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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l归f8T靳l0拈雌 4 -5月。笔者丧内童 _古正■自蘸布匠田置位窘严重鼬蓐辆土。 连蓑商年 甩 药 曲 戈 

鼠．谭鸯觜果表明，在布匠田鼠种群敢鼍上升玻下辟的年份，春季灭鼠均能控辫当年的置害·鼠世崖膏 
时，爰妇 置种群年龄培挣、性啦、柞孕率却睾丸下降率均发生改变．鼠密度慨时·茏置对种群特征嚣 
响不置着． ． 

关■一 瓠鼠，毒氏田鼠．种群特征． 

布氏田鼠(Microt~S bfandti),是内蒙古干旱草原的主要害鼠之一，它是一种数量变动幅 

度较大的群屠蛙鼠类 ⋯。70年代韧耜8O年代乖有两次数置大发生，对草原造成较大的危害。 

当地使用药物大面积灭鼠，对控制鼠害起到了一定作用a对灭鼠后当年布氏田鼠某些生物学 

特性有凡 过研究 1。连续两年灭鼠后有关布氏田鼠种群变化特征未见报道，1987--1988年 

进行了这方面的_工作，现报告如下 

。 

一

、 基点自然概况 

工作基地在内蒙古 自治区锡林郭勒盟西南部的正镶白旗。地处北纬42 05 至43 O1 和东 

经l14。l6 至n5。4O l之阀。海拔1100"-1400米。该旗属于中温带大陆性干旱气候 ， 冬长 夏 

短，多风 少雨，年均气温为 t．9℃ ， 1月平均气温一17．8"C，最低气温一35．9℃， 7月平均 

气温19．1℃，最高气温34．9℃，年均降水量358毫米，无霜期约112天。 

工作基点选在南部纯牧业区的陶林宝勒格苏末，该苏末是以锦鸡儿 (Caragana raictop- 

hylla)为背景、以冷蒿(Artemisia friaida)、针茅(Stipa krylo~)和羊草(Anenrolepid- 

into chlnensv)为主的典型草原。植被平均盖度低于3O ，草层高窿多在l5厘米以下 ，是布 

氏田鼠适宜的栖息地。 

二、工作方法 

1987和 19 88年，每年 4— 5月，在布氏田鼠密度较高的草场上 (每公顷有鼠200--1000 

只)，用0．os％杀鼠灵小麦毒饵，采 用等距离撤饵灭鼠，每年防治面积1．2万多亩。两年在同 

一 块草场上灭鼠，平均灭鼠效果分剐为83．O3 稻75．4 。 

卒立于】989年8月30只收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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距灭鼠区约5公里处，选布氏田鼠密度、植被清况与灭鼠区基本相同草场作为对照区，其 

面积约4000亩。对照区只观察鼠的数量变化稻种群繁殖特征等项内窖· 

1987和1988年 4— 9月，每月中旬在 灭鼠区和对照区的固定样方(O．25公顷)内调查鼠漏 

的数量，灭鼠区26个样方，对照区12个样方。同时分别在灭鼠区和对照区的一定面积内，将 

所有鼠漏堵塞并计数，经24小时在盗开洞口置鼠夹，连续捕3天格捕获鼠的总数与洞口总数 

之比称为“洞口系数 。根据每公顷的鼠洞数与洞口系数计算出每公顷的鼠数即鼠密度。调查 

洞口系数时将捕获的鼠全部称重，测量井解剖。 

．  三，结果与分析 

1． 灭鼠后布氏田鼠种群数量的变化 

两年布氏田鼠种群数量变化见图 1。 

图 l中对照区曲线表明，布氏田鼠属于种群数量变动较大的种类。两年间种群数量差异 

十分显著。两年的种群数量变动 均 呈 双 峰 

型，1 987年后峰高于前峰，1 988年前峰高于 

后峰。两年前峰出现的时同不同，1987年在 

6月，1988年在 5月，这与繁殖开始得早， 

晚有关：1987年繁殖开始于4月，当月怀孕 

率为 96．88 ， 5月产仔， 6月幼鼠出窝活 

动，因此在6月出现第一个高峰}1988年繁 

殖开始于3月，因此在 5月出现第 一 个 高 

峰。1987年后峰出现在 8月，1 988年繁殖期 
较长，后峰出现在 9月。 图 l布氏田鼠的种群数量变动 

Fig．1 The population dynamlcs of brandt S vole 

图1灭鼠区曲线所示，两年中布氏田鼠 

种群数量始终保持在 较 低 的 水平。两年的资料表明，药物灭鼠可以在当年控制布氏田鼠的 

数量。对照区1987年 9月每公顷平均有鼠1113只，1988年 4月每公顷平均299只，经过 一 冬 

自然减少了73 。1988年 9月每公顷平均有 鼠208只。一般年份，以此推算，1989年 4月该 

地区每公顷平均有鼠大约56只左右，实际调查为6；只，草原上这样低的鼠密度不足为害，不 

必灭鼠。 

2． 灭鼠后布氏田鼠种群年龄的组成及其变化 

根据以体长划分布氏田鼠年龄的标准 ，将两年所获的2268号标本( 12 95， 973)分 

成 4个年龄组，该鼠种群年龄组成及备月的变化见图2。 

由图2看出，1987年雌雄亚成年组分别占总数的46％和57 ，使柱状图接近 正 金 字 塔 

形，说明种群处于正常增 长趋势。经过 灭鼠后亚成年组比例下降，成年 I组比例上升超过亚 

成年组，柱状图接近倒金字塔形，说明种群将处于下降趋势。1 988年对照区种群处于下降的 

趋势，亚成年组的数量少于成年 I组，也少于成年 Ⅱ组，经过灭鼠后，使成 年 I组 显 著 增 

加 ，柱状图呈典型例金字塔形。由此表明，灭鼠能使亚成年组比例减少，成年组比例增加， 

不利于种群增长。两年都是在春季灭鼠，杀死了大量的越冬鼠，基础母鼠减少，致使当年出 

生的鼠也减少，因此，成年 I组所占比例相对增加(绝对数量较少)，使种群年龄组成发生了 

维普资讯 http://www.cqvip.com 

http://www.cqvip.com


生 态 学 报 

臣 2 布氏田鼠种群的年龄组成 

Fig．2 The popMatiog age∞mposit|0n of bnndt s vole 

变化。 

3． 灭鼠看布氏田鼠繁殖特征的变化 

(1)性比 两年灭鼠后种群性比的变化列于表 l。由表 1看出：对照区两年的性比有 

年度和季节的差异，两年之间差异非常显著，这与张洁等人的研究结果一致 “ 

襄 1 布氏田■性比 

Table 1 Sex ratio of the Br-时 t，s vole 

1月 5月 6月 7月 8且 g月 台 计 
年度 处 理 

o'／ o'／ 早 ／ 早 ／早 罕 ／早 ／ ／ 

灭 鼠 l 4 31 2． 9 l2 21 2．I)0 }36 47 0． 34 1 2．00 261 113 1．51 
I987 

对 j!l【 37 38 0．97 57 60 0．g5 I43 l3O 1．i0 439 463 I．08 

托鼠 40 29 1．3g ：． 08 240 l36 1．76 对照 66 33 I．97 45 35 1．29 2g5 20I I
． 17 

灭鼠区1987年总的雄雌性比与对照区比较，差异非常显著。同年 5— 6月雄鼠显著多于 

对照区，说明灭鼠时雌鼠死亡率比雄鼠高。1988年，灭鼠区总的雄、雌性比与对照区比较， 

差异不显著。但 5— 7月雄鼠仍然显著多于雌鼠，同样说明灭鼠时雌 鼠死亡率比雄鼠高。可 

见，使用杀鼠灵灭布氏田鼠，不仅能直接压低鼠的基数，而且能改变残留鼠中雄雌的比例， 

减少雌鼠，不利于种群增长。 

(2)雌性繁殖特征 (i)怀孕率 本文中的孕鼠是指解剖时用肉跟可以直接看见胚 

胎的母鼠。灭鼠区与对照区雌鼠怀孕率及胎仔数见表 2。 

对照区雌鼠怀孕率两年问有年度和季节差异。这与布氏田鼠在数量赢蜂年繁殖率低的结 

论一致 “ 。1987年 4月调查时未摘到幼年鼠，也未见到有胎盘斑的雌鼠，雌 鼠怀孕 率 为 

96．88--+6．15 ，说明1987年繁殖开始于 4月，1988年 4月捕到了幼年鼠，同时也捕到 了 具 

有胎盘斑的雌鼠，1988年的繁殖开始于 3月。1 987年 9月末捕到孕鼠，1988年 9月 捕 到 孕 

鼠，占3．57 ，繁殖期比1987年长两个月。布氏田鼠怀孕鼠在1987—1988两年，均有两个高 

峰，但高峰形成的时间不同，1987年在 4月和 6月，1988年在月 5和 7月。 

9 87年灭鼠后怀孕率增高，可能与密度有关。灭鼠后密度显著下降，生存条 件 得 到 改 

菁，能使布氏田鼠寿命延长。鼠密度低时能匣馈性地提高鼠的繁殖率。而1988年灭鼠后怀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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襄 2 布氏田一●慷怀孕宰和平均眙仔救 

Table 2 The 1．silo of conception and the eve~se embr~-o ilmler ln female brtnt -vote 

＼＼～  1987年 1988卑 
＼ 珥 ＼  炙 ■ E 对 照区 爰 ■匠 
措 ＼

～

目 ＼  对 强 区 

理 效 4T 

孕 一 致 4月 

怀 孕 率 1g．15 

平均睹仔效 8．43±0．48 8．33±0．33 

观 嘉 效 

孕 ■ 致 5月 

怀 孕 率 47．44 71．1l 

平均胎抒效 9．T'6±0．57 8．T7±0．39 8．63±0．28 8．25±0．6S 

观 察 致 

孕 ■ 重 6月 

怀 孕 率 TO．O0 26．O0 

平均腑仔效 8．28±0．1T ．"±0．"75 ，．08±0．4T 7．O0±1．O0 

盈 亲 效 

7月 孕 一 致 

怀 孕 率 60．O0 e0．O0 40．7‘ ‘ 

平 均舶仔 羲 7．22±O．2T 7．6O±0．船 8．O0±O．E5 T．柏 士0．38 

盈 寨 教 

8月 孕 置 效 

怀 孕 事 7． 1 3O．4,3 l§ OO 

平均骑仔效 7．1S±0．61 7．1 3±0．51 6．43±0．T5 7．67士0．e7 

蕊 寨 效 

9且 孕 鼠 致 

怀 孕 率 

平均舶仔盎 4．O0±0 

理 寡 致 178 7 124 

总 计抖 T8 29 孕 一 致 
怀 孕 率 3S．S2 ‘ ．82 l i3

． 3口 

平均骑仔效 7．66士0．1e 日．12±0．28 8．O0±0．21 ．93±0．22 

不包括轴年蛆． 1987年 4月舒的盎螺宋计^． 

率反而降低，这与I987年的结果不一致。灭鼠前(4月)试验区比对照区怀孕率低 23．2 ， 

灭鼠后(5— 8)月试验区比对照区怀孕率仍然低2O％左右。由此看出，低密度年份。灭鼠也 

能改变其怀孕率。 (il)胎仔数 对照区1987年及1988年平均胎仔数问差异非常显 著 (f= 

5．02>f )。表明鼠密度低时。胎仔数增高，窥密度高时，胎仔数下降。鼠的怀胎仔数． 

季节变化均比较明显，布氏田鼠胎仔数春季高于夏、秋季 ，与我们的观察一致。这种季节差 

异在其它鼠中也存在，如棕背孵 (C， r̂ 0n0mjrs r“，0c Ⅱs)和大林姬鼠 (~Ipodem=s s “ 

c{os=s)的胎仔效也是春季高于秋季 】。宾州田鼠 (M~crofus ennsyfo口“fc s)的胎仔擞春 

季高于夏季 。肼．cMiforniws鼠的胎仔数也是春季最高 。灭鼠后布氏田鼠的骆仔羲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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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是春季高于夏秋季(表2)。 

灭鼠区1987年年均胎仔数为 8．12±9．28个，t988年为7．93±0．22个，两年差异不显著 

(f：1．02<fo．D 6)，1987~试验区与对照区年均胎仔数 (8．12，7．65)差异非常显著 (f=8．608 

>f。． 。)，这和在自然条件下的情况一致，密度高时胎仔数降低，灭鼠使密度降低 ，因此 使 

胎仔数增多。1988年试验区与对照区年均胎仔数分别为7．93+O．22和8．00~0．21个，没有显 

著差异(f：o．76<foⅢ )，这可能与本年度灭鼠区和对照区鼠密度均很低有关。 

(3)雄性繁殖特征 灭鼠能否影响雄鼠的繁殖，我们观察记录了雄鼠睾丸重量、下降 

率．精巢的长宽及精子是否成熟等项。就不同年龄组睾丸下降率的变化进行了分析(表3)。 

寰 5 布氏田lit雄性●丸下障率 

'／'able 5 The ratio of descendixtg o~chtocatabasls in male btaudt s vole 

4 月 1 5 月 『 6 月 l T 月 l 8 月 I 9 月 l 4—9月息{ 

年度l灶理l一半毒 l鼠 毒 l鼠譬毒 l鼠竿毒 I鼠竿毒 l鼠譬裔 l_掌毒 l l皴教 l数盘 l敲教 l数教 l皴蕺 l皴数 I羲皴 

t。s1 4 6T 9。· t： ： ：：：：：f：： ； ：： ：I： ：：：：：：： 。55。， ， ： 3 2。0 0。}23 。3 ：： ：： ： 
雠 ：， 3。7 5, 4 1 15 

● 

● 

。盯年 4月毋皴耘不包括在总计内· - 

} 

从表3看出z对照区雄鼠睾丸下降率，两年间差异非常显著( =12．1027>tⅢ )。1987 

年灭鼠区睾丸下降率高于对照区。差异非常显著(f：9．6Ol>to )，也反映出雄鼠繁殖与密 

度的关系；当密度低时，睾丸下降率高，繁殖力增强。鼠密度高时，睾丸下降率低，雄鼠繁 

殖力减弱。 

1988年 灭鼠区睾丸下降率与对照区没有显著差异(f：1．5278<t )，这和雌鼠 在 1988 

年胎仔鼠、怀孕率与密度变化的关系一致，在低峰年灭鼠措施对雄鼠的繁殖力也未表现显著 · 

影响。 

四，小 结 

布氏田鼠不论在数量上升或下降年份，春季灭鼠均能控制当年的鼠害。在种群数量的高 

峰年，灭鼠使种群密度降低，种群年龄组成发生变化，成年 I组比例增高，亚成年组减少|雌 

鼠比雄鼠减少，雎鼠怀孕率增高，胎仔数增加J雄鼠睾丸下降率增高，鼠的繁殖力增强。这 

种现象与自然条停下，鼠密度自然下降后。种群出现的变化～致。 

在低峰年，不灭鼠种群密度降低，灭鼠后更低，在低密度时，灭鼠后对布氏用鼠种群的 

特征影响不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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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Y ON CHARACTERISTICS OF P0PULAT10N OF 

BRANDT S VOLE AFTER RODENT CONTROL 

Dong W ei—-Hui Hou Xi—-Xian Zhang Pen—-Li 

Zhou Yah—-Lin Yang Yu：Ping 

(1nstitu!e of Grassland，c 眦sP Academy of A扩{c‘【 mj Sciences) 

Xue Xiao—Ping 

(Xi—Men9 StaHon of Rodent Control,ImPr M 9 B) 

This paper presents results of studies on the characteristics of population 

of brandt s vole (M icrotus brandti) after rodent contro1
． The investigation 

was carried out in the typical steppe in Zhengxiangbai County ，In~er M on— 

golia，from April to September 1987 and 1988
． Btandt S vole distributed in 

the steppe in Inner M ongolia is an important component of the rodent tom— 

munity in the typical steppe region． 

In field roden t control，0．05 wheat bait of W arfarin was used with the  

efficien cy that is 83．03 and 75．42争6，respectively，for April May 1987 and 

1988． 

After rodent control the den~ty of brandt S vole population was reduced 

evidently， but the rate of descending orch ioca tabaais in male and rate of 

coinception  in female in creased，the age compes iton changed and the average  

embryo number remained with no statistical sinnificanc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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