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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子午沙鼠（!"#$%&"’ ("#$)$*&+’）是荒漠和半荒漠地区常见的鼠种之一。作者于 6776 : 677; 年 # : 6" 月每月中旬，在内

蒙古达拉特旗中国农业科学院草原研究所鄂尔多斯沙地草场改良试验站。利用直线夹日法在站内的流动沙丘 、半流动沙

丘、固定沙地、丘间滩地、林地和农田中开展了种群数量调查。;< 共布放 6!#!#= 个夹日，捕获鼠 $#78 只，其中子午沙鼠 6#"8
只，在各种鼠中占 68>$8?，居第三位。

子午沙鼠种群数量季节消长特点，# : 6" 月数量波动曲线有两个波峰，6" 月数量最低。种群数量季节消长有年间差

异，;< 中年度数量变动经历了“低谷!上升!高峰!下降!低谷”= 个期。6776 年为低谷期，677! 年为上升期，677@ : 677#
年为高峰期，677= 年为下降期，677; 年又为低谷期，显示了一个变化周期。

以捕获率为指标，分别作出短、中期预测模型；用繁殖指数为指标，作出长期预测模型。并开展了预测，且预测准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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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午沙鼠（!"#$%&"’ ("#$)$*&+’）是荒漠和半荒漠地区常见的鼠种之一。有关该鼠生态习性、食性和繁

殖［6 : =］等均有研究，但关于该鼠的种群数量动态及预测尚未见报道。作者于 6776 : 677; 年在内蒙古达拉特

旗中国农业科学院草原研究所鄂尔多斯沙地草场改良试验站进行了这方面的研究。

5 材料与方法

6776 : 677; 年 # : 6" 月，每月中旬（6" : !" 日）在试验站的流动沙丘、半流动沙丘、固定沙丘、丘间滩地、

林地和农田等不同环境内利用直线夹日法进行调查。行距 ="R，夹距 =R

"""""""""""""""""""""""""""""""""""""""""""""""""""""""

，花生米作诱饵，捕获的鼠逐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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称重、测量，然后解剖，观察繁殖情况，保留头骨标本，详细记录与数量变动有关的数据，输入微机处理。

! 结果与分析

!"# 子午沙鼠种群数量动态 #$$# % #$$& 年每年 ’ % #( 月，在不同类型生境内布放 !"#"#$ 个夹日，共捕获 %
种 &#%’ 只鼠，其数量组成为：小毛足鼠（!"#$#%&’ (#)#(#*’+,,）"#!! 只，占总数的 (")!*+；三趾跳鼠（-,%&’ ’./,01
0.）""*, 只，占 (, 2!#+；子午沙鼠（34(,#54’ 64(,$,.5&’）!#,’ 只，占 !’ 2 &’+；黑线仓鼠（ 7(,840(9&’ ).(.)45’,’）%’!
只，占 !( 2,’+。其余是五趾跳鼠（:99.80./. ’,),(,8.）、小家鼠（3&’ 6&’8&9&’）、褐家鼠（;.00&’ 5#(*/,8&’）、达乌尔

黄鼠（7,0499&’ $.&(,8&’）和长爪沙鼠（34(,#54’ &5/&,8&9.0&’）数量均较少。在数量组成及其比例方面，子午沙鼠占

各鼠总数第三，其中 !%%! - !%%* 年 # - !, 月的捕获率如表 !。

表 # 鄂尔多斯沙地草场改良试验站 #$$# % #$$& 年子午沙鼠 ’ % #( 月的捕获率（)）

*+,-. # /+0123. 3+1.（)）45 !"#$%&"’ ("#$)$*&+’ 46 73849 9+68:+68 45 ;03:- 14 7<14,.3（!%%! - !%%*）

!%%! !%%" !%%( !%%# !%%$ !%%* !%%! - !%%*
./0 1 , 1%’ 2 , 1#* , 1%( 2 ,1(* ! 1(( 2 ,1#( " 1*% 2 ,1*" ! 1’! 2 ,1#$ , 1’! 2 ,1(! ! 1## 2 ,1!’
3451 , 1*& 2 , 1(, ! 1"* 2 ,1#" " 1’’ 2 ,1*& " 1*% 2 ,1*" ! 1%% 2 ,1#% ! 1,( 2 ,1(# ! 1&$ 2 ,1",
6781 , 1(, 2 , 1!% ! 1%* 2 ,1$" " 1"’ 2 ,1$% " 1*$ 2 ,1*" ! 1!* 2 ,1(& , 1(’ 2 ,1"! ! 1(’ 2 ,1!&
679 1 , 1"" 2 , 1!# " 1#* 2 ,1*, " 1$, 2 ,1*, ( 1"( 2 ,1*’ , 1&! 2 ,1"% , 1#! 2 ,1"" ! 1#! 2 ,1!&
.7:1 , 1", 2 , 1!( ! 1!! 2 ,1#, " 1*" 2 ,1*! ! 1!$ 2 ,1#! ! 1"$ 2 ,1(’ , 1$( 2 ,1"$ ! 1,( 2 ,1!#
;</1 , 1(# 2 , 1!& ! 1&* 2 ,1$" , 1’! 2 ,1(# , 1($ 2 ,1"( , 1", 2 ,1!* , 1$( 2 ,1"$ , 1*! 2 ,1!!
=>? 1 , 1!# 2 , 1!! , 1(( 2 ,1"( ! 1,, 2 ,1(% , 1$# 2 ,1"’ , 1*, 2 ,1"& , 1!% 2 ,1!$ , 1#( 2 ,1,%

./0 1 - =>? 1 , 1(# 2 , 1,& ! 1#! 2 ,1!& ! 1%! 2 ,1$, ! 1%# 2 ,1", ! 1!" 2 ,1!# , 1$$ 2 ,1,% —

图 ! !%%! - !%%* 年子午沙鼠种群数量的季节动态（# - !, 月）

@A:1! ;<4BC849 /C/794?AC8 D584EA>B CF 34(,#54’ 64(,$,.6&’ FC0E ./0A9
?C =>?CG<0（!%%! - !%%*）

!"#"# 子午沙鼠种群数量季节消长 用 #$$# %
#$$& 年各年 ’ % #( 月份每月的捕获率及每年各月

平均捕获率制成图 !。从图 ! 看出月均数量变化

有两个波峰，分别在 $ 月份和 & 月份，而且前峰高

于后峰，!, 月份数量最低，最高月（$ 月份）是最低

月（!, 月份）的 #1,& 倍。

各年度季节消长曲线有差异，!%%( - !%%$ 年

每年各有 ( 个波峰，即前、中、后峰，!%%( 和 !%%$
年相同，( 个波峰依次在 $、’ 和 !, 月份，!%%# 年 (
个波峰在 #、& 和 !, 月份。!%%!、!%%" 和 !%%* 年有

" 个波峰，!%%! 年前峰在 # 月份，后峰在 % 月份，

没有中峰；!%%" 年中峰在 & 月份，后峰在 % 月份，

没有前峰；!%%* 年前峰在 $ 月份，中峰在 ’、% 月

份，没有后峰。它们的共同点是：凡有 " 个波峰的

年份前面的峰高于后面的峰；凡有 ( 个波峰的年

份，如 !%%( 和 !%%$ 年均前峰最高，中峰次之，后

峰最低，!%%# 年是中峰最高，前峰次之，后峰最低。

每年 !! 月份至翌年的 ( 月份未作调查，用每年 !, 月份的捕获率与翌年 # 月份的捕获率进行比较，可计

算出种群的增长率：

增长率（+）H［（翌年 # 月份捕获率 I 本年 !, 月份捕获率）J本年 !, 月捕获率］K !,,+
按上式计算结果，!%%! - !%%" 年增长率为 $*#1 "%+，!%%" - !%%( 年为 (,(1 (,+，!%%( - !%%# 年为 !*%1

,,+，!%%# - !%%$ 年为 "($1!+，!%%$ - !%%*4 为 ($1,,+。从上述数据看出子午沙鼠在 !%%! - !%%* 年 * 年中，

每年冬季至翌年春季（!! 月份至翌年 ( 月份）数量是增长的。把 !, 月份的捕获率与翌年 # 月份的捕获率作

相关分析，结果二者相关非常显著（ ( H , 2%%% L (, 2,! H , 2%%,）。可见在冬季仍有 ! 个高峰，这有两种可能，一

是周围有鼠迁入，一是说明有部分个体在冬季能繁殖，究竟属哪种情况，尚需冬季进行调查。

!"#"! 子午沙鼠数量年间动态 将 #$$# % #$$& 年各年平均捕获率制成图 !。由图 " 的曲线看出该鼠的数

于 !%%# 年底建立预测模型，!%%$ 年开始预报，结果见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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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 子午沙鼠捕获率（"）预测值与实测值比较

#$%&’ ! ()*+$,-.)/ %’01’’/ 02’),’0-($& 3$&4’. $/5 $(04$& 3$&4’. )6 ($+04,’ ,$0’ )6 !"#$%&"’ ("#$)$*&+’

年

!"#$

月

%&’()

实测值（ ! * +,-可信限）

./(0#1 2#10"3
（ ! * +,- /&’456"’/"

5’("$2#1）

预测值（ ! * +,-可信限）!

7)"&$"(5/#1 2#10"3（ ! * +,- /&’456"’/" 5’("$2#1）!

预测下月

8’6 9&’()3
预测隔月

:$6 9&’()3

;++; .<$ = > =+? * > =@A — —
%#B= > =AC * > =:> ; =>> * >=:C —
D0’= > =:> * > =;+ > =C+ * >=:> > =+, * >=::
D01 = > =88 * > =;@ > =,, * >=8: > =?; * >=8?
.0E= > =8> * > =;: > =,> * >=8> > =A: * >=8:
F"<= > =:@ * > =;C > =@? * >=8; > =,+ * >=8:
G/( = > =;@ * > =;; > =,? * >=88 > =,? * >=88

;++8 .<$ = > =+: * > =:A — —
%#B= ; =8A * > =@8 > =+C * >=:C —
D0’= ; =8A * > =@8 ; =;C * >=@; > =+: * >=:A
D01 = 8 =@A * > =,? ; =;C * >=@; ; =>? * >=@;
.0E= ; =;; * > =@> ; =+? * >=,: ; =>? * >=@;
F"<= ; =CA * > =,8 ; =>+ * >=@; ; =A, * >=,;
G/( = > =:: * > =8: ; =,8 * >=@+ ; =>; * >=@>

;++: .<$ = ; =:: * > =@: — —
%#B 8=?? * >=AC ; =8: * >=@@ —
D0’= 8 =8? * > =A> 8 =8A * >=,? ; =;8 * >=@;
D01 = 8 =,> * > =A> ; =?A * >=,; ; =?, * >=,;
.0E= 8 =A8 * > =A; 8 =>; * >=,@ ; =,C * >=@?
F"<= > =?; * > =:@ 8 =>+ * >=,, ; =AC * >=@?
G/( = ; =>> * > =:+ > =?+ * >=:C ; =C: * >=,;

;++@ .<$ = 8 =A+ * > =A8 — —
%#B= 8 =+A * > =A, 8 =;@ * >=,A —
D0’= 8 =A, * > =A8 8 =:8 * >=,? ; =CA * >=,;
D01 = : =8: * > =A? 8 =;; * >=,, ; =?+ * >=,8
.0E= ; =;, * > =@; 8 =,> * >=A> ; =C@ * >=,>
F"<= > =:, * > =8: ; =;; * >=@> 8 =>; * >=,@
G/( = > =,@ * > =8? > =,? * >=8+ ; =>: * >=:+

;++, .<$ = ; =?; * > =@, — —
%#B= ; =++ * > =@+ ; =,, * >=@: —
D0’= ; =;A * > =:C ; =;8 * >=@@ > =?C * >=:8
D01 = > =C; * > =8+ ; =;8 * >=:C ; =@: * >=@:
.0E= ; =8, * > =:? > =,? * >=:8 ; =>@ * >=:,
F"<= > =8> * > =;A ; =;? * >=:+ > =?8 * >=:8
G/( = > =A> * > =8C > =@? * >=8@ > =,+ * >=8C

;++A .<$ = > =?; * > =:; — —
%#B= ; =>: * > =:@ > =?+ * >=:: —
D0’= > =:? * > =8; ; =>: * >=:@ > =?C * >=::
D01 = > =@; * > =88 > =A> * >=8? > =@+ * >=8@
.0E= > =,: * > =8, > =A8 * >=8? > =AC * >=8?
F"<= > =,: * > =8, > =C> * >=8+ > =A? * >=8?
G/( = > =;+ * > =;, > =C> * >=8+ > =C@ * >=:>

! ;++; H ;++@ 年为回测值，;++, H ;++A 年为预测值 I#10"3 &4 ;++; H ;++@ #$" $"(0$’5’E 2#10"3 #’6 ;++, H ;++A #$" <$"65/(5&’
2#10"3
量变化也经历了“低谷"上升"高峰"下降”@ 个期相。;++; 年为低谷期，;++8 年为上升期，;++: H ;++@ 年为

高峰期，;++, 年为下降期，;++A 年又为低谷期，显示了 ; 个周期。

!7! 子午沙鼠种群数量预测预报

!7!78 短期预测模型 用当月捕获率（ "）预测下月或隔月的捕获率（ !）：

（;）预测下月捕获率（ !） B J >=:@,+ K >=AA@,L （#4 J 88，$ J >=A:? M $>=>; J >=,C:）

（8）预测隔月捕获率（ !）B J >=@?+A K >=@C;CL （#4 J ;?，$ J >=@A: M $>=>, J >=@@@）

!7!7! 中期预测模型 9 利用当年 8: 月捕获率（L）预测翌年 @ 月的捕获率（B）：

! $ > %,?@@ & 8 %>@C@" （6’ $ 8，( $ > %+++ ) (> %>; $ > %++>）

预测结果见表 :。由表 : 看出回测和预测都比较准确。

:;C@ 期 侯希贤等：子午沙鼠种群数量动态及预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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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 "##" $ "##% 年子午沙鼠种群

数量的年度动态

&’()" *+,-./ 0102.,3’14 5/4,6’78 19
!"#$%&"’ ("#$)$*(+’（"##" $ "##%）

!"!"# 长期预测模型 利用当年 $ 月繁殖指数率（:）预

测翌年 ; 月的捕获率（/）：

, - < ."=># / " .#>!!0
（51 - =，# - < .?"= 2 #< .<; - < .?""）

预测结果见表 =。由表 = 看出回测值和预测值都比

较准确。

# 讨论

#"% 经过 &* 的资料收集，作出了子午沙鼠短、中、长期

预测模型，其中具有实用价值的是中、长期预测模型。中

期是用当年 "< 月份的捕获率预测翌年 = 月份的数量（预

测半年），长期是用当年 ; 月份繁殖指数预测翌年 ; 月的

数量（预测一年）。能够预测翌年春季的数量是最为理想

的预测，因为在北方鼠类数量变化季节性十分明显，经过一冬的严寒，一般鼠类数量都要锐减，到春季数理降

到一年最低水平。在北方，春季是人工防治野鼠最好时节，如果能够提前在半年至一年预测出翌年春季的数

量，就可为防治尤其是大面积防治提供充分的准备时间，在生产中是很有实践意义的。

表 # 中期预测模型实测值与预测值比较（= 月 @0-’.）
’()*+ A ,-./(012-3 )+45++3 46+-0+417(* 8(*9+2 (3: (749(*
8(*9+2 -; 7(/490+ 0(4+（<）-; !"#$%&"’ ("#$)$*&+’（6’55.+B
3+-6 0-+5’73’14 615+.）

年

*+,-

实测值（ , C #;D
可信限）

@732,. E,.2+8
（ , C #;D 7149’5+47+

’43+-E,.）

预测值（ , C #;D
可信限）!

FG+1-+3’7,. E,.2+8
（ , C #;D 7149’5+47+

’43+-E,.）!

"##! < )#A C <)A% < )?> C <)A;
"##A " )AA C <)=A " )!% C <)=;
"##= ! )%# C <)%! ! )%A C <)%!
"##; " )?" C <)=; " )%# C <)==
"##% < )?" C <)A" " )?" C <)=;
"##> < );< C <)AA < )#> C <)=;
! "##! $ "##= 年为回测值，"##; $ "##> 年为预测值 H

表 = 用当年 $ 月繁殖指数预测翌年 $ 月捕获率（<）

’()*+ = >0+:1741-3 -; 7(/490+ 0(4+（<）-; ?(@ /0+:14+: )@
0+/0-:9741-3 13:+A+2 -; ;-0.+0 ?(@

年

*+,-

繁殖指数

I+0-15273’14
’45+:

实测值（ , C #;D
可信限）

@732,. E,.2+8
（ , C #;D
7149’5+47+
’43+-E,.）

预测值（ , C #;D
可信限）!

FG+1-+3’7,. E,.2+8
（ , C #;D
7149’5+47+
’43+-E,.）!

"##" <)#=== < )%> C <)A< —
"##! ")"=?! " )!% C <)=! ! )<" C <);A
"##A ")=;=; ! )?? C <)%> ! )=" C <)%"
"##= <)%>%= ! )#% C <)%; A )<! C <)%%
"##; <);AA! " )## C <)=# " )=? C <)=!
"##% ")"!== " )<A C <)A= " )!< C <)A?
"##> — — !)A> C <)><
! "##! $ "##= 年为回测值，"##; $ "##> 年为预测值 H

#"! 本文记载了连续 &, 子午沙鼠种群数量的年度变动，在 %, 年内正好完成了一个变动周期即，“低谷"上

升"高峰"下降"低谷”。这是一个很好的偶合。同期在本地区小毛足鼠也完成了一个变动周期，而呼和浩

特地区的黑线仓鼠和长爪沙鼠，经历了 "A, 的连续调查仍没有完成数量变动的一个周期。在呼和浩特地区

黑线仓鼠 "#?= 年为高峰期，"#?; $ "#?% 年为下降期，"#?> $ "##% 年一直处在低谷期；长爪沙鼠 "#?= $ "##" 年

为低谷期，"##! $ "##A 年为上升期，"##= $ "##; 年为高峰期，"##% 年为下降期［%］。由此看出子午沙鼠 "##" $
"##% 年可能一直处于低谷期，因为最高年平均捕获率也未超过 !D。只有坚持长期定时定位同一方法连续

监测、收集资料，才能掌握它们的数量变动规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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