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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利用铗日法和陷阱法3于 !$$$年 oB:月3对小兴安岭林区 o个不同生境梯度中小型哺乳动物群落的

多样性变化进行了初步研究C结果表明>97=铗日法所捕获的物种数和个体数明显大于陷阱法3但后者更适

合捕获小体型动物;9!=共捕获小型哺乳动物 A种3其中啮齿目9p0LI6DON=松鼠科9-HO5FOLNI=7种3田鼠亚科

9qOHF0DO6I="种3鼠科9q5FOLNI=@种3食虫目9,6JIHDOb0FN= 科9-0FOHOLNI=7种3所捕获的物种中3棕背

9rstuvwxyzy{|}w~!y"#z~}=为 优 势 种3占 总 数 的 @:2oo$3与 黑 线 姬 鼠9%&y’t{~}#(w#wx~}=)大 林 姬 鼠9%2

}&t"xy}~}=和红背 9r2w~uxs~}=一起构成本地区的常见种;9"=物种在不同的生境类型中呈明显的不均匀分

布3以中度干扰的灌丛生境内小型哺乳动物从物种丰富度和多样性指数最高3次生林 7和农田生境均有较

高的物种丰富度和多样性指数3无干扰的原生林 7)!中物种丰富度最低3而轻微干扰的原生林 "中物种多

样性指数最低3受严重干扰的农田生境中小型哺乳动物均匀度最高3其次是次生林 7和灌丛3原生林 "和

干扰较重的次生林 !中小型哺乳动物群落均匀度最小;9@=从物种多样性与林地郁闭度和地表草本植物覆

盖度的相关分析看出>物种多样性与郁闭度相关性不显著3而与覆盖度呈显著的正相关关系3反映了这些

物种对草本植物选择倾向;9<=根据不同生境内群落相似性指数进行系统聚类3将所有的生境聚类为 "组3
即 原生林组9原生林 7)原生林 !和原生林 "=)次生林组9次生林 7和次生林 !=和农田组9灌丛和农田=3表

明组内各生境间小型哺乳动物成分的相似性和组间的明显差异C研究表明3小型哺乳动物多样性受生境内

植被演替阶段)食物和隐蔽条件等环境因素影响3而人类干扰也是主要因素之一C
关键词>小型哺乳动物;生境梯度;生物多样性;小兴安岭林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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森林是许多动物繁衍栖息的重要场所"随着人类活动对森林生态系统的干扰日益加剧9森林景观的破

碎化#生境的退化或丧失和由此改变的森林演替已对动物群落结构和种群动态产生直接的影响9甚至威胁

到某些脆弱物种的生存$AHV%"已有研究证实由采伐所引起的森林生境变化是导致动物种类多样性减少和丰

富 度下降的主要因素之一$IH~%"不过9有的研究则显示适度的采伐和 垦 荒 可 增 加 森 林 中 动 物 物 种 的 多 样

性$C9F%9S&%8+&$AJ%认为物种多样性的大小受很多因子的影响9如经度#纬度#海拔#斑块的大小#破碎的程度#
边缘特征#植被类型#群落演替阶段以及不同的分类类群等因子9所以森林生境变化和物种多样性的关系

是 一 种 非 线 性 的 关 系9而 且 随 环 境 因 子 及 群 落 演 替 阶 段 的 变 化 特 征 具 有 不 同 的 模 式9因 此9探 讨 不 同 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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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森林生境变化对动物多样性的影响是保护生物学一个重要研究领域!""#$森林中栖息的小型哺乳动物种

类多%数量大%分布广&是森林生态系统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在维系生态系统的食物链或食物网及养分循

环中起着重要的作用!"’&"(#&此外&在林木种子传播和森林的天然更新中也扮演着重要的角色!")*"+#$由于小

型哺乳动物活动范围小&对环境变化敏感!",#&其种群数量动态和群落结构的变化可以较好地反映生境变化

的质量和人类活动的干扰程度!"-#$因此&研究不同森林生境条件下小型哺乳动物多样性的变化&不仅可以

探讨环境变化对物种多样性分布格局的影响&同时对进一步探讨动物与森林更新之间的协同进化关系以

及物种多样性保护也具有重要的意义$
小兴安林区曾是我国重要的林业生产基地&森林开发早&人类干扰程度高&形成了不同的森林生境类

型!’.&’"#$’.世纪中叶夏武平等!’"*’(#曾对不同采伐迹地内啮齿动物区系和单个物种种群的数量变化进行过

比较研究&并认为采伐干扰改变了鼠类区系的物种组成结构/舒凤梅!’)&’0#曾比较了不同郁闭度和不同坡度

林地中棕背123456789:9;<=7>?9@A:>=B的数量变化$这些研究却未涉及不同生境类型内小型哺乳动物群落

结构的变化及与栖息环境之间的相互关系$为此&对丰林自然保护区及周边地区不同生境类型梯度中的小

型哺乳动物群落进行了调查&以探讨小型哺乳动物的群落组成和数量与其栖息环境之间的相互关系及其

演化趋势$

C 自然概况

丰林自然保护区是以保护红松林生态系统为主的国家级森林生态自然保护区&也是我国小兴安岭林

区保存较好的最大原始森林之一$该自然保护区位于小兴安岭南段&地理坐标为 D"’,E0-F*"’-E"0F&G),E

."F*),E.-F&面积 ",H"I0JK’$保护区及周边地区地形起伏不大&主要以低山为主&海拔高度一般在 (..*

)0.K&山顶浑圆&坡度较缓&在山麓地带常形成小面积的洪积扇或洪积环&生长着各种草类和灌丛&在保护

区的外围有的则被开垦为农田$境内流经的大小河流共 -条&加上季节性溪流&构成一个完整的水系&为动

植 物的繁衍和生长提供了丰富的水源$本区属温带大陆性气候&年平均降水量为 I,.* +0.KK&主要集中

于 I* -月份&年均温为L.H0M&有效积温1N".MB为 "-..*’’..M&无霜期短&仅为 "..*"".O$
由于海拔变幅较小&没有明显的高山&因此研究地区植被垂直分布不明显&原始森林分布基本处于一

个垂直亚带PP以红松1Q8:>=R97A84:=8=B占优势的山地阔叶红松林带&人工林则以针叶林为主$由于保护

区毗邻市区1伊春市五营区B&周边人类活动干扰强烈&在短距离内形成了明显的由原始林到农田的不同生

态景观梯度$根据植被类型和人为干扰活动的强烈程度&共设置了 +块样地&各样地的分布见图 "$所选择

的 +块样地处于同一的植被带&各小型哺乳动物组成的垂直分布没有明显差别$
样地 "%’%(分别位于保护区内的核心区%缓冲区和实验经营区&是植被保存较为完好的林分&其中&样

地 "1原生林 "B是具有典型代表性的保持完好的原始阔叶红松林林分&鲜有人光顾&乔木层红松占优势&伴

生树种 主 要 有 枫 桦1S45>3A@9=5A5AB%紫 椴1T838AA;>74:=8=B和 少 量 的 云 杉1Q8@4AU4V94:=8=B及 冷 杉1WX84=

:4Y67934Y8=B等&郁闭度为 .H+* .H-&灌木层有毛榛1297<3>=;A:Z=6>78@AB%东北溲疏1[4>5V8AA;>74:=8=B%
山 梅花1Q683AZ43Y6>=578\>457>=B等&地面枯枝落叶层较厚&草本层发育不良&以蕨类1Q5478Z8>;]̂ ĤB和苔

草类12A74_]̂ ĤB为主&覆盖度为 .H’* .H)/样地 ’1原生林 ’B中&红松在乔木层中仍占优势&主要伴生树

种 为紫椴%色木1W@47;9:9B等&郁闭度 .H,&灌木层较发达&以毛榛为主&草本层以蕨类和丛生性苔草类为

主&发育良好&覆盖度 .H0* .H+&极轻度干扰/样地 (1原生林 (B的林分结构简单&乔木层发达&主要树种为

红松&有少量的枫桦%紫椴树和云杉等分布&灌木层发育不良&草本层较发达&卫生清理%采松籽对此有轻度

干扰$
样地 )和样地 0位于毗邻保护区的丽林林场境内&均为次生林&根据采伐时间的长短将次生林分成采

伐 时间较早的次生林 "和近年人工栽植的次生林 ’$次生林 "靠近保护区边沿&以天然更新为主&乔木以山

杨1Q9Y>3>=ZA‘8Z8A:AB%白桦1S45>3AY3A5<Y6<33AB为主&并有块状落叶松1aA78_b;438:8B人工林和零星老

龄的红松%云杉%冷杉&多数处于未郁闭的幼林阶段&林地阳光充足&草本植物茂盛&由于靠近保护区边缘&
近年来人类干扰较少$样地 01次生林 ’B为落叶松人工幼林&人为干扰较重&地表草本植物有明显的人工清

理痕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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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 小型哺乳动物取样示意图

"#$%! &’()*+,#’-#+$.+*/0,()1+*23#4$-)1#$40/./5.1,5-6/01*+33*+**+3’/**54#,61,.5’,5.)#4-#00).)4,

(+7#,+,1

89:示意在每个样地中设置 ;个捕获小型哺乳动物的样方 <()1/3#-1=5+.)11(/>+4+22./?#*+,)3+6/5,/0,()

,>/,.+22#4$+4-2#,@0+33$.#-1>#,(#4+1+*23#4$1#,)A8B:和8C:分别示意在每个样方中所布置的捕鼠铗和陷阱的

位 置 <()/2)41=5+.)1+4-,()/2)4’#.’3)1.)2.)1)4,,.+21+4-2#,@0+331D.)12)’,#E)36D>(/7)1(/>)->#,(#4+

$.#-%<(#1-#+$.+*#11’()*+,#’+4-4/,,/1’+3)

!F原生林 !G.#*+.60/.)1,!A;F原生林 ;G.#*+.60/.)1,;AHF原生林 HG.#*+.60/.)1,HAIF次生林 !&)’/4-+.6

0/.)1,!AJF次生林 ;&)’/4-+.60/.)1,;AKF灌丛 &(.57ALF农田 "+.*3+4-
样地 K为林场边缘与农田交界处的采伐迹地和撂荒地演替而成的灌丛D灌丛内还有部分近几年的弃

耕 地D草 本 植 物 以 小 叶 芹MNOPQRQSTUV WXROYZ[O\]水 金 凤 M̂VRWZTO_Y_QXT@ZW_PO[O\]小 叶 樟M‘OaOUbTW

W_PUYZTcQXTW\和宽叶山蒿MN[ZOVTYTWYZQXQ_TcO[W\等为主D种类丰富d灌丛内木本植物丰富D主要分布有胡枝

子MeOYROSOfWgThQXQ[\]毛榛]东北溲疏]山梅花]绣线菊MiRT[WOW122%\]笃斯MjWhhT_TUVUXPT_QYUV\]蒙古

栎MkUO[hUYVQ_PQXThW\矮林等d由于近几年封山育林D人为干扰明显减少d
样 本 L为 靠 近 居 民 点 的 旱 耕 农 田D人 为 干 扰 非 常 严 重D农 田 中 主 要 种 植 马 铃 薯]玉 米]麦 类 和 蔬 菜 类

等D靠近水源的为较窄的草甸D草本植物丰富d

l 研究方法

本次野外取样工作是于 ;mmm年 Lno月进行D此时正值小型哺乳动物动物食物比较丰富]活动比较活

跃季节D因此取样能基本反应不同生境类型中小型哺乳动物群落的结构特征d
根据保护区自然条件]植被]地形特征及干扰程度D在核心区]缓冲区]经营区]保护边界外地带分别选

择不同的生境类型D设置调查样地d每个生境类型中设置 ;块间隔 !mm*的调查样方D在每个样方内选 H条

样线D样线间距约 !m*D中间 !条样线采用陷阱法D两侧 ;条样线布铗d每条样线各置铗M小号铁铗\;J个D
各铗间隔 J*D用 油 煎 的 花 生 作 诱 饵D次 日 早 晨 或 上 午 检 查 动 物 上 铗 情 况D连 捕 I-D每 个 样 方 各 置 ;mm铗

日D这样每个样地各置 Imm铗日D共计 ;omm铗日A陷阱法主要用于捕获 类D也可捕获一些小型鼠 类 动

mIm! 生 态 学 报 ;H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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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 不同生境下小型哺乳动物的群落多样性特征

"#$%&! ’(#)#*+&),-+,*./*.0012,+34,5&)-,+3./-0#%%

0#00#%-,24,//&)&2+(#$,+#+#-

生境

6789:7:

物种数

;<=>?@
ABCD9CA

物种多样性

指数 EBCD9CA
F9GCHA9:I
9JFCKLMNO

均匀度

PGCJJCAA
LQNO

优势度

R?=9J7JDC
LSO

原生林 TU V T>TWXY Z>[\ZY Z>W]\W
原生林 \̂ V T>TXV] Z>[VX_ Z>WYZT
原生林 W‘ _ T>ZVZV Z>YVYV Z>V_V_
次生林 Ta _ T>WXX\ Z>[__X Z>WTTT
次生林 \b _ T>ZV_] Z>YV]] Z>VX]_
灌 丛c [ T>XW]V Z>[WY_ Z>\T[Z
农 田d _ T>W][T Z>[Y[X Z>\]ZT

U eH9=7HI@?HCA:T ^ eH9=7HI@?HCA:\ ‘ eH9=7HI

@?HCA:W a ECD?JF7HI@?HCA:T b ECD?JF7HI@?HCA:\

cEfH<8 dg7H=h7JF

表 i 不同生境下小型哺乳动物捕获数量和捕获率

"#$%&i j10$&)./*#k+1)&4,24,5,41#%-#24+)#kk,2l-1**&--./-0#%%0#00#%-,24,//&)&2+(#$,+#+-

种类

EBCD9CA

原生林 T
eH9=7HI
@?HCA:T

原生林 \
eH9=7HI
@?HCA:\

原生林 W
eH9=7HI
@?HCA:W

次生林 T
ECD?JF7HI
@?HCA:T

次生林 \
ECD?JF7HI
@?HCA:\

灌 丛

EfH<8
农 田

g7H=h7JF

数量mn
捕获率mo

LpO
数量

捕获率

LpO
数量

捕获率

LpO
数量

捕获率

LpO
数量

捕获率

LpO
数量

捕获率

LpO
数量

捕获率

LpO

合计

q?:7h

棕背 U T]r_7
V>X_r
W>TW8

\VrV
Y>ZZr
\>_Z

\_rY
Y>\_r
W>X_

T[r_
V>_Zr
W>TW

WWrW
[>\_r
T>[[

T_rZ
W>X_r
Z>ZZ

\rZ
Z>_Zr
Z>ZZ T_]ssD

红背 ^ XrT
T>X_r
Z>YW

TZrW
\>_Zr
T>[[

Yr\
T>_Zr
T>\_

_rT
T>\_r
Z>YW W_ss

大林姬鼠‘ VrZ
T>ZZr
Z>ZZ

]rZ
\>\_r
Z>ZZ

[rZ
\>ZZr
Z>ZZ

]rZ
\>\_r
Z>ZZ

VrZ
T>ZZr
Z>ZZ

\rZ
Z>_Zr
Z>ZZ WYs

黑线姬鼠a _rZ
T>\_r
Z>ZZ

XrZ
T>X_r
Z>ZZ

TTrZ
\>X_r
Z>ZZ

TYrZ
V>ZZr
Z>ZZ W]ss

花鼠b TrZ
Z>\_r
Z>ZZ

VrZ
T>ZZr
Z>ZZ

YrZ
T>_Zr
Z>ZZ

WrZ
Z>X_r
Z>ZZ TVs

东方田鼠c XrZ
T>X_r
Z>ZZ

VrZ
T>ZZr
Z>ZZ TTss

褐家鼠d TrZ
Z>\_r
Z>ZZ

YrZ
T>_Zr
Z>ZZ Xss

小家鼠t TrZ
Z>\_r
Z>ZZ

WrZ
Z>X_r
Z>ZZ

[rZ
\>ZZr
Z>ZZ T\ss

普通 u \rV
Z>_Zr
\>_Z

ZrV Zr\>_Z ZrT
Z>ZZr
Z>YW

Zr\
Z>ZZr
T>\_ TWss

合计mv W\rTZ
[>ZZr
Y>\Y

VWrTT
TZ>X_r
Y>[[

VZr]
TZ>ZZr
_>YW

VTrY
TZ>\_r
W>XY

_TrW
T\>X_r
T>[[

V\r\
TZ>_Zr
T>\_

WYrZ
]>ZZr
Z>ZZ

W\Y

7w陷阱捕获的数量 x7B:<HCF8IB9:y@7hhz8w陷阱捕获率 qH7BB9J{A<DDCAA8IB9:y@7hhzDw利用 |\检验检验各物种在

不同生境类型里的均匀分布 PGCJhIF9A:H98<:9?J?@ABCD9CA7=?J{F9@@CHCJ:f789:7:A7HC:CA:CF8I|\:CA:zs }~ Z>Z_z

ss }~ Z>ZTzsss }~ Z>ZZTzU!"#$%&"’(’)*+&,-’./(,+ ^!>&,$0",+ ‘ 12’3#),++2#.0’+,+ a1>/4&/&0,+

b 5,$/)0/++060&0.,+ c 70.&’$,+-’&$0+ d 8/$$,+(’&9#40.,+ t 7,+),+.,",+ u:’&#;/&/(#,+ mvq?:7h mn;?>

moqH7BB9J{A<DDCAA

为干扰相对较大的次生林 \生境中捕获率最高<其次<
是 有 轻 度 人 为 干 扰 的 原 生 林 W生 境<灌 丛 生 境 中 的 捕

获率最低z大林姬鼠的分 布 范 围 也 较 宽<X种 生 境 类 型

中<除 农 田 生 境 外<均 有 分 布<但 尤 以 原 生 林 \和 次 生

林 T内的数量最高<灌丛生境内的数量则最低z其它种

类的分布范围相对较窄<红背 =普通 主要分布于

原生林生境内<花鼠主要分布于次生林和灌丛生境内<
在保护区边缘的原生林 W内也有少量分布<黑线姬鼠=
东 方 田 鼠=褐 家 鼠 和 小 家 鼠 主 要 分 布 于 农 田 和 与 之 相

邻 的 灌 丛 生 境 内<也 有 少 量 的 黑 线 姬 鼠 和 小 家 鼠 分 布

范围扩大到次生林生境内>这些物种在不同生境中的

分布<反映了物种对生境的选择及其特异性>

?@? 小型哺乳动物群落的多样性指数

根据不同生境内所捕获的小型哺乳动物的种类和

个体数量<分别计算了群落多样性指数=均匀度指数和

\VZT 生 态 学 报 \W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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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 不 同 生 境 下 小 型 哺 乳 动 物 日 累 计 捕 获 种 类 数 量

"实线#和日捕获率"虚线#

$%&’! ()*)+,-%./0)*1/2340/5 67/8%/68,7-)2/9

"+%0/&2,7:5%-:63+%9#,09-2,77%0&6)88/6634/,8:

9,;"+%0/&2,7:5%-:93-#%06*,++*,**,+6%09%44/2/0-

:,1%-,-

优势度指数等<结果见表 !=
由表 !可知<灌丛的多样性指数最大">?@ABC#<其

次为农田">?ABD>#和次生林 >">?A@@!#<但灌丛生境内

物种分布的均 匀 度"E?DAFG#却 小 于 农 田"E?DFD@#和 次

生林 >"E?DGG@#<原生林 A和次生林 !的多样性指数和

均 匀 度 指 数 均 最 低<分 别 为 >?ECEC和 E?FCFC及

>?ECGB和 E?FCBB<但其优 势 度 最 高"分 别 为 E?CGCG和

E?C@BG#=由表 !还可以看出<除次生林 !外<原生林内

的多样性指数和均匀度指数要小于保护区外受人为干

扰 较 大 各 生 境 类 型<分 析 不 同 生 境 类 型 中 小 型 哺 乳 动

物物种多样性指数与树木郁闭度和地面草本植物覆盖

度 的 关 系 还 发 现<多 样 性 指 数 与 郁 闭 度 的 相 关 关 系 不

显著"HI JE?CFBE<9KI F<LI E?!DD#<而与覆盖

度 的 相 关 关 系 显 著"HI E?DFFA<9KI F<L I

E?E>>#"图 A<C#=

M?N 小型哺乳动物群落相似性与聚类分析

不同生境下小型哺乳动物的群落相似性指数见表

A=并根据表 A的数据<对 @个生境的小型哺乳动物群

落 进行了系统聚类分析<得到聚类图"见图 G#=由表 A
可 以 看 出<原 生 林 >和 原 生 林 !之 间 小 型 哺 乳 动 物 种

类 的 相 似 性 较 高<为 E?D@DA<在 聚 类 上 首 先 相 聚<并 与

原 生 林 A在 E?D>C>处 聚 为 一 类O!个 次 生 林 的 物 种 相

似 性 指 数 为 E?@GGE<聚 在 一 起<并 与 原 生 林 在 E?CE>G
聚为一类O灌丛和农田的相似性指数为 E?FE!@<聚在一

起<并在 E?EFA>处与"原生林 >P原生林 !P原生林 A#

P"次生林 >P次生林 !#最后聚在一起=至此<@个不同

的生境全部聚合在一起=显然<从图 G还可以看出<在

相似性指数大于 E?F的水平<将所有的生境被聚类为 A组<即原生林组"原生林 >Q原生林 !和原生林 A#Q次

生林组"次生林 >和次生林 !#和农田组"灌丛和农田#<这表明组内各生境间小型哺乳动物成分的相似性和

组间的明显差异<因此<可将这 @个生境的小型哺乳动物群落大致划分成 A种群落型<即原生林群落Q次生

林群落和农田群落=
表 M 不同生境下小型哺乳动物群落相似性比较

RSTUVM WXYZS[\]X̂ X_]\Y\US[\‘a\̂bVc"d#X_]YSUUYSYYSU]eXYYf̂\‘\V]\̂ b\__V[V̂‘gST\‘S‘]

生境

h,1%-,-

原生林 >
i2%*,2;
432/6->

原生林 !
i2%*,2;
432/6-!

原生林 A
i2%*,2;
432/6-A

次生林 >
j/8309,2;
432/6->

次生林 !
j/8309,2;
432/6-!

灌 丛

j:2)1
农 田

$,2*+,09

原生林 >i2%*,2;432/6-> k
原生林 !i2%*,2;432/6-! E’D@DA k
原生林 Ai2%*,2;432/6-A E’DGEA E’DFGG k
次生林 >j/8309,2;432/6-> E’@>!A E’@DAD E’DEE@ k
次生林 !j/8309,2;432/6-! E’FCGG E’GB!F E’@!@! E’@GGE k
灌 丛 j:2)1 E’CCF! E’CA>B E’C!@> E’GE@F E’GFEB k
农 田 $,2*+,09 E’EGGF E’EGGF E’EGGG E’>F!E E’!EA@ E’FE!@ k

ACE>F期 李俊生等l小兴安岭林区不同生境梯度中小型哺乳动物生物多样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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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 不同生境类型中生物多样性与郁闭度的关系

"#$%! &’()(*+,#-./’#01(,2((./0(3#(/4#5()/#,6+.4

3+.-064(./#,6#.4#77()(.,’+1#,+,/

图 8 不同生境类型中生物多样性与覆盖度的关系

"#$%8 &’(3-))(*+,#5()(*+,#-./’#01(,2((./0(3#(/

4#5()/#,6+.43-5()+$(#.4#77()(.,’+1#,+,/

图 9 不同生境下小型哺乳动物群落的 :’#,,+;()相似性指数聚类图

"#$%9 &’(3*</,()4(.4)-$)+= -7:’#,,+;()>//#=#*+)#,6#.4(?-73-==<.#,#(/-7/=+**=+==+*/#.4#77()(.,

’+1#,+,/

@ 讨论

此次调查看出A研究地区小型哺乳动物中常见种主要是棕背 B大林姬鼠B红背 和黑线姬鼠A其中棕

背 的优势地位更为突出A分布范围也最广泛C这几种物种中A黑线姬鼠主要分布于农田生境A但也有些扩

散到受人为干扰较大的次生林生境内A其它种类主要分布于森林生境中A而红背 则仅分布于原生林或接

近原生林边缘的次生林内A这与夏武平等DEFG和夏武平DEEAE!G的研究结果相似A但大林姬鼠的优势种地位则明

显次于上次的研究结论A这可能与两次研究调查样地上的植物群落演替B调查季节及人为干扰程度不同相

关C不同的物种因为对栖息环境的适应性的差异A作出的反应也不相同C大林姬鼠主要是喜食种子的鼠类A
本次调查的次生林内成龄的针叶林很少A种子产量较低A即使是原生林也由于人为偷摘红松种子现象十分

严重A致使地面洒落的种子很少A从而减少了大林姬鼠食物资源A而夏季不同生境类型中 喜食的草本植

物相对丰富A加之棕背 适应性较强A因此种群数量较大A成为主要的优势种C
生境类型及其结构是小型哺乳动物赖以生存和成功繁殖的基础C在不同的生境梯度中A由于微气候B

风B光照等物理因素及人为干扰的影响A植物组成和植被结构也将发生相应变化A从而直接或间接引起隐

蔽度B食物丰盛度等生物因子的差异A而这些因素的单个或综合作用将直接影响到小型哺乳动物对不同生

境 内 微 环 境 的 选 择 性A从 而 产 生 不 同 生 境 梯 度 内 动 物 物 种 组 成 和 多 样 性 的 差 异C如 H<**#5+.A

I+<,(./3’*+$()J:+$.()DEKG和 H<**#5+.JH<**#5+.DELG在研究北美寒温带不同林龄梯度的针叶林内小型哺

乳动物群落结构特征时发现其物种多样性随植被演替类型而变化A幼龄林内小型哺乳动物物种的多样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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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物种丰富度和多样性都很低!"#$$%&’()"#$$%&’(*+%(,-./(0123在比较花旗松456789:6;<=>7?@A76AAB造

林地内小型哺乳动物多样性时也发现在不同更新阶段增加适当的人为干扰将有效地提高林地内动物物种

多样性和均匀度!因此)探讨采用适当的人为干扰措施)结合当前天然林保护工程和封山育林政策)改变单

一的造林树种和增加异龄林分布格局)将有助于提高东北林区小型哺乳动物生物多样性)抑制单个物种种

群爆而对幼苗造成的危害)同时也促进了森林中小型哺乳动物对种子的传布和在森林更新中的作用!

CDEDFDGHDI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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