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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  爪  沙  鼠  繁  殖  资  料 

黎占海   郭   臻   宋志强  
(宁夏盐池县地方病防治所) 

    1984年5月—1986年4月连续24个月对盐池县鼠疫自然疫源地的主要宿主长爪沙鼠的繁 

殖情况进行了观察，共解剖观察雌性成鼠2439只。 

    结果 

    第一年各月妊娠率都较高(13.2—87.2％)，7月最高为87.2％，2月次之，为71.2％， 

4、5、9月均在50％以上(51.8—57.2％)，11和1胡最低，分别为20.5％和13.2％。后 

一年妊娠率明显低于上一年，以6月较高，为52.5％，5月、7月次之，分别为34.6％和 

31.9％，11月未发现孕鼠，12月仅发现孕鼠1只。繁殖指数第一年2、4、7、9月超过1.50， 

而后一年各月均低于1.00。看来其繁殖与密度有关。1984年密度低(0.47只／公顷)而妊娠率 

高，1985年秋季密度4.6只，1986年春季密度4.4只，而妊娠率低。1月份密度最低(1985年1.12 

只，1986年2.30只)但繁殖指数开始增大，  2月份迅速上升，  3—4月份密度成倍增加 

(1985年4月8.6只，1986年3月5.6只)。胎仔数分布变化幅度较大，一般3—9只，少数 

1—11只，  4—8只多见(占总数的9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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