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西啮

大学出版

齿动物志

孽棼毛

陕烈

■i_∥

Rn。

霎|-渗。毫≥》，

、P"■-一一√l

i‘Ⅳ-：¨：；

“



陕西啮齿动物志



GLIRES(RODENTIA AND

LAGOMORPHA)FAUNA

OF SHAANⅪPROⅥNCE。

Chief editor
。’

Wa ng Tingzheng Xu Wenxian

S haa nx i No rma l U niversity Press

Xi，a n，1 9 9 2



●

内 容简介

． 本书总结了迄今为止有关陕西省啮齿动物(含兔形目和啮齿目)区系、分类、生

态、分布及鼠害诸方面的研究。全书共分6章，包括自然环境、啮齿动物区系、地理分

布、地理区划、经济意义和啮齿动物分类研究等部分。鉴于陕西省拥有驰名中外的

秦岭山地，有关啮齿动物区系，区系形成历史及系统分类是本书的重点研究内容。

全书记述了2目、1l科、55种(另13亚种)啮齿动物，‘及陕西鼠兔一新种。

书中插图r50幅，并提供了附录I、中国啮齿动物系统检索(至亚种)及附录I、

药物防治等内容，这些内容可做为高等院校动物学专业师生和科研人员从事动物学、

动物分类学、动物地理学教学，学习和研究的参考，又可为农林牧业植物保护人员

．及防疫卫生工作者借鉴。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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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西省地处我国的中部偏东，其狭长的地形在自然地理上跨越着北亚热带、暖

温带和温带3个地带，南部的秦岭山脉是我国长江水系和黄河水系的分水岭，北部是

世界著名黄土堆积高原的中心地区，最北部则是起伏较小的鄂尔多斯高原的南缘地

带。由于自然环境复杂，景观类型多样，导致啮齿动物(兔形目和啮齿目)种类众

多，形态和生态类型式样纷繁。特别是秦岭山地被公认是动物地理学上古北界和东

洋界在亚州东部的分界线，南北方物种混交分布。所以在理论上探讨陕西省啮齿动

物区系、分类，对研究我国动物区系和动物地理学有着特殊的重要意义。在实践

上，陕西省兼具我国南北方重要农、林业和医学害鼠，摸清重要害鼠的生态学，发

生规律及探索对它们的防治对策，对我国南北方重要害鼠防治研究均可借鉴。所以，

在80年代我们将《陕西省啮齿动物及其防治》列题以来，一直得到了陕西师范大学

校领导和科研处的支持和经济上的资助，同时，防灭鼠工作更是陕西省植保总站的

中心任务之一。我们合作写此专著，自始至终得到陕西省衣牧厅、陕西省植保总站

领导的关怀和多方面的支持与配合，为此，在本专著完成的时刻，谨向上述单位的

领导致以衷心的谢意l
‘

有关啮齿动物研究，早在我国西汉时期，司马迁的Ⅸ史记》中，就有关于鼠疫的

记载即不下数十处，地方志中有关鼠疫和危害农作物的记载更是屡见不鲜。在陕西最

早的地方志可以追溯到公元940年宋德元年，鼻俱鼠食苗几尽修，元朝时期公元1361

年的洛川县志野鼠食稼的记载颇为详尽；明、清时代蒲城、商县、延安，延川、靖

边，定边等许多县志中，均记载有鼠类危及枉业和遣成鼠疫等流行病或部分鼠种生

活习性的记录。上述内容仅能反映古代陕西劳动人民对鼠类及鼠灾朴素的认识。动

物学作为一门自然科学，这些-女oiF,还不能成为加以弓1用的内容。 ．

中国百余年的近代史，是一部世界帝国主义侵略刮分中国的历史，伴随着诸列

强的军事、政治的侵略和经济的掠夺，中国的广博土地在科学文化上也是他们垂涎

三尺的宝地。早在19世纪就有Dayid·Armand于1873年深入中国腹地，到陕西的

秦岭山地太白山等地，进行乌兽区系分类考察。自此以后激起了许多学者的注意。

1908年Alldei'son和Sowerby由英国驻华使馆人员陪同，从山西太原出发，横渡

黄河到延安、榆林地区，并穿过长城进入鄂尔多斯高原荒漠草原带考察，所得标本

和资料悉被运往国外。据此,Thomas，O．(1909)写有。中国山西和陕西北部的兽类静，

记载有20种兽类，其中啮齿动物占16种。Tomas，O．(191l，1912)仍根据

Anderson等人的考察写有“中国中部陕西南部的兽类”和。中国中部秦岭山地小型

兽类的采集骨两篇文章。前者记述兽类29种，啮齿动物诸如l草免(Lepus slf，in-

hoei)、鼠兔(Ochotona syrinx)、红白鼯鼠(Pctaurista aIborufus)、大林姬鼠



(■．s奎eclosus#eninsulae)、巢鼠(M·min矿tus)、洮州绒鼠(互o￡矗亭'16mj，s tus ira)

等计有17种，后者还记裁有林跳鼠(Eozapus sftchuanus)、鼠兔(0．cansa嬲0TOSa)

等种类。其它学者如A11en，J．A(1909)撰有盔中国陕西的哺乳动物劳，Clark．R．S．

and Sowerby，A．de．(1912)，Sowerby，A．de Carle．(i912)等也均著有有关

陕西兽类的调查文章。20世纪初期的这些考察报告及至中叶由Allen，G。M．(1938。

1940)美国博物馆中亚调查记《中国及蒙古的哺乳动物》I，I卷已问世，该书系统地

总结了半个世纪外国学者对中国哺乳动物分类、分布的研究．上述这些工作，一方

面在某种程度上为我国，当然也包括陕西省研究哺乳动物(含啮齿动物)奠定了一定

的基础，起到了积极作用，另一方面也不能不指出，由于他们往往根据极少数标本

或持不谨慎的态度在定名上造成了不少错误，为我国学者进一步研究兽类学而增添

了许多麻烦。

20世纪初期，我国动物学刚刚兴起，国内学者对兽类学研究均因条件不够具

备，故而考察不够普遍．有关对陕西省兽类研究几属空白，仅见有1932年((中华医

学杂志》18卷1期对山西和陕西鼠疫发生的报道，内中涉及榆椿地区鼠疫传染源达

鸟尔黄鼠和长瓜沙鼠的少量记载。

新中国建立后，陕西省动物学界前辈禹瀚先生1956--1958年三年中发表了四

篇有关秦岭兽类、陕北农田害鼠调查及鼢鼠的防治研究。王廷正自1958年结合陕

西师范大学生物系本科生实习对秦巴山区和关中平原啮齿动物进行了考察，加之在

西安市卫生防疫站协作下，对西安地区啮齿动物进行了研究。1961和1963年两次

赴陕北黄土高原进行兽类区系和分类研究，其研究成果分别在1962年中国动物学会

生态、区系、分类专业学术讨论会和1964年中国动物学会30周年学术讨论会上作

了报告，文章摘要同时被收入两会议的摘要汇蝙之中．郭澍民(1962)就陕北、黄龙．

耀县及延安市区鼠类提出调查报告．王廷正等1963年发表有西安地区啮齿动物的

研完．舍区系和生态两部分内容．陈延熹(1963，1965)撰写有榆林地区毛足鼠生活

习性观察和陕西毛乌素沙漠带啮齿动物调查．闽芝兰等(1966)发表有陕西省兽类新

记：豪l，内容较多地涉及鼠类方面。

十年动乱时期，科学研究几乎处于停滞状态，个别学者撰写的论文如I汪松、郑

昌臻(1973)整理的中国仓鼠亚科小志，其内容有涉反陕西的几种仓鼠亚种分布问题。

陈服官(1980)写有陕西秦岭大巴山兽类分类和区系研究。王廷正等(1979--1984)

撰写有陕北及宁夏东部的兽类区系、陕西大巴山地兽类区系，秦岭大巴山地啮齿动

物的研究、陕西关中东部秋季袈田鼠类研究和陕西农田鼠奏．及防治专著等。郑永烈等

(1982，1989)分男IJ发表有陕西秦岭东段兽类区系和太白山的兽类两篇论文。吴家炎

等(1982)就安康地区兽类调查提出报告，又于1990年记述了陕西秦岭发现猪尾鼠，

作为陕西省兽类新记录。樊乃昌等(1982)在中国鼢鼠凸颅亚属分类研究中，比较多

的涉及陕西几种鼢鼠的分类地位和分布问题．宋世英(1984)提出陕西陇山地区兽类

区系调查报告．该文章对分析陇山地区在动物区jij{l上应隶于何界、何区很有助益I

他叉于1986年发表了两种鼢鼠的分类订正，一方面肯定了樊乃昌将中华鼢鼠甘肃

亚种恢复为种的正确性，同时他又将樊氏确认的甘肃鼢鼠秦岭亚种(Myoxpafax

cansu$rufesce．s)提出应恢复原种级地位。李保国(1989)撰写了鼢鼠属凸颅亚属

· 2 ·



的分类研究及一新亚种一文，认为樊氏和宋氏所提升的两个种，仍应为中华鼢鼠的

两个亚种。在整理罗氏鼢鼠标本中认为，陕西东南部镇坪一带的罗氏鼢鼠(M·ro-

thschi Zdi)是一新亚种'订名为罗氏鼢鼠湖北亚种(M．r．hubeinensis)，而不同于

指名亚种。有关鼢鼠种级和亚种级分类，几位作者认识极不一致，本书对该问题依

据大量标本亦提出自己的看法。

自1986年至今，陕西师范大学鼠类研究室承担并主持了《七五》国家科技攻关

项目茹黄土高原旱作区主要害鼠——鼢鼠、黄鼠种群生态学及综合治理技术研究万，

围绕该课题王廷正(1990、1992)分别发表有陕西省啮齿动物区系与区划及达鸟尔黄

鼠繁殖特性研究，同时鼠类研究室于1991年由陕西师大学报出版鼠类专辑一册，

计20余篇有关啮齿动物论文。((八五》期间，该室继续承担并主持。黄土高原旱作区

棕色田鼠和中华鼢鼠的防治对策研究劳，同时又承担了《八五》国家攻关项目。三牝防

护林区主要害鼠综合防治刀中的部分内容。

鉴于啮齿动物与国计民生有着重要的关系，陕西师范大学、西北大学、陕西省

植保总站、陕西省动物研究所、陕西省卫生防疫站等单位均程度不等地或就啮费动

物基础理论或就防治实践开展着研究工作。

通过上述研究简史的介绍，可以看出有关陕西省啮齿动物区东种的组成、分类、

分布诸问题已基本清楚，原有资料、文献比较齐全，在标本方面除以陕西师范大学

鼠类研究室收藏的国内60余种约5000号标本(大部分为陕西省的标本)为基础，还

有陕西省动物研究所、西北大学生物系及陕西省卫生防疫站等兄弟单位的标本供查

对和借用，因此编写《陕西省啮齿动物志羚一书的条件，已基本成熬。为满足教学科

研和农，林，卫生事业等部门的需要，自1990年即制定计划，组织力量、搜集查阅

文献，核对标本并着手写作。

全书共分六章，书中重点当然是陕西省啮齿动物系统分类研究，另外还有啮齿

动物区系特征及区系的形成历史(区系演替)等内容．为便于生产单位参考使用，除

在经济意义一章中就陕西省主要害鼠分布、数量及危害程度重点加以叙述，并绘制

出它们的数量等级和危害程度图，此外，在附录Ⅱ中还特别编写了当代常用化学杀

鼠剂，供有关单位选择使用。鉴于高等院校生物系师生教学和学习兽噢分类学以及

有关科技，生产单位青年同志工作的需要，在附录I中，我们尝试着编制了中国啮

齿动物系统检索。由于国内对一些啮齿动物亚种分化研究尚不够完全，甚至对某些

种的种级分类研究还存在有争议，显然这顷工作基础尚不够成熟，我们谨以此抛砖引

玉，希望他人修改、补充日臻完善，以更有利于啮齿动物分类研究。

在编志过程中，我们得到陕西省动物研究所吴家炎先生和宋世英先生的大力支

持，将陕西省仅有的一只猪尾鼠全套标本以及部分其它标本提供给我们使用，致使

编志工作得以顺利进行．谨此致以衷心的感谢。

本书能够顺利出版，承蒙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的大力支持和协助，在此表示由
衷的感谢．

由于我们的能力所限，本书错漏谬误之处在所难免，望国内同行和广大读者同

志们不吝指正。 著者

1992年7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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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自然环境

陕西省位于中国中部，处于北纬31。437～39。347与东经105。29t---,111。14t之间。东

隔黄河与山西省相望，西与甘肃省及宁夏回族自治区毗邻，北靠内蒙古自治区，南接四川省，

东南角与河南，湖北两省交界。全省半数以上面积属于黄河流域，所以陕西省是黄河中游省

区之一。陕西位居我国内陆，省境东部东去我国边海的最近距离约500多公里。陕西的经纬

度值表明她位于我国中纬地带，呈现南北狭长、东西较窄的形状。南北长约870公里，东西

宽为200",-500公里，总面积约20万平方公里。

陕西地势的总特点是南北高，中间低。北部是由深厚黄土层覆盖的陕北高原，一般海拔

800---'1300米，约占全省土地总面积的45％；中部是由河流冲积和黄土沉积为主形成的关中

平原，一般海拔32G～'800米，约占全省土地总面积的19％，南部是由变质杂岩系构成的构

造上升运动强烈的陕南山地，一般海拔1200米～'2000米，约占全省土地总面积的36％。陕

西省的河流水系以秦岭为界分为南北两部分。秦岭以北诸河，除几条内陆河外，分属渭河，

延河，清涧河、无定河、秃尾河及窟野河等水系，是黄河流域的组成部分，流域面积约占陕

西土地总面积的2／8。秦岭以南诸河除洛河属于黄河流域外，分属汉江和嘉陵江水系，是长

江流域的组成部分，流域面积约占陕西土地总面积的1／3。

陕西处于我国东部季风区，气候属大陆性季风气候，季风影响显著，风向与降水均依季

节而有明显的交替。陕西省特殊的地形、地貌决定了陕西从南向北兼跨北亚热带和暖温带这

两个热量带。一般认为，秦岭是划分我国南方和北方的分水岭。陕西秦岭以南具有北亚热带

气候的特色，秦岭以北的关中及陕北大部具有暖温带气候的特色，长城沿线以北则具有温带

气候特点。
’

陕西土壤资源十分丰富，水平、垂直分布规律明显。从北向南的水平分布为陕北黑垆土、

关中褐土、蝼土及陕南的黄褐土。陕北黑垆土主要残存在陕北高原以及铜川、耀县一带。褐

土主要位于关中边缘的石质山地，搂土广布于关中盆地。黄褐土占有广大的秦巴山地的低山

丘陵和河谷地带，是北亚热带含有常绿树种的落叶阔叶林植被条件下的产物，是关中暖温带

褐土向亚热带黄壤的过渡土壤。。

陕西南北狭长的地理位置，为生长多样性的天然植被和人工植被提供了优越的地理环

境。植被水平地带性的分布由北向南依次是温带和暖温带的草原、暖温带的森林草原和落叶

阔叶林，北亚热带含有常绿阔叶树种的落叶阔叶林植被。秦巴山地植被具明显的垂直分布现

象。秦岭以南地区处在暖温带和北亚热带两个典型的植物区系的接壤地带，是我国南北埴物

交汇的场所。

根据地质，地貌的一致性和气候上显著的共同性，可将陕西省划分为黄土高原、关中盆

地平原及陕南秦巴山地三大地区。各地区的地貌、气候、土壤及植被概述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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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陕北局腺
●

陕北高原是黄土高原的一部分。东以黄河为界，西、北两面以省界为限，南以北山与关

中平原相接。黄土地貌是陕北高原最主要豁地貌类型，基本上由黄土塬、梁、弗及沟壑组成。

塬是黄土高原经过现代沟谷分割后存留下来的高原面，是侵蚀轻微而平坦的黄土平台，是高

原面保留较完整的部分。最大的塬是洛川塬。梁、峁则是黄土塬经过沟壑分割破碎而发展起

来的黄土丘陵。总的来说，黄土高原是千沟万壑，支离破碎。陕北高原北部长城沿线地处鄂

尔多斯台地南缘，属于半荒漠草原地带，大部为沙层所盖，沙丘问有较多的滩地分布。长城

内外的风沙高原在北半部，地势平缓少沟道，河谷宽，固定和半固定沙丘占主要地位，滩地

海子星罗棋布。南半部是一片间有滩地或黄土丘陵的流动沙带，新月形沙丘链是主要的沙丘

‘类型。 ， ，

陕北高原最北部的长城沿线属温带寒冷半干旱气候区。年平均气温在8℃以下，最冷月

均温在一lO℃以下，冬季长达6个多月，平均霜期6～7个月，年平均降水量340"-'470毫

米，年日照达2500,-,．,2900小时，是陕西日照时数最多的地区。陕北高原南部属暖温带冷温半

干旱气候区。年平均气温7．8,-',-9．6℃，最冷月均温一6．童～一8．1℃，冬长5～7个月，最热

月均温达22℃以上，年平均降水量比长城沿线一带平均多100"--160毫米，降雨集中在夏秋

两季，暴雨期一般年达100-'-,170天，是全省暴雨较多的地区之一。 ，’

陕北高原植被不发达。长城沿线属予半荒漠草原地带，植被以耐旱、耐寒的干草原和沙

生植物为主、植物生长趋势由北向南，由西到东逐渐变好。陕北中部除局部地区尚残存着油

松，侧柏、虎榛子、黄刺玫、扁核木以外，是一个已经草原化了的森林草原区，以禾本科植

被为主，其优势种包括长芒草、芨芨草等。陕北南部属于由森林向草原发展的过渡类型。现

以次生草被和灌丛为主，其中草类以禾本科，菊科、蔷薇科中旱生草类成分为主，植被经

常处于幼年阶段和稀疏状态下。农作物以谷子，糜子、土豆，玉米，豆类及冬小麦为主。在

子午岭——桥山、崂山、黄龙山一带广布着次生的夏绿阔叶和夏绿小阔叶林，其中南北长达

200多公里的子午岭——桥山林区发育很好，是陕北黄土高原上的几个森林岛。构成梢林的

主要优势树种是山杨、白桦、辽东栎、油松等，向阳陡坡主为侧柏群落，混生有榆、椴、杜梨等。

陕北高原主壤类型以黑垆土为主。困胶性差异而分为黑紫土、黑垆土、黑焦±和锈黑垆

土。长城沿线风沙区以新月形沙丘为主，沙丘基本上无土壤发育。部分地区有砂土及轻黑垆

土，丘间低地主要为草甸土。陕北高原中部地带性土壤为轻黑垆土及黑垆土，作为主要耕种

土壤的黄绵土分布甚广，谷地发育着锈黑垆土。陕北高原南部地带性土壤以粘黑垆土、灰褐

色森林土为主，前者主要分布子东部及北洛河流域，后者主要分布于梢林区。 ‘．

二、关中平原一、大中干爆

关中平原因位于关中而得名，又因平原在渭河干支流冲积作用下形成，所以也称渭河平

原。关中平原的范围南至秦岭，北至北山，介于陕北高原和陕南山地之间。平原西起宝鹃峡，

东至潼关，东西长约370公里，号称。八百里秦川静。关中平原是一个西部缩窄闭合，向东开

阔的盆地平原。平原西高东低，西部海扳高度约700"--'800米，东部最低处敌325米，平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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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拔高度520米。关中平原是由渭河及其两岸支流共同塑造的冲积洪积平原，是一个由河流

阶地，山前洪积扇、冲积洪积平原、古三角洲以及槽形凹地组成的地貌综合体。阶地外侧的

黄土台塬占关中平原区总面积的2／5。平原的平面分布极不对称。渭河经过多次侵蚀和堆积

回旋，两岸发育着多级河流阶地和河漫滩，成为关中平原的基本格局。

关中平原的气候属暖温带温和半湿润气候。年平均气温10～13℃，最冷月均温一般一1

～一3℃，绝大部分地方无大寒期，小寒期也比延安、洛川一带少20---'25天，冬长5个月。

最热月均温23---'26 oC，气温年较差一般介于26"-'28℃之间，炎热期比陕北高原普遍长10"--'5u

天，并出现暑热期。≥5 oC积温4200--,-,4900 oC，≥10 oC积温3900---4700℃，土壤冻结期平

均比陕北高原少1个月，比长城沿线一带少2"-'3个月。年平均降水量一般可达550一,700毫

米，秋雨较多。由于气候温和多雨，所以成为棉花和冬小麦的主要产区。关中是陕西伏旱重、

春夏旱轻的地区，东部多伏早，西部多春夏旱。秋季阴雨连绵，夏季暴雨次数较多，还是陕

西春霜冻及干热风危害的重点地区之一。

关中平原植被属落叶阔叶林灌丛区。其原生植被应是以辽东栎、油松为主的松栎林，但

目前绝大部分地方已辟为农田，只在关山一带有面积约130万亩覆盖率为35．1％的落叶阔

叶林。主要树种有槲栎，辽东栎、山杨、自桦、椴、鹅耳枥、小叶杨、茶条械、椿、油松，

侧柏等，局部有华山松，山地上部可见草旬和红桦。村镇附近主要为杨、柳、榆、柏等和一

些落叶果树，灌木以虎榛子、狼牙刺、酸醋柳及扁核木等为主。草本植物以白羊草、白草，

赖草、多种画眉草、秃疮花、紫菀、苦马豆，蒿类为主。渭河滩地主要有自茅一碱蓬一盐云

草草甸和香蒲一白茅一木草贼甸。由于水热条件较好，一些亚热带植物如夹竹桃、棕榈、无

花果，桂花、毛竹、茶等引进后生长良好。农作物以冬小麦、棉花、玉米为主，渭河两岸还

有小片水稻，是陕西主要的粮棉基地。渭北台塬因水源不足，秋杂粮中较耐旱的谷子、糜子、

高梁等占有一定的比重，还有油菜、花生，烤烟等经济作物。

土壤类型以褐土、缕土为主。平原地区主为蝼土，靠近渭河的河漫滩及超河漫滩一级阶

地上有草甸土，河流沿岸及灌区分布着冲积土，盐渍土，沿秦岭北坡发育着水稻土和沼泽土，

沙苑区分布着沙土。

三、陕南山地

陕南山地是指秦巴山地的陕西部分而言，基本上是一个。八山一水一分田修的富饶山区。

由秦岭山地和大巴山地组成。秦岭北坡E芝窄南坡宽缓，形成北高南低的总趋势(大巴IjI地也是

如此)，秦岭南坡顺向先成谷地源远流长，北坡谷地短小。南坡有许多大小不等的盆地，不少

盆地被那些源远流长的顺向先成河谷串连起来，成为串珠状盆地群。从汉江谷地分别向秦岭

巴山脊部展布着低山丘陵、中山，高山地貌，并以中山地貌为主。山地脊线部分海拔一般在

2000米以上，越向谷地高度渐低，除石泉以东的部分河谷外，一般不低于500米。秦巴山地

东西走向海拔高度变化的趋势是西高东低。镇坪、旬阳、山阳、商州连线以西地区，海拔多

在1500-'-'2000米，超出2000米的岭峰大半分布于这个地区，即全是汉江干流及其主要支流

谷地，也以海拔大于550米的面积最广。上述连线以东地区，海拔多在600,'--"1000米或

1000"--'1500米，1500米以上的岭峰不多。在陕西山地中，秦岭山地幅度大于大巴山的幅度，

高度也大于大巴山的i高度。秦岭山地西窄东宽，西部褶皱紧密，在商洛地区境内则呈掌指状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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