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雄性根田鼠的同胞竞争及其对同性个体的气味识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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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采用两两互作实验并以尿标记来确定共居至成年的 # 雄性根田鼠同胞在行为竞争上的差异，之后在

行为选择箱中分别观察它们对来自熟悉和陌生同性个体的新鲜尿气味的行为反应，以确定气味识别差异。结果

表明：!雄性根田鼠两两互作时，尿标记的多少可以作为判断其社会等级的标准；"从属鼠对熟悉气味存在明

显偏好，其对熟悉气味的访问时间、接近频次和自我修饰频次都显著高于陌生气味；#优势鼠则优先访问陌生

气味，其对陌生气味的访问时间、嗅舔频次、嗅舔时间、自我修饰及反标记均显著高于熟悉气味；$对于陌生

气味，优势鼠和从属鼠之间存在明显不同的行为反应模式。本实验结果提示，雄性根田鼠对同性尿气味识别的

差异以及对陌生气味的行为反应，可能暗含着其领域防卫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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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等级（39:2;< =;/>）是指同种动物个体间

互作产生的社会地位差异而使其社群结构得以维持

的属性，优势动物则在获取食物、空间、配偶等资

源的机会上明显多于从属动物（P83U;=52/3 80 ;<，

! 收稿日期：#%%& - !# - #!；接受日期：#%%) - %" - #!
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项目（"%!%%%!V）

" 通讯作者（W9==83G9/52/C ;4019=），北京市清华东路 !+ 号中国农业大学东区 V+ 信箱，XH@;2<：6;U4/I1;9!Y#V" * /80，6;>%&Y32/; * :9@
第一作者简介：孙平（!’+) - ），男，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行为生态和化学通讯。



!"#$；%&’()&(，!"#$；*+,)-， !"".；*+,)- /- 01，
!""$；2’0& /- 01，3..$ ）。确定社会等级最简单的

方法， 是 在 中 立 竞 技 场 中 遭 遇 的 两 个 体 互 作

（450467 6(-/,07-6&(）时展现的仪式化斗殴行为（非

致死性），经过若干个回合后双方分出胜负，一致

的赢家在该领地中处于优势地位，另一方则处于从

属地位（8,/9)，!""$；2’0& /- 01，3..$）。对于嗅

觉通讯的动物而言，例如啮齿动物，遭遇的两个体

也可以通过尿气味标记分出胜负，并非一定要通过

身体接触式竞争划分社会等级（:&);/(</14 = :0)>
?&(-，!""!；8,67@0?/,，!""3）。

在啮齿动物中，利用气味信号进行种内个体识

别的报道很多。这些工作显示，尿气味信号带有明

显的个体特征、性别特征以及社会地位等信息，即

信息素（A’/,&?&(/）对于性识别、亲属识别、社

会状态识别和配偶识别都是很重要的（B/,/46-’ /-
01，!"C.；D&)16(E，!"C3，!"".；*&,(/ = F1G(/(，

!""H； %&’()-&(， !""$； I/J/,(/， !"""； K+7@，

3...；8/1 L+(-0 /- 01，3..3；M-&9/,) /- 01，3..3；

2+<011 /- 01，3..3）。小家鼠除了利用气味标记来识

别领域所有者之外，还能根据竞争性反标记（来源

于入侵者或从属鼠）的存在，判断不同领域所有者

或优势鼠的相关竞争能力（*+,)-，!"".）。

在田鼠属动物中，气味识别在雄 N 雄竞争中扮

演何种作用？社会等级不同的雄鼠对陌生雄性尿气

味采用什么样的行为响应模式呢？探讨这些问题对

于理解田鼠动物雄性护域护偶中化学通讯机制是必

要的。对单配制草原田鼠（!"#$%&’( %#)$%*+(&,$）配

偶选择的研究发现，雌性成体并不以雄鼠尿标记的

频次和位点为标准（O’&?0)，3..3），而当某雄性

对另一个体标记进行覆盖标记（&J/,>?0,@）时，雌

性草原田鼠和混交制草甸田鼠（! - .,//(012+/"#’(）

对 上 层 气 味 表 现 出 明 显 偏 好 （ %&’()-&( /- 01，
!""#0，P；Q/,@6(，!"""；R&&490,4 /- 01，!"""，

3...）；山地田鼠（! - 3%/&+/’(）对无交配经历的

异性个体气味有明显偏好（Q/,E+)&( /- 01，!"CH；

L6/,7/ = 8/9)P+,5，!""!）； 一 雄 多 雌 制 岸 田 鼠

（41,&)$"%/%30( *1+$,%1’(）雌性通常选择优势雄性作

为配偶（I,+7;/@，!""#），可能与后者较高的护域

护偶能力有关。与岸田鼠类似，显现一雄多雌制特

征的根田鼠（2’0& /- 01，!"""，3...，3..30），其动

情雌鼠在熟知雄性同胞身份的条件下对陌生非亲属

雄性的气味更感兴趣，在择偶中通过与非亲属雄性

交配来实现近交回避（2’0& /- 01，3..3P）。对青春

期雌性根田鼠初次择偶行为与雄性优势等级的研究

发现，初次发情雌鼠对优势雄鼠存在明显偏好。这

说明优势雄鼠与处于从属地位的同胞相比，能获得

优先交配机会。同胎同胞虽具有遗传相似性，但雄

性竞争的结果表现在体重和社会等级上具有显著差

异，表明配偶选择在发挥作用（2’0& /- 01，3..$）。

但是不同社会等级雄性根田鼠对陌生雄性气味的识

别模式尚不清楚。

本实验中，首先采用两两互作法观察了根田鼠

两雄性同胞互作竞争时尿标记的差异以确定优势鼠

和从属鼠，然后取熟悉和陌生雄性个体新鲜尿作为

刺激性气味源，进行优势鼠和从属鼠对熟悉和陌生

雄性尿气味标记的行为响应实验，分析处于不同社

会等级的雄性对同种陌生雄性气味识别能力，并探

讨这种雄 N 雄气味识别在护域护偶中的可能作用。

! 材料方法

! "! 实验动物

选择 !. 对同巢饲养的雄性根田鼠同胞作为实

验动物（或称实验鼠），其中一只的体重明显大于

另外一只，其日龄为 ". S !3. 4，体重为 3# S $T E。

实验动物的来源和饲养条件见 M+( /- 01（3..U）的

描述。

! "# 实验装置

本气味识别实验的行为选择箱（图 !）为品字

形，材料为透明的有机玻璃，由 3 个气味源（&4&,>
0(-）箱（$. 7? V $. 7? V $. 7?）和 ! 个中立箱

（UT 7? V $. 7? V $. 7?）组成，中立箱由 3 根有机

玻璃管（长 3. 7?，直径 # 7?）与气味源箱相连，

以闸门控制开关，中立箱和气味源箱上方盖以透明

的有机玻璃板。在气味源箱中，以培养皿（直径 C
7?）盛有供体动物的新鲜尿作为气味源，实验动物

可以在中立箱和气味源箱之间自由穿行。

! "$ 实验程序

! W$ W ! 社会等级的判定 在室内，! 对根田鼠雄

性同胎同胞在断奶后仍可共居至成年，而很少有伤

害性攻击行为，表现出较高的社会容忍性；但是其

社会等级较明显，可从体型和体重指标加以判断，

在两两遭遇和配偶选择实验中，两者的行为差异与

它们的体型差异是一致的（2’0& /- 01，3..$）。而

且，还由于啮齿动物尿标记可以提供反映其社会等

级 的信息（8,67@0?/,，3..!）。因此，我们通过两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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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 行为选择箱平面示意图

"#$ % ! &’( )**)+),-. /). -.(0 #1 ,’#. (2*(+#3(1,
,4 ,(., 5(’)6#4+ 7’4#7(

气味源箱（下方）和中立箱（上方）用有机玻璃制成，两者由

透明玻璃管连通。

804+)1, 542(.（54,,43）)10 1(-,+)9 542（-**(+）/(+( 3)0( 4: 4+;
$)1#7 $9).. % 804+)1, 542(. )10 1(-,+)9 542 /(+( 7411(7,(0 5<
*49<(,’<9(1( ,-5(. %

互作实验（两两遭遇实验），然后分别统计同巢饲

养的 ! 对雄性根田鼠同胞尿标记的数量，来判定两

者的社会等级。具体实验步骤如下：

以清洁的饲养箱做中立竞技场，中间用纱网隔

开并用不透明隔板挡住，同时将 ! 对同胞的 = 只雄

鼠分别放入隔板两侧，适应 ! 3#1 后，取掉隔板留

下纱网，让其在各自区域自由活动，两两遭遇实验

共进行 > 3#1，实验结束后，利用紫外灯照射法，

分别 统 计 二 者 尿 标 记 的 斑 和 条 数（?4.@(1:(90 A
?).341,，!BB!；C+#7D)3(+，!BB=，=EE!）。如果 >
3#1 之内无尿标记，则该实验无效。尿标记多者为

优势鼠，少者为从属鼠。

! FG F = 熟悉关系的建立 社会等级判定后就开始

熟悉关系的建立。选择日龄 H体重与实验鼠相近的

健康成年雄性根田鼠作为刺激鼠（或称供体动物），

刺激鼠与实验鼠在气味熟悉实验前从未谋面。取含

刺激鼠尿的巢材放在培养皿中，放入干净的饲养箱

中，然后引入实验鼠进行气味熟悉实验，每天 = 次

（EB：EE 和 !I：EE）每次 ! ’，共持续 > 0，以建立

熟悉关系。并将该刺激鼠的尿作为熟悉气味，其他

刺激鼠的尿作为陌生气味。气味熟悉实验完成后即

进行气味识别实验。

! FG F G 气味源的制备 在气味识别实验的当天，

以捕鼠笼将刺激鼠分别放在清洗干净的饲养箱上，

饲养箱上铺两层纱网隔离粪尿。用镊子夹着脱脂棉

沾取刺激鼠的尿液，在清洗干净的培养皿内涂匀并

放在培养皿中央。为保证气味源的新鲜度，尿的排

泄时间不超过 GE 3#1。所有实验操作都戴上外科手

套进行，以避免其他气味对实验的干扰。

! FG F > 行为观察 气味识别实验在行为选择箱内

进行，选择箱内的光照、温度和通风条件与饲养箱

相同，行为观察时间为 EB：EE—!J：EE。首先，将

实验动物放入中立箱并能自由出入两气味源箱，适

应 I 3#1；然后用透明塑料管将动物固定在中立箱

中央，关闭闸门；接着把来自熟悉和陌生个体的气

味源分别放入 = 个气味源箱中央，静置 = 3#1；最

后打开闸门，放开动物，实验开始，观察并以秒表

记录动物各种行为发生的频次和时间。如果在 I
3#1 内动物没有进入任一气味源箱，则取消该次实

验；如果动物在玻璃管内持续停留时间超过 G 3#1
亦取消该次实验。!E 3#1 后结束实验，将实验动物

放回原位置，用 KIL酒精擦洗观察箱，并用大量

清水冲洗，然后烘干并间隔 GE 3#1，以除去可能影

响下组实验的各种气味。为避免实验员的气味对实

验的影响，所有实验操作都戴着外科手套进行。有

关行为指标的定义参见 M-1 (, )9（=EE>）的描述。

! "# 数据分析

利用秒表，观察者记录各种行为变量的持续时

间、发生频次，并将此数据输入计算机，其统计分

析利用 MNMM!! % E 软件包执行。采用 O#974241 检验

（非参数的配对样本 ! 检验）比较优势鼠与从属鼠

尿标记的差异，以及比较实验动物对熟悉和陌生气

味的行为响应差异；用 P)11;O’#,1(< 检验（非参

数的独立样本 ! 检验）比较优势鼠和从属鼠对陌

生气味的行为响应差异。

$ 结 果

$ "! 社会等级的判定

两两遭遇实验中，!E 对同胞中的体重大者与

轻 者的尿标记的平均值分别为> F!E Q E F>G和= FKE Q
E FGE，二者之间存在极显著差异（ " R S I FIE，#
T E FE!），结果表明：不同社会等级的两雄性同胞

可作为气味识别的实验动物；同时，两两遭遇时尿

标记的多少可以作为判断其社会等级的标准。

$ "$ 从属鼠对熟悉和陌生雄性尿的行为响应

O#974241 检验结果表明，从属鼠对熟悉气味的

接近潜伏期显著短于对陌生气味的接近潜伏期。与

陌生气味相比，从属鼠对熟悉气味表现出明显的偏

=G= 动 物 学 研 究 =U 卷



好，对熟悉气味的接近频次和自我修饰频次也都显

著多于陌生气味，而访问频次、嗅 !舔频次和时间、

反标记以及其他指标，二者之间无显著差异（表

"）。

! "# 优势鼠对熟悉和陌生雄性尿的行为响应

#$%&’(’) 检验结果还表明，优势鼠对陌生气味

的接近潜伏期显著短于对熟悉气味的接近潜伏期，

优势鼠对陌生气味的访问时间、嗅舔频次和嗅舔时

间都明显高于熟悉气味。而其对熟悉和陌生气味的

访问频次和接近频次无明显差异，在自我修饰频

次、反标记以及其他指标上，二者之间的差异均达

到显著水平（表 *）。

! "$ 不同社会等级个体对陌生气味行为响应的比

较

采用 +,))-#.$/)01 检验比较优势鼠和从属鼠

对陌生气味的行为响应差异，结果发现，从属鼠对

陌生 气 味 的 接 近 潜 伏 期 显 著 长 于 优 势 鼠（ ! 2
3 435），访问时间则极显著少于后者（! 2 3 43"），

而两者对陌生气味嗅舔时间的差异没有达到显著水

平（! 6 3 435）（图 *）；两者对陌生气味的访问频

次无明显差异（! 6 3 435），但从属鼠对陌生气味

的嗅舔频次极显著少于优势鼠（! 2 3 43"）（图 7）。

表 % 从属鼠对熟悉和陌生同性个体尿气味的辨别（平均值 & 标准误）

’() * % +,-(./01 (12 3-45,4167（84(1 & !"）03 ,-/14 020- 2/96-/8/1(./01 )4.:441 .;4
3(8/</(- (12 9.-(1=4 6019>46/3/69 03 .;4 9(84 94? )7 .;4 9,)0-2/1(.4 8(<49 /1
%@A8/19 .49.9

行为变量

80.,9$’:,% 9,:$,;%0
熟悉气味

<,=$%$,: ’>’:
陌生气味

?/:,)@0 ’>’:
显著性

?$@)$A$&,)&0

接近潜伏期 BCC:’,&. %,/0)&1（D） E7 435 F "5 4G* *"" 4*" F G3 4"3 !

访问频次 H$D$/ A:0IJ0)&1 K 4K3 F " 4L3 L 4L3 F " 4G" )D

访问时间 H$D$/ /$=0（D） *MM 4GG F 75 4"K "53 455 F *M 4G5 !

嗅舔频次 ?)$AA ! %$&N A:0IJ0)&1 G 4*3 F " 45K E 4"3 F 3 4MK )D

嗅舔时间 ?)$AA ! %$&N /$=0（D） "K 477 F E 477 "3 4GE F 7 4"L )D

接近频次 BCC:’,&. A:0IJ0)&1 E 4G3 F 3 4K* * 4E3 F 3 4LM !

自我修饰 ?0%A-@:’’=$)@ A:0IJ0)&1 "* 4G3 F * 4G3 7 4E3 F " 4*" !

反标记 O’J)/0:-=,:N$)@ A:0IJ0)&1 " 4E3 F " 4"" " 473 F " 4"3 )D

#$%&’(’) 检验，样本量为 "3：!! 2 3 435；)D 为无差异。

#$%&’(’) "-/0D/，D,=C%0 D$P0 # Q "3：! ! 2 3 435；)D D.’R$)@ )’ D$@)$A$&,)&0 S

表 ! 优势雄鼠对熟悉和陌生同性个体尿气味的辨别（平均值 & 标准误）

’() * ! +,-(./01 (12 3-45,4167（84(1 & !"）03 ,-/14 020- 2/96-/8/1(./01 )4.:441 .;4
3(8/</(- (12 9.-(1=4 6019>46/3/69 03 .;4 9(84 94? )7 .;4 208/1(1. 8(<49 /1
%@A8/19 .49.9

行为变量

80.,9$’:,% H,:$,;%0
熟悉气味

<,=$%$,: ’>’:
陌生气味

?/:,)@0 ’>’:
显著性

?$@)$A$&,)&0

接近潜伏期 BCC:’,&. %,/0)&1（D） *E3 4E3 F 5K 4GK 7E 4"5 F "E 4L3 !

访问频次 H$D$/ A:0IJ0)&1 7 4KM F " 4*5 L 4GK F " 43* )D

访问时间 H$D$/ /$=0（D） M7 45" F *L 433 7G3 4KM F 7L 4L5 !

嗅舔频次 ?)$AA ! %$&N A:0IJ0)&1 * 4KM F 3 4K" M 4EE F " 4L5 !!

嗅舔时间 ?)$AA ! %$&N /$=0（D） L 4ML F * 43K ** 4M3 F 5 4*7 !!

接近频次 BCC:’,&. A:0IJ0)&1 " 477 F 3 4LM 7 4** F 3 4M* )D

自我修饰 ?0%A-@:’’=$)@ A:0IJ0)&1 * 45L F " 45* "7 4** F E 4"E !

反标记 O’J)/0:-=,:N$)@ A:0IJ0)&1 3 4** F 3 4** * 433 F 3 4KK !

#$%&’(’) 检验，样本量为 "3：!! 2 3 435；!!! 2 3 43"；)D 为无差异。

#$%&’(’) "-/0D/，D,=C%0 D$P0 # Q "3：! ! 2 3 435；!! ! 2 3 43"；)D D.’R$)@ )’ D$@)$A$&,)&0 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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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 从属鼠和优势鼠对陌生气味的行为响应

"#$ % ! &’()*#+,)- ,’./+0.’. +1 .23+,4#0)5’. )04
4+6#0)05. 5+ .5,)0$’,.7 +4+,

89：接 近 潜 伏 期（8//,+):( -)5’0:;）；<=：访 问 时 间 （<#.#5
5#6’）；>=：嗅舔时间（>0#11 ? -#:@ 5#6’）。

图 A 从属鼠和优势鼠对陌生气味的访问、嗅闻频次

"#$ % A ",’B2’0:#’. +1 *#.#5 )04 .0#11 +1 .23+,4#0)5’. )04
4+6#0)05. 5+ .5,)0$’,.7 +4+,

<"：访问频次（<#.#5 1,’B2’0:;）；>"：嗅舔频次（>0#11 ? -#:@ 1,’C
B2’0:;）。

! 讨 论

已有的研究发现，雄性根田鼠配偶竞争导致优

势鼠具有优先交配权（D()+ ’5 )-，!EEA）。根据对

根田鼠巢区的调查推断，雄性根田鼠存在领域防御

行为（=).5，FGHH；>20 ’5 )-，FGI!；9)63#0 ’5 )-，
FGG!）。对青海门源地区根田鼠巢区的调查也发现，

根田鼠的个体巢区每月都有重叠，J K I 月繁殖时期

成年 雄 鼠 的 巢 区 彼 此 重 叠 面 积 较 大（>20 ’5 )-，
FGI!）；因此，与周围个体遭遇的机会增加，个体

间领域、配偶等资源的竞争不可避免。本实验以尿

为气味源，根据不同社会等级根田鼠对熟悉和陌生

气味刺激的行为响应，检验其护域能力的差异，具

有一定的实际意义。

在本实验中，我们选用同胞雄性，一是因为它

们有很高的社会容忍度可避免伤害性攻击，同时也

很容易区分它们的优势或从属地位；二是在配偶竞

争中，两者获益也显著不同（D()+ ’5 )-，!EEA），

这样，我们认为两者的护域能力自然也存在差异。

在啮齿动物中，一个体的尿气味含有性别、社会地

位（.+:#)- .5)52.）、领域等信息称之为信息素，可

以被同种另一个体通过鼻子中的犁鼻器神经元所探

测和识别，从而引起后一动物的行为和内分泌活动

的相应变化（L’,’4#5( ’5 )-，FGIE；M’*’,0’，FGGG；

&2:@，!EEE；N’- O205) ’5 )-，!EE!；>5+P’,. ’5 )-，
!EE!；D21)-- ’5 )-，!EE!），因此一个体对同种个体

气味的尿标记行为也可以用来评价动物本身的社会

状态或等级（N,#:@)6’,，!EEF）。本实验中，我们

采用中立场两两遭遇实验，根据 ! 只雄性同胞根田

鼠尿标记的差异判断其社会等级，结果支持尿气味

信号可以用来评价啮齿动物社会等级的观点。而本

实验在区分社会等级状态上体重和尿标记差异的一

致性结果，可能反映出两指标间某种内在的联系。

许多哺乳动物为表明其支配地位和竞争能力，

在保卫领域时经常采用排放气味标记并对竞争者排

放的标记进行反标记（Q+(0.+0，FGRA）。雄性优势

小家鼠用尿标记其领域（N’.S),4#0. ’5 )-，FGRA）并

迅速反标记竞争者的标记（T2,.5，FGGE）。U+.-#0$
（FGI!，FGGE）曾指出，领域占有者对其领域的气

味标记导致的后果之一是，其竞争者只有通过与它

们遇到的个体进行气味对抗，并排放支配气味以保

证它们遭遇领域占有者时能够识别。N’.S),4#0. ’5 )-
（FGRA）的研究表明，当 ! 只雄性家鼠间的社会等

级关系形成后，从属鼠的尿标记行为便减少。因

此，从属鼠的气味也可以作为其竞争能力低下的可

靠信号。尽管受制于居群内的社会压力，但雄性个

体能够产生竞争性信号并非必须具备高的竞争力。

譬如，为了能够避免与“高质量邻居”的竞争性遭

遇，与较高竞争力雄性毗邻的、占有一定区域的雄

鼠就释放竞争性信号。多配制布氏田鼠的雄性优势

个体对气味源周围区域的尿标记行为显著高于从属

个体（D()0$ V ")0$，FGGH）。我们的数据表明，从

属鼠对熟悉和陌生气味有同等强度的反标记（表

F），而优势鼠对陌生气味的反标记则显著多于对熟

悉气味的反标记（表 !）。因此对陌生气味反标记强

度的差异也可以反映其社会等级的不同，这极可能

与个体防卫领域和保护配偶能力有关。

嗅觉 信 号 是 田 鼠 类 动 物 社 交 识 别 的 基 础

（&,+P0，FGIJ）。动物可以利用尿信号来识别不同

领域的所有者或者明显的优势个体。对野生小家鼠

的研究发现，从属鼠对优势雄鼠标记物的回避行

为，与其在相邻个体的领域内被攻击和驱赶的经历

WA! 动 物 学 研 究 !H 卷



有关；这种经历也正是它们为何要回避该气味的原

因（!"#$%，&’’(）。我们的研究也发现，为了避免

种内优势鼠的攻击，从属鼠对陌生气味的接近潜伏

期显著长于熟悉气味，对陌生气味的访问时间显著

少于对熟悉气味的访问时间，且对陌生气味的接近

频次显著少于对熟悉气味的接近频次（表 &）。

综上所述，我们认为雄性根田鼠具有社会等

级，个体间社会等级的差异导致其领域行为模式的

不同，即优势鼠主动保护自己的领域并探究临近个

体的领域；从属鼠被动保护自己的领域，对临近个

体的领域没有明显偏好。社会等级的存在是种群稳

定的重要基础。领域防御对能量、时间的需求非常

大，有时会对身体造成伤害甚至导致个体的死亡

（)*$+,-. /% 0+，&’’10，2；!"#$% /% 0+，&’’3），并且

雄鼠也并不总是能够将其领域内的其他雄鼠驱逐出

去（!"#$%，&’45）；因此，处于不同社会等级的根

田鼠表现不同的领域行为也可以理解为一种适应策

略。尽管某个体在社群中社会等级的决定因素还不

是很清楚，可能受遗传、个体发育的社会环境条件

等因子的影响，并且社会等级的稳定性也是相对

的；但对不同社会等级根田鼠领域行为的研究，有

助于加深对其亲属识别和配偶选择的理解。

致谢：感 谢 6 7 8"9:，;7 ! 7 </#:,-，6 7 ; 7
)*$+,-.，;7 ;/#/=,%> 和 < 7 ?"@0++ 博士分别惠赠其论

文抽印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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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科学院昆明灵长类研究中心成立

经过多次论证和审核，中国科学院昆明灵长类研究中心（T?)(%)/ 3’%(*+" 2"!"*’&A H")+"’，HO>）（以

下简称“灵长类中心”）近日正式成立。“灵长类中心”是中国科学院下属的一个非法人研究单元，挂靠中

国科学院昆明动物研究所（以下简称昆明动物所），并借鉴国际化管理模式，实行管理委员会领导下的主

任负责制。

4==< 年 8 月 74 日，中国科学院生命科学与生物技术局批复成立了中心管理委员会、学术委员会及中

心领导成员。管委会主任为中科院生物局副局长朱祯研究员，学术委员会主任为中科院副院长陈竺院士，

中心主任为季维智研究员。

4==< 年 < 月 79 日，“灵长类中心”揭牌仪式在昆明动物所举行。中心主任季维智研究员向参会的 4==
多位来宾介绍了中心成立的背景、发展方向和建设目标；随后中科院陈竺副院长发表了重要讲话；云南省

省长助理汤黎路、中科院生物局副局长朱祯和昆明动物所所长张亚平院士也致辞对中心的成立表示祝贺。

最后，陈竺副院长和汤黎路省长助理共同为“灵长类中心”揭牌。

众所周知，灵长类动物是人类的近亲，由于其在组织结构、免疫、生理和代谢等方面与人类高度近

似，一直是建立病毒性传染疾病、精神神经性疾病、心血管疾病、肿瘤等人类重要疾病模型以及生殖生理

和遗传学研究的最佳实验动物。在中科院知识创新工程建设中，与人类疾病与健康相关的基础和应用基础

研究一直受到了高度重视，在三期知识创新工程的发展战略规划中，人口与健康被列为中科院的十大建设

基地之一，新组建的“灵长类中心”是人口与健康基地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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