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动物学杂志 !"#$%&%’()*$+,(-.((,(/0!"#$%! %&""#$ "B% ("B&

基金项目!内蒙古自治区研究生科研创新基金项目 "J9;

G"#$)$#$)’#*# !内蒙古师范大学研究生科研创新基金项目

"J9;HT̂ Ĝ$"#%’#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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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于 "#$$ 年 & 月在内蒙古库布齐沙漠捕获 $$A 条草原沙蜥"@"*0$(3%2"+,)&-*($4+,#&#幼体! 测量其

部分身体指数并对其两性异形进行研究( 结果表明! 雄性幼体和雌性幼体的平均体长分别为 )*\) --

和 )%\# --! 雄性的体长显著大于雌性( 两性异形表现为雄性幼体有较大的头部和尾部! 雌性幼体具

有较大的腋胯距( 草原沙蜥幼体的局部形态特征皆与体长成正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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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性异形在脊椎动物中普遍存在"U.@1/4
$AB$! D4=<@794 <3.0;$&&#! D4=<@7794 $&&%#!
蜥蜴类动物中亦存在两性间个体大小)局部形
态特征和体色上的差异"K.@3/4 <3.0;"##&! 蔡
垚 "##&! I./X/<3.0;"#$#! C: <3.0;"#$$#( 两
性谋求各自的繁殖利益是两性异形产生的重要
原因之一( 例如! 较大的雄性在同性的资源竞
争"配偶)食物)优质生境等#中具有优势! 这也
促进了雄体大于雌体的两性异形的形成" G8/4<
$&B&! r.37/].@97<3.0;$&&B! M[9X=}] <3.0;
"##)! M/<45<@<3.0;"##B #( 生 育 力 选 择

"N990Y@/583$&A)! F07794 <3.0;"##"#)寿命或
死亡 率 "U:48.- $&A$ #) 生 长 速 率 "f@99]7
$&&$! 杜卫国等 "##$#及食物生态位"f<@@?<3
.0;$&A#! ‘91<00<3.0;$&A’! 林植华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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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方面的差异也有可能导致两性异形(
关于沙蜥类两性异形的研究主要有奇台沙

蜥 "@"*0$(3%2"+,)&/*)6/*G#6+#,(## "刘 洋 等
"##&#)荒漠沙蜥 "@52*G%F+,&L### "O8.9<3.0;
"#$)#)青海沙蜥 "@5=,+$/+,### "O8.45<3.0;
"##’#)变色沙蜥"@5=%*&#3(,(*#和无斑沙蜥"@5
#66+3),+4)&# " 屈 彦 福 等 "##’! C: <3.0;
"#$$#( 而关于草原沙蜥 "@5-*($4+,#&#的研究
报道! 仅限于简单的食性"赵雪等 "#$)#)活动
节律"连雪 "#$$#等方面( 草原沙蜥两性异形
的研究仅屈彦福等""##’#)C: 等""#$$#有过
相关报道( 本文测定了草原沙蜥幼体的部分形
态学数据! 对其个体发育过程中幼体的两性异
形进行探讨(

>?材料与方法

>@>?实验材料?研究用的 $$A 条草原沙蜥幼
体"B&% ! )&$#于 "#$$ 年 A 月采自内蒙古鄂
尔多 斯 北 部 的 库 布 齐 沙 漠 " %#c$"hJ!
$$$c#*h+#( 捕捉的蜥蜴带回内蒙古师范大学
动物学实验室并鉴定每条蜥蜴的性别(
>@A?测定方法?用游标卡尺 "哈尔滨量具刃
具有 限 公 司! 量 程 # ($’# --! 精 确 到
#\#" --#测量蜥蜴的体长 "749:3,[<430<4538!
GpQ! 即吻端至泄殖腔孔前缘间距 #)头宽
"8<.= 1/=38! PN! 左右颌关节间距#)尾长"3./0
0<4538! LQ! 泄殖孔至尾端部的距离#和腋胯距

".Y=9-<4 0<4538! DQ! 前肢后缘基部到后肢前
缘基部之间的直线距离#( 草原沙蜥成体的最
小体长为 %)\’ --"C: <3.0;"#$$#! 故以此为
界区别成体和幼体(

所有数据用 +_><0软件和 GW77软件处理!
数据作参数统计分析前! 分别检验其正态性
"r90-959@9[,G-/@49[3<_3# 和方差同质性 "B,
-._3<_3#( 用 4,检验)线性回归)协方差分析
"DJHFpD#处理相应的数据! 描述性统计值均
用平均值 n标准误表示! 显著性水平设置为 :
e#\#’(

A?结?果

雌雄两性草原沙蜥幼体的平均体长" GpQ#
存在显著的两性差异"4e)\B#"! >-e$$*! @l
#\##$#! 雄性幼体的体长显著大于雌性幼体
"表 $#( 草原沙蜥幼体的局部形态特征皆与体
长成正相关( 以体长为协变量的 DJHFpD显
示$ 雄性幼体头宽"B$!$$’ e)’B\B$! @l#\##$#
及尾长 "B$!$$’ e)B"\B%! @l#\##$#随体长的
增长速率大于雌性幼体! 但其腋胯距"B$!$$’ e
$*#\&)! @l#\##$#随体长增长的速率小于雌
性"图 $#( 由于两性幼体的头部随体长的增长
均呈异速增长! 故 DJHFpD不适用于比较特
定体长的两性头宽及腋胯距等指标( 4R检验结
果显示! 雄性幼体的头宽"4e%\*$*! >-e$$*!
@e#\##"#及尾长 "4e)\&’A! >-e$$*!@l#\##$#

表 >?草原沙蜥幼体形态特征的描述统计值
C,9+%>?V%2:#.*-.$%2-,-.2-.:2’0F’#*3’+’6.:,+-#,.-2’0-3%_"$%(.+%<%+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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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草原沙蜥幼体三项形态指标与体长的回归
1.6@>?C3%#%6#%22.’(2’0-3#%%F’#*3’+’6.:,+:3,#,:-%#2’(2(’"-Y$%(-+%(6-3

.(-3%_"$%(.+%<%+7(#&"$%’-/)@+#(,’-*)

均显著大于雌性幼体! 而其腋胯距"4e"\"&"!
>-e$$*! @e#\#"% #显著小于雌性幼体 "表
$#(

G?讨?论

蜥蜴的成体体型大小分为 ) 种类型$ 雄性
成体大于雌性成体! 雌性成体大于雄性成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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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性成体无显著差异"‘91<00<3.0;$&A’#( 草
原沙蜥成体属于第一种类型"屈彦福等 "##’#!
与地中海壁虎 "J6#>+340,)&4)*3#3)&# "U.4/<0
$&&*#)普通岩蜥 "@(>+*3#&6)*+,#&# "f@.�.<3
.0;"####)变色树蜥"!+,(4%&=%*&#3(,(*# "邱清
波等 "##$ #)中国石龙子 "K)6%3%&3"#$%$&#&#
"林植华等 "###! 计翔等 "##"#及蓝尾石龙子
"K5%,%/+$&# "杜卫国等 "##$#相同( 但 C: 等
""#$$#的研究结果中则表明! 草原沙蜥的成体
体型属于第三种类型! 两种研究结果的不同可
能与研究地的生境)食物类型及繁殖压力不同
有关( 在研究过的沙蜥中属于第二种类型的只
有青海沙蜥! 而无斑沙蜥)变色沙蜥)奇台沙蜥
则都属于第三种类型(

雄性具有较大的体形与其在食物竞争)雄,
雄性内竞争或者通过雌性选择获得更大的交配
成功率有关 "D4=<@7794 $&&%! F07794 <3.0;
"##"#! 体型较大的雄性往往会在竞争中获得
胜利! 最终导致其繁殖成功率大于体型较小的
雄性( 而本研究结果显示! 草原沙蜥的两性异
形从幼体时就开始出现! 表现为雄性幼体具有
较大的体型! 但由于没有初生个体的数据! 故
其两性异形的起点尚不清楚(

蜥蜴中雄性头部普遍比雌性蜥蜴大"计翔
等 "##"! p<@1./k<4 <3.0;"##"! O8.45<3.0;
"##’#( 蜥蜴头部大小在一定程度上可视为资
源持有能力的标志! 头部较大的雄性通常被头
部较小的雄性视为竞争中潜在的胜利者! 能够
优先获得包括配偶在内的多种资源 "计翔
$&&%#( 已有研究表明! 头部较大的蜥蜴其张
口和 咬 合 力 较 强 "p<@1./k<4 <3.0;"##"!
M[9X=}] <3.0;"##)! U:Y<?<3.0;"#$$#! 这使
得头部大小不同的蜥蜴在食性上必然会产生分
化! 而具有较大头部的蜥蜴也必然具有较强的
资源竞争力( 草原沙蜥头部的两性异形在幼体
时 就 已 经 出 现! 这 一 特 点 与 蝘 蜓
":2"%$(6(*2")&#$>#3)&# "计翔等 "####)中国
石龙子"林植华等 "####等相似( 雄性在幼体
时即有较大的头部更利于其扩大食谱)增强获
得较多食物的能力! 以满足其性成熟后拥有更

大竞争力的需要( 而雌性为了获得最大的繁殖
利益! 在幼体时就已减缓头部的生长来确保腹
部的生长! 以在性成熟时进一步增大腹腔容纳
量( 雌性具有较大的腹长可能与生育力选择有
关! 因为雌体的腹腔容纳量能限制其繁殖输出
"U: <3.0;"#$##( 本研究结果显示! 雌性草原
沙蜥幼体具有较大的腋胯距和较小的头部! 这
有可能直接有利于其增大繁殖输出! 而这也可
能是导致两性幼体头部和腋胯距异形的主要
原因(

尾部与爬行动物的运动能力相关 "D@490=
<3.0;$&AA#( 有研究表明! 雄性沙蜥具有较长
的尾部可能与容纳半阴茎)牵缩肌有关 "r/45
$&A&#( 性选择也可能对尾长产生影响! 雄性
用尾部向雌性示爱! 一个强健的尾部可以提高
这种能力 "M/00/458.- $&AB #( 在本研究结果
中! 雄性幼体具有较长的尾部! 尾长的回归线
斜率也大于雌性幼体( 这表明雄性在生长过程
中同样分配部分能量用于尾部的增长! 使其在
成年后更易获得雌性的青睐! 以提高其繁殖成
功率(

综上所述! 草原沙蜥幼体具有显著的两性
异形! 这一现象也较为普遍 "张永普等 "###!
许雪峰等 "##)#( 雄性幼体具有较大的头部)
尾部及较小的腋胯距! 说明雄性在生长过程中
将一些能量分配于体长)头部的增长! 而雌性
则从幼体时就已将能量分配至一些对繁殖较为
重要的部位! 如腋胯距! 以实现在成年后获得
潜在较大的窝卵数或窝卵重( 这表明两性在生
长过程中会将能量分配于不同的部位! 以使各
自在成年后获得更大的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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