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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对布氏田鼠社群个体的观察表明: 个体的攻击行为因序位和性别有明显差异, 高序位雄鼠攻击性最

强; 不同序位和陌生鼠被容忍的概率也有差异, 低序位雌鼠较易被鼠群接受; 低序位雌鼠进入陌生鼠群后有较

多提高序位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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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 h is paper is a study on in tercou rse behavio r of d ifferen t h ierarchy of B randt’s

vo le. T he resu lt is as fo llow s: T he aggressive behavio r varies in differen t h ierarchy o r sexes,

the h igh h ierarchy m ale is the mo st in ten se. T he po ssib ility of being accep ted varies,

especia lly that of the low h ierarchy is the h ighest. T he strange fem ale of low h ierarchy has

mo re chance to m ake its h ierarchy lif t ing in the fam i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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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位是群居啮齿动物社群结构的表现形式, 对于啮齿动物的社群及其相关行为的研究已

有一些报道。例如: 通过野外标志跟踪已证实布氏田鼠鼠群内有着严格的序位等级, 这种等级

关系在维持鼠群的稳定和繁殖中起着关键作用; 但序位也可在陌生鼠进入鼠群后发生改变[1 ]。

布氏田鼠社群等级的识别方式可以通过个体间的探究和攻击确定[2 ]。也有报道认为气味识别

是鼠群确认序位的方式[3 ]。长爪沙鼠在识别“家族”等级时主要依靠探究行为[4 ]。在此基础上,

本试验对不同等级布氏田鼠的交往行为作了进一步观察。

1　材料与方法

　　试鼠于 2000204 下旬捕自内蒙古正镶白旗干草原。采用那氏捕鼠筒将洞系内个体捕尽。按

洞系在室内分笼饲养, 共 15 个洞系, 饲养笼大小为 48 cm ×32 cm ×24 cm。为防止不同社群影

响, 笼间用隔板分开, 笼中放干草作为窝巢, 定期清扫。保持人工光照 12～ 16 hõd - 1, 通风良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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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试鼠在试验前称量体重、确认性别、剪趾编号。为便于准确观察, 同笼个体用剪毛标记

法以示区别。在室内适应 1 周后开始观察行为。每天上、下午各观察 1 次, 每次 2～ 3 h。

试验观测包括: 鼠群内序位的确定、不同序位的体重分布、不同序位的交往行为特征。

2　结　果

2. 1　序位等级的确定

取食顺序: 投食后高序位鼠首先取食, 中序位鼠随后取食, 最后低序位鼠才取食。在高序位

鼠取食时不容许低序位鼠与之共同取食。若其他序位鼠试图取食, 高序位鼠会发出尖锐的警

告, 若警告不起作用, 高序位鼠则发起进攻, 直至将其赶走, 而中序位鼠取食时, 若低序位鼠也

来取食, 中序位鼠虽也会发出警告, 但不如高序位鼠强烈。序位相同的鼠取食时一同趴在食槽

中各自取食, 无争斗。

衔草筑巢行为: 高序位鼠首先衔草做窝且次数频繁。中序位鼠也会衔草做窝, 但次数明显

少于高序位鼠, 仅是跟随高序位鼠衔草筑巢。低序位鼠则不参与衔草筑巢活动。

趴卧特征: 高序位鼠常趴在鼠窝上部或中央, 或向鼠窝这一位置拥挤, 中、低序位鼠则主要

趴卧于鼠群的外层和下层, 或被高序位个体挤到外层和下层, 偶尔也会趴卧在鼠群上部或中央。

从各鼠群的序位等级分布情况 (表 1)可以看出高序位的组成: 　1♂1♀同为高序位共 6 组,

占 40% ; 　1♀单独占据高序位计 5 组, 占 33. 3% ; 　1♂单独占据高序位计 4 组, 占 26. 7% , 这

表明雌、雄鼠均可能占据社群高序位等级。

表 1　布氏田鼠鼠群的序位分布

笼号 高序位 中序位 低序位 笼号 高序位 中序位 低序位

4 1♀ 1♂ 2♀ 15 1♂1♀ 2♀ 1♀

25 1♀ 1♂1♀ 1♀ 6 1♂1♀ 1♀

27 1♀ 1♂1♀ 1♀ 32 1♂1♀ 3♀ 1♂1♀

2 1♀ 1♂ 1♀ 16 1♂ 1♀ 1♀

42 1♀ 1♂ 1♀ 43 1♂ 2♂1♀ 1♂1♀

12 1♂1♀ 1♂1♀ 7 1♂ 1♀ 1♀

28 1♂1♀ 1♀ 13 1♂ 1♂1♀ 1♀

3 1♂1♀ 1♀ 总 15 10♂11♀ 8♂11♀ 3♂16♀

　
2. 2　不同序位等级的体重分布

将同笼 (同一鼠群)个体按体重分为重、中等、轻的 3 个等级, 其序位分布见表 2。

表 2　不同体重的个体在社群中序位分布

体重
高　序　位

♀ % ♂ % 总

中　序　位

♀ % ♂ % 总

低　序　位

♀ % ♂ % 总

重　 10 83. 3 8 80 81. 8 1 10. 0 0 0 7. 1 0 0 0 0 0

中等 2 16. 7 2 20 18. 2 7 70. 0 4 100 78. 6 2 13. 3 0 0 11. 8

轻　 0 0 0 0 0 2 20. 0 0 0 14. 3 13 86. 7 2 100 88.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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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群中体重与序位的分布表明:

雌鼠中体重大的个体 83. 3% 为高序位、16. 7% 为中等序位; 体重居中的个体 70% 占据了

中序位, 10% 为高序位, 有 20% 属于低序位; 体重小的个体 86. 7% 占据了低序位, 13. 3% 为中

等序位。

表 3　排斥和容忍陌生鼠行为的差异比较

陌生鼠 行为反应 1♂1♀ 1♂2♀ 1♂3♀ 1♂ 1♀

♀ 被容忍 2 3 2 12 13

♀ 被排斥 6 14 7 0 5

♂ 被容忍 1 1 1 3 16

♂ 被排斥 5 7 4 15 3

雄鼠中体重大的个体 80% 为高序位, 20% 为中等序位; 　体重居中的个体 100% 占据了中

序位, 无一例属于高序位和低序位; 　体重小的个体 100% 占据了低序位, 无一例属于中等序

位和高序位。

这表明个体体重与其序位等级存在对应关系。同一鼠群中序位不相同的个体当体重接近

时, 因竞争而序位分化其中体重较小的个体也可因具有强的攻击性而获得较高的序位等级。

2. 3　不同序位等级的社群交往行为比较

2. 3. 1　个体识别　将陌生鼠引入鼠群, 总是高序位鼠上前嗅闻陌生鼠鼻、体和外阴。试验观察

到鼠群对陌生鼠部分地容忍接纳, 排斥

另一部分。

从表 3 看出, 3 类鼠群 (1♂1♀、1♂

2♀、1♂3♀) 的排斥行为 (81% ) 明显多

于容忍反应 (19% ) , 这些鼠群不容忍陌

生鼠进入, 说明鼠群具有较强的维护已

有秩序和稳定性的趋势。鼠群雄鼠对陌

生雄鼠具有很强的攻击性, 但如将该雄鼠与陌生雌鼠组合, 未发现互相排斥现象。而雌鼠无论

对引入的陌生雌鼠或陌生雄鼠容忍程度都较高。

2. 3. 2　社群序位的变动　将不同序位的单只陌生鼠放入鼠群, 观察陌生鼠进入鼠群后的序位

变化, 结果发现陌生鼠进入鼠群后可导致社群序位的变动。各个序位陌生鼠进入鼠群后序位都

可能改变。观察被容忍个体的行为发现, 其序位可能提升 (占引入陌生鼠的 35% ) , 其中以较低

序位雌鼠居多 (占引入中低序位鼠的 60% ) , 这使得原鼠群中的序位等级被打乱。试验表明陌

生雌鼠比雄鼠容易被鼠群接受, 因而有较多提高序位的机会; 只是当鼠群中有高序位雌鼠时,

引入的高序位陌生雌鼠较中、低序位雌鼠不易被容忍。但也有个别低序位陌生鼠主动向鼠群发

起进攻的现象, 若陌生鼠取胜则序位上升, 否则被咬伤或咬死。

2. 3. 3　不同序位等级被容忍的程度　观察由鼠群个体发起的排斥行为情况: 陌生鼠进入鼠群

后常表现出逃避行为, 而鼠群中高序位个体会立即向此陌生鼠发起进攻同时鼠群中其他序位

个体表现为躲闪逃避。即在排斥陌生鼠行为中, 高序位鼠是主动攻击者, 中序位鼠几乎不排斥

陌生鼠, 所观察到的 3 例均是先由高序位鼠发起, 中序位鼠然后加入到对陌生鼠的争斗中, 低

序位鼠不排斥陌生个体。这一结果表明高序位在排斥陌生鼠行为中起主导作用。陌生鼠进入

鼠群后被排斥或被容忍情况与该鼠的序位有关 (表 4)。高、中序位陌生鼠很少被鼠群容忍, 而

低序位个体被容忍的比例较高。鼠群中有高序位雄鼠时, 引入的陌生雄鼠无论其序位如何均不

被接受, 直至被咬死。将雌鼠引入该鼠群时, 则容易被接受, 其中引入的中、低序位雌鼠比高序

位雌鼠表现得温顺得多, 多数能被鼠群接受。

当陌生鼠是雄鼠时, 鼠群中高序位雄鼠是主动进攻者; 当陌生鼠是雌鼠时, 鼠群中高序位

雌鼠是主动进攻者, 也有个别鼠群中高序位雌雄鼠共同进攻陌生雌鼠或陌生雄鼠的情形。这说

明社群排斥行为存在明显的同性对应关系 (表 5)。

29 中 国 农 业 大 学 学 报 2002 年



表 4　不同序位间被排斥和被容忍的比较

序　位 被排斥% 被容忍%

高 (6♂∶6♀) 91. 7 (6♂∶5♀) 8. 3 (0♂∶1♀)

中 (6♂∶6♀) 75. 0 (5♂∶3♀) 25. 0 (1♂∶3♀)

低 (6♂∶6♀) 50. 0 (4♂∶2♀) 50. 0 (2♂∶4♀)

表 5　对陌生鼠的争斗行为比较

性别
陌生♂ (只)

重复数 被排斥 %

陌生♀ (只)

重复数 被排斥 %
总计%

♀ 18 3 16. 7 18 7 38. 9 27. 8

♂ 18 12 66. 7 18 3 16. 7 41. 7

3　讨　论

3. 1　鼠群的序位等级

关于布氏田鼠序位与年龄和性别已在我们前期的工作中被报道, 其序位等级的高低基本

按老体雄鼠、老体雌鼠、成体雌鼠、成体雄鼠、亚成体鼠、幼鼠的顺序排列[1 ]。本试验表明体重与

序位之间的确存在相互的对应关系, 其序位高低按体重由大到小顺序排列。

各鼠群的序位分布显示, 布氏田鼠社群高序位等级不存在偏雌或偏雄的特征, 即雌雄个鼠

均可占据高序位等级。该结果不同于小家鼠[5 ] , 后者是以一只雄鼠为优势个体 (其他雄鼠分散

于群内)控制着群内雌体和幼体。

3. 2　不同序位等级的交往特点

王梦军等[6 ]报道了自然条件下布氏田鼠的社群等级及其季节变化特点, 分析表明布氏田

鼠在繁殖季节保持着相对稳定的社群等级, 但同时社群个体间还存在序位的季节更替变动。本

研究注意到社群的序位是相对稳定的, 但在—定条件下还可能变动, 其中低序位陌生鼠进入鼠

群有较多机会获得更高序位。这种序位更替以及社群交往导致的序位变动, 最终可促使社群结

构重组优化。

布氏田鼠社群高序位鼠对陌生鼠具有较强的攻击性, 这与布氏田鼠的攻击性与体重相关

的结论一致[3 ] , 也与个体最大的长爪沙鼠成年鼠有很强的攻击性护域行为现象吻合[2, 7 ]。但我

们注意到并非所有高序位鼠都具有攻击性, 高序位雌鼠对陌生鼠的容忍程度明显高于雄鼠。布

氏田鼠排斥陌生鼠行为存在明显的同性对应关系, 这与大仓鼠同性间主要发生攻击行为、高原

鼠兔同性间的攻击性明显高于异性间的结论一致[8, 9 ]。繁殖期布氏田鼠社群的排斥行为明显多

于容忍反应, 这与成体陌生雌鼠间几乎无争斗[3 ]繁殖期不同洞系个体较多地表现为容忍行为

的结论不相一致[1 ]。

陌生鼠进入鼠群被容忍后可能带来社群序位结构的变化, 这有益于促使社群结构的重组

优化; 鼠群排斥陌生个体是为了维护社群的稳定环境及高序位鼠本身优越的等级, 二者对于整

个种群均是有益的。试验表明陌生雌鼠较雄鼠容易被鼠群接受, 因而有较多提高序位及参与繁

殖的机会, 这有利于种群发展。鼠群对陌生鼠出现容忍和排斥 2 种行为反应, 可能与鼠群本身

的社群结构、各个体的性别、性成熟程度、生理状况及陌生鼠的相关特征 (包括性别、性成熟程

度和生理状况等)有密切关系。

社群交往中, 总是鼠群高序位个体靠近陌生鼠通过嗅鼻、嗅体再嗅外阴这种行为序方式识

别对方, 而引入陌生鼠对新环境表现出强烈的社会性探究行为, 这表明嗅觉通讯是布氏田鼠进

行识别的主要方式[10, 11 ]。

动物社群的攻击性与其婚配制度的形成有一定关系[12, 13 ] , 如高原鼠兔雌雄攻击模式的不

同使种群内的一夫多妻占有较多比例, 而一夫一妻制所占比例相对较低[8 ]。试验表明繁殖期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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氏田鼠的排斥行为明显多于容忍反应, 但陌生雌鼠较陌生雄鼠更容易被鼠群接受, 且陌生雄鼠

间的容忍程度极低, 陌生雌鼠间的容忍程度较高, 这些现象可能与布氏田鼠婚配制度有一定关

系。再结合试验条件下布氏田鼠社群的繁殖行为特点, 如少部分一雄一雌鼠群排斥陌生鼠, 甚

至在取走配偶雄鼠后有的雌鼠仍表现出强烈的性忠诚, 即对引入陌生雄鼠强烈排斥, 因此我们

推断布氏田鼠社群是以一雄多雌为主、一雄一雌为辅的婚配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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