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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小寨子沟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小型兽类区系

及多样性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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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为了弄清四川小寨子沟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小型兽类区系及多样性状况，２０１８年５月和８月利用铗日法和
陷阱法对保护区小型兽类进行了调查，调查获得小型兽类物种２０种。中国闙猬、黄龙鼠兔、褐腹长尾闙和缅甸长
尾闙是小寨子沟自然保护区兽类新记录，原记载于保护区的少齿闙鼹应为闙鼹属一隐存种，斯氏缺齿闙?是一珍

稀物种。对小型兽类来说，分布上述兽类新记录的保护区中海拔段值得重点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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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川小寨子沟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位于岷山山系
的核心地带，保护区曾进行了兽类考查［８］，但对小

型兽类，尤其是非飞行性小型兽类尚未进行专项调

查。小型兽类在生态系统中具有重要的作用，是食

物链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小型兽类多样性也是衡

量生态系统健康状况的一个重要指标。２０１８年 ５
月和８月对小寨子沟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进行了调
查，在中海拔段发现了小型兽类新纪录４个，说明中



海拔段值得重点保护。在条件具备的情况下，可在

该保护区进行小型兽类的监测、研究，以了解岷山山

系小型兽类物种多样性、分布规律及生态系统健康

状况。

１　概况

四川小寨子沟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位于四川省绵

阳市北川县建设乡南麓龙门山西侧，距绵阳市 ７０
ｋｍ左右。保护区介于东经１０３°４５′～１０４°２６′，北纬
３１°５０′～３２°１６′之间，总面积为 ４４３９１２ｈｍ２。最高
海拔位于保护区西部与茂县交接处的插旗山

（４７６９ｍ），最低海拔为花桥村（１１６０ｍ），相对高
差 ３６０９ｍ。

保护区成立于１９７９年，属森林和野生动物类型
自然保护区，主要保护对象为大熊猫、金丝猴、扭角

羚等珍稀濒危野生动物及森林生态系统。

小寨子沟自然保护区地势西北高，东面低，众多

条溪流瀑布飞泻而下，汇成主沟，注入青片河。青片

河流经小寨子沟自然保护区，具有两源头，西源起自

青片乡插旗山，沿途有凌冰沟、瓦西沟、小寨子沟，北

源起于青片乡老满山，沿途有小弯沟、板棚子沟等。

整个河流的河床狭窄，水流湍急。

保护区内土壤的垂直带谱明显，包括高山寒漠

土、高山草甸土、灰化森林暗棕壤、山地森林棕壤、暗

棕壤和山地黄棕壤等土壤类型。保护区内气候属亚

热带季风区类型，气候特点是冬长夏短，四季分明，

雨量充沛，年平均降雨量约 ８００ｍｍ，年平均气温
７２℃～１１２℃，≥１０℃积温 ４５００℃，最高气温
２０℃左右，最低气温－１５℃。

小寨子沟自然保护区位于横断山脉东坡，四川

盆地西北缘，为中亚热带东南季风和青藏高原西风

环流的交汇处，保护区具有明显的植被分布规律，从

低海拔到高海拔有常绿阔叶林、常绿落叶阔叶林、针

阔叶混交林、亚高山针叶林、亚高山灌丛和流石滩植

被等类型，具有多样性、完整性和系统性的特点。

２　研究方法

２．１　植被类型的垂直划分
根据海拔高度、植被分布及气候差异等因素，将

本次调查区域的植被划分为３种类型：Ⅰ．亚热带
落叶阔叶林带（１６００ｍ～２３００ｍ）；Ⅱ．亚热带针
叶落叶阔叶混交林带（２０００ｍ～３４００ｍ）；Ⅲ．亚

高山灌丛带（３４００ｍ～３６００ｍ）。
２．２　调查方法

采用铗日法和围栏陷阱法对小型兽类进行了调

查。铗日法采用铗距３ｍ、行距５ｍ，分别在不同海
拔和不同植被类型布放鼠铗，诱饵为玉米粒。为了

更多地捕获小型兽类标本，置铗时在发现有倒木、鼠

洞、鼠道、岩腔、鼠类取食的石块上及鼠类活动过的

地点置铗位置稍有偏移。围栏陷阱法布设根据具体

的环境进行选择，选择苔藓较多的竹林、树林以及有

倒木的岩坎等，总的原则是选择潮湿、阴暗的区域。

陷阱间距大于３ｍ，每组陷阱大于５０ｍ。将采集的
标本用灭害灵杀灭体表寄生虫，测量、记录小型兽类

的外形量度数据，标本保存于７％ ～９％的福尔马林
溶液中。

闙?类物种鉴定参照 Ｈｏｆｆｍａｎ［１］；鼠兔类物种
鉴定参照冯祚建和郑昌琳［２］、刘少英等［３］；仓鼠科

及其他类群物种鉴定参照 ＳｍｉｔｈａｎｄＸｉｅ［４］、王酉之
和胡锦矗［５］及罗泽询等［６］。

３　结果与分析

３．１　物种组成
本次调查共设置小型兽类样方 １１个，置铗

１６００个，收铗１５７６个，围栏陷阱调查１３０桶日，共
采集标本３０５只。

本次调查共采集有小型兽类３目６科１２属２０
种（见表１），其中劳亚食虫目（Ｅｕｌｉｐｏｔｙｐｈｌａ）３科 ９
种，包括猬科（Ｅｒｉｎａｃｅｉｄａｅ）、鼹科（Ｔａｌｐｉｄａｅ）和闙?
科（Ｓｏｒｉｃｉｄａｅ）；啮齿目（Ｒｏｄｅｎｔｉａ）２科８种，包括鼠
科（Ｍｕｒｉｄａｅ）和仓鼠科（Ｃｒｉｃｅｔｉｄａｅ）；兔形目（Ｌａｇｏ
ｍｏｒｐｈａ）１科３种，即鼠兔科（Ｏｃｈｏｔｏｎｉｄａｅ）。在捕获
的２０种小型兽类中，啮齿目和劳亚食虫目数量最
多，分别占捕获标本数量的４５％和４０％，兔形目最
少，仅占１５％。从物种上看，劳亚食虫目种类最多，
啮齿目其次，兔形目最少。结合历史文献［７～８］，
小寨子沟共有小型兽类４目１５科４６属７４种。
３．２　海拔分布及群落结构

小寨子沟自然保护区森林植被带中小型兽类分

布如下：Ⅰ．亚热带落叶阔叶林带（１６００ｍ～
２３００ｍ）物种多样性最高，有１５种，以闙?科和鼠
科为主，其中四川短尾闙（Ａｎｏｕｒｏｓｏｒｅｘｓｑｕａｍｉｐｅｓ）、褐
腹长尾闙（Ｅｐｉｓｏｒｉｃｕｌｕｓｃａｕｄａｔｕｓ）、陕西闙?（Ｓｏｒｅｘｓｉ
ｎａｌｉｓ）、社鼠 （Ｎｉｖｉｖｅｎｔｅｒｃｏｎｆｕｃｉａｎｕｓ）、长尾姬鼠
（Ａｐｏｄｅｍｕｓｏｒｅｓｔｅｓ）为优势种；Ⅱ．亚热带针叶落叶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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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１ 四川小寨子沟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小型兽类名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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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类 区系 分布型
群落结构

Ⅰ Ⅱ Ⅲ
合计 特有种

一、劳亚食虫目 Ｅｕｌｉｐｏｔｙｐｈｌａ 　 　 　 　 　 　 　
１．猬科 Ｅｒｉｎａｃｅｉｄａｅ
（１）中国闙猬 Ｎｅｏｔｅｔｒａｃｕｓｓｉｎｅｎｓｉｓ 东 Ｓ ２ ２
２．鼹科 Ｔａｌｐｉｄａｅ
（２）少齿闙鼹 Ｕｒｏｐｓｉｌｕｓｓｏｒｉｃｉｐｅｓ ７ ９ ２ １８
３．闙?科 Ｓｏｒｉｃｉｄａｅ
（３）四川短尾闙 Ａｎｏｕｒｏｓｏｒｅｘｓｑｕａｍｉｐｅｓ 东 Ｓ ２１ ２１
（４）川闙 Ｂｌａｒｉｎｅｌｌａｑｕａｄｒａｔｉｃａｕｄａ 东 Ｈ ６ ６ Ｔ
（５）斯氏缺齿闙? Ｃｈｏｄｓｉｇｏａｓｍｉｔｈｉｉ 东 Ｓ １ １ Ｔ
（６）褐腹长尾闙 Ｅｐｉｓｏｒｉｃｕｌｕｓｃａｕｄａｔｕｓ 东 Ｈ ３２ ３２
（７）缅甸长尾闙 Ｅｐｉｓｏｒｉｃｕｌｕｓｍａｃｒｕｒｕｓ 东 Ｈ １１ １１
（８）小纹背闙? Ｓｏｒｅｘｂｅｄｆｏｒｄｉａｅ 东 Ｈ １ １ ２
（９）陕西闙? Ｓｏｒｅｘｓｉｎａｌｉｓ 东 Ｈ １５ １９ ２ ３６
二、啮齿目 Ｒｏｄｅｎｔｉａ
４．仓鼠科 Ｃｒｉｃｅｔｉｄａｅ
（１０）洮州绒鼠 Ｃａｒｙｏｍｙｓｅｖａ 东 Ｈ ２ ５ １ ８ Ｔ
（１１）四川田鼠 Ｖｏｌｅｍｙｓｍｉｌｌｉｃｅｎｓ 东 Ｈ ４３ ４３ Ｔ
５．鼠科 Ｍｕｒｉｄａｅ
（１２）安氏白腹鼠 Ｎｉｖｉｖｅｎｔｅｒａｎｄｅｒｓｏｎｉ 东 Ｈ １ １ ２ Ｔ
（１３）川西白腹鼠 Ｎｉｖｉｖｅｎｔｅｒｅｘｃｅｌｓｉｏｒ 东 Ｗ ２ １ ３
（１４）社鼠 Ｎｉｖｉｖｅｎｔｅｒｃｏｎｆｕｃｉａｎｕｓ 东 Ｗ ２６ ２６
（１５）高山姬鼠 Ａｐｏｄｅｍｕｓｃｈｅｖｒｉｅｒｉ 东 Ｓ １ １ Ｔ
（１６）龙姬鼠 Ａｐｏｄｅｍｕｓｄｒａｃｏ 东 Ｓ ２ ２
（１７）长尾姬鼠 Ａｐｏｄｅｍｕｓｏｒｅｓｔｅｓ 东 Ｈ ２７ １４ ４１
三、兔形目 Ｌａｇｏｍｏｒｐｈａ
６．鼠兔科 Ｏｃｈｏｔｏｎｉｄａｅ
（１８）黄龙鼠兔 Ｏｃｈｏｔｏｎａｈｕａｎｇｌｏｎｇｅｎｓｉｓ 东 Ｈ ２ ２ Ｔ
（１９）藏鼠兔 Ｏｃｈｏｔｏｎａｔｈｉｂｅｔａｎａ 东 Ｈ ７ ８ １５
（２０）间颅鼠兔 Ｏｃｈｏｔｏｎａｃａｎｓｕｓ 古 Ｐ ４ １ ２８ ３３ Ｔ
注：区系中简写分别代表为东－东洋界，古－古北界；分布型中Ｓ－南中国型，Ｈ－喜马拉雅横断山区型，Ｗ－东洋型，Ｐ－高地型；特有种中 Ｔ－
中国特有种。

叶混交林带（２０００ｍ～３４００ｍ）物种多样性次之，
共１１种，以闙?科和鼠科为主，陕西闙?、缅甸长尾
闙（Ｅｐｉｓｏｒｉｃｕｌｕｓｍａｃｒｕｒｕｓ）、长尾姬鼠为优势种；Ⅲ．
亚高山灌丛带（３４００ｍ～３６００ｍ）物种多样性最
低，仅有７种，以仓鼠科和鼠兔科为主，其中四川田
鼠（Ｖｏｌｅｍｙｓｍｉｌｌｉｃｅｎｓ）和间颅鼠兔 （Ｏｃｈｏｔｏｎａｃａｎｓｕｓ）
为优势种。

物种的分布与其生存的植被类型、海拔和气候

存在着关系。小寨子沟自然保护区在海拔为 １６００
ｍ～３４００ｍ的区域主要以亚热带落叶阔叶林和针
叶落叶阔叶混交林为主，气候潮湿、腐殖层厚、食物

丰富，适合闙?科和鼠科物种生存；而海拔为 ３４００
ｍ～３６００ｍ的亚高山灌丛带中鼠兔科物种占绝对
优势，是因为鼠兔科物种主要为植食性，生活在草

甸、岩石、草原及斜坡环境中，亚高山灌丛更适合其

生存。因此，不同的植被类型造成了保护区内物种

分布的多样性。

３．３　区系分析

从区系成分上看［９］，本次调查的小型兽类除间

颅鼠兔为古北界物种外，其余均为东洋界物种，与前

人研究结果较为一致［８］。在分布类型上，２０种小型
兽类共有４种类型，即南中国型、喜马拉雅横断山区
型、东洋型和高地型，其中南中国型５种，占２５％，
包括中国闙猬（Ｎｅｏｔｅｔｒａｃｕｓｓｉｎｅｎｓｉｓ）、四川短尾闙、斯
氏缺齿闙?（Ｃｈｏｄｓｉｇｏａｓｍｉｔｈｉｉ）、高山姬鼠（Ａｐｏｄｅ
ｍｕｓｃｈｅｖｒｉｅｒｉ）和龙姬鼠（Ａｐｏｄｅｍｕｓｄｒａｃｏ）；喜马拉雅
型横断山区型 １１种，占 ５５％，包括川闙（Ｂｌａｒｉｎｅｌｌａ
ｑｕａｄｒａｔｉｃａｕｄａ）、缅甸长尾闙（Ｅｐｉｓｏｒｉｃｕｌｕｓｍａｃｒｕｒｕｓ）、
小纹背闙?（Ｓｏｒｅｘｂｅｄｆｏｒｄｉａｅ）、陕西闙?、少齿闙鼹
（Ｕｒｏｐｓｉｌｕｓｓｏｒｉｃｉｐｅｓ）、洮州绒鼠（Ｃａｒｙｏｍｙｓｅｖａ）、四川
田鼠、安氏白腹鼠（Ｎｉｖｉｖｅｎｔｅｒａｎｄｅｒｓｏｎｉ）、长尾姬鼠和
藏鼠兔（Ｏｃｈｏｔｏｎａｔｈｉｂｅｔａｎａ）；东洋型２种，占１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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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川西白腹鼠（Ｎｉｖｉｖｅｎｔｅｒｅｘｃｅｌｓｉｏｒ）和社鼠；高地型
１种，为间颅鼠兔。从分布类型上看，小寨子沟自然
保护区小型兽类以喜马拉雅横断山区型为主，南中

国型物种、东洋型和高地型物种较少。

３．４　珍稀特有种及调查新发现
在分布的２０种小型兽类中，川闙、斯氏缺齿闙

?、少齿闙鼹、洮州绒鼠、四川田鼠、安氏白腹鼠、高

山姬鼠、间颅鼠兔和黄龙鼠兔（Ｏｃｈｏｔｏｎａｈｕａｎｇｌｏｎ
ｇｅｎｓｉｓ）为中国特有种，占捕获总物种种类的 ４５％，
其中黄龙鼠兔为四川特有种。中国闙猬、缅甸长尾

闙、褐腹长尾闙和黄龙鼠兔为四川小寨子沟国家级

自然保护区首次记录有分布的物种。

４　讨论

小寨子沟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位于岷山山系中部

偏北，属于岷山山系的核心区域，它也是古北界和东

洋界动物的交汇区。保护区自然地理要素复杂，山

高谷深，气候湿润，植被类型垂直分布明显，动物组

成复杂多样。

采集的标本中，闙?科和鼠科所占比例大，超过

６０％，超过了猬科、仓鼠科和鼠兔科数量的总和，表
明在保护区内闙?科和鼠科是小型兽类的优势科，

这与其生存的环境存在着很大的关系。鼠科白腹鼠

属（Ｎｉｖｉｖｅｎｔｅｒ）和姬鼠属（Ａｐｏｄｅｍｕｓ）分别以社鼠和长
尾姬鼠为优势种，所占比例远高于８０％，表明鼠科
物种在保护区类分布很不均匀，表现出优势物种占

绝对优势，种间竞争大。

从动物地理区系上看，本次调查结果显示出小

寨子沟自然保护区分布的小型兽类中东洋界物种占

绝对优势，古北界物种极少，与前人研究结果较为相

似［８］。综合历史文献，小寨子沟自然保护区小型兽

类的区系特点以东洋界成分为主，有部分古北界成

分和少量广布种。在分布型上，小寨子沟自然保护

区小型兽类分布型多样性较高且分布较为均匀，以

喜马拉雅横断山区型为主体，东洋型、南中国型、古

北型和高地型次之，分布有少量的不易归类型、华北

型和季风型物种。

本次调查采集到了几个值得关注的物种，包括

长尾姬鼠、斯氏缺齿闙?、黄龙鼠兔、少齿闙鼹。长

尾姬鼠在分类上一直存在争议［１０～１２］，常与龙姬鼠混

淆。蒋学龙等［１１］认为长尾姬鼠区别于龙姬鼠的特

点在于体长、尾长及尾长与体长的比例，认为尾长大

于头体长１２０％应为长尾姬鼠。在本次采集的姬鼠
中，尾长大于１２０％有１７号，尾长１１０％ ～１２０％的
２１号，尾长１００％～１１０％的７号，尾残缺的有３号。
四川小寨子沟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是继卧龙自然保护

区同时采到“短尾类中华姬鼠”（Ａ．ｄｒａｃｏ）和“长尾
类中华姬鼠”两种姬鼠（Ａ．ｏｒｅｓｔｅｓ）的第二个分布
点，且长尾类和短尾类同域分布，是研究这两种姬鼠

的理想场地。

斯氏缺齿闙?（Ｃｈｏｄｓｉｇｏａｓｍｉｔｈｉｉ）是 Ｔｈｏｍａｓ［１３］

根据Ａｎｄｅｒｓｏｎ和Ｓｍｉｔｈ在四川康定采集的标本命名
的，并将其作为缺齿闙?属的一个新种处理。除

ＥｌｌｅｒｍａｎａｎｄＭｏｒｒｉｓｏｎＳｃｏｔｔ［１４］将斯氏缺齿闙?作为
大长尾闙（Ｃ．ｓａｌｅｎｓｋｉｉ）的一个亚种处理，绝大多数
学者［１５～１８］认为将斯氏缺齿闙?作为单独种处理更

恰当。该种所获标本甚少［４］，本次调查采集到１号
标本，可为后续的分类学研究提供重要的信息。

本次调查在海拔２２００ｍ～２３００ｍ的落叶阔叶
林和针阔混交林内捕获了７号鼠兔标本，经鉴定均
为黄龙鼠兔（Ｏｃｈｏｔｏｎａｈｕａｎｇｌｏｎｇｅｎｓｉｓ）。黄龙鼠兔
是２０１７年发现的一个鼠兔新物种［３］，是鼠兔科新亚

属异耳鼠兔亚属（Ａｌｉｅｎａｕｒｏａｓｕｂｇｅｎ）的模式种。黄
龙鼠兔的鉴别特征为脑颅扁平，耳大，异耳屏为三角

形但顶端圆形，本次黄龙鼠兔标本的获得是其发表

后的第二个分布点。

本次调查捕获了１５号闙鼹类标本，齿式均为
２．１．３．３／１．１．３．３，根据外形特征判断应属于少齿闙
鼹（Ｕｒｏｐｓｉｌｕｓｓｏｒｉｃｉｐｅｓ），基于线粒体细胞色素Ｂ基因
（ｃｙｔｂ）构建的系统发育关系结果显示采获的标本与
少齿闙鼹关系较远，属于少齿闙鼹的一个隐存

种［１９］。

四川小寨子沟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小型兽类值得

关注的重要区域是保护区兽类新记录分布的中海拔

段。在条件具备的情况下，可在该保护区进行小型

兽类的监测、研究，以了解岷山山系小型兽类物种多

样性、分布规律及生态系统健康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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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４年增长量的差距逐渐缩小，通过均值方程 ｔ检
验，阴阳坡的年均增长量差异不显著，说明随着树龄

的增长，虽然生长的量不同，但趋势趋于相近。本文

仅对该橡胶树品种在阴阳坡的长势情况进行了初步

的对比分析，为了对生产实践起确切指导性作用，后

续将继续进行更加全面而深入的调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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