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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达乌尔鼠兔贮草行为链由7部 分组成: 奔跑一采集一运草一暂停休息一堆集一整理草

堆一奔跑。贮草行为的结果形成草堆,草堆数量大于鼠个体数。贮草种类计 37种 ,分属 14

科.草堆寿命 210天左右。车堆与地下洞道系统紧密联系'构成其越冬生活的小环境。贮草

行为是一种定型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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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现存鼠兔属27种 (王廷正等,1992)。 Kawamichi,T。 (1976,1985)报 道了

一些种类具有贮草行为。梁杰荣等 (1978〉 、钟文勤等 (1982)研究了达 鸟尔鼠兔贮草

选择与栖息地植物群落的关系。笔者对栖息于青藏高原的达乌尔鼠兔 (以下简称鼠免)

的贮草行为进行了较深入的研究。

材料和方法

1991年 4月 ——1992年 10月 ,在青海省贵南县森多乡对鼠兔标志种群的贮草行为进行

了研究。研究地点海拔3200米 ,年均降雨量398.6毫米,降雨主要集中在 7-8月 。常年

多疾风,12月 至次年 3月 期间尤甚。日温差大,年平均气温2.0℃ ,最低气温一25.7℃ ,

最高气温27.2℃ 。无霜期95天 ,冬季冻土层1.32米 。植被为温性草原,代表种有:针茅

(S历夕〃spp.)、 笈芨草 铴 肠/饧s s夕;幽扬岭)、 披针叶黄花 σ拓
'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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沏 )、 狼 毒 (S切切 叼 扬 砌·

`.够'丿
伤、s夕 9么

')、
赖 草 (L锣 蚴 饧s sp.〉 、 异 叶 青 兰 (D'弼 oo'-

`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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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 s)、 艾 虎 (″饧s彻磁 召v'`s`9侈 幽 励 )和 香 鼬 0r。 勿;饣‘

`么

磁 Pallas)是 鼠 兔 的 主 要 天 敌 。

·本研究在施银柱先生指导下完成'卢学嫜、陈崔森等同志帮助鉴定植物杯本,在此一并致谢.

1991年所长基全资助项目,

t=19"∴71GΞ Ⅱ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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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地分 2公顷和 6公顷两块,有 围栏。2公顷样地划分为800个 25平方米的方格,用

于标志鼠免的空间定位,所有个体均被标志。1991年 8-9月 ,将出现的草堆和存活的标

志个体的位置逐个记录在坐标纸上以确定草堆数量和鼠兔数量。在 6公顷样地对标志个

体贮草行为进行观察,用竹筷编号逐一标记 590个草堆,待贮草结束后记录尊堆与涧道

的位置关系,草堆形状、大小、贮存的主要植物。从中选取36个草堆进行分检、秤重确

定贮草的种类。共秤重69个草堆。其余标记草堆逐月观察记录草堆的利用情况和寿命至

草堆完全消失,每月观察天数15天 以上:

二、贮草行为

鼠兔贮草行为有繁殖季贮草和越冬贮草两种。繁殖季贮草,不形成草堆,此种行为

仅发生在都分雌性哺乳个体。据观察,2公顷样地内共有繁殖雌鼠30只 ,6只有此行为

(即 75号、103号、107号 、116号、111号、160号 鼠),占 20%。 1991年 6月 15日 ,116号

鼠15分钟采集、运草入洞10次。 6月 20日 幼鼠出洞活动。此时的贮草行为与育幼有关。

越冬贮草:发生在 8-9月 ,形成草堆,常为圆锥形 (图版 I:1),所 有 个 体 均有此行

为,为本文研究的对象。

表 1 完成一次贮草行为的时间 (秒 )

iable I  TiⅢ .es ‘o finish OIIco hoarding oellaviour (sCco· 1d)

编号 Ntlmbef

成     ♀

Adult

123犭 567891011

50   21   26   23   67   o3   36   67   25   16   23

35   在0   】8   27   50   31   19   48   70   53   24

65   22   31   40   19   27   34   50   20   38   69

67   48   25   18   37   69   71   26   20   16   12

M± SD

成

Adu11

J
 
 

♀
·
 
'

87.45± 】7.74

37.72± ls 17

37,73± 16,42

39,θ 】2=20.20

幼

Juvenile

幼

Juvenile

鼠兔贮草行为极少表现个体差异。隔离的完全由当年生个体组成的家 庭 (902号雌
鼠的第 3胎 s只个体组成的家庭)不经学习也能建成草堆群,可见,贮草行为是一种定
型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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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贮草行为型式

鼠兔贮草行为链包括:奔跑一采集一运草一暂停休息一堆集一整理草堆一奔跑。来

集地点一般不超过10米。超过10米时,常在运草途中暂停休息。多者 4次 ,少者 1次。

完成一次贮草行为的平均时间为 38.20秒 (表 1)。 经七检验,差异不显著:雌雄成体

t=0.0366、 t。 ,。 5ˉ 2● 086,P>0.05,雌雄幼体 t=0.2650、 tO.05=2● 086,P>0.05,

雎性成、幼体 t=0.0857、 tO,05=2● 086,P>0.05,雄性成、幼体t=0.6295、 tO,∞ =2.086,

P)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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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贮 草行为节律

鼐屠炉罩行为发生在每午J-9月 ,其间每 日JL艹活动局峰 (图‘9,第 1次在 JO:0()

左石,弗 Z次征】d∶ σ。汪仃。勺,0肠么钒饰 ’宀添葫 }佛 比 .釜 △个 戚迭 锻晚
`篾

2个

高蜂稍早 ,但二者是密切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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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草堆致且与n兔敌且关系

据91年8-9月调查,2公顷样地内有草堆103堆 ,鼠兔sO只 ,平均每只鼠兔拥有3.48
个革堆,草堆数量明显大于鼠个体数。据观察,鼠兔一个家庭占据一定的洞道系统,形
成一个草堆或一个草堆群。草难的形成和鼠兔的关系有以下形式·

(1)1只 鼠兔建 1个草堆:1个家庭中有 2个成员,分别独立形成 2个草堆。仅见
1例 ,(雄鼠867号 ,雌鼠868号 )。

(2)多只鼠兔建 1个草堆:例如,一个芨芨草丛下洇道系统生活的家庭有 8个成
员,雌性成体 (702号 )和其第 3胎雄性后代 (832号 ),雄性 (801号 )为迁入个体。 3
只鼠兔共同建成一特大草堆,草堆重1o8oo克。

(3)多只鼠兔共建草堆群:一个家庭中有者干个成员建成者干个草堆,此形式很
普遍。在采革过程中,个体就近堆放草。例如,876号鼠兔贮草于 10.11、 18号草堆 ,
860号 鼠兔贮草于11、 12、 13、 1娃号草堆,8o4号鼠兔贮草于10.12.14号草堆。还观察
到876、 8o4号鼠兔同时往 10号草堆艹草 ,相遇无攻击行为。 876、 804、 86o号鼠生活在
II刂一洞道系统,为 同一个家庭的成员。另还观察到,821'在 28号草堆庶草,827早在 23
号尊堆旁警戒、注视观察,830J正运草奔向该草堆的情景。       .~
(四)”革堆的植物种类组成

6公顷样地内,秤重69个 自然风干的草堆,草堆平均 干 重 721.31克 。分捡草垠86

`

J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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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单个草堆的组成植物种数,多者18种 ,少者 6种。检出植物共计37种 ,分属14科。

其中,检出率在20%以上者16种 ,其名录及检出率如下 :

豆 科  技针叶黄花  r‰
'仞

妒sos:御 c纟o切勿     50%
青 残 扁 蓿 豆   盯 刃氵Jo仍拓纟s″ o″oJ仍ojsˉ丽 o'氵历 了2%

森豆    0叨 y‘

`o加
s sp.        22%

菊 科  阿尔泰狗哇花 Ⅱ历″/op￠pp仍s历仙庇仍s    86%
冷蒿     犭

`勿
叨js勋 ∫″画沏      9攻 %

沙商     厶 刀口s彡
`饣

″饧,`8        44%

禾本科  赖草     E刀 y〃於 s励枷焖       69%

早熟禾    P昭 spp.          48%

针茅     sfj加 .sp.          25%

蕾裰科  二裂委陵菜  P。拓9·9拓切 “∫仍
'∞
      72%

瑞香科  狼毒     岛纟JJ纟
'舀

o切叼够

`玲

仞口     97%
唇形科  异叶青兰   D'幽‘,o妒切氵饧99‘ 乃″莎彡

`o夕
乃丿JJ够 9夕‘ 86%

白苞筋骨草  砌 肥 ;仍夕仍J石卿       50%
藜  科   沙 蓬     ^乡

jo夕勿y:J仍仞 sf·嘭 /'。s仍
`’

‘  50%

伞形科  柴胡     召仍夕:口″砌叨 sp.        厶7%

鸢尾科  马蔺     r`Js:幽 J'‘‘          28%

检出率在50%以上的种类分属 7个科,豆科、菊科、唇形科各 2种 ,苗薇科,禾本

科、串香科、藜科各 1种 (相当于检出种数的27%),而 本区草原群落的主要建群植物

一 禾本科种类,多数检出率不及20%,表明鼠兔贮草具有明显的选择性。

(五 )车堆的位且和洞道的关系

鼠兔将贮草堆放在地表,而地下则姓其洞道系统。91年 10月 解剖洞道 5个 ,洞道中

仅见少量革属。据590个革堆调查,其关系如下 :

(1)洞旁:革堆边缘与氵|d口 相连,计 76堆 ,占草堆总数的12.88%。

(2)涧附近:革堆边缘不按触洞口,计姐堆,占草堆总数时7.·16%。

(3)跑道上: 3堆 ,占 0.51%。

(4)粪坑上:28堆 ,占 d.7压 %。

(5)洞对面:草堆在洞道走向的对面靠近洞口,计 48堆 ,占 8.11%。

(6)洞 口:草堆盖在洞口上或部分包绕洞口,形成草洞田,计 391堆 ,占 66.27%。

其中与地下洞道关系密切的有洞旁、洞对面、洞口,占草堆总数比例很大,为 87.29%,

对该鼠利用草堆与地下洞道建立冬季生活小环境有益。

(六)丰堆的寿0和利用

8月 中旬的贮草,仅为·1片片,一束束。8月 下旬可见大量圃锥形草堆。第 2年 3

月上旬仅见2-3个残余草堆。样地内草堆从出现到消失历经 210天左右。样地外 (无围

栏草场〉的草堆寿命很短,当年11月 即全部被牲畜或吃或践踏而消失。围栏草场和无围

栏草场中草堆寿命及鼠免数量如表 2所示。其间草堆除了被牲畜采食、鸟筑巢利用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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鼠兔本身对草堆的利用为 :

(1〉 采食:在草堆建造和建成以后,普遍在草堆上来食。例如,867号 鼠兔10分

钟取食草堆内青干草 6次。有的从草堆中央取食 ,最后形成 1个空壳 (图版 I:2)。 当

大雪覆盖草场时,常见个体活动于草堆旁、采食、日光浴等。

(2)防风保暖:将部分草堆切碎,切口整齐,圆锥形草堆变为方形、半圆形等 ,

同时产生大量碎草。洞口、洞道中均可见碎草,原本粗、大的洞道。洞口被碎草充塞变

细、小,利于防风保暖。即使在极恶劣的天气,鼠免不出洞活动,也可获得食物。

(3)隐蔽和通道:形成草准上洞口一草洞口,多者达4-5个。革堆内形成短而有

分支的洞道一草洞道,多与地表平行,有一垂直的草洞道与地下洞道系统相连 ,草洞口、

草洞道形成于11月 中旬 (图 版 I:3)。

研究表明,贮草行为是达鸟尔鼠兔繁殖期结束,越冬前发生的对漫长冬季生活的适

应行为。形成的草堆与地下洞道系统紧密联系,通过草堆的建造和利用,为该鼠种的来

食、日常活动,防风保暖、逃避天敌等提供了方便,创造了一个良好的越冬小环境,有

利于渡过严酷的冬季,对该物种能在青藏高原上生存具有重要的生物学意义。

此外,表 2所列资料表明,围栏有利于鼠兔贮草堆寿命的延长,从而有助于越冬种

群渡过严酷的漫长冬季。这一初步调查结果给研究者以有益的启示,即能否在达乌尔鼠

兔栖息地内,适时地实施干扰其贮草活动的措施9或收集利用乃至破坏其堆集的贮草 ,

造成不利于其种群顺利越冬的环境 ,从而我到一条治理鼠害的新途径 ,尚 待深入探讨之。

表 2 围栏草场和无围栏草场中草堆寿命及鼠兔数墨

Table 2  The lagting (iille of b8ypiles and 】l uII‘ber of plka

ill the fellced alld no-renced grn。 sI。lld

样地

pl。 t

围栏草场

Fenced

grasstand

无围栏草场

Noufenced

grassl多 1i d

8-9月 鼠兔数虽

`。

, of负 aypiles on

Aug, to scp.(No./ha)

草堆数

No. of haypiles

(No./ha)

草堆寿命

Lastin g tin∶ e

of haypiles

次年1月 鼠兔数量

No, of pika on Ja】 .

ne又t year(No./ha)

15 0】 ()

4.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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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ARDING BEHAViOUR OF DAURIAN PIKA(oCHOroafA

DA【
`RICA PALLAs)

zllang I)aochuan

(′’o/`”秒εs``’
`四

fr沱〃J刀 si。 J·j`gn∫ ′”o`og△·
,

T乃饣 C” F饨 纟.,ε

'c夕 '″

勿y cr sc|``汇 Fs, ,k0彳 0仍g, 810oOl)

T· his study on the hoarding l)eh△ vioc1r o1 D.11,r1△ n pik△ ((9c万口‘D`订z 1`衫 -

。哆/j。饧 ~Pallas) 、vas carried oltt in silan1△ ) v il1·△ge, Gainan countv, Qing-

hai province from ~`pr】 1 1991 七o (D);。 l)ec 19a2. 
·
rhc cI1~】 in ot hoarding

beI·1aViour inoludes seven~partsirun-co11eot-carry h△ y-t△ke a bre△ kˉrescrv e-

rnanage haypiles-】△In. ′rhe activity rhythrns ot dii1y hoarding bchaviour

have tw()-peaks and connccted 、vith the diurn△ 1 △ctivity rhˇ thnls. ·rhc
haypiles、s`ere built by hoarding beh△ viour. 'rhe 且urnber ot haypiles is
big逶rer tha工1 the number o￡ pikas. T11e plant spe]iOs ol h~typilcs included

thirty.sev en.sp.ecies and belo11ged to  forceen. farn,ilies. ·
rhe  av erage

`veight o￡
 haypiles is 721.31g.The age o】 hayp11es is about t、 vo hllndred and

ten.days. I· Iaypiles 、vere conn.ectcd、 vith tb.e sy3ten` ot underground c△ ves

closely,and pr()vided a microhabitat for Daurian pikas in winter.Fmm

七b.e Vie、v-point of evo1ution, hoarding ˉ
behaviour is very inlport·tnt to

I)aurian pika, it is one o￡  instinctive behaviour.

Key words: (9o乃 o饣。″,衫 饣〃亿/氵。‘衫 P,△ 11as, IIoarding behavio11r, Haypil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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