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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肃仓鼠分类地位再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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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作者在甘肃仓鼠（!+$&)10& 2+$)&）模式标本产地附近的甘肃莲花山自然保护区采获甘肃仓鼠和大

仓鼠（!*#2%3),)& 3*#3($），通过比较标本发现二者在形态上存在显著差异，且甘肃仓鼠头骨的眶间深槽和耳

外缘基部的白毛在仓鼠亚科中都是独特的，因此，建议恢复甘肃仓鼠属。陕西的甘肃仓鼠与莲花山的甘

肃仓鼠虽有一定相似，但在尾部和头骨上存在明显差别，分类地位有待进一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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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肃仓鼠（!+$&)10& 2+$)&）是 &*!) 年 ,==93
根据在甘肃南部卓尼地区采获的单个标本发表

的新 属 新 种，是 中 国 特 有 的 仓 鼠 类 动 物［&］。

&*$" 年，,==93 在《中蒙兽类志》的仓鼠亚科分

属、种检索表中，将甘肃仓鼠属与仓鼠亚科其它

属的主要区别归纳为：尾较长，达体长一半，且

尾上有粗密的长毛；而其他属的尾长都不足体

长的一半且只覆有稀疏的短毛［!］。这一观点很

快就被 W==9FD23［%］及 W==9FD23 等［$］否定，他们将

甘肃 仓 鼠 作 为 大 仓 鼠 的 一 个 亚 种（ !*#2%3),)&
3*#3($ 2+$)&）。

近 !" 年来，中国学者对甘肃仓鼠的分类问

题进行了一些探讨。&*)! 年，陈服官等将采获

自陕西商洛地区的两种尾较长的仓鼠标本分别

鉴定为大仓鼠属的甘肃仓鼠（!*#2%3),)& 2+$)&）

和大仓鼠（! J 3*#3($），认为此 ! 种尾长与体长

比例差别不大，不足以作为分属的依据，二者同

域分布应视为不同种，分种的差别即尾上是否

有稀疏的长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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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宋世英等研究了一



系列采自陕西宁陕地区尾长超过体长一半的仓

鼠标本，将其鉴定为大仓鼠，并发表新亚种：

!"#$%&’(’) &"#&*+ +#+,)-..+%+)#) !"#$［%］。&’’( 年，

王廷正等在《陕西啮齿动物志》中指出陕西甘肃

仓鼠和大仓鼠在外形和头骨上均有明显差异，

应恢复 !.+)’/0) 属，并将宋世英发表的大仓鼠

宁陕亚种订正为甘肃仓鼠宁陕亚种（!.+)’/0)
$.+’) +#+,)-..+%+)#) !"#$）［)］。(**+ 年 杨 莉 丽

等［,］比较陕西宁陕甘肃仓鼠和大仓鼠的核型，

认为二者的染色体有明显区别，因此支持王廷

正等的观点。

综上可见，中国学者对甘肃仓鼠分类地位

的意见分歧较大，而这些讨论都是依据陕西的

标本进行的，其产地与甘肃仓鼠模式标本产地

卓尼距离较远，很难判断谁是谁非。导致国内

外一些分类专著有的否定该属、种［’，&*］，有的仍

将其引用［&& - &.］。

(**+ - (**. 年，本文作者在甘肃南部卓尼

县北部的莲花山自然保护区采集了一批体型较

大、尾较长的仓鼠标本，现依此对甘肃仓鼠分类

地位问题再作讨论。

! 标本采集地区与工作方法

!"! 地理位置和生境 莲花山自然保护区位

于甘肃省南部康乐、卓尼、临潭三县交界处（北

纬 +./0.1&)2 - +0/*&1.+2，东经 &*+/+’10’2 - &*+/
0*1(%2）。标本采于自然保护区核心区的沙河滩

保护站，区域内主要生境类型包括阴坡的云冷

杉针叶林和阳坡的灌丛草坡，海拔 ( ,.* - + (**
3。

!"# 标本的采集 于 (**+ 和 (**. 年秋季在研

究区域内的森林生境中采用夹夜法对鼠类进行

了两次调查。捕到甘肃仓鼠 & 只、大仓鼠 0 只，

进行了测量并制成甘肃仓鼠标本 & 只、大仓鼠

标本 . 只，保留了头骨。(**. 年夏季，在研究

针叶林中繁殖生存的鬼鸮（1%,*(#’) 2’+%"%’)）的

过程中，收集了鬼鸮的储食和遗留食丸中的甘

肃仓鼠残体及头骨，制作了 . 个头部的剥制标

本及 &( 个头骨标本。标本现保存在中科院动

物研究所兽类标本馆。

!"$ 标本的测量 采用常规方法对重量和外

形量度进行测量，用游标卡尺依杨奇森等［&0］的

测量标准对头骨标本进行测量（精确到 *4*(
33）。

!"% 数据分析 用 !5!! &&4* 对甘肃仓鼠和大

仓鼠头骨的测量数据进行统计分析，数据用平

均值 6 标准差表示，采用独立样本 &7检验分析

两组均值的差异显著性，当 3 8 *4*0 时认为差

异显著，3 8 *4*& 时为差异极显著。

# 结果和讨论

#"! 甘肃仓鼠和大仓鼠的形态差异 标本的

外形量度见表 &，通过比较两种仓鼠的标本，我

们认为两者之间在外形上的主要区别是：甘肃

仓鼠耳外侧基部靠后有一块白色毛斑（图 &：

9）；而大仓鼠没有此白色毛区（图 &：:）。甘肃

仓鼠的尾较长，尾上有粗密的长毛；大仓鼠尾较

短，尾上的毛较少（图 (）。

两种仓鼠头骨的量度及差异显著性比较的

结果见表 (，可以看出他们头骨量度的差别很

大，其中眶间宽、上齿列长和门齿孔长、顶间骨

宽都存在极显著差异，鼻骨长、腭长和颧宽有显

著差异。总结二者的头骨差异为：甘肃仓鼠头

骨较长而纤细，眶间部较窄且中间下陷呈明显

深槽状，大仓鼠的眶间较宽且平坦（图 +），门齿

孔比大仓鼠狭长，上齿列比大仓鼠长。

#"# 甘肃仓鼠的分类地位 以上甘肃仓鼠标

本毛色和头骨的特征（眶间深槽、门齿孔）都和

9;;<# 对卓尼甘肃仓鼠模式标本的描述相符［&］，

头骨测量数据也接近（表 +）。

我们所依据的标本产地与模式标本产地很

接近（与卓尼县城相距约 0* =3），生存环境也

接近（9;;<# 分析认为甘肃仓鼠具有一些鼠类中

森林种类的特征）。因此可以认为所采的仓鼠

就是 9;;<# 描述的甘肃仓鼠。甘肃仓鼠眶间宽、

上齿列和门齿孔的量度不仅与我们所采的大仓

鼠标本差异显著，与以往文献中大仓鼠的数据

比较，差别也很大［%，)］。另外，甘肃仓鼠的毛色

特征和眶间槽在仓鼠亚科中都是独特的，因此

建议恢复甘肃仓鼠属的独立属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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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 甘肃仓鼠（!"#$%&’$ ("#%$）头部（"）和大仓鼠（!)*(+,%-%$ ,)*,.#）头部（#）

图 $ 甘肃仓鼠（下）和大仓鼠（上）标本

图 % 两种仓鼠头骨主要特征对比

!"上颌骨背面观（左：大仓鼠，右：甘肃仓鼠）；#"甘肃仓鼠上颌骨背面观（示眶间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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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 甘肃省莲花山地区甘肃仓鼠和大仓鼠及甘肃仓鼠模式标本外形量度

编号 性别 年龄组
体重

（!）

体长

（""）

尾长

（""）

尾长#体长

（ $ %&&’）

耳长

（""）

后足长

（""）
备注

采集时间

（年 ( 月 ( 日）

甘肃

仓鼠

大仓鼠

)*+ ! 成 ,-(% %./(* %&0(0 /.(. .. %*(/ 夹捕 .&&)(*(.-
+. " 成 11(% *, — .)(, %*(0 巢箱，两截 .&&1(,(%)
+1 — — — — — — .)(. — 巢箱，头部 .&&1(,(%,
+, — — — — — — .&(0 — 巢箱，头部 .&&1(,(%,
+)1 — — — — %&/(* — %0(/ %-(* 巢箱，头，残体 .&&1(-(.&
# ! 成体 — %1& %&/ --(. — .&(1 皮及头骨 %*.,(%.(*
1+% " 成体 ,1(0 %%*(1 0)(. ,.(* %0(/ ..(0 夹捕 .&&1(*(%0
1+. " — 0%(1 %., 0- ,)(0 %/(% ..(0 夹捕 .&&1(*(.&
1+) " — 01(, %.1(- -&(* ,0(* %/(* .1() 夹捕 .&&1(*(.)
1+1 " — ,.(, %%&() 0)(- ,-(/ %-(0 .%(& 夹捕 .&&1(*(.0
1+, " — -% %), -) ,1(% %-(0 ..(* 夹捕 .&&1(*(.-

#甘肃仓鼠模式标本，23345 发表于 %*./ 年［%］，文中体长（67683 345!69）.1/ "" 包括尾长。

表 " 莲花山甘肃仓鼠及大仓鼠头骨量度及比较（""）

甘肃仓鼠

（! : %)）

大仓鼠

（! : 1）
" 值

颅全长 )0(&- ; %(,% )1(%- ; %(&% &(&00
基长 )%(01 ; %(*& )%(.) ; &(). &(-.0
腭长 %/(.0 ; &(-/ %-(%, ; &(,, &(&%*#

鼻骨长 %.(/% ; &(0& %%(,1 ; %(&/ &(&%%#

颧宽 %/(), ; &(1& %-(/1 ; &()% &(&)/
眶间宽 )(,. ; &()% ,()* ; &(%0 &(&&&##

听泡长 /(%& ; &(,& /(%0 ; &(%) &(-*0
上齿列长 0(0/ ; &(.0 ,(0, ; &(%. &(&&&##

齿隙 *(.0 ; &(0* *(0. ; &(0/ &()-0
门齿孔长 -(.0 ; &()- 0()1 ; &(), &(&&%##

顶间骨长 %&(*, ; &(.1 %&(&0 ; %(&/ &(.//
顶间骨宽 ,(,% ; &()1 1(%- ; &()1 &(&&&##

#差异显著，##差异极显著

表 # 甘肃和陕西标本的头骨量度比较（""）

采集
地点

陕西

宁陕［0］

陕西南部［-］

（! : 0）
甘肃卓尼［%］

（正模）

甘肃莲花山
（本研究，

! : %)）

颅全长 )- ))(-1 ; 1(%% — )0(&- ; %(,%
基长 — )&(./ ; .(*/ )%(- )%(01 ; %(*&
腭长 %-(% %,(,& ; %(0) %/(/ %/(.0 ; &(-/

鼻骨长 — %.()0 ; %()* — %.(/% ; &(0&
颧宽 %-(0 %/(./ ; %(0% %/(& %/(), ; &(1&

眶间宽 , ,(%, ; &(%1 — )(,. ; &()%
听泡长 /(- — /(& /(%& ; &(,&

上齿列长 ,(% ,(%/ ; &(%/ 0(0 0(0/ ; &(.0
齿隙 — *()0 ; %(&* *(. *(.0 ; &(0*

门齿孔长 ,(* — -(& -(.0 ; &()-
顶间骨长 — — %&(- %&(*, ; &(.1
顶间骨宽 — — — ,(,% ; &()1

大仓鼠的尾长与体长的比不是很稳定，个

体间存在较大的差异，本次所采的标本和以往

研究中一些大仓鼠的尾长就超过了体长的 %#.
甚至 .#)［.，,，-，*］。甘肃仓鼠的尾只是相对较长，

因此将其作为分种或分属的鉴别特征是不合适

的。而头骨眶间特征和毛色特征相对稳定（所

采的头骨标本中眶间距小且均具有明显深槽，

标本耳外侧基部均具有白毛）应作为鉴别的主

要依据。

"$# 陕西甘肃仓鼠的分类地位 王廷正等［-］

将在陕西南部采集的标本订正为甘肃仓鼠宁陕

亚种，认为其同指名亚种在外形上的区别是尾

前后两色，基部棕褐色，端部白色部分长；而指

名亚种尾上下异色，尾梢白色极短，耳外基部白

色。据王廷正等［)］，陕西的甘肃仓鼠顶间骨宽

大呈带状，而大仓鼠的较小，呈三角状，这和我

们在莲花山采集的标本及 23345［%］的描述基本

一致。然而所描述头骨的其他一些特征则差别

很大：不具眶间的深槽，眶间较宽、上齿列较短，

门齿孔较短（表 )），#<检验比较陕西南部和莲花

山的头骨量度也显示前者的眶间宽极显著大于

后者（" : &(&&&），上齿列极显著小于后者（" :
&(&&.）。

综上所述，陕西的标本与指名亚种间有一

定的相似，但在毛色和头骨上还有很大的差别，

其分类地位有待进一步探讨。

致谢 感谢甘肃省林业职业技术学院李金林，

莲花山自然保护区管理局罗珮鹏，中科院动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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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所方昀、蒋迎昕协助野外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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