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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在西双版纳热带植物园内, 用活捕笼捕获黄胸鼠 12只, 以花生、油茶及假海桐为备选食物, 在围

栏条件下对黄胸鼠的取食及贮藏行为进行了研究. 结果表明:黄胸鼠主要集中贮藏食物;与油茶等林木种子相

比,黄胸鼠更倾向取食和贮藏花生种子;黄胸鼠在巢外取食的位置一般会位于巢穴与种子释放点之间的区域,

这可能是回避捕食风险的反映, 每晚在巢内也会取食部分种子;黄胸鼠夜取食种子 9. 28 ? 2. 79 g,约占其体重

的 10%左右.因此, 黄胸鼠对林木种子有一定的捕食压力, 但对种子扩散作用可能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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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许多动物来说, 食物贮藏是其应对食物资源

和气候等环境条件季节变化的适应性行为
[ 1]

. 经过

长期进化,动物形成了集中贮藏 ( larder-hoarding)和

分散贮藏 ( scatter-hoard ing )两种主要的食物贮藏方

式.集中贮藏是贮藏者将食物集中贮藏在一个或数

个贮藏地点;而分散贮藏则是贮藏者将食物分散在

许多彼此分隔一定距离的地点,即在一个贮藏点常

仅包含 1粒或数粒种子或食物项
[ 1, 2]

. 一些啮齿动

物可能同时存在两种贮藏方式
[ 1]

, 甚至能够相互转

化,但有关机制的研究十分缺乏
[ 3, 4]

.

黄胸鼠 (Rattus tanezum i )别名屋顶鼠、黄腹鼠, 隶

属于啮齿目 (Rod entia )鼠科 (M uridae ). 在我国, 黄胸

鼠主要分布于长江流域以南各省和西藏东南部
[ 5]

.黄

胸鼠多栖息于村庄农舍,也栖息于村庄附近的农田、

灌木草丛中.黄胸鼠食性杂,但以植物类食物为主.据

松会武
[ 6]
报道,在贵州黄胸鼠的常见食物多达 24种,

以红薯、水稻、小麦等为主. 黄胸鼠平均日食量为

24. 89 g,最多达 29. 2 g.以往关于黄胸鼠的报道多集

中在食性
[ 7, 8]
、食量

[ 9]
及其年龄鉴定

[ 10 ]
等方面, 但对

其取食与贮藏策略方面的研究尚无报道.

本研究选用花生、落瓣油茶和假海桐为黄胸鼠

的被选食物.落瓣油茶 (Camellia sp. )在当地只有斑

块状分布,每年 8、9月份开始成熟, 果实为蒴果,内

有 1-5粒不等的种子.花生 (Arachis hypogaea) , 豆科

植物, 是当地主要农作物之一, 每年 8、9月份成熟.

假海桐 (P ittosporop sis craib) ,灌木,树高 2 m左右,核

果大而圆、中果皮薄、核近骨质、种子大、可食用或药

用. 本文建立野外围栏, 通过三组实验分别提供不同

的种子和设置不同的实验条件, 对黄胸鼠的食物贮

藏行为进行了研究,其主要目的是确定黄胸鼠对不

同食物的取食及贮藏方式的差异, 探讨黄胸鼠的食

物贮藏方式.

1 研究地概况和研究方法

1. 1 研究地概况

本研究在中国科学院西双版纳热带植物园内进

行. 植物园位于云南省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勐腊县

勐伦镇, 约在北纬 21b09c-22b24c, 东经 101b05c-101b

50c之间.西双版纳位于东南亚热带北缘, 是热带生

物区系向亚热带生物区系的过渡地带. 在植被地理、

植物区系地理和生物多样性的保护研究上具有较高

的科学价值和实践意义.在云南西双版纳地区,分布

有社鼠 (N iviventer confucianus)和针毛鼠 (N. fulves-

cens)等多种啮齿动物
[ 11, 12 ]

. 孟令曾和高秀霞
[ 13]
在

西双版纳野外调查了荒地、野芭蕉林、热带雨林等 3

种植被类型中啮齿动物的多样性.他们发现黄胸鼠、

社鼠、针毛鼠和红刺鼠 (Muridae surif er )为常见种,

其中以野生芭蕉林生境中鼠的种类和数量最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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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 研究方法

在研究地区, 以花生为诱饵, 用活捕笼 ( 35 cm

@ 15 cm @ 15 cm )共计捕获黄胸鼠 12只 ( 8雄, 4

雌 ) ,其平均体重 ( ? SD)为 108. 08 ? 17. 43 g.实验

动物均被单独饲养于专用塑料饲养箱中 ( 37 cm @ 26

cm @ 17 cm ), 饲养箱的底层以锯末铺垫, 为其提供

大鼠料块 (购于四川大学生科院动物实验中心 )和

充足的饮水.在饲养期间维持自然光周期.

围栏的设计参考程瑾瑞 ( 2005)等的研究, 种子

标记参考肖治术 ( 2006 )的方法. 具体如下: 在植物

园内, 选择地势较平坦的弃耕地生境, 建造 4个 10

m @10 m @ 1. 5 m的围栏, 在围栏内移栽野外常见的

植物 (主要是灌木和草本植物 )使围栏内的环境与

野外环境大体相似, 植被盖度 15%. 在围栏一角挖

掘地下巢穴 ( 0. 5 m @ 0. 5 m @ 0. 5 m )内壁用水泥抹

平,用直径 0. 1 m的 PVC管连通巢底部,管的另一

端露出地面并与地面齐平,作为鼠进出巢的通道.为

方便记录种子被扩散的具体位置, 我们以食盘为中

心将围栏划分为四个象限.围栏示意如图 1.

图 1 围栏底面示意图
F:种子释放点 (食盘 ) ; N:巢穴

1. 3 实验步骤
本研究按每次实验用种子和实验条件的不同分

为 3组实验, 于 2007年 8-9月份进行. 实验 ( 1) :只

提供标记的花生作为实验用种子, 围栏内巢穴洞口

始终被封住.本实验只是作为预备实验,初步了解黄

胸鼠的贮藏习性.实验 ( 2) :只提供标记的假海桐作

为实验用种子,巢穴洞口始终打开,每粒假海桐都被

编号后逐个称量并记录, 用以计算每只鼠每晚的平

均摄食量.实验 ( 3) :同时提供花生和油茶作为实验

用种子,巢穴洞口始终打开,用以了解其自然环境中

的食物贮藏习性,并检验黄胸鼠对两种种子的取食

和贮藏差异.

在实验正式开始前几天,给实验鼠喂食相应种

子让其熟悉实验用种子. 每次实验在天黑前

( 18: 00)左右开始,先将一只实验鼠放入围栏, 让其

在围栏内自由活动以熟悉环境, 1 h后取标记的种

子各 30粒,放置于围栏中央的食盘 (或称种子释放

点、食物源 )处, 并在围栏内提供饮水 ( day1) . 第二

天 ( day2) ( 8: 00)进入围栏,将实验鼠移出, 对围栏

内所有食物进行搜寻,记录其位置和状态.种子状态

按下述 5种情况进行记录: 1)原地取食; 2)巢内取

食; 3)巢外取食; 4)巢内贮藏 (集中贮藏 ) ; 5)巢外贮

藏. 每只鼠重复两天,每次实验结束后对围栏彻底清

理, 尽量恢复原状. 然后对另外的老鼠进行相同的实

验过程.

在研究中, 我们定义实验鼠将食物搬入巢内为

集中贮藏,将食物埋藏于围栏内不同位点定义为分

散贮藏
[ 1, 2]

.

1. 4 统计与分析

数据统计与分析采用 SPSS for W indow s( Ver-

sion11. 0)软件包进行,采用非参数检验中的W ilcox-

on test比较巢外与巢内取食和贮藏的种子比例之间

的差异.

2 研究结果

实验 ( 1)中,取食的花生占总数的 40%左右, 所

有被扩散的花生均被完全取食, 在实验整个过程中

没有发现分散贮藏的花生 (图 2) . (实验 ( 1)中, 巢

穴洞口始终关闭,防止其进行洞内的集中贮藏,在围

栏内,只是在释放点处取食, 种子并没有被搬运到其

他地方,没有发现分散贮藏点,初步说明黄胸鼠不具

有分散贮藏行为 )

图 2 花生种子命运分布

实验 ( 2), 整个实验过程中巢内、巢外取食的比

例差异显著 (Z = - 0. 862, P = 0. 022) . 原地被完全

取食的假海桐只有两粒. 同样在实验过程中并没有

发现有分散贮藏行为 (图 3). 通过计算进食前后假

海桐重量的变化,得出平均每晚进食量为 9. 28 ? 2.

79 g. (由于实验 ( 2)过程中, 巢穴洞口始终是打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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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鼠将种子转移到巢穴内贮存或取食掉,属于集中

贮藏方式,而在围栏地表没有发现分散贮藏点 )

图 3 假海桐种子命运分布
实验 ( 3)结果如图 4所示.

花生和油茶不论在哪种状态下, 两者间差异极

显著 ( a llP < 0. 01). 实验中也未发现有被分散贮藏

的种子. (实验 ( 3)除了进一步证明黄胸鼠的集中贮

藏行为,还比较了其对两种不同种子的取食差异 )

图 4 不同状态的花生果实和油茶种子统计

3 讨  论

3. 1 黄胸鼠食物利用的策略

在实验 ( 1)中我们通过将黄胸鼠的巢穴洞口封

住的措施,没有发现其有分散贮藏行为.在实验 ( 2)

和 ( 3)中,巢穴洞口始终处于开放状态,我们发现黄

胸鼠将大量的种子搬进巢内取食或贮藏起来, 因此

初步推断集中贮藏食物是黄胸鼠食物利用的主要策

略.

动物贮藏食物的方式与其对食物的保护能力的

大小有关
[ 1, 2]

, 如果贮藏者有较强的保护贮藏食物

的能力,就倾向于选择集中贮藏方式;如果保护贮藏

食物的能力较弱,则趋于以分散方式贮藏食物
[ 14 ]

.

在本研究地区,黄胸鼠属较大体型的鼠类,因此它主

要采用集中贮藏食物的方式.

3. 2 黄胸鼠对花生和油茶的取食选择

从实验 ( 3)结果看出, 黄胸鼠更喜食以花生这

种农作物种子 (果实 ) , 而不太喜好林木种子油茶.

有关松鼠的贮食行为的研究表明: 松鼠在进食和贮

藏期对生境内的各种食物是有一定的选择性, 松鼠

生活的环境中,松籽、核桃、板栗等营养成分高,蛋白

质含量高,松鼠最为喜好进食
[ 15]

. 因此本研究认为

黄胸鼠栖息地环境和其食性也有很大关系. 黄胸鼠

多生活在田间、农舍附近, 各种农作物种子 (果实 )

可能为其主要食物来源, 只有当农作物提供的食物

有限时才偶尔进入林内觅食. 据此推断黄胸鼠对农

作物的危害较大,而对林木的更新作用不大.

3. 3 捕食风险对黄胸鼠取食行为的影响
一般说来,动物在觅食 (寻找、取食、埋藏等诸

多环节 )时,会回避捕食风险较高的的地点
[ 16]

.一方

面它们为了能够生存下去, 需要满足自身的食物需

求, 因此它们要尽可能多的获得食物,这必然要花费

大量的时间搜寻, 这一过程使得动物长时间的暴露

在外界环境中,从而增加了它们被捕食的风险;另一

方面,动物需要躲避捕食者的捕食,才能使自己不被

消灭,这又需要它们尽可能少的外出活动, 或是选

择更加安全的觅食空间. 这一点与实验 ( 3)中黄胸

鼠在食物释放点 (原地 )及巢内取食情况相符. 在实

验 ( 3)中,一方面,黄胸鼠在原地取食了较少的花生

和油茶,只占总共释放种子 (果实 )的 5. 1%, 而搬入

巢内取食的种子则占到总数的 11. 55% . 因为在种

子释放点处,生境相对开阔, 在野外条件下捕食风险

较大.这一点在实验 ( 2)中也有体现, 由于假海桐果

实较大,完全取食一粒所用时间会较长, 风险会更

大, 所以黄胸鼠在释放点处取食部分果实后,并不将

假海桐拖运到围栏其他地方再次取食,而是将果实

搬进巢内后再取食.另一方面,从扩散后被取食的种

子 (果实 )在围栏内的分布来看,黄胸鼠的取食位置

主要集中于巢穴洞口与种子释放点之间的连线上,

因为在这一区域捕食风险显然最小, 一旦遇到危险

可最快的进入巢内.

3. 4 黄胸鼠每晚取食量测定

本次研究中,黄胸鼠每晚摄食量 9. 28 ? 2. 79 g,

占其体重的 10%左右. 有关黄胸鼠的食量测定大多

为每昼夜食量.李新民等
[ 9 ]
测得河南洛阳黄胸鼠小

麦的日食量为 15. 0 g;王国良等
[ 17 ]
研究了黄胸鼠对

15种食物的选择性试验, 得出其日食量在 10-15 g

之间.

黄胸鼠的分布属东南亚热带、亚热带型,居东洋

界. VanderW all
[ 1 ]
认为,在热带地区, 某些动物的食

物贮藏行为将减弱以至消失.但从本研究的结果看,

黄胸鼠的集中贮食行为还很强烈, 这可能还是与其

栖息地环境及习性有关.在田间或农舍周围,能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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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食物的主要是各种农作物,而农作物的成熟有一

定的季节性和不稳定性, 这在一定程度上刺激了黄

胸鼠的贮藏行为.而在常年食物资原较丰富的热带

森林生境内,森林鼠类的贮食行为可能会减弱,这还

需做深入的研究.

本研究为黄胸鼠的取食及贮藏行为提供了进一

步的证据,启示我们在自然条件下,黄胸鼠对油茶等

林木的自然更新作用有限, 这也与油茶在当地的斑

块状分布相符.黄胸鼠更可能是当地的一种重要的

农业鼠类,其对当地农业及林业的具体影响还需更

多的野外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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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eeding and Hoarding Strategies of Tanezum iRats (Rattus tanezum i)

LI U X in-jia
¹
,  CAO L in

º
,  ZHANG Zh i-bin

»
,  XU Lai-x iang

¹
,  CHEN J in

¼
,  X IAO Zhi-shu

»

(¹ Co llege of L ife Sciences, Qu fu Norm alUn iversity, 273165, Qu fu, Sh andong; º C ollege of L ife Sciences,

S ichuan Un ivers ity, 610064, C hengdu, S ichu an; » In stitute of Zoology Ch 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100101, Beijing;

¼ X ishuangb anna T rop icalB otan icalG arden, Ch inese A cadem y of S cien ces, 666303, M engla, Yunnan, PRC )

Abstract: The food hoarding and eating behavior ofT anezum i rat are invest igated by prov id ing peanu,t o il tea

and p ittosporopsis craib seeds as foods w ith in enclosures( L @W @H = 10 @ 10 @ 1. 5 m
3
) in X ishuangbanna. The

resu lts show ed thatTanezum i rat hoarded food in larders. Tanezum i rat consum es and hoardsm ore peanut and pi-t

tosporopsis cra ib seeds. The sites where food w ere eaten distribute betw een the nest and the feeder. Th is behav ior

m aybe re flect decreasing predation r isk. Tanezum i rat ea ts part of the hoarded food every n igh.t Tanezum i ra t con-

sum e 9. 28 ? 2. 79 g foods, wh ich is equa l to 10% of itsw e igh.t Tanezum i rat is like ly to be a kind of rat harm to

farm, wh ile its effect on seeds dispersal and forest renew al is not very obv ious.

Key words: Tanezum i ra;t hoard ing behav ior; larder-hoard 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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