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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在相同驯养条件下同步测定东方田鼠（1#2*(3)& -(*3#&）指名亚种和长江亚种幼体的生长特征参数。

两亚种初生幼体表型特征无明显差异。采用 ?+; -@AB242;CCD 生长模型对两亚种幼体的体重、体长和尾

长，以 E+F3:B3< 生长方程对后足长生长过程进行拟合与描述。指名亚种雄体渐近体重、体长和尾长均大

于或显著大于长江亚种，雌体前者小于后者；两亚种在 %> ( !" G 体重均已产生性二型分化，长江亚种两

性个体渐近体重、体长和尾长差值大于指名亚种。两亚种雌体体重、体长、尾长和后足生长速率均相应

地大于雄体，体重生长曲线拐点出现时间、瞬时生长率曲线拐点出现时间较体长、尾长和后足长明显迟

缓。两亚种两性个体的后足长生长速率要大于其体重、体长和尾长。结果表明，（%）雌体较雄体早熟；

（!）雄性体重指名亚种大于长江亚种，雌体相反，指名亚种性二型现象较长江亚种明显；（’）后足长较体

重、体长和尾长较早地达到成熟时的大小；（$）两亚种幼体性二型分化时间早于其性成熟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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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方田鼠（!&($#%,’ "#$%&’）广布于我国 ,E 个

省区及俄罗斯的西伯利亚、蒙古和朝鲜［,］。在我

国该鼠是重要的有害啮齿动物之一。我国有 F
个亚种［3］，其中，对长江亚种（! 6 " 6 ()*)+#$,+）

和指名亚种（! 6 " 6 "#$%&’）的研究较多，两者对

日本血吸虫（-(.&’&%#’#+) /)0#1&(,+）病具有天然

的抗性，为实验动物种质资源［; G H］。,IIF 年以

来，对该物种的实验化培育和抗日本血吸虫感

染机理已进行了大量的研究［H G J］。

生长是动物固有的特征，是合成代谢和分

解代谢相互对抗作用的结果，受多种生物与非

生物因素（如日常活动、温度、光照、降雨以及种

群密度等）的影响［I，,K］。描述生长过程、揭示生

长规律可估计野生动物种群的年龄［,K］；揭示动

物生活史特征的进化及其对环境的适应［,,］；预

测动物各生长期的体重、生长率、饲料消耗量，

探讨营养、温度等因子对动物生长的影响［,3］，

从而指导经济和实验动物的生产及培育。因此

研究动物生长规律不仅是动物生态学研究的内

容之一，并具有一定的实践意义。国内不少学

者［,;］已对鼠类的生长发育进行过研究，其中，

武正军［,B］和胡忠军等［,;］分别报道了东方田鼠

长江亚种和指名亚种的生长及发育，但他们的

研究是在不同时间段和不同饲养条件下进行

的，不便于进行比较。本文在同一时期及相同

实验室条件下，对东方田鼠 3 个亚种的幼仔生

长过程进行比较研究，旨在揭示两亚种生长规

律的异同，并为东方田鼠的实验动物化提供依

据，现报道如下。

) 材料与方法

)*) 实验动物 供实验用的动物为东方田鼠

长江亚种和指名亚种，其初生幼体选自 3KKK 年

,, 月 G 3KK, 年 3 月室内封闭种群繁殖的个体。

3 个亚种的饲养条件完全相同，实验动物饲养

在 B; 8. L ;3 8. L ,I 8. 的塑料盒中，以锯木

屑为垫料，投放干稻草供其作巢。实验室温度

,J G 3FM，光照 ,3> N ,3O。喂食本所研制的专

用颗粒饲料，提供充足的饮水。

)*+ 实验方法 在初生至 ,3K 日龄阶段，每 F
* 测定体重（?@）, 次。在初生至 JK 日龄阶段，

每 F * 对体长（?>）、尾长（A>）和后足长（<=>）

测定 , 次；在 JK G ,3K 日龄阶段，每 ,K * 对体长

（?>）、尾长（A>）和后足长（<=>）测定 , 次。

长江亚种生长数据的测定样本数：初生至

,3K 日龄雌雄幼体体重样本数见表 B；体长、尾

长和后足长每测定日的样本雌体为 ,K G 3K 只，

雄体 ,3 G ,B 只。指名亚种生长样本数：体重数

据从初生至 ,3K 日龄雌雄体样本数列于表 F；体

长、尾长和后足长每测定日测定雌体为 3; G ;;
只，雄体 ,3 G 33 只。

采用电子天平（KP, 7）测定体重，普通直尺

（, ..）测定体长、尾长和后足长。

)*, 生长模型 采用 >(71#&18 方程 !（ %）Q 2 R
［, S "T 3（ % T 4）］、C(.:"!&5 方程 !（ %）Q 2"T 5 T 3（ % T 4）

和 U(0 ?"!&+%+0--/ 方 程 !（ %） Q 2［ , T ,R;
"T 3（ % T 4）］; ; 种非线性方程［,F］描述东方田鼠 3
个亚种幼体的生长过程。其中，!（ %）分别代表

% 日龄（*）的体重（7）、体长（..）、尾长（..）、后

足长（..）。

以上生长方程的参数（ 2、3、4）均为常数

（8(0#&+0&），具有特定的生物学意义，并能表达

与动物生长有关的生理学机制［,H］。 2 为渐进

体重或长度（+#/.:&(&18 )"17’& (! %"07&’）：不是某

一个体所能达到的最大体重或长度，而是成熟

个体体重或长度的平均值［,E］，亦称为成熟体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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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长度（!"#$%& ’&()*# +% ,&-)#*）［./，.0，.1］。 ! 为生

长速 率（ )%+’#* %"#&）或 成 熟 速 率（!"#$%(-)
%"#&）［./，.2］：生长曲线的平均曲率，表示趋近渐近

表 ! " 种生长方程对东方田鼠两亚种幼体生长的

拟合优度（"#）

$%&’( ! $)( *++,-(.. +/ /01（!#）+/ 1)2(( *2+31)
(45%10+-. 1+ *2+31) +/ " 6 # 6 #$%&’(

%-, " 6 # 6 )*+*,$%-,

项目

3#&!4

性别

5&6

7+)(4#(8

&9$"#(+-

:+!;&%#<

&9$"#(+-

=+- >&%#","-??@

&9$"#(+-

>A 雌性 !! BC11DEBC10F BC11/EBC11D BC11/EBC11G

雄性"" BC12/EBC10. BC100EBC11. BC11DEBC11G

>7 雌性 !! BC11FEBC11/ BC112EBC112 BC110EBC112

雄性"" BC11.EBC10D BC112EBC101 BC110EBC11.

H7 雌性 !! BC102EBC10I BC11IEBC11. BC11/EBC11D

雄性"" BC10/EBC12F BC11GEBC10F BC11/EBC102

J7 雌性 !! BC112EBC111 BC112EBC110 BC11/EBC11/

雄性"" BC112EBC110 BC112EBC110 BC112EBC112

>A：体 重 >+K@ ’&()*#；>7：体 长 >+K@ ,&-)#*；H7：尾 长 H"(,

,&-)#*；LM7：后足长 L(-K ?++# ,&-)#*。下表和图同表 . H*& 4"!&

?+% #*& #"N,&4 "-K ?()$%&4 N&,+’O
斜线上方数据为长江亚种，斜线下方的为指名亚 种。P"#"

$;+- #*& 4,"4* "%& ?+% # O $ O %&’&()*+(，’*(8* $-K&% #*& 4,"4* ?+%

# O $ O $)*,-. O表 F 同 H*& 4"!& (- #"N,& F O

值的 相 对 速 度［DB］，! 值 越 大 表 明 相 对 早

熟［.2，.0，D.］。/ 为生长曲线拐点出现的时间（日

龄），此 时 动 物 的 瞬 时 生 长 率（ (-4#"-#"-&+$4
)%+’#* %"#&，3:Q）最大。

在统计软件 5R55 .BC. ?+% A(-K+’4 上采用

上述 F 种生长模型对东方田鼠 D 亚种体重、体

长、尾长和后足长的平均观测值进行拟合。拟

合时采用 S"%9$"%K# 算法#，使拟合结果最优，在

拟合过程中，估计所有参数［..］。学者们常根据

拟合优度（"D ）或平均方差值（S5 T Q55E0$，或

称为 S5U）等指标选择生长模型，最优模型 "D

最大或 S5 最小［..，DD］。本文以 "D 作为选择最

优模型的依据，当 "D 相同时，再以雌雄间、亚

种间的可比较性作为选择标准（表 .）。瞬时生

长率按苏建平等［DF］的方法计算。采用成组 ,V
检验分析两亚种间初生幼体生长表型特征及体

重性二型分化，在分析性二型分化时，指名亚种

B W FB K 体重数据为每日数据［.F］。

# 结 果

#7! 初生幼体表型特征 表 D 列示 D 亚种初

生幼体的表型特征，D 亚种初生幼体的表型特

征极为接近，,V检验 D 个亚种幼体的 G 项特征

均无显著差异（表 D）。

表 # 东方田鼠 # 亚种初生幼鼠表型特征测定值（$# 8 12）

$%&’( # 9)(-+1:;0< <)%2%<1(20.10<. +/ -%1%’ " 6 # 6 #$%&’( %-, " 6 # 6 )*+*,$%-,

亚种 5$N4;&8(&4 3 >A（)） >7（!!） H7（!!） LM7（!!）

长江亚种 # O $ O %&’&()*+( F/ FCIF X BCGG GBC1 X .C0 .BCG X BC2 /C0 X BC/
指名亚种 # O $ O $)*,-. F/ FC// X BCFI GBC/ X .CD .BCF X BCI /C0 X BCD

4 Y BC.2I BCIDD BC2/1 BC2/D

#7# 生长曲线及参数的性别和亚种差异 D
亚种雌雄鼠体重、体长、尾长和后足长的生长数

据分别采用 7+)(4#(8、:+!;&%#<、=+- >&%#","-??@ 方

程进行拟合，根据方法（.CF）中交代的标准，本

文选用 =+- >&%#","-??@ 方程对体重、体长和尾

长，7+)(4#(8 方程对后足的生长过程进行描述。

两亚种各表型特征生长曲线和模型见图 . 和图

D，生长方程参数（5、!、/ 及瞬时生长率曲线拐

点出现时间［用 - 表示］）列于表 F。

#7#7! 体重生长参数 东方田鼠长江亚种两

性幼体的体重生长速率（ ! 值）分别大于指名亚

种。长江亚种雌体体重渐近值（5）略大于指名

亚种，而指名亚种雄鼠则明显大于长江亚种；指

名亚种两性 5 的差值（F1C11 )）明显大于长江

亚种（DDC0. )）。D 个亚种体重雄性 / 值明显迟

于雌性，- 值亦是如此。长江亚种雌体 ! 值明

显大于雄体，指名亚种亦然（表 F）。

·GF· 动物学杂志 67-38.8 9)+*3&’ )$ :))’);< G. 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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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 东方田鼠 " 亚种生长曲线参数

#$%&’ ! ($)$*’+’) ,- .,/+0$+$& 1),2+3 45)6’ -,) +2, /5%/.’47’/ ,- ! 8 "#$%&’

项目 !"#$% 性别 &#’ !（(） "（(） # $（)*(）

+, 雌性 !! -./0*-./. 12/0*13/4 02/.5*34/41（)） ./.5-*./.00
雄性"" -3/3*-4/0 23/6*36/6 60/76*74/4-（)） ./.24*./.17

+8 雌性 !! 9 --/-*--/0 -11/.*-11/1（$$） ./.55*./.56
雄性"" 9 -3/.*--/4 -22/6*-31/1（$$） ./.00*./.36

:8 雌性 !! 2/2*2/2 -2/7*-2/1 01/7*01/-（$$） ./.65*./.7-
雄性"" 2/4*3/- -5/.*-6/3 05/0*04/6（$$） ./.55*./.5.

;8 雌性 !! 3/0*3/5 --/0*-1/- 11/4*1-/4（$$） ./-77*./-65
雄性"" 0/.*0/1 -1/6*-2/5 12/6*12/-（$$） ./-61*./-07

!：生长曲线拐点，"：瞬时生长率曲线拐点。! <=( " %"<=( >?@ A=>B#’A?= ?> )@?C"D EF@G# <=( A=%"<="<=#?F% )@?C"D @<"# EF@G#，@#%H#E"AG#BIJ

#：渐近值，$：生长速率。# <=( $ (#=?"# <%I$H"?"AE G<BF# <=( )@?C"D @<"#，@#%H#E"AG#BIJ

图 9 东方田鼠长江亚种生长曲线

:718 9 (,/+0$+$& 1),2+3 45)6’ ,- ! 8 " 8 ()*)+#$,+
# 雌鼠观察值 KL%#@G#( >?@ >#$<B#；$ 雄鼠观察值 KL%#@G#( >?@ $<B#；% 雌鼠拟合值 M@#(AE"#( >?@ >#$<B#；

& 雄鼠拟合值 M@#(AE"#( >?@ $<B#；图 1 相同 :D# %<$# >?@ >A)F@# 1。

1 个亚种两性个体体重均在 -6 N 1. ( 时出

现性二型分化（表 3、0）。长江亚种体重在 1. (
时产生性二型分化，此时雌体体重为（16/76 O
3/00）)，雄体为（2./53 O 2/02）)，二者差异显

著，1. ( 前两亚种的 % 值均 P ./.0，之后的 %
值均 Q ./.0（表 3），两性体重的绝对差值越来

越大。指名亚种体重在 -6 ( 时产生性二型分

化，此时雌体体重为（1-/45 O 2/.1）)，雄体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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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 东方田鼠指名亚种生长曲线

"#$% ! &’()*+)+, $-’.)/ 01-23 ’4 ! % " % "#$%&’

表 5 东方田鼠长江亚种体重及性别差异（!! 6 "#）

7+8,3 5 &-’03(( ’4 (391+, :#;’-</#(; ’4 8’:= .3#$/) 4’-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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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0 -/11 1/23 0 -/1- -/142 -/356 75 54/-2 0 5/"" 24 71/.7 0 41/87 1/563 -/--4
5 8/.4 0 4/1- 8/88 0 4/6. 4/458 -/65. 3- 54/48 0 7/"" -2 5/23 0 46/84 ./.21 -/---
4- 4./45 0 6/.6 4./78 0 4/86 -/326 -/.11 35 56/-1"" 0 7/4- 73/4- 0 46/33 ./588 -/---
45 6-/72 0 1/.3 66/72 0 6/84 6/-46 -/-54 8- 54/82"" 0 5/38 73/56 0 46/78 ./863 -/---
6- 63/83 0 ./55 1-/7. 0 1/51 6/473 -/-13 85 54/83"" 0 7/.4 72/5- 0 46/65 5/544 -/---
65 15/.8 0 ./53 12/75 0 ./18 6/215 -/--7 2- 54/7-"" 0 7/48 3-/18 0 46/33 5/3-8 -/---
1- .-/-8 0 ./2. .5/-. 0 7/8- 6/583 -/-4. 25 54/26"" 0 7/73 34/31 0 41/17 5/368 -/---
15 .1/-5 0 5/.1 .3/21 0 3/73 6/634 -/-62 4-- 54/3"" . 0 7/15 36/31 0 4./1- 5/378 -/---
.- ../23 0 5/32 54/-5 0 4-/4- 6/673 -/-62 4-5 51/"" 24 0 7/42 35/14 0 4./44 5/236 -/---
.5 .7/57 0 5/.. 55/62 0 4-/.1 1/6-5 -/--1 44- 51/"" 76 0 7/4- 37/.- 0 41/42 7/356 -/---
5- .3/53 0 5/78 53/82 0 4-/85 1/7.4 -/--4 445 5./"" 16 0 7/5. 37/28 0 4./54 7/463 -/---
55 .2/.. 0 5/17 52/32 0 44/3- 1/.76 -/--4 46- 5./"" 72 0 7/.6 38/52 0 4./.6 7/5-8 -/---
7- 5-/64 0 5/75 71/3- 0 44/53 ./548 -/---

雌雄个体样本数分别为 48 和 66。9:& $"’;(& $<=&$ >?@ >&’"(& "AB ’"(& "@& 48 "AB 66，@&$;&CD<+&(#E

（61/8- 0 1/75）F，两者差异显著（表 5），两性体

重绝对差异亦愈来愈大。

长江亚种在 .5 B 时差异极显著，.5 G 75 B
后的 % 值介于 -/--1 和 -/--4 之间，75 B 之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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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 东方田鼠指名亚种体重及性别差异（!!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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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1 2 -/.3（.4） 5/-6 2 -/.-（66） 1/1.0 -/64- 67 .6/53 2 ./0.（.4） .8/63 2 5/4.（66）"" 5/614 -/---
1 5/48 2 -/45（.4） 5/8- 2 -/5.（66） -/100 -/35. 64 ../51 2 5/.0（.4） .3/.1 2 5/84（66）"" ./001 -/---
6 7/4. 2 -/0-（.4） 7/78 2 -/71（66） -/604 -/843 68 .5/0. 2 5/55（.4） 5-/-7 2 5/8.（66）"" 5/173 -/---
. 4/4. 2 1/15（.4） 4/73 2 -/41（66） -/104 -/354 63 .7/58 2 5/56（.4） 5-/3- 2 5/34（66）"" 5/633 -/---
5 8/81 2 1/57（.4） 8/4. 2 -/31（66） -/6.6 -/318 60 .4/55 2 5/86（.4） 51/80 2 7/76（66）"" ./068 -/---
7 3/78 2 1/64（.4） 3/87 2 -/08（66） -/747 -/485 .- .8/14 2 7/-6（.4） 56/44 2 7/58（66）"" ./014 -/---
4 0/87 2 1/78（.4） 0/34 2 1/1.（66） -/63- -/83- .7 .0/0- 2 5/35（.4） 54/16 2 4/1-（66）"" 5/604 -/---
8 1-/33 2 1/36（.4） 11/-- 2 1/65（66） -/683 -/836 5- 51/.. 2 5/01（.4） 58/08 2 4/38（66）"" 5/635 -/---
3 16/-- 2 6/11（.4） 11/07 2 1/77（66） -/1-- -/061 57 56/47 2 7/.7（.4） 71/0- 2 3/68（66）"" 7/131 -/---
0 1./-8 2 6/63（.4） 1./1- 2 1/8-（66） -/-46 -/071 7- 5./4. 2 7/76（..） 74/5- 2 8/08（61）"" 4/04- -/---
1- 15/61 2 6/51（.4） 15/64 2 6/-0（66） -/-05 -/064 77 55/-7 2 7/45（..） 70/.1 2 3/01（61）"" 8/86- -/---
11 17/17 2 6/73（.4） 17/17 2 6/.1（66） -/--5 -/008 4- 55/44 2 4/-4（..） 46/1. 2 0/6.（61）"" 3/5-7 -/---
16 14/68 2 6/86（.4） 14/65 2 6/70（66） -/-5. -/044 47 57/34 2 4/-7（..） 47/50 2 1-/43（61）"" 3/4.. -/---
1. 18/7- 2 6/80（.4） 18/40 2 6/85（66） -/671 -/3-. 8- 54/35 2 4/61（..） 43/60 2 11/-8（61）"" 0/167 -/---
15 13/77 2 6/33（.4） 13/05 2 6/07（66） -/533 -/46. 87 58/78 2 4/13（.4） 81/57 2 11/-5（61）"" 1-/500 -/---
17 10/44 2 ./-8（.4） 6-/85 2 ./18（66） 1/680 -/6-4 3- 53/51 2 4/57（.7） 8./.3 2 11/5.（61）"" 1-/583 -/---
14 6-/47 2 6/03（.4） 66/18 2 ./57（66） 1/840 -/-36 37 50/51 2 8/-5（..） 87/34 2 11/10（6-）"" 1-/733 -/---
18 61/04 2 ./-6（.4） 6./3- 2 ./47（66） 6/-84 -/-5. 0- 50/41 2 4/36（.7） 83/5. 2 11/66（61）"" 11/038 -/---
13 6./.8 2 ./16（.4） 67/66 2 ./4.（66） 6/-4. -/-55 07 50/84 2 4/56（60） 83/78 2 16/78（13）"" 1-/.05 -/---
10 65/0. 2 ./.7（.4） 68/1. 2 ./38（66） 6/630 -/-64 1-- 7-/6- 2 4/78（..） 36/4- 2 11/07（61）"" 16/37- -/---
6- 64/14 2 ./57（.4） 63/7. 2 5/-1（66） 6/.31 -/-61 1-7 7-/5. 2 4/.8（63） 36/-1 2 16/76（13）"" 11/.-8 -/---
61 68/46 2 ./7.（.4） .-/61 2 5/-.（66） 6/786 -/-1. 11- 7-/3. 2 4/58（..） 35/00 2 11/--（61）"" 15/.08 -/---
66 60/17 2 ./8-（.4） .6/6. 2 5/.6（66） 6/333 -/--4 117 7-/08 2 4/45（63） 35/46 2 11/18（13）"" 16/3.8 -/---
6. .-/.. 2 ./83（.4） .5/-4 2 5/.5（66） ./571 -/--1 16- 71/-4 2 4/01（..） 34/.. 2 1-/43（61）"" 15/873 -/---
65 .1/67 2 5/66（.4） .7/7- 2 5/46（66） ./705 -/--1

括号内数字为样本数。9:& ;,’<&=$ >; ?"=&;@:&$>$ "=& $"’?(& $>A&B

均 C -/--1（表 5）；指名亚种在 66 D 时两性体重

差异极显著，67 D 后的 % 值均 C -/--1（表 7）。

:;:;: 体长、尾长和后足长生长参数 6 亚种

间雌体渐近体长差别不大，而指名亚种雄体的

体长渐近值明显 E 长江亚种雄体；长江亚种雌

雄鼠渐近体长差值（6-/- ’’）明显 E 指名亚种

（11/8 ’’）；体长生长曲线 6 亚种均无 & 出现。

6 亚种雌体体长 ’ 值极为接近，雄鼠亦然。6 亚

种雌体体长 ’ 值均相应 E 雄体（表 .）。

指名亚种雄体渐近尾长 E 长江亚种，6 亚

种雌体则比较接近；指名亚种两性渐近尾长差

值（8/4 ’’）E 长江亚种（./8 ’’）。6 亚种雌体

尾长 ’ 值明显 E 雄体；指名亚种雌体尾长 ’ 值

稍大于长江亚种，雄体与此相反。6 亚种尾长

& 值均在 ./. F 5/1 D 之间（表 .）。

两亚种雌体后足 ’ 值相应 E 雄体，长江亚

种两性后足之 ’ 值 E 指名亚种的两性个体。

长江亚种两性个体的后足长的 ( 值均分别大

于指名亚种两性个体。亚种后足 & 值均出现

在 5/7 F 7/6 D 之间（表 .）。

:;< 生长速率的时间变异 按 GH; I&=@"(";JJ#
和 KHL>M$@>M 方程的增长模式，从出生至 & 时间

段，6 亚种两性体重、体长和后足长增长呈加速

趋势，即 NOP 越来越大，但增加的速度则越来越

慢，即减速增加，且在 & 处最大；& 处之后，体

重、尾长和后足长增长呈减速趋势，即 NOP 逐渐

下降，不同时期其下降的速度不同，& F ) 时间

段下降的速度越来越快，即加速降低，) 处之

后，下降的速度越来越慢，即减速降低，且渐趋

于零。

体长生长曲线未出现拐点（表 .）。依 GH;
I&=@"(";JJ# 方程生长格局，6 亚种两性体长的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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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从出生则呈减速趋势，即 !"# 从出生便越来

越小，不同时间段其降低的速度不同，$ 日龄至

! 时间段加速降低，之后减速降低且渐趋于零。

!"# 生长曲线间的参数比较 如表 % 所示，&
亚种两性个体体重 " 值、! 值较体长、尾长和后

足长明显迟。& 亚种两性个体的后足长的 # 值

即成熟指数相应地明显 ’ 体重、体长和尾长的，

说明后足比体重、体长和尾长较早地达到成熟

时的大小。

$ 讨 论

动物的成熟速率（# 值）表示趋近渐近值的

相对速度［&$］，此值大表明相对早熟［()，(*，&(］。本

文结果表明，长江亚种雌性体重、体长、尾长以

及后足的生长速率均大于雄体，指名亚种亦然。

说明东方田鼠表型特征生长到体成熟大小时，

雌体所需时间较雄体短，即雌体较雄体相对早

熟。

东方 田 鼠 指 名 亚 种 的 体 形 较 长 江 亚 种

大［&］，本文结果揭示，指名亚种雄体渐近体重、

体长和尾长均大于或明显大于长江亚种，雌体

则相反，与罗泽%［&］的结论不尽一致。指名亚

种雌雄体渐近体重、体长和尾长的差值分别为

%+,++ -、&$,$ .. 和 ),/ ..，长江亚种雌雄体这

% 项指标的差值分别为 &&,*( -、((,) .. 和 %,)
..，前者均大于后者，说明指名亚种体形性二

型特征较长江亚种更显著。

哺乳动物的性二型是物种在进化过程中所

形成的，且具有特定的进化机制［&0］。一些动物

（如根田鼠）的性二型分化时间与性成熟时间同

步，有 些 动 物（如 牛、羊）的 则 早 于 性 成 熟 过

程［&0］。本文的结果表明，东方田鼠指名亚种和

长江亚种均在 () 1 &$ 日龄之间产生性二型分

化。东方田鼠 & 亚种均在 &$ 日龄时才能断乳，

但雄体睾丸未见膨大，小于 02 日龄指名亚种雄

体未发现有可活动的精子，且 & 亚种均于 2$ 1
/$ 日龄达到性成熟［(%，(0］，由此推导，东方田鼠

指名亚种和长江亚种性二型分化时间可能要早

于其性成熟过程。

胡忠军等［(%］报道的指名亚种生长参数与

本文有差别。这种差别来自数据的处理，在对

$ 1 %$ 日龄数据的利用上，前者采用的是每日

数据，本文采用的是每 2 日龄的数据。

致谢 湖南农业大学实习生马俊、黄池和胡雅

辉同学参加部分工作。特致以深深的谢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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