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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匀市褐家鼠种群特征的年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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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褐家鼠是我国农村和城镇的主要害鼠,已列入一类农作物病虫害名录。研究褐家

鼠种群特征的年龄变化,对于分析其未来种群动态以及进行鼠情预测预报具有重要指导意

义。为深入了解褐家鼠的形态特征、繁殖参数和肥满度的年龄变化,并为其预测预报及科

学防控提供科学依据,对贵州省都匀市2018—2024年褐家鼠形态特征、繁殖参数和肥满度

的年龄变化进行了分析研究。结果表明:褐家鼠的平均质量为132.40g,平均胴质量为

108.98g,平均体长为153.70mm,平均尾长为134.47mm,平均后足长为30.22mm,平均

耳高为19.75mm。不同年龄组的各项形态特征差异极显著,且随着年龄的增长,其质量、

胴质量、体长、尾长、后足长和耳高均呈现持续增长趋势。不同年龄组的种群繁殖力差异

显著,其中,成年Ⅰ组、成年Ⅱ组和老年组是褐家鼠种群繁殖的主要群体。3个年龄组的总

体怀孕率为29.77%,平均胎仔数为8.17只,睾丸下降率为88.20%,繁殖指数为0.9783。

褐家鼠的平均肥满度为3.45g/cm3,不同年龄组的肥满度差异极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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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RattusnorvegicusisthemainpestinruralareasandtownsinChina,anditislistedin
thefirstclassofcropdiseasesandinsectpestslistinChina.Studyingtheagechangeofthepop-
ulationcharacteristicsofR.norvegicusisofguidingsignificanceforanalyzingthefuturepopula-
tiondynamicsofR.norvegicusandforecastingtherodentsituation.Inordertofindoutthe
morphologicalcharacteristics,reproductiveparametersandfatnessofagechangesofR.norveg-
icus,andprovidescientificbasisforitspredictionandscientificpreventionandcontrol,the
morphologicalcharacteristics,reproductiveparametersandfatnessofagechangesofR.norveg-
icusinDuyunCityfrom2018to2024wereanalyzed.Theresultsshowedthattheaverage
weight,carcassweight,bodylengthandtaillength,hindfootlengthandearheightofR.nor-
vegicuswas132.40g,108.98g,153.70mm,134.47mm,30.22mmand19.75mm,respective-
ly.Themorphologicalcharacteristicsamongdifferentagegroupswassignificantlydifferent,
withtheincreaseofpopulationage,theweight,carcassweight,bodylength,taillength,hind
footlengthandearheightcontinuousincreasing.Thereweresignificantdifferencesinpopula-
tionfertilitybetweendifferentagegroups,amongwhich,adultgroupI,adultgroupIIandeld-
erlygroupwerethemainreproductivegroupsofR.norvegicus.Theoverallpregnancyrateof
individualsinthethreeagegroupswas29.77%,theaveragenumberofoffspringwas8.17,the
testiculardeclineratewas88.20%,andthereproductiveindexwas0.9783.Theaveragefatness
was3.45g/cm3,andtherewasasignificantdifferenceinfatnessamongdifferentagegroups.
Keywords:Rattusnorvegicus;morphologicalcharacteristics;reproductiveparameters;fat-
ness;changerule

  褐家鼠(Rattusnorvegicus)是人类伴生种,分布几乎遍及全球,除西藏自治区外,我国各

省(区、市)均有分布[1]。作为家野两栖种类,褐家鼠是广大农村和城镇的主要害鼠,数量庞大,

对多种农作物造成严重危害。因此,2023年3月,农业农村部将褐家鼠列入我国一类农作物病

虫害名录进行管理。褐家鼠在贵州省的各县(区、市)均有分布,其中,在住宅区和农田区的种

群占比分别为57.16%和23.18%[2]。在都匀市的住宅、稻田和旱地的鼠情监测结果中,褐家鼠

占总鼠数的58.47%~92.41%[3],对农作物和农户储粮等方面的危害较为严重。鼠类种群的年

龄组成决定了种群的内禀增长力,进而影响未来种群数量的变化趋势。研究褐家鼠种群特征的

年龄变化,对于分析褐家鼠未来种群动态以及进行鼠情预测预报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能够为

当地的褐家鼠防治提供科学依据。国内已有一些关于褐家鼠种群特征年龄变化的研究,如李世

斌等[4]研究了湖南洞庭湖平原褐家鼠不同年龄组的繁殖特征变化规律及年龄组成;杨再学

等[5-6]制定了褐家鼠质量和胴质量的年龄划分标准,并分析了不同年龄组的形态特征及繁殖参

数变化;姚丹丹等[7]报道了广东湛江市褐家鼠种群年龄划分及繁殖特征的变化;李梅等[8]研究

了黔中地区农舍褐家鼠种群体型特征的年龄和季节变化;陈燕等[9]筛选了褐家鼠和黄胸鼠的体

型和头骨物种鉴定特征值,为准确区分这两种物种提供了可靠的分析手段。然而,关于都匀市

褐家鼠种群特征年龄变化的研究尚未见报道。褐家鼠的外部特征是鼠情监测中的基本测量指

标,也是鼠类年龄鉴定的重要依据。褐家鼠种群数量的变化受到种群内部因素和外部环境条件

的共同影响,是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且与其不同年龄组的性比、怀孕率、胎仔数、睾丸下

降率及肥满度等因素密切相关。本研究以褐家鼠的形态特征、繁殖参数和肥满度为切入点,收

集了贵州省都匀市2018—2024年的鼠情监测资料,分析研究了褐家鼠形态特征、繁殖参数和

肥满度3项种群特征的年龄变化规律,以期为当地褐家鼠的预测预报及防治工作提供科学

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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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材料与方法

1.1 数据来源

研究数据来源于2018—2024年贵州省都匀市在住宅、稻田、旱地鼠情监测中捕获的褐家

鼠调查数据。研究样本共1031只,其中雌鼠427只,雄鼠604只。

1.2 调查方法

采用夹夜法进行调查,调查地点设在都匀市墨冲镇翁江村和平浪镇平浪村,调查生境包括

住宅、稻田和旱地。每年1月至12月上旬,在每个生境进行一次鼠情调查,每个生境放置鼠夹

200个。次日回收捕获的鼠类,并对其进行测量和解剖,记录相关形态特征及繁殖情况。

1.3 种群特征指标

种群特征指标包括褐家鼠的形态特征(质量、胴质量、体长、尾长、后足长、耳高)、繁殖参

数(性比、雌鼠的怀孕率及胎仔数、雄鼠的睾丸下降率、繁殖指数)以及肥满度的年龄变化情况。

1.4 年龄组划分及年龄鉴定

参照杨再学等[5]制定的贵州省褐家鼠质量划分标准,将褐家鼠年龄组划分为5个组。幼年

组(Ⅰ)为质量小于或等于60.0g;亚成年组(Ⅱ)为质量60.1~110.0g;成年Ⅰ组(Ⅲ)为质量

110.1~160.0g;成年Ⅱ组(Ⅳ)为质量160.1~210.0g;老年组(Ⅴ)为质量大于210.0g。

1.5 数据处理与统计学分析

数据处理使用Excel和DPS数据处理系统软件进行。不同年龄组之间形态特征、繁殖参数

和肥满度的差异采用方差分析(F 检验),相邻年龄组形态特征之间的差异则采用t检验。

2 结果与分析

2.1 都匀市褐家鼠形态特征年龄变化

都匀市2018—2024年1031只褐家鼠各年龄组形态特征的统计结果见表1。其中,不同年

龄褐家鼠质量范围为16.00~387.00g,平均质量为132.40g,平均胴质量为108.98g,平均体长

为153.70mm,平均尾长为134.47mm,尾长小于体长,平均尾长为平均体长的87.49%,平均

后足长为30.22mm,平均耳高为19.75mm。经方差分析,褐家鼠不同年龄组各项形态特征差

异极显著(F>F0.01),相邻年龄组形态指标经t检验,除成年Ⅱ组与老年组间耳高差异显著

(t>t0.01)外,其余相邻年龄组间形态特征均差异极显著(t>t0.05)(表1)。由此可见,褐家鼠随

着年龄的增加,质量、胴质量、体长、尾长、后足长、耳高不断增长。

表1 都匀市褐家鼠形态特征年龄变化

指标 年龄组 捕获数量/只 范围 平均值±标准差 标准误 t值 F 值 p

质量

/g

幼年组(Ⅰ) 138 16.00~60.00 44.69±10.61 0.90

亚成年组(Ⅱ) 339 60.10~110.00 88.10±13.88 0.75

成年Ⅰ组(Ⅲ) 229 111.00~160.00 133.94±13.60 0.90

成年Ⅱ组(Ⅳ) 184 161.00~210.00 181.80±13.56 1.00

老年组(Ⅴ) 141 212.00~387.00 257.76±34.97 2.94

36.90

39.09

35.60

24.42

3334.17 <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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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续表

指标 年龄组 捕获数量/只 范围 平均值±标准差 标准误 t值 F 值 p

胴质量

/mm

幼年组(Ⅰ) 79 10.00~50.00 30.56±10.00 1.12

亚成年组(Ⅱ) 207 27.00~96.00 68.76±13.64 0.95

成年Ⅰ组(Ⅲ) 136 78.00~137.00 108.82±13.86 1.19

成年Ⅱ组(Ⅳ) 132 106.00~181.00 146.44±14.29 1.24

老年组(Ⅴ) 102 125.00~286.00 204.04±30.00 2.97

25.97

26.36

21.87

17.89

1640.19 <0.01

体长

/mm

幼年组(Ⅰ) 138 84.00~132.00 109.24±9.41 0.80

亚成年组(Ⅱ) 339 108.00~163.00 133.86±11.24 0.61

成年Ⅰ组(Ⅲ) 229 131.00~187.00 155.99±11.43 0.76

成年Ⅱ组(Ⅳ) 184 153.00~203.00 177.81±11.06 0.82

老年组(Ⅴ) 141 181.00~252.00 209.74±14.15 1.19

24.45

22.78

19.63

22.12

1857.04 <0.01

尾长

/mm

幼年组(Ⅰ) 138 77.00~118.00 94.53±8.39 0.71

亚成年组(Ⅱ) 339 90.00~136.00 115.32±8.60 0.47

成年Ⅰ组(Ⅲ) 229 114.00~157.00 135.28±9.27 0.61

成年Ⅱ组(Ⅳ) 184 132.00~178.00 156.82±9.25 0.68

老年组(Ⅴ) 141 170.00~220.00 189.16±11.92 1.00

24.36

25.92

23.50

26.65

2411.95 <0.01

后足长

/mm

幼年组(Ⅰ) 138 18.00~31.00 26.07±3.27 0.28

亚成年组(Ⅱ) 339 19.00~39.00 29.10±2.42 0.13

成年Ⅰ组(Ⅲ) 229 24.00~39.00 30.89±2.43 0.16

成年Ⅱ组(Ⅳ) 184 25.00~39.00 31.90±2.54 0.19

老年组(Ⅴ) 141 28.00~40.00 33.68±2.42 0.20

9.82

8.63

4.08

6.45

198.09 <0.01

耳高

/mm

幼年组(Ⅰ) 138 13.00~21.00 17.34±1.83 0.16

亚成年组(Ⅱ) 339 14.00~23.00 19.06±1.60 0.09

成年Ⅰ组(Ⅲ) 229 15.00~24.00 20.43±1.32 0.09

成年Ⅱ组(Ⅳ) 184 17.00~25.00 20.83±1.51 0.11

老年组(Ⅴ) 141 18.00~26.00 21.25±1.61 0.14

9.63

11.17

2.79

2.41

171.55 <0.01

2.2 都匀市褐家鼠繁殖参数年龄变化

都匀市2018—2024年褐家鼠各年龄组繁殖参数统计结果见表2。幼年组未发现怀孕鼠和

睾丸下降鼠,说明幼年组的雌、雄鼠个体均无繁殖能力。亚成年组出现少量怀孕鼠和睾丸下降

鼠,但怀孕率和睾丸下降率较低,分别为2.05%和33.68%。成年Ⅰ组、成年Ⅱ组、老年组参与

繁殖的个体逐渐增加,雌鼠怀孕率从11.11%上升至61.29%,平均胎仔数从7.20只增加到

8.58只,雄鼠睾丸下降率从81.29%增至100.00%,繁殖指数从0.3144增加到2.3121。由此可

见,成年Ⅰ组、成年Ⅱ组和老年组是褐家鼠种群繁殖的主要群体。3个年龄组的总体怀孕率为

29.77%,平均胎仔数为8.17只,平均睾丸下降率为88.20%,繁殖指数为0.9783。经方差分

析,年龄间怀孕率F=136.17,睾丸下降率F=284.01(p<0.01),说明褐家鼠不同年龄组种群

繁殖力存在极显著差异(F>F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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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褐家鼠种群繁殖参数年龄变化

年龄组
雌鼠数/

只
孕鼠数/

只
怀孕率/
%

平均胎仔
数/只

雄鼠数/
只

睾丸下降
鼠数/只

睾丸下
降率/%

性比/
♀/♂

繁殖
指数

幼年组(Ⅰ) 66 0 0.00 — 72 0 0.00 0.92 0.0000

亚成年组(Ⅱ) 146 3 2.05 6.33 193 65 33.68 0.76 0.0560

成年Ⅰ组(Ⅲ) 90 10 11.11 7.20 139 113 81.29 0.65 0.3144

成年Ⅱ组(Ⅳ) 63 16 25.40 7.81 121 107 88.43 0.52 0.6793

老年组(Ⅴ) 62 38 61.29 8.58 79 79 100.00 0.78 2.3121

合计 427 67 15.69 8.09 604 364 60.26 0.71 0.5257

2.3 都匀市褐家鼠肥满度年龄变化

都匀市2018—2024年褐家鼠不同年龄组肥满度统计结果见表3。褐家鼠平均肥满度为

3.45g/cm3,亚成年组肥满度最高,为3.72g/cm3,老年组最低,为2.81g/cm3。肥满度从幼年

组到亚成年组呈上升趋势,而从成年Ⅰ组到老年组则呈下降趋势。经方差分析,褐家鼠不同年

龄组的肥满度差异极显著(F>F0.01),通过t检验,除亚成年组与成年Ⅰ组之间差异显著外

(t>t0.01),其余相邻年龄组之间差异均极显著(t>t0.05)。表明褐家鼠不同年龄组身体体型肥满

度明显不同。

表3 都匀市褐家鼠肥满度年龄变化

年龄组
捕获数量/

只
肥满度/
(g·cm-3)

肥满度平均值±
标准差/(g·cm-3)

标准误 t值 F 值 p

幼年组(Ⅰ) 138 2.14~5.34 3.42±0.70 0.06

亚成年组(Ⅱ) 339 2.19~5.71 3.72±0.67 0.04

成年Ⅰ组(Ⅲ) 229 2.31~5.13 3.59±0.61 0.04

成年Ⅱ组(Ⅳ) 184 2.32~4.83 3.29±0.55 0.04

老年组(Ⅴ) 141 2.07~3.84 2.81±0.35 0.03

4.35>t0.05
2.49>t0.01
5.26>t0.05
9.52>t0.05

68.34 <0.01

3 讨论与结论

3.1 关于褐家鼠形态特征年龄变化

褐家鼠隶属啮齿目(Rodentia)、鼠科(Muridae)和鼠属(Rattus),是鼠科中体型较大的鼠类

之一。贵州省都匀市褐家鼠平均质量为132.40g,高于贵州省播州区的88.96g[10]、贵州省息烽

县的107.47g[8]、贵州省余庆县的116.69g[11]、云南省洱源县的119.54g[12]和贵州省安龙县的

121.36g[13],但显著低于新疆北部地区的257.39g[14]和广东省广州市郊的287.63g[15]。这表

明,由于气候、食物和地理等条件的差异,褐家鼠在不同地区的个体大小存在明显差异。质量

增长与年龄密切相关,是身体增长最直观的指标[16]。本研究将质量作为年龄鉴定的指标来判

断褐家鼠的年龄。研究结果发现,不同年龄组的各项形态特征差异极显著,且随着种群年龄的

增加,褐家鼠的质量、胴质量、体长、尾长、后足长和耳高均呈持续增长趋势。这与贵州省息烽

县[8]、播州区[10]、余庆县[11]、安龙县[13]对褐家鼠形态特征年龄变化的研究结果基本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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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关于褐家鼠繁殖参数年龄变化

研究褐家鼠种群繁殖参数的年龄变化,对于分析未来种群动态和进行鼠情预测预报具有重

要的指导意义[5]。本研究结果表明,褐家鼠不同年龄组的种群繁殖力存在极显著差异,随着种

群年龄的增加,其个体的繁殖能力不断增强。具体而言,成年Ⅰ组、成年Ⅱ组和老年组是褐家

鼠种群繁殖的主要群体,3个年龄组的总体怀孕率为29.77%、平均胎仔数为8.17只、睾丸下降

率为88.20%、繁殖指数为0.9783,具有雌鼠怀孕率高、雄鼠睾丸下降率高、繁殖指数高等特

点[5]。这些结果与贵州省余庆县[11]、安龙县[13]和息烽县[17]对褐家鼠种群繁殖参数年龄变化的

研究结果一致。在褐家鼠种群中,当繁殖群体占主导时,种群能够进行大量繁殖,未来种群将

呈现出数量高峰。因此,成年Ⅰ组、成年Ⅱ组和老年组个体在种群中所占比例的变化,与种群

数量密切相关,可以作为预测褐家鼠未来种群数量的重要依据之一。关于褐家鼠老年组繁殖力

较强的现象,可能是因为在鼠情监测中捕获到的老年组个体为体质较好的个体,而真正衰老的

个体较少,褐家鼠仍保持较强的繁殖力。

3.3 关于褐家鼠肥满度年龄变化

研究褐家鼠肥满度有助于了解其身体状况,从而为分析其种群数量动态提供重要信息[18]。

本研究结果表明,褐家鼠的平均肥满度为3.45g/cm3,高于贵州省播州区[19]的2.94g/cm3、余

庆县[18]的3.18g/cm3、安龙县[20]的3.15g/cm3,低于新疆北部地区[21]的3.76g/cm3;表明褐家

鼠的肥满度在不同地区具有显著差异。不同年龄组的肥满度差异显著,表明不同年龄组褐家鼠

的身体状况存在明显差异;这一结果与贵州余庆县[18]、播州区[19]、安龙县[20]和新疆北部地

区[21]的研究结果一致。肥满度可作为预测种群数量动态的一个重要指标,已有研究表明其在

布氏田鼠(Lasiopodomysbrandtii)[22]、黑线姬鼠(Apodemusagrarius)[23]、高山姬鼠(Apode-

muschevrieri)[24]和长爪沙鼠(Merionesunguiculatus)[25]等鼠类中得到了验证。如何利用肥满

度预测褐家鼠种群数量,仍需要进一步的研究。

本研究揭示了褐家鼠形态特征的年龄变化规律,为预测其未来种群数量提供了重要依据。

研究结果为褐家鼠种群数量的预测预报提供了科学支持,并对指导当地农业区的褐家鼠监测与

防治工作具有重要的实际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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