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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省兽类一新记录

刘　洋
（四川省林业科学研究院，四川 成都　６１００８１）

摘　要：通过分子实验证实了采集于山西省芦芽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一只雌性闙?（头骨不完整）标本为苔原闙
?，为山西省兽类一新纪录。该分布点是苔原闙?在全球最南分布点，黄河是苔原闙?向南扩展的一道屏障。标

本保存于四川省林业科学研究院动物标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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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苔原闙?（Ｓｏｒｅｘｔｕｎｄｒｅｎｓｉｓ）是１９００年 Ｍｅｒｒｉａｍ
根据采自于美国阿拉斯加的标本命名［１］。隶属于

劳亚食虫目（Ｅｕｌｉｐｏｔｙｐｈｌａ）闙?科（Ｓｏｒｉｃｉｄａｅ）闙?属
（Ｓｏｒｅｘ）。主要分布于俄罗斯的萨哈林岛（Ｓａｋｈａｌｉｎ
Ｉｓｌ）及西伯利亚，从伯朝拉河（Ｐｅｃｈｏｒａ）到楚科奇
（Ｃｈｕｋｏｔｋａ），向南直到阿尔泰山，蒙古，美国的阿拉
斯加，加拿大西北育空（Ｙｕｋｏｎ）［１］。Ｈｏｆｆｍａｎｎ２把苔
原闙?作为可能分布于中国的两个闙?类物种之一

列于文中，王应祥［３］在附录－Ｂ中用“？”表示它可
能分布于我国内蒙古呼伦尔盟西北部，Ｓｍｉｔｈａｎｄ
Ｘｉｅ［４］在其书中也用“？”将其标示于中国的阿尔泰
山和新疆。刘洋等［５］首次证实了苔原闙?在我国

内蒙古有分布。Ｂａｎｎｉｋｏｖ等［６］利用１１６条细胞色素
Ｂ序列构建的系统进化关系（ＮＪ）将苔原闙?分为

新北区组（Ｎｅａｒｃｔｉｃｇｒｏｕｐ，ＮＡ）、东古北区组（Ｅａｓｔｅｒｎ
Ｐａｌｅａｒｃｔｉｃｇｒｏｕｐ，Ｅ）、西古北区组（ＷｅｓｔｅｒｎＰａｌｅａｒｃｔｉｃ
ｇｒｏｕｐ，Ｗ）、南中古北区组（ＳｏｕｔｈＣｅｎｔｒａｌＰａｌｅａｒｃｔｉｃ
ｇｒｏｕｐ，ＳＣ）和北中古北区组（ＮｏｒｔｈＣｅｎｔｒａｌＰａｌｅａｒｃｔｉｃ
ｇｒｏｕｐ，ＮＣ）５个进化支系。Ｈｏｐｅ等［７］基于ｃｙｔｂ基因
构建的贝叶斯树（Ｂａｙｅｓ）将苔原闙?分为中西伯利
亚组（ＣｅｎｔｒａｌＳｉｂｅｒｉａ；ＣＳ）、东西北利亚组（ＥａｓｔＳｉ
ｂｅｒｉａ；ＥＳ）、海事东北亚组（ＭａｒｉｔｉｍｅＮｏｒｔｈｅａｓｔＡｓｉａ；
ＭＮＡ）、新北区组（Ｎｅａｒｃｔｉｃ；Ｎ）、远西西伯利亚组
（ＦａｒＷｅｓｔＳｉｂｅｒｉａ；ＦＷＳ）、阿姆加盆地组（ＡｍｇａＢａ
ｓｉｎ；ＡＢ）和西西伯利亚组（ＷｅｓｔＳｉｂｅｒｉａ；ＷＳ）共７个
组。

本文主要核实了采集于山西省宁武县芦芽山国

家级自然保护区干沟的１号雌性闙?类标本物种，



通过构建系统进化关系，发现其与位于日本海的俄

罗斯莫涅龙岛（ＭｏｎｅｒｏｎＩｓｌａｎｄ，ＪａｐａｎＳｅａ，Ｒｕｓｓｉａ）的
一条序列（序列号：ＡＢ２４４６４６；图２７＃）聚在一起，并
属于 ＭＮＡ组。该纪录扩大了苔原闙?的分布范
围，黄河是其向南扩张的阻碍。

１　材料及方法

１．１　材料
分子实验所用材料为采集于山西的一号雌性闙

?标本，剥制标本及浸泡于９５％酒精中的肌肉组织
均保存于四川省林业科学研究院动物标本室。

１．２　分子实验及系统发育分析
１．２．１　分子实验

用酚－氯仿法提取总 ＤＮＡ。使用哺乳动物线
粒体细胞色素 Ｂ基因（ｃｙｔｂ）通用引物 Ｌ１４７３４和
Ｈ１５９８５［８］对样本进行 ＰＣＲ扩增。ＰＣＲ产物经纯化
试剂盒纯化后送北京华大基因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进

行测序。

１．２．２　数据处理与分析
将获得的基因片段通过 ＤＮＡＳＴＡＲ，Ｌａｓｅｒｇｅｎｅ

软件包下的Ｓｅｑｍａｎ进行手工拼接校正；使用ＭＥＧＡ
５［９］将其密码子翻译成氨基酸序列，通过检查是否
存在终止子和空位以检验其片段是否存在假基因。

利用ＧｅｎＢａｎｋ下的 ＢＬＵＳＴ功能对所获序列进行相
似性搜索，发现与所测序列相似性高的物种为苔原

闙?。

１．２．３　系统发育分析
下载苔原闙?７个组［７］序列，序列选取原则为

同一单倍型选用一条序列；剔除下载序列中含 Ｗ，
Ｍ，Ｒ，Ｙ，Ｋ的序列，短片段序列少用，每个组选择

３－８条序列（序列号见附图１）。联合下载序列和所
测序列，以中闙?（Ｓｏｒｅｘｃａｅｃｕｔｉｅｎｓ）为外群利用贝叶
斯推断法（Ｂａｙｅｓｉａｎｉｎｆｅｒｒｅｎｃｅ，ＢＩ）和最大似然法［１０］

进行分析（采集于山西的闙?物种与闙?属其它物

种构建的系统进化关系预处理结果略）。

１．３　外形及头骨量度
外形量度利用野外记录所得，包括性别（ｓｅｘ）、

年龄（ａｇｅ）、体重（ＢｏｄｙＷｅｉｇｈｔ，ＢＷ）、头体长（Ｈｅａｄ
ａｎｄＢｏｄｙｌｅｎｇｔｈ，ＨＢ）、尾长（Ｔａｉｌｌｅｎｇｔｈ，ＴＬ）、后足长
（Ｈｉｎｄｆｅｅｔｌｅｎｇｔｈ，ＨＦ）、耳高（ｅａｒｌｅｎｇｔｈ，ＥＬ）等，精
确到０．１ｃｍ。头骨量度标准参照刘洋等５的方法进

行。

２　结果

２．１　分子实验结果
使用ＭＥＧＡ５［９］软件对所获序列进行对位排列

后发现目标序列未有插入和缺失现象发生，序列能

转换为氨基酸，表示所获基因为非假基因；将比对后

的序列提交到ＧｅｎＢａｎｋ，序列号为ＭＫ３４１５３８。
２．２　系统进化关系

贝叶斯法（ＢＩ）和最大似然法（ＭＬ）构建的系统
进化关系基本一致（见图１），除中西北利亚组（ＣＳ）
未聚为一支阿姆加盆地组（ＡＢ）在地理位置上是两
个区域外，其余５个组的序列均分别聚为一支。从
图１也可以看出，通过两种方法构建的系统发育关
系，采集于山西的闙?（编号ＳＡＦＬＹ０１）均聚于苔原
闙?ＭＮＡ组。
２．３　外形及头骨量度结果

从上述测量数据可以看出，采集于山西的标本

外形及头骨量度均比内蒙的标本大（见表１）。

表１ 外形及头骨量度及与内蒙古苔原闙?测量数据比较（单位：ｍｍ，ｇ）
Ｔａｂ．１　ＥｘｔｅｒｎａｌａｎｄｃｒａｎｉａｌｍｅａｓｕｒｅｍｅｎｔｓｏｆＳｏｒｅｘｔｕｎｄｒｅｎｓｉｓ，ａｎｄ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ｗｉｔｈｔｈｅｄａｔａｆｒｏｍＩｎｎｅｒＭｏｎｇｏｌｉａ（Ｌｅｎｇｔｈｉｎｍｍ；

Ｗｅｉｇｈｔｉｎｇ）
野外记录号 性别 体重（ｇ） 体长 尾长 后足长 上颌骨宽

Ｎｏ． ｓｅｘ ＢＷ ＨＢ Ｔ ＨＦ ＭＢ
山西１０年０３１ ♀ ８ ６９ ３３ １２ ４．９
内蒙古４号标本 ６ ５０～５４ ２８～３２ ９～１０ ４．２～４．５８
野外记录号 眶间宽 第二上臼齿宽 腭齿长 上齿列长 下齿列长 下颌长

Ｎｏ． ＩＯＢ Ｍ２－Ｍ２ ＰＩＬ ＵＴＲＬ ＬＴＲＬ ＬＭ　
山西１０年０３１ ３．５４ ４．５２ ８．２４ ８．２ ７．６ １１．２８
内蒙古４号标本 ３．０４～３．２８ ４～４．３ ７．０８～７．３８ ６．４８～７．７．２ ６．２２～６．５４ ９．４～１０．１
注：＆：数据来源于刘洋等［５］

Ｎｏｔｅｓ：＆：ｄａｔａｆｒｏｍＬｉｕｅｔａｌ．［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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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　基于线粒体细胞色素Ｂ基因构建苔原闙?贝叶斯树和最大似然系统进化树
Ｆｉｇ．１　ＰｈｙｌｏｇｅｎｅｔｉｃｔｒｅｅｏｆｓｏｒｅｘｔｕｎｄｒｅｎｓｉｓｉｎｆｅｒｒｅｄｆｒｏｍＢａｙｅｓｔｒｅｅａｎｄＭａｘｉｍｕｍｌｉｋｅｌｉｈｏｏｄｔｒｅｅｂａｓｅｄｏｎｔｈｅｃｙｔｂｇｅｎｅ

２．４　生境及分布
采集于山西的苔原闙?，其分布的生境类型为

落叶阔叶林；同域伴生的小型兽类有间颅鼠兔

（Ｏｃｈｏｔｏｎａｃａｎｓｕｓ）、龙姬鼠（Ａｐｏｄｅｍｕｓｄｒａｃｏ）、棕背
鼠平（Ｍｙｏｄｅｓｒｕｆｏｃａｎｕｓ）、社鼠（Ｎｉｖｉｖｅｎｔｅｒｃｏｎｆｕｃｉａ
ｎｕｓ）和川西长尾闙（Ｃｈｏｄｓｉｇｏａｈｙｐｓｉｂｉｕｓ）［１１］。伴生
动物以棕背鼠平、龙姬鼠为优势种，社鼠、间颅鼠兔、

川西长尾闙数量较少。

综合刘洋等［５］和Ｂａｎｎｉｋｏｖａ等［６］的苔原闙?分

布坐标信息，利用ＡｒｃＧＩＳ软件生成苔原闙?分布如

图２。图中点１为山西调查样方坐标，点２坐标数
据来自本刘洋等［５］，其余坐标点数据来自Ｂａｎｎｉｋｏｖａ
等［６］。

３　讨论

苔原闙?主要特征为夏季体毛３色：上体暗棕
色，体侧淡灰棕色，腹部淡灰白色；冬毛双色：上体暗

棕色，腹部淡灰白色［４］。将采集于山西的标本和采

集于内蒙古乌兰诺尔的苔原闙?标本放在一起，难

７０１３期 刘　洋：山西省兽类一新记录 　　



图２　苔原闙?分布图
Ｆｉｇ．２　Ｔｈｅ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ｏｆＳｏｒｅｘｔｕｎｄｒｅｎｓｉｓ

于分出彼此，它们在色泽上相一致，尽管采集环境不

同。前者采集于内蒙古乌兰诺尔泡子附近的灌丛环

境，后者采集于森林环境。

从测量数据看，采集于山西的标本比内蒙的标

本大。采集于山西的标本头体长小于北美和阿拉斯

加标本，尾长与北美和阿拉斯加标本较为接近［５］。

采集于山西的苔原闙?和采集于内蒙古乌兰诺

尔的苔原闙?（序列号为 ＧＵ５７０９９５、ＧＵ５７０９９３和
ＧＵ５７０９９４）［５］均位于海事东北亚组（ＭＮＡ）内。从
分子进化的关系证实了采集于山西的闙?为苔原闙

?且属于海事东北亚组。采集于山西的苔原闙?与

位于日本海的俄罗斯莫涅龙岛（ＭｏｎｅｒｏｎＩｓｌａｎｄ，Ｊａ
ｐａｎＳｅａ，Ｒｕｓｓｉａ）的序列（序列号：ＡＢ２４４６４６；图２７＃）
聚在一起且位于 ＭＮＡ组的基部，揭示它们有较近
的亲缘关系。

山西发现的苔原闙?分布的生境类型为落叶阔

叶林，不同于采集于内蒙乌兰诺尔的柽柳灌丛，增加

了苔原闙?的生境分布类型；苔原闙?在山西的发

现，是我国记录的第二个分布点，是目前发现中国最

南的一个分布点，也是其在全球最南的一个分布点，

黄河是其向南扩张的一道屏障。

致谢：四川大学范振鑫副教授提供苔原闙?外

文文献；钟光辉、王平协助苔原闙?序列提交；侯全

芬、廖锐野外标本采集，在此一并致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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