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哺乳期棕色田鼠对配偶的识别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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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观察了分娩后哺乳雌性棕色田鼠（1#2*(3)& 4+$5+*#$)&）与配偶分离 ( *、)$ *、!) * 后对配偶与陌生

雄鼠的行为反应。结果发现，在频次和持续时间上，与配偶分离 ( *、)$ *、!) * 的雌鼠对配偶的攻击行为

显著低于陌生雄鼠（6 + ","#）；对配偶的嗅闻及友善行为显著高于陌生雄鼠（6 + ","#）。处于哺乳前、

中、后期不同阶段的雌鼠对陌生雄鼠攻击水平没有显著性差异（6 - ","#）。这些结果说明，在整个哺乳

期，雌鼠能够识别配偶，对配偶的记忆不因分离时间的增加而减弱，而且对陌生鼠的攻击水平不会因哺

乳阶段的变化而变化，维持高水平的攻击可能与其较强的母性行为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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棕色田鼠（1#2*(3)& 4+$5+*#$)&）是一种单配

制鼠［) & 2］，配偶选择实验表明，无论雌、雄棕色

田鼠，对配偶的社会探究、喜好及交配行为都显

著多于陌生异性鼠；对陌生鼠的排斥和攻击行

为显著多于配偶［2］。说明棕色田鼠能够特异性

地选择配偶。但单配制鼠较多配制鼠有较强的

社会识别能力［$］，不仅表现在配偶选择上，更表

现在对配偶识别记忆的持续时间上。棕色田鼠

是否能保持对配偶较长时间的识别记忆尚不清

楚。许多啮齿动物存在产后动情，但在哺乳期，

雌鼠对陌生雄鼠并不表现出喜好行为，相反，雌

鼠为保护幼仔而对闯入其领域的陌生鼠表现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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攻击行为，即母性攻击。母性攻击可以增加幼



仔的存活率，提高母性适合度，是哺乳动物的一

种保守行为［!］。本实验以哺乳期的雌性棕色田

鼠对不同分离时间的配偶和陌生雄鼠的行为反

应作为识别指标，探讨了雌鼠对配偶的识别记

忆。

! 材料与方法

!"! 材料 棕色田鼠，捕自河南省灵宝市农作

区（东经 """#$"%，北纬 &’#’"%，海拔 (!) *）。前

后捕得 +( 只，共配成 &" 对，其他皆单独饲养，

实验用鼠皆为成体（$, - &$ .），饲养于陕西师

范大学动物饲养房，塑料饲养笼（)/’ * 0 )/$,
*0 )/"! *），锯木屑做垫料。饲养房控制温度

在（$& 1 "）2，光照周期 "$3 4 "$5（光周期)6：))
- "+：)) 时），食物、饮水充足。

!"# 方法 不同洞口捕获的成体雌、雄鼠配

对。棕色田鼠的妊娠期平均为 $" 7 左右。在

配对 $) 7 后，每天早晚两次进行检查，观察是

否产仔。将分娩之日记为产后 ) 7（8)），自雌鼠

产后 ) 7 起将雄鼠分离并单独饲养。棕色田鼠

的哺乳期为 $$ 7，按产后与雄鼠分离的时间长

短，将雌鼠分为 & 组：（"）分离 " 周组（ ! 9 ")），

雄鼠在雌鼠产后 ) 7（8)）分离，于第 6 7（86）进

行实验；（$）分离 $ 周组（ ! 9 ,），雄鼠在雌鼠产

后 ) 7（8)）分离，于第 "’ 7（8"’）进行实验；（&）

分离 & 周组（! 9 ,），雄鼠在雌鼠产后 ) 7（8)）分

离，于哺乳期末，第 $" 7（8$"）进行实验。实验

时，将雄鼠放入雌鼠笼中，用连接监测器的电视

进行行为观察，利 用 装 有 行 为 分 析 软 件 :;<
&/)（荷兰 =:35>< 公司）的计算机记录雌鼠 ")
*?@ 内行为发生的频次和持续时间。对实验小

鼠、橙腹田鼠（"#$%&’() &$*%&+,)’-%）与金色中仓

鼠（"-)&$%#$-’() ,(%,’()）的研究表明，实验前取

出幼仔并不影响母性攻击的表达［(］，故行为观

察前，将幼仔自笼中取出。对照组：每一实验组

的行为实验结束后，取出配偶，将一单独饲养的

陌生雄鼠放入雌鼠笼中，观察雌鼠的反应，组号

分别记为 A6、A"’ 和 A$"。

!"$ 行为变量 攻击（B..CDEE?F@），咬抓撕打；

嗅闻（E@?GGHD），嗅对方鼻子、身体或肛殖区。友

善（B*?IBJ?H?KL），两者共巢、蹲在一起或互饰。

!"% 统计分析 数据通过 <8<< ")/) 进行统

计，采用两相关样本的 M?HIFNF@ 检验比较雌鼠

对配偶和陌生鼠的行为反应，采用多独立样本

OCPEQBHRMBHH?E 检验比较不同哺乳期雌鼠对陌生

雄鼠的攻击行为。数据结果用平均值 1 标准差

（SDB@ 1 <5）表示。

# 结果与讨论

雌鼠产后与配偶分离 6 7、"’ 7 及 $" 7 后，

再次与配偶相遇时，86、8"’ 和 8$" 组分别与

A6、A"’ 和 A$" 组相比，从行为发生的频次上和

持续时间上看，雌鼠对配偶的嗅闻行为及友善

行为明显高于对陌生雄鼠的嗅闻行为和友善行

为（. T )/)!），而对陌生雄鼠的攻击行为明显

高于对配偶的攻击行为（. T )/)!）（表 "）。哺

乳前期（A6）、中期（A"’）和后期（A$"），雌鼠对

陌生雄鼠攻击的频次与持续时间没有显著性差

异（. U )/)!）（表 $）。

本实验中，雌鼠分娩当日，与配偶分离 6 7、

"’ 7 和 $" 7 后，雌鼠对配偶的嗅闻行为、友善

行为均多于入侵的陌生雄鼠，而对配偶的攻击

行为显著低于陌生雄鼠。这些结果说明分娩后

的雌性棕色田鼠即使与配偶分离 6 7、"’ 7、$" 7
后，仍然保持了对配偶的识别记忆与偏好，在哺

乳期内完全能够识别配偶，而且雌鼠对配偶的

识别记忆不会因与配偶分离时间的增加而下

降。

交配后的长爪沙鼠（ "-%#&!-) (!+(#$(/,’()）

花更多的时间探究同伴的气味，配偶尿的气味

能够被识别，这种识别有助于亲密行为的发生

和攻击行为的减少，对长爪沙鼠配对关系的维

持有重要意义［6］。雌性小鼠、橙腹田鼠和草地

田鼠（"#$%&’() 0-!!)1/2,!#$()）交配后可以形成对

配偶信息素的特异性记忆［, - ")］。本实验是在雌

鼠分娩后进行的，此前，雌鼠与雄鼠的交配可能

对雌鼠记住雄鼠的气味有重要影响。而且与配

偶的长期共居（自配对至分娩之日），有助于增

强雌、雄鼠的配对关系［+］。嗅舔、交配、分娩以

及哺乳时幼仔对雌鼠乳头的刺激能够引起催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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