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动物学杂志 (hi~ese Journal of Z~logy 

高 原 鼠兔 地 面活动 观 察 

樊 乃 昌 窦 丰 满 
(中国科学院西北高原生物研究昕) 

摘要 应用耳标法标记动物，用 Sharp pc-15 O0计算器作为事件记录器，对高原鼠兔的地面活动进 

行了研究。寒冬，鼠免的 日活动为 9小时 ，4月为 Il—I 2小时 ，夏季地面实际话动时间较艋。夏季日瑶 

动 明显地具有两个峰期；进出嗣频次，1月，日进出洞 20—30次，4月，雄体 日进出洞 97一 l 61次 ；地面 

活动以取食为主，取食时间在草盛期远短于草返青和桔黄期；取食行为次数占全部洞外话动记录次数 

的 44．5％。8月，日实际取食时间为 2o0—24 o分钟。对行为格局的分析表明，幼体花费在坐、移动、自 

我修饰等非社会行为方面的时间明显多于成体。 

一 高厦鼠氟 (Ochotona curzoniae)是青藏 

高原高寒草甸、草原上的优势种，也是该地区广 

大牧场上的主要害鼠之一。对其行为生态的研 

究具有理论与实践意义，但有关报道甚少，仅皮 

南林 蒋志刚等 梁杰荣 和 Smith等 ’对高 

原鼠兔社会行为进行了一些观察。而有关的冬 

季活动资料未觅报道。作者于 1985年 8—9月 ， 

1986年 4月和 1987年 1月在青海省门源县 风 

匣口地区矮嵩草草场 ，对高原鼠兔的地面活动 

进行了一系列观察研究，现报道如下。 

一

、 观察样地与方法 

样地 1985年样地在定位站以 西无 名谁 
一 宽 60米．长 4O0米的谷地内 面积为 6O× 

l50平方米。 1986和 1987年样地位于站西河 

漫滩，面积为 10O× 1 00平方米。样地划分成 

5×5平方米的小区，各小区以坐标位置编号。 

标志鼠兔 样地内捕获的鼠兔经 麻 醉 后， 

记录性别、体重及发育健康状况。年龄组依体 

重划分为成年 (包括亚成体)．幼体 。为便于 

识别动物的性别和年龄 ，在耳壳上标志以不同 

天小和颜色的塑料卡环。待动物苏醒并活动正 

常后放归原捕获点。样地内大部分鼠兔做了标 

志。 在 1985年观察样地内共标记 鼠兔 50只 ， 

性比为 28 ：22 早；成俸与幼体比为 25： 

25。1986年春季观察样地上标记鼠兔 1 2只、均 

为成体 ，性比为 7 ：5 。l987年 1月仅 

标记 4只鼠兔。 

观察方法 根据耳标特征，用眼或借助望 

远镜在一定距离内直接识别地面活动鼠兔个体 

及其多种行为活动。(1)在正常天气情况下昼 

间记录个体进出漏时间及取食累 计 时间；(2) 

用跟踪动 物 取 样法 (Focal-animal sampling 

method Altmann) ．进行行为抽样观测。即 ， 

对任选的观察对象 l5分钟观察期内每 3O秒末 

的行为进行记录。 

1987年 1月的观察仅记录了鼠 兔个 体 进 

出洞时间，采用 SHARP pc-I 501袖珍电子j 

算机作为事件记录器。记录方法为：设定计算 

机键盘上 A、B、c、⋯ 代表所要观察的标志鼠 

兔；运行程序；在观察到标志鼠兔出洞或进洞的 

同时，按一下代表该鼠兔的字母键即可。观察 

结束后 ，结果自动处理、打印，并可存贮在磁带 

上供进一步处理。 

1985年和 1986年的观察日4用数字式电 子 

秒表计时，记录纸记录。 

车工作在中国科学烷海北高寒草甸生杰系绕定位站 进 

行。定血站自然概况杨福囤(I~S2)已有报道，年文不 

另赘述。苏建平同志参加部分野外工作，特此致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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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原鼠兔的地面活动 

栖息 高原鼠兔栖息于地 下构 筑 的洞 道 

中，以家庭为单位群居生话。同一家庭内成员 

阆的行为均属非敌对性质的社会行为；不同家 

庭成员间的行为则几乎均鬣敌对性社 会 行 为。 

梁杰荣、Smith等认为高原鼠兔的基本家庭结 

构是“一夫一妻翩 ，但 ，我们却观察到许多例外 

情况。 4月为繁殖初期，家庭成员由两性成体 

组成，一般为一雄一雌或一雄二雌 ，而以前者居 

多，亦可见到三只以上成体组成的家庭。8—9 

月，繁殖活动基本结束 ，此时，家庭成员一般为 

成体、亚成体和幼鼠，也有的仅由成俸或幼鼠组 

成。观察发现，成鼠缺如家庭内的成员死亡率 

较高。 

活动 高原鼠兔的活动状况随季节、天气 

等因素而改变。在严寒的 1月，高原鼠兔一般 

在 8时 45分(本文均使用北京时间 ，当地时差 

为 72分钟)开始活动 ，1 8时以后活动结束。春、 

夏季则很早开始活动，很晚才结束活动。4月， 

鼠兔一般在 6时 30分至 20时之间活动。8月， 
一

般在 6时 1 5分至 8时 30分之间活动。遇恶 

劣天气，如大风、大雪、大雨等，活动量明显减 

少 ，甚至停止活动。 

高原鼠兔地面活动时间，1月约为 9小时， 

4月约为 1l—l2小时。 8月雌性成体 约 5小 

时，而幼体较成体的活动时间为长(约 8小时)， 

可见，夏季地面活动时间很短，在 l 4个多小对 

的活动期间里，地面活动远少于留在洞道内的 

时间。而春、冬季其地面活动时间很长 ，很少停 

留于洞道申 (表 1)，这与我们观察到的在每日 

不同时刻地面活动鼠兔数量无明显变化的现象 

相一致。 

8月，具两个哦显的日活动高峰，分 现 

在 8时至 9时及 r8时 ，至活动结束。这与张洁 

等观察结果相一致 ，即在夏季鼠兔 日活动 明显 

地具有两个高峰期，而 l0月、l1月只有一个活 

动高峰 据 1、4月份观察资料 ，以及长期野外 

工作中对鼠兔活动的印象 ，作者推谢从 l2月至 

翌年 4月的近半年时期内，其地面活动强度高， 

无明显活动晦期。 

高原鼠兔 日进出洞频次 ，在不同季节有较 

大变化；在不同性别和年龄个体闾亦有较大差 

异。1月份 ，日进出渝 20一；0次左右，平均每次 

地面活动时间为 20—3O分钟。进出洞玖披上午 

较多，而每次 出洞后地面活动时间则在 下午较 

长。4月份，准体进出渝频次为 97— 161次，从 

话动开始至 1 1时之间较为频繁 ，表现为几乎不 

停地巡视其占有的各洞口；雌性个体进出洞频 

次为 75—81次，但每次出洞后的活动时间较雄 

体为长(雌体每次洞外活动时间为 9分 06秒至 

1 2分 l6秒 ，雄体为 4分 30秒至 7分 20秒)。 

8月，幼体 日进出洞 80次左右 ，明显高于成体 ， 

而成体仅为 35次左右。该月成体在 6时 30分 

至 9时及 l6时至 1 8时出现两次进出 洞 高 峰， 

这与周 文扬“ 记录的结果一致；幼体在 l；时至 

l 7时间进出嗣频繁d 每次出桐后的活动时间， 

4月和 8月均表现为早晚较长 ，午问较短。8月 

成体午间有限的洞外活动多为小憩或硒太阳。 

取食遘动 4月份记录了 1雌、 2雄共 3 

只鼠兔的取食时间。结果 ，雌蛙取食时间长于 

雄性 ，前者为 575分，后二者分别为 382和 463 

分钟，各占其全 部地 面 活 动 时 间的 82．3蹄、 

53．1％和 64．3％。8月记录了 1只雄性成体 ，其 

取食时问仅为 217分钟 ，占地面 活 动 时间 的 

67．2％。 

寰 l 毫厦鼠鱼{l鼋外活动与取食时间 1986．4．H—l 5 

一『一f 10一 n一 1 2～l 13 14 l 1；J 16 17一f18一jrl9—20一『总计 

睫嚣 4I．7 I { 49． 50．5 ； ； 犏： 粗押1 7．． 3D．2 I 25．0 
蓥删 55．S 酉 4{．6 l 5}．5 38．6 l 53．i f 52．4『57．4 56．o'Ls~．9f 3．6 7i 8．! 30．6 {}．9 

瘫：单位为分钟。雌体其记录了一只个体的取食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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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观察 ， 1月份鼠兔约 9小时的地面活动 

中以取食主。 据 Smith 等 ，6月份观察到 

19种行为，其中，取食行为占地面活动的 58弼。 

4月，雌体自活动开始至 lO00和 1700至活 

动结束，雄体在活动开始后的 1小时和活动停 

止前的 l小时内，花费在取食上的时间较长(表 

1)。 

8月间 ，取食活动存在两个高峰 ，分别出现 

在 9时 3O分至 l2时、17时 3O分 至 20时 3O 

分。 

综上所述 ，高原鼠兔的全年地面活动均以 

取食为主。但，其花费在取食活动的时间，在草 

生长盛期远短于草返青期和草枯黄期。据王祖 

望 报道 ，高原鼠兔在草返青期和草枯黄期的 

能量摄入极显著高于草生长盛期。高寒草甸植 

物地上生物量 ，4月最低、 8月最高 (杨福囤 

等) 。4月，鼠兔进入繁殖期，能量需求大， 

而此时采食不易 ，需花费较长时间取食。 8月， 

正值草场牧草生长盛期 ，采食容易，加之此期间 

鼠兔对能量摄入的需求较低 ，故取食时间较短。 

可见，高原鼠兔用于取食时间的长短，主要决定 

于其不同季节的能量需求和各季节的食物资源 

状况。 

行为格局 8月，用跟踪动物取样法获得 

的 1740个数据中(包括嗣外各种行为记录、进 

入洞道内及脱离跟踪记录。 现察个 体数 N一 

25)，取食行为占44．5孵，两性成体、成体与幼体 

间均无显者差别 (T值分别为 0．397和 O．231)。 

而单独对洞外活动记录分析时发现 ，取食行为 

记录次数占全部洞外活动记录次数的 百 分 比， 

在两性成体问无显著差别 (T— O．234)；成体 

与幼体闻则存在极显著差异(T一6．327，T 一 

3．291)，成体为 63．5 、幼体为 46．1％。这是由 

于成体、幼体取食时间相近，而地面活动时问不 

等之 故。据此，以实际观测的洞外活动时间折 

算出 8月份鼠兔取食时间 为 200空 240分 钟， 

同样，也可求出各常见行为的活动时间，即高原 

鼠兔行为格局 (表 2)。从表 2可以看出，成、幼 

间的行为差别，在于幼体花费在坐、移动、自我 

修饰等非社会行为和坐于一起等社会行为方面 

的时间 明显多于成年个体。 

襄2 高属臣兔符为观舅 19 B5．8 

垒部涡 职食 坐 移动 自我 挖掘 坐在 项 目 
外话动 修饰 一起 

频次 835 530 225 31 2O 

成体 百分 比 l00 63．5 27．0 3．7 2．4 1．8 

时 间 3 ．8 2Z6．5 9j．9 ‘3．Z 8．6 6．{ 
_ _ — —  

频蒎 5Z9 Z44 ●7O 27 j1 6．0 3O 

蚺体 百分比 100 46．1 33．5 5．1 5．9 5．7 

时 间 50t．5 23●．2 16a．O 25．6 29．6 5．5 28．6 

注：观铡十体数，成 4只，成 9只，幼体 I2只。时『司 

单位为分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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