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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鼠种群年龄和繁殖的初步研究 

卢 欣 
(山西省生秘 。-j孺，030006) 

摘 要 

7 7 

1991年 3—10月在山西销中条山医猫获花鼠 202只。 眼晶体干重为指标划 分 出 l卟 

年龄组，分析了种群年龄组成 的季节变化。该鼠每年繁殖 1次， 3月下旬一 1月中旬怀孕， ’ 

产仔期在 4月中旬一 5月中旬，脖仔数5．98±0．16只， 6月上旬幼鼠出现。幼鼠于翌年春季 

出蛰后参加繁殖。此外，还将晶体干重、齿高指数和臼齿磨损程度 3种年龄指标所划分的结 

果作了 比较，也证实体重、体长和尾长不能用于该鼠的年龄鉴定。 · 

关t词 花鼠}年龄坦成，繁殖 

年龄组成是种群 的最重要特征之一。对于啮齿动物，通常以臼齿齿根变化、齿冠磨 

损程度、体重、体长、头骨量度及生殖特征等指标鉴定年龄}国外还用眼晶体重量作为 

年龄标准，近年来该方法在国内也得到使用(鲍毅新等，1984；黄孝 龙等，1985；董维 

惠等，1991)o 

花鼠( ufarrdas sibirlcus)是广泛分布于我国东北、华北和西北地区的小型松 鼠科 

种类，生活于山地的詹民区、农田及林何，对农作物及森林更新有一定危害。关于该鼠 

的年龄和繁殖国内尚无 系统报道，作者在 山西省中条山区进行了这方面的研究。 

材料和方法 

1991年 3—1O月在地处中条山区的沁水、阳城两县交界区域的居民点和农田地带幢 

击花鼠2郇 只(藤'Itl1112只， 雌性90只)。经测量、解剖后，采用常规方法制备晶体标本并 ， 

用分析天平称重(精确至O．1毫克)。对于因检击损坏而只有单只晶体的情况，以其 重 量 

的 2倍作为谈个体的晶体重量。唷 晶体干重记录的标本共188只。 

为进一出探讨花鼠年龄的划分 指标，在解剖镜下测量下领左侧 第 1臼 齿3个 齿 尖 

(舌侧 1-个，颊倒 2个y顶端蓟牙龈都的高度，3个高度之和称为齿高指数，以此数量指 

标蓟分年翰。此外还观察了第 1上臼齿的磨损程度。 。 

晶体干重划分年龄组的标准 

188只标本中，雌性的晶体重为23．35_+0．64毫克，雄 性 为23．22±O．50毫克，二者 

无显著差异<P>0．05)，因此雌雄鼠可用同一标准划分年龄组 晶体重的次数分配 结果 

(图1)表明，3— 5月所获标本的晶体重均大手22．o毫克，从6月开始出现22．o毫克以 
— —  · — - - — _  · — - - 1 — — — — - - — —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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晶体重<t克 ， L棚·w,i~t(吣  

田 l 花 ■ ‘体 千重的 曩 骨 配 

Fig．】 Fr~quence distribution nf weight of lens dried of E“缸m s／b~ ct*s 

— — 3— 5月 Mar．一May ⋯⋯ 6~IO,q June--Oct． 

下的个体， 6—10月晶体重在22．1—24．O毫克的个体经与繁殖特征对 照，均 未 参 加繁 

殖，24．1—26．O毫克的个体19只仅 2只未参加繁殖，考虑到3— 5月26．O毫克以下韵所 

有个体都进入繁殖的事实，作者认为把这 2只个体归为晶体生长较快舶当年鼠为妥。需 

要注意的是3～ 5月晶体重在22．1—24．0毫克的个体均进入繁殖，虽然 6—10月晶体重 

与之相当的个体都没有繁殖特征。由此作者推断在l1月至翌年 2月的冬眠期间，晶体增 

重缓慢或停止增长，以致初出蛰时的重量与上年冬眠前相当。董维惠等(1991)对五趾髋 

鼠(Allaetaga*ibirlea)眼晶体重的分析也作出了类似的结论。 

综上所述，可梅花鼠的年龄划分为 4个组； 当年组，仅 限 于 6--10月，晶 体 重在 

24．O毫克以下 的所有个体和24．1—26．O毫克并具繁殖特征的个体<初步估计占该 晶 体段 

囊 1 麓一：F一年■曩的■■体重量 

T~ble l weight in dil蛔 e 蝇 e groupa ot Eutamias Ht{c∞  

生蕾囊 年■衄 掠幸量 晶体重(毫克) 平均伍士标准误 t簟t 
LiviogImriod A目B group Sample- ze L,el~woigh％img) M魄n±BE To~e*t 

应 年 r组 
3— 5月 AdultI 22．1--28．0 26．2士0．12 t0 3．53 

Mar．一May 瘦年 I蛆 
AdultI 20．1--32．0 30．1±1．‘l p<o．0l 

当年组 t0IB．50 
Juvenile 00 l】．Sm24．o 38．6±o．13 

e--30矗 廓年I组 p<o．01 
June．--Oct． Ad I 4 24．1—20．o 2B．3±D．18 

t=0．0I 

兰箍 1o 20．I一32．o 3o．0±o．3口 p<0．0I 

鹰年 I衄 
3--IoN AdultI 1 0 叠|．t—S2．0 30．2士0．S 0 t01．5I 

M -r．-- Oct． 老年组 
Senior lI S2．I一3口．0 3‘．1±0．0I p<o．03 

— 2B9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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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体总数的10．5 )。成年 I组， 3— 5月晶体重在22．1—28．O毫克的 个：体； 6—10月 

晶体重在24．1—26．O毫克且繁殖过的个体(占该晶体段总数的89．5％)和26．1—28．O毫克 

的所 有个体。该 年龄组的花 鼠经历过 1次冬眠。成年Ⅱ组，晶体重为28．1— 32．O毫克的 

个体，经历过 2次冬眠。老年组，晶体重32．1毫克以上的个体，经历过 3次或 3次以上 

冬眠。 

在比较各年龄组晶体重差异的显著性前，考虑到冬眠后所有当年鼠都 进入 成 年 I 

组， 3— 5月部分成年 I组个体的晶体干重(22．1—24．O毫克)与 6—10月 当年组重台并 

不影响年龄组的正确 6分，但把它们与 6—10月成年 I组的晶体重台并而与该时期的当 

年鼠比较既不妥当也不必要 。另需 说昵的是 6--10月与成年 I组晶体重重台的当年鼠需 

借助繁殖特征辨别，且它们仅 占所有 当年鼠的2．2 ，故比较讨未将其晶体重 计 入。比 

较结果(表 1)表阴各年龄组间晶体重的差异均极显著 (P<O．01)。 

种群年龄组成的季节变化 

花鼠的年龄组成具有阴显的季节变亿。 

优势(图2)。7月幼鼠已全部外出活动，故 

幼鼠于 6月外出活动，但此时成年 I组仍居 

其比例 幅度提高(~k60．9 )，但 8月当 。。 

年鼠的比例又有所回落。、9月的年龄组成 。 

I． 性比 

3 5月 hhr⋯ y B月 J嘲 

一，l 
。

。  

． 

一  

． 一 

培合繁殖及年龄资料把花鼠的生括期 月Aus s。p 月 · 

分为3 卜阶段，3—5月为生殖期，6～ 圈2花鼠年赫靼戚的季节壹忧一 ! 
9月为幼鼠出现及生长期，lO月为冬眠前 F ．2 seasonal c矗 es in a e∞m一 

翟： 竺 擘比鉴 于 。 晶 固 组p o sR ]。o n of ： 
体记录的l4只标本，经齿高指数和臼齿磨 囤成年I~tAdultI j老 s。n蠡c ‘ 

损程度鉴定’，有9只当年个体、5只成年I组个体 对于当年组，这荫种指标与由 枉重 
刘分的结果完全一致}对于成年 I组，它们与晶体怯的差额率分翘仅为6．1 和4．6％ 

所以梅这 4只标本与有晶体记录的188只标本一并分析。 ； 

由零 2可见，6—9月和1o月当年组的雄鼠均占优势。成年I组在6—10月雄鼠投 

略多于雌鼠f性比值为1．14)，但冬眠后该组雄侉的比例却有一定提矗 并与
，畦= 1O月当蠡 

一 2g班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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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寰 t 一时■茬■鲁卑■曩曲性比 

Tab1日3 Sax,ratio of each agegroup of F“缸 曲 矗b瓤 。 in diff咪 毗 periods 

1年●海 3l_6月 Ju ；竭 t． 帆io,~1．⋯ 音计 Mar
．．May Tb协l ：氅嚣 、 Age group’ 
早 ／ ／Q j d o d， 定 ／o 

当年 垣⋯ 3 2̂ 1
．

3e 27 1e 1．e0 60 40 1．60 P< ~o‘
． o6

’

‘  

Juvenile 

成年 I组 39 3‘ 1．26 
Adu]tI 

血 f垣 3 S o
．
日。 8 l0 o．80 茧 一一 一Ad山t 一 

老年 组 0 2 — 4 3 I
．

3 I 1 l-0O E— e O．e3 ；O．'O9 

却  >o．o5 

鼠的性比值接近。因为当年鼠冬眠后均进至成年 I蛆，二者的一致性表明当年鼠经冬眠 

后 比的变化不大 成年 Ⅱ组和老年组l的性 比接近1：1。 

． 雄性繁殖特征 
。

花鼠雄休睾丸大小的年龄和季节变化情况列于表3。出表3及观铡'可知 3—5月 

成年雄鼠睾丸的下降率为100 ，体积明显膨大，附睾具有白色精 液。进入 6。月，。少数 

l硪体的胡襄萎缩，睾丸避入腹股淘 7月以后，大多数成鼠的睾丸退于腹般淘内或进入 
腹腔。与3— 5月比较，6— 9月成体雄鼠睾丸的体积明显变小(成年I组长度和宽 度 

的t值分别为4．39和4．88+成年 Ⅱ组为10．54和18．40，P均<0．O1)。在 8月以后成体的 

睾丸体积变化不明显(p均>0．05)。l0月与 6— 9月相比，当年鼠睾丸长度的增长 非 常 

明显(t=3．26，p-<O．01)，宽度则不明显(t=1．54，p岁0．0S) 在l。月， 嘲喷 成氟的睾 

丸进入腹腔，也 可与当年鼠区别 一方面其体积明显较大 (成年 I组和老年组的原 始 数 

据合并后与当年鼠的睾丸比较，长和宽的t值分剐为9．39和2．91，P均<O．01,另 方面 

其外观色泽发灰 质地柔软，丽当年鼠的睾丸新鲜而硬实。 
．  

裹 5 不一时翔花●备年 曩●丸曲大小( ±S王) · 

Table 3 Testis size(M ±缸 )of each age group of Eutam~s s西}r 撕； in different periods 

3—5月 Mar．一№ y ．J 6—9月 Ju~e--Sept． 『 Io月 Oct 

牛孵班 样本彀 恒度(毫米) 宽度(毫米) 样奉敦 恒度(毫米 器：嘉 l~样车p散
．
ple 

长度(毫米 竟度(毫米 1 Ag
e group Le

．ngth W idth ~ naple Lengt~ 
(m m ) 8lze 

I蚋  Width 
(ram ) (Ⅱlm ) (ram ) (nun (ra m ) 

当年 组 28 
’l ±。’I 3‘l口士。·。f Jurenile SI 。· 士。’2 I2-9T士。’l。 

成年 I组 l●．82± 7
．

6】±o．45 lo．们 士 l0．51士 
AdultI o．B0 o．T2 1．24±o．45 I ‘7 3．5i±0．i 口

． 38 

虚年I组 ie．O0± 口
．O0±0．O0 0．eO±0． 5 ‘．‘O±0．卫5 l AdultI 0．58 

老年 组 il．T5± ii．26± 
Senior o．34 4．o5主o．41 3．80±o．Oc 口

． 76 

1． 雌性繁殖特征 。 

研究地区的花鼠于 s月上旬出蛰，随即开始争偶交配。 4月中旬，所获雌体均有胚 

胎，而5月10日以后所获雌体中，怀胎者仅占9．1％，而具子宫斑者 日 迭89．9 。团4 

月所获孕鼠数较少，加之花鼠每年议繁殖 1次，故将胚脆毁稻子 宫斑数台在一起作为胎 

一 黯 l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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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蕾姐 
Age gz~up 

囊 ● 花■千一年●■劫量仔■ 

Table● Litte~sizein diff~ nt age groups of Eutam~ s Ⅲ● 

～一 i蹒 Mea n~S E4 5 6 8 nancy 崔 7 l mE l 

仔 数，其与年龄的关系列于表 4。 

由表4可见，成年Ⅱ组的胎仔数较成年 I组为高(t=4．58，p<O．01)。整个种群胎 

仔数的变化范围为 3-y-8只，其平均值为5．O8 0．16只 

5月中旬乳头具乳汁的个体 占该月成体雌 鼠总数的 54．6％， 6月中旬占 30．0 ， - 

这说明花鼠的哺乳期为 5月初至 6月下旬 。从 6月开始，一些雌鼠的 乳 头 萎 缩，至 7 

月，绝大多数雌鼠的乳头巳不明显。 8月子 宫斑开始消退，消退者 占13．6％，而 9和l0 

月且廿占33．3％。 

当年幼鼠的子 宫角细嫩，呈乳白色，至冬眠前仍保持这种状态。即使子宫斑巳消退 

的成年鼠，其子宫角仍较宽厚，呈灰色或深灰 色，易与当年鼠区别。 

讨 论 

1． 膏毒督t埘分年繁组曲标准 

由高指数用 3个齿尖高度的测微尺单位之和表示(1测微尺 单 位 =O．045 6毫米)。 

有齿高指数记录的标本雄性为107只，雌性为86只，两性齿高指数 的 差 别 不 显 著(t： 

培育酱t(1 INtRm~-o．o．一 ●章j 

妯 height ll mit e，ep h ~mle=0．№ ) 

圈 ， 花 t齿膏 报量的 攘 采分 配 

Fig·3 Frequence distrlbution of teeth height index of E城 mn ∞ s~biricus 

一 3— 5月 Mar．一 Mly ⋯ ⋯ 6一 lO月 June．--Oc~
．  

一 鹌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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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6 P>020S)。根据齿高指数的频兜 布<图3)并结合繁殖特征将花鼠前年 龄 划 分 

为 t个 组，昔年组，双出现于 6-- 10月，齿高指数在1驰．1以上的所 有 个 体 和12z．1．--z 

134．0不具繁殖特征的个体，后者占该齿高指数段个体总数的89．7 。成年 I组，3一 5 

月齿高指数为110．1以上的所有个体j 6—10月齿高指数为】14．1—12z．0且繁殖过 个 

体 (占该组段总数的55．3 )和110．1—11 4．0韵所 有个体。成年Ⅱ组，齿高 指 数102． — 

110．0的个体。老年组，齿高指数在102．oV．k下的个体。按照表 1的形式(6—10月 未 计 

入根据繁殖特征判别的当年组和成年 I组齿高指数相互交叉的个体)进行 比 较，发现各 

年龄组间的齿高指数都有极显著的差异 (t值在5．z9—1‰5z之伺，p均<O．01)。 

2． 日酋■摄氍凌划分卑*坶的标准 

随着年龄增长，臼齿咀嚼面呈规律性 

的磨损。依M 的磨损程度(图 4)归 纳 出 

如下年龄标准 当年组，原尖、原 小尖、 

后尖和后小尖略有磨损痕迹，后尖与后小 

尖问的缺口明显}原尖、中横脊、原小尖齿 

质呈线状连接，后小尖磨损面虽狭长三角 

形，齿后缘舌侧 出现斜向磨损面。成年 I 

组，原尖、中横脊、原小尖齿质尚未 相 连 

或线状相连 (见于 3— 5月的标本，具有 

繁殖特征)|原尖齿质已与齿后缘相通 。 

成年 Ⅱ组，原尖齿质面与后小尖相通且高 

于第 2外侧沟}后小尖完全消失，原尖齿 

质面与第 2外侧沟相平。老年组，原尖齿 

质低于第 z外侧沟，中横脊尚存在}中横 

脊消失，第 2外侧淘大部磨损，齿质面除 

第 1、 2外侧沟齿缘外，已连成一片。 

3． 划分诧■1种蛘年龄绾时应当注意的问 

■ 
。  

花鼠每年繁殖 1次，产仔时间集中于 

4月下旬一 5月上旬j当年鼠第 1次越冬 

后就参加繁殖，从而成为成体 I组个体。 

所以幼鼠仅限于 6—10月，根据繁殖特征 

完全可与成鼠区别(见本文有关繁殖 的 内 

碾走 一 

P lkl 

M。的 咀嚼 面 

Ma二IlcB1。r， swf梆 。f M。 

⑨ 

、_ 蔚 { 
、Vr l w 。 、： 

；． ’ 

舡 ⋯ 

田 ‘ 花 置上睡第 l臼齿 咀一 面爰茸 毫捏程度 

Fig．4 ／VIas％icu~tory uaefacv a its、̂r曲r 

de ee of也 P first rna llary teem 

of Eu缸 m／as s拍打icgs 

． 1当年蛆 Juvv丑ilv 2虚年 I蛆 AdultI 

3成年 I组 Adu1％I 4老年组 Sonior 

容)。在 6--103~进行年龄划分时，参考繁殖特征可避免单纯依靠数量指标所造 成 的误 

差。又因粑鼠具有冬眠习性，冬眠期间晶体停止增长，牙齿不受磨损，这使得繁殖期由 

当年鬣变来的成年鼠的晶体重和牙齿磨损程度与冬眠前的当年个俸相当。如果把这些标 

本的晶体重和齿高指敢与其余所有标车的合并，然后确定各年龄组分界的标准，。这样显 
然不妥。在划分当年和成年 I组鼠时，本文把幼体出现前的 3— 5月和出现后的 6--10 

月分别进行，从而避免了这种混乱。 

182只同时县有 3项年龄指标记录的标本采用不同方法分组的结果比较 于 表 5。因 

从成体中区分幼体时， 3种指标都借助了繁殖特征，故所划出的幼体数一致。成体 I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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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一致程度很高}成年Ⅱ组和老年蛆的分散度量然较大，但它们额数差的百分宰仅限手 

5．56 ～18．I8 ，绝对数量差不超过2只。、这说明三种方法所划分的各年龄组的 比例 

都比较接近(x。检验，P均>O．05)。但在实际工作中，6--Io~为方便而不检查繁 殖特 

征时，因采用齿高指数和臼齿磨损程度分组造成的当年和成年 I组鼠的相互重叠率 别 

为12．7 和9．6 ，而依晶体重分组仅有o．73 ，所以该指标最为理想。 

毫 5 由■体I崩分的卑■组与膏盲指簟~BfJII扭曩蠢蜀1分螬 暴的比较 

Table 5 G~mparieon of age composition dividL~g by lens wel曲 t with by teeth 
h index and ot molar worn in E~tam．螂 dbb'ic~  

年龄组 当年组 成年 I越 老年蛆 音竹 
Age group Juvauile AdultI 8ehior TD恤  

当年组 
Juvenile 8 8 

扈华 I组 
AdultI 65 ‘ 3 62 

齿高指羲 扈年 I组 
AdultI 1l 2 i0 

喘 aig 老年组 S~htor T 6 13 
。台计 
Total g Be 1l n l82 

囊 囊差 

器襞 ， 0．00 6．Oe 11．11 L0．1 8 
当 年组 

Juvenile 87 e 

扈年 I组 
AdultI e= ‘ 1 67 

日肯毒摄翟度 成年I蛆 19 
AdultI 3 l2 4 

Degfee 0f 老年组 
molar~Forll Senior I j e 0 

， 音甘 
删  8T B6 Il L1 ltt 

囊 囊差 

器 黑 ， O．OO ‘．55 5．56 lS．“l 

由晶体重划分的年龄组间，雌，雄体的当年和成年 I担个体的体重和体长都有显著 

差异(t值在2．81—7．25之间，P<0．O1)，但其它年龄组间的差异都不明 显(t值 都 小 于 

I．01,P>O．05)，雌 雄体的尾长各年龄间亦无明显差异(t值都小手0．91，p>O．05)。 

所以，体重、俸长及尾长均不宜作为花鼠的年龄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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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PRIMARY STUDY ON THE POPULATION 

AGE AND REPRODUCTION OF 

EUT A M lAs slBlR lcU s 

LU X_m 

( {I 社时e D，B如 辨  电f摹肼 ．030008) 

舳 stract 

This paper reports the population age and reproduction of Butamifls slbir~us．202 

specimens were shot in the Zl~ongtLao mountains of Skanxi provinc~ during M gr ch to 

October of 1991
．Based Oli their eye lens weight，the spe cim ens were ~divided into t age 

groups·Seasonal changes of the population age structure were—ana]ysed．This chipmunk 

rcproduced once a year．The gestation period Lasted from Late：March to mid．ApriL and 

the birth period ftom mid’April to mid—May．The Litter size 、矾喀 5
．O8±O．16．The iuve- 

niLae born in early’June．ALL j~tveniies born in Last year joined breeding after~dberna． 

tipn． 

The teeth heiglxt index and the degree of moLar WOrn alSO COOld be used to divid~ 
the po pt~Latiou cLasses，but eye leus weigt~t w叠窖the most accurate

．It was not applleabIe 

to estimate the age of this chipmunk by mea ns of the body weight
， body Length and 

tail length． · 

Kay words Egtam~s sibirlcustPopuLation age structur e}Bree ding 

一 2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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