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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简易的啮齿动物切趾编码方法!

宛新荣 钟文勤
（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农业虫鼠害综合治理研究国家重点实验室 北京 "OOO*O）

摘要：提出一套改进的切趾标志编码系统。该编码系统具有趾号易于判读、切趾分布均匀的优点。本套

编号系统具有一定的兼容性，可根据样地内动物个体的数量选择最小的切趾数，从而尽可能减少切趾对

小哺乳动物行为与生存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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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志重捕法为野生动物种群生态学的基本

调查方法之一，已有多种标志方法如：耳标、耳

环、切趾、脚环、剪毛、染色等［"］。对小哺乳动

物而言，由于切趾法（<5/F7.1;;1=@）无须额外提

供材料并具有永久标识和操作简单的优点，为

啮齿动物研究人员 所 普 遍 接 纳 和 使 用［(!#］。

传统的切趾编码系统由于未考虑切趾的分布，

其本身存在着一定的缺陷：如果切趾数目过多

或者切趾位置过于集中则很可能会影响动物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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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的行为，进而影响动物的生存。

本文提出一种改进的切趾编码方法，其设

计思路如下：（!）在同等条件下，尽可能减少切

趾的数目，争取以最少的切趾数目标识个体；

（"）使切趾均匀分布，避免在同一肢体上切除多

趾；（#）趾号易于判读。这套编码系统分为双趾

系统、三趾系统和四趾系统，可分别标识$%、

#"#和%$$个个体，基本满足标志重捕操作所

需要的编码数量规模。

! 切趾编码方法及其样本容量变化

对于多数啮齿动物而言，一般可用于切趾

标志的趾数为!%，包括左右前肢&趾（不计拇

指），左右后肢各’趾。下面我们依次介绍双趾

系 统、三 趾 系 统 和 四 趾 系 统 的 切 趾 编 码

方法。

!"! 双趾系统

双趾系统的编码方法是：依次将前肢的%
趾编号（自右向左，下同）为：!(，"(，#(，&(，’(，

)(，*(，%(，同时将其后肢!(趾依次编号为!、

"、#、&、’、)、*、%、$、+。在前肢%趾中切除(!!
趾（切除(个或者!个趾，下同），后肢!(趾中

切除(!!趾（但保证每个个体至少切除!趾）。

如果前肢%趾完好，则编号为((；如果后肢!(
趾完好，编号为(。每个个体的前肢编码加上

其后肢编码即为该鼠的编码（表!）。双趾系统

的编码容量为$%。

!"# 三趾系统

如果样地内的动物数量超过$%只，可以引

进三趾系统接替双趾系统。在三趾系统中，将

鼠类前肢%趾中切除(!!趾，左后肢’趾与右

后肢’趾各自切除(!!趾。三趾系统的编码

方法与双趾系统的编码方法类似，即将前肢%
趾的 编 号 依 次 定 为!((，"((，#((，&((，’((，

)((，*((，%((；右后肢’趾依次定为!(，"(，#(，

&(，’(；左后肢’趾依次为!，"，#，&，’（表!）。

三趾系统可兼容原有的双趾系统，其编码容量

为#"#。

!"$ 四趾系统

如果三趾系统还不能满足实际需要，我们

还可以引进四趾系统。四趾系统的编码方法与

前两者类似：即右前肢&趾、左前肢&趾、右后

肢’趾与左后肢’趾中各自切除(!!趾，并依

次给这些趾编号为!(((，"(((，#(((，&(((，

!((，⋯，!，"，#，&，’等（表!）。四趾编码系统

兼容三趾系统，编码容量为%%$。

表! 双趾、三趾及四趾编码系统示意

双趾编码系统（示例编码为,-."%）

左前肢&趾 !( （"(） #( &( 右前肢&趾 ’( )( *( %(
左后肢’趾 ! " # & ’ 右后肢’趾 ) * （%）

!!!!!!!!!!!!!!!!!!!!!!!!!!!!!!!!!!!!!!!!!!!!!!!!!!!!!!!!!!
$ +

三趾编码系统（示例编码为,-.!&(）

左前肢&趾 （!((） "(( #(( &(( 右前肢&趾 ’(( )(( *(( %((
左后肢’趾 !( "( #( （&(） ’( 右后肢’趾

!!!!!!!!!!!!!!!!!!!!!!!!!!!!!!!!!!!!!!!!!!!!!!!!!!!!!!!!!!
! " # & ’

四趾编码系统（示例编码为,-.!"#&）

左前肢&趾 （!(((） "((( #((( &((( 右前肢&趾 !(( （"((） #(( &((
左后肢’趾 !( "( （#(） &( ’( 右后肢’趾 ! " # （&） ’

"加括号者表示该趾被切除

# 与传统的切趾编码系统的比较

传统的切趾编码系统一般不考虑切趾的分

布情况，通常作"趾或#趾的切除组合编码，这

种编码方式要比改进的编码系统容量要大（表

"）。但其局限性是很明显的：（!）在传统的编码

系统中，如果所有的切趾都集中到某一肢体上，

很可能影响该肢体的正常功能。例如，如果鼠

类左前肢的&趾中被切除#趾的话，很难想象

对其日常活动（例如挖掘或攀缘行为）不产生明

显影响。本套改进的编码系统则考虑到切趾的

分布问题，保证每个肢体最多切除!趾，这样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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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肢体的日常活动影响总是有限的；（!）在传统

的编码系统中，趾号判读较麻烦（尤其在切除"
趾时），而本套编码系统中趾号判别则极为简

易，即使在四趾系统中也是一目了然；（"）在传

统的编码系统中，如果从双趾系统转换到三趾

系统，需要对原有双趾系统的个体进行额外的

切趾操作；而在本套编码系统中进行上述转换

则无须切趾操作，同时其编码转换也极为简易。

表! 传统的切趾编码系统与改进的

编码系统的容量比较

切趾数 传统编码系统容量 改进的编码系统容量

!（双趾系统） #!$%&$’" #$(·#$$$)$&(%
"（三趾系统） #"$%&%$* #$(·#$*·#$*)$&"!"
+（四趾系统） #+$%&",*, #$’·#$’·#$*·#$*)$&%((

" 讨 论

在本套编码系统中，双趾系统采用!位数

字或字母-、三趾系统采用"位数字、四趾系统

则采用+位数字对标志个体进行身份编码。从

表!中可以看到，双趾、三趾、四趾系统的编码

容量分别为(%、"!"和%((，均低于相应位数的

自然数字容量（((、(((与((((）。因此，本套

编码系统不能包含所有的自然数字。这种情况

同样出现在传统的编码系统上，例如，其三趾系

统与四趾系统的编码容量分别为%$*与",*,，

也低于相应的(((与((((。但是，由于编码系

统本身的主要意义在于能否简单有效地区别每

一个标志个体，因此，它是否与自然数字集合之

间具有“数学意义上的一一映射关系”并不影响

其标识功能。

在对野外啮齿动物的切趾标志调查取样

中，应该力图减少切趾操作对动物行为和存活

的影响。首先应当考虑采用最少的切趾数目完

成对所有动物的标识，其次，还应当注意切趾分

布方式对动物的影响。而本套改进的编码系统

具有良好的兼容性，这种特性可以用最小的切

趾数目来标识全部个体。例如，在动物数量低

谷期（低于((只），采用双趾系统标识样地内的

所有个体；当样地内种群数量逐渐增加并超出

双趾系统的容量（(%）时，可以启动三趾系统接

替双趾系统，标识容量增加到"!"只（三趾系统

兼容原有的双趾系统编码，仅需简单的编码转

换，不必对已标记个体进行额外的切趾操作）。

如果种群数量超过三趾系统的容量，再启动四

趾系统接替三趾系统。

如果同时对多个样地进行切趾标记，且样

地间明显地不重叠（即样地间不存在相互迁移

的可能），还可以分别在这些样地中采用各自独

立的编码系统；对于性别容易区分的种类，还可

以在同一样地对雌雄采用互相独立的编码系

统；此外，对于确切知道死亡的个体，该趾号可

重新回收利用。结合这些技巧，就有可能用最

少的切趾数标识样地内所有的动物个体。在多

数啮齿动物的标志重捕调查中，在同一样地同

一时刻，标记动物的个数很少超过",,只［%，(］，

因此，多数情形下本套编码系统中的三趾系统

即已够用。一般情况下要慎用四趾系统。如果

动物数量很高，建议不要单纯地采用切趾方法

来标记动物，以免过多的切趾操作对其行为造

成不良影响从而降低调查数据的真实性。

参 考 文 献

［$］ 伊藤嘉昭（邬祥光等译）.动物生态学研究法.北京：科

学出版社，$(%*.
［!］ 内蒙古锡林郭勒盟卫生防疫站.布氏田鼠的生态研究.

动物学报，$(/’，!#（$）：",!"(.
［"］ 张知彬，朱靖，杨荷芳.大仓鼠种群年龄组存活率的估

算.动物学报，$(("，"$（$）：’*!*".
［+］ 宛新荣，钟文勤，王梦军.布氏田鼠的生态学及控制对

策.见：“张知彬，王祖望主编.农业重要害鼠的生态学

及控制对策.北京：海洋出版社，$((%.!,(!!!,.”
［’］ 武晓东.布氏田鼠种群生态研究.兽类学报，$((,，#%

（$）：’+!’(.
［*］ 施大钊，海淑珍.布氏田鼠种群生产力的研究.草地学

报，$((*，&（$）：+(!’+.
［/］ 012，3.，0.45627，8.0127.9:;<=:>?@=:7A6;B5:C

DE1B?6212F?BG1HH=?I1B?62B6B5:7A6;B56<GJ1==J1JJ1=G.
!"#$%&，’()(*#+,(-%.-/012-1，$((%，’!：!/!"*.

［%］ 武晓东，邹元平，张吉连等.K6==LCM:@:A模型对莫氏田

鼠种群若干参数的估算.见：“张洁主编.中国兽类生物

学研究.北京：中国林业出版社，$((’.’*!*".”
［(］ 张知彬，朱靖，杨荷芳.K6==LCM:@:A法对大仓鼠和黑线仓

鼠种群若干参数的估算.生态学报，$(("，#"（!）：$$’!
$!,.

·+!· 动物学杂志 #5?2:G:K6EA21=6<466=67L !,,,"(（+）


	F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