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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黄胸鼠体型中等，在我国主要分布于南方地区，在长江流域大部分栖息于房舍及其周

围。在"&’$!"&&’年间以洞庭湖区!个县为主，用夹夜法在室内和野外进行了调查。在洞庭

湖区，黄胸鼠的尾长总体而言长于体长，但仍有少部分个体的尾长短于体长。洞庭湖区的黄

胸鼠终年繁殖，繁殖能力夏半年高于冬半年，繁殖高峰为!!%月，冬季为繁殖低谷期。雌鼠

总体怀孕率与繁殖指数分别为$%()*与"(+"，各月平均分别为$%(%*与"(&&，最高皆出现

在!!%月，胎仔数在"!",之间，夏半年平均胎仔数多于冬半年，全年为+(!+，平均为

,(""，每年可繁殖$!!胎；雄鼠睾丸下位率普遍夏半年高于冬半年，!!%月为最高。从南向

北，黄胸鼠的繁殖高峰由双峰向单峰逐渐演变。在洞庭湖区种群数量高峰一般出现在秋季。

在我国，黄胸鼠的种群有不断向北扩展的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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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胸鼠（!"##$%&’"()*+,#$%）是我国主要家栖鼠种之一，在长江流域及以南普遍分

布，北方部分省市亦有栖息［"!+］，国外仅在东南亚有分布［!，+!&］。黄胸鼠摄食量较

大［"#，""］，对农业、畜牧饲料业、食品行业等皆会造成较大的损失。同时黄胸鼠与许多

传染性疾病（如鼠疫、钩端螺旋体、恙虫病、流行性出血热、蜱传回归热、假结核、地

方性斑疹伤寒、鼠咬热、血吸虫病、肠道传染病）流行有关［)，+，"$!"!］。因此研究和了

解该鼠是很有必要的。

关于黄胸鼠的生物学特性，除一些省市动物志等有记载外，雷帮海等和洪朝长等分

别报道了贵州岑巩县与福建莆田地区黄胸鼠的繁殖特性［"%，"+］；松会武、鲍毅新等、杨

光荣等、张美文等对不同地区的黄胸鼠的年龄结构作过分析［",!$#］；汪诚信等、周仑、

松会武、吴锡进、梁杰荣等、李新民等、吴庆泉等对黄胸鼠食性及活动规律进行过一些

观察［"#，""，$"!$%］；南京师范大学生物系对不同地区黄胸鼠的染色体进行了研究 。我组十

多年来在南方（主要在长江流域）鼠类研究中积累了大量黄胸鼠的生物学资料，现报道

如下。

" 调查地点及方法

"&’$年至"&&’年，主要在洞庭平原环湖岗地低丘区的桃源县和湖积平原区的汉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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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以及滨湖区的岳阳县，逐月、隔月或逐季在田野和室内进行取样调查，各地的自然概

况参见张美文等的报告［!"］。另在湘东丘陵区的长沙、湘中的湘乡、湘北的平江、长江

流域部分省份和云南、广西等地亦进行了一些调查，具体调查地点和时间列于表#中，

历次调查皆采用夹夜法，以生葵花籽为饵，农田每$%&夹，沿田埂布放，房舍每室&
夹。对洞庭湖区的桃源、汉寿、岳阳和长沙采集的样本，逐一称量、记录体重、胴体

重、体长、尾长，剖检生殖状况。

! 结果

!’& 形态特征

长江流域的黄胸鼠体型中等，体躯细长，一般尾比体躯更长，耳朵长而薄，向前拉

能盖住眼部。背毛毛基颜色深灰，尖端棕褐色，腹面呈灰黄色，腹部基毛浅黄色。幼年

鼠一般毛色较老年鼠深。后足背面白色。云南黄胸鼠的体毛颜色稍浅。表&给出了洞庭

湖区成体的样本量度。

表& 黄胸鼠的外形量度（平均值(标准差；最小值!最大值）

)*+,-& ).-%-*/01-%-23/45!"##$%&’"()*+#$%6274283628,*9-1-8642（:-*2(;7，:62!:*<）

性别

;-<
标本数

;*%=,-/6>-
体重（8）

?4@AB-68.3
体长（%%）

?4@A,-283.
尾长（%%）

)*6,,-283.
后足长（%%）

C101*,-283.
耳长（%%）

D*1,-283.

!! &# &#!’#(E#’F
（&""!!!&）

&FG’H(&I’"
（&$G!!&"）

&GE’I(&#’E
（&$"!!"F）

E&’"(!’G
（!E!E$）

!&’#(&’I
（&H!!#）

"" &! &!#’I(!I’"
（G"!&F"）

&F!’#(&G’&
（&$$!!&E）

&GF’#(&&’!
（&FI!!&"）

E"’$(!’!
（!I!E$）

!&’F("’G
（!&!!E）

据洞庭湖区捕获的样本统计，有体重记载的$&F只黄胸鼠的平均体重为GI’F8（&I
!!$&8），$I"只的平均体长为&#!’H%%（FG!!&E%%），尾长有记录的EFH只平均为

&$F’I%%（G"!!!!%%）。关于各年龄组的体重、体长、尾长以及它们和胴体重的关

系已另文描述［!"］。

鉴别黄胸鼠，特别是在南方与黄毛鼠（!"##$%’,%+"）相区别的重要形态特征是前

足背面中央有暗灰褐色斑。体长与尾长的相比关系，则不能作为鉴别黄胸鼠的确切指

标。黄胸鼠的尾长雌雄差别显著［!"］，将其体、尾长关系雌雄分开比较，结果见表!和

表E。就总体而言，黄胸鼠的尾长长于体长，各年龄组的体长与尾长均有显著性差异

（表!）；但就个体而言，有小部分鼠的尾长要短于体长（表E）。其中尾长长于体长的占

G$’&J，相等和短于体长的占&#’HJ。

!’! 栖息习性

各地的调查结果列于表#。从我们调查的情况看，黄胸鼠在长江流域主要栖息在室

内，房舍为其最佳栖息地；在野外密度较低，主要捕自住宅附近和菜地。一般下半年在

野外捕获黄胸鼠的机会较上半年要多（表$），如在逐月调查的桃源点，&HG$!&HH&年

间在农田只捕获到#只黄胸鼠，同样在汉寿&HGI!&HH"年与&HHI!&HHG年间的野外调

查中，也仅捕获到I只和#只黄胸鼠，主要是在沟渠和靠农房较近的田埂边捕获。岳阳

点的黄胸鼠农田捕获率相对较高，主要捕获的月份亦在$!&&月（表$）。而在西南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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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如云南省思茅地区的!县及广西等地（表"），黄胸鼠在室内外均有大量分布，即

室内外黄胸鼠皆为优势鼠种。

表# 黄胸鼠体长与尾长的比较（$）

%&’()# *+,-&./0+1+2’+34()1567&136&/(()1567+267)&1/,&(0/18+156/159&:).)5/+1（$）

性别

;)<
年龄

=5)
项目

$6),
样本数

;&,-()0/>)0
范围

?&15)（,,）
平均值@标准差

A)&1@;8
6B检验

6B6)06
幼年组

CDE)1/()
体长F+34()1567
尾长%&/(()1567

GG
"!

!H!I#G
HJ!I"H

IJKLK@IJL"
IIKLH@IMLN !O"LKJM!!JLJI

亚成年组

;D’&3D(6
体长F+34()1567
尾长%&/(()1567

H!
K!

IJK!IHJ
IIM!I!!

IMMLG@I#LH
I"GLM@IMLH !OKLG"K!!JLJI

""
成年$组

=3D(6$
体长F+34()1567
尾长%&/(()1567

GH
"#

IMM!INJ
IKJ!#JI

IKHLJ@IILG
I!"L!@I"LN !OGLKNI!!JLJI

成年$$组

=3D(6$$
体长F+34()1567
尾长%&/(()1567

"N
M#

IKK!#JI
IG"!###

I!NLG@IILI
IHKL!@IILK !O#LMG!!!JLJK

老年组

P(3
体长F+34()1567
尾长%&/(()1567

H
!

IGK!#IJ
INJ!##J

IHGLM@IMLM
#J#LN@IILJ !O#LGIJ!!JLJI

总计

%+6&(
体长F+34()1567
尾长%&/(()1567

#!H
IHK

!H!#IJ
HJ!###

I"#LK@#NLI
IK"LJ@MJLG !O"LJG#!!JLJI

幼年组

CDE)1/()
体长F+34()1567
尾长%&/(()1567

KJ
M#

H!!I#K
NJ!I"G

IJKLI@IJLJ
IIGL"@I#L! !O"L"HI!!JLJI

亚成年组

;D’&3D(6
体长F+34()1567
尾长%&/(()1567

HJ
KH

IJJ!I!K
IJH!IHM

IMJLH@I#L!
I"NLK@IHL" !O!LJM"!!JLJI

##
成年$组

=3D(6$
体长F+34()1567
尾长%&/(()1567

HH
KG

IMK!IHJ
IMI!#JM

IKGLH@IJLI
I!"LI@I"LK !OHL"KG!!JLJI

成年$$组

=3D(6$$
体长F+34()1567
尾长%&/(()1567

KI
M!

IK"!#IM
I!M!#IH

I!"LH@IMLM
IN!LJ@IJLI !OHLKMN!!JLJI

老年组

P(3
体长F+34()1567
尾长%&/(()1567

!
G

I!H!#JM
#JJ!#I#

IHNLG@NLI
#JKLM@"L! !OMLHJ!!!JLJI

总计%+6&(
体长F+34()1567
尾长%&/(()1567

#!G
IHN

H!!#IM
NJ!#IH

I""LI@#!LI
IG#L#@MJLN !OGL!JG!!JLJI

表M 黄胸鼠体长与尾长的比较（$$）

%&’()M *+,-&./0+1+2’+34()1567&136&/(()1567+267)&1/,&(0/18+156/159&:).)5/+1（$$）

性别

;)<
年龄

=5)

样本数

;&,-()
0/>)

尾长!体长

%&/(()1567!F+34()1567
鼠数

Q+L+2&1/,&( R

尾长O体长

%&/(()1567OF+34()1567
鼠数

Q+L+2&1/,&( R

尾长$体长

%&/(()1567$F+34()1567
鼠数

Q+L+2&1/,&( R

幼年组CDE)1/() "! M! !HL! # "LM H I!LJ
亚成年组;D’&3D(6 K! KJ H!L! # MLK K HLH

"" 成年$组=3D(6$ "# M! HHLI I #L" " NLK
成年$$组=3D(6$$ MJ I! KGL! I MLM I# "JLJ

老年组P(3 ! G HKL! J JLJ I I"LM
合计%+6&( IHM I"! HJLM G MLM MJ IGL"

幼年组CDE)1/() MI #G HMLN J JLJ K IGLI
亚成年组;D’&3D(6 K! KI HNLK J JLJ G IJLK

## 成年$组=3D(6$ KG KJ HNLM # MLG " !LI
成年$$组=3D(6$$ MG M" N"L" I #LH I #LH

老年组P(3 G G IJJLJ J JLJ J JLJ
合计%+6&( IHG IG! HNLH M ILG IG HLG

雌雄合计=((67)&1/,&(0 MGN MI" HKLI N #L" "G I#LK

黄胸鼠在室内主要栖息在房屋的上层，攀缘能力强，屋顶、瓦楞、墙头夹缝及天花

板上面常是其隐蔽和活动的场所。在夜晚黄胸鼠会下到地面取食和寻找水源，在黄胸鼠

密度比较高的地方，能在建筑物上看到其上下爬行留下的痕迹。在野外多栖息在邻水边

及多荒草乱石的场所，如沟渠边、靠水的坡地边、河塘岸边、大路两侧、田边大坡坎及

菜园地等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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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黄胸鼠在长江流域及西南地区的捕获情况

"#$%&! "’&(&)*+*,#-#./!"##$%&’"()*+#$%0)1#)2-3&4#%%&5#),6.+-’7&*-8’0)#

调查地点

60-&*
调查时间

9#-&

农房:+0%,0)2
夹日数

;.<./
-=#>*

捕获率

?#-&./
(#>-+=&

占捕获鼠的比例

?#-&0)(#>-+=&,
=.,&)-（@）

农田A#=B%#),
夹日数

;.<./
-=#>*

捕获率

?#-&./
(#>-+=&

占捕获鼠的比例

?#-&0)(#>-+=&,
=.,&)-（@）

桃源

"#.5+#)
CDEF<CC!CDE!<CG
CDEH<CF!CDDC<I

IJGG
CHDIH

G<JH
C<CC

J<DK
E<KK

IFKE
JGCEH

G<GE
G<GC

C<JD
G<CD

湖南

L+)#)
汉寿

L#)*’.+
CDEI<CG!CDDG<CG
CDDI<CG!CDDE<CF

FIFI
F!GF

F<!G
F<FH

K<JJ
D<!C

CGJHC
!C!C

G<GI
G<CG

G<JI
C<GH

岳阳

1+&5#) CDDC<CF!CDDH<I FJ!K E<FII JJ<DF CEKID G<FH C<ID

长沙

8’#)2*’# CDEJ<J!CDE!<D CEII K<IIJ !J<CC !CEH G<GF G<FE

平江

M0)N0#)2 CDDK<F FJJ CF<!H EF<EI FFD G<GG G<GG

湘乡

O0#)2)P0#)2 CDDK<H!I CDE G<HC F<G! JFI G<GG G<GG

湖北

L+$&0
监利

Q0#)%0 CDDI<CG!CF JHE CE<!! EF<HG JIF G<GG G<GG

江西

Q0#)P0
恒湖

L&)2’+
CDDK<CC!CF，

CDDE<J CDC F<GD CG<EC HCJ G<GG G<GG

安徽

R)’+0
庐江

S+N0#)2 CDDC<J!! CKK J<JD FE<HK JH! G<GG G<GG

上海

6’#)2’#0
青浦

T0)2>+ CDDI<J DH C<GH CF<H FEK G<GG G<GG

四川

60(’+#)
德阳

9&5#)2 CDEI<C!J IEG F<JH CJ<!H EFF G<GG G<GG

广西

U+#)2P0

武鸣

V+B0)2 CDEH<H FHF CF<KG E!<FC KKD C<IE C!<KK

钟山

W’.)2*’#) CDD!<J CGD FJ<EH !J<JJ CD! K<FF HJ<EH

景谷

Q0)22+
CDDC<!，CDDF<!，

CDDJ<! KDH CC<CD D!<IE CFJJ H<CC KE<KH

普洱

M+’&= CDDF<!，CDDJ<! HDF FJ<C! DJ<FG KJH CJ<K! E!<CK

思茅

60B#. CDDJ<! JGG FJ<GG CGG<GG JFD K<DG EI<IK

云南

1+))#)
江城

Q0#)2(’&)2 CDDJ<! FEH CJ<JJ CGG<GG F!H C<FF CGG<GG

墨江

X.N0#)2 CDDJ<! IFI CK<ED DJ<JD CFC CE<CE CGG<GG

镇源

W’&)5+#) CDDJ<! !!E C!<FD CGG<GG FDJ C!<IE DK<KJ

景东

Q0)2,.)2 CDDJ<! JCF E<IH !J<DH FGH K<II HG<GG

F<J 繁殖特征

由于只有桃源、汉寿和岳阳的资料比较系统，因而以此来计算。

F<J<C 雌性繁殖特征

有怀孕记录的雌鼠最低胴体重为HE2（体重为KJ2），有宫斑记录的最低胴体重为

KF2（体重为ED2），C只无胴体重记录的体重为IJ2。洞庭湖区黄胸鼠雌性繁殖参数的

季节变化列于表I，可见，黄胸鼠全年皆可繁殖，怀孕率全年平均为FH<H@，夏半年

（!!D月）怀孕率都在FH@以上（I个月平均为JH<F@），明显地高于冬半年（CG!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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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的平均值!"#$%。其中，&!"月为最高，在夏半年中罪热的’、(月，怀孕率稍有

降低，然后有所回升，在$!)月再形成一个小的繁殖高峰。

表" 农田捕获黄胸鼠数量!

*+,-." */.012,.34567+8913.:!"##$%&’"()*+,#$%;06+32-+0:;0<50=9;0=>+?.3.=;50

地点

@;9.4
时间

<+9.（A.+3#2509/）
总夹日数

B5#5693+84
月份 C509/

! D E & " ’ ( $ ) !F !! !D
桃源

*+5G1+0 !)$"#!D!!))!#’ EF!$" F F F ! F ! F F ! F ! F

汉寿

H+04/51
!)$’#!F!!))F#!F
!))’#!F!!))$#!D

!FE"!
&!&!

F
F

F
F

F
F

F
F

F
F

F
F

F
D

!
F

!
F

!
!

E
!

F
F

岳阳

A1.G+0 !))!#!D!!))"#’ !$(’) ! F E F " & ’ " ( !F & !

合计*59+ -’E&&’ D D ’ " !F !! !" !& !$ DD DF !E

!：夹日数每月在EFF左右I,519EFF93+84.+7/2509/
表’ 雌性黄胸鼠（洞庭湖区）各月份的繁殖特征

*+,-.’ */.3.835:179;J.7/+3+79.3;49;74566.2+-.4;0<50=9;0=>+?.3.=;50

月份

C509/

样本数

@+28-.
4;K.

雌鼠数

B5#56
6.2+-.

雌性比

L.2+-.
3+9;5（%）

孕鼠数

B55683.=0+09
6.2+-.4

怀孕率!

M3.=0+07G
3+9.（%）

平均胎仔数!

C.+0-;99.3
4;K.

（C.+0N@<）

繁殖指数!

O0:.P56
3.835:179;50

I83# E D ’’#( ! "F#F !&#FF (#FF
C+G "" EE ’F#F !E &E#E (#&’N!#F" E#DE
Q10# !F’ "F &(#D !! D(#" ’#""NE#D( !#$F
Q1-# ED !& &E#$ D D"#F ’#"FNF#(! !#’E
I1=# D" !& "’#F & EE#E (#("ND#F’ D#"$
@.8# !E& $F ")#( D! ED#E ’#!&ND#!E !#)$
R79# "$ D’ &&#$ & D!#! &#FFNE#EE F#$&
B5J# $D E" &D#( " !’#! ’#FFN!#"$ F#)(
<.7# )D &( "!#! ’ !"#$ "#"FN!#’& F#$(
Q+0# !& ( "F#F ! !’#( $#FF !#E&
L.,# !’ ) "’#E ! !!#! $#FF F#$)
C+3# $’ E) &"#& " !E#) "#&FN!#"D F#("

平均数

C.+0N@< D"#"N!D#E (#!!ND#&$ !#))N!#(’

合计

*59+- (FE E"’ "F#’ (& D"#E ’#&’ND#EF !#’!

!：均以成年鼠（含亚成年组）统计 S+-71-+9.:,G+:1-94（;07-1:.41,+:1-94）

以季"统计，春、夏、秋、冬&季的怀孕率分别 为&E#$%、EF#&%、!$#F%和

!&#’%，秋冬季明显低于春夏季，最低在D月，但也有!!#!!%。

夏半年的胎仔数也明显地多于冬半年，总的平均胎仔数为’#&’，各月平均为(#!!，夏半

年与冬半年平均分别为’#$"ND#&F、"#""N!#((，差异显著（#TD#D$’，-TF#FD"）。从表(
看，胎仔数最低为D，最高为!&，宫斑数波动范围在!!!(之间（双色宫斑分为两胎统计）。

不论是胎仔数还是宫斑数都是以&!)个较普遍，其中’个出现的频率为最高，占D&#E%和

&FD 兽 类 学 报 DF卷

" 按当地平均气温划分季节标准，结合具体调查日期，将各月的调查数据划分为：&!"月属春季，’!)月属

夏季，!F!!!月属秋季，!D!翌年E月属冬季万方数据



!"#$%。综合已获得的胎仔数和宫斑数看，雌鼠每胎的实际胎仔数应在!!!"之间。繁殖指

数（&胎仔总数／雌成鼠数）总体为!#$!，平均为!#’’，也呈现出夏半年明显地高于冬半年

的特征，(!’月都在!#)*以上，其中(!)月最高，超过+#**，冬季较低。

表" 洞庭湖区黄胸鼠胎仔数和宫斑数的分布

,-./0" 12034056789/:;;02<:=0-5><:=0894;02:50<6-2:5?85@;:5@A-B020@:85

胎仔数AC ! D + ( ) $ " E ’ !* !! !D !+ !( 合计,8;-/
出现频次1 * + ) ) !* !E !* !* E D ! ! * ! "(

出现频率F1 *#* (#! $#E $#E!+#)D(#+!+#)!+#)!*#ED#" !#( !#( *#* !#( !**#*
宫斑数GCC ! D + ( ) $ " E ’ !* !! !D !+ !( !" 合计,8;-/
出现频次1 D ! ( " !D !) !+ !+ $ + * + + D ! E)

出现频率F1 D#( !#D (#" E#D!(#!!"#$!)#+!)#+"#! +#) *#* +#) +#) D#( !#D !**#*
H8;0：AC：A:;;02<:=0；GCC：G;02:50<6-2<:=0；1：120340560；F1：F-;089920340567

从!’E(年至!’’E年!月，我们在洞庭湖区捕获既有宫斑、又有胎仔数的雌鼠共

!)只。其中，)月份有$只，$月份+只，E月份D只，’月份D只，!*、!!月份各!
只。有E只有胴体重记载，按其年龄组标准［D*］，全为青壮年鼠，成年I组和成年II组

各一半。)月份的只有!只有胴体重记录，属成年I组，此鼠在当年应还可怀孕!!D
胎。E月份的D只皆为成年I组，’月份的有!只为成年I组，它们也有当年再次繁殖

的机会。同时，有)只雌鼠宫斑呈D种颜色，分别在!、+（D只）、(和!*月发现。因

此可以推断洞庭湖区的黄胸鼠每年可繁殖D!(胎。

D#+#D 雄性繁殖特征

从表E看，黄胸鼠的睾丸下位率全年合计为$D#*%，各月平均为$E#*%。明显有

季节性的变化，夏半年的下位率（平均为")#+%）要略高于冬半年（平均为$*#"%）；

(!)月明显高于其它月份，均在’*#*%以上。如果剔除幼年组或幼年组和亚成年组，

其下位率亦有同样的规律。下位率出现的最低胴体重为D*@（体重为D(@），之后下位

率随着年龄的增长而增加，到老年组下位率达!**%［D*］。

表E 雄性黄胸鼠（洞庭湖区）的睾丸下位的月份变化!

,-./0E 1/46;4-;:8589.200>:5@<;-;0<89J-/0<:5?85@;:5@A-B020@:85

月份 K85;L ! D + ( ) $ " E ’ !* !! !D 合计,8;-/

下位率（%）

M28N82;:85
89;0<;0<:5
<628;4J

所有雄鼠

,8;-/J-/0
E)#"
（"）

)"#!
（"）

$E#!
（("）

!**#*
（!）

’*#’
（DD）

$"#’
（)$）

$$#"
（!E）

"D#"
（!!）

)+#"
（)(）

+"#)
（+D）

(E#’
（()）

$$#"
（()）

$D#*
（+()）

不含幼年组

OP6/4>:5@
Q4R05:/0

E)#"
（"）

)*#*
（(）

ED#$
（D+）

!**#*
（!*）

’*#*
（+*）

’!#"
（!D）

E+#+
（$）

$$#"
（(D）

)"#!
（D!）

)’#(
（+D）

"(#(
（+’）

"(#+
（DD$）

不含幼年组
和亚成年组

OP6/4>:5@
Q4R05:/0-5>
<4.->4/;

!**#*
（$）

)*#*
（D）

!**#*
（!’）

!**#*
（"）

!**#*
（!*）

!**#*
（E）

!**#*
（)）

E$#(
（DD）

"D#"
（!!）

’(#!
（!"）

"’#D
（D(）

’*#!
（!+!）

!：括号内的数值为雄鼠数 ,L054J.02<:5N-205;L0<0<-20<-JN/0<:=0

总的看来，黄胸鼠全年皆可繁殖，整个春夏季维持在一个相对较高的水平，高峰在

(!)月，低谷在冬季。全年平均怀孕率与当地中型鼠褐家鼠（!"##$%&’()*+,-$%）的

D"#+%和东方田鼠（.,-(’#$%/’(#,%）的D’#D%相当［D$，D"］，低于当地小型鼠黑线姬鼠

（01’2*3$%"+("(,$%）的("#"%和小家鼠（.$%3$%-$4$%）的(+#’%［DE，D’］。平均胎仔

)*D+期 张美文等：长江流域黄胸鼠生物学特性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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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仅 低 于 褐 家 鼠 的!"#$， 高 于 小 家 鼠 （%"!!）、 黑 线 姬 鼠 （$"&） 和 东 方 田 鼠

（$"’&）［()，(*，(+］。繁殖指数（’")’）与东方田鼠（’"))）相当，高于褐家鼠（’"%)），明

显低于小家鼠（("’$）和黑线姬鼠（岳阳("%+；桃源与汉寿("&)）［()，(*，(+］。

繁殖季节与当地褐家鼠和黑线姬鼠不尽相同［()，(!］，虽主要繁殖季节相似，冬季繁

殖能力较低，但褐家鼠和黑线姬鼠明显在上、下半年各形成一个高峰；而黄胸鼠在上半

年形成一高峰后，虽在*月繁殖能力有所下降，但也维持在较高水平，随后在下半年仅

形成一个次高峰。与该地小家鼠相似［(+］，但出现繁殖高峰的时间有所不同。

图’ 洞庭湖区黄胸鼠的种群波动

,-./’ 0123456-1784396356-1718!"##$%&’"()*+,#$%
-7:17.6-7.;5<=>=.-17

("% 种群数量季节变动

图’中，’+!)!’++#年为桃源

和汉寿两地合计的结果，’++(!’++&
年为滨湖区的岳阳县的调查结果。因

农田捕获鼠数量较少，种群动态描述

以农舍为主。从图中可见，每年的变

化均有很大差异。在桃源与汉寿的%
年中：’+!*年为双峰，’+!!年为三

峰，’+!+与’++#年的种群数量均较

低，只在下半年数量有所增加。在岳

阳农房的调查结果显示，其种群波动

不大。但仍有一共同的趋势，即全年

的最高峰基本出现在秋季。与当地的

小家鼠［(+］相似，但不同于褐家鼠和

黑线姬鼠的双峰型［()］。这与其繁殖

高峰期有关，黄胸鼠春夏季持续较高

的繁殖能力是形成秋季数量较高的直

接原因。与小家鼠*!!月的繁殖高

峰形成其种群波动的后峰型相似。而

当地的褐家鼠和黑线姬鼠的两个繁殖

高峰形成了其种群波动的双峰型。

& 讨论

黄胸鼠的分布属东南亚热带—亚

热带型［&#］，居东洋界，主要分布在

华南至长江流域地区。一般以家栖为主，在华南各省和西南地区常为房舍区的优势

种［’$，&’!&$］。邹波等报道黄胸鼠在山西临汾地区形成了种群［&)］，陕西、甘肃、宁夏等

也有黄胸鼠的分布［&*!&+］，说明其栖息地已延渗入古北界，黄胸鼠有逐渐向北扩展的趋

势。在长江流域及以北，黄胸鼠虽在个别地区的家栖鼠中占较高比例，就总体而言，所

占比例要比华南区低。但在部分地区种群在不断上升［%#，%’］，在西安的家鼠中，黄胸鼠

)#( 兽 类 学 报 (#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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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各地黄胸鼠的繁殖特征

"#$%&! ’&()*+,-./0&-1#)#-.&)/2./-2*3!4"#$%&’()*+,/5+/33&)&5.+/2.)/-.

地区

6/2.)/-.
调查时间

6#.&（7&#)）
性比（!／"）

8&9)#./*
繁殖期

:)&&+/5;2&#2*5

繁殖高峰

<#/5$)&&+/5;
2&#2*5

睾丸下降率

=)*(*)./*5*3.&2.&2
/52-)*.,>（?）

怀孕率

=)&;5#5-@
)#.&（?）

平均胎仔数

<&#5%/..&)
2/A&（’#5;）

繁殖指数#

B5+&9*3
)&()*+,-./*5

资料来源

’&2*,)-&2

贵州岑巩

C&5;*5;，D,/A1*, E!FG!E!FH I4!：E
全年

J#54!6&-4
G月和!月

<#@#5+8&(4 !4I!!KL4ME N4L（E!EL）
雷帮海等［EG］

O&/:#5;1#/&.#%
贵州榕江

’*5;P/#5;，D,/A1*, E!FI!E!FE E4IE：E M!K月和N!F月

<#)4!Q()4#5+J,%4!Q,;4 H
松会武［LM］

8*5;R,/S,
广东湛江

T1#5P/#5;，D,#5;+*5; E!GE!E!NK
全年

J#54!6&-4
N!F月与EE月

J,%!Q,;4#5+U*04 EM4! G4K（E!EN）
湛江卫生防疫站［GI］

RQ8T###

福建省

V,P/#5()*0/5-& E!FM!E!F! E4IN：E
全年

J#54!6&-4

M!K月和F!EI月

<#)4!Q()4#5+
Q,;4!W-.4

LF4HF H4EM（E!EL） I4FK
詹绍琛［KK］

T1#581#*-1&5
福建莆田

=,./#5，V,P/#5 E!FN!E!F! I4FG：E
全年

J#54!6&-4 NM4GF LL4GF H4EF（K!EE） I4NG
洪朝长等［EH］

R*5;C1#*-1#5;&.#%
洞庭湖区##

6*5;./5;%#X&
)&;/*5

E!FL!E!!F I4!F：E
全年

J#54!6&-4
K!G月

Q()4! <#@ HL4I LI4F（LG4M） H4MN（E!EN） I4HF（E4HE）
本文

"1/2(#(&)

湖北宜昌

7/-1#5;，R,$&/ E!FI!E!F! EL!E月停止繁殖

V&$4!U*04 EF4EF N4GH
潘会明等［GE］

=#5R,/>/5;&.#%
河南洛阳

O,*@#5;，R&5#5 E!FH!E!FF I4!L：E !或H月

8&(4*)J,54 GK4FG LE4GK H4HI I4NK
李克伟等［GL］

O/Y&S&/&.#%
河南南阳

U#5@#5;R&5#5 E!FN!E!F! N、F
J,%4!Q()4

张振峰等［GM］

T1#5;A1&53&5;&.#%
陕西西安

Z/’#58#59/ E!G!!E!HI
冬季停止繁殖

8()/5;!Q,.,>5
王廷正等［MN］

[#5;"/5;A1&5;&.#%

#：繁殖指数以所有鼠计算 C#%-,%#.&+$@#%%#5/>#%2
##：洞庭湖区在括号内的怀孕率与繁殖指数是以雌成体（含亚成体）计算的结果

"1&)#.&*3()&;5#5-@#5+.1&/5+&9*3)&()*+,-./*5/5(#)&5.1&2&2/56*5;./5;O#X&)&;/*5#)&C#%-,%#.&+$@#+,%.3&>#%&2（/5-%,+&2,$#+,%.2）

###：RQ8T\R&#%.1#5+#5./]&(/+&>/-2.#./*5*3T1#5P/#5;，D,#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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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构成已由!"#$年的"%&’(上升为!"’’年的)*%!#(。而在南方部分地区，因房屋结

构的 改 变 使 黄 胸 鼠 适 生 环 境 减 少，其 种 群 有 逐 渐 减 少 的 趋 势 或 已 降 为 一 般 常 见

种［!+，$*，*&，*$］，如在福建省，),至’,年代黄胸鼠的种群逐渐下降［!+，*&，**］。

在长江流域，黄胸鼠在一定的季节也到野外栖息，但只是零星的散布，而在南部各

省，黄胸鼠栖息在野外的数量和比例都较大，除前述云南思茅等#县的黄胸鼠在室内外

皆为绝对优势种（表*）之外；松会武报道黄胸鼠是贵州榕江县车江的旱地和稻田中的

绝对优势种，超过),(［&$］；梁俊勋等报道黄胸鼠为广西农田主要害鼠之一［$)，*)］；洪朝

长报道!"+,年在福建漳州县程溪的农田黄胸鼠占!&%)(［*+］；杨务一等报道在广东雷

北农作区黄胸鼠占+%#’(［*#］，其中在村边杂木林中黄胸鼠占&#%#!(，仅次于黄毛鼠；

同时黄胸鼠是南海诸岛的优势鼠种［*’］。而在长江以北少有黄胸鼠大量栖息在野外的报

道，在西安野外极少捕获到黄胸鼠［$#］。

这些变化与纬度关联，其决定性因素可能是温度，同样黄胸鼠种群的北移现象，除

交通运输扩展的因素之外，主要与全球变暖的趋势有关。动物分布区的地理位置、范围

和大小，是长期自然选择及该动物分布历史变迁至现阶段的结果，反映了该动物对现代

自然条件的适应性。祝龙彪等的研究表明黄胸鼠对低温和高温的忍受能力及化学热体温

调节能力皆低于褐家鼠［*"］，热中性温度区为&)!$,-，这限制了黄胸鼠的广泛分布，

是其以前主要分布在长江流域及以南地区的原因。同样，目前全球的温室效应使黄胸鼠

适应的气候区北扩，可能是其在华北地区形成种群并不断发展的最主要原因。

表"列出了各地的黄胸鼠的繁殖特征。由于能收集到的各地黄胸鼠的繁殖资料有

限，不能对其做较全面的比较，但也可看出一些规律。如表中可明显看出雄鼠的睾丸下

位率与雌鼠的怀孕率由南至北（广东湛江例外）有逐渐下降的趋势。王廷正等报道西安

地区的黄胸鼠在冬季停止繁殖［$#］，在湖北宜昌黄胸鼠在!&!!月份也停止繁殖［)!］。在

长江 流 域 以 南 则 终 年 繁 殖。在 贵 州 与 福 建 的 黄 胸 鼠 上 下 半 年 各 形 成 一 个 繁 殖 高

峰［!)，!+，&$，**］，长江流域的洞庭湖区黄胸鼠在上半年形成一个繁殖高峰后，下半年仅形

成一个次高峰，而冬季处于繁殖低谷。北方的河南黄胸鼠一年仅有一个繁殖高峰［)&，)$］，

在+!"月之间。这些变化均与气温有关，因明显地看出，随着纬度的增高，黄胸鼠的

繁殖高峰由双峰逐渐地变为单峰。而平均胎仔数和繁殖指数似乎没有很明显的规律。对

洞庭湖平原黄胸鼠的尾长和体长的比较结果表明，在鉴别黄胸鼠时，尾长虽可作为一个

大略的辨别指标，但不可作为主要依据。因为不论是雌雄还是不同年龄组，大多数个体

的尾长都显著长于体长，但总有部分个体尾长会等于或短于体长。这与赵候等对云南省

的黄胸鼠的量度进行分析结果一致［)*］，只是尾长小于体长出现的比例（!&%)(）低于

云南（$$%)(）。

.%/%01123将黄胸鼠分为&个亚种［))］，陈志平等通过对染色体的比较研究认为黄

胸鼠和云南黄胸鼠属不同的种［)+，)#］，而云南流行病防治研究所认为黄胸鼠没有亚种的

分化［+］。从我们调查的结果看，长江流域黄胸鼠与云贵部分地区的在栖息习性、繁殖

特征及部分形态（毛色，体长与尾长的比例）等方面，确实有一定程度的差别，但是否

已达到分亚种的标准，有待进一步研究。

致谢：李世斌、胡忠军等先后参加部分调查工作，谨此致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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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 歉 信
尊敬的兽类学报编辑部：

本人抄袭了贾志云、蒋志刚、王祖望等撰写的论文“果子狸繁殖期行为的观察”，

并以“果子狸繁殖期的行为观察”为文章标题，将其发表于《经济动物学报》［!***，&
（"）：!)$[[］，现向作者及贵刊郑重表示公开道歉。

道歉人：刘进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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