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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其存活的 30只黄鼠( 16只， 1 4只)为本 

改观察用鼠。 

i．2 食物来源 黄鼠在野外主要食 用禾本科， 

莎草科和多年生豆科植物，移入室内则采用人 

工配制饲料(玉米面30菇，麸皮3O为，白面2O簿， 

豆类 16％，钙粉 2％，食盐 1为，酵母粉 l％)混 

合制成。 

1．3 饲养条件和方法 将雌雄鼠 (有两笼为 l 

2 )进行人工配对饲养于鼠笼 (3 x 50× 

20cm)，笼底衬铺刨花，锯末，土棉等物，每星期 

换一敬，采用逐渐过渡的方法饲养，供给近似野 

外的禾本科植物，同时加一些新鲜白菜及人工 

配制的饲料 ，l 0— 15天便可适应 (这段时间死 

亡较多)，每天喂二次，每敬 50一l OOg，用天平 

称取食物重量 ，24小时后计算消耗量。每 日平 

均食量为 BO—l2Og，青菜 5 ，不需供永。冬季 

春季蔬菜不足时，可补充一些牛奶。进入冬眠 

每天喂一次(呈半睡状态)，每日可食 30—50g。 

在室温 1 8—22℃ 和温度 82±5％的条 件下冬 

眠。 

1．4 攻毒后黄鼠冬眠期生态殛醒 眠 后 繁殖观 

察 每隔二天观察冬眠鼠呼吸、体温 1次，随时 

观察其形态和冬眠时间，醒眠时间，发情时间硬 

雌雄外生殖器的变化，其标准为：雄性以： 一 

阴囊无变化； +”阴囊部分充血，皮肤变褐色， 

睾丸未降腹外； + 阴囊全部充血 ，皮肤变黑 

色，睾丸稍降礁外 ；“+ +”阴囊全部充血，皮肤变 

深黑色，睾丸膨大并降至腹外，有时发现(测温 

时)阴茎头露出。雌性以：“一”阴唇无变化； 

“+ 阴唇稍隆起无变化；“++”阴唇隆起 ，稍变黑 

褐色，高突阴道口松弛 +++ 阴唇职显隆起 ，变 

黑色，阴道口松弛，有分泌物流出，乳房隆起稍 

变褐色，分娩和胎仔数。解剖观察睾丸、—输精 

管、子宫、卵巢变化等。 

1．5 攻毒后黄鼠冬眠期及醒眠后 F 抗体动态 

观察，醒鼠后采股动脉血进行 Ft抗体测试。 

2 结果与讨论 

2．1 饲养期存活数观察 黄鼠 从 野 外捕回后 

关在笼内，温、湿度，环境，食物，话动范围等均 

发生急骤变化，又困捕获的鼠龄不同，体质差异 

较大，还有部分鼠体内带有致病菌和寄生虫等 

因素，饲养 2个月存 活 数为 7l 60％ (雄鼠为 

40．30％，雌 鼠为 31．3o移)，雌鼠存活数低于缝 

鼠，这可能与雌鼠当年分娩体质较差有关。 2 

个月后死亡数逐渐下降到 3％一5％。 

2．2 黄鼠冬眠时间殛生态学 特 征 观察 黄鼠 

在有暖气的房间内温湿度比较恒定，每天8—11 

时有阳光照射，光线充足，每 日观察二次，室温 

在 1 B一22℃ 时活动频繁，常可听到黄鼠的鸥叫 

声。黄鼠在室内冬眠与醒眠主要取决于温度的 

变化。鉴于攻毒后存活黄鼠体质恢复较差和环 

境的改变，冬眠期延长到I1月下旬才开始间断 

性睡眠。 l2月中旬有 30 呈冬 眠 状态。l2月 

25日达到 85}岳，还有少数萤鼠呈半睡状态，醒 

眠和睡眠呈交替。每次睡眠 2—3天 左 右。不 

能呈全睡状态的有雌鼠 2只，雄鼠 1只。说明 

黄鼠确有不完全冬眠现象 ，这与李景元等的观 

察结果相一致 。 2月10日出现 醒 眠 鼠，2月 

25日全部醒眠，醒眠期 15天，冬眠期最长 为6 

天，最短 47天。正常体温 32—35℃， 发情期 

35—37~(2。当体温降至 20—18℃ 开始 进 入冬 

眠，肛门测温时即可苏醒尚知咬人。降至8—6℃ 

时，身体卷成一团、失去知觉，呈完全冬眠状态。 

对 24只冬眠黄鼠每天测呼吸，体温一次，观察 

5天，每只平均呼吸 6—8次／分钟。睡眠时侧 

卧于巢中，前瞍抱头，口鼻仅贴肛门，尾置于额 

上。 

2．3 攻毒后冬眠期黄曩存 活 数 观察 黄鼠攻 

毒后，体质普遍恢复较差，甚至有的鼠冬眠时体 

毛掉了太半，并且每个月都有少量死亡 (见表 

1)。从表 l中得知，l2月份一2月份死亡率为 

l 6,67 ，累计死亡 率 为 33．33％，醒 活 率 为 

66 67％，从死亡性别上看差别不显著。 

2．4 黄鼠醒眠后繁殖观察 黄鼠 醒 眠 后即开 

始发情，体温逐渐增高到 37~(2，以雌雄外阴船 

充血r隆起为主。雄鼠发情时间早于雌鼠，1月 

份雄鼠有 lO．OO％发情， 2月份为 55．56知。雌 

鼠 2月份只有 27 27％发情。根据资 科 记载自 

然界黄鼠 3月24日一 4月15日睾丸 下 降 率 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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亵1 攻毒后的黄曩冬眠期各月份存藩数 

1987年观察月份 1988年观察月份 
性 剐， 鼠 数 

2 

早 16 l4 1j lI I3 lI 儿 Il 

绝对敦(只) 14 l3 l3 l2 I1 l0 9 9 

∑ 3D 27 26 2 24 2l 20 20 

l6 B7．5D B1．25 B1．2 81．2 68．7 68．7 68．7 68．7S 

定基比(％) 14 92．86 92．B6 8j．71 7B． 0 71．43 64．29 64．29 6I．29 

∑ 30 90．00 86．67 83．33 8O．00 70．O0 66．67 66．67 66．67 

． 
16 B7． 0 92．B6 100．00 1O0．00 84．62 100．0O 100．0O l00．0O 

环 比(％) 。爿 1I 92．日6 100．0D 92．30 91．67 90．9l 90．00 1O0．00 l0D．0D 

∑ 30 90．00 96．30 96．1j 96．O0 87+ 0 95．24 lO0．0O l00．00 

寝 z 黄 鼠醴眠后发情时间爰特征现襄 
一  

1 2月 1月 2月 3月 4月 5月 

性 别 数量
¨ +}+ 数量 ++++} t H +++ 数量 +++++ 数量 ++*+ 数 +++++ 

(只) (只) (只) (只) (只) (只) 

13 0 O l1 O 0 11 2 1 11 6 3 11 3 1 1l 0 0 

1l 0 O 10 1 0 9 4 1 9 3 9 4 2 9 2 0 

7(％) 27．27 81．B2 36+36 
10．00 

’ (％) "．56 8B．89 66．67 22．22 

亵3 冬眠前后黄鼠血凝阳性宰爰直凝离度 

阳性血凝滴度(倍) 

时间 检查数 阳性数 阳性串(％) 几何平均 
蔷度1： 

40 80 160 320 640 51 20 

冬眠前 l 2 l 2 100 0 l 3 3 4 1 213．" 

醒院后 l 2 9 7 3 2 3 1 l37．1 6 

血壤阳性 率比较 x =3，43 0．1>P>0．0j 

0％， 室内比自然界发情提前 2个月 。发情 

高峰均在 2—4月份 (见表 2 每次发情 维 持 

3—5天，每月可发情 2次，·雄鼠发情时间比雎 

鼠早 3—5天，常发现雄鼠追咬雌鼠互相打架， 

两者的头、颈、背等常被咬破。说明雄鼠在发情 

期而雌鼠为非发情期时雌鼠不让交配，又由于 

发情时间短 ，达不到高潮期就消退，影响了交配 

和受孕机会。观察结果配对饲养的 9对黄鼠均 

来参加繁殖。解剖 5，口、雌鼠观察，卵巢萎缩，输 

卵 管细小，陈旧性子宫斑 5—7个，子宫正常无 

充血现象，未发现阴栓。解剖雄鼠 4只观察，输 

精管细小，副睾萎缩，睾丸小于正常。说明黄鼠 

经鼠疫菌攻毒后，冬眠时体 质来完全恢复，特剐 

是雌鼠体质更差，加之鼠疫菌对生殖系统的影 

响，配对的 9对黄鼠醒眠后无一对参加繁殖。 

2．5 冬眠前、醒眠后黄鼠FJ抗体动态观察 黄 

鼠感染鼠疫菌后，第 9天检查 8只黄鼠，7只产 

生抗体，l5—30天滴度最高达 5120倍，以后逐 

渐下降。存活鼠30只于 19 87年12月中旬，开 

始陆续进人冬眠，整个冬眠期有 4只黄鼠死亡， 

取材作细菌学检查，从元月份的 1只雌鼠肝、脾 

及子官 ，输卵管中分离到鼠疫菌。其病理变化 

基本与试验鼠大剂量组病理改变相一致。说明 

黄鼠经强毒鼠疫菌攻毒后 ，当时宋表现出鼠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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症状或出现的症状很轻微 ，而鼠疫菌主要寄生 

在实验鼠脏器内，呈迁延性带菌过程。又由于 

受实验室冬眠条件限制 (可能有刺激冬眠鼠醒 

眠条件)致使鼠疫菌扩散至全身而死亡。从表 

3得出冬眠前和醒眠后黄鼠血凝阳性率无明显 

差异(P> 0．05)，但血凝滴度经过冬眠后采股 

动脉血进行 F 抗体测试最高仅为 1：320倍(冬 

眠前为 5l 20倍)。并有 25％ 的黄鼠失去抗体。 

2．6 攻毒后存活黄鼠进入冬眠后，从冬眠鼠尸 

中检出鼠疫菌 ，说明疫区黄鼠对鼠疫菌具有较 

高的自然抗性，并再次证明在实验条件下疫区 

冬眠黄 鼠 可 呈 迁 延 性 带 菌 过 程 (syBBa． 

7一 弓I 

A 

l ? ； 
· 27 · 

1 964) 。就种群而言，阿拉善黄 鼠当属首次。观 

察结果再次为鼠疫保存机理的研究、动物间鼠 

疫流行动态和流行强度的研究提供了新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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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原兔尾鼠的生长发育 

蒋 卫 郑 强I／张兰荚 杨东生* 

_- 吾丽 ； 元 鬲 昕 鸟鲁术齐 8如0o2) {t 
摘要 在^工饲养条件下，对初生至 1 00日龄的草原兔尾鼠进行逐 日观察，并测量其个体的体重 

尾长 后足长 记录其生长发育特征。幼鼠睁眼期为 10-- l 2日龄 ；自由采食期为 1 5一 日龄；断奶期为 

1 9—20日龄；性成熟期为 4 5—6o日龄。生长发育大致分为四个阶段：乳鼠阶段，初生至 15日龄 ，体长7o 

毫米以下；幼鼠阶段，16—30日龄，体长 7 0一¨毫米；亚成体阶段，3o一60日龄，体长 85—9 2毫米；成体 

阶段，60日龄以上，体长为 92毫米以上。 

关健调
．兰墨墨里垦． 兰茎旦  

啮齿动物在人工饲养条件下的生长发育研 

究 ，国内外都已有较多的作者涉及。国内已发 

表过小家鼠(王祖望等，1978)、板齿鼠(黄铁华 

等 ，1980)和长爪沙鼠(刘金明，1 98 9)等生长发 

育的文章。关于草原兔尾鼠 (Lagurus lagurus 

Palla s)过去只有一些分类、分布以及生态学方 

面的报道(范福来，1984；王思博等，1983；马勇 

等，1 987；蒋卫等，1 993)，而对其生长发育方面 

的研究 ，国内外尚未见报遒。本文记述了该鼠 

之生长发育状况及各发育阶段的特征。 

l 材料与方法 

种鼠于 1 98 9年 7月采自新疆和 丰 县和什 

牡洛盖国营牧场 ，在实验室饲养 ，并形成实验封 

闭种群。繁殖群体之幼体，自出生之 日起至1 00 

日龄，逐 日观察，并测量其个体的体重、体长、尾 

长、后足长 ，详细记录其行为和生长发育特征。 

2 结 果 

2．1 生长发育 

互1．1 被毛 初生仔鼠全身裸露无毛，呈肉红 

色，皮肤甚薄，腹部清晰可见肠蠕动的情况。出 

生 2—3小时后，背部开始变黑灰色 ，有别于腹 

部的肉红色。第二 日龄背部色素开始沉积、腹 

部渐渐变成淡粉红色。第三 日龄，背部出现不 

新疆自治区治蝗灭鼠指挥雄 

维普资讯 http://www.cqvip.com 

http://www.cqvip.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