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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根据主要测定指标进行选择。在缺乏更适宜 

的近交系小鼠的情况下，我们认为昆明小鼠仍 

失为是一种较好的日本血吸虫感染构动物模 

型。 

参 考 文 献 

【1】 江西医学脘寄生虫学教研室等 1980 虫卵抗厦 用于 

间接血攘试啦诊断血吸虫病的价值临床免接与实验 兔 

斑 1(3)：20o 

l 990 25(●) 

【2】 昊晓蔓等 1988 免疫抑制剂对日本血啦虫及其宿主 

的影响 中国药理学通报 ‘(2)：126。 

【3】 —— 1988 临床血暖虫瘕型髓辅鼠 T 细胞謦酶 活 

性的动志研究 中华医学杂志 68(1)：5‘ 

【4] 何毅勋 1963 日本血吸虫的宿主特异性中华医 学杂 

志(英文版)8Z：40 
【5] ——等 1988 近交系小鼠感染 日本血吸虫的研 究 

动物学研究 ‘(j)：239。 

【6] 毕爱华等 1985 不同品系小鼠对某些抗原诱发的 体 

旋和细狍免疫反应的比较 武汉医学院学报 (1)：63 

黑线仓鼠的食性及防治阈值的探讨 

邢 林 
(中国科学院动物所) 

卢 浩 泉 
(山东大学生物系) 

摘要 1987年 3月~EI988年耳月在山东省阳谷地区调查了黑线仓鼠的食物种类；喜食性；以及取食 

量。 井结台实验分析制定出北方地区玉米收获期的肪治阀值为 4．Ol％，蕃薯收获期的防 治 阈 值 为 

‘．88％，为寻找有利时机灭鼠提供了依据· 

黑线仓鼠 (Cri~etulus barabensis)是我国 

北方旱作区主要害鼠之一，近年来已给农业生 

产造成严重损失。 对黑线仓鼠生态学的研究， 

国内仅有少量报道 ，张洁 对该鼠的繁殖 生杰 

进行了研究，卢浩泉 对该鼠种群年龄组成 及 

季节消长进行了探讨。但对黑线仓鼠食性的研 

究却未见详细报道 ，部分学者对啮齿类其它鼠 

种的食性进行了研究，如王激卿 调查了大 仓 

鼠 (c，i t z #‘r打o )的食性和取食量。本文 

对黑线仓鼠的食性及防治阈值作了探讨，为制 

定防治措旖有效地控制害鼠数量提供了科学依 

据。 

一

、 工 作 方 法 

、  1987年 3月至 1988年 4月在山东省阳各 

县选取三个典型性样方 ，每月中旬在三个样方 

内连续布铗三 日，每个样方每 日 100个铗日，每 

月共计 900铗日。共捕获标本 350只 ( 1 64， 

l 86)，其中黑线仓鼠是优势 种 占捕 获数 的 

95％以上。解剖所获标本，取其颊囊食物在解 

剖镜下进行分类。解剖其胃，对胃内食靡镜检 

分类并利用水溶法测其体积。 挖掘鼠洞 84个 

观察其洞穴结构和贮粮情况 ，经挖掘和笼捕活 

体共 144只，逐一进行喂养试验以测其取食量。 

啮齿动物食蛀研究主要依靠野外观察法、胃检 

法和饲养观察法，如果使用其中单一方法，结果 

会有一定局限性，我们将三种方法相结合，同时 

进行。在玉米，藿薯、成熟期叉男加 l0个样方 

进行密度调查 ，。检查危害情况。统计一定株数 

的健株和受害株的产量计算其损失率，并通过 

大田普查统计出受害率。 

二、 结 果 

(一)黑线仓鼠的食性 

1．食物种类及喜食蛀 通过笼养实验 ，我 

们观察到当花生 ，玉米、大豆、小麦、草耔及草叶 

‘奉研究为山东大学卢诸泉教授所星担的 八、五 攻关 

项耳中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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棍台喂饲时 ，首先取食花生的次数占总观察次 

数的41弼，其次是大豆为35％，再次为玉米为 

21 ，小麦、草籽等仅为 3弗。由此我们认为豆 

科植物是黑线仓鼠喜食性最好的食物。颊囊食 

物分析得出黑线仓鼠在该地区的主要食物是下 

列作物的种子和幼苗：玉米 、大豆 、花生 、谷 

子、小麦、芝麻、绿豆、高粱、蕃薯、扁豆、棉花、养 

麦。 

黑线仓鼠在野外可食用的野生植物有：马 

齿苋、芥菜、蓖麻、沙棘、灰菜、前胡、狗尾草、马 

⋯

在实验中我们还发现有昆虫及其卵拉，但 

由于标本支离破碎未予鉴定至种o 

2．食量 在夏收、秋收季节进行了饲养试 

验 ，以黑线仓鼠当时颊囊中出现频率最高的食 

物种类作饲料。 每只鼠喂以一定重量的食物， 

并留一份相同重量的食物作对假 ，24小时后称 

其吃剩食物重量和对照组食物重量，取食量减 

去对照组的水分蒸发量得出净食量·结果如表 

1 0 

寰 l 曩线e一日夤量缝计 

季 节 3 S 7 9 1o 1t t2 平均 

饲 养天 数 l S 2O l 0 l 7 l S l 4 l6 2O l 8 l 7 lS lS 1 6 
夏 季 5

．2j 日食量 6．5 7．5 4． 6．D 4．0 4．S S．2 S．S 4．1 4．S 6．0 S．O 

饲养天数 13 14 15 1 S 16 15 l5 1 7 2o l l7 l 6 16．B 
软 季 S

．  日食 置 5．5 ÷．5 5．2 6．3 ●．7 5．1 5．D 6．5 5．D ÷．5 6．O ÷．5 

毫 2 曩线e曩食袖井析‘ 

标本数 花生频数％ 寝作物频数％ 非农作物 动物蛋白 食靡 

(只) 频数％ 频数％ 瓿色 比铡 

(19B7)3 27 36．0 12．0 28．0 24．0 揭：白 8O：20 

32 S4．8 12．9 16．1 16．1 褐：白：绿 70：25：S 

19 60．0 13．S l O．1 l6．4 褐：白：绿 SO：45：S 

3B．1 57．7 l3．7 3．4 白：绿：褐 65：25：tO 

2S 2‘．S 53．q l9．2 3．5 白：绿 ：褐 ’5：2O：S 

● 25 27．B "．4 55．3 S．S 白：格：绿 7O：20：l0 

’ 14 7．7 79．7 7．7 4．9 白：褐：绿 80：10：tO 

tO 20 7．3 82．0 7．7 3．0 白：褐：绿 8S：10：， 

27 11．2 SS．， 22．2 l1．1 白：榻 ：缳 80：l5：， 

12 ll 42．S 20．0 3O．0 7．S 白：褐：绿 65：30：， 

(t98S)t l0 62．7 10．5 21．1 S．7 白：褐 ：45 

l4 S1．0 20．S 18．5 ，O．2 褐：白 50·50 

5 22 44．S 18．2 18．2 19．1 幅：白 7S：25 

26 ●S．S 24．S 17．8 12．2 褐：白：绿 7S：2O：， 

由于我们使用花生为诱饵 ，故将花生单蚀刊为一项。 

由表 1可以看出每只黑线仓鼠在夏季 日食量为 

5、23克，秋季日食量 5．32克。 

3．食物的季节性变化 自实验开始起 ，逐 

月对黑线仓鼠的颊囊食物及 胃麋进行分析。通 

过对黑线仓鼠喂以各种已知食物后解剖观察其 

胃容物颜色，胃麋可简单分为： 

(1)白色食麋：主要成分为作物种子。 

(2)暗绿色食麋：主要成份为新鲜蔬菜及 

植物的茎叶a 

(3)黑褐色食麋：主要成份为昆虫及其它 

腐烂动物及枯草。 

各月份黑线仓鼠的食物分析如表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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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食性分析表可以看 出，黑线仓鼠是一 

种取食范围很广的动物 ，但其食物 中农作物 占 

绝对优势。农作物种子在 7月份和 1 0月份，即 

夏季作物成熟期和秋季作物成熟期出现两次检 

出频率高峰 ，在 5～7月份及 8—1 0月份随着作 

物种子的逐渐成熟 ，其食物中作物种子成份逐 

渐上升。而在 8月份，秋季作物还未成熟时其 

食物中作物种子比倒下降，与此相反，非作物成 

份比倒相对较高。 l0—12月份随着作物的收 

割人仓，黑线仓鼠食物中作物种子的比例下降， 

而非作物成份上升 ，直至翌年春季播种期，其食 

物中作物成分又开始上升。由表 2还可以看出 

春季是取食蛋白质比例最高的季节，如 1 987年 

3月份高达 24％。 过去的研究一直认 为生殖 

高峰期也是取食动物蛋白的高峰期，实验结果 

表明 ，生殖高峰前期才是取食动物蛋白的最高 

时期。 如 1 987年生殖高峰 4月份中动物蛋白 

检出率为 16．1％，而前期 3月份则为 24西。由 

以上分析可见黑线仓鼠的食物变化是随着作物 

的季节性变化而变化的，掌握这一点对寻找有 

利时机投放毒饵有一定的指导意义。 

4．取食时间及贮粮 黑线仓鼠的夜间活动 

主要是取食行为，经在样方内连续三天夜间观 

察出洞活动的黑线仓鼠的数量，确定了黑线仓 

鼠春季 (3月)和秋季 (8月)的取食时间，活动 

频率如图 1。 春季黑线仓鼠有两次活动高峰 ， 

晚 2l点开始活动 ，23点出现第一次高峰 ，零点 

至 3点活动减少，黎明前 4点钟又出现一次高 

《 

图 1 黑线仓鼠春、秋季活动颧次 

春 季⋯ ⋯ 秋季—— 

峰。秋季 21点开始觅食，零点达活动高峰 ，1 

点基本停止活动 ，黎明时又有小部分外分活动。 

如遇 到暴 风雨 则影响其 正常活动。 

为了观察黑线仓鼠的洞道及贮粮情况 ，实 

验中共挖掘黑线仓鼠洞道 84个。 黑线仓鼠是 

雌雄分居，除哺乳鼠外基本是一鼠一淘。洞穴 

结构复杂，四季有堵洞习性 ，洞深在 30—50 cm 

之间。洞道分叉处常有粮仓，秋季开始贮粮 ，最 

多者达 3 kg，一般为 0．5 kg，各种食物分类 储 

藏，偶有混杂 ，所存种类以鼠洞所在农田的作物 

种子为主。 

(=)防治阈擅的探讨 防治阚值 的确 定 

必须计算灭鼠成本；鼠害损失及防治效益，防治 

的效益一般高于防治成本的 4倍 以 上才 有 意 

义。根据我国植保部门常用的经济允许损失公 

式 ： 

衰 3 玉来收获期璺謇请童寰 

受害率 s 受害株产量H 健株产 量N 纯损失串R 亩减产率 L 捕获率D 
％ (t 00株)k窖 (1oo蛛)kg ％ ％ 

t ‘．0O 2．40 5．63 8．2， ，1．5O o． 6 

2 2．oo 0．50 5．O0 7．oo 28．60 o．t4 
～ 

3 3 3， 2．40 5．20 7．08 26．；O o．64 

4 1一驺 o．30 8．”  10．oO I 70 o．o5 

5 1．37 o．9o l1．1 5 l2．50 l6．8o 0．1o 

6 Ⅱ．67 o 3o 12．OO 16 oo 25．oo o 08 

， 0．6， 0．40 1．B8 11．68 84．20 0．34 

8 2．0O 0．2o 1 3．75 1_．75 6．80 O
．Ol 

9 1 鳃 O．60 ，．5O 5．O 3O．OO O
． 1g 

ta 4．D0 o．40 3．13 5．6， ‘4．{0 0
．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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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 4 暮薯收眭期受●谭童寰 

＼ 项目 捕获率D 受害串s 受害株产量H 健棘产盘N 纯损失牢R 亩减产率L 
编 ＼  ％ (2o株)kg (20株)kg ％ ％ 

I 0．67 0．IO 72．90 90．60 0．2O 0．02O 

2 1．33 0．2O a1．40 96．9O 0．I6 O．032 

3 2．O0 0．1 O ‘5．50 a9．8‘ 0．‘7 0．O‘7 

f 0．‘0 83．90 109．70 0．24 O．097 
—  

三 t．̈ 0．2O 6B．9o 1o9．60 0．37 0．075 ’ 一 
6 2．68 0．30 74．20 90．67 0．I8 O．055 

7 1．30 0．50 95．‘O 100．38 0．0， O．O29 

8 2．O0 0．20 63．3o 1 O1．3O 0．37 O．07 

9 O．30 97．50 1 2．5．50 0．23 O．O7O 

L一 一 ：! × 100％ 
Y ·P ·E 

其中 L：经济阈值；C：防 治 费 用；Y：亩 产 

量；P：每 kg价格；E：防治效果；F：校 正 

系数。根据 目前北方地区一般水平估计 ，玉米 

平均亩产 350 kg，国家收购价格为 0．30元fkg。 

蕃薯平均亩产 2500 kg，国家收购价格为 0．15 

元／kg。 鼠害防治费用平均 0．1元／亩，防治效 

果一般为 75秀，通常要保证防治效益大于鼠害 

损失的4倍，故F值取 4o因此，玉米、地瓜的 

经济允许损失率为： 

L 一 ： 羔．!一 ×100，‘ 一 面  

一 0．5 079％ 

L 。一———旦 兰 —一 ×100簪 “ 一 丽 万  

一 0．1 422 9刍 

根据实验得出玉米收获期损失率(每亩减产率) 

与鼠类密度的关系如表 3。 其中 R一 —N --一H
， 

损失率 L— R·S，也即损失率为受害率和纯 

损失率两者的乘积。 将D和 L进行回归分析， 
一 0．720， 

．  

一 0．632， > _帕，说明两者 

有显著的相关关系，进一步分析得其相关方程 

式为：Y一 0．1 249x一 0 01 5，其中y：损失率； 

x：相对密度。 将玉米的允许损失率 0．5079秀 

代入上方程 ，得出在玉米收获期害鼠的密度防 

治指标为 4．0l秀。 

蕃薯收获期的损失率与鼠类相对密度关系 

如表 4。 将 D和 L进行回归分析， — 0．675， 

一 0．666，'，> 说明两者间有显著的 

相关关系。回归得其线性方程为： 

v一 0．0196x"4-0．00734 

根据上式的蕃薯的允许损失率 0．1422秀 代 人 

上面方程，得出蕃薯收获期害鼠的防治指标为 

6．88％。 - 

三 、 讨 论 

(一)作物鼠害损失率的统计及防 治 阈值 

的计算国内外有许多方法和途径 ，本文采取的 

方法虽然工作量较大，但准确度和可靠性较好。 
一 些无法通过此方法来统计鼠害损失的作物的 

研究方法还须进一步探讨。通过实验本文确立 

了玉米、蕃薯收获期自 防治阚值，对经济价值不 

同的作物，各种生长期的防治阈值则应根据实 

际情况作出相应的修正。 

(二)1只黑线仓鼠日食量在5．23—5．32克 

之间，一年的食物总置为 l 900克。除在春播、 

夏收和秋收季节共计不到4个月的时间内可赢 

接危害作物种子外 其它时间主要捡拾遗漏的 

种子，且播种期和苗期 对某些作物的啃食还可 

以起 到一定的间苗作用。因此 ， 1只黑线仓鼠 
一 年可损耗十几 kg甚至几十 kg粮食的说法 

是欠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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貉雄性生殖器官的季节变化 

苑洪业 王恩明 杨崇民 
(黑虎江八一农垦太学解剖教研室) 

■要 本文主要舟绍雄貉阴茎有一粗大的阴茎骨和较大的龟头球，睾丸和附睾在繁殖期明显增大， 

增重 精索较长、仅有前列酥。 

本文主要对貉雄性生殖器官进行了研究现 

将结果报道如下： 

(一)材料与方法 于 1986至 1P87年，对 

横道河子和知一两个野生动物养殖场所提供的 

健康乌苏里雄貉、在 3、I1月份分别对 20只 12 

月龄，25只 24月龄雄貉，以常规解剖方法观 

察。又在 7、9月份对 5月龄 20只，l6月龄 3O 

只进行活体触摸。以期达到对不同季节生殖器 

官变化规律的探讨。 

(：)观察结果 

1．睾丸及附睾 成对睾丸呈椭圆形，其长 

舶为前下后上的斜位，睾丸尾及附睾尾均在最 

高位。睾丸纵隔和附睾窦明显，但睾丸小叶界 

限不清。 

附睾比睾丸小，附睾头，尾均粗大。附睾体 

窄而长。睾丸固有韧带连于附睾尾与睾丸尾之 

间，偏于外侧。阴囊韧带宽而薄。 

貉每年 1— 3月份为繁殖期，其他季节为非 

繁殖期。从对睾丸的长，宽，厚，重与附睾的长 

度(觅表 1)等项显著性测验表明，在3与 11月 

份，除左侧睾丸厚度一项不显著(p> 0．o5)外， 

其余各项均 为 显 著 (p< 0．05)或 非 常 显 著 

(p< o．o i)。 由此可见睾丸及附睾在繁殖期体 

积和重量均明显增大增重。 

话体触摸，在繁殖甥，睾丸和附鼙弹性增大 

而下垂、睾丸长轴由斜位改为垂直位；在非繁 

期，睾丸及附睾萎缩，体积小，弹性小，硬度大， 

睾丸 上提紧贴腹壁。阴囊也收缩变小。 

幼龄睾丸小而硬，到翌年繁殖期睾丸及附 

睾体积均达到成貉之大小。 

同一个体，一对睾丸并非同大。经活体触 

摸 30只成貉，20只幼貉，左侧睾丸均小于右 

侧。这与表 1所测数据是一致的。 

2．精索与输精管 精索特别长(见表 1) 

精索内有睾内提肌，动脉，静脉，神经和输精管。 

精索斜经龟头球后方两侧人很短的腹 股 沟 管， 

绝大部分精索埋藏在腹皮下脂肪中。 

输精营始于附睾体内侧进 入 精 索 的前 内 

侧，包于输精管系曦中。腹殴沟管为后上前下 

的斜位。其外环位于骨盆前 口的前下方壤壁两 

侧，髋关节前下方约 i 5毫米处。内环位置相当 

于髋关节水平面。鞘腔明显，鞘环呈裂隙状与 

瞧膜腔相通。输精管在鞘环处行向后上方入骨 

盆腔。输精管色白，细而长，末段较粗包于膀胱 

背侧的浆膜中。在尿生殖褶内有雄性子宫。 

3．尿生殖道及副性腺 尿 生 道 骨 盆 部 长 

39．38毫米，阴茎部长 97．51毫米。尿生殖道肌 

较发达。在其生殖道骨盆部末段尿道海绵体发 

达形成尿道球，表面有球海绵体肌。 

副性腺仅有前列腺，位于尿生殖道起始部， 

呈坚实椭圆形腺体，此外还有前列腺扩散部，以 

多个斜尖大小的孔开口于尿生殖道。 

本文承荣知一和横道阿子两个野生动物养殖场大 力 协 

助，特此i商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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