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否完全有关。 

Grunde和 Bellen等认为 在 PAGE中靠 

近阴极的酶带是由酯酶的 Es—l基因位点所决 

定，并且 Es-1决定的酯酶同工酶只分布在红 

细胞、血请、肾、肝、脾组织中，以图 1和表 1可 

以看出，对中国本兔不同组织的 PAGE，可以 

将酶带分为两大部 (Rf0．39—0．67和 Rf 0 1 3-- 

o．39)，其中靠近阴极的部分 (Rf0．39—0．7 O)与 

Grundem 等描述的一致，都是 由三条酶带所组 

成 ，亦可以认为是 由 Es-I基因位点所决定的， 

但除 Grunde等所描述的组织有 Es一1活性外， 

心、肺 肌肉、十二指肠、卵巢、大脑、肾也有这种 

同工酶的分布。 

在 PAGE 中靠近阳极 (Rf0．13—6．39)的 

部分，不同组织的酶带的数目相差甚远，这可 

能是由酯酶同工酶的其他基因位点 (如 Es-2， 

Es一3等)所决定，并且存在组织的特异性。 

通过对 1 0只中国本兔 l2种组织的PAGE 

分析，发现不同个体瞳司一组织酯酶同工酶的 

酶谱基本一致，为进一步研究不同品系家兔的 

遗传关系提供了有用的分析指标。 

参 考 文 鼓 

【1] 抒幼凤等 198B 蛋白质电泳在动物分娄学中的 应 厨 

动物学杂志 23(3)：46—5O。 

[2] 施新猷 1989 医用实验动物学 5O一52 陕西 科 学 

技术出版社。 

t 3] 聂崇兴 1987 凝腔电泳的凝腔浓度和交联度的 正 确 

选择 生物化学与生物物理进展 1：5O一53。 

[4] 黄民生等 1988 滇池高背鲫和方正银鲫酯 酶、乳 酸 

脱氢酶同工酶的比较研究 动物学研究 9(1)69一”。 
r 51 F啦 R H a1． 1979 ro工 m 1 homology af Rabb|I 

(O t。hg岫 ~~alcu／us) liuka4．e ~roup V1 wltb r 

dent specle．,L Gese~ics 93(1)： I83一 IB8． 

r 61 Gromdcr A． A et a1． I965 血 dc vzHtion ；Ⅱ raj 

cel! encr85t{ of Rabbit， 出 52： (1) 1 a45-- 

1353． 

I 7] Stephen J．0．Brk 1982 Acompilation 1 n 

Tcs oⅡ maps of genetically strelied 口f0u E． 

0  脚 j 2：3O4— 3O，． 

伊犁鼠兔分布区与栖息地的初步研究 

李维东 李洪春 哈米提 马俊杰 
(新疆伊犁地区卫生肪疫站，乌鲁术齐，8~0011) 

。

摘要 据 目前调查所知，伊犁鼠兔的分布区倪 盱 新疆北天山的婆罗科努山和伊连哈比尔尕山。该 

鼠兔为裸岩栖息型动物，栖息地为海拔 2800--4100米的亚高山草甸、高山草甸及垫状植被带的棵岩区。 

伊犁鼠兔 (Octmmna ilie．nsis)是 近年 新 

发现的兔形目动物，对其生态学特征，目前还没 

人研究。作者于 l986—1988年以模式产地吉里 

马拉勒山为中心，从西向东先后在北天山的科 

古尔琴山，婆罗科努山和伊连哈比尔尕山；东 

天 山的博格达山西段以及南北天山相交汇的和 

静县北部山区。对该种的分布区和栖息地特点 

进行了调查，报告如下。 

一

、 伊犁鼠兔的分布区 

伊犁鼠兔正模标本采自新疆尼勒克县 。北 

· Z8 ‘ 

部天山婆罗科努山脉西段南支的吉里马拉勒山 

西部(44。1 0 N，82。22 E)，2副模标本采自该 

山东鄯 04。8 N，82。34 E)。 

新种发表后，作者分别于呼图壁县雀尔淘 

的小东沟海拔 3 100米处和乌鲁木齐县南山胜 

利达坂北侧海拔 4000米处的裸岩区各采获 2 

只雄性成体，并于眭利达坂北侧 4lO0米的山 

脊上找到该鼠兔活动的寝迹。此外，在精河县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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匿 l 伊犁鼠兔的分布区 

0舟布区 ·标本采集处 ^发现鼠兔及路迹处 

奈楞果勒沟、乌苏县与沙湾县交界的巴音沟和 

尼勒克县喀什河谷东段北侧山地及和静县乌拉 

斯台沟也都发现了伊犁鼠兔或鼠兔的活动踪迹 

(储草、粪便等)。 

1987年作者曾在 与婆 罗科努山西缘 相 对 

的科古尔琴山进行实地考察，但在近百公里长 

的山脉上至今未发现鼠兔踪迹。1988年作者在 

博格达山西段考察也没有发现鼠兔的踪迹。在 

天山南北支东段 (84。20 --86。10 E)结合部山 

区的考寮中亦未见到适台该鼠兔栖息的典型生 

境。 

综上所述，伊犁鼠兔的分布现仅限于北天 

山的婆罗科努山和伊连哈比尔尕山南北坡海拔 

2800—4100米的裸岩带。目前所知的分布区约 

在 82。21 一 87。50 E之间，东西长约 450公里， 

南北宽 20—40公里左右 ，纵贯尼勒克 精河，乌 

苏、沙湾、玛纳斯、呼图壁、昌吉、乌鲁木齐、和静 

等县的山区(见图 1)。 

二、伊犁鼠兔的栖息地 

伊犁鼠兔与北美 鼠 兔 (0．princeps)、大 

耳鼠兔 (0 macrotit)等种类一样，属裸岩栖 

息型。研究表明，伊犁鼠兔的分布与其分布区 

曲裸岩地貌有着密切的关系。其模式产地吉里 

马拉勒山为一平顶 山脉 ，该山东西长约 20公 

里 ，宽数十米至近千米，海拔 31 00—3320米。在 

海拔2800米以上地带 ，山坡陡峭，山顶部的四壁 

皆为被深切割的裸岩带。这里有天山山地典型 

的垂直植被带，自下而上分为山地草原、山地森 

林草原、亚高山草甸和高山草甸带。伊犁鼠兔主 

要栖息在后两个植被带的裸岩区。在伊犁鼠兔 

栖息的平坦 山顶、台地或缓坡上，通常有较好的 

植被，主要建群种为苔草雇 (c ， )，其它植物 

主要有青兰 (D，口fDf 口2Ⅳm)、珠芽蓼 (Po． 

1ygonum) 高山 梅 (Dryadanthe)、 金 腰 子 

(c肼yj0 m m)、马先蒿 (Pedicularis)，点 

地梅 (Andro sace)、火烛草 (Leontopodium)、 

金莲 花 (Trolliu0、早 熟 汞 (P口 )、红 景天 

(Phodlola)、虎耳草 (Saxljraga)、蒿草 (Ko- 

bresia)、雪莲 (Saussurea)、蒲公英 (Taraxa- 

f )、 锦鸡儿 (Caragana)、 圆柏 (Sabina) 

等属。其中青兰、金莲花、红景天 、珠芽蓼等属植 

物是伊犁鼠兔的主要食物，亦食虎耳草、金腰 

子、苔草、雪莲、蒲公英等。 

陡峭的山势、众多的岩缝、岩洞，是伊犁鼠 

兔良好的避护所。栖息地内的鼠兔常活动在多 

岩缝、岩洞的蛸璧上。伊犁鼠兔大都单独活动， 

每个个体都有自己的活动范围。夏秋季活动范 

围较大，特别是晨昏活动频繁，常到周围平缓地 

带活动觅食。吉里马拉勒山的伊犁鼠兔多在海 

拔 2800--3300米处活动，通常其栖息地中都有 

相当大面积的裸岩地段。 

伊犁鼠兔利用的洞穴主要有天然洞穴和岩 

石缝隙两类。地势陡峭、冬季不易积雪处的大 

岩缝和岩诵是其越冬场所。冬季鼠兔的活动基 

本固定在这类洞穴内，偶尔外出活动也仅限于 

洞口附近。调查中曾多次在洞穴内发现小型鼠 

兔类便，推测其繁殖期也使用这类洞穴。从 4 

月起鼠兔在栖息地内的活动范围明显扩大，将 

活动区中一些岩缝和小型岩洞作为其临时栖身 

的场所。随着活动点的转移，临时洞穴也随时更 

换。伊犁鼠兔与多数该属动物一样，有贮草习 

性，7月起巢区申的石凹、石缝中可发现其贮备 

的植物。鼠兔将青兰、珠芽蓼、金腰子、火域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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植物的绿叶和少量花茎堆成小堆，作为冬饲贮 

备。冬季降雪后倒石堆下也可作为伊犁鼠兔的 

栖 场所，这里既有鼠兔的活动空间，也发现有 

鼠兔储备的草。 

其它山地的伊犁鼠兔牺鼠地类型与吉里马 

拉勒山的基本相似。在岩石分化程度较高 的 山 

地，伊犁鼠兔的巢穴多分布在未分化岩体的大 

型峭壁上，活动区扩大到砾石堆或碎石坡上。在 

伊连啥比尔尕山东段主蜂海拔 4100米处的高 

寒垫状植被带也发现有伊犁鼠兔的栖息分布。 

总之，从栖息地的条件看，伊犁鼠兔属狭栖狭域 

199l 2‘ f， 

型种类，对栖息地条件有严格的选择，生态可塑 

性 较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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蛇 类 数 量 调 查 方 法 

宋 鸣 涛 
(西北衡危动物研究所，西安 710048) 

摘要 1 982--1984年，笔者在陕西秦岭 长巴山和米宅山区的蛇类动物数量调查，采用：路线 

(条带)、样方、收购统计l三I及访问调查等方法，太白县黄柏塬林区，每公顷颈槽游蛇 1．02、黑春蛇 q．20、 

蝮蛇 0．t1，反映了调查区蛇娄动物的数量等级，为蛇类资源的保护疑和用提供依据。 

蛇类的数量调查，是贯彻“加强资源保护， 

积极驯养繁殖，合理经营利用 野生动物资源， 

保护管理方针的主要依据。而蛇类动物的数量 

调查方法尚少见。1982一l 984年 ，笔者在陕西 

秦岭、大巴山区的考察中，对蛇类的数量调查做 

了尝试，整理报道如下。 

一

、 路线(条带)调查法 

路线两侧一定范围内蛇类动物的数量。有的蛇 

个体细小以及保护色的关系，不易看到增加了 

调查的困难性，所以，要认真观察，仔细寻视，反 

复实践 摸索规律。此法仅适用于 白天或夜间 

活动的蛇类，对于洞栖蛇类不适用。不同的蛇 

种，根据其生态习性不同的特点，选用相应的生 

境进行路线调查。在白天调查时 ，调查者每例 

观察距离 5米；在夜晚，调查者用 9伏犬电简， 

统计人员梧着固定的路线进行调查，统计 每侧观察距离 2米，每小时 3公里的速度前进， 

衰 l 蠹白县黄桔疆# 区替路 上蛇粪的擞量靛计(1 984年 7月) 

时闾(点) 距离(米) 路宽(米) 颈槽游蛇 黑脊蛇。 蝮 蛇 

a— l a_ 

22日 2l：OO一 22：O0 5OO 3．5 l 

24日 22：3O一 22：O0 5O0 7 3．5 l l 

27日 19：jO一 21：30 5O0X7 3．5 1 l 

28 日 20；00-- 22：00 5O0 7 3．5 l l 

平 均 350O 3．5 1．25 0．25 O． O 

每盛埙 1．O2 0．20 O．4t 

‘裹示调壹掾数。1)拉丁学名为 e“ spin~li* 

· j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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