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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申果庄自然保护区非飞行小型兽类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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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为了弄清四川申果庄自然保护区非飞行性小型兽类物种多样性及分布状况，２００８年７月及２０１８年４月利
用铗日法和陷阱法对保护区非飞行小型兽类进行了调查，结果显示保护内有非飞行小型兽类４０种，分属１２科３
目。食虫类物种丰富，显示保护区生态环境良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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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川申果庄自然保护区位于凉山彝族自治州越
西县东部，于２００２年经四川省人民政府批准建立省
级自然保护区。保护区总面积３３７００ｋｍ２，是以保
护大熊猫（Ａｉｌｕｏｐｏｄａｍｅｌａｎｏｌｃｕｃａ）、小熊猫（Ａｉｌｕｒｕｓ
ｆｕｌｇｅｎｓ）、珙桐（Ｄａｖｉｄｉａｉｎｖｏｌｕｃｒａｔａ）、红豆杉（Ｔａｘｕｓ
ｃｈｉｎｅｎｓｉｓ）等珍稀濒危野生动植物及其生境为主的野
生动物和森林类型的自然保护区。保护区最低海拔

２１３０ｍ，最高 ３９５７４ｍ，相对高差约 １８００ｍ，年
平均降水量约 ２０００ｍｍ，植被垂直带普明显。保护
区位于凉山山系西端，是凉山山系大熊猫种群分布

的最西南端，也是凉山山系与相岭山系可能连接的

重要通道。保护区与毗邻的美姑大风顶、甘洛马鞍

山、马边大风顶、雷波麻咪泽和峨边黑竹沟等自然保

护区共同构成了凉山山系大熊猫保护区网络，四川

申果庄自然保护区是凉山山系保护区网络连接的重

要组成部分。

非飞行小型兽类作为捕食者或被捕食者，是生

态系统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海拔或生境类型的不同

决定着非飞行性小型兽类群落组成及种群数量变

化。部分非飞行小型兽类的物种亦可作为生态系统



优劣的指示物种。

保护区自成立以来，尚未对非飞行性小型兽类

进行调查，通过调查研究，充实保护区非飞行性小型

兽类基础信息，摸清物种的组成、分布，为今后保护

区疫源疫病监测、科研管理、生态环境质量评价等提

供基础资料。

１　材料和方法

非飞行小型兽类调查采用铗日法和陷阱法。

２００８年７月和２０１８年４月分别采用铗日法和陷阱
法对保护区非飞行小型兽类进行了调查，重点区域

分布于拉吉坝至美姑烂龙公路沿线，监测资料来自

保护区日常巡护。铗日法在傍晚下铗，铗距５ｍ，第
２日上午收铗。陷阱法主要用于采集劳亚食虫目物
种，陷阱用深约 ２０ｃｍ塑料桶埋于地下，８个为一
组，桶距５ｍ，桶平面低于地表约５ｃｍ，以陷阱为中

心，挖放射状小沟４条，以猪肉为诱饵，连续观察３
ｄ。捕获的标本经过杀灭体表寄生虫后测量，测量数
据包括头体长、尾长、后足长、耳高，并取组织块和雄

性阴茎标本保存，标本浸泡于１０％福尔马林溶液中
保存。标本在实验室制作成假剥制标本，用于物种

鉴定；鉴定使用Ｓｍｉｔｈ和谢焱（２００９）作为鉴定工具。
统计两次调查数据及获取的巡护资料，小型兽

类样方３２个，下铗２８１１个，收铗２８０５个；埋设陷
阱１９２桶·次。

２　结果

２．１　种类
两次调查共捕获小型兽类２１２只，结合监测资

料所得，保护区共有小型兽类３目１２科４０种。其
中劳亚食虫目１６种（分属３科）；啮齿目２２种（分
属７科）；兔形目两种（分属２科）（见表１）。

表１ 四川申果庄自然保护区非飞行小型兽类名录

目名 科名 种名 拉丁名 区系 分布型 特有种

劳亚食虫目
Ｅｕｌｉｐｏｔｙｐｈｌａ

猬科 Ｅｒｉｎａｃｅｉｄａｅ

鼹科 Ｔａｌｐｉｄａｅ

闙?科 Ｓｏｒｉｃｉｄａｅ

中国闙猬 Ｎｅｏｔｅｔｒａｃｕｓｓｉｎｅｎｓｉｓ 东 Ｓ
长吻闙鼹 Ｕｒｏｐｓｉｌｕｓｇｒａｃｉｌｉｓ 东 Ｈ
少齿闙鼹 Ｕ．ｓｏｒｉｃｉｐｅｓ 东 Ｈ ＆
等齿闙鼹 Ｕ．ａｅｑｕｏｄｏｎｅｎｉａ 东 Ｈ ＆
长尾鼹 Ｓｃａｐｔｏｎｙｘｆｕｓｉｃａｕｄｕｓ 东 Ｈ
白尾鼹 Ｐａｒａｓｃａｐｔｏｒｌｅｕｃｕｒａ 东 Ｗ
纹背闙? Ｓｏｒｅｘｃｙｌｉｎｄｒｉｃａｕｄａ 东 Ｈ ＆
小纹背闙? Ｓ．ｂｅｄｆｏｒｄｉａｅ 东 Ｈ
褐腹长尾闙 Ｅｐｉｓｏｒｉｃｕｌｕｓｃａｕｄａｔｕｓ 东 Ｈ
缅甸长尾闙 Ｅ．ｍａｃｒｕｒｕｓ 东 Ｈ
斯氏缺齿闙? Ｃｈｏｄｓｉｇｏａｓｍｉｔｈｉｉ 东 Ｓ ＆
川西缺齿闙? Ｃ．ｈｙｐｓｉｂｉａ 东 Ｈ ＆
黑齿闙? Ｂｌａｒｉｎｅｌｌａｑｕａｄｒａｔｉｃａｕｄａ 东 Ｈ ＆
四川短尾闙 Ａｎｏｕｒｏｓｏｒｅｘｓｑｕａｍｉｐｅｓ 东 Ｓ

喜马拉雅水麝闙 Ｃｈｉｍａｒｒｏｇａｌｅｈｉｍａｌａｙｉｃｕｓ 东 Ｓ
蹼足闙 Ｎｅｃｔｏｇａｌｅｅｌｅｇａｎｓ 东 Ｈ

啮齿目
Ｒｏｄｅｎｔｉａ

松鼠科 Ｓｃｉｕｒｉｄａｅ

鼯鼠科 Ｐｅｔａｕｒｉｓｔｉｄａｅ

鼠科 Ｍｕｒｉｄａｅ

仓鼠科 Ｃｒｉｃｅｔｉｄａｅ

鼹形鼠科 Ｓｐａｌａｃｉｄａｅ
跳鼠科 Ｄｉｐｏｄｉｄａｅ
豪猪科 Ｈｙｓｔｒｉｃｉｄａｅ

岩松鼠 Ｓｃｉｕｒｏｔａｍｉａｓｄａｖｉｄｉａｎｕｓ 广 Ｏ ＆
隐纹花鼠 Ｔａｍｉｏｐｓｓｗｉｎｈｏｅｉ 东 Ｗ
赤腹松鼠 Ｃａｌｌｏｓｃｉｕｒｕｓｅｒｙｔｈｒａｅｕｓ 东 Ｗ
复齿鼯鼠 Ｔｒｏｇｏｐｔｅｒｕｓｘａｎｔｈｉｐｅｓ 东 Ｈ ＆
红白鼯鼠 Ｐｅｔａｕｒｉｓｔａａｌｂｏｒｕｆｕｓ　 东 Ｗ ＆
霜背大鼯鼠 Ｐ．ｐｈｉｌｉｐｐｅｎｓｉｓ 东 Ｗ
巢鼠 Ｍｉｃｒｏｍｙｓｍｉｎｕｔｕｓ 古 Ｕ

高山姬鼠 Ａｐｏｄｅｍｕｓｃｈｅｖｒｉｅｒｉ 东 Ｓ ＆
中华姬鼠 Ａ．ｄｒａｃｏ 东 Ｓ
大耳姬鼠 Ａ．ｌａｔｒｏｎｕｍ 东 Ｈ
褐家鼠 Ｒａｔｔｕｓｎｏｒｖｅｇｉｃｕｓ 古 Ｕ
黄胸鼠 Ｒ．ｔａｎｅｚｕｎｍｉ 东 Ｗ
大足鼠 Ｒ．ｎｉｔｉｄｕｓ 东 Ｗ
针毛鼠 Ｎｉｖｉｖｅｎｔｅｒｆｕｌｖｅｓｃｅｎｓ 东 Ｗ
社鼠 Ｎ．ｃｏｎｆｕｃｉａｎｕｓ 东 Ｗ

白腹巨鼠 Ｌｅｏｐｏｌｄａｍｙｓｅｄｗａｒｄｓｉ 东 Ｗ
大绒鼠 Ｅｏｔｈｅｎｏｍｙｓｍｉｌｅｔｕｓ 东 Ｙ ＆
中华绒鼠 Ｅ．ｃｈｉｎｅｎｓｉｓ 东 Ｈ ＆

凉山沟牙田鼠 Ｐｒｏｅｄｒｏｍｙｓｌｉａｎｇｓｈａｎｅｎｓｉｓ 东 Ｈ ＆
普通竹鼠 Ｒｈｉｚｏｍｙｓｓｉｎｅｎｓｉｓ 东 Ｗ
中国蹶鼠 Ｓｉｃｉｓｔａｃｏｎｃｏｌｏｒ　 古 Ｕ
马来豪猪 Ｈｙｓｔｒｉｘｂｒａｃｈｙｕｒａ 东 Ｗ

兔形目
Ｌａｇｏｍｏｒｐｈａ

兔科 Ｌｅｐｏｒｉｄａｅ 托氏兔 Ｌｅｐｕｓｔｏｌａｉ 广 Ｏ
鼠兔科 Ｏｃｈｏｔｏｎｉｄａｅ 藏鼠兔 Ｏｃｈｏｔｏｎａｔｈｉｂｅｔａｎａ 东 Ｈ 　

６９ 　　 四　川　林　业　科　技 ３９卷



２．２　区系
根据中国动物地理区划（张荣祖，１９９９），保护

区分布的４０种非飞行小型兽类，古北界种类３种：
巢鼠、褐家鼠和中国蹶鼠，占７５％；广布种２种：岩
松鼠和托氏兔，占５０％，其余３５种是东洋界种类，
占８７５％。

从分布型看，４０种非飞行小型兽类有６个分布
型（张荣祖，１９９９）。它们是古北型３种，包括巢鼠、
褐家鼠和中国蹶鼠；云贵高原分布型１种：大绒鼠；
东洋型１２种，包括白尾鼹、隐纹花鼠、赤腹松鼠、红
白鼯鼠、霜背大鼯鼠、社鼠、黄胸鼠、大足鼠、针毛鼠、

白腹巨鼠、普通竹鼠、马来豪猪；南中国型有６种，包
括中国闙猬、斯氏缺齿闙?、四川短尾闙、喜马拉雅

水麝闙、中华姬鼠、高山姬鼠；喜马拉雅横断山区型

１６种，包括等齿闙鼹、长尾鼹、长吻闙鼹、少齿闙鼹、
黑齿闙?、川西缺齿闙?、褐腹长尾闙、缅甸长尾闙、

纹背闙?、小纹背闙?、蹼足闙、复齿鼯鼠、大耳姬

鼠、凉山沟牙田鼠、中华绒鼠和藏鼠兔；不易归类广

布型２种，岩松鼠和托氏兔。
２．３　分布

保护区面积不大，小型兽类的水平分布规律不

明显，但保护区海拔跨度大，垂直分布差异较明显。

两种家鼠分布在海拔相对较低的人居环境；高山姬

鼠、针毛鼠等分布在海拔较低的次生林；赤腹松鼠分

布海拔较低的人工林；社鼠、四川短尾闙分布海拔较

宽，３０００ｍ以下区域均有分布；普通竹鼠分布于有
竹类生长的区域；喜马拉雅水麝闙和蹼足闙分布于

水质清澈的水体；３种鼯鼠主要分布于冷、云杉林
中，分布海拔较高；其余种类分布海拔均在 ２２００ｍ
以上，尤其等齿闙鼹、中国蹶鼠、大绒鼠、中华绒鼠、

凉山沟牙田鼠等一般在３０００ｍ左右。

３　讨论

３．１　本研究是第一次对申果庄自然保护区的小型
兽类进行公开报道。四川申果庄自然保护区生物多

样性丰富，地理位置十分重要，但有关生物多样性的

研究报道很少，需要加强该方面的工作。

３．２　四川申果庄自然保护区小型兽类丰富，有非飞
行小型兽类４０种，和毗邻的美姑大风顶自然保护区
相比 （刘洋等，２００４），小型兽类种数相当。本研究
是在进一步更新知识后开展的研究，如相关研究已

经明确凉山山系没有云南绒鼠、间颅鼠兔分布（刘

少英等，２０１６）。本研究增加的种类主要集中在食
虫类，美姑大风顶自然保护区有食虫类１１种，而申
果庄自然保护区有１６种，主要是因为２０１８年增加
了陷阱法的调查方法，陷阱法对食虫类有高的捕获

率（杨玉花等，２０１７），同时在２０１８年采用的陷阱法
也捕获了美姑大风顶自然保护区中发现的等齿闙鼹

（刘洋等，２０１３）。食虫类分布海拔相对较高，且只
分布于生态环境良好、植被群落演化到顶级或接近

顶级的环境中。保护区有如此多的食虫类，表明保

护区生态环境优良。

３．３　刘少英等（Ｌｉｕｅｔａｌ．，２００７）在四川美姑大风顶
自然保护区发现的新种凉山沟牙田鼠（Ｐｒｅｏｄｒｏｍｙｓ
ｌａｉｎｇｓｈａｎｅｎｓｉｓ）在申果庄自然保护区也有采集。这
是凉山沟牙田鼠记录的第４个分布点。原来记录于
美姑大风顶自然保护区、金阳百草坡自然保护区及

雷波嘛咪泽自然保护区，说明该种在凉山山系分布

比较广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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