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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红耳鼠兔（Ｏｃｈｏｔｏｎａｅｒｙｔｈｒｏｔｉｓ）是中国特有种，分布范围很狭窄，原记录仅分布于青海和甘肃，在四川仅记录
于巴塘。该种分布区主要局限于以青海湖为中心的高原盆地及黄河上游的干流及支流两岸、河西走廊南部祁连山

山地的红色土岩、土林、石壁、灌丛中。分布区域光照充足，全年无夏，降雨集中，湿度较小，蒸发强烈。２０１８年，在
四川省王朗自然保护区再次采集到红耳鼠兔标本，并通过红外相机，在四川西部岷山、邛崃山海拔 ３８５０ｍ以上的
区域发现了红耳鼠兔几个种群，其栖息地气候特点和传统纪录区域迥异且相互隔离，但遗传距离和传统区域红耳

鼠兔很小，有９９９％的相似性，其自然历史值得深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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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红耳鼠兔（Ｏｃｈｏｔｏｎａｅｒｙｔｈｒｏｔｉｓ）是我国特有种，
局限在青藏高原东北部。其分布区域以青海湖为中

心，属于黄河上游干流及支流的河谷、高原盆地。分

布区域光照充足，太阳辐射较强；温差大，且“全年

皆冬”或“长冬无夏，春秋相连”；冬干春旱，降水集

中，降雨量在６５０ｍｍ以上，其中６月 ～９月降水量
占全年的７０％左右，尤其７月 ～８月降水量可占全
年降水总量的４０％以上；湿度小、蒸发大，相对湿度
在６０％以下，年蒸发量达 １１００ｍｍ。红耳鼠兔多
栖息于该区域红色岩土的石壁缝隙、天然风蚀及水

蚀洞穴、石壁灌草丛中，草食性。

红耳鼠兔在四川仅记录于川西高原的巴

塘［１～２］，且只有１号标本，数量非常少。
２０１８—２０１９年，在开展王朗自然保护区小型兽

类调查时，在海拔 ４１００ｍ的流石滩采得５号标本
（见图１），形态鉴定为红耳鼠兔，分子系统学亦证实
为红耳鼠兔。另外，在２０１５—２０１９年的红外相机监
测中，在位于邛崃山系的卧龙、黑水河、鞍子河及属

于岷山山系的王朗４个自然保护区海拔 ３８５０ｍ以
上的流石滩区域亦拍摄到红耳鼠兔分布，这样，证实

红耳鼠兔在四川西部的岷山和邛崃山高海拔流石滩

区域广泛分布，为多个隔离种群。采集标本保存于

四川省林科院标本馆，现报道如下：

图１　岷山产红耳鼠兔
Ｆｉｇ．１　ＯｃｈｏｔｏｎａｅｒｙｔｈｒｏｔｉｓｆｒｏｍｔｈｅＭｉｎｓｈａｎＭｏｕｎｔａｉｎｓ

１　研究方法

１．１　形态学方法
标本的形态测量在野外进行，样品取肌肉组织

和肝脏组织用９５％分析纯乙醇固定，－７５℃条件
下保存。外形测量内容包括体重（Ｂｏｄｙｗｅｉｇｈｔ，
Ｗ）、头体长（Ｈｅａｄａｎｄｂｏｄｙｌｅｎｇｔｈ，ＨＢＬ）、后足长
（Ｈｉｎｄｆｏｏｔｌｅｎｇｔｈ，ＨＦ）、耳长（Ｅａｒｌｅｎｇｔｈ，ＥＬ）。头

骨测量按照刘少英等（２０１６）的方法，用电子游标卡
尺（精确到００１ｍｍ），并辅助解剖镜测微尺（精确
到００１ｍｍ）。测量内容包括颅全长（Ｓｋｕｌｌｇｒｅａｔｅｓｔ
ｌｅｎｇｔｈ，ＳＧＬ）；颅基长（Ｓｋｕｌｌｂａｓａｌｌｅｎｇｔｈ，ＳＢＬ）；

髁鼻长（Ｏｃｃｉｐｉｔａｌｃｏｎｄｙｌｅｔｏｎａｓａｌｂｏｎｅｌｅｎｇｔｈ，
ＯＣＮＬ）：枕髁后缘至鼻骨最前端；颧宽（Ｚｙｇｏｍａｔｉｃ
ｂｒｅａｄｔｈ，ＺＢ）；眶间宽 （ＩＯＷ：ｍｉｎｉｍａｌｉｎｔｅｒｏｒｂｉｔａｌ
ｗｉｄｔｈ，ＩＯＷ）、颅高（Ｓｋｕｌｌｈｅｉｇｈｔ，ＳＨ）、后头宽（Ｍａｓ
ｔｏｉｄａｌｂｒｅａｄｔｈ，ＭＢ）：两顶骨在听泡上方的最大宽；
听泡长（Ａｕｄｉｔｏｒｙｂｕｌｌａｌｅｎｇｔｈ，ＡＢＬ）；上臼齿列冠长
（Ｕｐｐｅｒｍｏｌａｒｏｃｃｌｕｓａｌｓｕｒｆａｃｅｌｅｎｇｔｈ，ＵＯＳＬ）：上臼齿
列咀嚼面最大长；下臼齿冠长（Ｌｏｗｅｒｍｏｌａｒｏｃｃｌｕｓａｌ
ｓｕｒｆａｃｅｌｅｎｇｔｈ，ＬＯＳＬ）：下臼齿列咀嚼面最大长；鼻骨
长（Ｎａｓａｌｂｏｎｅｌｅｎｇｔｈ，ＮＢＬ）；下颌长（Ｌｅｎｇｔｈｏｆｍａｎ
ｄｉｂｌｅ，ＬＭ）：下颌骨处于水平状态时，下门齿最前端
到下颌骨最后段（通常为关节突）的水平投影距离。

形态的统计分析由ＳＰＳＳ（ｖ１７．０）软件完成。为
确定岷山山系标本和黄河流域标本的差异性，开展

了主成分分析（Ｐｒｉｎｃｉｐａｌｃｏｍｐｏｎｅｎｔ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ＰＣＡ），
并制作散点图。

１．２　分子系统学方法
采用标准的酚－氯仿法来抽提肌肉样品的总基

因组 ＤＮＡ［３］（ＳａｍｂｒｏｏｋａｎｄＲｕｓｓｅｌｌ，２００１）。选择
ｃｙｔｂ基因标记，扩增２号采集于岷山山系的红耳鼠
兔，序列获取方法参见刘少英等［４］。从 ＧｅｎＢａｎｋ种
下载了红耳鼠兔、川西鼠兔等１６种４５条 ｃｙｔｂ序列
（见附表１），在ＭＥＧＡ５．０进行了序列比对［５］，计算

岷山山系红耳鼠兔和黄河流域红耳鼠兔的遗传距离

（Ｐ－ｄｉｓｔａｎｃｅ）。首先通过ｊＭｏｄｅｌｔｅｓｔ２．１．３软件进
行分子进化分模型检测，模型的适合度利用 ＢＩＣ信
息标准（Ｂａｙｅｓｉａｎｉｎｆｅｒｅｎｃｅｃｒｉｔｅｒｉｏｎ）评估，得到核苷
酸的最适替换模型ＨＫＹ［６］。以欧洲野兔为外群，利
用ＢＥＡＳＴｖ１．７．５软件［６］构建系统发育树。参数的

起始树使用随机生成树，运行 １００００００００代，每
５０００代抽样一次。利用Ｔｒａｃｅｒｖｅｒｓｏｎ１５软件［７］进

行统计以确定所有参数都有大于２００的有效统计样
本（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ｓａｍｐｌｅｓｉｚｅｓ，ＥＳＳｓ）。再使用ＴｒｅｅＡｎｎｏ
ｔａｔｏｒ中生成最大谱系置信树 （ＭａｘｉｍｕｍＣｌａｄｅＣｒｅｄ
ｉｂｉｌｉｔｙＴｒｅｅ），舍弃（Ｂｕｒｎｉｎ）每次运行的前２０％。

２　结果

２．１　形态学研究结果
岷山山系红耳鼠兔夏毛体背整体红褐色，毛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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灰色，毛尖红褐色。耳及鼻部、额部、脸颊红褐色更

显著。颈部有一块明显的灰色斑块。耳长大，背面

及腹面均覆盖棕黄色短毛，耳前有一束白色长毛。

身体腹面毛基灰黑色，毛尖灰白色，喉部至胸部中央

有一条不规则的黄褐色带。背腹界限较明显。前后

足背面毛色淡，灰白色为主，刷以少量红褐色。爪黑

色。足底多毛，黑色，趾垫裸露，爪部分被毛覆盖。

冬毛仅耳和头顶、脸颊等部位为红褐色，其余部分为

灰色（见图１）。
头骨较隆突，最高点在额骨后缘。额骨上有两

个明显的卵圆孔，鼻骨较长，前缘膨大，后三分之二

几乎平行。上下门齿唇面白色。颧弓较强大。顶间

骨较小，呈宝塔形（见图２）。

图２　岷山产红耳鼠兔的头骨
Ｆｉｇ．２　 ＳｋｕｌｌｏｆＯｃｈｏｔｏｎａｅｒｙｔｈｒｏｔｉｓｆｒｏｍ ｔｈｅＭｉｎｓｈａｎ

Ｍｏｕｎｔａｉｎｓ

与黄河流域红耳鼠兔标本相比，岷山山系标本

夏毛背部中央颜色略深，有一定的灰色色调。而黄

河流域标本整体颜色更鲜亮，且背部一致。头骨上

没有差别。

王朗采集标本和黄河上游红耳鼠兔量度比较见

表１，主成分分析结果见图２和表２。从表１可以看
出，除后足长和眶间宽指标外，其余１４个测量指标
上，黄河流域红耳鼠兔比岷山山系的均略大。主成

分分析结果显示，分析的两个种群前两个主成分累

积贡献率为７４８５４％，二者贡献率分别为 ５８１６８％
和 １６６８７％。对种群间形态差异分析贡献最大的
指标为颅全长、颅基长、髁齿长、颧宽、鼻骨长、上臼

齿列长、下臼齿列长、下颌骨长８个指标，这些指标
的内容均与头骨大小有关，因此第一主成分反映的

是头骨大小分布概况。而且所有分量的值都为正

值，说明这些指标的变化都与主成分一致。第二主

成分中负荷量绝对值较大的分量为体长、后足长和

耳高，但第二主成分的特征值相对小，且贡献率小于

１６６８７％，因此分析价值不大（见表２）。以第一主
成分对第二主成分作散点图 （见图３）结果表明，红
耳鼠兔种群的分化成两个地域性群体，一个由岷山

（王朗）种群构成，另一个由黄河流域的种群构成，

两种群没表现出重叠分布，能单独分开构成不同的

独立群（见图３）。

表１　四川岷山山系红耳鼠兔和黄河流域红耳鼠兔量
度对比（平均值±标准差；ｍｍ）

Ｔａｂ．１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ｏｆｅｘｔｅｒｎａｌａｎｄｃｒａｎｉａｌｍｅａｓｕｒｅｍｅｎｔｓ
ｂｅｔｗｅｅｎｔｈｅＭｉｎｓｈａｎＭｏｕｎｔａｉｎｓ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ｗｉｔｈ
ｔｈｅＹｅｌｌｏｗＲｉｖｅｒｓ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ｏｆＯｃｈｏｔｏｎａｅｒｙｔｈｒｏ
ｔｉｓ（Ｍｅａｎ±ＳＤ；ｍｍ）

ＭｉｎｓｈａｎＭｏｕｎｔａｉｎｓ
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

Ｙｅｌｌｏｗｒｉｖｅｒｓ
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

体重Ｗ（ｇ） １４５．０ ±１７．３４ １８７．７５±３２．２７
头体长ＨＢ １８９．２５±１０．２４ １９４．７５±１９．９２
后足长ＨＦ ４０．０ ±１．４１ ３９．０ ±３．３７
耳长ＥＬ ３０．７５±０．９６ ３１．０ ±１．４１
颅全长 ＳＧＬ ４３．５９±０．２２ ４６．６１±２．６０
颅基长 ＳＢＬ ３７．０３±０．８２ ３９．９３±２．５４
髁鼻长ＯＣＮＬ ４１．０６±０．６８ ４４．３３±２．８０
颅高 ＳＨ １７．３４±０．２６ １８．２５±０．９２
颧宽ＺＭ ２１．５３±０．２６ ２２．８６±０．６１
眶间宽ＩＯＢ ５．９０±０．４３ ５．６８±０．３４
后头宽ＭＢ ２０．８４±０．３６ ２１．５５±１．１９
鼻骨长ＮＢＬ １４．１０±０．１２ １４．５４±０．７２
听泡长ＡＢＬ １４．２１±０．１４ １４．５３±０．８９

上齿列冠长 ＵＯＳＬ ７．０３±０．１４ ８．４９±１．１１
下齿列冠长ＬＯＳＬ ６．９７±０．０７ ８．０３±０．８０

下颌长 ３２．８０±０．４２ ３５．０６±２．０８

表２ 红耳鼠兔两个种群主成分分析结果

Ｔａｂ．２　ＲｅｓｕｌｔｓｏｆＰＣＡ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ｂｅｔｗｅｅｎｔｗｏ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ｓｏｆ
Ｏｃｈｏｔｏｎａｅｒｙｔｈｒｏｔｉｓ

变量 （Ｖａｒｉａｔｉｏｎｓ） 主成分１
（ＰＣ１）

主成分２
（ＰＣ２）

体重 （Ｗ） ０．７９１ ０．３７７
体长（ＨＢＬ） －０．０４５ ０．８１２
后足长（ＨＦＬ） －０．１１４ ０．８３１
耳高（ＥＬ） ０．１５７ ０．８７８
颅全长（ＳＧＬ） ０．９７１ －０．０２４
颅基长（ＳＢＬ） ０．９９ ０．０１４
髁齿长（ＯＣＮＬ） ０．９８９ ０．０２６
颧宽（ＺＢ） ０．８９３ －０．２０５
眶间宽（ＩＯＷ） －０．２１３ ０．０５
颅高（ＳＨ） ０．５５ －０．３５９
听泡长（ＡＢＬ） ０．５８９ ０．４０４
后头宽（ＭＢ） ０．７４２ －０．１０６
鼻骨长（ＮＢＬ） ０．９７３ －０．１８９
上臼齿列长（ＵＯＳＬ） ０．９３６ ０．０４６
下臼齿列长（ＬＯＳＬ） ０．９６４ －０．０７１
下颌骨长（ＬＭ） ０．９７３ ０．１２４
特征值Ｅｉｇｅｎｖａｌｕｅｓ ９．３０７ ２．６７０
解释的变量Ｖａｒｉａｎｃｅｅｘｐｌａｉｎｅｄ（％） ５８．１６７ １６．６８７

２．２　分子系统学研究结果
构建的系统发育树（见图４）显示，岷山山系产

红耳鼠兔和 ＧｅｎＢａｎｋ中的红耳鼠兔（采集于青海，
ＧｅｎＢａｎｋ号ＭＧ０５１３４６和ＡＦ２７２９９９）聚成一支，且

３６期 刘少英，等：四川省岷山和邛崃山发现红耳鼠兔分布 　　



图３　岷山鼠兔和黄河流域鼠兔ＰＣＡ散点图
Ｆｉｇ．３　ＳｃａｔｔｅｒｐｌｏｔｓｏｆＰＣＡｂｅｔｗｅｅｎｔｈｅＭｉｎｓｈａｎＭｏｕｎｔａｉｎｓ

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ｔｈｅＹｅｌｌｏｗＲｉｖｅｒ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

和 ＧｅｎＢａｎｋ中的红耳鼠兔的 ｃｙｔｂ遗传距离只有
１％，说明王朗产红耳鼠兔和青海的红耳鼠兔亲缘关
系很近，从而证实王朗的标本是红耳鼠兔无疑。

３　讨论

３．１　红耳鼠兔在四川的记载
胡锦矗和王酉之在“四川资源动物志—兽类”

中［１］，记载四川省有红耳鼠兔。但没有具体的地

点、描述及参考文献。在“四川兽类原色图鉴”中再

次描述了红耳鼠兔［２］，并指出分布于四川巴塘。张

荣祖的“中国兽类地理分布”［８］，王应祥的“中国兽

类种与亚种分布大全”［９］中，红耳鼠兔均不分布于

四川，仅分布于青海和甘肃。为了确认该物种在四

川分布的准确性，查看了四川省疾控中心标本，有１
号来自巴塘的标本确实是红耳鼠兔，证明王酉之和

胡锦矗（１９９９）的记录是准确的。

图４　基于Ｃｔｙｂ的１６种鼠兔系统发育树：示四川省红耳鼠兔位置
Ｆｉｇ．４　Ｂａｙｅｓｉａｎｐｈｙｌｏｇｅｎｅｔｉｃｔｒｅｅｓｄｅｒｉｖｅｄｆｒｏｍｃｙｔｂｇｅｎｅ．ＮｕｍｂｅｒｓａｂｏｖｅｂｒａｎｃｈｅｓｒｅｆｅｒｔｏＢａｙｅｓｉａｎｐｏｓｔｅｒｉｏｒｐｒｏｂａｂｉｌｉ

ｔｉｅｓ

４ 　　 四　川　林　业　科　技 ４０卷



３．２　红耳鼠兔现存分布区讨论
如前面所述，红耳鼠兔记录于甘肃，青海及四川

巴塘。新发现分布区是邛崃山和岷山的高海拔流石

滩区域，这些区域彼此不连续，和传统分布区距离较

远，且气候条件、植被条件和传统记录区域相差很

大。虽然两个种群在形态上可以分开（见表１、表２
和图３），但它们之间的遗传距离却很近，说明两个
种群之间的隔离时间并不长。两个种群之间究竟是

怎样分化的？分化时间究竟有多久？其起源中心在

什么地方？经历了怎样的地质历史事件？这些都有

待深入研究，且研究意义重大，其结果将复原横断山

系和青藏高原之间生物多样性起源、演化地质历史

过程，揭示两个区域之间物种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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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表１　从ＧｅｎＢａｎｋ下载的参与系统发育分析的鼠兔序
列

Ｓｕｐｐｌｅｍｅｎｔａｒｙｄａｔａ１　Ａｃｃｅｓｓｉｏｎｎｕｍｂｅｒｓｏｆｃｙｔｂｓｅ
ｑｕｅｎｃｅｏｆＯｃｈｏｔｏｎａｅｒｙｔｈｒｏｔｉｓｆｒｏｍＷａｎｇｌａｎｇａｎｄｃｏｍｐａｒａｔｉｖｅ
ｃｔｙｂｓｅｑｕｅｎｃｅｓｆｒｏｍＧｅｎＢａｎｋ

物种
Ｓｐｅｃｉｅｓ

拉丁名
ＬａｔｉｎｇＮａｍｅ

Ｇｅｎｂａｎｋ
Ｎｕｍ．

间颅鼠兔 Ｏｃｈｏｔｏｎａｃａｎｓｕｓ ＫＵ３５９６４２
间颅鼠兔 Ｏｃｈｏｔｏｎａｃａｎｓｕｓ ＫＵ３５９６４３
间颅鼠兔 Ｏｃｈｏｔｏｎａｃａｎｓｕｓ ＫＵ３５９６４４
间颅鼠兔 Ｏｃｈｏｔｏｎａｃａｎｓｕｓ ＫＵ３５９６４５
邛崃鼠兔 Ｏｃｈｏｔｏｎａｑｉｏｎｇｌａｉｅｎｓｉｓ ＫＵ３５９５３５
邛崃鼠兔 Ｏｃｈｏｔｏｎａｑｉｏｎｇｌａｉｅｎｓｉｓ ＫＵ３５９５３６
邛崃鼠兔 Ｏｃｈｏｔｏｎａｑｉｏｎｇｌａｉｅｎｓｉｓ ＫＵ３５９５３７

雅鲁藏布鼠兔 Ｏｃｈｏｔｏｎａｙａｒｌｕｎｇｅｎｓｉｓ ＫＵ３５９５５１
雅鲁藏布鼠兔 Ｏｃｈｏｔｏｎａｙａｒｌｕｎｇｅｎｓｉｓ ＫＵ３５９５５２
雅鲁藏布鼠兔 Ｏｃｈｏｔｏｎａｙａｒｌｕｎｇｅｎｓｉｓ ＫＵ３５９５５３
雅鲁藏布鼠兔 Ｏｃｈｏｔｏｎａｙａｒｌｕｎｇｅｎｓｉｓ ＫＵ３５９５５４
藏鼠兔 Ｏｃｈｏｔｏｎａｔｈｉｂｅｔａｎａ ＫＵ３５９５７８
藏鼠兔 Ｏｃｈｏｔｏｎａｔｈｉｂｅｔａｎａ ＫＵ３５９５７９
藏鼠兔 Ｏｃｈｏｔｏｎａｔｈｉｂｅｔａｎａ ＫＵ３５９５８０
扁颅鼠兔 Ｏｃｈｏｔｏｎａｆｌａｔｃａｌｖａｒｉａｍ ＫＵ３５９６９５
扁颅鼠兔 Ｏｃｈｏｔｏｎａｆｌａｔｃａｌｖａｒｉａｍ ＫＵ３５９６９６
黄龙鼠兔 Ｏｃｈｏｔｏｎａｈｕａｎｇｌｏｇｎｅｎｓｉｓ ＫＵ３５９６９９
黄龙鼠兔 Ｏｃｈｏｔｏｎａｈｕａｎｇｌｏｇｎｅｎｓｉｓ ＫＵ３５９７０５
黄龙鼠兔 Ｏｃｈｏｔｏｎａｈｕａｎｇｌｏｇｎｅｎｓｉｓ ＫＵ３５９７０６
黄龙鼠兔 Ｏｃｈｏｔｏｎａｈｕａｎｇｌｏｇｎｅｎｓｉｓ ＫＵ３５９７０８
峨眉鼠兔 Ｏｃｈｏｔｏｎａｓａｃｒａｒｉａ ＫＵ３５９７１０
峨眉鼠兔 Ｏｃｈｏｔｏｎａｓａｃｒａｒｉａ ＫＵ３５９７１２
大巴山鼠兔 Ｏｃｈｏｔｏｎａｄａｂａｓｈａｎｅｎｓｉｓ ＫＵ３５９６９７
大巴山鼠兔 Ｏｃｈｏｔｏｎａｄａｂａｓｈａｎｅｎｓｉｓ ＫＵ３５９６９８

川西鼠兔指名亚种 Ｏｃｈｏｔｏｎａｇｌｏｖｅｒｉｇｌｏｖｅｒｉ ＫＵ３５９６１９
川西鼠兔指名亚种 Ｏｃｈｏｔｏｎａｇｌｏｖｅｒｉｇｌｏｖｅｒｉ ＫＵ３５９６２０
川西鼠兔指名亚种 Ｏｃｈｏｔｏｎａｇｌｏｖｅｒｉｇｌｏｖｅｒｉ ＫＵ３５９６２１

灰颈鼠兔 Ｏｃｈｏｔｏｎａｆｏｒｒｅｓｔｉ ＫＵ３５９６２６
灰颈鼠兔 Ｏｃｈｏｔｏｎａｆｏｒｒｅｓｔｉ ＫＵ３５９６２７
灰颈鼠兔 Ｏｃｈｏｔｏｎａｆｏｒｒｅｓｔｉ ＫＵ３５９６２８
高黎贡鼠兔 Ｏｃｈｏｔｏｎａｇａｏｌｉｇｏｎｇｅｎｓｉｓ ＫＵ３５９６２９
高黎贡鼠兔 Ｏｃｈｏｔｏｎａｇａｏｌｉｇｏｎｇｅｎｓｉｓ ＫＵ３５９６３０
高黎贡鼠兔 Ｏｃｈｏｔｏｎａｇａｏｌｉｇｏｎｇｅｎｓｉｓ ＫＵ３５９６３１
高黎贡鼠兔 Ｏｃｈｏｔｏｎａｇａｏｌｉｇｏｎｇｅｎｓｉｓ ＫＵ３５９６３２
喜马拉雅鼠兔 Ｏｃｈｏｔｏｎａｈｉｍａｌａｙａｎａ ＫＵ３５９６３３
喜马拉雅鼠兔 Ｏｃｈｏｔｏｎａｈｉｍａｌａｙａｎａ ＫＵ３５９６３４
大耳鼠兔 Ｏｃｈｏｔｏｎａｍａｃｒｏｔｉｓ ＫＵ３５９６３６
大耳鼠兔 Ｏｃｈｏｔｏｎａｍａｃｒｏｔｉｓ ＫＵ３５９６３７
大耳鼠兔 Ｏｃｈｏｔｏｎａｍａｃｒｏｔｉｓ ＫＵ３５９６３８
草原鼠兔 Ｏｃｈｏｔｏｎａｐｕｓｉｌｌａ ＪＸ６８２５６７
长白山鼠兔 Ｏｃｈｏｔｏｎａｃｏｒｅａｎａ ＫＵ３５９７２６
长白山鼠兔 Ｏｃｈｏｔｏｎａｃｏｒｅａｎａ ＫＵ３５９７２７

欧洲野兔（外群） Ｌｅｐｕｓｅｕｒｏｐａｅｕｓ ＨＱ５９６４７４
红耳鼠兔 Ｏｃｈｏｔｏｎａｅｒｙｔｈｒｏｔｉｓ ＭＧ０５１３４６
红耳鼠兔 Ｏｃｈｏｔｏｎａｅｒｙｔｈｒｏｔｉｓ ＡＦ２７２９９９

红耳鼠兔（王朗ＣＳＤ２０４１） Ｏｃｈｏｔｏｎａｅｒｙｔｈｒｏｔｉｓ ＭＮ０１５０５０
红耳鼠兔（王朗ＣＳＤ２０４２） Ｏｃｈｏｔｏｎａｅｒｙｔｈｒｏｔｉｓ ＭＮ０１５０５１

５６期 刘少英，等：四川省岷山和邛崃山发现红耳鼠兔分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