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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寒草甸生态系统优势鼠种高原鼢鼠 

~Myospatax baiteyi~和高原鼠兔 

IOchotona curzoniae~种群 

空间格局的研究 

宗 浩 樊乃昌 于福溪 朱嘉城 
(中胃科学院西北高原生曲研究所，酉宁) C青海町范大学计算中心，酉宁) 

擅 娶 

本文研究于1983年 T一 8片，l口B睥 8-- 10月期蚵．在中目科学院商寒草訇生卷系统定位站进行． 

应用曩率丹市曲方珐研究小哺乳砖钎曲种群空筒格局，敢榻了．与宴醋观察相嘲台的培果。这饔工作蒋为 

定量插述哺乳动睹种群数量的空筒配苣做出尝试。 

主要莆果为· 

1． 高蒜鼢鼠和高鲧鼠兔(以下简称鼢鼠，鼠兔'鹕空喊格局遣台负=硬丹布，截鬼负=硬舒布。 

2． 鼢鼠在空同的幕集强度高于鼠兔。 

3． 鼢鼠在高寒 草甸和灌丛中的聚缺面积井别为0．T5盛顷和 1盛暾 上j鼠兔均为0．5公顷。 

‘． 走胃后(低密度鼠兔种群)，鼠兔的空同梏局皇I翦机丹布．鼢鼠的拮角不空，聚集强度蚜有下阵。 
6． 两种动蜘空间井布总体上呈正柑关．低密度样本与此枢同，高密度样车为负柑关。 

关t调：商寒草甸生态系统，忱势 鼠种，种群，空同格局． 

种群空间格局的研究至今巳做了大量的工作 。 。然而在哺乳动物领域很少涉 足 ，国 

内仅有个别零敌的报道“ 。为了怠理制定鼠害综合防治对策 ，加强了解种群个体的行为 

习性，揭示种选择牺息境地的内禀特性，定量地确定生态系统中通过该种群的能流和物流， 

研究其格局具有重要的意义。 

一

， 自然概况与研究方法 

1． 自龆摄况 

高寒草甸定位站地处青藏高原，海拔高度300C~3500米。气温年均0．6℃，年降水量531 

毫米，具有明显的高寒大陆性气候特征 植被类型具有高原地带性，以高寒草甸和高寒灌丛 

为主。草甸的主要建群种为小嵩草 (Kobresla pygmaea)、矮嵩革 ( ．h~；milis)，广泛分 

布于潍地、阶地和阳坡，灌丛以金露梅(Dasiphora fluti~osa)、山生柳(Salix oritrepha) 

较重要，多数分布在阴坡。鼢鼠和鼠兔是高寒草甸生态系统中啮齿动物群落的优势种，在草 

·理在四『n师粒大学生物蕞工作· 

率立于1B89年1月8日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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甸和灌丛中都有不 同程度的分布o 

2． 研究方法 

用随机取样法统计，1983年的资料表示大雪后种群数量变化后的抽样 。以0．25公顷 

为基本单元，共傲样方860个。其中每一O．25、0．5、0．75公顷的样本来自同一公顷的随机样 

方。鼢鼠和鼠兔数量，分别由该样地中的土丘与澜13数结合捕尽法 和培 洞 盗 洞法 获 

得， 由此，将研 究鼠洞和土丘的空间格局转为鼠本身的格局 全部计算与图表均在 IBM—pc 

微机上执行。 

二、结 果 

1． 理论担含 

用负二项、奈曼 A 型，截 尾 负二项、波 

松、二项等概率分布拟台，结果见图 1。x 检 

验，鼢鼠和鼠兔草甸中的格局皆适合负二项和 

截尾负二项分布。灌丛中鼢鼠仅适合截尾负二 

项分布、鼠兔不适合以上分布、鼢鼠在全生境 

中适合截尾负二项分布， 

2． 聚囊翟度 

以扩散指标 ，，平均拥挤M，Lloyd聚块 

性指标M／M和参数Ca几种聚集度指标进行分 

折比较 。 

ca= 霎 

一 V-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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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算结果鼢鼠和鼠兔的分布 皆属于 聚 块 型 格 of obserwfion 8nd dlstrib~tlon 

局 聚集强度与动物种类有关，而灌丛与草旬问的差别不显著。平均拥挤 ，鼠兔大于鼢鼠。 

但参数受平均密度的影响，实际上，聚块性 M／M， 鼢 鼠高于鼠兔。鼢鼠每个体平均 3．316 

只个体对它产生拥挤，鼠兔仅有1．66O只个体对它拥挤(表 1)。 

3． 格周囊攘 

由1wao(1972)和 HiH(1973)的方法分析 “ ， ( 一M)／M 曲线的峰值表示对应样 

方划 、相对于个体群的面积。芋甸中鼢鼠的聚块面积为0．75公顷。鼠兔在两种植被类型中聚 
块面积均为o．5公顷。鼠兔的M—M 图型 里直线，分布的基本成份属于密集的个体群。鼢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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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精 局规模 分析 图 

*  

Fig·。 A 。of 。di 。 。i。 

的 一 图 型为 益线，且值不等于零，其基本成份应为硫松的个体群，群内个体是随机的 

(表 1、图2)。 

4． 格局的变化 

1983年冬大雪造成鼠兔种群数量急剧下降。在此密度下鼠兔不表现通常状况的聚块型审【 

布。理论拟合符台波松分布，属于随机分布格局，聚集强度大幅度降低。鼢鼠的格局仍适合 

负二项分布，聚集强度减弱(表 1)o 

5． 格局的相关性 

Ker~haw (1S60)提出了协方差分析可以确定各种群格局间的相互关系““。 

+I= 。+ l+2C I 

表示方差，Cab表示相应区组的协方差，口、b为不同的种群a就整体而言，草甸与灌丛中 

鼢鼠和鼠兔均为正相关。当密度高速一定值后，相关性随之转化。经计算机筛选，草甸鼢鼠 

数量迭 4只／公顷或鼠兔 8只／公顷时为负相关，r=～0．117J灌丛鼢鼠数量达8只／公顷或鼠 

兔24只／公顷为负相关。以上z 检验均达到显著水平( <O．05)，见表 1。 

三、讨 论 

1． 格局的成因 

所谓鼢鼠和鼠兔空间格局的模型，并非数学上的巧合，而是物种生物学特性的反映。鼠 

兔喜欢选择平坦开阔的栖境，防御天敌的警戒行为十分突出，合理的聚集已成为种群保护行 

为的重要手段。鼠兔的生殖率高，甚至构成几代同堂的家庭结构 。鼠兔分窝后，仍以老 

巢为核心，呈递减序列向四周扩散。鼢鼠的格局依赖其运动方式、土壤和植被类型。地下生 

活、土层厚度和质地皆成为鼢鼠远距离自由扩散的限制因子，以杂类草为主的次生植被和阴 

湿的金露梅灌丛是鼢鼠最佳的栖息环境，这些园子都有利于鼢鼠朝聚集模式的方向发展。 

2． 格局相关性 

过去将鼢鼠和鼠兔的数量关系视为负相关是不够垒面的。据本研究，只有较高密度的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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裹 1 各种样本的分布◆鼓 
T~b[e i D；strlbutioli p丑r昌meterg of the samp[eS 

鼠 种 N M 击 壶／M p s c I r c 

高原鼢 鼠 

高 币 鼠兔 

鼢 鼠+鼠兔 

2·972 

3．193 

l·TT{ 

1． l8 

0·899 

O．8fl9 

9·762 

0．71 6 ● 

161．987 2．740 

E．49·915 3·92fl ● 

956．$98 3．612 

蠢 丛 c1985) 

高原蔚 鼠 248 0．887 2．0g 5 3．264 3．fl78 3．684 3．钾9 0．25 2．679 

l 24 1．774 1 9． 72 6．848 3．858 7．881 4．0a9 9．50 2．859 

02 2．6B2 24．095 10． 16 4．027 4．093 4．蚰 3 0．7 5 3．027 

62 3．54fl 40．248 I a．889 3．015 a．889 3．581 1．90 2．915 

高原鼠兔 248 4．B73 I9．878 7．988 1．983 I．B99 i．690 9．2 5 0．593 

124 9．I45 68．789 14．B丑1 1．B96 I．618 1．617 0．50 0．899 

02 13．884 122．468 21．742 I．555 1．589 I．459 0．75 9．555 

02 I8．2gO 229．387 29．3 a0 1．809 1．6 30 1．7f14 I．99 9．9 04 

鼢鼠+鼠兔 948 5．466 23．35S 8． 37 I．609 1．607 0．25 1．8gO 9．297 

194 l0．818 2l9．287 30．090 2．7蛆 2．770 0．59 74．378 9．931 

02 16．fl45 476．985 44．3fl7 2．688 2． 98 0．75 I65．78I 3．051 

02 90．338 888．99B 58．212 2．7I1 2． 聃 I．99 288．T5O 3．08g 

鼠兔(198$) 3 1*671 1．890 I．899 I．078 1．9g 

嚣 鼠(1983) " 2．4II 6．6fl2 4．174 1．731 1．?55 

区才表现为负相关，而低密度区域和总体一致趋于正相关。野外研究有两方面的证据支持这 
一 结果：密度低时，鼠兔的松土作用有利于杂类草的增加，为鼢鼠食物谱的丰富提供了原始 

合作，高密度时，鼢鼠与鼠兔串洞频辩且土丘覆盖地面植被，排斥了鼠兔的取食资源。 

3． 方法问鼍 

作者对概率分布的方法用于小哺乳动物的空间格局研究，进行了一系列可行性验证，认 

为上述方法是可靠的。但目前几种离散型理论分布，作为小哺乳动物种群空间分布的模型难 

于概括全部现象。如高原鼠兔吝漕从中分布的类型，尤其是一些植被类型相嵌的地区观察变 

量分布比较复杂，还需 引进某种变通性较强的体系，包括 多参数的连续型概率分布进行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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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RESEARCH ON THE POPULATION SPATIAL PATTERNS 

OF THE PLAETAU ZOKOR (MYOSPALAX BAILEYI) 

AND THE PLATEAU PIKA (OCHOTONA CURZONIAE) 

IN THE ALEINE MEADOW ECOSYSTEM 

Zong Hao Fan Nai-Chang 

(Northwest；Plateau Institute ol Biology，Academia，Xining) 

Yu Fu—Xi Zhu Jia-Cheng 

(Computer Center ol Qmghai Norraal Un m Xinlng) 

This research was carried out in Qinghai province from 1983 to 1985． 

The rnaiI1 results are as follows： 

1．The spatial patterns of the zokor and the pika fit the negative bino— 

mial and the truncated negative binomial distribution ． 2。 The assembling 

intensity of the zokor is higher than the pika． 3． The as sembling Krea of 

the zokor is 0．75 ha in meadow and 1 ha in shrub，and that of the pika 

is O．5 ha．4．The spatial pattern of the pika shows its random distribution 

but the zokor S patten still shows the assembling distibution in low popula— 

tion density． The assembling intensity of the zokor and the pika js decrea— 

sed in low density population following a heavy snow ．5．The spatial part— 

erns of the zokor and the pika trend to positive correlation in the smv=ples 

of low density but negative correlation in the samples of bJgh density。 

KeY wo rd~：the population spatial patterns，M yostm lax bafleyi，Ochoto— 

0 Cnrzoniae， alpine m eadow ecosystem 。 

维普资讯 http://www.cqvip.com 

http://www.cqvip.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