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介绍一种新型的实验动物——高原鼠兔 

粱 俊 勋 
(广西农业科学靛植物保护研究昕) 

鼠兔属动物的早期人工饲养开始于Dice“ 

对科罗拉多鼠兔 (Oehotona ariceps saratilis) 

的试养 薹丙繁殖未成功，直至 1969年Pugett2 

从阿富汗喀布尔地区，捕获野生的阿富汗鼠兔 

(0 ru]escens r．Ies,e．O， 并在人工饲养下繁 

殖成功。 日本 1974年引进作为基础对其进行 

实验动物化培育 ，供医学生物学研究用，目前 

已成为法、美和日本等国的实验动物。 

高原鼠兔 (0． curzonlae)的人工饲养始 

于 60年代，由于鼠兔繁殖生物学因素的影响， 

在实验室内的繁殖却遇到了困难，到 1987年才 

获得初步成功。 而达呼尔鼠兔 (0．aaurlca) 

的人工繁殖已获得 3代 l2窝 72只鼠兔 ，由 

此可见，鼠兔属动物在新型实验动物的开发研 

究中，早已受到广泛的关注 。困此，本文对高原 

鼠兔的生物学特征和饲养概况作一介绍，以期 

展望其应用前景。 

一

、 生 物 学 特 征 

(一)高原鼠兔的分类地位和分 布 鼠 兔 

棣属兔形且 (Lagomorpha)鼠兔 科 (Ochoto． 

nidae)鼠兔属 (Ocho*ona)的小型哺乳动 物， 

主要分布在亚洲的中国和毗邻的尼泊尔、锡金 

地区。 在我国青葳高原分布的种类最多 ，高 

原鼠兔是青藏高原 特 有 种 群，栖 息 在 海 拔 

3，000米左右的草原，在一些生境里它可与达乌 

尔鼠兔 (0．dauriva anneatens)或藏鼠兔(0． 

thibetana)等种类重叠分布。但以高原鼠兔的 

资源量最丰富。 

(=)高原鼠兔的生物学特征 

1．形态 鼠兔的外形似家兔，背毛为沙黄 

色、胸、腹和四肢毛色呈浅灰色，眼黑色，唇周 

及鼻尖呈黑色或黑褐色，故此又名 黑 唇 鼠 兔 

(Black—Iipped Pika)，趾爪为深黑色。成体体 

长约 160毫米 ，体重 约 160克 ，尾部不显露。 

2．栖息环境 鼠兔在青海高原广泛栖息于 

高原的草甸草原、草原化草甸草场和草原草场 

类型生境中。栖息地年平均气温一1．3--1．2℃； 

降雨量约 300毫米；蒸发量 1，145毫米；相对湿 

度约 44弗；日照百分率达 60％“ ，属典型大陆 

牲高原气候。鼠兔穴居，挖掘活动频繁，强度 

大，在地表显露许多洞口，以此构成鼠兔洞系。 

鼠兔昼间活动，在栖息地的数量分布与植被、土 

壤、地形和食物条件有密切关系，通常喜欢栖息 

于台砂量较高的小嵩草草场o 

3食蛙和食量 野栖鼠兔喜食牧草 的 茎 

叶、花、子实和报，且有季节性变化，冬春季以青 

干草为食，日采食量平均 77．3克 。 

在饲养室的鼠兔可以市售兔颗粒全价饲料 

为每天的主食，同时辅以苜蓿、甘兰、胡萝 和 

蒿苣叶等青饲料，适当添拥维生素。在夏天，可 

采摘早熟禾 (Poa 4 月_口)、 苦荬菜 (Sonckus 

aleraaeu~)、萎陵荣 (Potentilla vhinensis)和 

白藜 (Chenooodium album)等野草饲喂。 

4．繁殖特征 野生鼠兔种群的繁殖明显地 

受季节性因素变化的影响。它的繁殖期从4—8 

月，通常一年繁殖 2次 ，有少数可繁殖 3款 ，曾 

有部分当年鼠兔参加繁殖“ 。 鼠兔的妊娠翅 

赢工作单位是 中国科学院西北高原生物研究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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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 2l天 ，每胎产仔 4只，哺乳率约 9O％，幼仔 

生长发育迅速，初生幼仔平均体重 9．28克，在 

5、1O、20、30和 40天分别达到 1 3．33、19 75、 

43 07、78．07和 99 94克 o 幼鼠兔产后第 1 5 

天可离窝活动 ，20天可 觅食 ，当体重达到 100 

克左右可进入性活动期“ 。 

野栖鼠兔种群雄、雌性比为 0．65， 雌多于 

雄 (沈世 英 ，1984)，是一 夫一妻制单婚 配 鼠 

种 o 

5．生理生化和其他方面 我们钡6定鼠兔的 

Hb为 J 3，3克／分升o Hb的多态型在不同生 

态地理种群内有明显差别 ，一般有 3—6个多态 

型。 在青海的 3个鼠兔种群共有 7个多杰型， 

其中 4种是结台体遗传型，另外 3种是杂台体 

遗传型 ，已知等位基因的位点数 目二者相等 ，说 

明鼠兔的 Hb至少有 4个等位基因、属 复等位 

基 因娄型 。 

我们测定高原鼠兔的红细胞计数 983．2× 

lO’，立方毫米 ，明显地高于人类、家兔等动物。 

研究指出，低氧对鼠兔颈动脉氧分压未见降低 

而呈增加 ；而颈静脉分压有降低趋势；动、静脉 

氧分压差(Pa—V0 )，高海拔明显大于低海拔 ； 

动脉血氧饱和度 (SaO )和组织氧利用率均有 

增加趋势；在海拔 2，300米和 5，000米时，鼠兔 

对氧的利用率较大鼠高 57％和 68％ ，是高 山 

生理和低压特征研究的良好动物模型材料。 

我们测定高原鼠兔血浆睾酮和孕酮含量以 

春季最高、冬季最低，具有明显的季节性变化， 

这种变化与繁殖期相吻台。鼠兔的肾上腺皮质 

功能，血浆皮质酮和肾上腺皮质酮含量的昼夜 

变化幅度较小，并且随海拔升高含量上升 。鼠 

兔血清中钾、钠和钙离子含量有明 显 的 月 变 

化 o 

二、饲 养 和 繁 殖 

我们从 1 986年开始引入野生高原鼠兔在 

室内饲养，经过一年多的探索，在驯育方面的观 

察体会提供参考o 

(一)鼠兔对环境的适应性 实验室 饲 养 

用的高原鼠兔均摘 自青海省海 北，海 拔 3，200 

米的高原牧场，动物在当地笼养适应一恩，健康 

个体移至海拔 2，l00米的西宁实验室试养。 在 

人为提供的食物、光、温和湿度以及视觉环境 

下，鼠兔一般需经 5O一100天才基本适应，在此 

期间大约有 20移 动物被死亡淘汰，所以在适应 

末稳定之前 ，促使动物配对繁殖是徒劳的O我 

们饲养达 20个月以上的鼠兔外观是健康的，但 

多数动物尤其是雌鼠仍不进入繁殖状态，说明 

饲养条件未能满足繁殖生理的要求，或许由于 

营养不足导致个体发育不 良、发生疾病和；I起 

内分泌失调，使生殖周期受影响。此外，由于海 

拔下降动物心理状杰、生理机能、心律和循环系 

统发生变化，血液成分及其微量元素的变动而 

导致繁殖机能失调。因为其对环境的适应性与 

其遗传性稳定性有关，所以对实验等条件适应 

需要较长的时间。 

(=)食物条件 高原鼠兔是典型的 草 食 

性动物，对食物要求不但要满足蛋 白质、脂肪、 

淀粉和高纤维素成分，而且维生素和微量元素 

在体内的平衡在生理状态的不同阶段是有差异 

的。实验证明，我们的饲养配方是以家兔颗粒 

全价饲料，夏天适当供给草料，定期给予维生 

素，或者按实验需要配制食谱 ，鼠兔生长发育良 

好。 

应该指出，鼠兔养肥壮虽可成为髓康水平 

的标准之一 ，但对动物的繁殖并非绝对需要，有 

时甚至有碍于繁殖。野外观察证明，春季开始 

进人繁殖期的鼠兔，由于漫长的冬天至春天时 

体内储存的营养已大部消耗，此时雄鼠平均体 

重 1 59，8±1 5 1克，雌鼠 l33 4±l 7，2克的个体 

大部分进入繁殖状态，由此说明体质条件适应 

于内分泌条件的重要性。我们曾溉定 3月份室 

内、外鼠兔血浆激素含量，结果实验室鼠兔的孕 

醌和睾酮含量与野外相比无明显差异，说明饲 

养条件下鼠兔的生理状态与野栖鼠基本 同 步， 

此时的关键在于选择互相情投意台的配偶，可 

以达到实验室条件下的繁殖。 

(三)饲养环境 经过长期饲养观察证明， 

在野生高原鼠兔的实验动物化进程中，除了适 

应性和食物条件外，饲养环境因素对动物繁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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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影响是重要的。因此，我们的实验室为鼠兔 

设计了下列环境o 

l_完全人工光源饲养室 房室体积 2．2 X 

1．B X 2．3米，四周保温，以 40W X 3支 日光灯 

分布四周作光源，每日光照 l2一l4小时；室内 

恒温自动控制范围 l 8—2O℃，湿度约 50形，自 

然排风。室内设饲养架2套，可单笼饲养动物 

20— 40只 ，笼为 55× 45× 45厘米。 每 天饲 

喂 2—3次，供自来水饮用。 

2．完全自然光源饲养室 室的大小随条件 

决定，光、温和湿度均随大气 变化，动物饲养在 

60 X 60 X 90厘米砖结构的水泥池 内，池 内 

添加约 30厘米厚泥土和一些干草，每池 放 养 

l 十 l 或 1 --b 2 鼠兔每池放置巢盘一 

个o 

3．自然光辅以人工光源饲养室 按房间设 

计建立 80 X 60 X 60厘米水泥池若 干作 饲养 

弛，添少许泥土和干草。自然光由窗户供给，人 

工光源由 60W X 3只灯泡组成，光照 l6十小 

对 ，自动控制。 室温自动控制范围 l 8—24℃， 

程窿 40—60％。 弛内可以单养、配偶用。每池 

提供巢盒一十。 

经观察认为在三种饲养条件下的鼠兔生长 

均良好，但完全人工光源饲养室由于光照强度 

不足，动物的健康稍差于后两种环境。在齐藤 

宗 男“ 的报道已注意这点，可见光照时间和强 

度在鼠兔的繁殖过程中是必需的条件。找们在 

三种饲养环境下均已初步取得了繁殖成功。 

三、鼠兔的疾患观察 

高原鼠兔在自然界和实验室的疾病，迄今 

无研究报道。 尤其是高原鼠兔分布于青 藏 高 

原，不但其生理、生化具有特异性，而且寄生性 

病、细菌和病毒性疾患方面的研究尚未 涉 足。 

现在根据实验观察提供初步报告供深人研究。 

(一)寄生虫病 从鼠兔体外的蚤类 和 蜱 

螨的检出率最高，初步认为有四种以上。在夏 

天鼠兔皮下常寄生一种虫蝇，在皮下形成l2×6 

毫米包状物，虫蝇成蝇后皮肤破裂离体苒愈合， 

特别是野栖鼠兔最常见。体内寄生以线虫检出 

最普遍达 5一l0％，多寄生在消化道，虫体乳白 

色末端呈钩状，体长约 25毫米，寄生数目不等。 

在动物肝脏寄生一种类似肝孢虫，在肝表形成 

浅黄色米粒状突起物，大小不一，破裂后有水脓 

状物外溢，孢 虫体大小 约 2—4毫米 ，在一面 肝 

叶可寄生 l一1O个，病鼠兔的肝普遍缺血发生 

硬变o 

(=)绷菌性疾病 在不健康鼠兔的 个 体 

中，面颊肿大，颔下形成大肿物，在病灶中分离 

出真菌，呈球形或捧状并有分支。一些病鼠兔 

有肺哝肿，胃水肿、粘膜溃疡，畴咣出血、粘膜水 

肿。有报道诊断为皮肤真菌性肉芽肿 。 鼠兔 

对布氏杆菌易感，并检出鼠疫杆菌，但不易感。 

此外，对鼠兔消化道自然菌丛检验发现，肠道内 

寄生的正常菌丛超过 5种，其中可能有条件性 

致病菌，并有大肠杆菌新菌型。 

实验室鼠兔从病鼠兔粪便、肠道和肝组织 

内可分离到 EMB和 S．S．琼脂阳性细菌。鼠 

兔易患损伤性耳疮，从脓状物可分离一种绿脓 

杆菌，该病导致病鼠外耳糜烂和耳廓萎缩，使听 

觉失常。 

(三)眼睛疾瘸 饲养 鼠兔眼疾也 较 常 

见。饲养约 2个月的一些个体，自眼球下缘开 

始形成一种星半月形的灰色白膜状物，逐日扩 

大直至覆盖整个眼球，由于眼睛炎症，结果是上 

下眼帘逐渐接合而失明。鼠兔这种膜状白斑眼 

疾在春夏的发病率较高，病因不详，可能与人医 

角膜白斑眼病相似，可供眼病发生学的研究。 

四、高原鼠兔的应用前景 

高原鼠兔的自然资源丰富，实验室繁殖初 

步成功之后和在加速实验动物化进程的 同 时， 

鼠兔在医学生物学等学科中的应用价值 问 题， 

已g【起人们的关注a根据现有资料，对鼠兔的 

应用前景提出讨论，供深人研究参考。 

(一)药物学 据称高原鼠兔对吗啡 不 敏 

感“ ，动物可作为神经生理学研究的材料，鼠兔 

患消化道疾病后，曾用抗菌素治疗但治愈效果 

甚徽，显示鼠兔对某些抗菌素类药物可能不敏 

感或较低。若得以证实，将是药物筛选用的良 

d _f． ●l  = 惑 瞳— — 譬 ¨_ 镬 苷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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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 动物 。 

(=)生理学 如本文所述的生理生 化性 

状的特异性，可以预示鼠兔将是高山生理、航天 

生理、运动医学和老年生理学 良好的动物横型o 

(量)细蓖学 鼠兔对无动力的多种 氨 基 

酸营养缺涪型琼雷株沙门氏菌易感 ，而动物 

的获得性免疫力很低，可能是免疫缺陷症研究 

的辅佐动物。我们测验该鼠对常见沙门氏菌和 

鼠伤寒杆菌易感，但对鸡出败巴氏杆菌不易感， 

表明对致病敝生物具有明显选择睦，可成为鉴 

别某些细菌和细菌性疾病研究的模型材料o 

(四)医学和其他方面 高原鼠兔的 染 色 

体数 目为 2n一 46，有别于同属的他种鼠兔 ， 

它在医学遗传学和分类学研究有广阔的 前 景。 

在医学寄生线虫和角膜自斑眼疾诱发困素、发 

展和病理学研究有良好的前途。 

对鼠兔的解剖显示，在机体结构上与家兔 

诸多相似性，作为实验动物代替家兔，将为教学 

和实验科学节省大量人力 物力和饲养 经 费， 

可设想鼠兔将是较理想和多用途的新型实验动 

物。为建立和扩大我国实验动物品种和医学生 

物学以及现代科学研究作贡献，前景是阔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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