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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表 1看，其密度年度间变化大，差异显著 

(X2=138．64 P<0．05)。在多数年份，4月 

份出现第一高峰，以后呈 逐月下降，10月份 密 

度迅速回升，11月份达全年最高峰 ，以后又迅 

速下降，个别年 份其高峰 出现 时间迟一 个月。 

前一高峰与我市春播作物受 鼠形动物为害高峰 

相吻合。 

2．2 构成比、性比 年度问长尾大麝鼢构成比 

不同 ( ：43．8 P< 0．叭)，其数量占农 田 

小兽近 50％，有些年份 已超过黑线姬 鼠，成为 

农田第一优势种(见表 2)。捕获的长尾大麝鼢 

亵 2 长尾大囊呐构成比 、性比 

中雄性个体显著多于雌性个体 ( 0=l2 76，P 

<0．(I1)，年度间趋势一致 (-r =5．87．0 l< 

0．2)。可能与雄性个体 活动范围广，易于捕 获 

有一定的关系。各月之间雄、雌比存在一定的 

差异，6～7月 (4 2～3 58：1)和 10月(1．8：1) 

最高，5、9月接近 1：1(1．18：1、1．06：1)，因为 

5、9月为雌兽的怀孕繁殖高峰期，为进行交配 

和取得营养，活动增强。同时看出雄性个体捕 

获率高的年份，整个种群数量也高。 

2．3 繁殖力 1987～1992年，共解剖雌性长 

尾大麝躺 206只．从中看出繁殖开始期在 3月 

上旬，终止期在 9月底(各月怀孕率：62．07％、 

79．41菇 、 68．18 60 46．15 47 

73．68％)，所捕雌性个体怀孕率均较高，4、9月 

为怀孕高峰月，两峰之间怀孕率呈逐月下降．主 

要是幼兽不断补充到种群 中所致。胚胎数 3～ 

8只，平均为(5．51±1．3)只。 

2．4 寿 命 通过对捕获个体在体长、尾长、 

体重等测量，种群中几项指标数据在 4～5月份 

为全年最小值．主要是 4--5月份捕到的都是越 

冬成体．10～u 月份越冬成体绝大 部分死亡， 

捕到的是以亚成体为主的当年生个体。推测长 

尾大麝聃的寿命在 1～1．5年左右。 

2．5 食 性 长尾大麝鼢为杂食性动物，取食 

何种食料与当时田间食源有关。根据解剖，5～ 

11月份以取食地面上动物性食料为主，主要有 

昆虫、蚯蚓 、幼蟾蜍、蜘蛛、软体动物等；12月至 

翌年 2月以取食植物的籽粒或根茎为主；3～4 

月动物性和植物性食料各半，此时取食的植物 

性食料，主要是春播作物种子。在 8、9月份 也 

能解剖到胃中全部是植物性食料的长尾大麝 

嗣，用花生米作诱饵捕此兽在各个月份均能捕 

到。从其取食动物性食料益害不分，春季取食 

作物种子看，该兽在本地是需要加以控制的。 

2．6 活 动 以夜间活动为主，傍晚或雨后活 

动频繁，阴雨天白天也出来活动，遭到惊吓能发 

出象鸟鸣的尖叫声，行走不快。耐低温，在零下 

十几度的雪天也能捕到，会游泳，攀缘能力差， 

洞中基本不存粮，在田间活动、取食主要靠嗅 

觉，喜欢在荫蔽条件好的作物地段活动。在本 

地区分布不均匀，春季多见于麦田和蚕豆 田；夏 

季在棉田和玉米 田；秋季在花生田和黄豆田；冬 

季则在荒闲田和麦田等地段密度较高。 

致谢 中科院动物所马勇研究员鉴定种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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