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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 !""$ 年在内蒙古包头市达茂联合旗腾格淖尔地区对大沙鼠（1"(23(20& (4#2)&）年龄组成的

季节变化及其繁殖特征进行了研究。结果表明，大沙鼠的年龄组成存在着明显的季节变化和年度之间

的差异，在 ! 月至次年的 $ 月没有幼体，% 月无亚成体；大沙鼠的性比无论从总体还是各个年龄组看，均

存在着差异，特别到老体，这种差异更加突出。在内蒙古包头腾格淖尔地区的大沙鼠一年中部分个体参

与第三胎繁殖，而且其繁殖状况存在着年际之间的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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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沙鼠（1"(23(20& (4#2)&）是中亚地区典

型的 荒 漠 啮 齿 动 物，喜 食 梭 梭（ =+,(F0,($
+22(?%$?*($）、盐爪爪（G+,#?#)2 -(,#+<)2）、白刺

（H#<*+*#+ &#3#*#7+）、红柳（I+2+*#F J)$#4%*#$+）等固

沙植物及其种子，使固沙植被退化，其种群的数

量动态对于干旱生态系统的稳定性具有十分重

要的影响。同时，大沙鼠又是多种自然疫源性

疾病（如鼠疫、皮肤利什曼等）的主要宿主，对人

类健康危害极大。对啮齿动物进行年龄组成及

繁殖的研究，了解种群数量的变动规律，对于有

!!!!!!!!!!!!!!!!!!!!!!!!!!!!!!!!!!!!!!!!!!!!!!!!!!!!!!!!!!

效地防治鼠害的发生具有重要的意义。在此方



面，国内外学者做了大量的工作［! " #］。

$%%& " $%%’ 年在内蒙古包头市达茂旗腾格

淖尔地区对大沙鼠年龄组成的季节变化及其繁

殖特征进行了研究，以期为干旱生态系统的大

沙鼠鼠害防治提供理论依据。

! 自然概况

调查地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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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纬 !!%(
&*)。发源于阴山山脉北麓的艾布盖河，由此注

入腾格淖尔湖，河东岸主要植被有盐爪爪、白

刺、芨 芨 草（ !"#$%&#’()* +,-’$.’$+）、红 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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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左右，属大陆性干旱气候，年平均气温

’,，年降雨量 !-% " $%% ++ 左右，年均蒸发量

大，春季干燥、多风沙，冬季严寒。

" 调查方法

研究 样 地 设 在 艾 布 盖 河 的 东 岸，$%%& "
$%%’ 年每年的 $、’、#、.、!%、!$ 月，每个月的中

旬对大沙鼠进行夹捕，为避免由于每次夹捕造

成灭鼠效果，每次取样距离在 -%% + 以上，年内

不在同一样地重复。每月设立样方 ’ 个，采用

堵洞盗开法捕获样地内的大沙鼠，样地内捕获

不足 -% 只的在样地外捕获。对捕获的标本均

进行体重、体长、尾长、耳长、后足长等指标的测

量，并进行解剖观察，记录繁殖情况。同时制成

头骨标本保存。根据赵天飙等（$%%$）划分大沙

鼠年龄的方法，将大沙鼠分成幼体、亚成体、成

体!、成体"和老体 - 个年龄组［!］。

# 结果与讨论

#$! 年龄组成的季节变化 $%%& " $%%’ 年共

捕获标本! &-#只，经年龄划分后，各年龄组的

组成统计见表 !，年龄组成的分布情况见图 !
和图 $。从表 ! 中可以看出，在两年的调查中，

在 $、’、!$ 月均没有幼体出现，这是因为在 $、’

月当年幼体还没有出窝，而到 !$ 月当年幼体已

经发育成亚成体。在前一年 . 月以后出生的幼

体到次年 # 月已经发育成成体，当年出生的幼

体还没有发育成亚成体，所以在 # 月没有亚成

体出现。

从大沙鼠种群年龄结构来看，有明显的季

节变化和年际变化。$%%& 年 $ 月成体!组占

的比例最大，到 ’ 月，成体!组、成体"组和老

体所占比例基本相同；# 月成体"组比例最大，

幼体出现，没有亚成体；. 月幼体和亚成体占的

比例较大，这是因为大沙鼠在 ’ " / 月间生产的

第一和第二窝幼体都已经出窝，而且第一窝已

经有部分发育成亚成体；!% 月亚成体占的比例

最大，主要是因为几乎所有的当年生幼体在此

月份基本发育成了亚成体；!$ 月幼体已经发育

为亚成体和成体，所以，没有幼体。而且由于幼

体和亚成体大部分发育成成体的原因，使得成

体!组所占的比例最大，其次是亚成体。$%%’
年 $ 月的情况同 $%%& 年 $ 月有所不同，虽然仍

是成体!组占的比例最大，但亚成体的比例下

降到最低，而成体"组和老体的比例上升；与此

相反，’ 月份，亚成体和成体!组的比例要比

$%%& 年高；# 月幼体的比例明显增加，成体!组

和成体"组的比例下降；. 月 幼 体 的 比 例 较

$%%& 年下降，而亚成体和成体!组的比例明显

上升；!% 月较 $%%& 年幼体、成体!组和老体比

例上升；!$ 月亚成体和成体!组均下降，成体

!组和老体比例上升。

从两个年度的比较可以明显看出，大沙鼠

的年龄组成，不但存在着明显的季节差异，而且

年际之间的变化也明显。

#$" 年龄与性比 在捕获的! &-#只鼠中，$%%&
年共计捕获 #/* 只，其中雄鼠 &%- 只，雌鼠 &/’
只，性比为 %0.$，经卡方检验，二者差异极显著

（!
$ 1 /0%!$ 2!

$
%0%! 1 #0#&!）；$%%’ 年捕获 #//

只，其 中 雄 鼠 &%/ 只，雌 鼠 &/% 只。性 比 为

%0.&，经卡方检验，二者 存 在 显 著 差 异（!
$ 1

-0.#& 2!
$
%0%- 1 &0.’!）。虽然两个年度的性比基

本稳定，但都存在着显著差异，表明在大沙鼠的

种群中雄鼠数少于雌鼠数。同样，在不同的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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龄组性比亦存在着差异（表 !）。

表 ! "##$ % "##& 年大沙鼠种群年龄结构（"）

年 月份 总数（只） 幼体 亚成体 成体!组 成体"组 老体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小计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小计 &’’ #!%’$（,&） !)%(’（#&*） (#%’&（!#*） #*%&&（#$&） #*%*#（#$*）

总计 # (*& ##%*$（#*&） !*%$$（((+） ($%)&（)#(） #’%),（!(’） #*%*&（!##）

括号内的数字表示该年龄组当月捕获的只数。

图 ! "##$ 年不同月份大沙鼠的种群年龄结构

从表 ! 可见，不同的年龄组内，性比不相

同。幼体、亚成体、成体!组 ( 个年龄组中雄鼠

数少于雌鼠数。到成体"组则雄性多于雌性，

特别是老体组雄鼠数量远高于雌鼠。这一结果

同赵天飙等［’］的结果基本一致。另外，老体组

雄性大沙鼠的数量远高于雌性大沙鼠的数量，

也说明雌性大沙鼠在进入老体组前的死亡率要

比雄性的高。

$’$ 年龄与繁殖 不同地区分布的大沙鼠一

年内的繁殖次数有所不同，在中亚卡拉库姆沙

漠的东部地区，大沙鼠仅在 ( - ) 月初繁殖一

次。而在该区西北部，每年的 ( 月初、* 月初和

+ 月间，繁殖 ( 次，每窝仔鼠数 & - , 只［,］。新疆

北部的大沙鼠在较好的气候及食物条件下，部

分雌鼠在秋季可生第三胎［+］，内蒙古阿拉善和

巴彦淖尔地区大沙鼠每年最多繁殖 ( 窝［#$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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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 !""# 年不同月份的大沙鼠种群年龄结构（图例同图 !）

表 ! 不同年龄组大沙鼠的性比

年 月 年龄组
样本数

（!）

雄鼠数

（只）

雌鼠数

（只）

性比

（! ""）
!

# 检验

!
# $%&’( )*+,

#--. # 幼体 - - -
亚成体 #/ . #0 -1!#2 !

# 3 !41... 5!
#
-1-! 差异极显著

成体! 0! !- .! -1.## !
# 3 !-1/24 5!

#
-1-! 差异极显著

成体" !. 6 2 !14-- !
# 3 -147# 8!

#
-1-2 差异不显著

老体组 #- - #- !
# 3 #-1--- 5!

#
-1-! 差异极显著

0 幼体 - - -
亚成体 !2 . !# -1#2- !

# 3 210-- 5!
#
-1-2 差异显著

成体! #7 0 #2 -1!4- !
# 3 !21#-/ 5!

#
-1-! 差异极显著

成体" .- !6 !# !12-- !
# 3 !1#-- 8!

#
-1-2 差异不显著

老体组 .! #7 # !012-- !
# 3 #.12!4 5!

#
-1-! 差异极显著

4 幼体 !7 / !# -126. !
# 3 !1.!2 8!

#
-1-2 差异不显著

亚成体 - - -
成体! .2 0 .! -1!#7 !

# 3 #-16#7 5!
#
-1-! 差异极显著

成体" .6 !2 #. -142# !
# 3 !1460 8!

#
-1-2 差异不显著

老体组 ## #! ! #!1--- !
# 3 !61!6# 5!

#
-1-! 差异极显著

6 幼体 0! !0 #/ -12!7 !
# 3 01!## 5!

#
-1-2 差异显著

亚成体 2- !0 .4 -1.67 !
# 3 7146- 5!

#
-1-! 差异极显著

成体! .! !0 !/ -16#0 !
# 3 -1#7- 8!

#
-1-2 差异不显著

成体" !- 4 0 !12-- !
# 3 -10-- 5!

#
-1-2 差异不显著

老体组 #- !2 2 .1--- !
# 3 21--- 5!

#
-1-2 差异显著

!- 幼体 !- 0 4 -144/ !
# 3 -10-- 8!

#
-1-2 差异不显著

亚成体 4! !7 0# -102# !
# 3 614/# 5!

#
-1-! 差异极显著

成体! .. !7 !0 !1.2/ !
# 3 -1/26 8!

#
-1-2 差异不显著

成体" .- ## 6 #1/2- !
# 3 412.. 5!

#
-1-2 差异显著

老体组 !- !- - !
# 3 !-1--- 5!

#
-1-! 差异极显著

!# 幼体 - - -

亚成体 #! 2 !4 -1.!. !
# 3 21/4# 5!

#
-1-2 差异显著

成体! #7 !- !7 -12#4 !
# 3 #1/7. 8!

#
-1-2 差异不显著

成体" !- 6 # 01--- !
# 3 .14-- 8!

#
-1-2 差异不显著

老体组 - - -

·!!!·4 期 赵天飙等：大沙鼠种群年龄结构的季节变化和繁殖特征



续表 !

年 月 年龄组
样本数

（!）

雄鼠数

（只）

雌鼠数

（只）

性比

（! ""）
!

! 检验

!
! #$%&’ ()*+

!,,- ! 幼体 , , ,
亚成体 . ! / ,0111 !

! 2 !0,,, 3!
!
,0,4 差异不显著

成体! 56 5 5/ ,0,/1 !
! 2 510!14 7!

!
,0,5 差异极显著

成体" 51 8 - !0!4, !
! 2 508!1 3!

!
,0,4 差异不显著

老体组 5- 5- , !
! 2 5-0,,, 7!

!
,0,5 差异极显著

- 幼体 , , ,
亚成体 -6 1 -- ,0,/. !

! 2 1406// 7!
!
,0,5 差异极显著

成体! 65 !! -8 ,0--8 !
! 2 5,0!/. 7!

!
,0,5 差异极显著

成体" 1- 1, - 604,, !
! 2 580..! 7!

!
,0,5 差异极显著

老体组 1. 1. , !
! 2 1.0,,, 7!

!
,0,5 差异极显著

/ 幼体 -4 !, !4 ,0.,, !
! 2 ,044/ 3!

!
,0,4 差异不显著

亚成体 , , ,
成体! !8 ! !6 ,0,6- !

! 2 !5044! 7!
!
,0,5 差异极显著

成体" !5 6 5- ,04,, !
! 2 !0111 3!

!
,0,4 差异不显著

老体组 !/ !1 1 60//6 !
! 2 5401.4 7!

!
,0,5 差异极显著

. 幼体 !1 55 5! ,0856 !
! 2 ,0,-- 3!

!
,0,4 差异不显著

亚成体 /. !- -- ,04-/ !
! 2 40..! 7!

!
,0,4 差异显著

成体! -- !. 5/ 5064, !
! 2 10!61 3!

!
,0,4 差异不显著

成体" 5! 4 6 ,065- !
! 2 ,0111 3!

!
,0,4 差异不显著

老体组 51 5 5! 10,,, !
! 2 801,. 7!

!
,0,5 差异极显著

5, 幼体 5. , 5. ,0,,, !
! 2 5.0,,, 7!

!
,0,5 差异极显著

亚成体 !/ 5 !4 ,0,-, !
! 2 !!054- 7!

!
,0,5 差异极显著

成体! 11 55 !! ,04,, !
! 2 10//6 3!

!
,0,4 差异不显著

成体" 5! - . ,04,, !
! 2 50111 3!

!
,0,4 差异不显著

老体组 8 8 , !
! 2 80,,, 7!

!
,0,5 差异极显著

5! 幼体 , , , ,0,,,
亚成体 5/ - 5! ,0111 !

! 2 -0,,, 7!
!
,0,4 差异显著

成体! !5 5- 6 !0,,, !
! 2 !0111 3!

!
,0,4 差异不显著

成体" 5- 1 55 ,0,85 !
! 2 -0465 7!

!
,0,4 差异显著

老体组 4 4 , !
! 2 40,,, 7!

!
,0,4 差异显著

大沙鼠的年龄与繁殖的关系见表 1。由于

幼体不参加繁殖，所以，没有列入表中。本次调

查在该地区发现大沙鼠能够繁殖第三胎，在以

往的研究中没有确认［6］。从表 1 可见，雌性大

沙鼠除幼体组外，其余 - 个年龄组均可怀孕，但

亚成体组怀孕率低。由于当年生大沙鼠不参与

繁殖［6］，所以这些怀孕的亚成体均为前一年 .
9 5, 月所生个体。成体!组和成体"组是大

沙鼠种群繁殖的中坚力量。除了成体!组和成

体"组能参与第三胎繁殖外，老体组也能参与

第三胎繁殖，但由于捕获数量少，能够参与繁殖

的比例还不能说明问题。

另外，从表 1 还可以看出，大沙鼠的繁殖状

况存在着年度之间的差异，!,,1 年 - 月亚成体

和成体!组的雄性个体睾丸均无下垂，只有成

体"组和老体组内有一定比例的个体睾丸下

垂，雌性个体各年龄组均无怀孕个体。而 !,,-
年 - 月各年龄组雄性个体睾丸均 5,,:下垂，而

且成体!组和成体"组已经有一定比例的个体

怀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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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 不同年龄组大沙鼠繁殖情况

年 月

亚成体 成体! 成体" 老体

雄 雌 雄 雌 雄 雌 雄 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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