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三江源地区是我国长江、黄河和国际河流澜沧

江─湄公河的发源地，位于青海省南部，是中国最大

的自然保护区。属于海拔 4000 m以上的青藏高原腹

地，包括青海省的玉树、果洛两个藏族自治州全境以及

黄南、海南、海西3个藏族自治州所辖的泽库、河南、兴

海、同德4个县以及被称为“生命禁区”的唐古拉山，总

面积达31.8万km2。为了解三江源地区鼠形动物及其

体表寄生蚤的种类和分布情况，我们于 2012年 5－10
月对该地区几个主要州、县进行调查，现将结果报告

如下。

1 材料与方法

1.1 调查区域概况 调查区域比较广，基本上涵盖了

整个三江源地区的各州、县，分别为黄南州的泽库县、

海南州的共和和兴海县、海西州的格尔木市、海东地区

的湟源县以及玉树州的玉树县。其中海拔最低的是格

尔木市东出口2859 m，海拔最高的是兴海县大河坝乡

4389 m。调查区域中按照海拔梯度选择 12种不同生

境，因此能比较客观地反映整个地区鼠形动物及其体

表寄生蚤的种类和分布情况。

1.2 调查方法

1.2.1 鼠形动物调查 采用夹夜法捕获小型鼠形动

物，诱饵为花生或自制的油饼，在所选的调查点每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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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0－19：00 放置大号鼠夹，次日 07：00－09：00 收

回。各样点连续布放2～3次，每次400～500夹。鼢鼠

的捕捉采用弓形夹法，先将鼢鼠活动的洞穴挖开，然后

在洞道中放置弓形夹。每日收集捕获的动物标本，带

回实验室进行分类和鉴定。

1.2.2 蚤类调查 将捕获的动物标本放入自封袋中，

带回实验室用乙醚麻醉后置白色方瓷盘内梳捡体表寄

生蚤。将捡出的寄生蚤放入有乙醇的冻存管内制成标

本，分类鉴定。

2 结 果

2.1 鼠形动物种类及其分布 共捕获鼠形动物 362
只，经鉴定隶属于 2 目 5 科 12 属 15 种［1-2］，有啮齿目

（Rodentia）的长尾仓鼠（Cricetulus longicaudatus）、青

海田鼠（Microtus fuscus）、根田鼠（M. oeconomus）、松田

鼠（Pitymys irene）、小毛足鼠（Phodopus roborovskii）、高

原鼢鼠（Myospalax baileyi）、喜马拉雅旱獭（Marmota
himalayana）、五趾跳鼠（Allactaga sibirica）、三趾跳鼠

（Dipus sagitta）、小家鼠（Mus musculus）、子午沙鼠

（Meriones meridianus）、大林姬鼠（Apodemus peninsulae），
兔形目（Lagomorpha）的高原鼠兔（Ochotona curzoniae）、

红耳鼠兔（O. erythrotis）、狭颅鼠兔（O. thomasi）。

从表1可以看出，不同生境捕获的鼠形动物不同，

如青海田鼠是在沼泽和高山草甸海拔均在 4000 m以

上的生境中捕获，而小毛足鼠和三趾跳鼠只分布在荒

漠和荒漠灌丛等比较干旱沙化的地区。

表1 青海省三江源地区鼠形动物在不同生境中的捕获数量（只）

鼠形动物
种类

青海田鼠

高原鼢鼠

小毛足鼠

子午沙鼠

大林姬鼠

长尾仓鼠

三趾跳鼠

五趾跳鼠

高原鼠兔

红耳鼠兔

狭颅鼠兔

根田鼠

松田鼠

小家鼠

喜马拉雅旱獭

合计（只）

构成比（%）

灌丛

0
1
0
0
0
3
0
0
0
0
7
2
5
0
0

18
4.97

高山
灌丛

0
0
0
0
0
1
0
0

16
0
0
1
0
0
0

18
4.97

荒漠

0
0
7
5
0
0
7
0
0
0
0
0
0
0
0

19
5.25

荒漠
灌丛

0
0
7
0
0
0
2

22
0
0
0
0
0
0
0

31
8.56

沙砾土

0
0
0
1
0
0
0
0
3
0
0
0
0
0
0
4

1.10

沙砾土
荆棘灌丛

0
0
3
0
0
0
5

17
0
0
0
0
0
1
0

26
7.18

沼泽

14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14
3.87

草甸
草原

0
3
0
0
0
1
0
3

136
0
0
0
0
0
2

145
40.06

高山
草甸

10
6
0
0
0
0
0
2

31
0
0
1
0
0
7

57
15.75

野外
居民区

0
0
0
0
0
0
0
0
0
1
0
0
0

10
0

11
3.04

人工林

0
0
0
0
9
0
0
0
0
0
0
0
0
2
0

11
3.04

草原
灌丛

0
0
0
0
6
2
0
0
0
0
0
0
0
0
0
8

2.21

总计
（只）

24
10
17
6

15
7

14
44

186
1
7
4
5

13
9

362
100.00

捕获率
（%）

6.63
2.76
4.70
1.66
4.14
1.93
3.87

12.16
51.38
0.28
1.93
1.10
1.38
3.59
2.49

100.00

2.2 鼠形动物体外寄生蚤种类 在捕获的362只鼠形

动物体表共捡蚤 846 匹，经鉴定隶属于 6 科 18 属 36
种［3-4］，名录如下。

Ⅰ. 蚤科 Pulicidae
（1）蚤属 Pulex
①人蚤 P. irritans
Ⅱ. 蠕形蚤科 Vermipsyllidae
（2）鬃蚤属 Chaetopsylla
②同鬃蚤 C.（C.）homoea
Ⅲ. 多毛蚤科 Hystrichopsyllidae
（3）狭蚤属 Stenoponia
③多刺狭蚤 S. polyspina

Ⅳ. 栉眼蚤科 Ctenophthalmidae
（4）新蚤属 Neopsylla
④细柄新蚤 N. angustimanubra
⑤副规新蚤 N. paranoma
⑥鞍新蚤 N. sellaris
⑦阿巴盖新蚤 N. abagaitui
⑧盔状新蚤 N. galea
（5）继新蚤属 Genoneopsylla
⑨长鬃继新蚤 G. longisetosa
（6）新北蚤属 Nearctopsylla
⑩鼢鼠新北蚤 N.（N.）myospalaca
（7）纤蚤属 Rhadinopsyll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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腹窦纤蚤深广亚种 R.（R.）li ventricosa
五侧纤蚤指名亚种 R.（A.）dahurica dahurica
五侧纤蚤邻近亚种 R.（A.）dahurica vicina
Ⅴ. 细蚤科 Leptopsyllidae
（8）细蚤属 Leptopsylla
缓慢细蚤 L.（L.）segnis
（9）额蚤属 Frontopsylla
无棘鬃额蚤 F.（F.）aspiniformis
圆指额蚤上位亚种 F.（F.）wagneri superjecta
毛额蚤 F.（F.）tomentosa
棕型额蚤指名亚种 F.（F.）spadix spadix
前额蚤灰旱獭亚种 F.（O.）frontalis baibacina
（10）眼蚤属 Ophthalmopsylla
角尖眼蚤深窦亚种 O.（O.）praefecta pernix
（11）怪蚤属 Paradoxopsylla
介中怪蚤 P. intermedius
（12）双蚤属 Amphipsyllus
原双蚤指名亚种 A. primaris primaries
青海双蚤 A. qinghaiensis
长鬃双蚤 A. longispina
直缘双蚤指名亚种 A. tuta tuta
方指双蚤 A. quadratedigita
似方双蚤指名亚种 A. quadratoides quadratoides
Ⅵ. 角叶蚤科 Ceratophyllidae
（13）倍蚤属 Amphalius
哗倍蚤指名亚种 A. clarusclarus
（14）副角蚤属 Paraceras
獾副角蚤扇形亚种 P. melis flabellum
（15）山蚤属 Oropsylla
谢氏山蚤 O.（O.）silantiewi
（16）盖蚤属 Callopsylla
昌都盖蚤 C.（C.）changduensis
细钩盖蚤 C.（C.）sparsilis
斧形盖蚤 C.（C.）dolabris
端园盖蚤 C.（C.）kozlovi
（17）角叶蚤属 Ceratophyllus
曲扎角叶蚤 C. chutsaensis
（18）同瘴蚤属 Amalaraeus
疑似同瘴蚤有角亚种 A. dissimilis angularis
从表 2 可以看出，该地区啮齿动物总染蚤率为

53.04%，说明三江源地区鼠形动物体表寄生蚤的数量

较高。其中小毛足鼠、五趾跳鼠、狭颅鼠兔、根田鼠和

松田鼠的染蚤率均≥80%。

从调查结果看，在青海省三江源自然保护区捕获

的鼠形动物中，高原鼠兔占 51.38%（186/362），远高于

其他种类，且从其体表获得的蚤类也占所获总蚤数的

1/3。其中哗倍蚤指名亚种是高原鼠兔的主要寄生蚤，

其次是原双蚤指名亚种和阿巴盖新蚤（表3）。

3 讨 论

3.1 鼠形动物体表寄生蚤 三江源地区地域广袤，海

拔梯度落差大，生物种类非常丰富。因此调查到的鼠

形动物随着地域、海拔的不同其种类差异较大。这一

地区鼠形动物体表寄生蚤的种类丰富数量繁多。其中

从 1 只小毛足鼠的体表就捡获蚤 98 匹，蚤指数达

14.29，究竟是小毛足鼠的体表易于蚤的寄生，还是由

于其他原因造成小毛足鼠体表蚤的数量明显多于其他

鼠形动物，还需进一步调查研究。

（下转第366页）

表2 2012年青海省三江源地区不同鼠形动物的
染蚤率及蚤指数

鼠形动物

青海田鼠

高原鼢鼠

小毛足鼠

子午沙鼠

大林姬鼠

长尾仓鼠

三趾跳鼠

五趾跳鼠

高原鼠兔

红耳鼠兔

狭颅鼠兔

根田鼠

松田鼠

小家鼠

喜马拉雅旱獭

合计

检蚤数
（只）

24
10
17
6

15
7

14
44

186
1
7
4
5

13
9

362

染蚤数
（只）

7
4

14
4
2
4
9

40
92
0
6
4
4
0
2

192

获蚤数
（匹）

14
7

243
31
2

18
23

176
282

0
21
10
11
0
8

846

染蚤率
（%）

29.17
40.00
82.35
66.67
13.33
57.14
64.28
90.91
49.46
0.00

85.71
100.00
80.00
0.00

22.22
53.04

蚤指数

0.58
0.70

14.29
5.17
0.13
2.57
1.64
4.00
1.52
0.00
3.00
2.50
2.20
0.00
0.89
2.34

表3 青海省三江源地区高原鼠兔体表寄生蚤的种类及组成

种 类

五侧纤蚤指名亚种

哗倍蚤指名亚种

原双蚤指名亚种

五侧纤蚤邻近亚种

棕形额蚤指名亚种

阿巴盖新蚤

曲扎角叶蚤

无棘鬃额蚤

前额蚤灰旱獭亚种

前额蚤后凹亚种

合计（只）

数量（匹）

2
163
74
2
2

34
1
2
1
1

282

构成比（%）

0.71
57.80
26.24
0.71
0.71

12.06
0.35
0.71
0.35
0.35

1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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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创卫灭鼠环境形势下，安徽省城区鼠密度维持

在一个较低水平，4月中上旬和9月上旬的2次灭鼠活

动，也导致季节消长规律具有明显的灭鼠干扰特征。

2011年安徽省鼠类活动高峰期发生在春季、夏初和秋

冬季，与明明等［5］和王宇川等［6］监测结果不尽相同，可

能是地域、温湿度差异、生态环境和灭鼠活动的综合作

用结果。4月中、上旬和 9月上旬的城市灭鼠活动，导

致春季和秋季鼠类繁殖增长期的城市鼠密度快速下降，

在维持 1 周的灭鼠压力去除后，鼠密度又开始回复。

即 3月气温回暖，鼠类繁殖活动增强，鼠密度回升［1］；

4月上、中旬创卫灭鼠导致鼠密度进入低谷期，经过 5
月的缓慢回复，6月出现小高峰。7月的鼠密度低谷期

可能是天气炎热等因素导致捕获率下降。8－10月正值

秋季作物收获季节，食物源丰富，鼠密度进入全年的高

峰期。根据这一规律，在春秋两季开展大面积灭鼠活动

是最佳时期［7-8］，3个城市的监测数据也表明春秋 2次

灭鼠活动，可将全年鼠类密度控制在较低水平（表1）。根

据图2所示，农村自然村应在8月初农忙前开展一次大

范围的灭鼠活动，以控制鼠类对农作物的危害，又可减

轻秋收季节鼠密度大幅度反弹，即在高峰期前集中防

治，药物防制应确保覆盖率、到位率和饱和率达标［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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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鼠形动物及其寄生蚤与鼠疫的关系 全球已报

道 160多种哺乳动物在自然界中能感染鼠疫，主要是

啮齿目和兔形目的动物［5］。此次调查发现三江源地区

鼠形动物有15种，其中确定的啮齿目鼠疫染疫动物有

5种［6］，喜马拉雅旱獭和青海田鼠分别为青藏高原喜马

拉雅旱獭鼠疫自然疫源地和青海田鼠鼠疫自然疫源地

的主要储存宿主［7-8］，而五趾跳鼠、小家鼠和根田鼠为

鼠疫自然染疫动物。兔形目中所捕获的高原（高山）鼠

兔为鼠疫的染疫动物［9］。体外寄生蚤有36种，其中染

疫蚤 7种［10］，分别为谢氏山蚤、斧形盖蚤、腹窦纤蚤深

广亚种、圆指额蚤上位亚种、原双蚤指名亚种、直缘双

蚤指名亚种和细钩盖蚤（原细钩黄鼠蚤）。这些鼠疫染

疫动物和媒介蚤的存在，使得原来处于静止的疫源地

重新活跃起来［11］，从而对三江源地区生活的人类和动

物构成了潜在威胁。通过本次调查，对三江源地区各

州、县的鼠形动物及其寄生蚤的种类、分布情况，有了

比较全面的了解，尤其对国家重点鼠疫监测点的调查

有着重要意义，为今后开展该地区鼠疫及相关疾病的

防治与控制工作提供了科学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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