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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沙鼠对栖息地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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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根据地形特点和植被状况在调查地共划分出(类生境，大沙鼠最适生境为白刺.盐爪爪.红柳半

固定沙丘。另外，大沙鼠对栖息地的选择有明显的季节差异，在春季大沙鼠多栖息于白刺.盐爪爪半固

定沙丘；秋季，又向盐爪爪.裸露土岗生境迁移。食物条件、地形特点和植被覆盖度是影响大沙鼠栖息

地选择的三个重要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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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型啮齿动物对其生境的选择是伴随着自

然选择的长期进化过程而不断发展变化的。这

种选择受到许多条件的制约，如不同物种间的

竞争或相互利用、自然地理因素、人类社会活动

的影响等等。掌握其栖息的最适生境，对于控

制鼠害和某些自然疫源性疾病具有重要意义。

大沙鼠（!"#$%#$&’#()$*’）在荒漠、荒漠

草原是某些自然疫源性疾病（如鼠疫、皮肤利士

曼病）的贮存宿主。结合对大沙鼠自然疫源性

疾病的防治，前苏联学者对其栖息地的研究较

多，但 多 为 栖 息 地 土 壤 及 地 下 水 方 面 的 研

究［)!(］。多年来我国学者也曾对其生态学方

面做过一些研究［*，2］。但关于大沙鼠对栖息地

选择与植被关系方面的研究尚未见报道，对此

笔者于)$$*年春秋季（%!(月和$!)&月）在

内蒙古乌兰察布高原进行了初步研究，现报告

如下。

! 自然概况

调查地位于内蒙古包头市达尔罕茂明安联

合旗腾格淖尔地区，东经%*3$24，北纬))&3%&4，

发源于阴山山脉北麓的艾布盖河由此注入腾格

淖尔湖，并将调查地分为东、西两部分，河东岸

主要植被有盐爪爪（+,-).)*$/#-),0*$）、（+1
2345)-6）、白 刺（7)03,3),’).3)5,）、芨 芨 草

（85"9,0"63*$’(-69.69’）、红柳（:,$,3);<*=

9)(63)9,）等植物。砂质土壤，多分布着固定、半

固定沙丘。河西岸除沿河生长着稀疏的红柳和

成片的芨芨草草甸外，盐爪爪生长茂密。这里

地势平坦，为砂质土壤，因此未见白刺生长。该

调查地海拔)&*&5左右，属大陆性干旱气候，年

平均气温%6，年降雨量)(&!+&&55左右，年

均蒸发量大，春季干燥多风沙，冬季严寒。

" 研究方法

根据地形、地貌及植被情况，我们将调查地

分为五种生境类型：（)）白刺.盐爪爪固定沙丘

（以下简称"类生境，以下类推为#，$，%，&
类生境）。（+）白刺.盐爪爪半固定沙丘。（’）

白刺.盐爪爪.红柳半固定沙丘。（%）盐爪爪

.平坦低洼湿地。（(）盐爪爪.裸露土岗。此

外，在一些干涸的湖盆底部积水池沼周围因无

大沙鼠分布而未加调查。

)$$*年分别于春、秋季在调查地共(类生

境中设置)&&57)&&5样方+’个，采取堵洞盗

开法布夹捕尽样方内的鼠，并在样方周围(&5
设置保护带，同样进行堵洞捕尽大沙鼠，计算大

沙鼠样方内的密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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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每种生境中设置!"#$!"#样方%个，

调查植物种数（!）和总植株数（"），计算丰富

度指 数 #（&’()’*+,，!-%.）和 多 样 性 指 数!
（/0#1234，!-.-）［5］。其中：

!6!$%6!
&%（&%7!）

&（&7!）&%是第%个种的个体

数，&是个体总数。

#’!(!)&（"）

利用# 值可比较不同生境中植物物种丰

富度，!表示随机选取的两个个体属于同一物

种的概率。!／!即是该生境中非常丰富种的数

目。同时，在上述!"#$!"#样方中调查不同

生境各季节的植被覆盖度。

! 结果与分析

各类生境不同季节鼠密度调查结果见表

!，从中可以看出："类生境在春秋两季鼠密度

均最低，#类生境春秋季鼠密度均保持较高水

平。所以，#类生境是大沙鼠较适宜的栖息地。

大沙鼠对其栖息生境的选择既有相当的稳定性

又有明显的季节差异。比如春季，$、#类生境

的鼠密度高于其它类生境；秋季，%与#类生境

基本相同，鼠密度高于其它类生境。这表明，在

春季 大 沙 鼠 有 从 其 它 类 型 生 境 向$、#类

生境迁移的现象。而秋季则趋向于#、%类生

境。

表" 各类生境不同季节鼠密度比较

生境类型 季节
样方数

（个）

捕鼠数

（只）

季节鼠密度

（只／8#9）

"（白刺:
盐爪爪固定沙丘）

$（白刺:
盐爪爪半固定沙丘）

#（白刺:盐爪爪:
红柳半固定沙丘）

&（盐爪爪:
平坦低洼湿地）

%（盐爪爪:裸陋土岗）

合计

春季 ; < 9="
秋季 9 !. >="
春季 9 9< !;="
秋季 9 ;9 !<="
春季 ; ;> !9=;
秋季 9 %! 9%=%
春季 9 !" %="
秋季 9 !- -=%
春季 ; 9< 5=>
秋季 9 %" 9%="

9; 9>!

各类生境在不同季节的植物丰富度（#）、

非常丰富种数目（!／!）以及植被的覆盖度的调

查结果见表9。

表# 各生境植物情况调查结果

季节
生境类型

" $ # & %

春

季

秋

季

? !=%> !="< "=-% "=;. "=;!
!／! ;="; 9=99 9=". !=;- !=!%

覆盖度 %9@ ;%@ ;"@ >"@ %@
? !=>< !=9; !=!! "=%5 "=.;
!／! .=%. 9=<; 9=;5 !=.> !=9-

覆盖度 <"@ ."@ ;>@ >"@ %@

从表9中可以看出，&、%类生境的# 值

在各生境类型中处于最低；并且其植被覆盖度

没有季节差异，这是与它们生境内非常丰富种

的数目低（均小于!=%）并且这些物种均为多年

生植物有关。"类生境植被覆盖度存在着季节

差异，春季为%9@，秋季<"@；非常丰富种数目

春季为;=";，秋季为.=%.，列各生境之首，但其

鼠密度最低，看来物种较丰富的生境并不适合

大沙鼠居住。同样&类生境由于植被覆盖度最

大，亦不适宜于大沙鼠栖居。因此，只有# 值

和植被覆盖度适中才是大沙鼠适宜的栖居场

所。

$ 讨 论

有关小型啮齿动物最适生境的选择问题，

我国学者曾做过研究。其中，施大钊认为影响

布氏田鼠（*%+,-./$0,1&2.%）栖息地选择的重

要生态因子为地形、草群高度和食物条件［-］。

纪树立等认为，食物、昆虫、温度、湿度和土壤湿

度这些生态和非生态因子综合地影响达乌尔黄

鼠（!34,5-36%)/$21/,%+/$）对 栖 息 生 境 的 选

择［!"］。对于大沙鼠栖息地的选择与土壤及地

下水之间的关系，前苏联学者做了大量工作认

为：大沙鼠栖息地的表层土壤比较疏松，有一定

厚度。根据’()*(+［!］观察，在 ,-./01*-2山

地，大沙鼠栖息地的细土层厚度不少于>"A#。

3(415*67和8(94.52(+［9］认为土壤的坚硬度

是否适宜于大沙鼠的栖息，可以用大沙鼠的数

量进行估计。:;(.46;+-［;，.］发现地下水位可

能影响大沙鼠的栖居，并认为<<!9#深的地

下水 位 最 适 宜 于 大 沙 鼠 的 栖 居。3(415*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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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还发现：在滨里海区东北部盐渍化的条件

下，几乎是盐水也不妨碍大沙鼠的栖居。这些

研究均未涉及大沙鼠的栖居与植物条件的关

系。通过我们这些调查和观察发现，生境内的

食物条件、地形条件和植被覆盖度是决定大沙

鼠对栖息地选择的重要因素。这三个决定因素

相互制约，相互依存，在不同生境、不同季节综

合地起着作用。

大沙鼠喜欢在有坡度的沙丘上挖巢，在有

大沙鼠巢穴的沙穴上植被破坏严重，几乎变成

“不毛之地”。而在!类生境中固定沙丘分布广

泛，沙丘上白刺生长异常茂密，导致大沙鼠没有

较合适的场所来营造其庞大的洞系。大沙鼠是

营“家族”式群居生活的物种，在调查地我们经

常发现这样一个非常普通的现象：承担警戒任

务的大沙鼠用鸣叫或特殊身体动作向正在觅食

的成年鼠或玩耍的幼鼠发布危险或危险解除的

信号。而这种行为恰恰受到了!类生境中较高

的植被覆盖度的制约。大沙鼠在栖息地对盐爪

爪的选择有高度趋向性，!类生境在秋季其非

常丰富种可达"#!"种，其中盐爪爪的比例必将

缩小。因此，!类生境在各生境类型中大沙鼠

的密度最低。

"类生境的植被覆盖度远远低于!类生

境。盐爪爪、白刺在生境植物种类中占绝对优

势（秋季$／#%&#’(），"类生境的鼠密度大大

高于!类生境，它较为适宜做大沙鼠的栖息地。

通过我们的观察，大沙鼠经常利用隐藏在茂密

盐爪爪灌丛下的洞口来躲避天敌的袭击，并在

觅食时也经常使用。根据"类生境的地形，它

能够为大沙鼠提供较有利的营巢场所。

$类生境的鼠密度居其它各类生境之首，

在调查地中它是大沙鼠最适宜的栖息环境。除

了有盐爪爪灌丛外，红柳灌丛也能为大沙鼠挖

掘临时洞口提供场所，以至于在$类生境中大

沙鼠的单个洞系面积均大于其它生境，这就增

强了大沙鼠的活动能力和活动范围，更加有利

于其生存。生境内非常丰富物种更加集中于白

刺、盐爪爪这两类（秋季$／#%&#()，春季$／#%
&#*"），符合大沙鼠的取食习惯。适宜的植被覆

盖度又有利于大沙鼠种群内部的相互协作，以

上条件是$类生境成为大沙鼠最适栖息地的决

定因素。不过，在春季由于$类生境中食物条

件匮乏，大沙鼠有向"类生境蔓延的趋势。

在各生境类型中%类生境的植被覆盖度最

高。我们发现大沙鼠并不把洞口全部隐藏在盐

爪爪的根部，而是选择一大片植被稀疏区作为

它的洞系中心区。而%类生境中茂密的植被不

能为大沙鼠提供较大面积营造洞群的场所，同

时也不利于大沙鼠在觅食等活动中对天敌等的

观察，因此它不适合大沙鼠居住。

在调查地内常可发现一些天然形成的土丘

隆起或山岗，还有人工水利枢纽的引洪灌渠土

坝。这类生境是半天然、半人工的生境。它成

为秋季大沙鼠喜欢栖息的生境类型之一。土岗

上宽阔的视野为大沙鼠躲避天敌提供有利因

素，土坝周围茂密的盐爪爪又为大沙鼠提供了

丰富的食物来源，但春季食物缺乏时大沙鼠大

多迁移它处以逃避“饥荒”，该生境成为大沙鼠

鼠密度季节差异最大的生境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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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苗是人类与传染病斗争的最有效武器。

纵观疫苗的发展过程，人们将巴斯德及后来许

多学者开创的减毒和灭活疫苗称为第一次疫苗

革命，将由微生物的天然及纯化组分或由基因

重组产物而生产的疫苗称为第二次疫苗革命，

本世纪$’年代兴起的核酸疫苗技术则被誉为

第三次疫苗革命［#］。核酸疫苗是将一段已知

的编码保护性抗原蛋白的外源性基因插入能在

动物细胞表达的质粒或其它载体后直接接种机

体，使之在体内表达目的抗原蛋白，从而激发机

体免疫应答的一种新型疫苗。核酸疫苗可分为

:9-疫苗［7］和89-疫苗［&］两种。也有学者

称核酸疫苗为基因疫苗［6］，或遗传免疫法（;03
,0<=>=//?,=@.<=+,）［5］。由于双链89-与单链

:9-相比，具有结构稳定、操作简单等许多优

点，因此89-疫苗比:9-疫苗更受学者们的

青睐［(，!］。

% 89-疫苗与传统疫苗的比较

传统用于传染病预防的疫苗有减毒活疫

苗、灭活疫苗、亚单位疫苗和重组活疫苗。减毒

活疫苗虽诱导的免疫应答较为全面，包括细胞

免疫和体液免疫，且诱生的免疫力较为持久，但

如未充分减毒，则可使接种者发生临床型感染，

同时还存在着毒力返祖的危险。灭活疫苗和亚

单位疫苗虽较安全，但免疫力维持时间短暂，且

一般只能诱导体液免疫。此外，灭活疫苗在灭

活过程中常造成重要抗原的丢失，难以产生完

全的体液免疫。以痘苗病毒、杆状病毒等为载

体的重组活疫苗，虽和减毒活疫苗一样，可诱导

细胞免疫和体液免疫，但因其病毒载体具有免

疫原性，反复接种可引发对载体的免疫应答，同

时，重组活疫苗也存在毒力回升和使免疫低下

者发病的危险。

89-疫苗与传统疫苗相比，则具有许多独

特的优点：89-疫苗接种后，编码目的抗原的

基因在宿主细胞内表达，可直接与ABC#类和

ABC$类分子结合，全面引发宿主的体液免疫

和细胞免疫应答，且无毒力回升的危险。89-
疫苗通过在自体细胞中表达抗原蛋白，模拟了

抗原蛋白自然状态下的三维空间构象，这一特

点对于构象型抗原表位引发保护性免疫尤为重

要。89-疫苗可通过基因重组技术，将强化免

疫应答成分的基因，或其它抗原蛋白基因插入

同一个载体中，以达到加强免疫效果或多价疫

苗的目的，为联合免疫提供了可能性。作为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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