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秋季(9—11月)则主要栖息在成熟玉米地和 

红薯地 (夹夜捕 获率 为 5—15％之间 )}冬季 

(12—2月)随着各种作物的收割，田间食物缺 

乏，它们主要栖居在耕作区周围的灌木草丛中 

(夹夜捕获率为 10％左右)。 

寰 2 不同生境中黑线妊鼍■获事帕比较 

不同生境 置夹数 捕 鼠敷 捕获率(％ 

玉米 地 399 21 5．26 

稻 田地 599 30 5．27 

红 薯地 300 49 15．33 

麦地 200 6 3．00 

花生地 404 53 l3．12 

蔬菜地 199 10 5．O3 

耕作区厨匿茬木草丛 397 51 12．85 

室 内 5420 7 O．】3 

三、性比与繁殖 

据对 1 474只鼠统计 ，雄性 713只，雌性 

761只，性比为 0．937 1，经 检验 ，雌雄个体 

数量无显著性 差别( 一1．499；P>0．05)性 

比符合 1：1的关系。 

我们采用祝龙彪等[ 的方法，将黑线姬鼠 

划分为5个年龄组，各年龄组的数量分布和性 

比差异列于表 3和表 4。 

寰 3 岑巩地区黑线姬■的性比 

(i984．5-- 1987．4) 

鼠 散 
年份 ／旱 吻合性检验 

总鼠麴 旱 

X2— 0．308l 

1984 637 31l 326 0．954 
P> O 05 

1985 296 119 l77 0．672 X：= 10．979|P< O O 

19骗  447 229 2l8 1．O5O X：= O．224I P> O．09 

1987 94 54 d0 1 350 X2 1．798 P> O．05 

合计 1474 713 761 O．937 X：一1．449i P>O．05 

寰 4 黑线蟾■备车蕾组的性比 

项目 幼体 亚虚体 成体 1 成体 2 老体 

总鼠敷 23 59 4l 9 

旱 14 45 3．0 16 2 

9 32 26 25 

{ 0．643 0．7̈  O．867 1．563 3 500 

从表 3、4中可明显看出，黑线姬鼠在不同 

年份和不同年龄组中性比又是经常变化着的。 

据 1986年 1—12月解剖 208只雌 鼠统 

计，除 l、2和 12月份未见怀孕鼠外，其余各月 

均有怀孕鼠存在。全年怀孕率为 29．33％。一 

年中呈现两个繁殖高峰期 ，前峰出现在 4月， 

后峰 出现在 9月，两峰之 间不存在显著性差 

别( 一．0．584；P>O．05)。怀孕 鼠胎仔数量最 

多 11只 ，最少 2只，全年平均为 4．85只。季节 

间或各月间胎仔数量差别不大(见表 5)。 

四、数量季节变动 

据 1986年 1—12月在龙 田镇(海拔 560 

米)农耕区甩夹夜法作全年数量消长调查 ，年 

平均捕获率为 4．85％，一年中以 2月份捕获 

率为最低(1．8％)，10月份为最高(8．7％)。总 

的趋势是 3—4月急剧上升 ，5月份达到第一 

个高峰 期 ，捕获率为6．8％，6—7月下降，10 

月份又复升为第二个高峰期，捕获率为8．7％； 

11—12月又下降进入全年最低时期。该种的消 

长规律在岑巩地区全年表现为后峰突出的双 

峰型。这与诸葛阳1959和肖增祜1980报告结果 

相符。两个峰的出现，主要与当地夏、秋两季作 

物成熟和该鼠一年中的两次繁殖高潮有直接 

关系(见图 1)。 

五、食性 

黑线姬鼠属杂食性鼠种，以食农作物为 

主。据笔者在不同季节的危害现场观察和解剖 

417只鼠胃分辨结果，其取食作物种类有：水 

稻(谷粒、幼穗)、玉米 (种籽、果穗)、花生(种籽 

和果荚)、红薯、小麦、油菜(花、种籽)、豆类、辣 

椒、西红柿及动物性食物 。其中以作物种籽为 

食成份占 63．31％，非作物种籽占 36．69％，但 

在不同季节中有变异。如食物丰富的夏、秋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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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 以作物种籽为食 ，占 71．20—90．43％，而 

食物缺乏的冬春季，作物种籽类只占 38．11— 

44．76％，非作物种籽类占 55．24—61．89％， 

动物性食物和绿色植物类食物比例增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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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 1 黑 裁垣 鼠在岑 巩农 田中全年 彀t 埔长情况 

据解剖的 417只鼠胃内容物湿重统计，最 

重 11．5克；最轻 0．5克，平均为 4．57克。 

六、昼夜活动习性 

据 1986年 9月在志英岩农场花生地用夹 

夜法观察，连续置夹三夜，每天下午 l7时在样 

地 内置夹 200只，每隔 2小时检查一次，以每 

次捕获黑线姬鼠数除以置夹数的平均值作成 

曲线图(见图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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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 2 辱巩 黑墁短 鼠硬 呵插动 规律 

从图2可以看出，黑线姬鼠以夜间活动为 

主，天黑至天明活动未中断，并有 两次活动高 

峰 ，前峰 在 19--21时，捕获率为 6．5％，后峰 

在 5—7时，捕获率为 4．0％。以 1—3时为最 

低 ，捕获率为 0．5％，白天未见有活动。 

黑线姬鼠以晴天无月光，微风天气活动最 

盛 ，大风，大雨、特别寒流天气活动明显减少。 

寰 5 岑巩地珏^线螺■曲繁殖情况 (t9B6．1一i2) 

_  

、  

＼ 月 份 l 2 3 | 5 6 7 0 1 0 1l 12 合计 

＼  

雌鼠敷 l5 13 13 26 25 15 2l 22 17 i5 l{ 12 208 

孕鼠敷 0 0 2 i9 8 3 2 1 0 11 2 0 61 

怀孕聿 ‘％) D D 15．3B 73．O8 32．OD 20．OD 0．52 45．45 B{．71 26．67 1{．29 D 29．33 

1 

胎仔总数 O O 11 95 37 l4 0 56 55 l9 l1 0 296 

平均胎仔教 0 0 5．5O 5．00 {．63 {．67 {．50 5．60 5．O0 {．75 5．50 O {．85 

七、洞穴 

黑线姬 鼠属洞穴 鼠种，据对 秋收季节(9 

月)稻田埂的 280个洞穴解剖结果，洞 口数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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般 2—5个不等，以 3个居多 洞口直径多在 

1．5--3．0厘米，经常出入洞 口(前洞口)较大， 

后洞口(安全洞口)较小。洞道全长 40—140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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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有岔道和盲遭，洞的耀度不超过 80厘米， 

全洞面积均在 I20厘米直径范围内。洞巢 内多 

由干草和苔藓筑成，禾本科作物占其主要部 

份。其体积约为 8×12×6厘米。洞 口朝向受 

方向影响较小，主要受食源影响较大。我们对 
一

边种有作物，一边未种作物的土埂鼠洞 口数 

量分布调查结果表明，种有作物一边洞口数是 

未种作物一边洞口数的2．12倍。上述这一点 

与四川省卫生防疫站 报告的洞 口多数 为东 

南或西南方向有所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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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鹿类动物》评价 

华东师范大学生物系盛和林教授等著的 

《中国鹿类动物》已于 1992年四季度由华东师 

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这是扰国兽类学科技 

工作者又一大的成果 。 

中国是鹿类的进化中心之一，全国产鹿科 

动物 20种 ，占全世界鹿类动物的 4l％余 。由 

于鹿类 动物在药用 食用 、皮毛和装饰上的经 

济价值，以及学术上的重要意义，近 3O多年来 

得到国内外专家及政府管理部门的极大重视， 

这本书系统的总结 了众多研究成果 全书 5O 

万字，重点从鹿类的起源和进化，生物特征，经 

济价值，保护和饲养管理进行了总结讨论，全 

书篇幅最大的是包括鼷鹿科，麝科和鹿科等 

2O种的各论，每种有大量的形态测量数据和 

部分形态图，还有繁殖、种群密度、栖息地、地 

理分布和活动规律等方面的详细记述，有些种 

对行为、家域、种群结构及数量变动和内禀增 

长率也做了研究，大大提高了本书生态学的水 

平；书中对鹿科一些种的分类问题也进行了讨 

论，并将我国的麝定为原麝、马麝、黑麝和喜马 

拉雅麝4种。另每种正文后有英文摘要及分布 

图。本书文图并茂，有很高的学术水平和生产 

实际应用价值，可供科研 教学及野生资源动 

物管理等方面的人员参考，是一本难得的好 

书 。 

(中国科学院曲物研究所 张 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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