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刖特征转移可以是直接的，或是间接的，如借助 

于共 同的生活底物。 自然 状况 下 ，亲 匾之 间的 

辨别特征转移或交换可能是亲缘辨别发育的另 
一

个重要因素。 既然小家鼠趋于生活在小的、 

近亲繁殖的群体之中 ， 所以认为利厢熟悉 

与否作为相互交往中区别近缘亲属的主要标准 

看来是比较台理的。优势雄 鼠容忍共同栖居的、 

有亲缴关系的雄鼠，井通过熟悉这些个体的气 

味将有助于优势雄鼠接纳近亲的后代 ，从而提 

高其内在适台度。 

2．2 基于表现型匹配的亲缘辨 别 在 近 年 来 

的文献综述中 Bekoff强调了哺乳动物的同胞 

兄弟姐妹交往中熟悉的重要性 ，井指 出它们之 

间的相互辨别是借助于 早 期 的 社 会 生 活 经 

验“”。 虽然一些关于亲缘辨别的研究赞 同 了 

Bekoff的论点 ，但另有其它研究表明：动物有 

能力辨别尚未见过的和 从 没 有 接 触 过 的 亲 

属 。事实上 ，即使混台饲养动物 ，它们也可能 

辨别陌生的同胞兄弟姐妹。Kareem曾报道 出生 

后马上分离的互不熟悉的同胞雄鼠与不熟悉的 

非同胞雄鼠相比较 ，前者较后 者花 更少 的 时 

间去相互探究和花更多 的 时 间 用 于 身 体 接 

啦 。 虽然相互辨剐能力也能在无出生后接触 

情况下发育出来 ，不过，与自己或近亲的气味相 

熟悉有助于这种辨别能力的发育 ，因此，同胞 

雄鼠之间的辨别并不一定要解释为天生的，或 

遗传赋予的。 

如果表现型相似性和基因型相似性紧密关 

联，亲缘辨别可能因表现型比较而引起。具体 

讲，在陌生个体的亲缴辨别过程中，小家鼠可借 

助于自身的表现型特征、或者熟 悉的近亲(象同 

胞鼠、母亲、父亲)的表现型特征所形成的辨别 

模扳(对相遇动物的特征进行比较的标准 ，模板 

可能是基因编码的)，与陌生个体的表现型进行 

比较。小家爵最常见的表现型特征为身体的气 

昧 o 

2．s 亲缘辨别中父母鼠的作用 父母 在 其 后 

代的相互辨别中不起重要作用n 。对小家 鼠的 

研究表明 ，在辨别同性陌生亲属能力发育中起 

重要作用的是 自我表现型或同胞雄 鼠 的 表 现 

型 ，而非父母的表现型 ，因为在哺乳期 ，父母 

鼠常离开巢，幼鼠之间相互学习、熟悉各自特征 

的机会显然多于幼鼠向父母鼠学习的机会。 

雄性小家鼠能够辨别从未见过 的 兄 弟 姐 

妹 ，但不能肯定其辨 Ⅱ机制是学来的表现型匹 

配，还是天生的识别基蠢。基于识别基因的辨 

别是另外一种亲缘辨别机制 ，如果存在识别等 

位基因，不仅编码基因型相似的表现型特征 ，而 

且编码辨别从前未见过个体的能力 ，即在没有 

学习到辨别模板的情况下也可辨别亲属。 Bar— 

nard认为这两种机制间的差异不是 非 常 重要 

的，因为两者都能使动物辨别不熟悉的亲属，其 

进化结果是相同的u日。虽然识别基因机制难以 

确定 ，但对小家鼠的择偶偏爱性研究得出一种 

与遗传识别系统相一致的证据 ，小家鼠能辨剐 

出在主组织相容性复台基因(H-2)上仅有一个 

遗传位点之差的配偶，雄鼠偏爱与 H-2型不 同 

于 自己的雌性交配 ，这种择偶偏好基于 由遗传 

决定的、与特定的 H一2等位基因有关的气味 。 

已研究的许多动物中 ，亲缘辨别的标记还不太 

了解 ，估计是一种由特殊化台物组成的复杂混 

台物 ，这种物质最终是由遗传决定的，动物辨认 

这些标志很可能得通过学习。 

3 亲缘辨别的功能 

亲缴辨剐是通过自然选择而优选的一种特 

殊动物行为，同时具有利它行为和亲缘辨别能 

力的动物在自然选择中处于更加有利的 地 位 ， 

也就是说 ，亲缘辨别的功能有利于动物个体的 

存活繁和殖成功。具体讲 ，雄鼠亲缘辨别的主 

要作用是维持对非亲属和远亲的竞争和避免对 

近亲的竞争 ，即对亲属攻击较弱，对非亲属攻击 

较强 ，具备这种能力的动物个体比那些不具备 

这种能力的个体获得更大的适台度 。比如，如 

果社会性探究行为主要是为了判定，那么较短 

时问的探究意味着更迅速的判定 ，即辨别 ，熟悉 

的同胞鼠比陌生的同胞 鼠将是更容易辨别的对 

象，因为对前者的社会探究时间少于后者，而且 

和不熟悉的非亲属相比其差异更大 。 由于探 

究行为的多少一 般与社会 优 势 等 级 成 正 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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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 ，而且探究行为还是鼠间攻击的前奏，所以 

对非亲属个体比对同胞雄鼠表现 出更多的探究 

行为会增加前者受伤的危险“∞。再比 如，Par． 

migiani发现小家鼠 Swi ss albino品系成年雄 

鼠的杀婴行为导致亲缘选择 ，即有利于有亲缘 

关系的幼鼠存活的选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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