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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gc~u$)等，具有明显的过渡性 ，与东部河西走 

廊鸟类区系迥然不同，故应另列一“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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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省西部地区鼠类考察报告 

袁 书 钦 邱 强 郭 石 山 
(三门峨市植保站) (三门峡市湖滨区农技咕) (蓓 陌市植保站) 

摘要 1984一l9 B5年，查清豫西鼠形动物共 3且 9科 26种，其中啮齿类古北界种有 l 6种，东洋界 

种 4种 ，广 布种 4种；河谷盆地农 耕区分布 鼠类 11种 ，优势种为黑线姬 鼠。 丘睦 浅山区分布有 ¨ 种 ，大 

仓鼠 为优势鼠种。中山深山区生境复杂 ，分布 鼠类 2o种 ，主要鼠种为大林姬鼠、岢岚绒鼠、社 鼠，三鼠种 

分别 占谈生态地貌捕鼠总量的 38．7％ 17．}％ 和 1 ．3％；鼠患是近年该区农林 业主要灾害之一 ，鼠类 

年平均捕获宰 lo一●o％ 左右。 

l984—1985年 ，我们在豫西的灵宝、卢氏、 

三门峡市湖滨区、陕县 、栾川、临汝、化师、汝阳、 

宜阳 ．嵩县等十个具有代表性的县区，进行了 

鼠形动物种类及分布等方面的调查 ，现将结果 

报道如下。 

一

、 自 然 概 况 

豫西地区位于北纬 33。3● 一35。O5 、东经 

1 i0。22 一l13。3 之间。 北界黄河，南至伏牛 

一 『，东接嵩 山山地 ，西连秦岭抵豫陕境界，总面 

积约 26g00平方公里。本区地貌复杂，有 山地、 

丘陵 、平原和盆地各种类型。境内 山地、丘陵面 

积占总面积五分之四，海拔 绝大部分在 5O0— 

2000米之间，是河南省地势最高的地方。气候 

具有明显垂直变化的暖温带季风特征。年均温 

在 i2-- 14oc 之 间，年 降水量一 般 700--800毫 

米。土壤类型多样，动植物资源种类繁多。 

二、鼠形动物种类 

利用鼠夹法大量获取野外及室 内 鼠 类 标 

‘承蒙中国科学院 动物研究所马勇先生、 山东太学卢浩 

泉先生鉴定部分标本，谨致谢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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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 。鼠夹选用 15×75~m2规格，以花生米做诱 

饵。野外调查，各地选择不同生态环境(如耕作 

区 、牧坡、林区等)的不同地势 、植被 、海拔高度 

等作为调查样方，每种生境取样三个以上。 每 

样方面积一公顷，将 1O0个鼠夹按 5×40m 的 

间行 距布放 ，每 点 双夹 对放 ，晚放 晨收 。对难 以 

夹捕种类(如松鼠类及营地下生活鼠种等)，采 

用枪 措 、挖 洞等方 法获得标 本。 户内调 查 ，各地 

每生境类型布夹数 3O0夹次以上。考察中共布 

衰 l t西 鼠移动物名录及分布 

种 名 

揭家 鼠 R l⋯ 口 egi 0 

黄胸鼠 I1auipe f 

小 束 鼠 lffu f Ⅳ 

牡鼠 R i~ ens 

大 棒 娅缸 Afodem- ， _ ‘ d 

中华姬鼠 ．drⅢ  

黑 线捅 鼠 A．0grari~t 

大 仓鼠 ctic etul~s lrito4 

黑 线 仓 鼠 c 6⋯ 6f · 

长尾仓鼠 C． 口 icaud E j 

子午沙鼠 eri0 ㈨ eridian j 

中华靶鼠 ，̂y0 f口 ~autanierii 

棕色田鼠 Mifr01w mandari 

岢岚绒鼠 0 肋椰ys in犯 

岩松鼠 S~iur口lⅡmies davidiff 

花 l ia siblric*s 

花松鼠 Tami。 mdc~lellandi 

赤腹松鼠 c4“。』fi f erythr~e*~ 

达乌尔黄鼠 c eli j f 

日 Pf i olan~ ‘ 

复齿 鼯鼠 。n 。 口 ，fr 4 “ ipes 

豪鞲 Hysf rj 0却 i。ni 

西藏 鼠兔 0 口l。 口thib f川  

草 兔 Lep~s fdp~nsis 

麝鼹 口， ochir 川 j l0i 

缺齿 鼹 ，̂0 ， fro ，l0 

灰聃 猎 c rocidata 口lle~uaso 

地 分 布 

注： 卅  、 ++ 、 + 分别表示数量笋、中 等、少。 

鼠夹 31166夹次，捕获鼠类 3000多只。查清本 

区鼠形动物共 27种，隶属 3目9科 (见表 1)。 

三、区系组成与生态地理分布 

豫西分布的 2{种啮齿类动物，从区 系 组 

成 看 ，东洋 界种类有 4种， 占总啮 齿类 动物的 

16．67％。古北界有 16种，占 66．66％。 广布种 

4个 ，占 I6．67移。由此可见，本区应是古北界 

与东洋界啮齿类动物的过渡地带，但以古北界 

的种类占绝对优势。 

由于本区地貌类型复杂，地形高度变化甚 

大。作为动物生境条件的土壤 、气候和植被状 

况都有明 显的垂 直分带 性 ，也 就 导致了啮 齿类 

动物垂直分布的明显变化。 

海拔 10O一 500米 的河谷 盆地农耕 区 。面 

积 较小 ，但 因有 伊 、洛 、汝 ，涧河 流贯 穿，农 田集 

中，是豫西地区发展耕作业的精华地带。 土壤 

以潮土、洪积褐土为主。农耕制度为一年二熟， 

作物主要有小麦 、玉米、水稻 、棉花、花生、大豆 

等。草本植物最多的是蒿类和黄 背草，植被单 

纯，人类活动影响较大，故啮齿类动物种类较 

少 ，仅有 11种。 由于该区 是农业 的高 产区 ，食 

物 充足，鼠类种群 数量 很大 ，年平均 百夹捕 获翠 

达 l0％ 左右，高峰期部分地区可达 40％ 以上。 

主要鼠种是黑线姬鼠，占总捕鼠量的 52．8％。 

其次是 大仓鼠，占捕获总量的 33．2移。另外，小 

家鼠、褐家 鼠、黑线仓鼠等也常捕到。 

海拔 600—1000米的丘陵浅山区。为农耕 

区逐渐 向山区 林地的 过渡地 带 黄土丘陵 、黄 

土堰面积约 7000多平方公里，丘陵所有缓坡已 

改建为梯田，塬区塬匝平坦，土壤主要是石灰性 

褐土和褐土，农业条件较好。作物除小麦、玉米 

外，花生、大豆 、红薯和其它杂粮面积占很大比 

例。东部 、西部和中部低山是嵩山、熊耳山和崤 

山的余脉，土壤以褐土性土、红粘土为主，不少 

地方已被开垦为农田，草地荒坡、次生灌林自然 

植被呈孤岛状分布。该区生境比较复杂，生活 

的啮齿类动物种类较多，共有 l4种，其中大仓 

鼠占该生态地貌捕鼠总量 的 52．3踞，社 鼠 占 

33．4哆，还有黑线仓鼠、小家鼠、褐家鼠、长尾仓 

鼠 、黑线姬鼠、花鼠、岩松鼠、花松鼠等·草兔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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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该区常见种之一。 

海拔 l100--2000米的中山深山区。 主要 

有伏牛山、外方 山、崤山、熊耳山、小秦岭。各山 

脉在境内西南部汇集，向东北 、东、东南方向星 

扇形展开，井逐渐降低。光热 、水分 、土壤、植被 

区域性差异较大。和其它地貌类型相比雨量较 

丰。土壤大多为淋溶 褐土 、棕壤 黄棕壤。植被 

包括亚高山草甸、灌丛 ．次生针叶、阔叶林吼及 

少部分原始森林等。该区域是豫西生态环境最 

为多样的地方，人类生产活动影响相对较少，森 

林和撞被覆盖度好，常年栖息在此的啮齿动物 

有 2O种，其中大林姬 鼠约占该区域鼠类总量的 

38．7％，岢岚绒鼠占 1 7．4％，社鼠占 l5．3务，花 

鼠、花松鼠 、岩松鼠等为常见种，中华姬鼠 、鼯鼠 

娄 、赤腹松鼠、豪猪及藏鼠兔等为偶见种。 

从地理分布上看：褐家鼠、小家鼠 、黄胸 

鼠、大仓鼠、黑线仓鼠 黑线I 鼠 、花鼠、社鼠等 

鼠种各地均有分布，常可在低山丘陵 山坡和河 

谷盆地的农耕区捕 。其中褐家鼠 、黄胸鼠和 

小家鼠Ⅲ 以村户院落居多，并且黄胸鼠种群数 

量有明显上升趋势，在本区东南部 的 临汝 县 

1984年的捕获量占家 栖鼠总量的 33．62弼，1985 

年上升为 56．5O％，成为该县家栖鼠的优 势 鼠 

韩 ；赤瞧松鼠、中华鼢鼠分布于伏牛Lb区 ；棕色 

田鼠、子午沙鼠、达乌尔黄鼠和长尾仓鼠主要分 

布在和陕 、晋毗邻的梧黄沙壤土地带 ；西藏鼠兔 

仅在西部小秦蛉山脉发理o ’ 
～ j 

四、啮齿类动物对农林业危害情况 

七十年代束期以来，鼠害已成为本区农林 

业的主要灾害之一。 农作物年受害面积达 31 0 

万亩左右，损失产量至少 5000万公斤。河谷盆 

地邻近村庄农田鼠害重。丘陵山区农田相对分 

散、非农耕面积多，农田鼠害面积大o 1984年 

秋季嵩县调查 、旧县、德亭 、何村三个 乡，玉米受 

害面积 1．1万亩，占玉米总面积 3l秀，雌穗受害 

率一般 l0％，高的达 80徭。红薯受害 4万亩， 

薯块平均受害率 20弼 左右，高的田块被 害 达 

75两 以上。 陕县和三门峡市湖滨区调查，花生 

田大仓鼠盗穴率t 5够左右，个 别田块高达90弼。 

林业生产也不同程度遭受鼠类危害。陕县瑶店 

林场近十余年来栎类直播造 林 ，被鼠 食 害 迭 

94．2％。亲川县望牛蛉林场有 3000亩油松，岢 

岚绒鼠危害率高达 98弼，该场 l977—1982年 

五次大规模的造林都毁于鼠害。鼠害防治已成 

为农林业工作者的当务之急。 

小鼠骨髓和周围血细胞值与鼠龄性别的关系 

王素敌 王秀英 赵堂富 
(中国医学科学硫血液学研究所) 

摘曼 本文报道 t，、c,7BL,靴 昆明种小 鼠骨髓和周围血细胞值与鼠齿争、性 别的关系。年龄体重相 

似的 c BL小鼠血小板、红细胞压积和 昆明种小 鼠红细胞压积 网织红细胞值雌 雄闻相差显著· 在一 

定年齿睾范围内，如 30周曲譬昆明种小鼠和 34周齿争615小鼠与其 同种 9一 l 3周龄鼠比较 ，白细胞分类组分 

间大部差异显著。昆明种小鼠4个月动态观察期间凉红细胞压积抖，其案各项指}斑 年龄的增长皆趋 

向下 降。骨髓有棱细胞数和分类不同鼠龄闻也示显著 差异· 

615、c"BL纯系小鼠和昆明种小自鼠，是 生物学和实验医学研究中常用的动物，血液学 

’ · 2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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