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棕色田鼠幼仔对双亲气味的行为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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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利用双向气味选择实验，观察了 (" 日龄、($ 日龄、(* 日龄以及 !! 日龄的棕色田鼠（ 1+&#(2(3(40&
4+$3+*#$)&）幼仔对双亲底物和陌生鼠底物的行为反应，探讨了幼仔对双亲气味辨别的行为发育。(" 日

龄的幼仔对双亲底物与陌生鼠底物没有显著偏好；($ 日龄和 (* 日龄的幼仔对双亲底物的访问、嗅闻、滞

留和挖掘行为均显著多于陌生鼠底物（5 + ",")）；!! 日龄的幼仔对双亲底物的嗅闻和挖掘行为显著多

于陌生鼠底物（5 + ",")），但对双亲底物与陌生鼠底物的访问和滞留没有显著性差异（5 - ",")）。说明

棕色田鼠幼仔在断乳前已完全能够辨别双亲气味和陌生气味，但随着日龄增加，!! 日龄的幼仔对陌生气

味的偏好有上升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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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物种内气味信号的识别，已有较多的研

究，包括配偶识别、亲缘识别等［( & %］。鼠幼仔对

双亲气味的辨别是种内识别的一个重要组成部

分。这种识别有利于幼仔避开陌生气味趋向熟

悉气味，降低其遭受陌生成年鼠攻击的可能

性［#］。幼仔对气味信号的识别与自身的生长发

育有密切的关系［*］。研究表明，自身巢区的气

味能够吸引 1 & $ 日龄的 ?= 大鼠和 26JQ7G 大鼠

幼仔，这种吸引力在产后一周增强［’］；产后 ! 周

的长爪沙鼠（B%*#($%& )$/)#7),+<)&）幼仔具有明

显的选择自身巢区气味的能力［("］；而布氏田鼠

（1+&#(2(3(40& C*+$3<#）幼仔对自身巢区气味的

辨别可能是在断乳后期（() & !$

""""""""""""""""""""""""""""""""""""""""""""""""""""""""""

日龄）开始逐



渐发育完善的，!" 日龄以后的幼仔才对自身巢

区气味表现出明显的探究行为［##］。说明幼仔

对气味的辨别是一个逐渐发育完善的过程。棕

色田鼠（! $ "#$%#&’$()）为地下生活鼠，呈现出

单配 制 特 征，其 配 偶 识 别、亲 缘 识 别 已 有 研

究［% & ’］，但幼仔对双亲气味辨别的行为发育尚

不清楚，为此，我们探讨了不同发育阶段棕色田

鼠幼仔对双亲气味的辨别。

! 材料与方法

!"! 材料 棕色田鼠，捕自河南省灵宝市农作

区（东经 ###(!#)，北纬 %"("#)，海拔 *’+ ,）。不

同洞群捕捉的雌、雄鼠进行配对。塑料饲养笼

（+-" , . +-!/ , . +-#’ ,）饲养，木屑做垫料，棉

花做巢材，以兔饲料搭配胡萝卜、麦芽为食。室

温（!% 0 #）1，光照周期 #!2 3 #!4（光周期：+5：

++ & #6：++），食物、饮水充足。

!"# 方法 从 #" 窝棕色田鼠幼仔中选取 6 窝

7# 代幼仔，每窝幼仔 ! & ’ 只，每次实验只用其

中 # 只，不分雌、雄，幼仔日龄以分娩日为 + 日

计算。根据观察，#+ 日龄的幼仔已有一定的运

动能力，于 #+ 日龄起，每隔 " 日进行一组实验，

直至 !! 日龄。考虑到幼仔的大小及运动能力，

行为观察箱相应变小，由 ! 个选择箱（#’ 8, .
!’ 8, . %+ 8,）和 # 个中立箱（#’ 8, . !’ 8, .
%+ 8,）组成，中立箱有两个孔道分别与选择箱

相通。分别取幼仔双亲的巢垫物（底物）和陌生

哺乳鼠的巢垫物（包括了相应雄性的气味）作为

亲本和陌生鼠的气味源，放置在直径 ’ 8, 的玻

璃培养皿中。幼仔放入选择箱的中央位置，适

应 ’ ,9: 后，再将两种巢垫物分别置于选择箱

的左右两端。用连接监测器的电视进行观察，

利用装有行为记录分析软件 ;<= >?@=AB=A %-+
（荷兰 C>24DE 公司）的计算机记录 #+ ,9: 内幼

仔在行为观察箱内的行为频次与持续时间，每

种行为的频次和持续时间由行为记录分析软件

自动形成。每次实验结束后，先用 5’F的酒精

擦洗观察箱，再用自来水冲洗去掉残留气味。

!"$ 行为模式 访问（B9@9G）：实验鼠在某一选

择箱；嗅闻（@:9HH）：用鼻子触碰培养皿中的底

物；滞留（@GIJ）：实验鼠呆在底物上不动；挖掘

（K9L）：用前爪刨底物；自饰（@=MHNLAOO,）：用嘴舔

舐或用爪抓挠自己身体。

!"% 统计分析 数据采用 EPEE #+-+ 软件进行

统计分析。通过 Q9M8ORO: 配对秩检验比较幼仔

对亲本底物和陌生底物的行为反应，数据结果

用 S=I: 0 E4 表示。

# 结果与讨论

通过观察发现，#+ 日龄的幼仔访问、嗅闻

亲本底物的频次和时间与访问、嗅闻陌生底物

的频次和时间无显著性差异（* T +-+’），挖掘

与滞留在亲本底物上的时间与陌生底物也无显

著性差异（* T +-+’）。#" 日龄、#/ 日龄的幼仔

对亲本底物的访问、嗅闻的频次和持续时间比

陌生底物多（* U +-+’），在亲本底物上滞留、挖

掘的频次和时间也多于陌生底物（ * U +-+’）。

!! 日龄的幼仔对亲本底物与陌生底物的访问、

滞留没有显著性差异（* T +-+’），其他两项指

标均有显著性差异（* U +-+’）。" 个发育阶段

的幼仔在亲本底物上的自饰行为均高于陌生底

物上的自饰行为（* U +-+’）（表 #）。

动物对不同气味源的选择及其嗅闻、挖掘

等探究行为的差异，能够反映出对某种气味的

偏好并可以用来判断其对气味信号的辨别能

力［##，#!］。本实验中，#+ 日龄的幼仔在亲本底物

上自饰行为的频次和时间均多于陌生底物上的

自饰行为，但其他各项指标均无明显差异。说

明 #+ 日龄的幼仔可能已具有辨别亲本气味的

能力，但鉴于其活动能力及发育状况，表现得不

是很明显。#" 日龄和 #/ 日龄的幼仔对亲本底

物的访问、嗅闻、挖掘以及在亲本底物上的自饰

行为、滞留频次和时间都较陌生底物多。说明

随着发育以及活动能力的增强，#" 日龄后的棕

色田鼠幼仔已经明显地表现出对双亲气味的偏

好，完全能够辨别双亲气味。断乳前的幼仔偏

好自身巢区的气味，可能是以亲体基因型为基

础的嗅觉印记的一种表现［#%］。亲缘识别的一

个重要机制是熟悉性。熟悉性是个体间的交往

经历形成的，哺乳期母鼠的哺乳对幼仔的亲本

·5·! 期 王建礼等：棕色田鼠幼仔对双亲气味的行为反应



表 ! 不同日龄棕色田鼠幼仔对亲本气味和

陌生气味的行为反应（!"#$ % &’，! ( )）

"#$%& ! ’&(#)*+, ,&-.+/-& 0+, .#,&/1- +2+, #/2
-1,#/3& +2+, */ 4#/2#,*/ 5+%& .6.- #1 2*00&,&/1 #3&

日龄

*+"（,）

行为

-".#/012

亲本

3#2"$45

陌生

&42#$+"
访问 60504 7 89:: % ;9<= 89:: % 89>?

4 ;8;9>) % <<)9;> <>)9?; % <;89@<
嗅闻 &$077 7 89@) % ;9?A <9A? % <9@<

4 @)9<< % A;9A? 8<988 % ?89)=
:> 滞留 &4#B 7 ?9;; % 89A) =9>> % 89A:

4 <:<9<< % :<<9:: :<@9>> % :=;9<=
挖掘 ’0+ 7 :9=A % <9?) >9<< % >988

4 ;<9=A % A@98= <9:: % 89;?
自饰 &"C7D+211E 7 :9?@ % :9@A! >9:: % >9;;

4 ::9<< % :?9A@! >9;; % :9>>
访问 60504 7 <9>> % :9>>! >9?@ % >9)@

4 8)<98> % :>@9=A! =;9:> % ?89))
嗅闻 &$077 7 ?9?@ % ;9;@! :9@) % <9><

4 :<89== % A>9;)! <A9>> % ;=9?)
:8 滞留 &4#B 7 ?9=A % <9AA! :9?@ % :9))

4 <:A9A? % :<A9>?! <;9>> % <=9?<
挖掘 ’0+ 7 ;9A? % ;9>8! >9<< % >9A?

4 ::?9>> % )>9:;! ?9<< % <:9A?
自饰 &"C7D+211E 7 <9;; % >9?:! >9:: % >9;;

4 :=9A? % )9:>! >9;; % :9>>
访问 60504 7 ;9)< % <98)! <9?A % <9:A

4 8:)9?? % :<<9<;! :::9>@ % ):9:<
嗅闻 &$077 7 )9A< % 898@! ;98A % <9;>

4 :::9?? % ?A9;>! ;<9@8 % <;9@>
:@ 滞留 &4#B 7 )9=; % ;9@)! ?9?? % <98=

4 :A<9<; % ))9)?! A>9>? % A:9;)
挖掘 ’0+ 7 =9?? % ;9<)! >9; % >9A;

4 @89>> % 8A98=! ;9>? % ?9A=
自饰 &"C7D+211E 7 ;9A) % :9A=! >98A % >9@?

4 8@9A) % ;:9))! A9?A % :)9<)
访问 60504 7 89A? % :9@? 89A? % <9>A

4 ;<@9<< % ::89=; :@A988 % ::89=8
嗅闻 &$077 7 @9<< % ;9=A! 89= % <9>?

4 ?;9;; % <?9;8! 8=9:: % :?9@<
<< 滞留 &4#B 7 :>9>> % ;9?: ?9>> % ;9>@

4 :;;9:: % =)9:> ))9;; % ?@9@:
挖掘 ’0+ 7 8988 % <9>:! :9:: % :98=

4 A89<< % 8?9A=! )9?@ % :<9>?
自饰 &"C7D+211E 7 ;9;; % :9@? <9:: % :9A)

4 =:988 % 8@9:)! :@9:: % <A9A>

7：频次 F2"GH"$IB，4：持续时间 ’H2#401$（5）；! " J >9>=。

识别极为重要。在饲养笼中双亲鼠的气味对幼

仔的刺激无处不在，无时不在，幼仔可通过与亲

本建立熟悉性而具有亲缘识别的能力［=］。:8

日龄后幼仔对亲本底物的挖掘时间较陌生底物

多，这固然与棕色田鼠在地下生活、掘土的本性

有关，但可能更多地反映了其对熟悉气味的识

别、寻找双亲的迫切性。实验室饲养发现，:8
日龄后的棕色田鼠幼仔已能睁眼，可以吃固体

食物，具有很强的运动能力，并且能够出巢活

动。幼仔能够较早地辨别双亲气味可能与其出

巢活动有关，在野外，幼仔出巢活动会增加与双

亲迷失的风险，因而在出巢前具备辨别双亲的

能力，可不致于迷失。

本实验中 << 日龄的幼仔对亲本底物的嗅

闻、挖掘较陌生底物多，但对亲本底物和陌生底

物的访问、滞留频次和时间没有明显差异。说

明棕色田鼠幼仔随着断乳期来临，在能够辨别

双亲气味的前提下，对亲本气味的偏好开始下

降，而对陌生气味的偏好有所增加。这种变化

与在其他动物观察到的结果有吻合之处，对草

兔（ #$%&’ ()%$!’*’ ’+,*)(&’）的研究发现，:> K <>
日龄的幼仔对陌生巢区的气味有回避反应，而

断乳后的幼仔（;: K => 日龄）对陌生巢区的气

味有 强 烈 的 偏 好［:8］；@ 日 龄 的 金 黄 仓 鼠

（-$’.(,*($/&’ )&,)/&’）幼仔对于自身饲养笼的底

物有明显偏好，而 ) K :< 日龄左右的幼仔开始

表现出对陌生气味的探究行为［:=］。这些实验

揭示，幼仔对家庭成员气味的偏好随年龄的增

长而下降，这种偏好可能有利于其在性成熟后

向其他巢区扩散，并避免近亲婚配。

= 日龄棕色田鼠的犁鼻器和副嗅球虽已具

有了完整的结构，但到 <= 日龄时才可能达到功

能上的成熟［:A］，本实验中 :8 日龄以后的幼仔

明显表现出对亲本气味的偏好，说明即使犁鼻

系统在功能上没有完全发育成熟的情况下，幼

仔也可能通过主要嗅觉系统学习和辨别气味。

幼仔具有分辨双亲气味与陌生气味的能力，但

辨别行为的发育与脑发育密切相关，不同种属

的幼仔在辨别行为上表现出的时间差异可在一

定程度上反映其脑发育的成熟程度。:> 日龄、

:8 日龄幼仔表现出的对双亲气味的辨别行为

间接证实了出生后第 : , 到第 := , 可能是棕色

田鼠嗅觉系统发育的重要阶段［:?］。棕色田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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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地下生活鼠，洞道内气味浓度大，对嗅觉系统

的刺激可能会使其发育较早，并使嗅觉辨别功

能增强。不同啮齿动物的幼仔对气味辨别的时

间不同，与幼仔生活的环境条件不无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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欢迎订阅《动物学杂志》

《动物学杂志》是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中国动物学会主办的科技期刊，亦是中国自然科学核心期刊。主要

报道动物学领域的最新研究成果，介绍有创见的新思想、新学说、新技术、新方法。报道范围既有宏观生态研究，又

有微观实验技术。报道层次既有科学前沿性、资料性的，也有技术性、知识性的。稿件内容涉及范围广，实用性强，

主要栏目有：研究报告、珍稀濒危动物、技术与方法、研究简报和快讯、科技动态等等。读者对象为动物科学领域的

研究、教学、技术、管理人员及广大业余爱好者。

近年，《动物学杂志》各项统计指标有了很大的提高，是国内各大数据库及国外著名数据库英国《动物学记录》、

美国《化学文摘》、俄罗斯《文摘杂志》收录的源期刊。

《动物学杂志》双月刊，!I 开，!!= 页，每册定价 =K 元，全年 !KH 元，国内外公开发行。国内邮发代号：= ] J==；国

外发行代号（Z2:’ W2*）：V)K<。全国各地邮局均可订阅。如未能在当地邮局订到，可与编辑部直接联系。本刊对

在校学生及个人订户 @ 折优惠（直接与编辑部联系订阅）。

地址：北京市北四环西路 =K 号《动物学杂志》编辑部；

邮编：!HHH<H；电话：（H!H）IJ<H@!I=；

RY,-4.：^2$#0-._ 42&* -%* %0。网址：/4#:* %840-^2$#0-. * 0’5 * %0；:GX&&* 42&* -%* %0。

欢迎投稿、欢迎订阅、欢迎刊登广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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