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鼠类繁殖生态学的研究是其种群生态学研究的一个重要方面 , 它不但为研究鼠类种群数量变动规

律对种群数量进行预测预报提供重要的生态学基础资料 , 也为控制鼠害措施的制定提供依据 , 同时也

具有重要的流行病学意义。大沙鼠 ( Rhombmys opim us) 广泛分布于中亚细亚、哈萨克斯坦、伊朗、

阿富汗和蒙古国等地 , 在我国主要分布于内蒙古西部、甘肃北部和新疆 , 是荒漠 —半荒漠地区的重要

害鼠。我国对其生态学方面多注重于种群分布格局的研究[ 1～5 ] , 在繁殖方面的研究甚少[ 6 ] 。1979～

1980 年和 1995～1996 年对内蒙古包头市达尔罕茂明安联合旗腾格淖尔地区大沙鼠的种群繁殖进行了

研究。

1 　材料与方法

选定内蒙古包头市达茂旗腾格淖尔地区作为调查点 , 有关该地区的自然概况已有报道[ 1～5 ] 。分别

于 1979、1980 年和 1995 年 10 月、1996 年 4～5 月、9～10 月 , 用夹日法及样方法定期捕鼠 , 共捕获

大沙鼠 858 只 , 其中雄性 351 只 , 雌性 507 只 ; 对捕获的大沙鼠进行体重、体长等外形测量 , 并解剖

研究雌雄性的生殖特征及重要器官的变化 ; 对雄性主要观察睾丸是否下降、储精囊是否肥大 , 测量并

详细记录雄鼠的睾丸长后 , 将睾丸用解剖刀切开 , 把切面涂于载玻片上 , 放在显微镜下观察有无成熟

精子 , 根据具有成熟精子的个体数占当月捕获大沙鼠数量的百分比以及睾丸平均长的变化情况 , 研究

不同月份雄性大沙鼠的繁殖强度。对于雌鼠主要观察胚胎大小及胚胎数量、子宫斑数等。

2 　结果

211 　雌雄性比 　鼠类种群组成在自然条件下 , 雌雄性比一般接近 1∶1。而内蒙古达茂旗腾格淖尔地

区大沙鼠的种群组成雌雄性比却存在着较大差异。调查期间共捕获大沙鼠 858 只 , 其中雄性 351 只 ,

雌性 507 只 , 分别占总数的 40191 %和 59109 %。其性比为 0169 , 雌性个体远多于雄性个体。经 x2 检

验 , P < 0105 , 二者存在着显著性差异。各年度性比见表 1。

表 1 　内蒙古达茂旗腾格淖尔地区大沙鼠的雌雄性比 ( ♂/ ♀)

Table 1 　Sex ratio of Rhombmys opi m us from Tenggenaoer , Damaoqi of Inner Mongolia ( ♂/ ♀)

年
Year

月 Month

4～6 7～9 10～12

1979 1127 (14/ 11) 0168 (96/ 142) 0160 (22/ 37)
1980 0164 (99/ 154) 0170 (33/ 47) 0188 (14/ 16)
1995 0156 (25/ 45)
1996 0181 (13/ 16) 0182 (22/ 27) 1108 (13/ 12)

Ξ 基金项目 : 内蒙古自然科学基金资助项目 (990303 - 6)

作者简介 : 赵天飙 (1962 - ) , 男 , 硕士 , 副主任技师 , 主要从事啮齿动物生态学研究.

收稿日期 : 1999 - 11 - 16 ; 修回日期 : 2000 - 04 - 07

© 1995-2006 Tsinghua Tongfang Optical Disc Co., Ltd.   All rights reserved.



表 1 中 , 只有 1979 年的 4 ～ 6 月和 1996 年的 10 ～ 12 月 雄性多于雌性 , 性比分别为 1127 和

1108 , 其余月份雄性均少于雌性。1995 年的 10 ～ 12 月性比最低 , 仅为 0156。

212 　雌性繁殖强度

根据 1980 年解剖观察 , 在 3 月下旬至 4 月初雌性大沙鼠子宫逐渐膨大并伴随外阴的开肿进入繁

殖期。在 1996 年 4 月 30 日最早捕获到孕鼠 1 只 , 胚胎 7 个 (左 3 右 4) , 根据胚胎大小判断 , 此鼠怀

孕已有 20～25 d。在 1980 年 5 月 20 日捕获 1 只幼鼠 , 体重 20 g。说明大沙鼠的繁殖期开始于 3 月下

旬 , 到 5 月中旬即有大量怀孕鼠出现 , 到 8 月上旬怀孕鼠已很少 , 9 月份偶见怀孕鼠。最晚见到怀孕

鼠是 1996 年 9 月 28 日捕获的 1 只 , 发现胚胎 6 个 (左 4 右 2) , 胚胎有绿豆大小 , 但未见子宫斑 , 说

明该鼠为第一胎。对该鼠外形测量看 (体重 181 g , 体长 160 mm , 尾长 140 mm , 后足长 42 mm , 耳

长 13 mm) 并非当年幼鼠。由于大沙鼠的怀胎时间为 25 d 左右[ 7 ] , 则此鼠的分娩时间应在 10 月份。

因此 , 该地区大沙鼠的繁殖期为 3～10 月份。

大沙鼠的性成熟一般需一年 , 即只有越冬鼠才能参与繁殖。解剖发现捕获的当年幼鼠雌性无子

宫斑 , 亦未见有胚胎。另外 , 大沙鼠只有在分窝后才能参与繁殖 , 根据 4 年的观察 , 大沙鼠的分窝时

间至少在 11 月份甚至更晚 , 此时大沙鼠的繁殖期已过 , 因此当年鼠不可能参与繁殖。

图 1 　内蒙古达茂旗腾格淖尔地区大沙鼠的胎仔数

Fig11 　Litter size of Rhombmys opi m us from

Tenggenaoer , Damaoqi of Inner Mongolia

不同地区分布的大沙鼠一年内的繁殖次数

有所不同 , 在前苏联东卡拉库姆地区 , 大沙鼠

仅在 3～4 月初繁殖一次 ; 而在该区西北部 ,

每年的 3 月初、5 月初和 9 月间繁殖 3 次 , 每

窝仔鼠数 6～8 只[ 8 ] 。腾格淖尔地区的大沙鼠

一年繁殖 2 次 , 以解剖观察及捕获幼鼠 , 尚未

发现该地区大沙鼠有 3 次繁殖。若按 3～10 月

份的繁殖期推算 , 应有部分个体能够繁殖 3

次。

大沙鼠胎仔数 1～8 个 , 一般为 4～6 个。

对 397 只雌鼠解剖观察 , 有 70 例怀孕 , 占雌

性总数的 17163 % , 其胎仔数分布列于图 1。

另外还计算了大沙鼠的繁殖指数 (表 2) , 其

计算公式为 : I =
N E
P

其中 , I 为繁殖指数 ; P 为总捕获只数 ; N 为怀孕鼠数 ; E为平均胎仔数。

表 2 　内蒙古达茂旗腾格淖尔地区大沙鼠的繁殖指数

Table 2 　Reproductive indices of Rhombmys opi m us

from Tenggenaoer , Damaoqi of Inner Mongolia

月份
Month

N E P I

4 2 4 41 0120
5 30 5193 61 2192
6 14 4179 86 0178
7 13 4154 34 1174
8 10 4120 61 0169
9 1 6 114 0105

表 2 表明 , 腾格淖尔地区大沙鼠的平均胎仔

数基本稳定 , 除 9 月仅 1 只孕鼠 (胎仔数 6 只)

外 , 5 月份平均胎仔数最高达 5193 只 , 同时该月

份的繁殖指数也达到最高 ( I = 2192) , 其次是 7

月份 ( I = 1174) , 其它月份繁殖指数均较低 , 说

明该地区大沙鼠一年中有 5 月份和 7 月份两次繁

殖高峰 , 这和巴彦淖尔盟白音查干地区的调查结

果相比 , 第 2 个繁殖高峰提前了一个月。

通过子宫斑数的多少也可以了解雌性大沙鼠

的繁殖强度。在调查的 458 只雌体数中 , 有子
宫斑的为 84 只 , 占总雌体数的 18134 % , 大沙鼠的子宫斑数在 1～13 个之间 , 4～6 个最为常见 (见

表 3、图 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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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内蒙古达茂旗腾格淖尔地区大沙鼠子宫斑的数量分布

Table 3 　Numerical distribution of womb spots of Rhombmys opi m us from Tenggenaoer , Damaoqi of Inner Mongolia

月份
Month

子宫斑的数量 Number of womb spots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4 1 2 2 1

5 1 1 3 8 3 1 2 1 2

6 1 1 1 3 4 2 2

7 1 2 2 6 2

8 2 2 1 1

9 1 3 5 4 2

10 1 1 1 1 2

11 1 1

总计 Total 1 4 5 11 16 24 8 5 3 1 4 0 2

图 2 　内蒙古达茂旗腾格淖尔地区大沙鼠子宫斑数量

Fig12 　Numerical distribution of womb spots

of Rhombmys opi m us from Tenggenaoer ,

Damaoqi of Inner Mongolia

　　表 3 可见 , 大沙鼠的子宫斑数量分

布基本上为常态分布。95 %的置信区间

为 61235 ±11919。单因素方差分析的结

果为 F = 01226 < F0101 , 因此 , 不同月份

大沙鼠子宫斑数量分布的差异不显著。

213 　雄性繁殖强度

大沙鼠在 2 月份就有少数个体睾丸

开始下降并具有成熟的精子产生 , 3 月

份睾丸下降的个体数逐渐增多 , 4 月份

为高峰 , 一直持续到 8 月份 , 从 9 月份

开始大部分个体睾丸萎缩 , 只有极少数

个体睾丸下降 , 个别个体还可延迟到 10

月份。11 月份到翌年的 1 月份未发现睾

丸下降的个体 (表 4) 。

根据平均睾丸长和具有成熟精子的个体所占比例的变化 , 将雄性大沙鼠的繁殖划分为 4 个时期。

首先是繁殖初期 , 即每年的 2 月份 , 2 月份有少数个体睾丸开始下降 , 平均睾丸长较 1 月份有所增加 ,

3～8 月份为繁殖期 , 到 3 月份 70 %以上的个体具有成熟的精子并参与繁殖 , 平均睾丸长迅速增加到

10 mm 以上 , 到 4 月份大沙鼠进入繁殖高峰期 , 睾丸下降达到最大 , 80 %以上的个体具有成熟的精

子 , 在 4～6 月份具有成熟精子的个体占 95 %以上 , 有的月份达到 100 % , 特别是 4 月份平均睾丸长

达到最大值 (13 mm 左右) 。7～8 月份已有部分当年雄性幼鼠出窝 , 因而造成具有成熟精子个体的比

例有所下降 ; 9～10 月份为繁殖末期 , 此时绝大部分个体已经度过繁殖期 , 由于大多数个体睾丸迅速

萎缩 , 平均睾丸长也迅速减小 , 只有极少部分个体睾丸处于下降状态 , 具有成熟精子个体的比例急剧

下降 ; 11 月份到次年的 1 月份为不繁殖期 , 所有个体睾丸处于萎缩状态 , 不具有成熟的精子。

3 　讨论

从种群整体来看 , 大沙鼠的性比比较稳定 , 一般保持雌性多于雄性 , 而且没有季节变化。李传勋

等推测白音查干地区大沙鼠一年繁殖 3 次[ 6 ] ; 马勇等认为新疆北部地区大沙鼠一年可繁殖 3 次[ 7 ] ;

СТαДЬМαКΟвα认为在前苏联东卡拉库姆地区 , 大沙鼠仅繁殖 1 次 , 而在其西北部则繁殖 3 次[ 8 ] ; 我

们的调查结果腾格淖尔地区大沙鼠一年繁殖 2 次 , 未发现大沙鼠繁殖 3 次的情况。根据大沙鼠的繁殖

情况可以大致推算出大沙鼠的成熟期 , 当年幼鼠最早产于 4 月底 5 月初 , 到 9 月底 10 月初共 5 个月

左右 , 所以大沙鼠的成熟期应在 5 个月以上 ; 若上一年幼鼠最迟为 9 月底 10 月初出生 , 第二年 5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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底 6 月初参与繁殖 , 期间约为 8 个月。因此 , 大沙鼠的性成熟期为 5～8 个月。但即使以最短性成熟

期 5 个月计算 , 当年幼鼠达到性成熟时 , 大沙鼠的繁殖期已过 , 所以当年幼鼠不能参加繁殖。

雄性繁殖强度指标的变动 , 一般较雌性的出现早一点[ 9 ] 。调查中发现 , 只有睾丸长达到 9 mm 以

上时才能产生大量成熟的精子并参与繁殖。2 月下旬有极少个体睾丸下降并具有成熟的精子 , 3 月份

70 %以上的个体具有成熟的精子并参与繁殖 , 此时雌性个体也进入繁殖期 , 从解剖中发现多数雌性个

体阴道中有精液 , 有的个体已经怀孕 ; 4～8 月份为繁殖高峰期 , 睾丸下降达到最大 , 80 %以上的个

体具有成熟的精子 , 在 4～6 月份具有成熟精子的个体占 95 %以上 , 有的月份达到 100 %。7～8 月份

已有部分当年雄性幼鼠出窝 , 因而造成具有成熟精子个体的比例有所下降 ; 9～10 月份为繁殖末期 ,

此时绝大部分个体已经度过繁殖期 , 睾丸迅速萎缩 , 只有极少部分个体睾丸处于下降状态 , 具有成熟

精子个体的比例急剧下降。此时植物逐渐枯萎 , 大沙鼠开始进入储粮、育肥阶段 , 繁殖期的停止 , 减

少了大沙鼠的能量消耗 , 更有利于度过食物缺乏的冬季 ; 在 11 月份到次年的 1 月份的非繁殖期内 ,

所有个体睾丸处于萎缩状态 , 睾丸长小于 4 mm , 且不具有成熟的精子。因此 , 雄性大沙鼠的繁殖期

与雌性基本一致 , 但从二者进入繁殖初期和繁殖期的时间看 , 雄性大沙鼠要比雌性早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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