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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现生鼢鼠是分布于东亚的一类典型地下啮齿动物，中国西部是其多个种的模式产地和主要分布

区域。该类动物分布广、数量多，经济和生态意义重要，有关其控制和管理问题长期存有困扰。有效

的物种管理离不开分类及生态学知识，但学界对该类群的分类地位与系统发育关系等至今仍有争议。

随着分子系统学等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其系统发育和分类地位等产生了许多新的研究结果。本文对

近年来鼢鼠现存种系统学方面取得的研究进展进行了梳理，综述了鼢鼠亚科动物各系统分类的观点及

其主要依据，分析了一些存在的问题，并就如何进一步分类研究等提出了建议，旨在促进鼢鼠亚科动

物系统分类学研究的发展，为该类群物种资源合理利用与管理等提供基础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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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Zokors (Mysopalacinae) are a group of subterranean rodent species endemic to East Asia. They 

naturally inhabit prairie and meadow habitats. These animals play the important ecological roles in the 

ecosystem they inhabit, as ecosystem engineers that have positive roles in the ecosystem functions and as 

grassland pests in some areas that contribute towards grassland degradation. Despite the importance of the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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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pecies, their taxonomic status has still been subject to debate and phylogenetic relationships between species 

of Myospalacinae are still unclear. This paper reviews the taxonomic studies of Mysopalacinae and proposes 

future systematic research directions for Mysopalacinae, in order to clarify the phylogenetic relationship 

between species of Myospalacinae. Such knowledge is important for management of zokors and other 

researches.  

Key words: Mysopalacinae; Systematics; Classification; Validity 

 

准确的物种分类是人类认知自然及其可持

续发展的必要前提，也是生物资源保护与管理

利用的基础。鼠类的正确分类对于其危害防治、

天敌引进和饲养放归等方面均有重要意义，而

追溯其起源、形成和演化等，更是合理保护和

利用鼠类资源，开展周期性波动及其综合治理

研究的基础。现生鼢鼠是分布于东亚的一类典

型地下啮齿动物，终年营地下生活，稳定的环

境使其外部特征发生了特化、退化（Nevo 1999，

Zhang et al. 2003）。1769年 Laxmann采集了第

一个鼢鼠标本，命名了物种 Mus myospalax 

Laxmann，1769，并订立了 Myospalax属。4年

后发表了新种阿尔泰鼢鼠Myospalax myospalax 

Laxmann 1773，此后相关分类研究获得了长足

的发展（Allen 1895）。Pallas（1792）将发现的

Mus aspalax归于鼹形鼠属 Spalax（Musser et al. 

2005）。而Milne-Edwards（1867）认为Myospalax

和 Spalax不仅牙齿完全不同，眼、耳壳、尾巴、

前脚与爪等形态，以及地理分布均不相同。而

此后又有分离、并入等变更（如 de Chardin et al. 

1931，Allen 1940）。鼢鼠类科名也是几经变更，

现用名Mysopalacinae Lilljeborg，1866，因其代

表了类似于田鼠科Arvicolidae头骨特征和臼齿

的演化历程而被学界采纳并沿用至今（Zheng 

1994）。由于鼢鼠类特有的地下生活方式导致的

趋同和平行进化的干扰，形态特征信息量的不

足，加之其形态特征的地域、性别、年龄差异

以及可能的个体变异，各学者对其系统分类学

地位进行了广泛和激烈的争论，而多个种的同

域分布更使其分类困难。 

鼢鼠亚科动物的系统分类历经了较多混

乱，科、属下分类和物种地位等迄今相关论著

观点各异。如 Zheng（1994）支持鼢鼠科

Siphneidae，其下为鼢鼠亚科 Myospalacinae、

原鼢鼠亚科 Prosiphneinae 和中鼢鼠亚科

Mesosiphneinae（郑绍华等 2004）。罗泽珣《中

国动物志（啮齿目）》（2000）中将鼢鼠亚科归

于仓鼠科 Cricetidae 下，划分 1 个鼢鼠属

Myospalax 2亚属 Myospalax 和 Eospalax，两亚

属下各分2个和4个种。Pavlinov的“Systematics 

of Recent Mammals”（2003）中将鼢鼠类归于

仓鼠科下。Musser等在“Mammal Species of the 

World”（2005）第三版专著中将鼢鼠类划分在

鼠总科 Muroidea 下的鼹形鼠科 Spalacidae。

Smith等所著的《中国兽类野外手册》（2009）

中将鼢鼠类归为鼢鼠亚科，鼹形鼠科，认为有

2 个属 Myospalax 和 Eospalax，并将后者更名

为中华鼢鼠属。而 Pavlinov等（2012）在“The 

Mammals of Russia: A Taxonomic and 

Geographic Reference”中又单独成鼢鼠科

Myospalacidae。 

鼢鼠在我国分布广、数量多，经济和生态

意义重要，是关注度较高的物种（樊乃昌等 

1982，苏军虎等 2013），我国也几乎囊括了所

有现存种和化石种。鉴此很有必要对其进行总

结，介绍近年来系统分类的研究进展，呼吁采

纳新的观点，利于合作及科学规范相关后续研

究。本研究就近年来现存种系统学等方面取得

的研究进展进行梳理，分析了一些存在的问题，

并就如何进一步分类研究提出了一些建议，以

期为该类群物种资源合理利用与管理等提供基

础资料。 

1  鼢鼠亚科的系统学地位 



4 期 苏军虎等：鼢鼠亚科 Mysopalacinae 动物系统学研究现状与展望 ·651· 

 

鼢鼠亚科 Myospalacinae 动物的系统学地

位变动较大。由于大多数学者争议鼢鼠类掘土

适应导致了趋同进化，而非来自于共同的祖先，

结合共同的形态特征等假设和分析，出现了将

鼢鼠类归入鼠科 Muridae、仓鼠科、鼹形鼠科

等各种观点。鼢鼠亚科先被划入鼠科（Alston 

1876，Thomas 1896），后有相关论著的支持

（Ellerman 1940，1941，Carleton et al. 1984，

Musser 1993，McKenna et al. 1997）。Tullberg

（1899）依据形态特征和地下生活方式等，将

鼢鼠和竹鼠等划归于鼹形鼠科。Mi1ler 等

（1918）将鼹形鼠亚科 Spalacinae 和鼢鼠亚科

归于鼹形鼠科（Allen 1940）。但因其臼齿咀嚼

面的三角形交错与田鼠相似，又划归为仓鼠科

（Simpson 1945，Chaline et al. 1977）等。Zheng

（1994，1997）依据化石数据和形态等，将现

生和灭绝鼢鼠类都独立为鼢鼠科 Siphneidae 或

Myospalacidae。Gambaryan 等（2005）也将其

列为单独的鼢鼠科 Myospalacidae。最近

Pavlionv等（2012）仍支持独立科Myospalacidae

的观点，至今意见不一。 

Tullberg（1899）依据臼齿咬合面、头骨和

颅骨等形态特征及地下生活方式，将鼢鼠和竹

鼠等划归于鼹形鼠科。而一项分子系统学研究

指出鼢鼠类应划归仓鼠科（Michaux et al. 

2001），该研究后来被证实是一个误认标本

T394的影响（Norris et al. 2004）。Jansa等（2004）

依据光间受体视黄类物质结合蛋白基因

（ interphotoreceptor retinoid binding protein 

gene，IRBP）、Norris等（2004）依据线粒体细

胞色素 b基因（Cyt b）均支持将鼢鼠亚科动物

隶属于鼹形鼠科。这些分子系统学分析发现：

鼹 形 鼠 亚 科 Spalacinae 、 鼢 鼠 亚 科

Myospalacinae、竹鼠亚科 Rhizomyinae 和东非

鼹鼠亚科 Tachyoryctinae 四类代表了一个单源

演化支，位于其他鼠类动物基部，作为已知所

有鼠类的辐射形成的一支姐妹群（Jansa et al. 

2004，Norris et al. 2004，Flynn 2009，Jansa et al. 

2009）。进一步的假说认为这个演化支是从鼠类

家族的祖先分化而来的（渐新世中期到末期）

（Musser et al. 2005，Smith 等 2009）。而化石

臼齿的形态表明，竹鼠亚科和鼹形鼠亚科可能

有共同的起源。Mein等（2000）在描述晚中新

世非洲种 Nakalimys和 Harasibomys时，将其隶

属于竹鼠科 Rhizomyidae 和鼹形鼠科，并记录

下了较早的晚中新世土耳其的 Debruijnia 化石

种，其大约距今 20 百万年（Ma），这是迄今

4 个亚科中已知最古老的物种，代表了非洲掘

土啮齿类的一个祖先。尽管有不同的臼齿冠状

轮廓，但鼢鼠类的咬合面和鼹形鼠类的很相似，

很可能起源于和 Debruijnia 相似的形式。同样

竹鼠类的地位也因Nakalimys存有类似的原因，

Musser等（2005）在“Mammal Species of the 

World”第三版专著中依据上述主要观点，支持

早在 1899年 Tullberg的假说，将鼹形鼠亚科提

升为鼹形鼠科（包含鼹形鼠亚科、鼢鼠亚科、

竹鼠亚科和东非鼹鼠亚科），并入鼠总科

Muroidea下。 

国内《啮齿动物学》（第二版）专著中，

鉴于高级分类阶元没有很严格的定义，根据《中

国动物志》编写总框架规定了的亚科级以上的

分类阶元名称暂时不做变更，仍将鼢鼠亚科动

物隶属仓鼠科（马勇等 2012）。Lin等（2014）

基于转录组数据分析了鼹形鼠科动物中 3 个亚

科之间的系统关系，支持了该观点。目前诸多

研究均支持鼢鼠亚科动物隶属鼠总科的鼹形鼠

科（Jansa et al. 2004，Norris et al. 2004，

Chelomina et al. 2011，Tsvirka et al. 2011）。鼹

形鼠科包括所有掘土或营地下生活的鼠类啮齿

动物，每个种都具有与地下生活方式相关的特

化和极端的形态学、生理学及行为特征（Begall 

et al. 2007），而上述 3或 4个亚科，以及 2或 3

个科的划分，也说明了物种间独立起源的现象

（Musser et al. 2005）。但至今对鼢鼠亚科的系

统位置认识仍不一致，将鼢鼠亚科划归于鼠科、

仓鼠科、鼹形鼠科的不同结果在各论著中均有

支持。正如Musser等（2005）建议鼢鼠亚科动

物系统学地位还需要多层次形态数据和分子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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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的支持，更有待进一步完善（马勇等 2012）。 

2  鼢鼠亚科动物属的系统学地位 

鼢鼠依头骨枕部的形式分三类：凹颅型（已

绝灭），如丁氏鼢鼠 Yangia tingi Young，1927；

凸颅型，如中华鼢鼠 E. fontanieri；平颅型，如

东北鼢鼠M. psilurus。Zheng（1994，1997）认

为鼢鼠类的演化经历了从有间顶骨到无间顶

骨、从凸枕到凹枕再到平枕、从臼齿有根到臼

齿无根等进化历程。而目前的分类仅集中在头

骨和臼齿特征上，隐藏和忽略了其他进化历程。

按照演化，横向按凸枕、凹枕、平枕分成不同

的亚科，纵向按臼齿有根或无根分成不同属的

分类是否更合理（刘丽萍等 2013）。而现存鼢

鼠亚科动物有几个属、亚属？至今存有争议。 

自 1769 年 Laxmann 定立了 Myospalax 属

后，先后建立了鼢鼠亚科 Mysopalacinae

（Lilljeborg，1866），后又定立了与 Myospalax 

Laxmann，1769 亚属头骨后端突出状不同的

Eospalax Allen，1938亚属。现存鼢鼠各种都归

入 Myospalax 属（Lawrence 1991）（当时无中

文译名，后译为鼢鼠属），其下含 2个亚属，凸

颅亚属 Esopalax 和平颅亚属 Myospalax（樊乃

昌等 1982，宋世英 1986）。罗泽珣等在《中国

动物志》（2000）中提出应称作平枕亚属和突枕

亚属，但仍支持亚属的地位。形态观察发现凸

颅型鼢鼠以脑颅枕部隆起显著区别于平颅型鼢

鼠。Zheng（1994）支持凸颅鼢鼠 Esopalax 和

平颅鼢鼠 Myospalax 两个属的地位。Zhou 等

（2008）基于 Cyt b和线粒体核糖体 12S rRNA

基因发现，属间序列差异为 12.0% ~ 13.7%，高

于属内种间序列差异 7.5% ~ 7.6%（Myospalax）

和 7.6% ~ 10.2%（Eospalax），支持两个属的系

统地位。Smith等（2009）支持Myospalax属和

Eospalax属（后者虽被译为中华鼢鼠属，但 1982

年就有凸颅鼢鼠属的译称）。目前，因鼢鼠亚科

动物显著的颅骨特征、生物地理学和分子系统

学依据等（Zhou et al. 2008，Smith等 2009），

鼢鼠亚科动物包含 2 个属（即凸颅鼢鼠属和平

颅鼢鼠属）的观点获得较多认可。随着学科的

发展，后续的研究中有望吸收更多的核基因

（组）信息，多基因联合解决属间划分以及分

化时间等问题（Su et al. 2014a）。 

3  物种的分类地位问题 

有关鼢鼠类种的分类地位争议较大。种的

地位、同物异名等众说纷纭。具体涉及独立种

问题、系统发育关系和演化历史等。 

3.1  平颅鼢鼠属物种分类地位 

平颅鼢鼠属属内有 2 个还是 3 个种，至今

仍有争议。Allen（1940）将其分为 2种，阿曼

德鼢鼠 Myospalax armandii Milne-Edwards，

1867 和阿尔泰鼢鼠 M. myospalax Laxmann，

1773。但 Ognev（1947）发现阿曼德鼢鼠是草

原鼢鼠M. aspalax Pallas，1776的同物异名。

Ellerman 等（1951）将平颅鼢鼠属物种划分为

东北鼢鼠M. psilurus Milne-Edwards，1874和阿

尔泰鼢鼠。Ogenv（1947）将其划分为东北鼢

鼠、阿尔泰鼢鼠和草原鼢鼠，Smith等（2009）

支持该观点。罗泽珣等（2000）将其划分为草

原鼢鼠和阿尔泰鼢鼠。而Musser等（2005）又

支持 3 个种的地位，认为 3 个种在形态和染色

体数目上都明显不同。Pavlenko 等（2014）基

于核型数据、线粒体 DNA 和形态数据分析，

对俄罗斯地区的鼢鼠进行了鉴别，发现有草原

鼢鼠、东北鼢鼠、阿尔泰鼢鼠和黑龙江鼢鼠

M. epsilanus Thomas，1912 共 4个物种。但有

学者认为 M. epsilanus 是东北鼢鼠的黑龙江亚

种 M. p. epsilanus（Puzachenko et al. 2014）。

Lawrence（1991）、Pavlenko（2003）和 Tsvirka

等（2011）从形态、遗传和核型特征支持东北

鼢鼠和黑龙江鼢鼠的独立种地位。也有争议认

为，黑龙江鼢鼠是阿尔泰鼢鼠的同物异名

（Smith 等 2009）。Puzachenko 等（2014）认

为东北鼢鼠由于缺乏采集范围（中国）的样本

数据，有关其分类地位仍需订正。 

至此，Myospalax 属下 3 个独立种，即草

原鼢鼠、东北鼢鼠和阿尔泰鼢鼠的观点得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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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多的认可。后续有望在样本大范围采集的基

础上订正M. epsilanus的分类地位。 

3.2  凸颅鼢鼠属物种分类地位 

凸颅鼢鼠属物种的分类地位争议较大。就

种的分类地位问题有不同的看法。对于罗氏鼢

鼠 E. rothschildi Thomas，1911因其形态特征明

显（个体最小，尾毛密，鼻垫呈僧巾毛形）（樊

乃昌等  1982），有关其争议较小，由 Allen

（1940）更正了分类后，未见有不同的划分。

争议较多的是以下几个种的分类地位。 

3.2.1  斯氏鼢鼠 E. smithi Thomas，1911的分

类地位  宋世英（1986）认为斯氏鼢鼠可能是

秦岭鼢鼠 E. rufescens Allen，1909的指名亚种

或高原亚种的过渡类型。樊乃昌等（1982）将

其和甘肃鼢鼠 E. cansus Lyon，1907等做了比

较，支持斯氏鼢鼠独立种地位。此后，罗泽珣

（2000）对其分类地位做了确认。何娅等（2012）

基于Cyt b和12S rRNA基因的系统学研究支持

斯氏鼢鼠独立种的观点。 

3.2.2  甘肃鼢鼠 E. cansus Lyon，1907和中华

鼢鼠 E. fontanieri Milne-Edwards，1867的分

类地位  甘肃鼢鼠是 Lyon（1907）依甘肃临潭

标本订名。大多争议甘肃鼢鼠是中华鼢鼠的同

物异名或亚种（李保国等  1986，Smith 等 

2009）。樊乃昌等（1982）对所搜集的分布于甘

肃、宁夏、青海、陕西、四川等地凸颅鼢鼠诸

种标本进行了整理，并查看了国内其他地区的

大量标本，对甘肃鼢鼠等的分类地位进行了订

正。李华（1995）认为分布于中国的 Eospalax

属有 6个种：中华鼢鼠、甘肃鼢鼠、秦岭鼢鼠、

高原鼢鼠 E. baileyi Thomas，1911、罗氏鼢鼠及

斯氏鼢鼠。李晓晨等（1996）比较了中华鼢鼠

和甘肃鼢鼠的形态、生态和地理分布特征等，

比较鼢鼠牙齿釉质超微结构（李晓晨等 2001），

均支持甘肃鼢鼠和中华鼢鼠是 2 个不同种的观

点。我们在研究中发现，甘肃鼢鼠的体格小于

中华鼢鼠，且二者头骨顶嵴特征也有显著差别，

成年甘肃鼢鼠的头骨顶嵴不合并，并有分开趋

势，但中华鼢鼠头骨顶嵴呈平行状。Zhou 等

（2008）基于 Cyt b和 12S rRNA支持甘肃鼢鼠

独立种的观点。苏军虎（2008）基于 Cyt b、线

粒体控制区（D-loop）和 NADH-脱氢酶亚基 4

基因（ND4）也支持甘肃鼢鼠独立种地位。林

恭华（2010）依据遗传距离和地理分布信息的

分析也支持甘肃鼢鼠独立种的地位。中华鼢鼠

的分类意见趋于一致，其主要分布于黄河以东

广大黄土高原地区。就甘肃鼢鼠，诸多研究已

从形态、生态和生物地理学分布以及分子系统

学等均证实了其分类地位，并和中华鼢鼠区分

开来。 

3.2.3  高原鼢鼠 E. baileyi Thomas，1911的分

类地位  高原鼢鼠分类地位仍存有争议，早期

或视为秦岭鼢鼠高原亚种 E. r. baileyi Thomas，

1911（宋世英 1986），或中华鼢鼠四川亚种 E. 

f. baileyi Thomas，1911（李保国等 1986）。樊

乃昌等（1982）对高原鼢鼠的分类地位进行了

订正。依据鼻骨后缘缺刻较浅，二额顶嵴在中

线处的分布情况，雄性成年高原鼢鼠个体这些

稳定的性状可以被显著的区分出来。但以往的

争议主要是受这些特征不同年龄发育阶段的差

异，性二型以及同域分布的影响（苏军虎 2008，

鲁庆彬等 2013）。如在海拔 3 000 m左右的青

藏高原边缘，高原鼢鼠和甘肃鼢鼠同域分布（苏

军虎 2008，杨传华等 2012，赵芳等 2015），

外部特征的鉴别困难，人们均以分布区域来划

分，而外部特征又易于和中华鼢鼠混淆（苏军

虎 2008）。但通过上述的诸多研究（樊乃昌等 

1982，李华 1995，Wu et al. 2007，Zhou et al. 

2008，Su et al. 2014b），和同域分布的甘肃鼢鼠

分类相比较（杨传华等 2012，赵芳等 2015），

均从形态和分子数据支持了高原鼢鼠分类地

位。 

3.2.4  秦岭鼢鼠 E. rufescens Allen，1909分类

地位  王廷正等（1997）首次报道了甘肃鼢鼠

和秦岭鼢鼠的染色体组型及 C 带带型，发现 2

种鼢鼠在染色体组型及C带带型上均有一定差

异，认为甘肃鼢鼠、秦岭鼢鼠和中华鼢鼠是 3

个独立种。Wu 等（2007）用目镜测微尺分别

http://www.wikibaike.com/?doc-view-59273.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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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量和计算 5 个部位毛发的毛髓质指数，发现

甘肃鼢鼠与中华鼢鼠除胡须髓质指数无显著性

差异外，其他部位及各部位综合均有显著差异，

研究结果支持甘肃鼢鼠、高原鼢鼠和秦岭鼢鼠

独立种的观点。李华（1995）将凸颅鼢鼠亚属

Eospalax分为 6个种，认为 Eospalax鼢鼠的二

额顶嵴在中线处合并（斯氏鼢鼠）、二额顶嵴在

中线处极靠近（秦岭鼢鼠、高原鼢鼠）、二额顶

嵴在中线处不合并（中华鼢鼠、甘肃鼢鼠、罗

氏鼢鼠）的分类特征稳定。Su等（2013，2014b）

基于线粒体 Cyt b，D-loop 和 ND4基因序列的

分子数据也支持秦岭鼢鼠独立种的观点。由于

秦岭鼢鼠的分布范围较小，同时又和斯氏鼢鼠

有同域分布的区域（苏军虎 2008），后续的研

究有望结合更多的样本范围和其他鼢鼠物种进

一步合理划分。 

3.3  系统发育和进化历史问题 

系统发育关系是各分类单元之间最重要的

联系，系统发育关系的认识对科学分类具有重

要意义。Zheng（1994，1997）认为鼢鼠类的演

化经历了从有间顶骨到无间顶骨、凸枕到凹枕

再到平枕、臼齿有根到臼齿无根等进化历程，

这为整个系统发育关系的认识奠定了基础。李

晓晨等（1996）基于化石、地质资料以及现生

种特征的对比分析，建立了 Eospalax的系统演

化树，认为其分化向 3 个方向进行，罗氏鼢鼠

代表向南发展的一支，以适应亚热带山地森林

地区环境；斯氏鼢鼠和高原鼢鼠代表着向西演

化的一支，以适应高寒环境；秦岭鼢鼠和甘肃

鼢鼠代表向北演化的一支，以适应黄土高原栖

息环境。Su 等（2014b）基于线粒体序列分析

了甘肃境内 4 个种的系统发育关系，发现了 2

个进化枝，推测斯氏鼢鼠和高原鼢鼠代表着向

西演化的一枝，秦岭鼢鼠和甘肃鼢鼠代表向北

演化的一枝，并探讨了青藏高原隆升和黄土高

原演化过程对鼢鼠亚科动物系统发育的影响。

种内谱系进化研究中，Tang 等（2010）基于线

粒体Cyt b对高原鼢鼠的系统地理学研究发现，

高原鼢鼠在空间上是呈异域分布的，整个高原

鼢鼠种群分化为青藏高原内部支系（Clade）和

青藏高原边缘支系。阐明种群的地理分布格局、

遗传分化及其相关机制，可为物种界定、遗传

分化提供有力的科学依据（Hadid et al. 2013）。

现有的研究虽进行了部分谱系发育关系等研究

（Tang et al. 2010），但缺少更全面的物种及其

采样范围。鼢鼠亚科动物种间及种内的系统发

育模式和分类关系至今也不明了，后续有望通

过广泛而密集的采样，澄清其系统演化关系。 

鼢鼠亚科动物化石界定的最古老的年龄为

11.7 Ma（郑绍华等 2004，刘丽萍等 2013）。

地层中有大量鼢鼠的化石标本，原鼢鼠（秦安

原鼢鼠 Prosiphneus qinanensis Zheng et al. 

2004）生活在大约 11.7 ~ 5.3 Ma之间（刘丽萍

等 2013），原鼢鼠类随着中国北方相对温湿的

气候环境结束而急剧衰败、消亡，而适应黄土

期相对干旱、寒冷气候环境的无齿根的鼢鼠开

始发展（岳乐平等 1996）。中华鼢鼠化石几乎

在黄土剖面各个层位都有，广泛发现于河北、

山西、内蒙古、甘肃及陕西等地的早更新世地

层中，其生存年代至今约 2.45 Ma。甘肃鼢鼠

化石发现于榆林黄土层的上部，其生存年代约

0.8 Ma，时代为中、晚更新世。李保国等（1986）

认为 Eospalax鼢鼠的起源中心在秦巴山区，秦

岭是其进行分化的中心（李晓晨等 1996）。Tang

等（2013）比较了高原鼢鼠和甘肃鼢鼠种群历

史，发现具有相同的种群动态模式，青藏高原

倒数第二次冰期对两个物种演化产生了重要的

影响。今后，有望结合分子系统地理学等，通

过密集而全面的采样，来明确各物种种群的遗

传分化、种群历史动态和基因交流情况等，分

析其地理分布模式及其系统发育关系，追溯其

进化历程。结合地史资料，探讨地质历史事件

影响或造成鼢鼠亚科动物种群遗传格局的生物

学和环境变化历史过程，增进对青藏高原隆起

和黄土高原发育过程的了解（Su et al. 2014b）。

对于鼢鼠亚科动物物种进化历史的研究，有助

于理解物种的分化、形成以及进化过程，体现

物种划分的进化观点，对其科学合理分类具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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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的意义，对青藏高原和黄土高原地区生物

多样性形成及其维持机制的诠释和保护策略的

制定能提供一定的理论依据。 

4  研究展望 

长期以来，鼢鼠亚科动物独特的生活方式，

地下特定环境等导致的趋同现象等，都给分类

带来了困难。准确的物种划分是合理利用和控

制其资源的关键，鼢鼠亚科动物系统学近期研

究获得了一定的进展，为物种分类等奠定了基

础。随着科学的进步，分类学理论和技术的发

展，其分类位置也在不断调整，向着更科学、

更合理的方向改变。尽管鼢鼠亚科动物个别种

的分类地位仍存有较大争议，大部分系统学结

果及多数学者的意见渐趋一致，形成主流。后

续的研究需要多学科联合，通过广泛而连续的

采样，应用分类学理论及相关技术来深入研究。

例如除了形态特征外，做核型分析，断定染色

体的数据，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再深入分子系统

学研究，避免进一步分类的混乱。另外，由于

其独特的生活方式，造成实验室饲养的困难，

限制了相关内容的获取，有必要在解决人工饲

养的基础上，运用比较形态学、比较胚胎学和

发育生物学等方面的研究，进行客观全面的系

统发育研究，并结合系统发育基因组学等现代

学科的新方法，克服已有的研究层次较低、原

始创新较少等问题，澄清鼢鼠亚科动物部分种

分类上的混乱，揭示其系统演化关系，阐明鼢

鼠起源与分化以及多样性形成机制等重要问

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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