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柯氏鼠兔在东昆仑山的生存现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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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年#!H月，对东昆仑山柯氏鼠兔的分布状况、栖息生境、生存现状及繁殖等内容做了调查，结

合所掌握的资料，首次对该物种的生存现状做了初步的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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柯氏鼠兔（!"#$%$&’($)*$+,）于!""#年首

次发现于我国新疆与西藏两省区交界处，!"$#
年命 名［!］，其 后 百 年 间 再 没 有 找 到 其 踪 迹。

!$"#年在建立阿尔金山自然保护区的考察中

又意外地采集到几个标本［%］，!$$$和%&&&年’
!(月，作者在参加香港中国探险学会与阿尔

金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处组织的考察中，

对东昆仑山地区柯氏鼠兔的分布、栖息生境及

生存现状等内容做了调查。

图! 东昆仑山柯氏鼠兔标本采集地

! 区域概貌及柯氏鼠兔分布区

调查区域位于新疆若羌县境的阿其克库勒

湖和月牙河至且末县境乌鲁格河上游及乌鲁克

苏河一侧支的上游谷地中，地理位置为东经

"()&&*!"")+&*，北纬,’)%&*!,()#&*，海拔高度

在#%&&!+!&&-之间。该区域以昆仑山为

界，南部与西藏自治区接壤。

区域地貌特征除阿其克库勒湖滨谷地外，

主要为山间谷地。研究区域的西南侧是海拔高

达’$(,-的木孜塔格峰，其冰川雪水汇聚冲

刷形成了月牙河和乌鲁格河河谷，除木孜塔格

峰外，周围山体海拔多在+&&&!’&&&-上下，

垂直高差约在’&&!!&&&-之间，山间河谷相

对平坦，整体看来，调查区域山体东侧高于西

侧，沟谷呈南高北低态势。土壤类型包括高山

漠土、高山塞漠土、高山荒漠草原土、高山草原

土、草甸沼泽土及石灰性草甸土等。

由于保护区位于中亚荒漠亚区和青藏高原

植被区交接带，具有青藏高原草原区和昆仑内

部荒漠山地特征，山地植被垂直带结构，层次简

单，没有森林带和灌丛带，仅在水分条件较好的

山地有草甸带。植物群落以垫状植物和高寒杂

类草居多，很少有一年生植物。植被低矮、种类

贫乏、层次简单、生物生产力较低。高寒草原植

被是保护区内广泛发育构成水平地带显域性植

被，是山地植被垂直带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柯

氏鼠兔分布区的主要植被类型。

柯氏鼠兔在阿尔金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内

的主要分布区，在东昆仑山的北坡，阿其克库勒

湖至兔子湖一带的山间盆地中，向南延伸至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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孜塔格峰下的月牙河谷地，其分布区地理位置

在北纬!"#$!%!!&#$’%，东经(&#)$%!((#*(%之

间（图)）。在该分布区内，柯氏鼠兔栖息在海

拔*$++!*(++,的山间盆地及谷地间较为平

坦的多沙质土壤区。柯氏鼠兔是本地区的特有

种，呈家族式群居状态，营昼间活动，其栖息地

植被类型主要为以硬叶苔草、紫花针茅、羽柱针

茅、镰形棘豆、帕米尔点地梅、萎陵菜及异叶青

兰等植物组成的高寒草原，在部分河滩、湖岸是

由匍匐水柏枝群落组成的高寒灌丛植被，过渡

地带为垫状驼绒藜组成的高寒荒漠草原。其中

镰形棘豆、帕米尔点地梅、异叶青兰、匍匐水柏

枝等是柯氏鼠兔的主要食物。

! 生物学特征

柯氏鼠兔在东昆仑山栖息地中的数量和密

度较高，但种群数量波动较大。据)---年调

查，在阿其克库勒湖的丁字口地区，每公顷平均

有**个柯氏鼠兔洞穴；在兔子湖南部).,$样

方内有)’$个洞穴，该区域柯氏鼠兔洞穴利用

率为$(/-0。而翌年调查时，丁字口原数量较

多的地区，却很难找到柯氏鼠兔。通常柯氏鼠

兔夏季的洞穴较浅，仅!+!*+1,深，洞道也比

较简单，长仅$,左右，洞内仅有$!!个)!+#
左右弯道。该地兔形目动物种类较多，除柯氏

鼠兔外，同时还分布着草兔（!"#$%&’#"(%)%）、

拉达 克 鼠 兔（*+!’,’&"(%)%）、高 原 鼠 兔（*+
&$-./()’"）和大耳鼠兔（*+0’&-/1)%）。上述种

类多数栖息地生境不同于柯氏鼠兔，高原兔活

动范围大，常在山边活动；大耳鼠兔栖息在高海

拔的山顶裸岩区；拉达克鼠兔栖息生境为山顶

和山坡的苔草草甸带；另一种鼠兔的栖息生境

与柯氏鼠兔相近。

调查期间正值柯氏鼠兔的繁殖季节，"月

)&日对一只采获的雌性标本解剖发现，腹中有

"个!+,,2$+,,2)’,,的小胚胎，此时胚

胎鼻眼四肢都已经成型。"月)(日解剖发现

一只具有*个’,,2(,,2!,,胚斑的柯

氏鼠兔，&月*日解剖发现)只具(个胚斑，乳

头泌乳的柯氏鼠兔。该鼠兔母体具有(个乳

头，其中$个位于前肢的前方，乳头数目比在当

地采集的其它几个种类鼠兔多$个。

在此次捕获的(只柯氏鼠兔中，共采集到

体外寄生蚤!种!)只，其中哗倍蚤指名亚种

（20#3’4)$%&4’-$%&4’-$%）)’雄(雌，五侧纤蚤

倾斜亚种（53’,)(/#%644’,’3$-)&’,)&4)()&’）"
雄)雌，短须双蚤（20#3)#%644’’(&"#%）)雌；

采到 革 螨 $ 种 )) 只，其 中 黄 鼠 赫 刺 螨

（7)-%1)/(6%%$%&)1"44)）)+雌，达 呼 尔 血 革 螨

（7’"0/8’0’%$%,’$-)&$%）)雌。

" 生存现状分析

柯氏鼠兔是兔形目鼠兔科现存$+余种鼠

兔中最古老的遗留种，在我国周口店的中更新

世地层中就曾发现鼠兔属现生种柯氏鼠兔的化

石［!］。)((*年其现生种被沙俄探险队首次发

现于我国东昆仑山的一个称风口的沟谷中［)］，

)(-*年以仅有的$号标本正式命名，其发现后

的整整)++年间再未曾获得标本和资料，国际

学术界一直对该物种是否还存在表示质疑。

)-(*年新疆环境保护局阿尔金山自然保护区

考察中，再次发现了柯氏鼠兔的残存分布区，于

阿其克库勒湖一带采集到&号标本。)-((年

新疆环境保护科学研究所袁国映等在保护区的

月牙河一带又发现另一处分布区，采获$号标

本。)-(-年作者在研究新疆鼠兔属的种类组

成及其分布区时，曾在查对的新疆军区军事医

学研究所标本中，发现)-’-年采自喀喇昆仑山

岔路口的柯氏鼠兔标本（该标本被误定为拉达

克鼠兔）［*］。因此，目前所知的柯氏鼠兔分布

区主要有三处：其一是模式标本产地的风谷谷

地（具体位置不清，但推测是中、西昆仑山一

带）；其二位于空喀山口东南部；其三是这次在

阿尔金山自然保护区中确定的分布区，包括

)-(*年、)-((年和本次调查所证实的区域，通

过此次调查证实了阿其克库勒湖、月牙河和兔

子湖一带的柯氏鼠兔分布区是一个连续的分布

区域。上述三处分布区东西相距(++3,之遥，

西侧已涉及喀喇昆仑山地区，柯氏鼠兔处于局

限性断裂分布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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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 宁 等 在 对 中 国 鼠 兔 亚 属（!"#$%&"’
!"#$%$&’）种系发生的研究中发现，在所选((
项形态特征中，柯氏鼠兔有()项为原始古老性

状，显著别于其它种类。从其分布范围缩小的

现象及头骨的特征等方面都表明，它的发展已

走向衰退，是处于濒临灭绝状况的种类［*］。

由于该物种的分布和数量有限，)+,+年美

国探险队和)++(年-./0的濒危物种保护委

员会成员———莫斯科大学的0123453637博士

在昆仑山考察中都未发现该鼠兔［8］。)++9年

被《-./0濒危动物红皮书》定为渐危级，属于

种群数量正在减少的种类，面临濒危状态［:］。

)++,年柯氏鼠兔又被《中国濒危动物红皮书》

定为稀有级［,］。针对柯氏鼠兔的濒危状况，国

内外学者都在呼吁尽早研究和保护这一古老的

残留物种，第五届国际兽类学大会期间，在《兔

形目行动计划》中已把柯氏鼠兔等列为亟待保

护和研究的种类［+］。此次调查仅仅是对柯氏

鼠兔的一个初浅认识，今后需要加强多方面的

合作研究，以保护好世界上的这一稀有濒危动

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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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鼠的胚胎移植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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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全面而详细地描述了小鼠胚胎移植中所采用的输卵管移植及子宫移植方法，包括作者的改进。介

绍了寄母小鼠的选择、配种及孕鼠的编号方法等，具有较强的实用意义。

关键词：小鼠；胚胎移植；输卵管移植；子宫移植；编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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