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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肃鼢鼠（ !"#$%&’&( )&*$+$）主要分布在我国黄土高原地区，该鼠的繁殖生态学已有许多报

道［9 @ >］。其繁殖行为尚未见报道。国内外已对高原鼢鼠（ !"#$%&’& (,&-’."-）、裸瞎鼠（ /.0.1#).%2&’+
$3’&,.1）、鼹形鼠（4%&’&( .21.*,.13-）和囊鼠（52#6#6"$ ,#00&.）等地下鼠的繁殖行为作了研究［? @ 7］。由

于甘肃鼢鼠营严格的地下生活，在野外其繁殖行为无法观察。本文对室内甘肃鼢鼠的求偶行为和交配

行为进行初步观察，将结果予以报道。

9 材料和方法

实验用成年甘肃鼢鼠于 9557 年 ? 月至 99 月捕自陕西省富县，室内单笼饲养。甘肃鼢鼠的繁殖期

在 > @ 7 月份［9 @ >］，据室内饲养观察，雄鼠在 9 @ : 月份已进入繁殖前期，表现为挖掘频繁，食量增加，

睾丸开始下降，上唇两侧出现大的深色斑。: 月 A 日选取 7 只（雌雄各半）外阴肿胀、潮红湿润的发

情期鼢鼠进行配对，配对鼢鼠放置在 B< CD E B< CD E ?< CD 的观察箱内，箱内垫 6 CD 厚的干净锯末，

以刨花和脱籽棉作巢材，每天定时投饲胡萝卜和结球甘蓝。对配对鼠进行 :? , 连续观察，用口述录音

记录繁殖行为。

: 结果

:F9 求偶行为

繁殖期甘肃鼢鼠有明显的求偶行为。求偶期分两个阶段，求偶初期和求偶后期。求偶初期，雄鼠

主动接近雌鼠，雄鼠在接近雌鼠的过程中，身体贴地头前伸，缓慢而谨慎地向雌鼠靠拢，同时发出低

声的鸣叫，身体边前探边嗅闻。求偶初期雌鼠的攻击性很强，当雄鼠接近雌鼠时，雌鼠表现出攻击

状，并不停高声鸣叫，有时向前抓打雄鼠头部。雄鼠对雌鼠的攻击一般不予还击，只是头部迅速缩回

并后退躲避，然后雄鼠会再次接近雌鼠，发出轻柔的鸣叫。求偶初期雌鼠始终保持攻击和防御姿势，

并高声鸣叫，拒绝雄鼠的求爱。求偶期，雄鼠频繁嗅闻雌鼠粪尿，观察到 9 只雄鼠曾 > 次舔食雌鼠的

粪便。

求偶后期，雌鼠允许雄鼠靠近，不再攻击雄鼠，两性表现出亲昵行为。此时，雄鼠更频繁接近追

逐雌鼠，嗅雌鼠阴部。雄鼠常发出温柔、颤抖的叫声并频频舔自己的阴部。求偶后期雌鼠虽不攻击雄

鼠，但仍保持防御姿势，并不停鸣叫，有时逃离躲避雄鼠。在求偶初期，雌雄鼠各自营巢，到求偶后

期，两性的巢靠得很近，或两鼠同居一巢。: 月 7 日甘肃鼢鼠出现求偶行为，> 月 ? 日出现爬跨行为，

整个求偶期持续约 :6 G。

:F: 交配行为

交配前雄鼠爬跨雌鼠。雄鼠先接近或追逐雌鼠，用头拱雌鼠的头、体侧、腹下或嗅雌鼠的阴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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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后前肢用力将雌鼠往腹下拖，臀部靠向雌鼠，寻找阴道位置，试图交配。雄鼠爬跨成功后，前肢紧

抓雌鼠腰部，臀部下压在雌鼠后部，同时盆部快速抽动，抽动频次为 !"#$ % &"!’ 次 ( )（$"*+ , +"+- 次 ( )）。

雄鼠每次爬跨及交配持续 +!"&. % /"-/ )（!"! , #. )）。整个过程中，雌鼠一直高声鸣叫。雄鼠交配时

鸣叫频次很低，在追逐雌鼠时发出“咕、咕咕、咕咕咕”的低沉鸣声。

交配过程中雌鼠有反爬跨行为。当雄鼠嗅其阴部时，雌鼠立即调头，面向雄鼠，并用前肢紧抓雄

鼠背部将其压在自己腹下。雄鼠在交配过程中，表现得较为急切，多次出现在雌鼠头部或体侧进行交

配的行为。雄鼠对雌鼠头部的交配次数占 +."-’0，对雌鼠体侧交配次数占 +&"##0，真正对雌鼠阴部

的交配次数仅占 +&"##0。雄鼠在爬跨、交配期间常频繁舔自己的阴部或进食。

甘肃鼢鼠的爬跨、交配行为多发生在凌晨。&/：&& , &#：!& 交配行为发生频次最高，占总交配次

数的 ’$"/-0；深夜（!+：&& , &&：&&）交配频次占 #"#0；中午交配频次占 !+"&.0；下午交配频次占

#"#0。甘肃鼢鼠每天交配持续时间 $& , +& 123，交配期 . , $& 4。

+ 讨论

甘肃鼢鼠的求偶和交配行为可分为明显的 + 个阶段，即求偶初期的打斗阶段，求偶成功阶段（求

偶后期）和交配阶段，这与鼹形鼠交配行为基本一致。鼹形鼠的交配行为也分为：相互攻击、求偶和

交配 + 个阶段。求偶初期，两性个体相互攻击，求偶后期攻击性降低或消失［’］。张道川等认为高原鼢

鼠有明显的求偶行为，但求偶行为与交配行为不间断，完成一系列求偶程序即开始爬跨试图交配［-］。

甘肃鼢鼠的求偶行为与交配行为有明显的区别，二者并不连续，只是交配前雄鼠追逐、爬跨雌鼠时，

表现出亲昵行为，雄鼠用头部拱、嗅雌鼠，此行为与求偶后期类似。但求偶期不出现爬跨行为，且雄

鼠求偶期和交配期的叫声有明显的不同。另外，甘肃鼢鼠的求偶期较长，约有 !/ 4，而交配期约 . ,
$& 4。

“献食”求偶行为在昆虫和鸟类中常见，在地下哺乳类中还未见报道。研究中发现 $ 只雄鼠在求

偶时有向雌鼠献食行为，这可能是克制雌鼠攻击行为的一种方式。一般雄性动物性行为中包含有攻击

行为成分（独居、等级性、领域性较强的动物尤其如此），雌性动物性行为中包含有逃避行为成分。

甘肃鼢鼠营地下独居生活、具有领域性和攻击性。雄鼠在求偶过程中含有攻击成分，但其攻击性弱于

雌鼠，雌鼠的逃避和攻击成分均表现明显。

甘肃鼢鼠平均每次爬跨时间 +!"&. % /"-/ )（!"! , #. )），比鼹形鼠爬跨时间长 + 倍。鼹形鼠平均

爬跨时间 $& )，变动范围 + ) 至数分钟［’］。甘肃鼢鼠盆部抽动频次也高，平均 !"#$ % &"!’ 次 ( )。高原

鼢鼠的爬跨和交配持续时间一般只有 + , / )［-］。甘肃鼢鼠爬跨、交配持续时间长可能与雌鼠不能很好

的配合有关。

雄性甘肃鼢鼠有对雌鼠头部交配的行为，鼹形鼠也有此行为。5678 认为，这种现象是雄鼠急于交

配不选择正确部位造成［’］。通过观察，发现这种现象是由于雌鼠的反爬跨和拒绝交配造成。一般雄鼠

从雌鼠臀部开始爬跨，由于雌鼠调头拒绝爬跨，雄鼠又急于交配时则出现对准雌鼠体侧或头部的交配

动作，而且这种体位交配的频次还很高。雌鼠在整个交配过程中一直高声鸣叫，此行为在高原鼢鼠和

鼹形鼠中也都存在［-，’］，雌鼠在交配时鸣叫的生物学意义尚不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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