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囊 l 真霸的矗袖组成‘ 

植物性食物 
动 物 性 食 袖 I ⋯ 

频次与}t例(％) 昆虫 I 蚯蚓 I 其他 小计 { ⋯ 
52 137 I 2{ j 27 I8B I 240 2
1．67 57·08 I lO-oo 1 11．25 7B+" l 100．0 

胃解剖数 266，空胃 62。 

囊 2 童内外擅获真跨的食鞠蛆成比较 

动 物 性 食 物 
植物性食物 合计 

昆虫 蚯蚂{ 其他 小计 

颏敬与E匕例 
(％) 室外 1 57 5 l0 72 ” 

1．37 7B．潍 6．B 5 l 3．70 98．63 IO0．0 

40 3D 16 17 63 l03 室内 
38．83 29．1 3 15．53 16．5l 6l_l7 IO0+0 

‘ 胃解剖数 l93，查胃 I6。 

囊 3 真照在笺井蠡件下的矗■ 

日平均取食量(克)／100克体重土标准惧 
性别 数量(只) 

鼠 肉 ★ 米 小 麦 

雄 性 ， 4g．8-+-8．5 7．0士 |．3 ，．9士i．0 

雕 性 4{．3-+-5．8 6．0士1．0 7．8士{．1 

平 均 值 47．0士4．9 6．5士0．B ’ 5．5士 1．7 

发现河蚌碎壳。植物性食物仅占总食物频次的 

1Is，主要有大米 、小麦 、花生等 ，极少发现植物 、 

茎、叶。 

王跃培等在广东斗门平沙农场进 行 调 查， 

臭她胃内动物 性 食 物 占全 年 总 取 食 频 数 的 

93．98弼，其中以昆虫及蟛蜞为主。所占比例比 

本调查为高，而植物性食物则较低，这可能与地 

区及作物不同有关。 

(=) 室内外臭盼食物的差异 将同一捕 

点室内外所捕个体分别统计进行比较，结果见 

表 2。 

室外个体植物性食物仅 占 1+37弼，而室内 

个体则上升为 38．83弼，室内臭匏取食大米、小 

麦较多。 

动物性食物各成分的比例亦不相同。室外 

个 体昆虫 占总频数 的 78．O8弗，蚯 蚓 为 6．85弼， 

而室内个体昆虫比例降为 29．13％，蚯蚓却上升 

为 l5．53两。说明室外臭她基本食物是昆虫，而 

室 内个体取食昆虫较少 ，但在屋边地 脚、菜地里 

取食蚯蚓却较多。这也说明后者的活动井不局 

限于室内，亦在房屋周围活动，此点与标志重捕 

获得的结论是一致的。 

(三) 宣内饲井观察 为了解戾她的基本 

食量和食物组成比例 ，先后对 9只臭魑进行了 

喂养试验。每天早晨投食物和水，次 日晨称取 

剩余食物重量以确定取食量，水分蒸发量以对 

照食物样品 ，井在计算中扣除。 鼠肉为当日解 

剖过的鼠类剥毛皮除内脏的胴体。鼠肉和谷物 

同时或分开喂饲。结果见表 3。 

臭跑的肉食量约为其体重的一半。仅食新 

鲜鼠肉，拒食腐肉，并喜食蚯蚓及蝼蛄 龙虱等 

昆虫，亦取食蟾蜍。 当投入解剖开的鼠体时，首 

先取食内脏。 

不论是否同时喂以肉类，臭她都能取食少 

量粮食，一般为其体重的 5一 l0弼之间。但仅 

喂饲谷物的情况下 ，臭艟在数天内即死亡。 饲 

养期间多次从田间采回成熟或尚未成熟的各种 

农作物，麦穗、稻穗、油菜荚和豆荚等投饲，从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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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现取食迹象。 

从食性上看，臭胞为益窖兼有，因为它既吃 

昆虫也吃一定量蚯蚓、蟾蜍等益农动物 ，在室内 

还盗食部分粮食，再考虑它在流行病学上的作 

用，则应视为一种害兽。 

国外资料指出臭鲍能捕食老 鼠 ，作 者 曾 

将 1只成年黑线姬鼠放人臭鲍饲养笼内，次 日 

已被吃尽。但这种现象在野外是否经常发生尚 

需进一步观察。 

三、臭盹的昼夜活动节律 

哺乳类的活动节律 ，国内报道不多，实验室 

内昼夜节律的研究,70年代后期才开始 ，关于 

食虫类则未见报道。国外学者对食虫类活动节 

律已有一些报道，如 Croworoft、Mann et a1． 

等 】，而对臭勉有关内容，l仅见 Tsuji et a1．[B] 

对琉球臭胞生活方式与行为的研究中附带地作 

了描述，但未作专门研究。 本文则报道臭胞在 

笼养条件下昼夜活动节律的观察结果。 

每天昼夜活动记录纸带上的铷痕数的个体 

差异很 大(见表 4)，不宜直接比较。 现将一天 

内每小时螂 良数除以每天总数得到各小时的相 

对活动强度，并据此绘制可相互 比较的 24小时 

节律柱形图。5只臭韪各有 2—5天的数据，垒 

部个体综台起来得到一个总的昼夜活动节律模 

式(见图 I)。 

每个动物的活动周期都有共同的特点，夜 

间活动高，白天低，前 、后半夜各有一段活动较 

强的时间，在图上表现为明显的夜间双峰型活 

动节律。 

按全天活动强度为 100弗计 ，则平均每小 

时 占4．I 7哆。夜间 19点到翌晨 6点间的 11个 

小时 的 活动强度 都大于平均数 ，反之 ， 白昼晦 

13个小时均小于平均数。前者总和为 80．68％， 

后者仅为 19．32％，说明臭魑主要为夜行性，白 

天亦有少量活动。 

夜间 I1个小时的活动分配亦 不 均 匀，2 

至22点出现第一个高峰；4—5点 为第 二个 高 

峰。两个高峰与自然界光周期的更替 相 吻 台。 

午夜活动减少，以24至 I点最低。 

白天和夜间臭她的活动均为时断时续，并 

且活动的间隔变异较大。 现根据其活动节律 ， 

认定记录纸带上大于 1毫米的空 白区段为动物 

停止活动 (即动物在 5．33分钟内未接触光路)， 

短于此则表东活动是连续的。 据此统计 白天 

和黑夜的累积活动时间，白天每只动物平均为 

寰 4 鼻融日记曩捌虞量 的差异 

动物号 1 a一 2 3 4辛 仝 

记录天敢 

日均盘l瘫散 82．5 218 369．5 408 340 3 

范 圈 468--497 148--257 l92--598 2I1—417 26{一 94 

^ S2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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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t 臭神星瘦话动节棒 

一 示每小对话动强度 的平均戤 

维普资讯 http://www.cqvip.com 

http://www.cqvip.com


动物学杂志 Chinese Journal of Zoology 

0．84小时，占 l3个小时的 6．5弗，而夜间则为 

3．73小时 ，占 11个小时的 33．9％。 可见，白天 

臭胞的话动时间不到 1，lO，而夜间m0有 l，3的 

时间处于活动状态 

Pearson(1947)提出用夜间活动量与 白天 

活动量的比率表示夜行性的程度 (转 g【Mann 

et a1．，l 957)。现以夜间 1 1个小时的活动强度 

总和与 白天 l3个小时 (8 0．68％ 比 1 9．32弗)的 

比率表示，臭鼬的夜行性 指数为 4．2，若以累积 

活动时间的比率 (3．729小时比 0．839小时)来 

表示 ，则为 4．4，两者很接近。这比已知的其他 

照照要高得多 ，如北美短尾魁魁 (BIarina bre． 

vicauda telpoides)为 1．2，而另一亚种(日．b． 

{irtlandi)为 l_08 z73，英国的普 通 憩 鼹 (Sore． 

口， )和小齄睹 ( ．minutus)分别为 1．33 

和 0．88” ，后者夜间活动少于 白天活动。 

由此可见，臭勉是一种明显以夜行性为主 

的动物 ，夜间活动呈双峰型，分别出现在黄昏与 

1989 24(●) 

黎明，这是由外界环境因素(主要是光周期)和f 

体内的似昼夜节律所决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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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C一150 1袖珍电子计算机在小哺乳动物 

行为研究中的应用 

窦 丰 浦 
t中国科学院西北高原生物研究昕) 

摘要 本文首次报道了用 SHARP PC一1501 袖珍电子计算机收集小哺乳动物行为学研究数据的 

方法。一是在动物话动观察中，将动物话动的频次、时间和位置等参数直接录人计算机，并将所收集的 

数据进行处理。此外，还可用自行设计的接口电路将计算机与各种播动记录仪相联，组成动物瑶动自动 

记录系统。记录中所用程序均采用 ASIC 语言编制。 

研究小哺乳动物行为，常采用直接观察法 

或利用活动记录仪，需要记录并处理大量数据。 

用录音机、纸带机械记录器记录行为数据 ，可省 

出更多时间、精力用于观察，改善了记录条件 ， 

提高了记录水平。数据处理时，需将记录转换 

成可阅读或计算的形式，精度差、耗时长、效率 

低。 60—70年代 出现的与计算机兼容事件记 

录器大大避免了这些不足 。 但只能用于实 

验室内。观察数据直接在事件记录器上进行纸 

带穿孔记录，再通过纸带阅读机 、电子计算机处 

理。这种半电子化数据记录、处理方式，与当时 

计算机发展和应用水平一致。目前，国外实验室 

本文在周文捞、茭乃昌二位生先指导下完成，特此致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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