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鄱阳湖区黄毛鼠（Ｒａｔｔｕｓ ｌｏｓｅａ）繁殖生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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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２０１５—２０１６ 年对鄱阳湖区的滨湖农田和湖滩草洲的黄毛鼠种群繁殖进行了研究。 研究结果表明，其种群雌雄比为

８１．３６％，在不同的季节、生境和年龄组之间都有一定的差别，雌雄比在夏季较低，春、秋、冬季的雌雄比都超过了 ５０．００％，其中冬

季的达到了 １３３．３３％。 农田和湖滩草洲上的雌雄比也都超过了 ５０．００％，且农田的高于湖滩草洲的。 在不同的年龄组之间，雌

雄比最高的为幼体组 １４０．００％，其次为成体 ９０．２０％。 所有雌鼠全年的怀孕率为 ４５．２６％，平均胎仔数为 ６．７４ 只，繁殖指数为

１．３６。 夏和秋季的怀孕率都较高，冬季未捕获到怀孕鼠，仅捕获到有怀孕经历（有宫斑）的雌鼠。 从繁殖指数看，春、秋季维持高

峰水平，且秋峰高于春峰。 雌性黄毛鼠总的参产率为 ７１．５８％，各季节间变化呈现单峰曲线，夏季最高，其次是秋季和春季，冬季

停止怀孕。 随着年龄的增长，平均胎仔数有明显增加的趋势，成体组胎仔数最高，而繁殖指数也是以成体组最高，说明成体组是

种群中繁殖的主体。 雄性黄毛鼠的睾丸下降率全年总计为 ８１．３６％，分四季平均为 ７９．６４％，春、夏、秋季都维持在较高水平，冬

季最低。 下位睾丸的大小季节性差异极显著（Ｐ＜０．０１），春季与冬季相比，有显著性差异，说明开春后，雄性黄毛鼠在生殖潜能

上已有明显变化。 这些特征与雌鼠的繁殖高峰基本吻合。 说明黄毛鼠主要在春、夏、秋季繁殖，繁殖盛期在春、秋季。 从不同的

年龄组看，幼体组个体不参与繁殖，亚成体组个体开始参与繁殖，繁殖主体是成体组个体。

关键词：黄毛鼠；繁殖生态；鄱阳湖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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ｕｔｅｒｕｓ， ｎｕｍｂｅｒ ａｎｄ ｓｉｚｅ ｏｆ ｅｍｂｒｙｏｓ， ａｎｄ ｐｌａｃｅｎｔａｌ ｓｃａｒｓ． Ｓｐｅｃｉｍｅｎｓ ｗｅｒｅ ａｓｓｉｇｎｅｄ ｔｏ ｔｈｒｅｅ ａｇｅ ｃｌａｓｓｅｓ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ｃａｒｃａｓ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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ｂｉｍｏｄａｌ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 ｏｆ ｗｈｉｃｈ ｔｈｅ ｍａｊｏｒ ｐｅａｋ ｗａｓ ｉｎ ａｕｔｕｍｎ． Ｉｔ ｗａｓ ｓｈｏｗｎ ｔｈａｔ ｓｐｒｉｎｇ ａｎｄ ａｕｔｕｍｎ ｗｅｒｅ ｔｈｅ ｐｅａｋ ｂｒｅｅｄｉｎ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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ｓｉｍｉｌａｒ ｔｏ ｔｈｏｓｅ ｏｆ ｆｅｍａｌｅｓ ｂｙ ｓｅａｓｏｎ ａｎｄ ａｇｅ ｃｌａｓｓ． Ａｓ ｓｕｃｈ， ｉｔ ｃｏｕｌｄ ｂｅ ｃｏｎｃｌｕｄｅｄ ｔｈａｔ ｔｈｅ ｒａｔ ｂｒｅｅｄｓ ｄｕｒｉｎｇ ｔｈｅ ｓｐｒｉｎｇ ｔｏ
ａｕｔｕｍｎ， ａｎｄ ｓｔｏｐｓ ｂｒｅｅｄｉｎｇ ｉｎ ｗｉｎｔｅｒ． Ｔｈｅ ｍｏｓｔ ｆａｖｏｒａｂｌｅ ｂｒｅｅｄｉｎｇ ｓｅａｓｏｎｓ ｏｆ ｔｈｉｓ ｓｐｅｃｉｅｓ ａｒｅ ｓｐｒｉｎｇ ａｎｄ ａｕｔｕｍｎ， ａｎｄ ｔｈｅ
ａｄｕｌｔ ｇｒｏｕｐ ｉｓ ｔｈｅ ｍａｉｎ ｒｅ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ｖｅ ｃｌａｓｓ．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 Ｒａｔｔｕｓ ｌｏｓｅａ； ｒｅ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ｖｅ ｅｃｏｌｏｇｙ； Ｐｏｙａｎｇ Ｌａｋｅ ｒｅｇｉｏｎ

黄毛鼠（Ｒａｔｔｕｓ ｌｏｓｅａ）是我国南方的主要农田害鼠之一［１］，在福建、广东和广西等地有较广泛的分布，曾被

认为是我国 ２７° Ｎ 以南的主要农业害鼠［２］。 由于黄毛鼠盗食水稻幼苗、种子，在鄱阳湖流域的农作区和柑橘

种植区，对水稻、蔬菜、柑橘等农作物危害较重，已成为优势鼠种之一［３⁃４］。 根据调查发现，黄毛鼠已是鄱阳湖

滨湖农田生境第一优势鼠种［５］。 同时，黄毛鼠也是重要的疫源动物，可传播多种疾病，是南方恙虫病、立克次

体和钩端螺旋体病的主要宿主，与多种疾病的传染流行有关，如地方性斑疹伤寒、鼠疫、肾综合征出血热

等［６⁃１０］。 因此，从保障农业生产、农民生活和卫生防御的角度考虑，为控制其危害和暴发，有必要对其野外种

群的生物生态特性进行研究，掌握其环境变迁条件下的发生发展规律。
目前虽然对黄毛鼠的种群生态已有不少报道，但主要集中在广东、福建等地，如栖息环境和行为习性［１１］、

食性和活动规律［１２⁃１５］、年龄分组［１，１６⁃１７］、生长发育［１８⁃１９］、繁殖特性［１８，２０⁃２２］、婚配制度［２３］、种群数量波动与发生

规律［２４⁃２８］、防治策略及方法［２９⁃３５］等等均有报道。 在浙江［４，３６］、广西［３７⁃４０］也有些许研究报道。 而在长江中下游

具有独特生态地理特征的鄱阳湖及流域，迄今为止对黄毛鼠的生物学和生态学研究，还未见有较详尽的报道。
本文根据在鄱阳湖滨湖农田调查积累的相关数据，进行归纳总结，揭示本地区黄毛鼠的繁殖生态学特性。

１　 研究地概况

鄱阳湖位于江西省境内北部，长江中下游南岸，位于 ２８°２４′—２９°４６′ Ｎ，１１５°４９′—１１６°４６′ Ｅ。 鄱阳湖属于

季节型湖泊，丰水期（每年 ４ 至 ９ 月）湖泊通江水面面积最大为 ４０７８ ｋｍ２，枯水期（每年 １０ 月至翌年 ３ 月）多
年平均水面面积为 １２９０ ｋｍ２ ［４１］。 鄱阳湖属典型的亚热带季风气候区，夏季盛行偏南风，冬季盛行偏北风；多
年平均气温为 １７．６℃，最冷月（１ 月）平均气温为 ５．１℃，最热月（７ 月）平均气温最高为 ２９．５℃，年平均降水量

为 １４５０—１５５０ ｍｍ，多集中在 ４—６ 月［４２］。 湖区具亚热带温润气候特点，气候温和，雨量充沛，冬暖夏凉，四季

分明，适宜黄毛鼠栖息。
鄱阳湖平原是江西省及全国的粮食主产区。 本研究选取的洲滩和农田位于鄱阳湖东岸江西省南昌市新

建区恒湖垦殖场罗滨分场（２８°５９′２７″ Ｎ，１１６°０９′４０″ Ｅ）、鄱阳湖岛屿江西鄱阳湖南矶湿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所在地新建区南矶乡（２８°５７′０６″ Ｎ，１１６°２１′２３″ Ｅ）和鄱阳湖西岸上饶市鄱阳县莲湖乡（２８°５６′１５″ Ｎ，１１６°３３′

２ 　 生　 态　 学　 报　 　 　 ３８ 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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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２″ Ｅ）的围堤内农田以及对应的堤外鄱阳湖湖滩草洲（图 １）。 鄱阳湖平原农田土地平坦，夏季主要种植水

稻，还有芝麻、蔬菜及少量棉花等作物。 洲滩主要优势植物为薹草（Ｃａｒｅｘ ｓｐｐ．）、芦苇（Ｐｈｒａｇｍｉｔｅｓ ａｕｓｔｒａｌｉｓ）、南
荻（Ｔｒｉａｒｒｈｅｎａ ｌｕｔａｒｉｏｒｉｐａｒｉａ）等，夏季洲滩被水淹没，秋冬季水落洲滩露出，湿地植物生长、凋谢。

２　 调查方法

２．１　 调查方法

调查于 ２０１５ 年 ６、９、１２ 月（夏、秋、冬）和 ２０１６ 年 ３ 月（春）在鄱阳湖滨湖农田和湖区湖滩草洲同时进行，
相对应的鄱阳湖星子水位分别为 １６．３７、１３．３７、１３．０７ ｍ 和 １３．３６ ｍ，由于 ２０１５ 年 ６ 月鄱阳湖进入丰水期，湖滩

草洲被水淹没，无法调查，仅在农田进行调查。
采用夹日法调查，以生葵花籽为饵，用大号铁板夹（江西贵溪捕鼠器材厂生产）。 在湖滩草洲调查时，沿

直线放置，每 ５ ｍ １ 铗，两行相距 １５０ ｍ 以上，每个样区设样线 ４ 个，每个样线布放铗 ８０ 个左右，每个调查点总

计约 ３００ 夹日。 在农田调查时，沿田埂布铗，每 ５ ｍ １ 铗，各样区亦设样线 ４ 个，每个样线布铗亦 ８０ 个左右，即
每个调查点总计布铗也是 ３００ 夹日左右。 第 １ 天下午或傍晚布放，第 ２ 天早上回收，所捕获的鼠类分种类统

计。 对鄱阳湖区的湖滩草洲和滨湖农田采集的黄毛鼠样本称重、测量，然后解剖，仔细观察繁殖情况，记录睾

丸是否下降阴囊，测定睾丸的长和宽。 记录雌鼠宫角发育状况，怀孕情况；胎仔数、大小及胚胎斑数，最后称取

胴体重。
２．２　 数据处理与分析

数据分析在 ＳＰＳＳ １９．０ 中进行，采用方差分析和 ＬＳＤ 比较不同季节、不同生境黄毛鼠繁殖状况的差异性，
显著性水平设定为 α＝ ０．０５。 相关图表制作在 Ｅｘｃｅｌ 中完成。

３　 结果

２０１５—２０１６ 年 ４ 次调查结果示于表 １。 在农田生境共布放 ３７０６ 夹日，共捕获 １７５ 只黄毛鼠。 所捕获的

黄毛鼠中，有解剖记录的 １７３ 只，其中能辨别性别的 １７１ 只，雌雄各为 ８０ 只和 ９１ 只，雌雄比为 ０．８８（Ｆ ／ Ｍ）。
由于鄱阳湖湖滩草洲 ６ 月被水淹没，仅调查 ３ 次，共布放 ２８３２ 夹日，共捕获 ４３ 只黄毛鼠。 所捕获的黄毛鼠

中，有解剖记录的 ４２ 只，雌雄各为 １５ 只和 ２７ 只，雌雄比为 ０．５６（Ｆ ／ Ｍ）。

表 １　 ２０１５—２０１６ 年黄毛鼠在鄱阳湖区不同生境的捕获情况

Ｔａｂｌｅ １　 Ｔｈｅ ｃｅｎｓｕｓ ｄａｔａ ｏｆ Ｒａｔｔｕｓ ｌｏｓｅａ ｉｎ ｆａｒｍｌａｎｄ ａｎｄ ｂｅａｃｈ ｏｆ Ｐｏｙａｎｇ ｌａｋｅ ａｒｅａ ｉｎ ２０１５ ａｎｄ ２０１６

生境
Ｈａｂｉｔａｔ

调查时间
Ｃｅｎｓｕｓ ｔｉｍｅ

夹日数
Ｓｎａｐｔｒａｐｓ

捕获总鼠数 ／ 只
Ｎｏ． ｏｆ ｔｏｔａｌ

ｃａｐｔｕｒｅｓ ｍｏｕｓｅ

黄毛鼠捕获率
Ｒａｔｅ ｏｆ Ｃａｐｔｕｒｅ ｏｆ

Ｒ． ｌｏｓｅａ ／ ％

占捕获鼠的比例
Ｒａｔｅ ｉｎ ｃａｐｔｕｒｅ

ｍｏｕｓｅ ／ ％

农田 Ｆａｒｍｌａｎｄ ２０１５ 年 ６ 月（夏） ８９７ ５２＋２ ２．４５（２２） ４０．７４

２０１５ 年 ９ 月（秋） ９３４ １２５＋３ ９．２１（８６） ６７．１９

２０１５ 年 １２ 月（冬） ９３１ １２７＋１ ５．５９（５２） ４０．６３

２０１６ 年 ３ 月（春） ９４４ ６３＋２ １．５９（１５） ２３．０８

合计 ３７０６ ３６７＋８ ４．７２（１７５） ４６．６７

洲滩 Ｂｅａｃｈ ２０１５ 年 ９ 月（秋） ９５０ ２６＋１ １．０５（１０） ３７．０４

２０１５ 年 １２ 月（冬） ９５８ ４８＋１ １．３６（１３） ２６．５３

２０１６ 年 ３ 月（春） ９２４ ７８ ２．１６（２０） ２５．６４

合计 ２８３２ １５２＋２ １．５２（４３） ２７．９２

　 　 加号后的数字为不能鉴定种类的捕获数。 括号内的数值为各种类的捕获数

根据捕获群体的发育与繁殖状况，年龄分组参照黄秀清等［２２，４３］ 对广东黄毛鼠年龄组划分标准对应的胴

体重指标，分成幼体、亚成体和成体 ３ 个年龄组，对应的胴体重为：３６ ｇ 以下、３６—５５ ｇ、５５ ｇ 以上。 从图 ２ 看，
在春、夏、秋季捕获的主要是成体和亚成体，幼体的比例较低，至冬季捕获的幼体比例大幅提高，春、夏、秋、冬

３　 １４ 期 　 　 　 卢萍　 等：鄱阳湖区黄毛鼠（Ｒａｔｔｕｓ ｌｏｓｅａ）繁殖生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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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１　 鄱阳湖洲滩湿地黄毛鼠调查区域分布示意图

　 Ｆｉｇ．１　 Ｓａｍｐｌｉｎｇ ｌｏｃａｌｉｔｉｅｓ ｏｆ Ｒａｔｔｕｓ ｌｏｓｅａ ｉｎ Ｐｏｙａｎｇ Ｌａｋｅ ｗｅｔｌａｎｄ

①：鄱阳湖西岸（南昌市新建区恒湖垦殖场）；②：鄱阳湖岛屿（南

昌市新建区南矶乡（南矶湿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③：鄱阳湖东

岸（上饶市鄱阳县莲湖乡）

幼体比例为 ０（０ ／ ３５）、４．５５％（１ ／ ２２）、３．２３％（３ ／ ９３）和

１４．２９％（９ ／ ６３），差异极显著 （ χ２ ＝ ２３． ２７３， ｄｆ ＝ ６，Ｐ ＜
０．００１）。
３．１　 雌鼠繁殖特征

黄毛鼠雌鼠的繁殖特征见表 ２，表中的“参产鼠”是
指有胎的孕鼠和可见宫斑的经产鼠（有宫斑的孕鼠不

重复计算），即已参加繁殖的鼠［４４］。 雌性黄毛鼠总的参

产率为 ７１．５８％，全年的怀孕率为 ４５．２６％，平均胎仔数

为 ６．７４ 只，繁殖指数为 １．３６。 胎仔数最低为 ４ 只，最高

为 １３ 只，出现的频率分别为 １１．６３％和 ２．３３％，出现频

率最 高 的 胎 仔 数 为 ６ 只 （ ２３． ２６％）， 其 次 为 ７ 只

（１８．６０％）。 从宫角的宫斑数看，波动范围在 ３—１２ 之

间，据此可以判断，黄毛鼠的胎仔数在 ３—１３ 之间。
捕获既有宫斑又怀有胎仔的雌鼠 ４ 只，都是于

２０１５ 年 ９ 月（秋季）捕获，其中 ２ 只于南矶山的农田生

境内捕获（８ 个胚胎＋８ 个宫斑、７ 个胚胎＋８ 个宫斑），体
重分别为 ９０．４ ｇ（胴体重 ６５．４ ｇ）和 １０２．７ ｇ（胴体重 ７９．９
ｇ），体长分别为 １６３ ｍｍ 和 １７０ ｍｍ，这 ２ 只体重都在 ８０
ｇ 以上，胴体重在 ５５ ｇ 以上，体长都在 １４４ ｍｍ 以上，都
属于成体组中体重较大个体［４５］；另外 ２ 只于莲湖乡的

农田生境内捕获，其中 １ 只雌鼠（９ 个胚胎＋８ 个宫斑），
体重为 ７７．６ ｇ（胴体重 ６３．６ ｇ），体长为 １４８ ｍｍ，属于成

体，另外 １ 只雌鼠（８ 个胚胎＋３ 个宫斑），体重为 ６０ ｇ
（胴体重 ４６．９ ｇ），体长为 １４８ ｍｍ，属于亚成体，因此，在
当年的秋季，这 ２ 只雌鼠还有参与 １—２ 次繁殖的机会。
由此可以推论，鄱阳湖区的黄毛鼠一年可繁殖 ３—４ 胎。

就个体来看，宫角已发育为管状的最低体重个体为 ５２．１ ｇ（胴体重 ３４．８ ｇ），有怀孕记录的雌鼠最低体重个体

５９．９ ｇ（胴体重 ４７．１ ｇ）。

表 ２　 鄱阳湖区不同季节雌性黄毛鼠的繁殖特征

Ｔａｂｌｅ ２　 Ｔｈｅ ｒｅ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ｖｅ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ｏｆ ｆｅｍａｌｅ Ｒ． ｌｏｓｅａ ｉｎ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ｓｅａｓｏｎ ｉｎ Ｐｏｙａｎｇ Ｌａｋｅ ａｒｅａ

季节
Ｓｅａｓｏｎ

雌鼠数
Ｎｏ． ｏｆ
ｆｅｍａｌｅ

雌雄比
Ｆｅｍａｌｅ⁃ｍａｌｅ

ｒａｔｉｏ ／ ％

参产鼠数①

Ｎｏ． ｏｆ
ｒｅ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ｖｅ

参产率②

Ｒａｔｅ ｏｆ
ｒｅ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ｖｅ ／

％

孕鼠数
Ｎｏ ｏｆ

ｐｒｅｇｎａｎｃｙ

雌鼠怀孕率
Ｒａｔｅ ｏｆ

ｐｒｅｇｎａｎｃｙ ／ ％

平均胎仔数③

Ｍｅａｎ ｌｉｔｔｅｒ
Ｓｉｚｅ （Ｍｅａｎ±ＳＤ）

繁殖指数④

Ｉｎｄｅｘ ｏｆ
ｒｅ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 Ｉ♀）

春季 Ｓｐｒｉｎｇ １６ ８８．８９ １４ ８７．５０ １１ ６８．７５ ４．９１±０．８３ （４—６） １．５９ （３．３８）

夏季 Ｓｕｍｍｅｒ ４ ２２．２２ ４ １００ ３ ７５．００ ５．６７±１．５３ （４—７） ０．７７ （４．２５）

秋季 Ａｕｔｕｍｎ ３９ ７０．９１ ３８ ９７．４４ ２９ ７４．３６ ７．５５±１．９２ （５—１３） ２．３３ （５．６２）

冬季 Ｗｉｎｔｅｒ ３６ １３３．３３ １２ ３３．３３ ０ ０．００ ０ ０

合计 Ｔｏｔａｌ ９５ ８１．３６ ６８ ７１．５８ ４３ ４５．２６ ６．７４±２．０４ （４—１３） １．３６ （３．０５）

　 　 ①参产鼠＝怀孕鼠（只）＋有宫斑但未怀孕鼠（只） Ｒｅ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ｖｅ ａｎｉｍａｌｓ＝Ｐｒｅｇｎａｎｃｙ ａｎｉｍａｌｓ ＋ ｔｈｅ ｎｏｎ－ｐｒｅｇｎａｎｃｙ ａｎｉｍａｌｓ ｗｉｔｈ ｐｌａｃｅｎｔａｌ ｓｃａｒ； ②

参产率＝参产鼠（只） ／ 雌鼠总数（只）（×１００％） Ｒａｔｅ ｏｆ ｒｅ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ｖｅ ＝Ｒｅ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ｖｅ ａｎｉｍａｌｓ ／ ｔｈｅ ｆｅｍａｌｅｓ （ ×１００％）； ③括号内的数值为胎仔数范围

Ｔｈｅ ｎｕｍｂｅｒｓ ｉｎ ｐａｒｅｎｔｈｅｓｅｓ ｗｅｒｅ ｃｈａｎｇｅ ｒａｎｇｅ ｏｆ ｌｉｔｔｅｒ ｓｉｚｅｓ； ④繁殖指数 ＝胎仔总数 ／ 总鼠数；括号内的繁殖指数（ Ｉ♀ ）是以雌鼠计算的 Ｉｎｄｅｘ ｏｆ

ｒｅ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Ｔｏｔａｌ ｌｉｔｔｅｒ ｓｉｚｅ ／ ａｌｌ ａｎｉｍａｌｓ； Ｔｈｅ Ｉ♀ ｗｈｉｃｈ ｗｅｒｅ ｓｈｏｗｅｄ ｉｎ ｐａｒｅｎｔｈｅｓｅｓ ｗｅｒｅ ｃａｌｃｕｌａｔｅｄ ｏｎ ｆｅｍａｌｅ ａｎｉｍａｌ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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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１．１　 雌鼠繁殖的季节变化

由于样本数较少，计算各项繁殖特征仅以每季为一单位。 从表 ２ 看，雌雄比在夏季最低，春季、秋季、冬季

的雌雄比都超过 ５０％。 春、夏、秋季的怀孕率较高，都超过了 ５０％，冬季没有捕获到怀孕的雌鼠（表 ２），仅捕获

到有怀孕经历（有宫斑）的雌鼠。 参产率在春、夏、秋季都较高，到冬季迅速降低，这可能是由于冬季食物缺

少、气候等多种因素，雌鼠已停止怀孕。 从繁殖指数看，秋季是雌鼠的繁殖高峰期，春季为次高峰，夏季繁殖能

力有所降低，冬季停止繁殖。
３．１．２　 不同生境雌鼠的繁殖特征

在农田生境中，雌性黄毛鼠总的参产率为 ７０．００％，全年的怀孕率为 ４６．２５％，平均胎仔数为 ６．７ 只，繁殖指

数为 １．４５。 胎仔数最低为 ４ 只，最高为 １３ 只，出现的频率分别为 １３．５１％和 ２．７０％，出现频率最高的胎仔数为

６、７、８ 只（频率同为 １８．９２％），其次为 ５ 只（１６．２２％）。
在洲滩生境中，雌性黄毛鼠总的参产率为 ８０．００％，全年的怀孕率为 ４０．００％，平均胎仔率为 ７ 只，繁殖指

数为 ０．９８。 胎仔数最低为 ５ 只，最高为 １２ 只，出现的频率同为 １６． ６７％，出现频率最高的胎仔数为 ６ 只

５０．００％。 从繁殖指数看（表 ３），在农田生境的繁殖能力比在洲滩要高。

表 ３　 鄱阳湖区不同生境雌性黄毛鼠的繁殖特征

Ｔａｂｌｅ ３　 Ｔｈｅ ｒｅ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ｖｅ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ｏｆ ｆｅｍａｌｅ Ｒ． ｌｏｓｅａ ｉｎ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ｈａｂｉｔａｔ ｉｎ Ｐｏｙａｎｇ Ｌａｋｅ ａｒｅａ

生境
Ｈａｂｉｔａｔ

雌鼠数
Ｎｏ． ｏｆ
ｆｅｍａｌｅ

雌雄比
Ｆｅｍａｌｅ⁃ｍａｌｅ

ｒａｔｉｏ ／ ％

参产鼠数
Ｎｏ． ｏｆ

ｒｅ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ｖｅ

参产率
Ｒａｔｅ ｏｆ

ｒｅ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ｖｅ ／
％

孕鼠数
Ｎｏ ｏｆ

ｐｒｅｇｎａｎｃｙ

雌鼠怀孕率
Ｒａｔｅ ｏｆ

ｐｒｅｇｎａｎｃｙ ／ ％

平均胎仔数
Ｍｅａｎ ｌｉｔｔｅｒ

Ｓｉｚｅ
（Ｍｅａｎ±ＳＤ）

繁殖指数
Ｉｎｄｅｘ ｏｆ

ｒｅ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 Ｉ♀）

农田 Ｆａｒｍｌａｎｄ ８０ ８７．９１ ５６ ７０．００ ３７ ４６．２５ ６．７０±１．９８ （４—１３） １．４５ （３．１０）

洲滩 Ｂｅａｃｈ １５ ５５．５６ １２ ８０．００ ６ ４０．００ ７．００±２．５３ （５—１２） ０．９８ （２．８０）

３．１．３　 不同年龄组雌鼠的繁殖特征

由表 ４ 可知，雌雄比最高的为幼体组，亚成体和成体组的雌雄比都低于 １。 不同年龄组雌鼠宫角的发育情况，幼
体组的宫角全部为细线状，亚成体组性成熟的比例为 ６５．８５％（宫角已发育成管状），成体组仅有少数的仍为线状

（１０．８７％）。 捕获的亚成体雌鼠有 ６ 只宫角内有曾经怀孕留下的宫斑，另外 ２１ 只参产鼠都是第一次参与繁殖。
在不同季节和不同生境下捕获的黄毛鼠雌性年龄组存在极显著的差异（χ２ ＝ ２０．２７５，ｄｆ ＝ ３，Ｐ＜０．００１）（图

２）。 其中，雌性成体在秋季捕获的比例最高（６４．１０％），夏季捕获的比例最低（２５．００％）；亚成体则是在夏季捕

获的比例最高（７５％），秋季捕获的比例最低（３０．７７％）；幼体在冬季捕获的比例最高（１６．６７％），在春季和夏季

都没有捕获到雌性幼体。 不同生境下捕获的黄毛鼠年龄组也存在差异（图 ３）。 雌性亚成体和幼体都是在农

田生境中捕获的比例最高，分别为 ４５．５７％和 ８．８６％；雌性成体则是在洲滩生境捕获的比例最高（６６．６７％）。
在洲滩生境中未捕获到雌性幼体。

表 ４　 鄱阳湖区不同年龄组雌性黄毛鼠宫角的发育状况

Ｔａｂｌｅ ４　 Ｔｈｅ ｓｔａｔｕｓ ｏｆ ｕｔｅｒｕｓ ｏｆ ｅａｃｈ ａｇｅ ｃｌａｓｓｅｓ ｏｆ Ｒ． ｌｏｓｅａ ｉｎ Ｐｏｙａｎｇ Ｌａｋｅ ａｒｅａ

年龄组
Ａｇｅ ｃｌａｓｓｅｓ

雌鼠数
Ｎｏ． ｏｆ ｆｅｍａｌｅ

雄鼠数
Ｎｏ． ｏｆ ｍａｌｅ

雌雄比
Ｆｅｍａｌｅ⁃ｍａｌｅ

ｒａｔｉｏ ／ ％

性成熟鼠数及其比例
Ａｎｉｍａｌｓ ｏｆ ｓｅｘｕａｌｌｙ ｍａｔｕｒｅ ａｎｄ
ｉｔｓ ｐｅｒｃｅｎｔａｇｅ ｉｎ ｆｅｍａｌｅｓ ／ ％

宫角有斑雌鼠数及比例
Ａｎｉｍａｌｓ ｏｆ ｕｔｅｒｉｎｅ ｓｃａｒ ａｎｄ
ｉｔｓ ｐｅｒｃｅｎｔａｇｅ ｉｎ ｆｅｍａｌｅｓ ／ ％

幼体 Ｊｕｖｅｎｉｌｅ ７ ５ １４０．００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亚成体 Ｓｕｂ⁃ａｄｕｌｔ ４１ ６１ ６７．２１ ２７（６５．８５） ６（１４．６３）

成体 Ａｄｕｌｔ ４６ ５１ ９０．２０ ４１（８９．１３） ２３（５０．００）

从表 ５ 看，黄毛鼠幼体未见怀孕鼠，亚成体组中怀孕率最高，达到 ５３．６６％，到成体组的怀孕率又有所下

降。 参产率由幼体组的 ０％逐渐增加，到成体组达到最高（８９．１６％）。 不同年龄组间的胎仔数存在明显差异

５　 １４ 期 　 　 　 卢萍　 等：鄱阳湖区黄毛鼠（Ｒａｔｔｕｓ ｌｏｓｅａ）繁殖生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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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Ｆ＝ ２３．９７４，ｄｆ＝ ２，Ｐ＝ ０．０００），有随着年龄组增加，平均胎仔数明显增加的趋势。 其中，在农田生境秋季捕获

的 １ 只成体怀孕鼠，其胎仔数（１３）是所有怀孕雌鼠中最高的。 以雌鼠和所有鼠计算的繁殖指数都是成体组

最高，说明成体组是种群中繁殖的主体。

图 ２　 鄱阳湖区不同季节黄毛鼠的种群年龄结构

Ｆｉｇ．２　 Ｔｈｅ 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 ａｇｅ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ｏｆ Ｒ． ｌｏｓｅａ ｉｎ ｅａｃｈ ｓｅａｓｏｎ ｏｆ Ｐｏｙａｎｇ Ｌａｋｅ ａｒｅａ

图 ３　 鄱阳湖区不同生境黄毛鼠的种群年龄结构

　 Ｆｉｇ． ３ 　 Ｔｈｅ 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 ａｇｅ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ｏｆ Ｒ． ｌｏｓｅａ ｉｎ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ｈａｂｉｔａｔ ｉｎ Ｐｏｙａｎｇ Ｌａｋｅ ａｒｅａ

３．２　 雄鼠繁殖特征

３．２．１　 雄鼠繁殖特征的季节变化

以睾丸是否下降到阴囊（称“下位”）作为雄鼠发育

成熟或有能力参与繁殖的指标［４４］。 在鄱阳湖区捕获的

黄毛鼠睾丸下位的最低体重为 ５４．６ ｇ（胴体重 ４１．３ ｇ）。
从表 ６ 看，黄毛鼠的睾丸下位率全年总计为 ８１．３６％，分
四季平均为 ７９．６４％，春、夏、秋季都维持在较高水平，冬
季最低。 以所有鼠计，睾丸大小（长和宽）季节差异极

显著（Ｐ＜０．００１）；而仅以已下位的睾丸计，睾丸大小（长
和宽）季节差异也是极显著的（Ｐ＜０．０１）。 睾丸的长径

在秋季的平均值最高，且与春、夏、冬季都存在显著性差

异（Ｐ＜０．０５）；春、夏、秋季睾丸的宽径差异不显著（Ｐ＞
０．０５），但与冬季均有显著性差异（Ｐ＜０．０５）。 春季下位

睾丸大小与冬季相比，均有极显著性差异（Ｐ＜０．０１），说
明开春后，雄性黄毛鼠在生殖器官已有明显变化。 这些

特征与雌鼠的繁殖高峰基本吻合。

表 ５　 鄱阳湖区不同年龄组雌性黄毛鼠的繁殖特征

Ｔａｂｌｅ ５　 Ｔｈｅ ｒｅ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ｖｅ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ｏｆ ｆｅｍａｌｅ Ｒ． ｌｏｓｅａ ｏｆ ｅａｃｈ ａｇｅ ｇｒｏｕｐ ｉｎ Ｐｏｙａｎｇ Ｌａｋｅ ａｒｅａ

年龄组
Ａｇｅ ｃｌａｓｓｅｓ

雌鼠数
Ｎｏ． ｏｆ ｆｅｍａｌｅ

参产鼠数
Ｎｏ． ｏｆ

ｒｅ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ｖｅ

参产率
Ｒａｔｅ ｏｆ

ｒｅ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ｖｅ ／ ％

孕鼠数
Ｎｏ． ｏｆ

ｐｒｅｇｎａｎｃｙ

雌鼠怀孕率
Ｒａｔｅ ｏｆ

ｐｒｅｇｎａｎｃｙ ／ ％

平均胎仔数
Ｍｅａｎ ｌｉｔｔｅｒ

ｓｉｚｅ
（Ｍｅａｎ ±ＳＤ）

繁殖指数（ Ｉ♀）
Ｉｎｄｅｘ ｏｆ

ｒｅ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幼体 Ｊｕｖｅｎｉｌｅ ７ ０ ０．００ ０ ０．００ ０ ０

亚成体 Ｓｕｂ⁃ａｄｕｌｔ ４１ ２７ ６５．８５ ２２ ５３．６６ ５．７３±１．２８
（４—８） １．２４（３．０７）

成体 Ａｄｕｌｔ ４６ ４１ ８９．１３ ２１ ４５．６５ ７．８１±２．１６
（４—１３） １．６９（３．５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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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６　 鄱阳湖区雄性黄毛鼠繁殖特征的季节变化

Ｔａｂｌｅ ６　 Ｒｅ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ｖｅ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ｏｆ ｍａｌｅ Ｒ． ｌｏｓｅａ ｉｎ ｅａｃｈ ｓｅａｓｏｎ ｉｎ Ｐｏｙａｎｇ Ｌａｋｅ ａｒｅａ

季节
Ｓｅａｓｏｎ

雄鼠数
Ｎｏ． ｏｆ ｍａｌｅ

睾丸大小（Ｍｅａｎ±ＳＤ）
Ｓｉｚｅｓ ｏｆ ｔｅｓｔｉｓ ／ ｍｍ

下降睾丸大小（Ｍｅａｎ±ＳＤ）
Ｓｉｚｅｓ ｏｆ ｔｅｓｔｉｓ ｉｎ ｓｃｒｏｔｕｍ ／ ｍｍ

长径
Ｌｏｎｇ ｄｉａｍｅｔｅｒ

宽径
Ｗｉｄｅ ｄｉａｍｅｔｅｒ

长径
Ｌｏｎｇ ｄｉａｍｅｔｅｒ

宽径
Ｗｉｄｅ ｄｉａｍｅｔｅｒ

下位率
Ｒａｔｅ ｏｆ ｔｅｓｔｅｓ
ｉｎ ｓｃｒｏｔｕｍ ／ ％

春季 Ｓｐｒｉｎｇ １８ １１．２２±１．３５ａ ２０．５６±２．８７ａ １１．４７±０．８７ａ ２１．１２±１．６５ａ ９４．４４
夏季 Ｓｕｍｍｅｒ １８ １１．６１±１．３３ａ ２０．７２±３．３２ａ １１．６１±１．３３ａ ２０．７２±３．３２ａ １００．００
秋季 Ａｕｔｕｍｎ ５５ １３．００±３．２４ｂ １９．９８±３．８０ａ １３．０９±３．２０ｂ ２０．１３±３．６７ａ ９８．１８
冬季 Ｗｉｎｔｅｒ ２７ ５．１１±２．０６ｃ ９．３３±４．１２ｂ ７．８６±１．７７ｃ １５．４３±３．４１ｂ ２５．９３
Ｆ⁃ｖａｌｕｅ — ５９．２７５∗∗∗ ６０．９０８∗∗∗ ９．６７０∗∗∗ ５．３７２∗∗ —
自由度（ｄｆ） — ３ ３ ３ ３ —
合计 Ｔｏｔａｌ １１８ １０．６９±４．０２ １７．７３±５．８８ １２．１４±２．８９ ２０．０７±３．５４ ８１．３６

　 　 每列中相同字母表示平均数间差异不显著（Ｐ＞０．０５），不同字母则表示平均数间差异显著（Ｐ＜０．０５），其中，∗ Ｐ＜０．０５， ∗∗ Ｐ＜０．０１， ａｎｄ

∗∗∗ Ｐ＜０．００１

３．２．２　 不同年龄组雄鼠的繁殖特征

在不同季节和不同生境下捕获的黄毛鼠雄性年龄组存在显著的差异（χ２ ＝ １３．２３６，ｄｆ＝ ６，Ｐ＜０．０５）（图 ２）。
其中，雄性成体的数量是在夏、秋季捕获的比例最高（５５．５６％和 ５３．７０％），春季捕获的比例最低（２２．２２％）；亚
成体的数量在春季捕获的比例最高（７７．７８％），夏季捕获的比例最低（３８．８９％）；幼体的数量在冬季捕获的比

例最高（１１．１１％），在春季没有捕获到雄性幼体。 不同生境下捕获的黄毛鼠年龄组也存在差异（图 ３）。 雄性

成体和幼体都是在农田生境中捕获的比例高，分别为 ４８．３５％和 ５．４９％，而亚成体是在洲滩生境中捕获的比例

高（７３．０８％），但在洲滩生境中未捕获到雄性幼体。
从表 ７ 可知，雄鼠睾丸下位率从幼体组到成体组逐步增加，从 ２０．００％增加到 ９６．０８％；睾丸的大小也呈同

样的趋势。 各年龄组间雄鼠睾丸的长和宽均有显著性差异（Ｐ＜０．０１）。 说明雄性幼体到亚成体，再由亚成体

到成体，性成熟方面确实已有质的变化。

表 ７　 雄性鼠各年龄组睾丸的变化

Ｔａｂｌｅ ７　 Ｆｌｕｃｔｕ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ｂｒｅｅｄｉｎｇ ｓｔａｔｓ ｏｆ ｍａｌｅｓ ｉｎ Ｐｏｙａｎｇ Ｌａｋｅ ａｒｅａ

年龄组
Ａｇｅ ｃｌａｓｓｅｓ

雄鼠数
Ｎｏ． ｏｆ ｍａｌｅ

下位率
Ｒａｔｅ ｏｆ ｔｅｓｔｉｓ
ｉｎ ｓｃｒｏｔｕｍ ／ ％

长径

Ｌｏｎｇ ｄｉａｍｅｔｅｒ⑤

（Ｍｅａｎ±ＳＤ） ／ ｍｍ

宽径

Ｗｉｄｅ ｄｉａｍｅｔｅｒ ⑤

（Ｍｅａｎ±ＳＤ） ／ ｍｍ

幼体组 Ｊｕｖｅｎｉｌｅ ５ ２０．００（１ ／ ５） ５．４０±２．８８ （３—９）ａ ９．６０±４．２８ （６—１６）ａ
亚成体组 Ｓｕｂ⁃ａｄｕｌｔ ６１ ７３．７７（４５ ／ ６１） １０．１８±４．５３ （３—２８）ｂ １６．３８±６．４４ （６—２９）ｂ
成体组 Ａｄｕｌｔ ５１ ９６．０８（４９ ／ ５１） １１．８２±２．８１ （４—２１）ｃ ２０．１４±３．７８ （７—２５）ｃ
Ｆ⁃ｖａｌｕｅ — — ７．６１０∗∗ １２．８２１∗∗∗

自由度（ｄｆ） — — ２ ２
　 　 ⑤括号内的数值为睾丸长径和宽径范围；每列中相同字母表示平均数间差异不显著（Ｐ＞０．０５），不同字母则表示平均数间差异显著（Ｐ＜

０．０５），其中，∗ Ｐ＜０．０５， ∗∗ Ｐ＜０．０１， ａｎｄ ∗∗∗ Ｐ＜０．００１

４　 讨论

鄱阳湖是我国最大的淡水湖泊。 洪水季节，鄱阳湖水位高涨、湖面宽阔。 枯水季节，鄱阳湖水位下降，洲
滩出露。 根据调查，黄毛鼠已是鄱阳湖滨湖水田生境第一优势鼠种［５］。 在本研究中，黄毛鼠在鄱阳湖区主要

栖息在农田中，在洲滩处于丰水期（夏季）被淹的状态时，黄毛鼠无法在洲滩中栖息，但当枯水期（秋季）洲滩

显露时，在鄱阳湖洲滩中就捕获到了黄毛鼠，说明农田中的黄毛鼠种群会向洲滩不断渗透，在农田和洲滩之间

来回迁移。 研究发现，黄毛鼠种群存在空间季节性迁移，且随着食物条件和栖息环境的变化会产生有规律的

迁移［４６⁃４７］。 在相邻的大型湖泊洞庭湖的调查研究中，洞庭湖东方田鼠就是在洲滩和农田之间来回迁移，而且

不断向洲滩渗透［４８⁃４９］，本研究结果与其一致。

７　 １４ 期 　 　 　 卢萍　 等：鄱阳湖区黄毛鼠（Ｒａｔｔｕｓ ｌｏｓｅａ）繁殖生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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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次调查结果显示，鄱阳湖区的黄毛鼠总的雄性多于雌性，雌雄比小于 １００％，只有 １２ 月捕获的黄毛鼠雌

性鼠多于雄性鼠，雌雄比大于 １００％。 与江西其他地区［３，５０］、广西桂林［４０］、广东［１８，２１⁃２２，４３，５１］ 等地区有关黄毛鼠

性比的研究结果报道相一致。 各地对黄毛鼠的繁殖特征研究结果汇于表 ８。 从表中可以看出，除个别地区

外，如广西桂东南和福建云霄县，从南至北，黄毛鼠雌雄比总体呈升高的趋势，也就是说越往北方雌性鼠占的

比例越高。 从本次调查捕获的怀孕鼠来看，除了冬季没有捕获到，春、夏和秋季都捕获到了，并且在秋季捕获

的怀孕鼠最多，繁殖指数最高，其次是春季。 因此，可以认为冬季是黄毛鼠的非繁殖期，原因可能是受冬季低

温气候和食物条件等的影响，而春、夏和秋季的气候、食物和环境条件有利于黄毛鼠的生长和发育，可以认为

是黄毛鼠的种群繁殖期。 研究发现，部分地区，如广东地处较南的阳春［５１］、斗门［１８］、东莞［２２］ 以及福建南部的

云霄县［２８］全年均可繁殖，主要是地理位置偏南的区域，应该是气候影响的关系；而相对这些地方较北的地区，
如广西［３７，４０］、福建北部的古田［２５］、江西吉安［５３］、湖北通城县［５４］ 和浙江舟山岛［３６］ 基本上冬季为非繁殖期，本
研究结果与其一致。 总体来看，从南至北，黄毛鼠种群年内繁殖季节有逐渐缩短的趋势。

从不同的生境捕获的黄毛鼠来看，农田捕获到的黄毛鼠雌雄性比、怀孕率和繁殖指数要高于洲滩上的，而
参产率和平均胎仔数则低于洲滩上的。 本研究区域的农田常有人类活动，干扰程度相对较高；而洲滩上人烟

稀少，禁止放牧，干扰程度相对较低。 Ａｄｌｅｒ（１９９５）研究也发现，黄毛鼠是与人类共生的，且对农作物的依赖度

很高［５５］。 说明在人类活动较多的环境下的黄毛鼠的繁殖强度要高。
在鄱阳湖滨湖农田调查的鼠种中，与其他鼠相比，黄毛鼠的胎仔数是最高的，平均有 ６．７４ 只，而另一优势

鼠种的黑线姬鼠平均胎仔数（５．４１）比黄毛鼠的低。 本次调查结果与湖南常宁 ２０１０ 年调查结果一致，黄毛鼠

的平均胎仔数高于黑线姬鼠，但湖南常宁的黄毛鼠平均胎仔数（７．０ 只）要高于本次调查结果［５２］。 郭永旺等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在江西新余市、兴国县、南城县、乐平市捕获到的黄毛鼠平均胎仔数（４．８３ 只）与黑线姬鼠的相

同［５０］，低于本次调查结果，但该文献的调查结果只是春季的。 在广西桂林［４０］ 调查到的黄毛鼠平均胎仔数为

６．３９，略低于本次调查结果。
鄱阳湖区黄毛鼠的雌性和雄性的幼体都是在冬季捕获最多，春季未捕获到，而成体在秋季捕获最多，亚成

体则在秋季和冬季较多。 这与其繁殖季节相关，由于冬季停止繁殖，开春后基本都是去年的越冬鼠，因此捕获

不到幼年个体；冬季捕获幼年鼠最多也是秋季繁殖最高峰的体现。 研究发现，黄毛鼠的亚成体在冬季占绝对

优势，在次年春季形成以成年体为主的种群基础，以旺盛的繁殖能力繁衍后代，到秋季又形成以成体年龄组为

主的种群结构，待繁殖后，以亚成体年龄组越冬［５４］。
本研究中，在鄱阳湖洲滩生境中未捕获到雄性和雌性幼体，但通过分季节分析洲滩黄毛鼠繁殖情况（表

９），发现秋季洲滩中有捕获到成年的孕鼠，但冬季未捕获到幼体。 此次调查发现，洲滩生境中捕获的黄毛鼠

数量较少，洲滩中未捕获到幼体的原因到底是由于捕获数量较少而没有捕获到黄毛鼠幼体，还是由于食物条

件和栖息环境的原因洲滩生境中出生的幼鼠存活率较低或者都迁移到农田中去了，这需要今后长期观察做进

一步研究。

表 ９　 鄱阳湖洲滩生境中雌性黄毛鼠繁殖特征季节变化

Ｔａｂｌｅ ９　 Ｒｅ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ｖｅ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ｏｆ ｆｅｍａｌｅ Ｒ． ｌｏｓｅａ ｉｎ ｅａｃｈ ｓｅａｓｏｎ ｉｎ ｔｈｅ ｂｅａｃｈ ｏｆ Ｐｏｙａｎｇ Ｌａｋｅ ａｒｅａ

季节
Ｓｅａｓｏｎ

雌鼠数
Ｎｏ． ｏｆ
ｆｅｍａｌｅ

雄鼠数
Ｎｏ． ｏｆ
ｍａｌｅ

雌雄比
Ｆｅｍａｌｅ⁃ｍａｌｅ

ｒａｔｉｏ ／ ％

参产鼠数
Ｎｏ． ｏｆ

ｒｅ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ｖｅ

参产率
Ｒａｔｅ ｏｆ

ｒｅ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ｖｅ ／
％

孕鼠数
Ｎｏ ｏｆ

ｐｒｅｇｎａｎｃｙ

雌鼠怀孕率
Ｒａｔｅ ｏｆ

ｐｒｅｇｎａｎｃｙ ／ ％

平均胎仔数
Ｍｅａｎ ｌｉｔｔｅｒ

Ｓｉｚｅ
（Ｍｅａｎ±ＳＤ）

繁殖指数
Ｉｎｄｅｘ ｏｆ

ｒｅ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 Ｉ♀）

春季 Ｓｐｒｉｎｇ ７ １２ ５８．３３ ７ １００．００ ４ ５７．１４ ５±０．８２ １．２１（３．２９）

夏季 Ｓｕｍｍｅｒ — — — — — — — — —

秋季 Ａｕｔｕｍｎ ３ ７ ４２．８６ ３ １００．００ ２ ６６．６７ ８．５５±２．３８ １．９０（６．３３）

冬季 Ｗｉｎｔｅｒ ５ ８ ６２．５０ ２ ４０．００ ０ ０ — —

合计 Ｔｏｔａｌ １５ ２７ ５５．５６ １２ ８０．００ ６ ４０．００ ６．８３±２．０６ １．００（２．８０）

９　 １４ 期 　 　 　 卢萍　 等：鄱阳湖区黄毛鼠（Ｒａｔｔｕｓ ｌｏｓｅａ）繁殖生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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