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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线姬鼠（!"#$%&’( )*+)+,’(）的种群繁殖参数

及其地理分异特征

杨再学8，郑元利8，金] 星!

（82 贵州省余庆县植保植检站，贵州 余庆] 6#77$$；!2 贵州省植保植检站，贵阳] 66$$$8）

摘要：黑线姬鼠（!"#$%&’( )*+)+,’(）是我国广大地区的主要害鼠之一，是余庆县农田害鼠优势种，占总鼠数的 ;72 ^8_。探讨其

种群繁殖参数的变动规律及其地理分异特征，对其种群数量预测预报具有重要意义。通过对 8;^" < !$$6 年贵州省余庆县黑线

姬鼠种群繁殖参数分析结果表明：研究期间共解剖标本 67;" 只，其中，雌鼠 !#;^ 只，雄鼠 !";; 只，黑线姬鼠在当地 8 < 88 月份

均可繁殖，主要繁殖期在 9 < 8$ 月份，每年 7 < 6 月份和 ^ < ; 月份出现 ! 次妊娠高峰。种群总性比（! ‘"）为 $2 ;#，多年平均怀

孕率为 9#2 ;8_ a#2 ";_，平均胎仔数为 62 99 a 82 $" 只，平均繁殖指数为 $2 ^8 a $2 8"，平均睾丸下降率为 6;2 89_ a "2 ^;_。

不同年龄组种群繁殖力存在显著差异，随着种群年龄的增长繁殖力不断增加，成年!组、成年"组、老年组是种群繁殖的主体。

种群繁殖参数不同年度之间比较稳定，不同月份、不同季节之间变化差异较大，具有明显的季节变化特征。年均种群密度与年

均繁殖指数呈极显著正相关，与胎仔数显著正相关，与年均怀孕率、睾丸下降率、性比相关性不显著，繁殖指数是影响黑线姬鼠

种群密度的重要因子。比较全国各地黑线姬鼠种群繁殖参数的地理分异特征认为，黑线姬鼠种群繁殖参数具有明显的地理分

异现象，胎仔数、生殖强度由南向北逐渐增加，具有随纬度的升高趋向增加的特征；在高纬度地区繁殖时间较短；性比与纬度、经

度的变化关系密切；各繁殖参数与海拔的变化相关性不明显，可排除海拔因素的影响。

关键词：黑线姬鼠；繁殖参数；年龄变化；时间分异；地理分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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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线姬鼠（!)*+,-’( #$%#%&’(）是我国广大地区的主要害鼠之一，广泛分布于我国除新疆、西藏以外的其余

各省（市、区）。是贵州省农田中数量最多，危害最大的一种鼠类，占农田总鼠数的 ;4& JLM ［L］，在余庆县高达

32& <LM ［:］，常常危害水稻、玉米、小麦等作物，同时也是姬鼠型肾综合征出血热（SUPG）的主要传染媒，在流

行病学方面具有更重要的意义［K］。繁殖参数是种群参数中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研究繁殖参数的变动规律对

于揭示鼠类种群水平上的进化机制，以及种群数量动态规律具有一定的理论意义［2］。在中国境内，有关涉及

黑线姬鼠种群繁殖参数的研究文献较多［1 V K;］，对其种群繁殖参数的地理分异特征研究国内报道较少［2，K4，K<］，

尤其对胎仔数与纬度的关系研究结果不同，张知彬等［2］进行不同地区 < 个啮齿动物物种胎仔数与纬度的关系

研究时认为黑线姬鼠胎仔数随纬度增加而增加，曾宗永等［K4］、李正洁等［K<］则认为胎仔数与纬度不存在相关

性。本文对贵州省余庆县 L3<4 V :JJ1 年黑线姬鼠种群繁殖参数进行分析研究，旨在探讨贵州黑线姬鼠种群

繁殖参数的变化规律及其时间分异特征，为其种群数量预测预报提供依据，同时比较了黑线姬鼠种群繁殖参

数在我国不同地区的分异情况，进一步明确黑线姬鼠种群繁殖参数的地理分异特征。

)* 研究方法

)& )* 自然概况

余庆县地处贵州省东部，位于东经 LJ4W:1X V LJ<W:X，北纬 :4W<X V :4W2LX，总面积 L;:K& 4E6:，耕地面积

;:2: Y 生Y 态Y 学Y 报Y Y Y :4 卷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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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1/!23，海拔 455 6 /7852，属亚热带季风湿润气候，四季较分明，冬无严寒，夏无酷署，年平均气温 /9:，/ 月

份最低气温 ; 1& 8:，< 月份 /< 6 3=:，年平均降水量 //5522，主要集中在 4 6 /5 月份，全年降水在 /85> 以

上，无霜期 315 6 755>。粮食作物以水稻、小麦、玉米为主，经济作物以油菜、烟草居多。调查地点设在贵州省

余庆县白泥镇上里村，东经 /5<?4=@，北纬 3<?/3@，海拔 9=52，面积 88& < 余 !23，主要种植水稻、玉米、小麦、甘

蔗、油菜、蔬菜等作物，为一年两熟或三熟区。

!& "# 调查方法

调查工具采用 <(2 A/<(2 木板夹，田间直线或曲线排列，夹行距 92 A 952，花生仁作诱饵，晚放晨收，每

月上中旬（9 6 /9 日）在稻田、旱地两种生境类型地调查 / 次，置夹 355 夹夜以上，对所捕获的黑线姬鼠进行编

号，性别、年龄鉴定，体外形态测量，并解剖观察其繁殖状况，统计种群性比（! $"）、年龄、怀孕率、胎仔数（子

宫内肉眼可见的胚胎数）、睾丸下降率、繁殖指数（计算公式为：! B "# $ %［1］，! 为繁殖指数，" 为孕鼠数，# 为平

均胎仔数）等有关数据。种群年龄划分为幼年组（!）、亚成年组（"）、成年!组（#）、成年"组（$）、老年组

（%）9 个年龄组，年龄划分指标为体重、胴体重，各年龄组的体重、胴体重划分标准参见文献［71，45］。数据的处

理均在电子表格（C,(D)E)F" GH(’*）和 IJK 数据处理系统［4/］中进行求和、平均、显著性以及相应的统计分析。

其它地区的数据则引自正式文献并均在文章中注明。

"# 结果与分析

"& !# 繁殖期

从 /1=< 6 3559 年 /1- 系统调查结果可看出，/3 月当地黑线姬鼠停止繁殖，/ 月、3 月份和 // 月份有部分

个体参与繁殖，仅在 /1== 年 / 月和 3 月、/1=1 年 // 月、/115 年 // 月、/11/ 年 / 月、3553 年 // 月发现少量孕

鼠，平均怀孕率为 5& 45L 6/& 8<L。7 6 /5 月份是黑线姬鼠的主要繁殖期，其间有 3 次妊娠高峰，第 / 次繁殖

高峰期出现在 4 6 9 月份，峰尖在 4 月份；第 3 次出现在 = 6 1 月份，峰尖多在 = 月份；在盛夏 8 6 < 月份出现一

个繁殖低潮，说明当地气温可能是影响黑线姬鼠种群繁殖力的一个生态因子。

"& "# 种群繁殖参数的年龄变化

对 /111 6 3559 年 /38/ 只黑线姬鼠怀孕率、胎仔数、睾丸下降率、性比和繁殖指数统计结果表明（表 /），

幼年组性未成熟，雌鼠无怀孕个体，雄鼠睾丸均未下降。亚成年组有少量个体参与繁殖，怀孕率为 4& 8=L，睾

丸下降率为 /4& 1<L，怀孕鼠最低体重为 /<& 8/+，胴体重为 /7& =3+，睾丸下降鼠最低体重为 /=& 81+，胴体重为

/4& 57+。成年!组、成年"组、老年组个体全部性成熟，怀孕率为 7/& 83L 6 8=& 77L，为亚成年组的 8& <8 6
/4& 85 倍，不同年龄组怀孕率经 &3检验，差异极显著（&3 B <=& 11 M &3

5& 5/）；睾丸下降率为 <1& 71L 6 /55& 55L，

为亚成年组的 9& 75 6 8& 8= 倍，因部分雄鼠个体在繁殖结束后，睾丸缩回腹腔，因此，出现了有部分个体睾丸未

下降的现象，不同年龄组睾丸下降率差异极显著（&3 B 97& /4 M &3
5& 5/）。各年龄组平均胎仔数不同，以老年组最

高（9& 9< 只），亚成年组最低（4& <9 只），随着年龄的增长，平均胎仔数有明显的增加趋势。繁殖指数仍以老年

组最高为 /& 3779，亚成年组最低为 5& 597/。由此可知，不同年龄组之间种群繁殖力存在显著差异，随着种群

年龄的增长，黑线姬鼠种群繁殖力不断增加，成年!组、成年"组、老年组是种群繁殖的主体。

表 !# 黑线姬鼠 !$$$ % "&&’ 年不同年龄组种群繁殖参数的变化

()*+, !# -./0+)12.3 4,/4.506127, /)4)8,1,49 23 52::,4,31 );, ;4.0/ .: !"#$%&’( )*+)+,’( 23 !$$$ % "&&’

年龄组

N+’ +D)O#

雌鼠数

P)& )F
F’2-*’

孕鼠数

P)& )F
#D’+.-.(Q

怀孕率（L）

JD’+.-."
D-"’

平均胎仔数

R 标准差 S R KI
C’-. *,""’D E,T’

雄鼠数

P)& )F
2-*’

下降鼠数

P)& )F "’E",E
,. E(D)"O2

下降率（L ）

U-"’ )F
(D)"-* "’E",E

性比

K’H
D-",)

繁殖指数

U’#D)>O(",V’
,.>’H

!（WOV’.,*’） 81 5 5& 55 ; 71 5 5& 55 /& << ;

"（KOXY->O*"） /</ = 4& 8= 4& <9 R 5& 18 /=< 3= /4& 1< 5& 1/ 5& 597/

#（N>O*" ! ） /78 47 7/& 83 4& 93 R 5& <8 /7/ /54 <1& 71 /& 54 5& 99=/

$（N>O*" "） /85 <= 4=& <9 4& 18 R /& 5< 35/ /15 14& 97 5& =5 5& 1/1<

%（Z*>Y->O*"） 85 4/ 8=& 77 9& 9< R /& /4 /5< /5< /55& 55 5& 98 /& 37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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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种群繁殖参数的时间分异

/012 3 4556 年共捕获黑线姬鼠 6702 只，其中，雌鼠 4801 只，雄鼠 4200 只，种群总性比为 5& 08，雌雄个体

数量无显著性差异（!4 9 /& 14，" : 5& 56），种群性比符合 /：/ 的关系。年均怀孕率 4/& 56; 3 72& /7;，多年平

均怀孕率为 </& 08; =8& 20;，胎仔数最多 /5 只，最少 < 只，平均胎仔数为 6& << = /& 52 只，以 8 只最多，占总

孕鼠数的 <6& 84; ，7 3 2 只的占 0<& 0<; 。年均睾丸下降率 <2& 74; 3 24& 4/;，多年平均睾丸下降率为

60> /<; =2& 01;。年均繁殖指数 5& 64 3 /& 47，多年平均繁殖指数为 5& 1/ = 5& /2。

!& "& $# 不同月份变化

不同月份种群繁殖参数变化列于表 4，经 # 值检验，不同月份之间种群性比差异不显著（# 9 /$ 26 ? #5$ 56

（//，/00）9 /$ 1<，" : 5$ 56），怀孕率差异极显著（# 9 1/$ 28 : #5$ 5/（//，455）9 4$ <7，" ? 5$ 555/），胎仔数差异

极显著（# 9 <$ 68 : #5$ 5/（/5，//1）9 4$ 72，" ? 5$ 55/），睾丸下降率差异极显著（# 9 75$ << : #5$ 5/ （//，/11）9
4> <7，" ? 5$ 555/），繁殖指数差异极显著（# 9 22$ 60 : #5$ 5/（//，455）9 4$ <7，" ? 5$ 555/）。

表 !# 黑线姬鼠 $%&’ ( !))* 年不同月份种群繁殖参数的变化

+,-./ !# 0123.,4516 7/27183945:/ 2,7,;/4/7< 56 85==/7/64 ;164> 1= !"#$%&’( )*+)+,’( 56 $%&’ ( !))*

月份

@)."!

雌鼠数

A)& )B
B’C-*’

孕鼠数

A)& )B
#D’+.-.(E

怀孕率（; ）

FD’+.-."
D-"’

胎仔数（只）

@’-. *,""’D
G,H’

雄鼠数

A)& )B
C-*’

下降鼠数

A)& )B "’G",G
,. G(D)"IC

下降率（; ）

J-"’ )B
G(D)"-* "’G",G

性比

K’L
D-",)

繁殖指数

J’#D)MI(",N’
,.M’L

/ /62 4 5& 75 2& 55 457 48 /8& 74 5& 20 5& 5/

4 /<4 / 5& 82 8& 55 /64 6/ <<& 40 5& 01 5& 5/

< /05 /1 8& <5 6& <7 /12 /4< 2<& 60 /& 44 5& /1

7 /26 /74 15& 10 6& <4 /18 /<8 1<& 84 5& 02 4& 5<

6 <61 46/ 25& <6 6& </ <48 4<5 14& 77 /& 56 /& 05

8 786 0< 4/& 1< 6& 55 72/ <44 22& 65 /& 5/ 5& 66

2 468 78 /1& 1< 6& 5/ 427 4/0 1<& 45 /& 54 5& 76

1 /16 /7< 26& 00 6& /2 /6< /40 11& 44 /& <6 4& /7

0 /18 /<7 88& 62 6& 65 /0< /<8 22& 10 /& 5< /& 17

/5 451 6< 41& 71 6& 8< 47< /5/ 75& /8 5& 12 5& 64

// 4<2 2 /& 82 6& << 448 70 48& 8/ /& 50 5& 57

/4 /70 5 5& 55 O /17 /0 /6& /7 5& 18 5& 55

!& "& !# 不同季节变化

按春（< 3 6 月份）、夏（8 3 1 月份）、秋（0 3 // 月份）、冬（/4 3 4 月份）四季统计，不同季节种群繁殖参数

变化列于表 <，经 # 值检验，不同季节之间种群性比差异不显著（# 9 4$ /0 ? #5$ 56（<，2/）9 4$ 27，" : 5$ 56），怀

孕率差异极显著（# 9 64$ 08 : #5$ 5/（<，2/）9 7$ 51，" ? 5$ 555/），胎仔数差异极显著（# 9 8$ 76 : #5$ 5/ （<，6<）9
7$ /8，" ? 5$ 55/），睾丸下降率差异极显著（# 9 16$ <0 : #5$ 5/（<，2/）9 7$ 51，" ? 5$ 555/），繁殖指数差异极显著

（# 9 7<> 82 : #5$ 5/（<，2/）9 7$ 51，" ? 5$ 555/）。

表 "# 黑线姬鼠 $%&’ ( !))* 年不同季节种群繁殖参数的变化

+,-./ "# 0123.,4516 7/27183945:/ 2,7,;/4/7< 56 85==/7/64 </,<16 1= !"#$%&’( )*+)+,’( 56 $%&’ ( !))*

季节

K’-G).

雌鼠数

A)& )B
B’C-*’

孕鼠数

A)& )B
#D’+.-.(E

怀孕率（; ）

FD’+.-."
D-"’

胎仔数（只）

@’-. *,""’D
G,H’

雄鼠数

A)& )B
C-*’

下降鼠数

A)& )B "’G",G
,. G(D)"IC

下降率（; ）

J-"’ )B
G(D)"-* "’G",G

性比

K’L
D-",)

繁殖指数

J’#D)MI(",N’
,.M’L

春季 K#.,.+ 24< 7// 64& 46 6& </ 800 710 15& 57 /& 5< /& <8

夏季 KICC’D 058 414 <4& /0 6& 52 101 825 1/& /0 /& 57 5& 17

秋季 PI"IC. 8</ /07 <5& 76 6& 64 884 418 70& 4/ 5& 01 5& 16

冬季 Q,."’D 7<1 < 5& <7 8& 65 675 08 /0& 80 5& 18 5&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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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不同年度变化

不同年度种群繁殖参数变化列于表 /，经 ! 值检验，不同年度之间种群性比差异显著（! 0 1" 23 4 !3" 35

（16，127）0 1" 85，# 9 3" 35），怀孕率差异不显著（! 0 3" /3 9 !3" 35 （16，12:）0 1" 85，# 4 3" 35），胎仔数差异不

显著（! 0 7" 35 9 !3" 35（16，113）0 1" ;3，# 4 3" 35），睾丸下降率差异不显著（! 0 3" 56 9 !3" 35 （16，167）0 1" 85，

# 4 3" 35），繁殖指数差异不显著（! 0 3" :5 9 !3" 35（16，12:）0 1" 85，# 4 3" 35）。

表 $# 黑线姬鼠 %&’( ) !**+ 年不同年度种群繁殖参数的变化

,-./0 $# 1234/-5627 8038294:56;0 3-8-<0508= 67 96>>08075 ?0-8 2> !"#$%&’( )*+)+,’( 67 %&’( ) !**+

年度

<’-=

雌鼠数

>)& )?
?’@-*’

孕鼠数

>)& )?
#=’+.-.(A

怀孕率（B ）

C=’+.-."
=-"’

胎仔数（只）

D’-. *,""’=
E,F’

雄鼠数

>)& )?
@-*’

下降鼠数

>)& )? "’E",E
,. E(=)"G@

下降率（B ）

H-"’ )?
E(=)"-* "’E",E

性比

I’J
=-",)

繁殖指数

H’#=)KG(",L’
,.K’J

种群密度（B ）

C)#G*-",).
K’.E,"A

126; 783 65 7/& ;8 5& 58 732 M M 1& :5 3& 67 2& ;;

1266 1/2 83 :;& 58 5& 25 733 27 58& ;2 3& ;2 3& 2; 6& 3:

1262 771 ;: ::& 32 5& :3 7/8 156 /2& 8: 3& 23 3& 6: 11& :/

1223 :8: 171 :7& 18 5& 78 :5: 125 52& :/ 1& 3: 3& 62 2& 23

1221 781 136 /;& 1/ 5& /; 7;7 183 :;& /7 3& 26 1& 7/ 2& /5

1227 1:1 :5 76& 13 5& /: 1/1 55 85& 11 3& 2; 3& ;/ 2& 33

122: 8: :7 /7& 53 5& 71 56 :2 81& :1 1& 31 1& 11 2& 51

122/ 152 52 :3& ;/ 5& ;/ 1/8 22 52& ;; 1& 11 3& 2/ ;& :/

1225 1:; // ::& 66 5& :/ 1:3 ;/ 56& 3; 1& 35 3& 2/ 6& 3;

1228 1/7 /1 :1& :2 5& :; 1:8 61 88& :/ 1& 38 3& 66 6& 66

122; 116 :6 :1& 1; 5& 76 1:/ 2/ 56& 28 3& 2/ 3& ;2 8& 3;

1226 25 71 7;& 58 5& :1 137 8/ ;7& 71 3& 25 3& 88 5& :5

1222 ;3 :3 /5& 21 5& 1; 51 :6 5;& 31 1& :7 3& 28 :& :8

7333 2/ :7 78& /6 5& 31 135 ;1 5/& 72 1& 33 3& ;7 /& 8/

7331 62 75 :1& /6 5& 71 138 81 52& 6/ 3& 6/ 3& ;2 /& 12

7337 ;: 18 78& 5; 5& 1/ 13; 83 83& /7 3& ;7 3& 57 :& 53

733: ;: 73 71& 35 /& ;2 88 // 85& // 1& 7: 3& 85 :& 1;

733/ 6; 71 78& /; /& 56 133 ;3 ;7& 3: 1& /: 3& 52 :& 27

7335 11: 72 72& 72 5& 7/ 1:; 68 53& /3 3& ;2 3& ;7 5& 5/

为了解黑线姬鼠种群繁殖参数对种群密度的调节作用，本文将 126; N 7335 年各繁殖参数与种群密度作

相关性分析，年均繁殖指数与年均种群密度呈极显著正相关（$ 0 3" 566; 4 $3" 31 0 3" 5;5），年均胎仔数与年均

种群密度显著正相关（$ 0 3" 5;17 4 $3" 35 0 3" /58），年均怀孕率（$ 0 3" :3:5 9 $3" 35）、睾丸下降率（$ 0 O M 3" ://5 O
9 $3" 35）、性比（$ 0 O M 3" 3228 O 9 $3" 35）与年均种群密度相关性不显著，表明繁殖指数对当年种群密度的调节作

用最大，是影响黑线姬鼠种群密度的重要因子，对于预测种群数量具有重要意义。

!& $# 种群繁殖参数的地理分异

表 5 汇集了我国不同地区黑线姬鼠种群繁殖参数（性比、繁殖期、怀孕率、胎仔数）的地理（纬度、经度、海

拔）分异情况，为了比较全面地反映种群的生殖投入，并引入一个综合指标即生殖强度（种群性比 P 怀孕率 P
胎仔数）进行比较。

经相关性分析发现（表 8），黑线姬鼠种群性比与纬度的变化呈显著正相关（$ 4 $3" 35），与经度的变化呈极

显著正相关（$ 4 $3" 31）；胎仔数、生殖强度与纬度的变化均呈极显著正相关（$ 4 $3" 31 ）；其余相关性均不显著

（$ 9 $3" 35）。由此可以看出，黑线姬鼠种群繁殖参数与纬度、经度的变化具有明显的相关性，其中，种群性比、

胎仔数、生殖强度随着纬度的增加有增加的趋势，性比随着经度的增加也呈显上升趋势。各繁殖参数与海拔

27/7Q 8 期 Q Q Q 杨再学Q 等：黑线姬鼠（%&’()*+, -.$-$/+,）的种群繁殖参数及其地理分异特征 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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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变化相关性不明显。

表 !" 我国不同地区黑线姬鼠的种群繁殖参数比较

#$%&’ !" ()*+&$,-). /’*/)0+1,-2’ *$/$3’,’/4 )5 4)3’ /)0’.,4 -. 0-55’/’., /’6-).4 )5 17-.$ )5 !"#$%&’( )*+)+,’(

调查地点

/’.010
#*-(’0

调查时间

/’.010
",2’

纬度

3-","14’
（5）

经度

3).+,"14’
（5）

海拔（2）

6*","14’
性比

7’8 9-",)

繁殖期

:’#9)41(",;’
#’9,)4

怀孕率（<）

=9’+.-."
9-"’

胎仔数

>’-. *,""’9
0,?’

生殖强度

:’#9)41(",;’
,.4’8

文献来源

/,"’4

内蒙古伊图里河

@,"1*,!’ A..’9
>).+)*,-

BCDE DB B& FG D H C I& CB ［D］

黑龙江绥芬河

71,J’.!’ K’*).L,-.+
BCEC MM& M BGB& N MCE B& MG D H C MI& IE I& ODEB M& DEIG ［I］

辽宁清源

P,.+Q1-. 3,-).,.+
BCEE MN BND IFF B& BB I& EE ［E］

辽宁营口

@,.+R) 3,-).,.+
BCEE H BCEO MB BNN NF B& FO G H BB IB& DM D& ODDE G& OCBC ［O］

北京西郊

S’,L,.+
BCON H BCOI MF BBE DF F& CC M H BF GG& BI D& OE B& CNEF ［C］

山东薛城

T1’(!’.+ 7-.4).+
BCON H BCOI GE BBE IFF N H BF D& MO ［M］

山东费县

U’,8,-. 7-.4).+
BCCD H BCCE GD BBE BNF B& BM G H BF NG& ME D& FD B& GDBN ［BF］

陕西西安

T,-. 7!-.8,
BCDO H BCIF GM BFO DFF F& EF N H BB ［BB］

安徽涡阳

V)Q-.+ 6.!1,
BCON H BCOO GG& D BBI GB F& EN G H BF GI& CF D& GF B& MFOB ［BN］

安徽霍邱

K1)W,1 6.!1,
BCOM H BCOI GN BBE NG F& CE B H BN D& EF ［BG］

江苏通州

& X).?!)1 Y,-.+01
BCCN H BCCM GN BNB D G H BF D& BE ［BM］

江苏江宁

Y,-.+.,.+ Y,-.+01
BCOI H BCCG GB& C BBO& O DF F& EC B H BN NG& FG D& NF F& CMIB ［BD］

上海郊区

7!-.+!-,
BCIN H BCOF GB BNN ND N H BB GG& IB D& OII ［BI］

四川成都

/!’.+41 7,(!1-.
BCDC H BCEG GB BFM DFF F& CI N H BB GG& FF D& NOE B& IEMC ［BE］

四川成都平原

/!’.+41 7,(!1-.
BCOE H BCOO GB F& EI B H BN ［BO］

四川达县

Z-8,-. 7,(!1-.
GB BFE DF N H BB D& GI ［BC］

四川彭山

=’.0!-. 7,(!1-.
BCOM H BCOE GF BFG MGI F& OO G H BN MF& IM I& FE N& BEFO ［NF］

浙江杭州

K-.+?!)1 [!’L,-.+
BCDO H BCIF GF BNF& I NFF F& EG B H BN D& BO ［NB］

浙江舟山岛

[!)10!-. [!’L,-.+
BCCF H BCCN NC& D BNN OM B& MF N H BF BM& DF M& GF F& OENC ［NN］

浙江义乌

@,%1 [!’L,-.+
BCIN H BCIG NC& N BNF ED B& BE N H BN M& OD ［NB］

浙江临海

3,.!-, [!’L,-.+
BCON H BCOC NC BNB O G H BB I& FF ［NG］

浙江台州

X-,?!)1 [!’L,-.+
BCOE H BCCE NC BNB DD F& CF N H BB ND& ID D& DM B& NEOC ［NM］

浙江诸暨

[!1L, [!’L,-.+
BCOM H BCCE NC BNF BN F& EC G H BB NG& BF D& GI F& CEOB ［ND］

湖南桃源

X-)Q1-. K1.-.
BCEN H BCOM NO& C BBB MF F& OB G H BB M& EF ［N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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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续表 0

调查地点

1’.232
#*-(’2

调查时间

1’.232
",4’

纬度

5-","36’
（7）

经度

5).+,"36’
（7）

海拔（4）

8*","36’
性比

9’: ;-",)

繁殖期

<’#;)63(",=’
#’;,)6

怀孕率（>）

?;’+.-."
;-"’

胎仔数

@’-. *,""’;
2,A’

生殖强度

<’#;)63(",=’
,.6’:

文献来源

1,"’6

湖南桃源

B-)C3-. D3.-.
EFGH I EFFJ KG& F EEE LJ J& GL E I EK LG& HJ 0& MJ K& EHMN ［KN］

江西安义

8.C, O,-.+:,
EFG0 I EFGH KG& G EE0& 0 0J J& GG E I EK MH& NK 0& EE0 E& H0KG ［KG］

浙江缙云

O,.C3. P!’Q,-.+
EFG0 I EFGF KG& H EJH ENF J& GK M I EK MF& EJ 0& MG E& NKLF ［KF］

贵州!巩

1’.+).+ R3,A!)3
EFGL I EFGN KN& F EJG 0HJ E& JN M I EE KF& MM L& G0 E& 0KKE ［MJ］

贵州余庆

S3T,.+ R3,A!)3
EFGN I KJJ0 KN& E EJN& 0 0GJ J& FH E I EE ME& FH 0& MM E& HM0M

本文

B!,2 #-#’;

贵州息烽

U,V’.+ R3,A!)3
EFGH I KJJK KH& H EJH& M EEJJ J& FN K I EK LJ& LL L& GH E& FJHL ［ME］

贵州贵定

R3,6,. R3,A!)3
EFHJ KH& 0 EJN EKJJ J& N0 M I EJ 0J& GJ H& JJ K& KGHJ ［MK］

贵州雷山

5’,2!-. R3,A!)3
EFFL I EFFH KH& L EJN& 0 G0J J& GN K I EE MN& JK 0& FFN E& FME0 ［MM］

表 !" 黑线姬鼠种群繁殖参数与纬度、经度及海拔的相关关系

#$%&’ !" #(’ )*++’&$,-*. )*’//-)-’.,0 %’,1’’. 2*23&$,-*. +’2+*43),-5’ 2$+$6’,’+0 $.4 &$,-,34’，&*.7-,34’，$&,-,34’ */ !"#$%&’( )*+)+,’(

繁殖参数

<’#;)63(",=’ #-;-4’"’;2

纬度 5-","36’

自由度

!"
相关系数

1);;’*-",). ()’VV,(,’."

经度 5).+,"36’

自由度

!"
相关系数

1);;’*-",). ()’VV,(,’."

海拔 8*","36’

自由度

!"
相关系数

1);;’*-",). ()’VV,(,’."

性比 9’: ;-",) K0 J& LJLF# KM J& 0JGF## KM W J& JK0K

怀孕率 ?;’+.-." ;-"’ EG J& KGJE EG W J& EMLJ EG J& KF0M

胎仔数 5,""’; 2,A’ KG J& H0HE## KN J& KHGL KN J& KLME

生殖强度 <’#;)(-#-(,"C EN J& HLFN## EG J& KGNF EG J& KJE0

/ / # 表示到达 J& J0 显著水平，## 表示到达 J& JE 显著水平 / # # X J& J0，,.6,(-"’ "!’ 2,+.,V,(-." ();;’*-",). -" J& J0 *’=’*，## # X J& JE，

,.6,(-"’ "!’ 2,+.,V,(-." ();;’*-",). -" J& JE *’=’*

8" 小结与讨论

8& 9" 关于黑线姬鼠的繁殖期和繁殖高峰。从全国不同地区研究报道来看，因地而异。基本规律是我国北方

地区的黑线姬鼠繁殖期较短，一般 L I EJ 月份，其北则在 0 I F 月份，长江流域及以南地区繁殖期较长，一般可

从 K 月份开始，多数在 M 月份，到 EE 月份才结束，有的地区 E I EK 月份均可繁殖。在贵州，繁殖期在 E I EK 月

份，主要繁殖期在 M I EJ 月份，其间出现 K 次妊娠高峰，前峰比较稳定，多出现在 L I 0 月份，后峰持续时间长，

有的年份可从 N 月持续到 EJ 月份，多在 G I F 月份。

8& :" 关于黑线姬鼠种群繁殖参数的时间分异。对贵州省余庆县 EFGN I KJJ0 年系统调查资料分析表明，黑线

姬鼠不同月份、不同季节之间种群繁殖参数除种群性比差异不显著外，怀孕率、胎仔数、睾丸下降率、繁殖指数

均差异极显著；不同年度之间怀孕率、胎仔数、睾丸下降率、繁殖指数差异均不显著，仅种群性比差异显著。说

明在同一地区黑线姬鼠种群繁殖参数年度间比较稳定，不同月份、不同季节之间变化差异较大，具有明显的季

节变化特征。

8& 8" 关于黑线姬鼠种群繁殖参数对种群密度的调节作用。通过对黑线姬鼠各繁殖参数与种群密度的相关性

分析，年均繁殖指数与年均种群密度呈极显著正相关，表明繁殖指数对当年种群密度的调节作用最大，是影响

黑线姬鼠种群密度的重要因子，这种现象已在一些鼠类中得到证实，如黑线仓鼠（$%&’()*+*, -.%.-(/,&,）［LK］、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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爪沙鼠（!"#$%&"’ (&)($*(+,-(’）［/0］。年均胎仔数与年均种群密度显著正相关，而年均怀孕率、睾丸下降率、性

比与年均种群密度相关性不显著，尤其在这里值得一提的是黑线姬鼠当年怀孕率对种群密度的调节作用呈不

显著的正相关关系，这与国内报道布氏田鼠（!$*#%-(’ .#,&/-$）［//］、小家鼠（!(’ 0(’*(+’）［/1］、长爪沙鼠［/0］、子

午沙鼠（!"#$%&"’ 0"#$/$,&(’）［/2］等鼠类，在鼠密度低时表现为怀孕率高，鼠密度高时则怀孕率低，怀孕率的高

低受 3- 种群密度负反馈的调节作用的结论不同，说明鼠类繁殖参数对种群密度的调节作用，在不同鼠种之间

的表现是不一样的。

!& " # 关于黑线姬鼠种群繁殖参数的地理分异。在纬度、经度、海拔的变化现象已在几种鼠类中得到证

实［/，04，05］。根据本文的统计分析，黑线姬鼠种群繁殖参数也具有明显的地理分异现象，胎仔数、生殖强度由南

向北逐渐增加，具有随纬度的升高趋向增加的特征，但廖子书［4］报道，在贵州省贵定县出现胎仔数（2& 66 只）、

生殖强度（7& 7526）偏高的现象，这可能是由于调查年限较短所致，若连续多年调查的平均值可能会降低，这

一结果支持了张知彬等［/］认为，随纬度增加，黑线姬鼠的胎仔数、生殖强度有增加趋势的结论，但与曾宗永

等［04］、李正洁等［05］报道黑线姬鼠胎仔数与纬度不相关的结论不一致。同时繁殖期也具有明显的地理差异，

由南向北逐渐缩短，表现在高纬度地区繁殖时间较短，纬度的改变就是温度的改变，繁殖期随纬度的增加而缩

短可能是温度直接作用的结果，因为高纬度地区温度较低，鼠类在冬季不繁殖，说明繁殖期同样也受气候因子

的影响。种群性比是影响种群数量变化的重要因素，各地的研究结果，种群性比与纬度、经度之间关系也十分

密切，由南向北、由西向东逐渐增加。但各繁殖参数在海拔上的变化规律不明显，可排除海拔因素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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