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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通过对洞庭湖区不同栖息地东方田鼠洞群结构分析，结合洞庭湖区的特定生态条件，

对东方田鼠在不同繁殖期的栖息习性及其适应意义进行了分析和讨论。洞庭湖区东方田鼠的

最适栖息地是洲滩，但洞庭湖湖水季节性涨落，迫使东方田鼠在洲滩与垸内农田间迁移。当

东方田鼠栖息在洲滩时（&’!)月），即繁殖盛期，雌雄分居，雌性单独抚养后代。当迁入垸

内农田后（*!+月），东方田鼠营混居生活。洲滩为其理想栖息地，单个雌鼠可以正常抚养

后代，分居则有利于最大限度地提高其适合度。迁入垸内后混居可减少对空间资源的需求。

从野外和室内观察情况分析，东方田鼠在繁殖盛期的婚配制度以一雄一雌的可能性很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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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鼠类动物，主要分布在高纬度地区，在北纬0’1以南分布的田鼠种类很少［&，(］。

东方田鼠长江亚种（!"#$%&’()%$&"(#*+*,%$’,）是分布在低纬度地区的少数田鼠类动

物之一，为洞庭湖湖泊河汊区的优势种。枯水季节，该鼠主要栖息在洲滩上，汛期洲滩

被淹，被迫迁入垸内。洞庭湖区，夏季炎热，每年季节性的湖水水位变化，迫使东方田

鼠周期性地改变其栖息地［0!)］。这对东方田鼠来说，生存环境极不稳定。已有报道涉

及到洞庭湖区东方田鼠在栖息地选择、繁殖期及摄食习性等方面为适应洞庭湖区的生态

条件所采取的策略［0!2］。本文通过分析不同繁殖期东方田鼠洞群成员结构，对该鼠适

应洞庭湖区生态条件的意义和对策进行进一步分析和讨论，并对其婚配制度进行初步探

讨。

& 观察方法

对于洞庭湖区的环境概况已有较为详细的介绍［0!2］，本文不再赘述。东方田鼠栖

息在洲滩时，在淤沙草地里打洞做巢，洞口数达数个至数十个，占地范围可达数平方米

至十多平方米，各洞口间有地下通道相连，从而组成“洞群”。在大片洲滩上，各洞群

相互分离，呈斑点分布。每个洞群内居住的鼠数量不一，组成多样，本文即针对其成员

结构进行分析。

&++0!&++%年，在东方田鼠栖息洲滩时，每月挖&)!)’个洞群作结构观察。作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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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先将洞口全部封堵，然后挖洞将洞穴内的所有东方田鼠捕尽。并逐一鉴别性别，解剖

观察繁殖状况，根据其体重将其年龄分为幼年、亚成年和成年［!］。同时记载洞群的洞

口数及洞群内草窝数（区分在用草窝和废弃的旧窝）。

东方田鼠迁入垸内以后，大多栖息在农田，部分栖息在岗地草坡和河渠两侧，我们

对稻田田埂上的东方田鼠“洞群”情况进行观察。

" 结果

"#$ 回迁洲滩时的洞群成员

在东方田鼠刚回迁洲滩时（$%%&年$$月），对洞群成员进行了调查，结果列于表$
左栏。在$’个有鼠洞群中，单鼠洞群有(个，占!)#(*，如果将成年雌鼠+幼子的洞

群归入“单鼠洞群”，则此类洞群达’%#%*；另有"个洞群仅有幼子，可能是雌鼠外

出。雌雄成鼠同居的洞群有!个，占")#(*。当时东方田鼠刚迁回洲滩，并进入繁殖

盛期，与其他时段相比，雌雄同居于一个洞群的比例是较高的，这个高比例应是该时段

的田鼠寻偶交配活动特别活跃的反映。该月捕获的东方田鼠的年龄偏大，除刚产的幼子

外，均为成年鼠。由于该月所捕获的鼠需带回实验室饲养，未剖检繁殖状况。

"#" 繁殖盛期洲滩上的洞群结构

东方田鼠繁殖盛期在洲滩上的洞群结构调查，在$%%&年"月、$"月和$%%!年$月

与"月共进行了!次，结果列于表$右侧。!次共调查$"!个洞群，其中),个洞群有

鼠，占’!#,*。在有鼠洞群中，单鼠洞群有’!个，达(%#!*；雌雄同居的有$-个

（包括雄+雌+幼子的洞群），占$!#(*；双雌或双雄的洞群分别为$个，各占$#’*；

成年雄鼠+幼子的洞群有"个，占"#%*。后两类洞群的比例很低，可能为偶然进入。

单鼠洞群的出现频次显著高于其他几类洞群出现频次的总和（!".""#!，"!-#--$）。

在"$个单雄洞群中，$&个洞群中为成年鼠，,个为亚成年鼠。在&&个单雌洞群中，有

$"只为成年雌性，其中有(只雌鼠怀孕；"$只为亚成年雌性，其中有&只为怀孕鼠。

在雌雄成对同居的$-个洞群中，怀孕雌鼠有’只。

从洞群中草窝情况看，绝大多数洞群只有一个正在使用的草窝，在()个有窝的洞

群中，仅(个洞群有两个在用草窝，占%#"*。

"#& 向垸内迁移前洲滩上的洞群结构

春汛来临时洞庭湖水位开始升高，部分洲滩被淹，洲滩面积缩小，栖息在洲滩低处

的东方田鼠被迫向地势较高处转移。此时洲滩上的洞群结构明显与其它时段不同。表"
为$%%"年&月下旬洞庭湖刚涨水时在洲滩上的调查结果。这一时段洞群结构的显著特

点，首先是平均每洞群鼠数达%#,/!#&（01）只，大大高于其它时段。其次是同居一

个洞群中的鼠有多个是成年鼠，如表"中$号洞群分别有,只成年雄性和%只成年雌

性。其三是在所捕获的"(只成年雌性中有$,只怀孕，怀孕率高达))#(*，这表明，

当时东方田鼠仍处于繁殖盛期，但在洪水逼迫的特殊条件下，它们被迫混居在一起，形

成暂时性集群。一个洞群中的鼠可能来自多个家庭。

"#! 稻田中的洞群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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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垸内，由于稻田蓄水，东方田鼠只能在田埂上营巢，田埂的面积对于成群拥入迁

入垸内的东方田鼠来说是很狭窄的。!""#年!!月我们对稻田中东方田鼠的洞群结构进

行了调查。在!$%长的一段田埂上发现有鼠洞$!个，其中有草窝#个，捕获成年鼠!
只；在另一!&%长的田埂中发现有草窝’个，捕鼠’只。该次调查时，垸外湖水已退，

东方田鼠已向洲滩回迁，并且，其种群数量经迁入垸内以来的连续下降，已远低于迁入

初期。事实上，在迁入初期，田埂上的洞口往往是一个接一个，密集在整条田埂中，难

表! 洲滩上东方田鼠的洞群成员

()*+,! -./%)+01%213/4/1./.,)05*677189716285,.45,

)./%)+3/.5)*/41.45,+):,*,)05

洞群成员

-./%)+01%213/4/1./.,)05
*6771897162

回迁洲滩初期

;./4/)+34)9,1.45,*,)05
繁殖盛期

<)/.*7,,=/.93,)31.
洞群数（个）

>1?
频率（@）

A7,B6,.0C
洞群数（个）

>1?
频率（@）

A7,B6,.0C
单成年雄鼠

D/.9+,)=6+4%)+, & ##E# !# !"E!

单亚成年雄鼠

D/.9+,36*)=6+4%)+, F !!EF

单成年雌鼠

D/.9+,)=6+4G,%)+, $ !#E# !$（H） !HE’

单亚成年雌鼠

D/.9+,36*)=6+4G,%)+, $!（#） #IE"

成年雄鼠J成年雌鼠

-.)=6+4%)+,J).)=6+4G,%)+, K $’EH &（#） HEK
成年雄鼠J亚成年雌鼠

-.)=6+4%)+,J)36*)=6+4G,%)+, $ $E"
亚成年雄鼠J成年雌鼠

-36*)=6+4%)+,J).)=6+4G,%)+, !（!） !E&

亚成年雄鼠J亚成年雌鼠

-36*)=6+4%)+,J)36*)=6+4G,%)+, !（!） !E&

成年雄鼠J成年雌鼠J幼子

-.)=6+4%)+,J).)=6+4G,%)+,J2623 !（!） !E&

成年雌鼠J幼子

-.)=6+4G,%)+,J2623 $ !#E#

两成年雌鼠

(81)=6+4G,%)+,3 !（$） !E&

成年雄鼠J幼子

-.)=6+4%)+,J2623 $ $E"

成年雄鼠J亚成年雄鼠

-.)=6+4%)+,J-36*)=6+4%)+, ! !E&

仅幼子L623 $ !#E#

洞群总数(14)+ !& ’F

注>14,：括号内数字为怀孕动物数(5,.6%*,73/.*7)0:,4)7,45,.6%*,731G27,9.).4)./%)+3

以形成象洲滩上那样各自成群而相互分开的“洞群”。此外，我们在农田中常常见到一

个洞口可以进出多只东方田鼠，乃是洞道互相串通所致，与洲滩上大多为单鼠洞群的情

况截然不同。另外，从东方田鼠对水稻的危害状况看，被害水稻往往成斑块状分布。而

在洲滩上被取食的湖草分布则较为均匀。据此推测，在垸内，东方田鼠取食时也有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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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多个鼠在一起进行的。

表! 汛期向垸内迁移前洲滩上东方田鼠洞群结构

"#$%&! "’&#()*#%+,*-,.)/),()(&#+’$011,231,0-$&4,1&/’&#()*#%.*,5&

,44/’&%#6&$&#+’#/$&3)(()(3,44%,,7)(3

洞群号

8011,231,0-
总鼠数

9,:,4#()*#%.

洞群成员"’&#()*#%+,*-,.)/),(
成年雄性

;70%/*#%&.
亚成年雄性

<0$#70%/*#%&.
成年雌性

;70%/4&*#%&.
亚成年雌性

<0$#70%/4&*#%&.
= => ? @
! ? A = B
A =! B ! B !
B =A C C A
C C ! = = =
D D ! ! !
> ? A = B

平均 E&#( @:? A:@ =:B A:@ F:>

A 讨论

从上述结果可看出，东方田鼠在不同时期、不同栖息地的洞群成员组成有显著变

化。栖息在洲滩时，特别是在繁殖盛期高峰段，单鼠洞群出现的频次都高于其他类型洞

群出现的频次；汛期，因湖水上涨，洲滩面积缩小，东方田鼠被迫向地势较高的洲滩转

移，这时洞群中的鼠数明显增加，其成员无疑来自多个家庭；栖息在稻田时，即繁殖低

谷期，无类似洲滩上那样洞群相互分立的现象，诸多东方田鼠聚居在田埂上，各自洞口

难以区分。据此推测，在繁殖盛期，东方田鼠以单居为主；而在汛期来临时，洲滩面积

因湖水上涨缩小，东方田鼠被迫混居；迁入稻田后，东方田鼠仍营混居生活。另外，从

危害状况可以看出，栖息在垸内时，东方田鼠的活动也有可能是“集体”性的。我们认

为，洞庭湖区东方田鼠在不同栖息地洞群成员结构的变化，是对湖区特定生态环境的适

应。今就其适应意义作以下讨论，并对其婚配制度作初步分析。

A:= 适应意义

洲滩为东方田鼠在繁殖盛期的主要栖息地，其主要食物苔草（!"#$%.--:）为洲滩

的优势植被［>］，其覆盖度很大，食物丰富；另一方面，洲滩上鼠种单一，种间竞争压

力不大，天敌相对较少，也无人类活动的干扰［A，B］；栖息在洲滩时，单个雌鼠能够独立

抚养后代，在这种情况下，不会因缺乏父性关怀而影响其繁殖投资的成功率；因此对雄

鼠来说，单居游走，频繁接触雌鼠，可增加交配机会；对雌鼠来说，在动情期接受多个

雄鼠的交配，可以确保交配成功。事实上，我们在室内观察到处于动情期的雌鼠均能与

多个陌生雄鼠进行多次交配。

另外，据我们在室内观察，无性经验的雌雄东方田鼠分别有DAG和BFG具杀婴行

为。具有杀婴行为的雄鼠经过交配后，@FG以上的个体在一段时间后，其杀婴行为停

止；而雌鼠在分娩后，其杀婴行为则转变为关怀行为，并且在哺乳期间，不仅对非亲生

的同种幼子，甚至对异种的幼子都具关怀行为；这说明在哺乳期间，雌鼠不能有效区分

幼子是否亲生。根据这些现象，我们认为，雌鼠在动情期与多个雄鼠交配在客观上还可

>B=期 郭聪等：洞庭湖区东方田鼠洞群成员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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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降低雄鼠群体中具有杀婴行为个体的比例，使其幼子存活率提高。并且，对雌鼠来

说，单居除了可避免来自其它雌鼠对幼子的伤害，还可有效避免抚养非亲生后代。这些

都有利于提高其适合度。

汛期，东方田鼠迁入垸内农田，在垸内以混居为主。在农田，频繁的农事活动，种

间竞争的压力及天敌，都对东方田鼠的生存构成威胁［!，"］，并且，此时正值夏季高温

期，东方田鼠繁殖处于低谷，甚至一些雄鼠的睾丸还出现萎缩现象，生存为该时期的首

要问题［#，$］。在垸内，个体间容忍度增加，多个个体聚居在一起，显然可减少对空间资

源的需求。

!%& 婚配制度的初步分析

洞庭湖水位的季节性涨落对东方田鼠来说为不稳定的环境因素。东方田鼠因湖水的

这种季节性涨落不得不在垸外洲滩与垸内之间往返迁移。如洲滩面积因湖水水位上升缩

小时，迫使东方田鼠混居；洲滩被淹后，迫使东方田鼠离开洲滩迁入垸内，秋季湖水回

落以后，东方田鼠又迁回洲滩。这些都不利于湖区东方田鼠建立相对稳定的家庭结构。

并且洞庭湖区在冬春季多雨，洲滩地面常常积水，使洞群被淹，迫使东方田鼠频繁转

移，不利于固定其领地（我们在实际工作中发现有时洲滩普遍积水，鼠洞几乎全部被

淹，繁殖雌鼠在草丛上用草结成草球为巢，并在其中产仔）。根据这些不稳定的生存环

境加之当栖息在洲滩时食物丰富、种间竞争压力不大、天敌相对较少及单雌便可抚养后

代的有利因素，我们认为分布在洞庭湖区的东方田鼠在繁殖盛期的婚配制度以一雄一雌

制的可能性较小。从上述各时期洞群成员结构及其变化的特点看，也可基本排除一雄一

雌制。动物可根据生存环境来调整其生存及繁殖策略，如不同的田鼠类动物有不同的婚

配制度，但其婚配制度并非一成不变，而是随环境条件的改变而改变［’，(］。东方田鼠在

我国分布广泛，从广西象州北纬&!)!*+至黑龙江抚远北纬"’)以北都有分布［,*，,,］。随着

分布地区的不同，其繁殖期发生了相应的改变，如分布在黑龙江的繁殖期为#!(
月［,&，,!］，分布在陕西的为春夏季［,"］，而分布在长江一线及福建地区的则为全年繁

殖［$，,#，,$］，甚至洞庭湖区的东方田鼠的主要繁殖期为冬季［"!$］。分布在不同地区东方

田鼠的栖息习性及社群行为是否也要发生相应的改变有待于进一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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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安国，郭聪，王勇，张美文，刘辉芬，李波%东方田鼠的生态学及控制对策［:］%见：张知彬，王祖望主

编S农业重要害鼠的生态学与控制对策［J］%北京：海洋出版社，,((’S,!*Q,#&%
［#］ 郭聪，张美文，王勇，李波，陈安国%洞庭湖区夏季温光条件及被迫迁移对东方田鼠繁殖的影响［1］%兽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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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12，*3456+2#"46+./0+735+086.-096:9/,;3<-=6</769+036，.:+3-08+0,./3-+7/98+0->+<-/0-0?6+,/@

=/76.：+?-39/<-06?/,67［#］"!"#$%&’()**+*,%-.，$%&!，(!：&%%)%A&"
［%］ 16@.B;9C1D"E0,-=-,;+7+<<9-B;<6.86069+<63/0<9+.<-08,68966./F./3-+7-<C-0=/76.［D］"E0：G+?+9-0HI，J.<K

F67,H4，L;854H，M;N+7.O+P6,."4/3-+7.C.<6?+0,:/:;7+<-/03C376.-0=/76.［Q］"M+.67：M-9O5+;.69R697+8，

$%%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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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梁治安"东方田鼠［D］"见：马逸清主编S黑龙江省鼠类志［Q］"哈尔滨：黑龙江科学技术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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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9:;<=:：G56.6+./0+735+086./F1/08<-08\+O6.’@+<6976=67F/936;":*$.%-?/=6B6<@660<567+O6B6+35
+0,<569-36F-67,."G56+0-?+7.-05+B-</0<567+O6B6+35-0<56?+-0B966,-08.6+./0，F9/?J3</B69</*+C"
G56+0-?+7.06.<-0,-=-,;+77C,;9-08<5-..<+86"I/@6=69，<56+8896..-/0/F<56+0-?+7.96,;36+0,06.<=69C
37/.67C@560<56C-05+B-</0<569-36F-67,.-0.;??69"G56.635+086.+,+:<<5660=-9/0?60</F1/08<-08\+O6
968-/0"G567+O6B6+35，76..-0<69.:63-F-33/?:6<-<-/0，76..:96,+</9.+0,8//,F//,96./;936，-..;-<+B76F/9<56
+0-?+7."G5696F/96，@560<56+0-?+7.-05+B-</0<567+O6B6+35，<56?+76.?/=6F/9F-0,-08F6?+76.，+0,F6K
?+76.?+<6@-<5.6=69+7?+76.+0,96+9C/;08+7/06，3/;7,?+]-?->6<56-9B966,-08.;336.."M63+;.6/F<56
F96̂;60<+3<-=-<-6./F5;?+0.，-0<69.:63-F-33/?:6<-<-/0.，:96,+</9+3<-=-<-6.+0,967+<-=60+99/@5+B-<+<，.;9K
=-=+7-.<56?+-0:9/B76?F/9<56+0-?+7.@560<56C-05+B-<-0<569-36F-67,."G/06.<37/.67C+<<5-..<+863/;7,
96,;36<56,6?+0,/F5+B-<+<"D33/9,-08</<56/B.69=+<-/0B/<5F9/?F-67,.+0,7+B/9+</9C，@63/0.-,69<5+<
<5696-.76..:/..-B-7-<C/F?/0/8+?CF/9<56+0-?+7.-0?+-0B966,-08.6+./0"
7>?@A;B9：;%&$*.9-:*$.%-；M966,-08.6+./0；Q/7/0C.<9;3<;96；*+<-08.C.<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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