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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纳植物园发现：奇巧人工种子揭示姬鼠埋藏种子喜好
  文章来源：西双版纳热带植物园 发布时间：2009-11-06 【字号： 小  中  大 】 

  一些啮齿类动物在取食植物种子的同时还对部分种子进行分散贮藏，这种行为对一些大粒种子植物的扩散至关

重要。种子的特征影响啮齿类动物的喜好，但由于自然界种子不同性状特征鳌合在一起，要弄清楚哪种性状影响啮

齿类动物的选择行为实属不易。近日，中科院西双版纳热带植物园博士研究生王博及其导师陈进研究员通过设计一

种人工种子和一组试验，巧妙地解决了上述难题，该研究成果发表在国际权威杂志Ecology。 

  该研究在云南西北部中甸高山植物园内的一片天然松林里进行，研究人员用泥土做成种子形状，通过改变大小

和人工种子的填充物比例来探讨种子大小、单宁含量以及营养成分对分散贮藏习性啮齿类动物的影响。该森林内进

行种子分散埋藏的主要是二种姬鼠（Apodemus）。研究结果表明，姬鼠就地取食小种子，搬运埋藏中等大小的种子

（直径1.2—2.5cm），并且种子越大被搬运的距离越远。种子的营养和单宁含量也同样显著影响啮齿类动物的行

为，但这种影响在不同年份表现不一致。啮齿类动物也表现出一定程度的选择多个性状最优的种子。但总体上看，

种子大小对这种具分散贮藏习性的啮齿类动物在种子取食和散布的选择中起决定性的作用。该研究结果还提示乔木

植物可以通过简单地增大种子大小来提高种子的长距离散布能力。该人工种子研究系统还为今后进一步研究植物和

啮齿类动物的相互关系及协同进化提供方法上的借鉴。 

  该研究得到科技部973项目的资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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