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鼠类对山杏种子存活和萌发的影响

张知彬，王福生
(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农业虫害鼠害综合治押研究国家重点实验室 北京 100080)

摘要 山否(Prune“二、en�e, )是广布于北京山区阳坡的矮林或油丛 易生存在土坡贫脊、+早、或严重退化的山坡、碟

地 对于保护生态环境，减少水土流失及促进山区经济发展均具有重要作用 有关服类在山杏更新中作用的研究较少，本

研究主要是确定影响山杏更新的鼠类种类、鼠类对山杏种子的取食压力、人丁埋藏种子及植被因素对种子存活和萌发的

影响口丁1997年10月3一夺日。采用夹捕法同时调查取食花生和山杏种子的鼠类种类及种群密度n于1997年9月21

26日，通过在地表放置山杏种子 调查在鼠类取食下 地表种子消失的速度、于1997年 1。月20日.作种子坪藏实验.划

查种子存活及萌发情况。十1997年10月26日，进行扣网实验，研究网内、外山杏种了存活及朗发悄况。结采表明 大株

姬以(Ap+ie，二,P- sus),社鼠(R-- -f ... - ) ,黑线* h, (Apodemua ,Xr,rius)为取食山杳种子的主要以种种类

与取食花生相比，社鼠更偏爱山杏种了，大林婉鼠对山杏种子喜食性略低，黑线姬鼠对二者喜食程度相近;山杏种子放置

地表后1.10,20,30 d的消失率分别为13. 06%.64. 46%,90.70月'96. 69$4;扣网实验说明，山杳在地表的萌发率极低，

生长也慢 而埋人土层内可明显提高萌发率和生长率(若除去鼠类的取食，萌发率还要高)人工埋藏实验表明，将山杏种

子埋人十层scnl后，能够有效地减少鼠类对种子的取食 通过分析山杏种子萌发与植被的关系.发现山杏易在开阔、阳

光允分的草丛中存活和生长，而不易在阴闭的翻丛下存活和t.长

关甘词;鼠类 山杏 更新 人工埋袱;种子存活 种子萌发

Effect of rodent predation

wild aprico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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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ld apricot (Prunes urmeniaca) low forests

Re,)-  100080. Chin,). Arta Eea(agica Sinica,Rod,200121

or shrubs are widely distributed in sunny slopes of

mountains m玫ging Wild apricot survives in very harsh dry environments with poor soil or in degenerated

h门Is.，〕it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in conserving environments and reducing soil erosion as well as facilitat

mgtin,
eCOn(ITr】IC development in the undeveloped countryside. Few attempts were made to study the

between rodents and apricot Phil study aimsto identify rodent species of removing apricotntcraeseeds
seed disappearance under rodent

merit.()”October 3--4. 1997.

Predation, and effects of burial and wire mesh coveron seedlingrecruit

wonden 尺nare traps baited with peanuts and apricot seeds飞减，ey尸 ulld 介It I

denttfying rodent species of removing apricot seedsSeed removal wasstudied by placing apricot seeds of

surface between September 24一25, 1997. Seed survival and seedling recruitment were

apricot seeds 5 em deep in soil on October 20, 1997. and also by using wire

lpoderous spednsus. Raft.,。。、介。anus, Apodemus agrarius were identified

meshes on

to he seed

studied by burying

October 26.1997

eaters

R.。。介 onus preferred apricot seeds to peanuts. The other species showed little difference:

of apricot

food pref

erence between apricot seeds and peanuts. The removal proportions of seeds within I。10. 20 30〔 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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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re respectively 13.06万。64月‘%，90. 70,'e and 96.69坏after seed placement on surface. The s=edllng

recruitment was lower when seeds were placed on sail surface and protected in wire meshes than that when

seeds were buried 5 em deep in ,oil outside wire meshes without protection from seed predation by to-

dents. Burial in soil 5 cm deep was (ound effective in reducing seed predation and increasing seedling sur

rival. Seedling recruitment was found to positively correlated with grass cover and height, while negative

1y correlated with shrub cover and height.

Key words:rodent; apricot: regeneration, burial: seed .-,viva]; seedling recruit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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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鼠类作为生态系统中的一个重要功能群.在森林更新中发挥着重要作用『1。一方面‘以类对植物种子

有很大的取食压力，不利于森林更新伙另 一方面许多植物的更新又必须依赖鼠类对种子的散布和埋藏.

对森林更新是有利的小“。过去的研究较偏重于鼠类的有害作用，对其有利的作用研究不多

    山杏(Prams arrneniaca )是1布于北京山区600̂" 1200m阳坡的矮林或灌丛 属先锋植物.能较快地侵

入经砍伐、过度放牧等严重退化的山坡、裸地 易牛存在L壤贫脊、千旱的环境中.因而对于保护生态环境，

减少水土流失有重要作用 山杏还是山区的经济野生果木，杏仁可人中药.并是杏仁露等饮料的主要原料〕

山杏嫁接后杏仁变得很大.俗称大扁杏，具有更好的经济价值。因此，搞好野牛山杏资MI的管理·促进山杏

的更新 不仅有利于环境保护、还有利于当地山区经济发展。山否种子一般在6月份成熟，次年5月份萌

发〔有关山杏种子更新与鼠类之间关系的研究非常少，作者曾开展过初步研究 本文研究主要确定影响山

杏更新的鼠类种类、鼠类对山杏种f的取食压力、人工埋藏种子及植被因素对种f -存活和萌发的W,响

1 研究方法

    研究地点位于北京市门头沟区齐家庄梨园岭附近的山坡上 由于近百年的砍伐、过度放牧等、山坡上

植被较差，主要为稀疏的矮灌丛和草丛 荆条(Mite.二。qundo),山杏、辽东探(Quercus Izaotungensr〕、_二色
胡枝子(Lespedeza bicolor)为优势矮灌丛 白羊草(Bothriocidua i.uhaemum).黄背草(Th-eda ).amen)、

白莲篙(3rtemisza gmeliui〕、肥披肩草(Ely,,- e-I... )、早熟禾(Pna sap.)等为常见草本植物 本9.植被，

土壤等详尽描述可参见马克平等文献川 。

    于1997年10月3-4日 选取3块灌丛和1块弃耕地.采用夹捕法调查取食山杏种子的鼠类种类，跨

块样地置木板夹25个 连捕2d诱饵为新鲜、成熟的山杏种子 另选择 16块样地，每块样地置木饭夹23

个、连捕2,11诱饵为新鲜花生仁〔表1)。于1997年9月24--25口，选取3条样线 在每条样线上选取5个样

点，间距 10。每样点地表放置一堆1()粒Ib杏 以后调查地表种子消失的情况(表2), 1997年10月20 11

选取12块样地.作种子直播实验、每块在1m 的范围内埋藏25粒山杏种子深5 ctn.次年调查种子萌发情

况.并记录地表植被(表3). 1997年10月26日，进行扣网实验.选取一样线 选取10样点.间断10。、，每样

点各埋人土层中一个高50 cm(土内埋人20 cm )‘半径15二、的铁丝网(网眼 10 tntn),网上顶IF底均用网

密封.鼠类不能进人取食种子。网内地表放置10粒山杏种子，网外埋 10粒山杏种子 深s n，次年检查种

子萌发情况，并记录地表梢被(表9)0本实验的山杏种子实际上为种子加内果皮

    采用SPSS For Wind- 软件包作统汁分析用非参数(hi -srlaure Teat或Bionormial 'I 检验两种突

捕法得到的鼠种组成和夹捕率差异的显著性(表、、用P-.- 相关(P-l.. cotrelatinn )分析出苗率与

地表植被的相关显著性(表5,6) ,用双尾配对t检验 (2 tailed paired t-)esU分折网内、外山杏苗高度的差

异显著性 用双尾独立t检验(2-)ailed iodependem t -t-)分析网内、外山杏出苗率的差异显著性

2 研究结果

2】 取食山杏种子的鼠类

    用山杏种子作诱饵捕鼠得到的结果表明大林姬鼠) Apodemu, spvrlusus )、社K(R,(tus',.nf "i*。了).

黑线姬鼠〔lpodetr+ns ag.ur:)为取食山杏种f的毛要鼠种种类 分别占57.1Y,25/,J7.9Y,，乎均灾捕率

为n势;用花生作诱饵捕鼠得到的结果表明，大林姬鼠、社鼠、黑线姬鼠、大仓鼠CCr&eeulus tratm)为取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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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牛的主要鼠种种类 分别尸63. 9环,s.2Y,au.(肠.7. 2川，平均夹捕率为12.5Yt 表I.图I1统计分扒表

明 与取食花生相比 社鼠更偏爱山杏种子，大林姬鼠对III杏种子喜食性略低，黑线姬鼠对二占喜食程度相

近 对大仓鼠.尚不能肯定有差异(表U}两种方法得到的夹捕辛接近.与1993--199:;年的夹捕率(S. 1 , )

相比.I9g;年鼠类种群密度为中高数量年〔表I)

                        表 1 用花生仁、山杏种子作诱饵.采用夹捕法得到的吸类教.和种类

        Table 1  Rodent composition and abundance by using snare trap., bat口ed with peanuts and apric。口seeds

诱饵

is日It r.ah}
大林姬鼠 丰I鼠 黑线姬鼠 大介 鼠 火捕率1;4t

A. ,户八，曰” 左. r+Itr}., 4. }r}t-}}+,t

涌Cet总数

  丁oral 丁ap卜u盯犷r卜‘

  花廿仁Peanot

  山杏Apricot

卡方沮 Chi-sgaore

显著性Stg, leeef

n 4 62I63

夕n0 ]6(弓7

9%)

IY 〕

8(8.Z另)

7125%1

20(2o.6%  ) n7. z男) 97          I2 气

5(l76Y ) (1(0%〕 78

s.吕77 12.018 n 】2 一
0 O4q 0 00了 n. 915 0 1明 口 ，I 1F

    口非参数N。川amore",压on，JTm叭丁。t 非参数Non-r-, 。ch二guar。丁。t;，，指有效置夹数.即总置夹

数减去丢夹数Effective crap uumbets,.e. number, of the lost traps remo.ed;括号内为各鼠种所.七比例Th, n-hoc. m

brackets are the proportion of different rodents p,,,,,

            表2 放皿地表后山杏种子的消失情况

口花生仁P
.山杏种子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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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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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able 2 Seed removal by rodents after apricot seeds

                    were placed on surface

                        日期D-(Month/day)
样地Sue 样点Plot— —

                        9/24  9/25  9;26  10/6  10/26

      I          1       10     111   10     0 ()

                  Z                  10     10    10     10     0

                    3       10     10 10     0      0

                    4       10     10    In     0      0

                    0       10     1"    10     0      11

      竺 】 10     10    10     11     0

                    2       10     9     9      I      4

                    3       10     11    0      0      L)

                    4       10     3     2      0 C

                    二 1勺 0 0      0 “

      3          I              10    10     10     0

                    2              10    10     n      0

                    3              10    10     10     0

                    J 10    1O 9

                    5 !O 10 O ‘二

                                          122
  总计 100          121    43     1

                                      l72)协

哭为9月25日样hb, I和样她 2山杏种子之和 The subcmal

喂*AtA)kftR(C. T1耗
民种Rodent species

(q只 1Fig.
用花生仁

  Rodent

和山杏作诱饵夹捕到的鼠类组成

阳m卿anion maceLgated卜 wuodet

wuh阱”ml协 and 、度erl

1. S

traps baited

  Apodrmas叨vnsm,. R 仁 ePn.m2..rrms, nIs
且月 Apodrnv,s ugran+,

P Peanuts, A Apimot

r 八八n. L.

,L sue 1 and site 2 uo发pt. 25

                          内 }1    (72+121)/(109

    )S2= (l   43/121)

    )S3二(1一 4/13)·

      04，(1一4/121)·

  2.2 地表种子消失率

        表2为 1997年9月21-25口在3块样1也

  1B个样点的地表释放了5。粒山杏种子后种子消

  失的情况。第1 ,10,20,30天的消失率{卯分别记

  为0142.03.04〕估if为:

{1221全·川。兀 13.防%

。川0 0/   64.」6厂

100!,= 90. 70%

100叼=9669叨

结果表明，由于鼠类的取食，山杏种子放在地表后丢失的速度很快(图2〕释放地点没有发现被鼠就地取食

的种子残片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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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5 扣网实脸中山杏种子萌发与谊被的相关系数(Pear- 相关)

Table 5  Pearson correlation between seedlings of apricot and vegetation in seed exclosare experiment

出W欲

F-d[mg
n曰mhITI

苗高(em)
Seediu,g

  height

草盖度(%)
Gras.‘曰vFr

草高‘m)
  Grays

  height

滋盖度(%)

Shrub
那高ccm)
  5卜rub

  height

  出苗数

  Seedling

  n几.mbcrs

    苗高

  决edliag

height (cm)

  草盖度

    Gras.

covet (% )

草高Gra. s

be,ght (cm )

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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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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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0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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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171

日.6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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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Otfi45

0.11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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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59

0.66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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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二92

0. 071

  l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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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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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0

188603 00.1 1590. 1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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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扣网实验

    表3为网内外山杏种子萌发及生长情况 网外的出苗率

为16".而网内出苗率仅为6%.二者差异异著V=2.301.

d厂=9户=0. 04 7配对r检验);网外的苗高度为12.3+

v. 1 rm 而网内苗.高仅为乐才土3. 5。二者差异显著。=

3.206.df一30.p    0.03.独立r检验)(图3)。说明山杏在

地表的萌发率极低.牛长也慢 而坪人土层内可明显提高萌

发率和生长率(若除去鼠类的取食.萌发率还要高)

2.4 人上埋藏实验

    人工埋藏后 山杏种子平均萌发率为29.6%‘高 13.9

二3.9。。1.与扣网实验中网外结果类似(表4.图3)。本实验

表明 将山杏种子埋人土层 5。m后。能够有效地减少鼠类对

种了的取食

2.5 山杏种子萌发与植被的关系

    表5、表6分别给出了扣网实v和人上埋藏实验中山杳

种子萌发率和高度与草盖度、高度及灌从盖度和高度的相关

关系(Pearo-un相关)。在扣网实验中.发现出苗率与草盖度

成明显正相关峥 =0. 055 ).而与灌丛盖度成显著负相关(P

= 0. 044 )‘山杏苗高与草高度成明显的d.相关{h一

u. 1)71〕在人L坪藏实验中发现出苗率与草盖度成显茗正

相关(h 。.043)，山杏苗高与草盖度成极界著1「相关(p=

(1. )01 )与草高度成明显正相关〔P=。058),图4给出了相

关明显或显著的山杏种子前发与植被的几个关系图(。、b:扣

网实验 ,,d:人工埋藏实验J两个实验的结果都说明山杏易

在开阔、阳光允分的草丛中存活和牛长，而不易在阴闭的灌

丛 卜存活和生长

3 讨论

    本研究表明。取食山杏种子的鼠类主要足人林姬鼠、社

鼠和黑线姬鼠。这3种鼠均是研究区的主要优势种类。由于

图2

失率

FI凡t

吕lld

山杏种子放置地轰后 Id.1Dd.20d.3od的消

Seal

36d凡vs

removal be rode.,, within I. I，，2,

when seed, were Placed on ,urfaec

网内(地表，EB)网外(埋截，F0)人下埋叹归)
            贫验处理Ti.而m[

哥
细
铂

图3 扣网实验和人工埋藏实验中山否种子存is

和萌发的情况

Fig. 3 Serdhng rr-mutu m 司 aprnoot when

seeds  were  protected  in  wire,, --h- u,卜()-

buried in -l. E8, protected without burying

EO, protected with burying.

B:buried without protection

山杏种子坚硬的外壳 显然只有鼠类才能取食它。相比之下.社鼠更喜食营养丰富的山杏种子，可能是因为

社鼠个体较大，优先取食人且营养较高的种子的缘故.本区共有鼠类 11种 比较常见的种类还有大仓鼠

(C>rretu[us tr,tnn),棕背ii (C[eth>mrmmys ",'tic"", ),岩松鼠(Sriuroram(as davfd,uau)、花鼠(Eucant。

  b(r(< us )等’」野外观察表明，岩松鼠、花鼠比较宫食山杏种子 但由于数量相对低，没有被夹捕到。通过室

内饲喂实验，发现大仓鼠也取食山杏种子。这说明.人部分鼠类均取食山杏种子，但山杏种了的命运显然主

要与优势鼠类有关

    人工埋藏实验表明将植物种子埋人土层内能有效地减少鼠类的取食，并能增加出苗率，这与以往文献

中的许多报道一致·“’‘一’一鼠类主要依赖嗅觉寻找食物 。将种子埋入土中显然是减弱了种子散发的气味:

但是，在我们埋藏种子的大部分样点 仍然可以看到鼠类挖掘的痕迹，说明还是有不少种子被鼠类挖走。由

于土中湿度较高.埋人土中的种子比较容易萌发;而放在地表的种子由于风吹口晒 缺乏湿度，很难发芽

山杳种子要成功侵入土壤贫清、干旱的裸地.非常依赖鼠类的埋藏作用.否则IA发率很低 尽管在秋季释放

的山杏的种了的91.7 Y,将最终被鼠类吃掉 仍然有少量的种子可以逃逸鼠类的破坏。野外调查也表明，山

杏的实生苗(U年生)随处可见.表明山杏的自然更新良好1可见 山杏与鼠类的关系是一种典型互惠的协同

进化关系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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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a 山杏种子萌发与植被的关系;a,b为扣网实验:c.d为人丁埋藏实脸

Fig_ a  Coaclauon betw..n =eedhng recmitmer}i and -g-u-, a,6: Exdo

.... ..nenmcnr. c.d: Rndal expcnment

    木研究表明，开阔、阳光充分的草丛有利于山杏种子存活和生长.而阴闭的灌丛不利于山杏种了存活

和生长。这也进一步印证了山杏是一种言阳的先锌植物。除了植物间的竞争外’州二，鼠类对栖息环境的百

好也可能会影响种子的存活、‘·门一川。当地表梢被密闭时，放在地表的蒙占栋(Q. nu,ragnli")坚果被鼠类较

快的取走‘ 根据以往的研究，本研究区鼠类的出现和环境的关系片不1一分明显 加之放在不同样点的种

子最终都基本丢知 表2),故认为造成不同环境间山杏萌发差异的主要因素是山杏的喜阳避阴习性和植被

郁闭度所决定的

    本研究说明，人工直播种子可以提高山杏的萌发率，此方法对于在本地区严重退化的山坡、裸她进行

植被恢复有一定意义 许多研究表明，如不控制鼠类对种子的取食.飞播造林很难成功- .直播是一个比较

有效的手段‘’川 根据本文的研究 将山杏埋入土中SCrn左右是可行的 并应选择阳光充分、开阔的草地、

裸地fa播 避免在高大、闭郁的灌木 卜直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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