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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虎对猎物和捕食者气味的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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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在室内条件下通过双通道选择实验确定艾虎（!"#$%&’ %(%)#*’++,）在通过不同气味源的场所中的取
食量以及利用时间和利用频次，由此分析捕食者气味和猎物气味对艾虎取食行为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在无
任何气味源存在时，艾虎在对照气味和对照气味组这两个场所中的取食量、活动时间和活动频次基本一致。在
猎物高原鼠兔（-./0$0+’ .")10+,’%）气味和对照气味组及高原鼢鼠（!20#3’&’4 5’,&%2,）气味和对照气味组的两
组实验中，艾虎在通过猎物气味的场所中的取食量、活动时间和活动频次与对照气味场所中比较也无明显的差
异，但是在天敌动物赤狐（6"&3%# ("&3%#）气味存在的条件下，艾虎明显减少在通过赤狐气味的场所中的取食
量、活动时间和活动频次。同时，当间接捕食风险天敌动物赤狐气味存在时，艾虎明显增加了总的取食量，减
少了在巢箱中居住的时间，而将更多的时间停留在无风险的场所中，这说明艾虎能够利用天敌动物赤狐的气
味，采用增加取食量和减少高风险区域活动时间的策略来降低被捕食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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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学感觉（!"#$%&#’&%() *#+#!+,%’）是许多哺

乳类动物用于躲避捕食者和发现猎物的重要手段之

一。如果捕食者是啮齿动物的主要致死因素，自然

选择将会对那些能够辨认或躲避天敌动物气味的个

体有利（-(%*,# #+ ./，0110）。大量的研究表明，许

多动物能够确定来自捕食者的化学刺激，当它们发

现捕食者的化学信号时，通过减少活动、改变活动

区域或表现出躲避行为，以减少与捕食者遭遇的机

率，降低被捕食的风险，从而增加其存活值（23&#4
’,3& 5 6&+7#/*，8998；:,"，8998；:3’*#// 5 ;/<’#’，

899=；>3??，011=；@##7#，0118；A,/.(,% #+ ./，8999；

B%’#& 5 C.).’；8999）。天敌动物的粪、尿和腺体的

分泌物以及许多人工合成化合物对许多啮齿类动物

的空间分布、食物资源的探测等均有影响（:3//,D.’
#+ ./，0119；E??/# #+ ./，011F；B#*(G#H#I&J, 5 B#*(G#4
H#I&J.，011F；:I,".(+，0110；-(.$/#) 5 K..&，8990），

来源于不同食肉类动物的粪尿也可以减少许多有蹄

类动 物 对 树 木 的 啃 食 活 动（L#/!",%(& 5 M#&/,#，

01NO；27,&+#( #+ ./，0119），因此，许多学者热衷于

挖掘 捕 食 者 气 味 作 为 自 然 驱 避 剂（’.+3(./ (#?#/4
/#’+&）的潜能。

艾虎（!"#$%&’ %(%)#*’++,）是青藏高原主要鼬

科动物之一，是典型的夜行型动物，其主要食物为

高原 鼢 鼠 （ !-.#/’&’0 1’,&%-, ）、 高 原 鼠 兔 （ 23
45.$.+’ 4")6.+,’%）、根田鼠（!,).$"# .%4.+.*"#）和

一些小型鸟类（P"#’Q #+ ./，01NF），其主要天敌动

物是赤狐（ 7"&/%# ("&/%#）、牧 犬 和 鹰 类（P"%3 5
K#,，011=.）。艾虎在捕食过程中主要搜寻高原鼠

兔和高原鼢鼠的洞穴系统，当面临捕食者时只要进

入任何猎物的洞穴系统内，捕食者对其构成的危险

明显减少（P"%3 5 K#,，011=.，R）。虽然作为捕

食风险源之一的月光对艾虎的活动没有明显的影

响，但是艾虎在明亮的月光期明显增加了对平坦灌

丛区域的利用时间，灌丛作为一种隐蔽场所，减少

了艾虎被捕食的风险，说明艾虎将月光作为一种风

险源，在活动时能够根据其强弱权衡捕食风险的大

小（K#, #+ ./，8998.，R）。迄今为止，对于艾虎在

搜寻猎物和躲避捕食者时是否利用气味作为信息源

以增加捕获食物的机率和减少被捕食的风险方面的

研究尚无报道。本文将研究艾虎对其猎物和捕食者

气味的反应，探讨气味在艾虎取食和躲避捕食风险

中的作用。

! 材料及方法

! "! 材 料

本项研究于 0111 年 F—O 月在青海省西宁市中

国科学院西北高原生物研究所进行。用于实验的 S
只成体艾虎于 011N 年 09 月在中国科学院海北高寒

草甸生态系统定位站附近捕获。其中雌性平均体重

（S=S T99 U 1 T1=） Q（ + V F）； 雄 性 平 均 体 重

（WFF TF9 U W TO0）Q（ + V F）。艾虎被捕后带回西宁

饲养于室外 0=9 !$ X 089 !$ X 0N9 !$ 的网围栏内，

围栏内放置 8O !$ X 8O !$ X F1 !$ 的木质巢箱供艾

虎居住。从市场购得牛羊的肝脏及心脏作为艾虎的

食物，每天下午 01：99 时供给食物及饮水，同时，

每周内给每只艾虎提供 0 只活的实验大鼠（8’$$"#
+.)(%9,4"#）供其捕杀和取食。

实验中所使用猎物的粪、尿来源于室内饲养的

高原鼠兔和高原鼢鼠，二者均被捕于中国科学院海

北高寒草甸生态系统定位站附近。猎物被捕后带回

西宁单个饲养于 8O !$ X 8O !$ X F1 !$ 的养鼠笼内，

自然光照射，每天早 N：F9 时供给食物及饮水。高

原鼢鼠饲喂胡萝卜，高原鼠兔饲喂实验大鼠的饲

料。赤狐粪、尿收集于西宁市赤狐饲养中心。

在收集艾虎的这些猎物和捕食者的粪、尿以

前，先将饲养笼清除干净，然后在饲养笼下方悬挂

塑料袋，8= " 后收集塑料袋内的粪尿，密封后在冰

箱中保存。每周收集一次，每次收集的粪尿只用于

一周的实验，而后更换新的粪、尿。

! "# 方 法

在地 下 室 中 建 立 图 0 所 示 的 观 察 室 Y% T0、

Y% T8、Y% TF 和 Y% T=，将其作为艾虎取食和活动的

场所，每个活动场所的面积为 8S9 !$ X =19 !$，高

为 F99 !$；将观察室 Y% TO 作为实验时放置艾虎巢

箱的场所，其面积为 0 9=9 !$ X 0FW !$，高为 F99
!$。实验时利用两个观察室 Y% T0 和 Y% T= 或 Y% T8
和 Y% TF 进行双通道选择实验（+I%4!"%,!# +#&+），艾

虎的居住巢箱放置在两个观察室外的对称位置，通

过两套对称的洞道系统将艾虎居住的巢箱分别与两

个观察室的入口处相连，用于洞穴系统的材料是直

径为 09 !$ 的有机塑料圆管，洞道系统上部用土包

埋，以防止透光。在每一套洞道系统距离巢箱 O9
!$ 处的洞道底部和洞道与观察室相连处的洞道底

部放置两个玻璃器皿作为气味源站，同时，将该处

的洞道底部制作许多小孔，使气味源站的气味可以

9W8 动 物 学 研 究 8W 卷



图 ! 实验观察场

"#$ % ! &’()*+,-#./ ,*)/,(
0 代表巢箱（0 1)/.-)( -2) 32,4’)* .5 -2) 6.7)3,- 7#+)1）；圆点表示气味源点（82) (.7#1 1.-( 1)/.-) -2) .1.* (.9*3)）。

透过小孔进入洞道内。在艾虎巢箱的出口处和 : 个

观察室的入口处分别装置光电感应控制器，将控制

器通过电缆输送至监测室的计算机，自动记录艾虎

对不同观察室的利用时间和频次，实验场与监测室

之间的距离在 ;< 4 以上。实验时通过自动控制装

置模拟自然光照强度和光照时间。

实验分 : 个组，即对照气味和对照气味组、高

原鼠兔气味和对照气味组、高原鼢鼠气味和对照气

味组、赤狐气味和对照气味组。其中，对照气味和

对照气味组实验主要确定艾虎在无任何气味存在或

在相同气味条件下对两个场所的利用程度。对照气

味的供体是自来水，不同物种气味的供体是各物种

的粪尿。每次实验于早 =：<< 时开始，利用其中的

一组气味进行，在巢箱中放入一只艾虎，在一套洞

道系统内的两个气味源站各施放 >< $ 左右的一种气

味供体，而在另一套洞道系统内的两个气味源站各

施放 >< $ 左右同组的另一种气味供体；在每个观察

室的地面中心区域分散放置相同质量的粉碎羊肉

;<< $ 作为艾虎取食的食物，使艾虎只能取食而不

能将食物一次拖走。通过动物活动监测系统自动记

录艾虎在 >: 2 内出现在两个观察室内的时间和频

次，实验结束后分别称量两个观察室中剩余食物

量，计算艾虎取食量。然后，清洗洞道系统内的气

味，调换两套洞道系统内的气味源，重复以上实

验。在同一组气味实验结束后更换新的实验动物或

新的气味组重复以上实验。在每组气味组实验中，

每只艾虎最多实验次数不超过二次，每周内每只艾

虎只供试验一次。

! "# 数据分析

统计分析时采用 ?@&A? 比较艾虎在不同场所

中的取食量差异，采用 B#73.C./ D,-32)1 E,#*( 8)(-
检验艾虎对不同场所的利用时间和利用频次的差

异。所有分析均通过 FEFF 5.* B#/1.G( 完成。文中

实验数据以平均数 H 标准误表示， ! 为实验次数，

" I < J<; 表示差异显著。

$ 结 果

$ "! 猎物和捕食者气味对艾虎取食量的影响

分别统计艾虎每个气味组实验中在两个场所中

对食物的取食量（表 !），结果表明，在对照气味和

对照气味组、高原鼠兔气味和对照气味组、高原鼢鼠

气味和对照气味组实验中，艾虎在两个场所中的食

物取食量无显著差异；但是，在赤狐气味和对照气味

组实验中，艾虎对通过赤狐气味源的场所中的取食

量显著低于通过对照气味源的场所中的取食量。

分别统计每个气味组实验中艾虎在两个场所中

总的取食量，艾虎在对照气味和对照气味组、高原

鼠兔气味和对照气味组、高原鼢鼠气味和对照气味

组、赤狐气味和对照气味组实验中总的取食量分别

为（K:< J! H :< JLM）、（K:K J! H :: JL=）、（KLK JK H
K: JL!）和（;:K J! H >M JM=）$（各组 ! N ><）。方差

分析结果表明，艾虎在不同气味条件下的取食量有

极度显著差异（#K，KM N M JL<;，" N < J<<!），这种

差异主要表现在增加天敌动物赤狐的气味后，艾虎

的取食量明显高于其他 K 种气味组的取食量（" I
< J<;），而在对照气味和对照气味组、高原鼠兔气

!L>K 期 杨生妹等：艾虎对猎物和捕食者气味的反应



味和对照气味组、高原鼢鼠气味和对照气味组实验

之间的取食量基本相同（! ! " #"$）。

! "! 猎物和捕食者气味对艾虎活动性的影响

分别统计艾虎在每个气味组实验中对两个场所

的利用时间和利用频次（表 %），结果表明，在对照

气味和对照气味组、高原鼠兔气味和对照气味组实

验中，艾虎对两个场所的利用时间和利用频次均无

显著差异；在高原鼢鼠气味和对照气味组实验中，

艾虎对两个场所的利用时间也无显著差异，但是对

通过鼢鼠气味源的场所的利用频次明显高于对照气

味源的场所；在赤狐气味和对照气味组实验中，艾

虎对通过赤狐气味源的场所的利用时间和利用频次

明显低于通过对照气味源的场所。

艾虎在对照气味和对照气味组、高原鼠兔气味

和对照气味组、高原鼢鼠气味和对照气味组、赤狐

气味 和 对 照 气 味 组 实 验 中 总 的 活 动 时 间 分 别 为

（&’ #’( ) (( #*+）、 （&$ #+" ) (( #,,）、 （&’ #,’ )
(( #*’）和（$’( #--, ) (+, #(%）./0（各组 " 1 ("），

, 个 气 味 组 间 有 显 著 差 异（ #*，*’ 1 $ #’%(， ! 1
" #"*(）；艾虎在 , 种气味组的实验中，其总的活动

频次分别为（$( #%" ) + #*-）、 （$% #’" ) (( #"$"）、

（$+ #"" ) (" #*&）和（,& #-" ) (" #-%）次（各组 " 1
("），, 个气味组间无显著差异（#*，*’ 1 ( #+,&，!
1 " #(&%）。

表 # 不同气味组中艾虎的取食量比较

$%& ’ # ()*+%,-.)/ )0 0))1 -/2%34 &5 264 +)748%2 -/ 1-004,4/2 )1), 9,):+.（2）

实验组 345678 气味 9:54
雌性 ;<.=><
（" 1 ,）

雄性 ?=><
（" 1 ’）

雌性 @ 雄性

;<.=>< @ .=><（" 1 ("）

对照—对照组 对照 A50B45> ($( #"" ) %% #-" (+$ #$" ) %- #’’ (&( #&" ) (- #+&
A50B45> C D50B45> 对照 A50B45> (’* #$" ) *% #’* (&( #’& ) %- #’- (’+ #," ) %% #+-

#(，’ 1 " #"-+，! 1 " #&’$ #(，(" 1 " #"-$，! 1 " #&’, #(，(+ 1 " #"(%，! 1 " #-($
鼠兔—对照组 鼠兔 E/F= (&% #&$ ) %( #’$ %"( #(& ) ,, #,, (+- #+" ) %& #%$
E/F= C D50B45> 对照 A50B45> (%- #"" ) *’ #+- (’- #$" ) *$ #&( ($* #*" ) %$ #$"

#(，’ 1 ( #",’，! 1 " #*,’ #(，(" 1 " #*"-，! 1 " #$-( #(，(+ 1 " #-$’，! 1 " #*,(
鼢鼠—对照组 鼢鼠 G5F54 (&- #"" ) %% #(’ %"+ #’& ) ,, #*, (-’ #+" ) %& #%+
G5F54 C D50B45> 对照 A50B45> (’& #"" ) (’ #(’ (+% #+* ) (& #"( (&’ #$" ) (( #&$

#(，’ 1 " #(-(，! 1 " #’&& #(，(" 1 " #%-’，! 1 " #$-+ #(，(+ 1 " #,’&，! 1 " #$"*
赤狐—对照组 赤狐 H<: I5J %*- #"" ) %, #&* (-- #"" ) *( #%+ %($ #"" ) %( #(,
H<: I5J C D50B45> 对照 A50B45> *," #"" ) (* #(, *%" #** ) %& #’, *%+ #%" ) (& #"%

#(，’ 1 (* #""’，! 1 " #"((! #(，(" 1 & #""%，! 1 " #"%$! #(，(+ 1 (, #-%+，! 1 " #""(!

!! K " #"$（LM9NL：对两个不同气味场所中取食量的方差分析）。
!! K " #"$（OP< LM9NL 5I I55: /0B=F< /0 BQ5 7>=D<8 5I :/II<4<0B 5:548）R

表 ! 艾虎对不同气味场所的利用时间

$%& ’ ! $64 1:,%2-)/ )0 264 +)748%2 .2%5-/9 -/ +7%84. %88),1-/9 2) )1),

实验组 345678 气味 9:54
利用时间 S64=B/50（./0）

（" 1 ("）
利用频次 ;4<T6<0DU

（" 1 ("）

对照—对照组 对照 A50B45> *+ #$+ ) ’ #+’ %& #+" ) $ #’&
34567 5I D50B45> C D50B45> 对照 A50B45> *+ #"* ) $ #"( %* #, ) * #,"

$ 1 %, #""，! 1 " #&%( $ 1 (+ #$"，! 1 " #*$-
鼠兔—对照组 鼠兔 E/F= ,$ #’+ ) - #($ *( #%" ) ’ #%$
34567 5I 7/F= C D50B45> 对照 A50B45> *" #(% ) $ #(* %( #," ) $ #$,

$ 1 (( #""，! 1 " #"-* $ 1 - #"，! 1 " #"$-
鼢鼠—对照组 鼢鼠 G5F54 ,’ #%, ) - #(, *$ #"" ) ’ #%,
34567 5I V5F54 C D50B45> 对照 A50B45> *" #% ) $ #"+ %* #"" ) , #’*

$ 1 (( #""，! 1 " #"-% $ 1 - #"，! 1 " #"(&!

赤狐—对照组 赤狐 H<: I5J %’ #(, ) ’ #"& (- #%" ) , #-"
34567 5I 4<: I5J C D50B45> 对照 A50B45> $%$ #+$ ) (+" #+* %+ #& ) ’ #*&

$ 1 , #""，! 1 " #"(&! $ 1 * #""，! 1 " #"(*!
!! K " #"$（对两个不同气味场所利用时间和利用频次进行 W/>D5J50 ?=BDP<: E=/48 检验）。
!! K " #"$（W/>D5J50 .=BDP<: 7=/48 B<8B 5I :64=B/50 =0: I4<T6<0DU /0 BQ5 7>=D<8 5I :/II<4<0B 5:548）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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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小时分为"个时间段：!（#$：##—#%：##）、

"（##：#&—$!：##）、#（$’：##—$(：##）、$
（$)：##—!"：##），分别统计每组实验每个时间段

内艾虎对两个场所的利用频次（表 ’），结果表明，

在任何一组实验中，艾虎在时间段!和$的活动性

较高，而在时间段"和#的活动性相对降低；同

时，艾虎对相同场所利用频次在每组实验中的 " 个

时间段都表现出同样的规律性。

表 ! 每 " 小时内艾虎在不同场所中的活动频次

#$% & ! #’( $)*+,( -.(/0(1)2 3- *’( 435()$* +1 6+--(.(1* 4$*)’(7 8+*’+1 7+9 ’30.7

时间段

*+,- .-/+01

赤狐—对照气味组

2/03. 04 /-1 405 6 7089/0:
鼠兔—对照气味组

2/03. 04 .+;< 6 7089/0:
鼢鼠—对照气味组

2/03. 04 =0;0/ 6 7089/0:
对照—对照气味组

2/03. 04 7089/0: 6 7089/0:

赤狐 >-1 405 对照 ?089/0: 鼠兔 @+;< 对照 ?089/0: 鼢鼠 A0;0/ 对照 ?089/0: 对照 ?089/0: 对照 ?089/0:
! $# $ B$) C # B$) $ BD$ C # B"’ ! B$% C # B’% $ B#( C # BD# $ B&" C # B!% $ B$& C # B’$ $ BD" C # B!% $ B%( C # B"$
" $# # B"& C # B$& # B)’ C # B’’ # B(( C # B’! # B%" C # B!$ # B)) C # B"# # B&& C # B"’ # B"! C # B!# # B%’ C # B!!
# $# # B’’ C # B!$ # B&$ C # B!$ # B%) C # B!) # B&! C # B$( $ B$& C # B") # B"% C # B!$ # B&$ C # B!D # B)" C # B!)
$ $# $ B!$ C # B!’ $ B%D C # B!# $ B"& C # B’& $ B$! C # B"$ $ B)D C # B’& $ B"! C # B’( $ B!D C # B!" $ B’& C # B!%

! 讨 论

任何动物在捕食和躲避捕食的过程中都需要对

复杂环境中的各种信息加以评估，以确定捕食风险

大小和食物种类的可利用性（E/01+- -9 <:，$))$；

F;39-:G;H，$))%）。在众多的环境信息中，气味是一

个重要的信息源，利用气味是许多猎物躲避捕食者

的一个重要策略（?3..，$))"；I--4-，$))!）。我

们的研究结果也表明，艾虎能够辨别不同物种的气

味，尤其是天敌动物赤狐的气味对艾虎的取食量和

活动时间有明显的影响，而且雌雄艾虎表现出相同

的特点。在天敌动物气味实验中，艾虎不但减少了

在通过天敌动物气味源的场所中的取食量和利用时

间，而且为了躲避捕食风险，减少了在巢箱中的居

住时间，增加了在无风险场所中的居住时间，这说

明艾虎在取食过程中对捕食风险尤为敏感，通过利

用气味信息减少被捕食的风险。同时，本项实验也

表明，艾虎在捕食风险增加后总的取食量明显增

加，其主要原因可能有两个方面，一是捕食风险增

加后，艾虎用于防御的行为成分增加，从而增加了

能量 的 消 耗。在 捕 食 者 存 在 的 条 件 下，褐 家 鼠

（!"##$% &’()*+,-$%）的体重明显下降，而活动时间

明显增加（E/<,:-H -9 <:，!###）。艾虎增加食物的

摄入量可能是弥补因风险增加所带来的能量的过度

消耗，二是艾虎增加当前风险条件下总的取食量，

以应对未来未知条件下的食物缺乏。在野外研究中

发现，艾虎在下雪当天的日活动时间明显高于正常

气候条件下的日活动时间，将更多的时间用于搜寻

和捕获猎物，在尔后连续天气不好的条件下，艾虎

可不出洞活动 % 天以上，通过降低活动性以减少能

量消耗（AJ03 K L-+，$))"M）。

许多研究表明，猎物气味在天敌动物的捕食中

具有吸引作用，伶鼬（.$%#*/" &,)"/,% &,)"/,%）明显

选择处于繁殖期的雌性田鼠（0/*#1(,’&’23% +/"(*’4
/$%）（N:O8-8 -9 <:，!##’），高原鼠兔和高原鼢鼠的

气味也明显增加了艾虎对气味场所的利用频次，但

是，艾虎在捕食过程中对猎物气味信息的依赖程度

也许低于伶鼬对猎物气味的依赖程度，主要表现在

高原鼠兔和高原鼢鼠的气味对艾虎的取食量、场所

的利用时间无明显影响，这可能与艾虎的捕食行为

特征及实验过程中的食物量有关系。已有的研究表

明，每只艾虎的日食物需求量为 !D# P（AJ-8P -9
<:，$)(’）左右，每天只要捕获一只成年高原鼢鼠

（约 !D# P）或两只成年高原鼠兔（约 !D# P）就可以

满足一天的能量需求，而本项室内实验中，提供的

食物量远远超过了艾虎的日食物需求量，在一定程

度上影响了猎物气味对艾虎的捕食行为。同时，艾

虎与其他鼬科动物一样是一种随机捕食者，在捕食

过程中捕杀遇到的每一只猎物，除非发现食物利用

性更高的猎物（Q3-H K @+<8;< $)($）。在两种猎物

的气味组实验中，艾虎除了利用通过猎物气味源的

场所及食物外，自然也会随机利用无任何风险的对

照区域及食物，这符合艾虎在野外条件下的捕食特

征（AJ03 K L-+，$))"<；L-+ -9 <:，!##!M），也反

映出气味作为一种信息源在艾虎依赖其降低捕食风

险中的作用比增加搜寻猎物中的作用更为重要。

在气味源连续存在 !" 小时的条件下，艾虎主

要在夜间活动，与野外的研究结果基本一致（AJ03
K L-+，$))"M），且在不同的气味组实验中，艾虎

在 " 个时间段的活动特点趋于相同，说明艾虎对不

’&!’ 期 杨生妹等：艾虎对猎物和捕食者气味的反应



同物种的气味并没有产生适应性的变化，在其他动

物的研究中也有相同的报道（!""#$ $% &#，’(()；

*+,-&.%，’((’）。如 果 捕 食 者 和 猎 物 在 进 化 时 间

（$/0#1%,02&.3 %,4$）内居于同一区域，猎物对于捕食

者气味刺激的反应是可遗传的，50.4&2（’(67）指

出，田鼠（!"#$%&’( )$*)+"(）与捕食者的分离至少

有 8999 年的历史，但它仍然躲避黄鼬（!’(&,+) ,$-
."/,)）的气味，褐家鼠本能地躲避赤狐的尿液，

所以许多猎物能自然地对捕食者的气味做出相应的

行为反应（:$#;02 < 5.&-&4，’(()）。因此，艾虎

对其猎物和天敌气味的反应也是在进化过程中形成

的一种适应性生存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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