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啮齿类杀婴行为研究的几个问题 

JAY B．LAB0V et tt1 

(Depa rtment 0 Biology．Colby College．USA) 

啮齿类杀婴行为的研究 ，从最近十年来，在 

实验室和野外的观察 ，认为杀婴行为是由f 多 

因素促或的，杀婴能增加雌雄个体 的适合 度 

但阀题还很多。文章的最后部分，提出了将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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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的途径。 

啮齿类杀婴行为的表现和抑制原因 

内分泌因素 杀婴的内分泌报据，是从几 

种鼠类的调查研究提出来的。杀婴行为受雄性 

激素调节，但因物种和性别的不同而有 差异。 

如小家鼠品系中成年雄性的瑞士 Rockland白 

化体，有 05～50％自发杀婴，而成年雌性只有 

5％。杀婴开始时间，大约在产后 35天，这 与发 

情期雄性激素波动一致。阉割了的雄性 ，减少 

杀婴倾向。 3 一i00％的成年雌性服用雄性激 

素丙酸盐 ，能诱发杀婴。而对成年雄性 C57BL／ 

6J的观察，表现出杀婴的差异与血循环中的雄 

性 激素水平没有相互关系，因此雄性激素和杀 

婴行为之间，，没有像早期发现时所提出的那样 

准 确。 

手宫内胎儿的位置 胎儿在 子 宫 内 的位 

置，也影响杀婴行为，Vom Saal发现 ，若雄性 

胎儿在于官内位于另外两个雄性胎儿之间，比 

位于两个雌性之间，显示杀婴行为少。若雄性 

胎儿位于兄弟姐妹之间，成年后显示出杀婴的 

中等水平。尽管两雌和两雄之间的雄性胎儿的 

雄性激素台量相同，但位于两雌性间的雄性胎 

儿，则显示雌二醇水平高。 Vom Saal等假设 

雌二醇在神经组织发育申，抑制雄性激素的活 

性 ，因此两雌中的雄性 胎儿，显示了雄性激素水 

平低。 

社会因素 雄性杀婴行为，除受激素影响 

外 ，也受其社会地位的影响，(在群体申所处的 

地位 )在瑞士——webs㈦ 用 CF—l品系小家 

鼠实验中已得到了证实。把喂奶的母亲和从属 

它 们的 15个子女放在一起时，15个中有 12个 

是 占优势地位的雄性，没有一个杀害母鼠授乳 

的婴儿。又如雄性沙鼠，与它占优势地位的对 

手比，因处于从属吨位，只显示出较少的杀婴行 

为。还有一种看法，认为当雌性可能从属于它 

的配偶时，可抑制其杀婴倾向，所以社会成员之 

间(群体中成员间)的相互关系，对杀婴有重要 

影响。 

Brooks和 Schwar吐opf(1983)在对比实 

验中，发现社会禹素对 C57BL／6mice的杀婴行 

为影喧不太。在 Beldiag’s黄鼠中，成年雄睦 

不杀同种后代，而从属于成年雄性的一岁的雄 

性却 杀同种后代。 

多数对啮齿类杀婴行为的研究，都是以成 

年动物作为实验对象，但这些成年的啮齿娄，是 

在断奶时就把它们同其双亲分开，井在成年前 

不让它们与年幼的弟妹交往和接触。然而生活 

在自然界的啮齿类，断奶后仍和它们的双亲生 

活在一起，并与年幼的弟妹交往，这种接触和交 

往会影响以后的杀婴行为吗? 

以幼年沙鼠当作成年动物 进 行 回样 实 验 

时 ，它们的母亲生下一胎后 在双亲身边留 l2小 

时，这些沙 鼠表现出一般的杀婴水平。Jakubo— 

wski和 Terkel(1982) 用幼年小家鼠当作成 

鼠也进行了类似的实验。 把它们分成两个组， 

第一组的幼鼠留在双亲身边 6周时间，在此期 

间，它们的母亲养育了下一胎。第二蛆是在它 

们的母亲生育下一胎前，就把它们同其双亲分 

开。实验结果表明：第一组几乎所有的雄性和 

1／s的雌性杀婴行为被抑制，这种杀婴行为被 

抑制的原因尚待研究。 第二组 80强 的雄性和 

100 的雌性都杀婴。 

分娩前杀婴的抑制 没有怀孕及怀孕初期 

和中期的仓鼠与沙鼠，常杀死井吃掉放入它们 

笼中的婴儿，到了怀孕后期 ，这种行为即停止， 

而在分娩后则叉恢复。 

雌性啮齿娄在临产前停止杀婴，开始进凡 

母性状态。奇怪的是雄性沙鼠和小家鼠也有类 

似变化，对这种行为的解释有四种假设o 

(1)外激素 有人提出，在怀孕雌性涉鼠 

的尿内或皮脂腺内的化学物质，对配偶的杀婴 

行为可能有影响。 

(2)交配 Elwood 首先认为交配可抑制 

雄性沙鼠的杀婴行为，后叉发现在单配的沙鼠 

中，怀孕雌性 留在雄性身边乜很重要。 Labor 

指出，部分野生品系的室内小家鼠与雌性交配 

又同居，对抑制杀婴行为很重要。有其他学者 

也提出，室内小家鼠，只有交配时才能停止其杀 

婴行 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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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与母亲过去的交往 把野生型雄性小 

家 鼠带到熟悉和不 熟悉的雌性 处做对 照 实 验 ， 

发现雄性杀害陌生雌性巢内与其有亲缘关系的 

婴儿，而不伤害熟习的雌性巢内与其无亲缘关 

系出生不满一个月的婴儿。 但 Vom Saa]发 

现 CF 1雄性小家鼠的杀婴行为的停止，对认 

识任何特殊雌性没有关系。 

“)新生儿的暗示 很多物种能认识它们 

的亲属。新生儿的特征，是否影响雄性的杀婴 

倾向，Labor用瑞士白化体雌性小家鼠与野生 

型室内小家鼠做实验，用野生型雄性与白化体 

雌性同居，分娩出野生型与白化体表现型的后 

代，实验结果证明，婴儿的表现型并未影响雄性 

杀婴倾向和数量。 

通过杀婴束控制一窝的产仔数 在一些啮 

齿类中，雌性有时一窝产很多后代，超过了它们 

的抚养能力，这些雌性通过选择杀婴来挑选它 

们的婴儿。瑞士——R0ck1aⅡd雌性白化体。常 

是一胎生 9个子女，当交给抚养 l2个或 l6个 

婴儿时，它就会杀掉一些。Gandelman等发现， 

雌性从它们的婴儿中挑选并消灭最小 的婴 儿。 

(以身体大小来决定)仓鼠也有类似的行为。 

通过杀婴控制婴儿的性别比率 性别比率 

可能起因于非机能性(遗传)和机能性 (生理行 

为)的机制。最初的性别比率是相等的，但在第 

二代第三代后，常较高的偏向一种性别或另一 

种性别。有些学者已着手研究受精卵的控制问 

题，他们处理掉一些受精卵来消灭一种性别的 

后代。要是在怀孕早期不即早通过受精卵的处 

理(以减少婴儿的数量)，来减少婴儿的数量以 

改变性别比率，会使亲体浪费大量的时间和精 

力。产后杀婴也可能是改变性别比率最有效的 

对策，因此杀婴能使雌性调整婴儿的组成，以更 

好地适应环境、生理和社会条件。 

雌性反对无亲缘关系成体杀婴的对策 新 

生婴儿的死亡，体现雌性生殖的丧失，这种潜力 

的丧失，是由无亲绿关系成体的杀婴行为引起 

的。这种杀婴行为对雌性鼠类(如田鼠和仓鼠) 

行为的进化和生理机制起选择作用。雌性适应 

于这种行为，以使潜力的丧失减少到最低限度， 

产生了反对雄性杀婴的对策。例如把刚作过人 

工受精的雌性田鼠和仓鼠、带到陌生的雄性面 

前，会阻止雄性的植人，也拒绝诱导发情，这种 

杜绝受孕现象叫 “布氏效应” (Bruce effect)， 

“布氏效应 最近已发展成为一种雌性的生殖策 

略，有减少亲本对后代投资的意义。 布氏效 

应”多发生在杀婴的雌雄个体中。 有趣的是雌 

性灵长 目和食 肉动物，在杀婴的雄性面前，会自 

发地流产。还有的睢性啮齿类在产仔届，袁现 

出好斗的现象，以减少雄性杀婴的冒险行为。同 

时还观察到雌性能提高产后的侵犯行为，以反 

击雄性的杀婴行为。在蒙古沙鼠中，雌性怀孕 

期间，对雄性展开攻击，并在日口将分娩前，把雄 

性从洞穴赶走。 

另据 1983年 Mclean对一些雌性啮 齿 类 

的观察，提出雌性的“混乱交配”是抑制雄性杀 

婴的遥直性行为，也是一种对策。雌性在产后 

动情期，同很多可能杀婴的雄性进行交配，可提 

高产后雌性后代在最初几天的成活率。 

啮齿类杀婴行为的野外研究 

啮齿类 杀婴行为的野外研究已用黄鼠进行 

观察，这些白天活动的动物，尽管多数行为是发 

生在地下洞穴里，但比夜间隐藏活动的小型啮 

齿类，容易记录和观察。 

Frrington记述了沼泽地麝鼠种群 杀 婴舸 

许多情况，在一些种群中，杀婴是婴儿死亡的主 

要原因，他提出，尽管雌性偶尔也杀死自己的婴 

儿，但入侵雌性杀死剐断奶的婴儿，才是婴儿大 

量死亡的主要原因。雄性似乎对婴儿要宽容一 

些。Frrington认为人侵雌性，杀死无亲缴关系 

的婴儿可获得喂奶雌性的洞穴。 

Sherman(1粥1)．经过对 Belding 黄鼠进 

行的研究，推断出j婴儿出生到断奶之间，由同 

种杀死的比被捕食动物杀死的多一些。全部婴 

儿的 8劳， 死于无亲缘关系成年雌性的杀婴攻 

击和-岁左右雄性的杀害，但还没有观察到成 

年黄鼠杀死有亲缬关系的婴』L。 Frrington租 

Sherman推断，成年雌性通过侵占原有雌性洞 

穴和地区，并杀死其婴儿而得到生殖的好处。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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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clean(1983)年发现，北极黄鼠所有杀婴行为 

都是雄性执行的，雌性(它的婴儿被杀害)只得 

把幸存的婴儿搬到附近洞穴。 Mclean推铡杀 

婴对雄性有好处，但数据不足，无法证实。 

用圈起来的种群作研究，提出婴儿大量死 

亡对种群调节很重要。在对比中，其他一些学 

者则指出，在圈起来的种群中，杀婴不是广泛 

韵 ，因此杀婴行为在种群动态 中不 是很 重 要 

的 。 

又从黄鼠和麝鼠的直接观察，用圈起来的 

小家鼠和旅鼠的种群作研究，以及实验室的观 

察，证实了啮齿类的成年雌性和雄性都是杀婴 

的，太多数研究者指出，成年雌性杀婴，是造成 

婴儿大量死亡的主要原因，只有少数情况下才 

是成年雄性杀害的 雌性通过选择性杀婴，比 

雄性获得更多的生殖和竞争的好处，比如巢穴 

和地区的获得，这是抚育璜代的先决条件。雄 

性杀婴的好处，是消灭竞争老的后代，获得更快 

的生殖自己后代的机会，并可增强雄性本身的 

适合度，但缺乏这种行为，也不妨碍其生殖成 

功。同时雄性杀婴耐，’也需要花费大量的时问 

和 精力。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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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种性别的小家鼠都具有区域性的特点。 

雌性田鼠比雄性更具有区域性，它们在产仔季 

节，尤其是在授乳期间更强烈一些，这样 可保护 

它们的后代免遭入侵雌雄个体的杀害。北极地 

区雄性黄鼠也有很强的区域性 ，只有那些想在 

新地区建立住处的雄性才是杀婴的。因此雄性 

的区域性防御可提高亲生后代的存活率。 

将 来 工 作 

(一)建立模拟自然环境和条件的实验室， 

以便继续研究并明确杀婴究竟在什么时候及什 

么情况下发生。 

(=)短期的野外研究，应把新的基因型， 

目l到已建立的种群中，继续观 察研 究 杀婴 行 

为。 

(三)用低剂量的放射性同位素，来鉴剐雌 

性个体和它们后代的亲缘关系。 

(四)野外研究杀婴对种群调 节、性 别 比 

率、基因流动方面所产生的影响，这些都需要进 

行详细的分析和阐明实验的结果。 

【戴昌学(重氏数育学院)译自 Tile Qu c l， 

Review of Biology 1985，6o(1)：2l一1 】 

鸭肝脏活体快速取材方法 

陈 佩 兰 
(北京军区总医院电镜室) 

目前，国内外通常用鸭徽肝炎、肝癌和某些 

药物作用机理的研究。为观察不同实验阶段鸭 

肝组织学变化及药物作用情况 一般需将成批 

鸦 子处死，进行肝脏取材。这样既不经济，也术 

利于实验动物的动态观察 为此，我 室建立了 

鸦肝脏活体穿刺取 材接末，取得成功。 

(一) 穿 方法 

I．将鸭体仰卧在长 ■0 em，宽 25 cin 木板 

· 5B · 

上。咀，双翅，双腿分别以绳固定在木顿两侧。 

2．梧肋缘下，胸骨中线右旁开0．5cm 处剪 

去鸭绒、消毒。 ： 

3．将 l0ml灭菌注射器，长 i5 cm 橡皮管 

(医用鼻饲管)，内径 1．5 mm 肝穿针依次紧密 

相接 ，井吸人 2 ml生理盐水。 

本实验得到我室柬献涛、王桂林二位同志大力协助，载 

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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