。04 42 ～35。36 1l ，东 经 119。O0 40 ～119。 

39‘35 ．．年 平 均 气 温 l2．6℃，极 端 低 温 
～

14．5℃，年均降水量 9Olmm，雨热 同季，夏无 

酷暑，冬无严寒 ，属温暖带湿润季风气候。屯沟 

居民点座落在东港区中部 的黄 山南麓，小气候 

条件良好。居民点总面积 200h (其中周围有 

林地 6．6hm )。居 民点东西各有一条大沟，淘 

两侧乔、灌、草混交，沟底平坦，有潺潺流水。乔 

木 以健 杨、刺 槐 Robinia pseudoacacia 椿 树 

Ailanthus altlssima等树种为主，郁闭度 0．6， 

平均树高 16m。灌木 以紫穗槐 Amorpha “一 

tlcosa、枸 橘 Poncirus trifoliata 为主，平均 高 

2m。草 类 有 狗尾 草 Setaria viridis、茵 陈蒿 

Artemisia copillaris、马 唐 草 Digitaria Satg— 

guinalis、羊胡子台草 Car~x callitrichos、野古草 

ArHndinella hirta、白 羊 草 Bothriochloa i 

chaemurzt、鸭跖草 Comrnelina∞mm“ 曲等、是 

刺猬觅食、活动、隐蔽、栖 鼠、繁殖的适宜场所。 

2 调查方法 

采取室南饲养与野外调查相结合的研究方 

法 室内饲养从 1989年 4月开始，以野外捕回 

雌雄刺猬 6只，在室内饲养观察，每天记录有关 

情况。野外调查是在每天的 20：O0至次 日凌晨 

4：O0进行，并用油漆染色标记、编号、挂牌，调 

查记录有关情况。 

3 调查结果 

3．1 栖息与活动范围 刺猬常因人为的干扰 

和环境条件的变化而变动栖息场所。主要在野 

外草甸、地堰下、土石洞 内、树木的翘根下、杂 

草、灌木丛中和居民区内的草垛、乱石中栖息。 

多数在早春冬眠出窝(3月下旬)后，因草垛被 

清除而转移到村外的山沟、河崖的灌木丛或农 

田里栖息繁殖，到秋末农作物收获后再逐渐回 

到居民点草垛内。如窝巢受损，便离去 另寻觅 

巢穴，不再回到原窝巢。该兽多在夜晚活动，一 

般从 20：O0开始活动，到翌晨 4：O0回巢，靠敏 

锐的嗅觉四处觅食，白天很少出来活动。除繁 

殖季节外一般单独行动 活动时走走停停，稍有 

惊动和异常，就卷缩成团，身上的刺直立。如遇 

暴 雨便及时将身体卷曲在树枝下或静伏在高 

处。1990年 3月 15 Et在材旁一处草垛 中发现 

有 15只刺猬，用黑色油漆染刺编号 标记，经 6 

个昼夜观察，在栖息地周围的村旁、农 田、菜园 

发现标记 的刺猬在觅食活动，范围在 2Ohm2之 

内，最远的离巢可达 600m。 

3．2 食性与食量 经调查研 究刺猬主要取食 

各种昆虫，兼食小动物。1989年 8月 10日，在 

野外采集到 l6块刺猬鲜粪便，共重 47．5g，用 

清水冲洗过滤后的残渣重 38．2g，经分析鉴定： 

蛆皮占 5％ 地老虎 、粘虫成虫翅 占 3O％，金钟 

虫成虫 占 18％，甲虫类 占 28％，小皱蝽成虫占 

l5％，臭椿皮蛾幼虫占 4％。又在 1989年 8月 

13日对 4：O0前刚取食的 3只刺猬剖 胃鉴定： 

甲虫类 3头，地老虎、粘虫类 2头，小皱蝽 l0 

头，蚱蝉幼虫 4头，蝗蚓 3条，青蛙 2只 据室 

内饲养观察，从野外采集 8O种昆虫 的成幼虫、 

蛹和鼠类、青蛙、花生米以及鱼、虾、河蚌、植物 

种苗、瓜果等进行喂养，发现对鱼、虾 、河蚌及植 

物种苗、瓜果均不取食，对其它均有不同程度的 

取食。 

3．3 换 毛 (刺 ) 1989年 4月用红油漆对 23 

只越冬后的刺猬染刺和耳上挂牌 标记观察 到 

同年 8月 16 Et～20日收回 13只检查，全部换 

毛(刺)的 3只，换 112毛(刺)的 4只，换 1／3毛 

(刺)的 3只，未换毛(刺)的 3只。对 1989年 5 

月室 内饲 养的 6号刺猬观察，换毛 (刺)前毛 

(刺)发脆 易折断，8月 28日开始脱 毛，首先 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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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中央开始，随脱随长新毛(刺)，到 9月 12日 

毛(刺)长齐，从开始脱毛到毛(刺)长齐大约 15 

天左 右，与幼仔长齐 毛 (刺)时间相 同。又据 

1991年 5月 20～1995年 9月将饲养刺猬所产 

3只(2雌、1雄 )幼仔进行 连续 饲养观察，到 

1992年 6月 20日两只雌刺猬开始第一次换毛 

(刺)，雄刺猬到 1993年 6月 10日才开始第一 

次换毛(刺)，同时，两只雌刺猬开始第二次换毛 

(刺) 到 1994年 6月 25日两只雌刺猥第三次 

换毛(刺)，雄 刺猬未等换毛(刺)而死 亡。1995 

年 6月 18日一只雌刺猬刚开始换毛(刺)而死 

亡，另一只雌刺猬在 9月 2日也死亡。通过野 

外调查和 室 内饲 养 观察证 明，雌 的每年 换毛 

(刺)一次，雄的 —年 换毛(刺)一次，换毛(刺)期 

在 6月中旬到 j月中旬，每次换毛(刺)时间 15 

天左右 。 

3．4 休眠与招引 刺猬的毛(刺)互相交叉生 

长，紧密地覆盖在身体上，对 自卫和调节体温起 

到重要作用。据调查刺猬在 l2月上旬(小雪前 

后)全部进入冬眠，翌年 3月 7日左右开始出窝 

活动，冬眠期 lOO天左右。冬眠前恬动频繁，四 

处奔走，寻找食物，据投食观察，冬眠前 日食量 

比平常大 1倍。冬 眠时，吻靠肛 门，卷缩成 团， 

不食不动，也无粪便，靠消耗肥厚的脂肪来度过 

冬眠 据 1991年 12月 lO日在越冬地对 5只 

刺猬分 别染 刺 编号 后秭 重，共计 3．04kg，到 

1992年 3月 10日在越冬出窝时称重 2．39kg，5 

只刺猬在一个冬眠期 内消耗体重 O．65kg，平均 

每只消耗体重 0．13kg，占体重的 21．38％。 

冬眠的场所：在野外冬眠的刺猬喜欢独居， 

场所分两类，一是露天冬 眠，在草甸下滚一个大 

草球将 自身盖住。草球的来源是用吻从 5m左 

右处叼回杂草再集成球。据 1990年 12月 20 

日调查 5个草球，球 内平均温度 5℃左右。二 

是在树木裸露的翘 根下和 土石洞 中冬 眠，据 

1990年 12月 25日调查 6个洞，平均深 25cm， 

口径 lOem左右，洞和杂 草，树叶封闭，洞 内平 

均温度 6℃左右。在村 内草垛内冬眠的刺猬喜 

群居，一个草垛内多达 15只，平均温度 8℃左 

右 。 

根据刺猬的冬眠习性，从 1992年到 1994 

年，我们进行了三次招引试验，在村外树林内草 

甸和树木翘根下挖洞铺草，傲草球 40个进行招 

引，三年冬眠招引率分别为 12．5％、22．5％和 

37．5％ 。 

3．5 繁殖习性 

3．5．1 交配 刺猬一年繁殖1～2眙，第一次发 

情交配盛期在 3月下甸至 4月上旬，4月中旬 

结束。第二次交配从 7月中旬开始到 8月上旬 

结束。交 配期，雌刺猬 阴唇 外露，肿大 呈紫褐 

色。雄刺猬在交配时尾巴直立，睾丸膨大，不断 

地 围着雌刺猬转，嗅雌刺猬的尾部，井发出萧萧 

的叫声。经饲养观察，雌性与多只雄性交配，交 

配期持续 2～3天，交配过后分别离去，雌性 阴 

唇逐渐萎缩皱褶约 3天左右。 

3．5．2 产仔 据1989年 5月 10～15日野外观 

察 6只刺猥共产仔 1只，平均每只产仔 3．5只。 

最多的一胎产 5只，最少的一胎产 1只。又据 

对 1989年 4月在室内饲养的 6号、2号、4号 3 

只雌刺猬观察，第一胎分别在 4月 8日、4月 9 

日、4月 12日交配，分别在 5月 23日、5月 24 

日、5月 25日产仔，共产 10只，雌雄 比为 7：3。 

第二胎，6号刺猬 8月 12日交配，9月 22日产 

仔 1只。妊娠期 41—46天左右。第一胎产仔 

盛期在 5月下旬，第二胎产仔盛期在 9月中旬。 

3．5．3 育仔和幼仔生长 据对6号刺猬观察， 

所产 5只幼仔刚出生时体呈灰白色。有很少的 

白针毛，毛长 2ram，腹部红色，眼紧闭。平均每 

只重 0．02kg，平均体 长 60ram，尾 长 2．5ram 

雌雄均有 4对奶头，对称分布在腹部，幼仔吃奶 

时不固定奶头。每 日喂奶 3次，第一次在 6：00 
～ 8：O0，第二次在 12：O0～13：O0，第三次在 17： 

[)(]～18：O0。生长发育情况见表 1。 

由表 1看出 10～15日龄 日增重最大．长的 

最快 ，亦是 睁眼断奶独立生活的开始。15日龄 

身上的刺毛长齐(面部、腿部、腹部长针毛)，l6 

日龄全部断奶独立生活，但这时幼刺猬适 应性 

不强，从 20～30日龄体重逐渐减轻 在 30日 

时将母剌猬及其仔一起放在野 外观察，幼刺猬 

分散离去，独 自觅食活动。其有关生态研究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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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待进 一步深入 

表 1 刺捐幼仔的生长发育 

d ； g 比 ()鼓 () 体重(g)增重(g) ⋯⋯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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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濒危动物红皮书 
— — 《鱼类、两栖类和爬行类、鸟类和兽类》分卷评介 

由国家环保局发起和资助，中华人民共和国濒危物种科学委员会主持，汪松教授主编的《中国 

濒危动物红皮书》，经过数十位专家十余年的共 同努力，其鱼类(乐佩琦、陈宜瑜主编)、两栖类和爬 

行类(赵尔宓主编)、鸟类(郑光美、王歧山主编)及兽类(汪松主编)四个分卷已于 1998年由科学出 

版社正式出版，其定价别为 58元、69元 、69元和 79元，需要者请与出版者联系。全书共收录 中国 

濒危鱼类 92种、两栖类 29种 爬行类 96种、鸟类 183种及兽类 133种，总计 533种 ，即表明我国现 

有 533种脊椎动物已被正式确认为濒危物种，约占我国全部 已知脊椎动物种类 6347种 的 8％ 收 

录范围覆盖了所有已公布的国家重 保护野生脊椎动物和 CITES附录收录的在中国分布的脊椎 

动物。对各个种提供的信息包括 ：分类地位和名称，本书评定的濒危等级及相关的国家重 保护野 

生动物保护级别、IUCN濒危等级(IUCN，1994，1996)和 CITES附录等级 (CITES，1995)，识 别特 

征、分布及中国分布图、栖息地及习性 、估计数量、致危因素、驯养繁殖、保护措施及保护措施建议， 

以及参考文献和部分种类的彩图。文字为中英文对照。 

该书是对我国濒危野生动物资源调查的一个阶段性总结，科学地反映了我国野生动物 的濒危 

现状，四个分卷的出版是我国野生动物保护事业的一项重要成果，为今后进一步补充修订我国野生 

动物保护名录及更好地制定或履行相关的国内法规和国际公约提供了重要 的依据，并可供开展野 

生动物科研、教学及公众教育和宣传参考使用。但各分卷因受可利用资料和分类研究等固素的限 

制，收录的种类尚不完全。部分种类濒危等级评定依据是十多年前收集的数据，其 目前的濒危现状 

可能还要严重。凡此种种都说明，该书还有待继续不断地得到补充和进 一步完善。 

(袁德成 中国科学院动物研 究所 北京 100080) 

维普资讯 http://www.cqvip.com 

http://www.cqvip.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