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喜马拉雅山南坡小型兽类体外 

，  
寄生蚤类群落的研究 ： 

6够．7 
主 许荣满 

(军事医学科学院微生物流行病研究所 北京 100071) 

摘要 1992—05—08、1993 09—07和1994—06—07分别在喜马拉唯山南坡，西藏亚东县、错那县和隆子县捕莸小型 

兽类，采集蚤粪标本，共获蚤1809~，经鉴定它们隶属于4科22埽46种。以该地区小型兽类作为研究对象，计算 

其染蚤指数和蚤类群落相似性指数，并对宿主动物体外寄生蚤群落进行主成分分析 结果表明；宿主动物的 

生境对其体外寄生蚤群落相似性起决定作用，而宿主动物的分类地位亦有一定的影响。 

关t词：至垫止蛋望菪，担 霸睦 圭盛盐盐盘 

THE FLEA CoM M UNITIES oN THE SM ALL M AM M ALS IN 

THE SoUTHERN SLoPE oF THE XIM ALAYA M oUNTAIN 

Guo Tianyu Xu Rongman 

(In~tlrure ofMicrobiology and id~ iotogy，Atademy ofMilitacv．Medical Scieme*，B嘶 ing，100071，China) 

Abstract The investigation results of the flea indiees and similarity indices of flea commu— 

nities on 8 species of small mammals in the southern part of the Ximalaya Mountain，near 

the southern border of Qinghai—Tibet Plateau，during the period from 1992 to 1994．Alto— 

gether 1805 specimens were collected from the small mammals，and they were identified as 

45 species and subspecies of fleas，belonging to 4 families。and 22 genera。 

Aher calculation of flea indices and similarity indiees，pcA was used to analyse flea 

communities on 8 species of the animal hosts．The ~esult revealed that similarities of flea 

communties were ma inly affected by types of the habitats selected by the host mammals， 

and by the positions of the hosts in taxonomy，to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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蚤类是哺乳动物和鸟类的体外寄生虫，是鼠疫等烈性传染病的重要媒介 蚤类的区系和分布，个别重 

要媒舟蚤的生物学习性等已有较详细的研究 ，但对蚤类群落方面的研究尚未见报道。作者 于1992～ 

1 994年在喜马拉雅山南坡取样调查 ，对小型兽类的体外寄生蚤群落进行了研究 

1 研究样点与方法 

1．1 样 的概况与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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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东县(北纬27 4。，东经88．9。)、错那县(北纬27．9D，东经91．9。)、隆子县(北纬28．4。，东经92．3o)地处喜 

马拉雅山南坡中西段，位于西藏中南部，与印度、不丹和锡金接壤。该地区地势北高南低 ．北部高海拔地区 

为高山草旬，开阔处 ，农田较多；南部为北南走向的河谷，两旁山坡森林覆盖，个别地段原始森林保存完好 

河各某些地段，零星有一些小村庄．村落附近森林砍伐后，多数变成灌丛草地．较平坦处有小块农田，种植 

青稞、油菜和马铃薯。 

根 据 植被类型和海拔高度 ，在每个调查 点，选择3类生境设点调查 ：(1)针阔叶混交林带 (2600～ 

3100m)；(2)高山针叶林带(3100~4000m)}(3)高山草旬(4000~4300m)。 

1．2 调查方法 

主要采用夹捕法，辅之以茏捕和枪击(捕获旱獭和野兔)，猎取小型兽类。使用3号鼠夹．以花生米为诱 

饵，沿一定地势走向．每陌5m布放1夹，每个调查点每天布放100夹，晚放晨收。所获小型兽类，鉴定到种，个 

别难种类制成标本带回请有关专家鉴定，检取体外寄生蚤．于实验室制成玻片标本，鉴定到种和亚种 

1．3 分析方法 

1．3．1 计算寄生在该地区小型兽类体外不同蚤种的染蚤指数 

I 一 F,／H 

L 指群落中第 z种蚤在第 种寄主的蚤指数，F．指第 种蚤在第 种小型兽类的个体数，甘 指第』种 

小型兽类的个体数。 

1．3．2 计算寄生在该地区小型兽类体外寄生蚤类群落相似性指数 

R 一三(x．．·X )／(三x0·j ) 

为蚤种． 、 为宿主，x x．。代表第 i种蚤寄生在J、 宿主动物的染蚤指数。 

1．3．3 主成分分析(PCA)[I 

2 结果与分析 

2．1 喜马拉雅山南坡小型兽类区系组成与分布 

蚤类是哺乳动物的体外寄生虫，其生存与分布基本上取决于宿主动物的存在与分布。现将调查所得宿 

主动物资料，接不同地区、不同海拔高度整理成表l。 

丧1 喜马拉雅山南坡小型兽类的组成、分布殛寄生蚤种敷 

Table 1 Composition·distrlbuUon and number of flea species ot sm all inaJflfllJflfltals 

in the southern slope  of  the Himalaya M ountain 

注：+，稀有种(ra工e species)F+卜·常见种(c0【r皿。n specices)l卅，优势种(dorr山刀ant⋯pe ie) 

从表1看出，3县的小型兽类组成有较大的差异 海拔4。o0m 下低海拔地 区．植被类型为针叶林和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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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混交林，锡盒松田鼠和长爪甩髓均为当地优势鼠种．灰腹鼠为常见 鼠种，除此而外·社 鼠是隆子县的优势 

鼠种，黑家鼠和藏鼠兔为亚东县的常见鼠种}海拔4000m 以上的高山草甸，在亚东灰尾兔和喜马拉雅旱獭 

的数量较多，黑唇鼠兔为当地优势种，在错那和隆子松田鼠为优势种，藏仓鼠为常见种．除此而外．藏鼠兔 

是隆子的优势种。 

2．2 喜马拉雅 山南坡小型兽类体外寄生蚤主要蚤种的染蚤指数 

裹2 喜马拉雅山南坡小型兽类体外寄生蚤主要蚤种的染蚤指数 

Table 2 Flea indices of the m jn species collected from the primary hosts 

in the so1]thern slope of Him alaya M ounflall 

蚤种 Flea species 杜鼠0灰虞鼠0锝金捂田鼠 爪媳魁 囊鼠兔@橙田鼠0藏仓鼠嘿 唇鼠兔 

①R． F②R．ehaI@P．n 神 ；@ ．月 }⑤ l̂ ＆咖棚F@P． 5}《孔 ． —  I@o．da~'ca． 

从表2看出，不同类别的宿主动物，其体外寄生蚤的染蚤指数各不相同。寄生在社鼠体外的蚤类有7种， 

其中斯氏新蚤的染蚤指数最高 ，为0．7O．其它种类 的都较低 ，最大的也只有O．05，形成了斯氏新蚤蚤类群 

落 。寄生在灰腹鼠体外的蚤类有14种．除斯氏新蚤和迪庆额蚤的染蚤指数较高外，其余的都较低．形成了斯 

氏新蚤一迪庆额蚤蚤类群落。寄生在锡金松田鼠体外的蚤种最多，共26种，除双蚤属的种类染蚤指数较高， 

其它属 的均较低．最大的长鬃维新蚤的染蚤指数仅为0．19．形成了似 直缘双蚤·方指双蚤·后凹双蚤蚤类群 

落。寄生在长爪魁鼯体外的蚤类有16种，其 中厉蚤属和古蚤属的蚤种染蚤指数较高．尼泊尔古蚤的染蚤指 

教最高．为0．83．其次是后厉蚤，为0．68，从而形成 了尼泊尔古蚤一后厉蚤蚤类群落 寄生在藏 鼠兔体外的蚤 

类有8种．其中三角茸足蚤、迪庆额蚤和卷带倍蚤的染蚤指教较高．其它种类的都较低，形成了三角茸足蚤． 

追庆额蚤．卷带倍蚤蚤类群落。寄生在松田鼠体外的蚤类有5种，除方指双蚤的染蚤指数较高．其余的均较 

低 ．形成了方指双蚤蚤类群落。寄生在藏仓鼠兔体外的蚤类有5种，其 中方指双蚤和卷带倍蚤的染昼指数较 

高．其它种类的都较低．形成了方指双一卷带倍蚤蚤类群落 寄生在黑唇鼠兔体外的蚤类有5种．其中前额蚤 一 

和哗倍蚤的染蚤指数较高 ，其它种类的都较低．形成了前额蚤·哗倍蚤蚤类群落 

2．3 喜马拉雅山南坡小型兽类体外寄生蚤群落的相似性的比较 

根据该地区小型兽类体外寄生蚤群落取样调查．8种小型兽类体外寄生蚤群落相似性指数见表3。从表 

34出，杜鼠和灰腹鼠是低海拔地区针阔叶混交林 的优势种或常见种，又是同一属动物．因而它们的体外寄 

生蚤的相似性最大．为0．9388；藏仓鼠与捡田鼠为高海拔地区高山草甸的优势种或常见种 ，它们的相似性 

指数为0．7486，居第2}松田鼠和锡盒捡田鼠是同一属动物，它们的相似性指数为0．47"51．排第3}黑唇鼠兔 

与橙田鼠同属高山草甸的优势种或常见种 ，它们的相似性指数为O．3733，排第4。黑唇鼠兔与社 鼠、灰腹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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藏鼠兔、藏仓鼠体外寄生蚤群落的相似性指数均为0。说明宿主动物生境对其体外寄生群落相似性起决定 

作用，而宿主动物的分类地位亦有一定的影响。选择生境相同的小兽，其体外寄生蚤粪群落的相似性大}选 

择生境明显不 同的小兽，其体外寄生蚤类群落的相似性小。亲缘关系相近的种类，其体外寄生类群落相似 

性大于亲缘关系较远的种类 

表3 喜马拉雅山南坡小型兽类体外寄生蚤群落的相似性指数 

Table 3 The similarity index of flea community of small mammals 

in the soother slope ot Himalaya mountain 

R．⋯  f@R． |@P． ⋯  |@ nigresc~s；~0．￡触 堋 |@P．1eucu~ tQ)O dauricn；@c kam~sis． 

2．3 喜马拉雅山南鹱小型兽类主成分分析 

主成分分析结果(表4)显示，前2个主分量的累积信息量N4s．335 以第一主分量和第二主分量分别 

为横坐标和纵坐标，绘得8种小型兽类体外寄生蚤群落排序的坐标定位图(图1)。 

衰4 宿主动物对主分量的负荷量 

Table 4 Loadings of hosts animal to two principal components 

图1显示，8种小型兽类可以蜘分为5个类群，第1类 

群包括社 鼠和灰腹鼠，第2类群包括松田鼠和锡盘松田 

鼠，第3类群包括藏仓鼠和藏鼠兔 ，第4类群包括黑唇 鼠 

兔，第5类群包括长爪电鼯 这5个类群基本上反映它们 

体外寄生蚤种类组成和数量的变化情况及相似程度。 

3 讨论 

由于长期的 自然选择，蚤类和其宿主动物协同进 

化．形成寄生和被寄生的关系。蚤类对宿主动物的选择 

大致分3种类型 ．即多宿主型、寡宿主型和单宿主型。基 

于蚤种自身的生理和生态需求，造成对宿主动物选择 

的差异。。]。本研究将不同宿主动物体外寄生蚤群落问 

的相似性进行了量化分析 ，从结果看．宿主动物生境对 

其体外寄生蚤群落相似性起决定作用，而宿主动物的 

分类地位也有一定的影响 如社 鼠和灰腹鼠，同是针阚 

叶混变林的优势种或常见种，其生境基本相近．又是同 

长 吼趾 

·  睦鼠 黑唇鼠免 

社鼠 ．， 

＆ --0：： 
e --0

．

． d 

． 镉盎括日鼠 

扯口鼠 

图1 8种宿主动物主成分分析的二维排序图 

F ．1 Two—dimensional ordination of PCA of 8 

species of f~．ea h0s 

属动物，其体外寄生蚤形成以斯氏新蚤为主的蚤类群落，相似性指数高达0．9833，而松田鼠和锡金抡 田 

T  

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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瞻【虽是同一属动物．但前者是高海拔地区高山草甸的优势种．后者为低海拔地区针阔叶混交林和针叶林的 

优势种或常见种 ．其生境差异较大 ，相似性指数为0．4751。长爪魏盹虽和锡盒松田鼠生境相同，却不是同一 

类动物，前者为食虫目种类，后者为啮齿目种类，其体外寄生蚤类群落同相似性指数仅为0．0659．前者以尼 

泊尔古蚤和后厉蚤为主，后者以似直缘双蚤、方指双蚤和后凹双蚤为主。这一结果说明．宿主动物生存环 

境，决定宿主动物的种类和组成，从而导致其体外寄生蚤群落的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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